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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穗小麦种质 一分带特征分析

窦全文
,

解俊峰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

西宁

摘 要 对 个不同类型 巨穆小麦种质材料进行 一分带分析
,

发现均有一对特征染色体存

在
,

初步确定这对染色体为小麦
一

黑麦 易位染色体
。

关健词 巨称小麦种质 一分带分析 易位染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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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遗传多样性的优良种质是选育突破性小麦新品种的主要物质基础
。

小麦育种的

进展和突破与亲本资源的评价
、

利用和创新关系十分密切
。

巨穗小麦种质以高原 单体

为基础
,

通过染色体工程和标志性状追踪选择
,

引人外源基因
,

利用顶生小穗上小花变小

穗的变异增加小穗数
,

应用 优株重复复合杂交法综合
、

固定和累加多种 属 多品种的

优良性状
,

培育而成的巨穗新种质
。

其主要亲本多年生 号 中
、

高加索和高原 中

分别具有中间堰麦草
、

黑麦和长穗堰麦草的外源基因图
。

巨穗小麦种质特殊优良性状的染

色体基因定位及外源基因片段的鉴定和所涉及的染色体的准确辨认
,

可为巨穗小麦种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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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杂交育种的亲本和作为遗传研究的基础材料奠定基础
。

在小麦遗传研究中常用的分带技术有 一分带和 一分带
,

一分带仅可 区分小麦

的 对染色体
,

一分带则能区别小麦
、 、

组的所有 对染色体和许多小麦亲源物

种的染色体
,

并可用于研究染色体结构变异及检测导人普通小麦中的外源染色质困
。

材料和方法

材料

本实验所用的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为巨穗小麦种质材料 表
,

由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解俊峰研究员培育
。

表 巨植小麦种质的主要农艺性状

材料 株高 称长 小称数
阮

千粒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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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八了﹄甘︸匀只︺亡归心生民氏
一

一

一

一

一

方法

染色体 一分带主要参照 的程序

种子 ℃条件下发芽
,

剪取长至 的根
,

冰水处理
,

用卡诺固定液

酒精
,

冰醋酸一 ,

固定
。

根尖直接在 醋酸中压片
。

冰冻揭片后在纯酒精中过夜
,

第二天处理前取出
,

稍加气干
。

在 盐酸中
,

‘

下处理
,

用水冲洗干净
。

饱和液
,

在室温下 处理
,

蒸馏水冲洗干净
。

在 中
,

℃下处理
。

直接从 中转人用缓冲液 份
,

份 稀

释的 染色液 浓度一般为 加 滴染色液 染色至适度
。

用蒸馏水冲洗后
,

气干
,

滴二甲苯盖片后观察照相
。

结 果

参照普通小麦中国春 一分带带型困
,

对巨穗小麦种质
一 、 一 、 一 、

、 一

一分带表明
,

每一材料都携带有一对特殊染色体
,

长臂上有显著的深色的端

带和着丝粒带
,

短臂上有显著的端带和亚端带 图版
, 、

图版
, 、 、 。

因为在巨穗

小麦种质材料培育系谱中
,

小麦品种高加索为早期重要的亲本之一
,

高加索为一具有小麦

与黑麦 代换系的品种
。

参照 中国春 一 分带标准带型和 等对一小麦和黑麦

一 八 易位系的确定
‘ 〕。

表明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染色体长臂上的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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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粒带与端带及小麦 长臂非常相近
,

短臂上的端带和亚端带与黑麦 染色体短臂相

似
。

讨 论

巨穗小麦种质材料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为随机选用
,

一分带结果

表明
,

每一种材料都携带有一对分带特征相近的特殊染色体
。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这对特殊

染色体在培育的系列巨穗小麦种质材料中普遍存在
,

并可能对巨穗小麦性状的表达起着

重要的作用
。

参照中国春 一分带标准带型和 等对一小麦和黑麦 易位系的确定以及对
“

中
’

℃一分带结果 ①
,

分析巨穗小麦培育早期系谱
,

可以初步确定
,

在 巨穗种质材料
、 一 、 一 、 一 、 一

中的特异染色体为小麦一黑麦 染色体
。

短臂上带有抗条锈
、

叶锈
、

秆锈和白粉病的基因
。

十几年来
,

带有 代换或易位的

小麦品种
,

在欧洲乃至全世界得到大面积推广
,

象 和 等品种阁
。

小麦和黑麦

八 易位系的广泛应用
,

主要原因应归功于黑麦染色体 上所携带的抗病基因
,

还应

该归功于被代换的小麦染色体 与黑麦染色体 的高度同源性 在代换 易位 系中
,

达到了遗传平衡
。

在巨穗小麦种质培育过程中
,

对 系的抗病性的选择及易位本

身遗传上的稳定性
,

是 染色体在巨穗小麦种质中普遍存在的重要原因
。

外源基因引人和利用是巨穗小麦种质培育的重要途径
。

在外源基因引人中
,

多年生

号 中 是八倍体小僵麦
,

有一组中间僵麦草的染色体
,

是主要外源基因源
,

还用带有益

外源基因的优良品种作为优秀基因源
,

如高加索
、

高原 等川
。

巨穗小麦种质为具特殊

优 良性状
,

且在遗传上达到稳定的优异种质
,

在遗传构成上可能为多种外源基因共存
。

由

于染色体分带的局限性
,

现代分子原位杂交技术 如 技术
、

和 等分子

标记技术
,

可准确地确定易位的外源染色体
,

易位的位置及片段大小
,

涉及易位的染色体

与小麦染色体的部分同源群关系 ’〕。

进一步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手段
,

对巨穗小麦小片

段外源易位及其所涉及的染色体的鉴定和准确辨认
,

可以将有用基因定位到特定的染色

体臂或区段
,

对巨穗小麦种质在遗传研究和育种中高效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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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说明

图版 一 分别为巨穗小麦种质材料
一 、 一

根尖染色体 一分带 箭头所示为 易位染色休

图版 一 分别为巨穆小麦种质材料
一 、 一

和
一

根尖染色体 一分带 箭头所示为 易位染色

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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