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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诱变小麦雄性不育研究
①

链霉素诱导的小麦细胞核基因雄性不育突变

刘志勇② 孙其信 黄铁城 王 力 江

植物遗传育种系 河北省昌黎县种子站

摘 要 利用链霉素在普通小麦品系 和 中分别诱导出雄性不育突变
,

遗传分析表明其

不育性分别受隐性和显性 细胞核基 因控制
。

雄性不育突变体雄性器官败育彻 底
,

遗传稳定

雄性不育突变体雄性器官败育不彻底
,

自交有较低结实率
。

这些雄性不育材料可作为新的小麦

雄性不育遗传资源
。

链霉素诱变小麦雄性不育具有较好重现性
,

可作为创造小麦雄性不育的新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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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性不育是小麦的重要遗传现象
。

小麦雄性不育材料是进行遗传学研究
、

杂种优势利用

和开展轮回选择及进行种质改 良的重要工具
。

雄性不育可分为核质互作雄性不育 简称细胞

质雄性不育 和细胞核基因雄性不育两类
。

小麦中存在 自发或诱变产生的细胞核基因雄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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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类型
,

按其遗传方式有隐性细胞核基因雄性不育和显性细胞核基因雄性不育川
。

采用理化因素诱变通常可诱发植物产生雄性不育突变〔‘〕。

链霉素作为诱变剂在珍珠粟
、

水稻
、

向 日葵和玉米等作物上均可诱导产生雄性不育突变〔一 〕。

我们利用链霉素诱变普通小

麦获得了雄性不育突变 , 〕。

本文对诱变小麦品系 和 产生的雄性不育突

变体作进一步的遗传分析
。

材料和方法

用链霉素处理 冬小麦品系 和 阮 ’】,

获得雄性不育突变体
,

分别用正常

可育 和 花粉回交
。

回交后代冬季在温室加代
,

对各
,

植株套袋 自交
,

鉴

定
,

代的育性
,

对雄性不育植株继续用正常可育株回交
。

经春化后各 自交和 回交后代种

子播于 田间
,

在开花期套袋 自交
,

鉴定育性
,

对雄性不育植株继续 回交
。

收获各 自交和 回交种

子继续种植
,

进一步鉴定其育性表现及其遗传方式
。

根据回交后代和 自交后代的育性表现
,

分析诱变产生的雄性不育是否可遗传
,

并区分其遗传方式
。

花粉育性鉴定 取即将开花的花药中的花粉
,

用碘和碘化钾溶液染色
,

鉴定花粉育性
。

统计方法 自交 回交 结实率
基部小花结实粒数

基部小花数

自交 回交 结实 于攀
单穗结实粒数
基部小花数

结果与分析

链霉素诱变 小麦雄性不育突变体的遗传分析

对 和 年链霉素诱变 产生的可遗传雄性不育突变体回交及 自交后代

分析结果表明
,

链霉素在 中诱变出 个隐性细胞核基因雄性不育突变体
。

雄性不育

株用 回交
, ,

代均表现正常可育
,

再 自交 则表现育性分离
。

育性分离行继续

种植成
。

或
, , ,

系统
,

仍有雄性不育株分离出来
,

分离出的雄性不育株再经

回交
,

均表现正常可育
,

自交后又分离出雄性不育株
。

经卡方检验
,

个突变体
、 一 、 一 、 一

和
一

符合一对隐性基因分离方式 表
,

另外两个突变体
一

和
一

的遗传分离在某些年份偏离 的遗传方式
,

不育株比例偏低
,

其原因尚

需作进一步研究
。

分析 雄性不育突变体育性分离群体
,

结果表明除育性外
,

育性分离株行中雄性

可育株和不育株农艺性状表现正常
,

未见明显不同
,

与 也无明显差异 表
。

链霉素诱变 小麦雄性不育突变体的遗传分析

对 年 诱变的雄性不育株回交后代分析结果表明 四个雄性不育突变株

中有两个 回交和 自交后代育性均为可育
,

之后再无雄性不育株分离出来
,

属于非遗传性雄性

不育 另两个雄性不育突变株回交后代均有雄性不育株分离出来
。

其中
一

突变体每次

回交后代均有雄性不育株分离出来
,

对雄性不育株经用 连续 次回交后
,

从 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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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代的育性表现分析其雄性不育性是受一对显性基因控制 表
。

雄性不育株用正常可育

株回交
,

后代分离出近一半的雄性不育株和雄性可育株
。

雄性可育株 自交后代全部表现可

育
。

表 链霉素诱变小麦雄性不育突变体遗传分析

可育株 不育株 概率

肠

突变体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世代②

一 汇犯汇汇犯汇认

年份 ①

①
, ,

分别表示温室
、

春加代和秋播

② 表示雄性不育株 自交后代

链霉素诱变 雄性不育突变体
一

雄性败育不彻底
,

雄性不育株 自交有低

于 的自交结实率 表
。

雄性不育株雌蕊育性正常
,

回交结实正常
。

对雄性不育株 自交

所结的种子作进一步分析
,

结果表明可分离出较多的雄性不育株和少数雄性可育株
,

雄性不

育株 雄性可育株近于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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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链霉素诱 变小麦雄性不育突变体农艺性状及育性表现

突变体 世代 育性① 株数
株高 穗长

小穗数
基部不育基部小花

小穗数 结实粒数

穗粒数 自交结实率 回交结实率
,

︸﹄斑二八咤曰践

肠
一一尸八﹄

一

八﹄‘

皿
一

八、︺

一

一

八乙几

八

内岛一护

内﹄内、口亡工内、口二

八上

八、︺

科

八乙

﹄

① 正常可育 雄性不育

链 紊诱变小麦雄性不育突变体的育性特征

诱变雄性不育突变体雄性不育株护颖开张角度大
,

败育彻底
,

雄蕊比正常可育

株稍瘦小
,

浅黄色
,

不开裂
,

花粉败育时期较晚
,

部分花粉有内含物
,

碘和碘化钾可染色
,

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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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时期上染败的比率稍高于圆败
,

只有
一

败育时期较早
,

以圆败为主 表
。

雌蕊外观

正常
,

回交结实正常
。

雄性不育株回交和 自交后代分离出的雄性不育株护颖开张角度较小
,

雄蕊

比正常可育株稍瘦小
,

黄色
,

部分可开裂并散粉
。

部分花粉有内含物
,

碘和碘化钾可染色
,

在

败育时期上以圆败为主
,

并有少量深染花粉
,

有较低的 自交结实率
,

一般在 一 左右
。

雌

蕊正常
,

雄性不育株回交结实正常
。

表 链霉素诱变雄性不育突变体花粉败育表现

突变体 世代 育性
典败 圆败 染败 正常

亡八,土一︸八叼上只︸几

⋯
口门甘几︷匕﹃只︸甲

‘凡︼

工口门﹁日八,曰

沙八,件子

⋯
,工口八﹄月了

匕︹艺‘任口口以八乙巴工口月吮,土哎口︶任月﹃︵︺

⋯⋯
月任连﹄︺﹄日内叮‘连内匕左
‘

拓尸乙工少︼峨山

甘上,︼丹月己弓‘口今自斑卜︸曰︺
‘

﹃内匕匕口乃︶孟

⋯⋯
内匕亡哎口八八工气八

八‘任连﹄口上通峡一

︸﹄﹁︸八内︵︶

观察花

粉粒数

叭叭叭叭
一

一

一

一

一

讨论

普通小麦由于其异源六倍体特性
,

自发突变产生的雄性不育较少
。

自发或诱变产生的隐

性 细胞核基 因雄性不育突变曾有一些报道 〔卜
。

我们 和 两年用链霉素均 在

中诱变出了稳定遗传的隐性细胞核基因雄性不育突变
,

雄性不育株败育彻底
,

雌蕊

正常
,

经连续三次回交和 自交后
,

育性分离株系中的雄性不育株和雄性可育株除育性特征外

其他农艺性状均无明显差异
。

遗传分析表明其不育性受一对隐性细胞核基因控制
。

报道一 染色体缺失造成的雄性不育突变
‘ 〕,

发现
“ ”

雄

性 不育突变的后代中雄性不育株 比率偏 低
,

推 测可能与配子竞争有关图
。

链霉素诱变

雄性不育突变体中也观察到一些染色体异常行为 结果未列
。

如果雄性不育突变涉

及到染色体的结构变异
,

含有雄性不育基因染色体的配子在授精过程中由于缺乏竞争力
,

可

能会导致在后代分离中雄性不育植株比例的下降
,

偏离正常的分离比率
。

小麦中自发或诱变产生的显性雄性不育突变较少
‘ , ’ 〕。

我国在 年发现太谷显性

核不育材料 ’〕,

其不育属于无花粉型
,

雄蕊败育时期较早
,

花药瘦小
、

干瘪
、

不开裂
,

败育彻

底
。

雄性不育株 自然授粉
、

与可育株杂交后代均分离出一半的雄性不育株和可育株 ’〕。

用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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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素诱变冬小麦 获得的雄性不育突变株
一 一

经用 连续回交

五次后代育性表现表明其雄性不育性受一对显性基因控制
,

回交后代的雄性不育株和可育

株分离比率经卡方检验符合 的分离
。

但该突变体明显不同于太谷核不育小麦
,

雄蕊的

败育时期晚于太谷显性核不育小麦
,

花粉败育时期以圆败为主
,

并有较高比率的染败花粉
,

个别花粉可深染
,

雄性不育株 自交常有低的 自交结实率 小于
。

雄性不育株 自交所得种

子种植后可分离出 雄性不育 雄性可育 的比率
。

这种遗传方式的显性核不育小麦类

型国内外尚未见报道
,

这与胡洪凯在谷子中发现的显性核不育 型 具有相似的特点仁, 〕。

用链霉素
、

丝裂霉素等抗生素在珍珠粟
、

水稻
、

向 日葵和玉米等作物上均诱导出了雄性

不育突变 一 〕。

本试验中
,

以链霉素作诱变剂在普通小麦品系 和 中诱变

出了细胞核基因控制的雄性不育突变
,

并且不同年份间有较好的重现性
,

这表明链霉素在诱

变小麦雄性不育中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

链霉素诱变获得的雄性不育材料丰富了小麦雄性不

育遗传资源
。

这些新的雄性不育突变为小麦雄性不育的遗传学研究和育种提供了新的材料
。

对其进一步的细胞学
、

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将对深入了解雄性不育的遗传机制发挥积

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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