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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小麦部分基因杂合性与杂种优势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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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杂种优势的遗传机理是作物遗传育种学的重要基础理论间题
。

研究证明遗传杂

合性是杂种优势的遗传基础
,

但需要进一步 回答的问题是
,

杂种优势的表达与整个基因组杂

合性有关
,

还是只与部分基因组位点的杂合性有关
。

最近
,

随着农作物 定位的研究进

展
,

发现玉米杂种优势表达不仅与基因组杂合性 即超显性 有关
,

同时 在杂种优势表

达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

对于杂种优势遗传机理研究
,

若能创造出在相似遗传背景下杂合程度

不同的一系列杂合体
,

即可以研究部分基因组位点杂合是否与杂种优势表达中也起着重要

作用
。

对于杂种优势遗传机理研究
,

若能创造出在相似遗传背景下杂合程度不同的一系列杂

合体
,

即可以研究部分基因组位点杂合是否与杂种优势表达有关
。

由于普通小麦的异源六倍

体特性
,

目前已经培育出一批品种间染色体代换系
,

为创造出在相似遗传背景下遗传杂合性

不同的杂种提供了独特的机会
。

等
, ,

一 利用冬小麦品种

和 之间的染色体代换系研究发现
,

在染色体 和 上具有与产量有

关的
。

我们的研究策略是
,

利用代换系与受体品种杂交
,

获得只有一条染色体杂合的杂

种
,

利用两个不同的染色体代换系杂交
,

获得只有 条染色体杂合的杂种
。

与两个品种间杂

交种相 比
,

上述杂种只有部分基因杂合
,

而且遗传背景相同
。

本研究的目的是利用

和 之 间的染色体代换系
,

获得在 遗传背景下只有染色体 或 单条

染色体杂合体
,

以及 和 两条染色体杂合体
,

研究冬小麦部分遗传杂合性与杂种优势

表达的关系
。

试验材料包括冬小麦品种
,

和 代换系 和
,

染

色体 杂合体
,

染色体 杂合体
,

以及染色体

和 杂合体
一 一

共 个材料
。

每个材料 田间种植 行
,

行长
,

行距 。 ,

成熟时收获 样段考察千粒重和产量
。

结果表明
,

当 的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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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林科所张均营
、

吴丙奇参加了部分田间试验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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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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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体被 的 和 染色体代换后
,

千粒重分别提高 和
,

说 明

的 和 染色体上具有提高千粒重的
。

染色体 和 的杂合体
,

千粒

重分别 比 提高 和
,

比 和 的纯合代换系分别提高 和
。

当 和 都 处 于 杂合 时
,

千 粒 重 比 提 高
,

比 染 色 体杂合体提 高
,

比 染色体杂合体提高
,

两条染色体杂合体 比单条染色体杂合体平均提高
。

当 的 和 染色体被 代换后产量分别降低 和
,

说明在 的 和 染色体上具有提高产量的
。

当染色体 杂合时
,

产量 比

提高
,

比 纯合代换系提高
,

染色体 杂合时
,

产量与 纯合代

换系相近
。

当染色体 和 都杂合时
,

产量 比 提高
,

比 杂合体提高
。

上述结果表明
,

杂合时可以表现出杂种优势
,

而且随着杂合 位点的增加
,

杂种优势有进一步提高的趋势
。

这说 明
,

杂种优势的表达更重要 的是与控制有关性状的

杂合性有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