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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哒嗦类化合物 对小麦去雄
效应的初步研究

蒋明亮① 王 道全 张爱民 黄铁城 陈万 义
应用化学系 植物遗传育种系 应用化学系

摘 要 用合成的新哒嗦类化合物
,

以
一

为对照
,

进行了 对小麦的去雄效应的研

究
,

试验结果表明 对品种农大 及北农 号的去雄效应与 记 一

相似
,

平均 去雄率为
,

与
一

差异不显著
,

但 对籽粒的影响程度比
一

小 平均人工授

粉结实率为
,

显著高于
一

人工授粉结实千粒重为
,

亦显著高于
一

鲍
。

在试验的基础上
,

初步确定了 对品种农大 及北农 号较适宜用药时期和剂量
。

关锐词 化学杂交剂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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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 块

压

一

一

一

一

应用化学药剂进行杂交制种
,

亲本选配 比较 自由
,

制种程序比较简单
,

因而许多国家都

在致力于化学杂交剂的研究与开发
。 一

是 目前用于小麦商业制种的少数药剂之

一 〔’〕,

它能诱导不 同小麦品种 一 雄性不育
,

但它存在某些负效应 〔, · ’」。

十多年来
,

乙
, ,

住友等公司都围绕
一

的结构进行局部改造
,

期望能筛选

出更理想的化合物 〔 〕。

系本文作者合成的新的哒嗓类化合物
,

初筛的结果表明 具

有较好的去雄效应
,

因而进一步用农大 及北农 号两个品种
,

以
一

为对照
,

对 的去雄效应进行了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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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材料

试验为 因子试验 种药剂
, 一 、

个母本品种仁农大
、

北

农
、

个用药时期
, , ,

见表 及 个剂量
, , ,

见表
。

农大 为

提供花粉品种
,

机器条播
,

行距
,

每小区面积
,

次重复
。

药剂处理方法

①药剂配制及处理 个处理剂量分别为
, , 。

称取

及
一

样品各
,

配制成 溶液
一

用水

配制
,

用二 甲基 甲酞胺配制
,

浓 度均 为
。

分别吸取
, ,

,

兑 以 含表 面 活性剂 的水
,

处理 面 积
,

剂量分别相 当 于
, ,

, 。

②处理时期 个处理时期见表

表 个处理 时期的穗分化进程

农大 北农
处理 日期 处理

主穗长 主穗分化时期 主穗长 主穗分化时期

一

一

一

雌雄蕊原基分化期 药隔期

计算方法

在抽穗后每小区取 穗套袋
,

收后计算去雄率 开花期取 穗人工授粉
,

收后计算人

工授粉结实率
,

另收 穗计算 自然结实率
。

去雄率
、

人工授粉结实率分别按以下公式计算

去雄率 一
处理套袋小穗基部两朵小花总数一 处理套袋小穗基部两朵小花结实数

处理套袋小穗基部两朵小花总数

人工授粉结实率一 小穗基部两朵小花人工授粉结实数 小穗基部两朵小花总数

结果与分析

去雄率
及

一

对品种农大 及北农 的去雄效应结果见表
。

结果表明

对两个供试品种有很好的去雄效应
,

平均为 和
。

除对品种农大 在
,

两时期低剂量 处理和对品种北农 号在 时期低剂量 处理去雄不完全外 其它

各时期各剂量的处理基本上去雄完全
。

方差分析结果 表 表明
,

和
一

对

小麦的去雄率无显著差异
,

并且不因品种而异
,

不存在品种与化学药剂
、

化学药剂与使用

剂量及品种 化学药剂 剂量之间的互作
。

但时期和剂量的不同影响去雄率
,

所有包括时

期在内的互作效应均显著
,

说明确定使用时期和剂量是最重要的
。

从表 的结果看
,

所选

用的 个时期相对是适宜的
,

剂量达到 ,

或以上均能达到 的去雄率
。

试

验没有对高于 低于 , 的剂量进行研究
,

但最经济有效的剂量应在
, 之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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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及
一

对品种农大 及北农 号的去雄效应

品种 时期 剂量 去雄率 人工授粉结实率 人工授粉干粒重

农大

平均

北农 号

平均

农大

任产白乃任内匕,官,曰﹄

⋯⋯
乙八合夕妇曰八己,曰曰八月八廿八匕工自,,人宁自,占勺乙八

曰自‘一洲汽︶,‘

⋯⋯
以﹄衬夕一几‘厅任连
‘︹吕自‘八内,,,几自‘任

人︶,‘︸夕︺月﹃扁

⋯⋯
吐
孟﹃六︶,工曰甘,口︸,︼以︸一吕曰口污︸以

︸且‘,口‘

一

内了,月︸月了,口八月性丹勺了‘任连

⋯⋯
口匀左‘人“口,‘,︸只︸左几只︸月矛口曲了曰‘八曰八宁︼,自,翻氏今白自曰,曰,自︸孟亡甘内匕甘内了月六八曰曰

⋯⋯
,︸左‘‘月任﹃三任八八,左‘曰一了左且曰‘匕月月工只︸内了八八自曰︸︸以︸甘夕︺乃‘,,,曰

,且‘︼︺八,二乙八」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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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及
一

去雄率方差分析 数值经 一 ’ ’
转换

变异来源

重复

处理间

误差

总变异

书 关

’ 件

, 书

奋 月

‘

价

。

二

弓乙,‘,

及
一

两种药剂对两个供试品种的平均去雄率分别为 和
,

差异不显著 时期处理 比
、

时期处理去雄率显著降低
,

说明使用时期应在雌雄蕊分

化至药隔早期 剂量处理的去雄率较低
,

与
、

剂量处理差异显著
,

也表明使用剂

量应大于
,

表
。

表 及
一

去雄率 数值经 一 ’ ’‘,

转换 平均值

药剂
一

品种北农 号

农大

剂量

巨
创“““““““““““““““““““““翻朋“

时期

人工授粉结实率

化学药剂诱导雄性不育后的人工授粉结实率因化学药剂
、

品种
、

使用时期及使用剂量的

不同而不同 表
,

且存在药剂 品种
、

药剂 时期
、

药剂 品种 时期等之间的互作
。

处理的两个品种的平均人工授粉结实率分别为
, 。

除对品种农大 在

时期处理的人工授粉结实率较低 外
,

对两品种其它各处理人工授粉结实率

均在 以上 表
。

用 处理品种农大 和北农 号
,

在 和 两个时期
,

人工授粉结实率不因浓

度的增加而降低
,

而在 时期
,

随浓度的增加
,

人工授粉结实率降低
,

特别是对品种农大
,

处理的人工授粉结实率仅为
,

使用
一

亦表现 出类似的规律
,

说明使用时期偏晚剂量偏大时两种药剂对雌蕊的育性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表
。

因此
,

应尽可能提前处理
,

可减轻对雌蕊育性的影响程度
。

对于品种农大
,

用
一

在 和 时期
、

以 和 剂量处理组合的人

工授粉结实率偏低 表
,

可能是 由于授粉效果不好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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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人工授粉结实率方差分析 数值经 一 ’ ,‘,

转换

变异来源

重复
处理间

’

误差

总变异
书

”

二
奋

二

二

怪

只
‘ ’

’

对不同处理的人工授粉结实率进一步 比较 表 表明
,

显著优于
一 ,

在处理 时期上 仍 以
,

为好
,

剂量上 由于 时去雄不 完 全
,

所 以 最佳剂量范 围在
,

之间
。

表 不 同处理 的人工授粉结实率比较 数值经 一 ’ ,

转换

药剂
一

品种北农

农大

时期 剂量

人工授粉结实千粒皿

及
一

处理植株的人工授粉结实千粒重受作物品种
、

处理时期和剂量以

及它们之间的互作的影响均较大 表
,

特别是受剂量的影响
。

及
一

对以

上两品种去雄后的平均人工授粉结实千粒重分别为
, ,

差异显著 表
,

表明

对籽粒的影响程度比
一

小
。

比较时期和剂量的结果表明
,

各处理时期及各

处理剂量对人工授粉结实千粒重的影响显著
,

时期和 剂量处理时的人工授粉结实千

粒重较高 表
,

说明较早时期
、

较小剂量的处理组合
,

对千粒重的影响较小 处理时期越

晚
、

剂量越大
,

对千粒重的影响就越大
。

所 以应注意适时早施
,

只要能达到满意的去雄效

果
,

剂量越小越好
。

较适宜的处理组合

综合去雄率
、

人工授粉结实率
、

人工授粉结实千粒重各因素
,

对于品种农大
,

较适宜的处理组合为 而对于品种北农 号
,

较适宜的处理组合为 时期的各

剂量
,

从经济有效角度讲
,

以 为最好
。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年

变异来源

重复
处理间
误差

总变异

表 及
一

人 工授粉千粒重方差分析

件

。

书 苍

二

二

二
件

份

二
’

’ ‘

二

二

︵吕巴八叮矛口,﹄勺﹃‘任任任魂﹂舟一︵月连﹃叮矛今‘

⋯⋯
几八

﹄

︸夕︼‘

表 不同处理 的人工授粉千粒重比较

药剂
一

时期

北农
农大

剂量

讨论与结论
目前化学杂交剂的应用中普遍存在着某种程度上对雌雄蕊的选择性不高

、

对植株有不

同 程 度 的药 害
,

如 曾在 小麦 上 使 用 的 乙 烯 利
, , , 一 , 一

等
’·‘〕。

针对
一

泣用中存在的问题
,

十多年来国外各公司特别是住友公司对嗒

琳类化合物的效应的研究报导较多
。

我们合成新哒嗦类化合物
,

也是期望能改 良
记

一

存在的问题
。

从以上实验结果可以认为
,

有很好的去雄效应
,

在去雄后人

工授粉结实率及籽粒千粒重上均较使用
一

为高
。

从 在合适的时期内低剂量

亦有很好的去雄效应来看
,

如果对使用时期和剂量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

可能其使用剂量较
记

一

低
。

尽管 的去雄效应需作更大范围的试验来肯定
,

但初步试验结果 已说

明 具有进一步研究开发的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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