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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花药培养技术对普通野生稻自叶枯疳广谱抗源RBBi6与水蓿品种星 

系 3号等一批杂交后代进行花培育种．接种花药 79O8O个，平均盘伤组织诱导辜 

7．94％，晕苗分化事 li伪％ ，从获得一批野裁杂交后代的花培绿苗中选育出 

1猢 一I．i4—5两个高产 或高抗自叶秸疳的稳定薪品幕．研究表明野茕杂交花培 

育种技术是克服野栽杂交后代稳定难．育种周期长与加速野生稻资源利用的考效 

途径． 
， 、 

／  

荚麓词野栽杂交花培育种盘伤组筝{诱导率缘苗分化事 一药 一． ⋯ ’ 。⋯  l 

酱通野生稻 (o．rufipogon)与栽培稻 (o~ativa)的花药培养均已获得重大进展 ’ ，水稻 

花培育成的品种在我国已有较大种植面积．我国台湾学者吴旭初(Woo．S．C．，1978)对栽培稻和多 

年生野生稻 (o．pemam)杂种进行花药培养，指出单交杂种的花药可以产生愈伤组织和白苗，而 

回交裁培稻的花药则可产生绿苜 。但对水稻与普通野生稻杂交后代花药培养育成优良品系， 

目前尚无报道 本研究为了加速普通野生稻优良种质的利用，特别是白叶枯病抗性基因在水稻育 

种中的应用．自1987年以来．进行野栽杂交 26个组合，分别对 Fl代及回交后代进行花药培 

养，获得一批绿苗，平均诱导率7．94％，绿苗分化率 15．08％，突砖野栽杂交Fl花培不分化绿苗的 

难关，育成含有野生稻白叶桔病抗性基因的新品系，为野栽杂交花培育种提供有效的技术．现报 

道其部分结果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垦系 3号，／中丹2号／RBBl6，垦系 3号／／垦系 3号／RBB16(RBBt6为普通野生稻 

自叶枯病广谱抗源)等共 26个野栽杂交组合的株系共 l78个． 

1．2 试验方法 采用花药培养的方法，自行设计培养基及对照的培养基 3O余个，对各野栽杂 

交后代材料进行花药培养．并对绿苗接种不同的白叶枯病菌系，鉴定其是否含有普遥野生稻的白 

叶桔病抗性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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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试验结果 

自1990年以来，共采用诱导培养基 】4个，分化培养基20多个，进行了26个组合的后代株 

系 178个的花荮培养．接种花药79080个，平均愈伤组织诱导率 7．94％，最高诱导率31．67％。平 

均绿苗分化率 15．08％，最高绿苗分化率45．00％。其中获得稳定的品系T209—1，14—5的愈伤组织 

诱导率为28．85％和 加．10％，绿苗分化率为 20．00％和8_加％． 

1 不同培养基之间诱导率和分化率的差异 

2．1_】 诱导率的差异 1990年早造与晚造分别用了7个与 8个不同的诱导培养基 (其中有 3个 

早晚造相同的培养基)，199t年旱造增加3个新的培养基并重复 3个上年的培养基 从统计结果 

来看，诱导率最高的是 YD2培养基 (见表 】)，平均 3造的诱导率高于 N6。因此认为它对野栽杂 

交后代的花药培养较适应。 

寰 1 各培养基中野裁杂交后代花粉盘伤组织诱导率的比较 

培葬基 实 验 接种花 盘伤组 诱导率 

代号 时 间 药 敷 织 敢 ( 

YD 9睥 旱遗 1980 I98 10．0 

YD2 9睥 早造 力80 757 26 

9o年境造 l83印 21B2 l1．明 

91年早造 5760 儿3o 19．让 

YDA 9睥 早造 2a30 66 上75 

9睥 晓造 540O 346 41 

YDA1 9睥 境造 6600 508 7．70 

YDA2 9睥 境造 540O 259 4．gO 

YD∞  9睥 晓造 1740 97 57 

5号 91年早造 4020 103 上56 

5号 一2 91年早造 2fl40 埘 95 

n  91年早造 360 10 2’7宕 

N6 9】年早造 1560 171 10．96 

N6A 9O年早造 8O 34 0 61 

N6AI 9睥 早造 4920 1]】 2 26 

N6A2 噼 早造 780 55 7．05 

N 噼 境造 480O I l7 

台甘 7g呻o 6280 7 94 

表 l中YDA，YDA1、YI)A2、N6A等有 A的培养基均是儆一次成苗的花药培养基，其中 

YDA1与N6A2的愈伤组簪I诱导率较高，分别为 7．70％和 7．05％，达到较理想水平。 

2．1．2 分化率的差异 花粉愈伤组织分化时会有绿苗、白苗、根等分化产物出现。因为野栽杂 

交后代花药培养的目的是要得到稳定优良品系，所以绿苗分化串才是衡量培养基好坏的指标，白 

苗与根分化率于育种无用。这几年来我们用了11个分化培养基，总平均绿苗分化率为l5．O8％， 

其中 I／2YD培养基的绿苗分化率最高，为 45．00％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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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培养基中野载杂交后代蠢伤组织分化事的比较 

墙彝基 分化童瘩 爆 苗 分 化 总 分 化 

代号 盟飒羹 技 事 (％】 敦 事 (％】 

No 1∞  l2 l200 盯  57,00 

NY 212 21 宴9l l0I 盯 64 

N6o 68 7 10．29 30 44．12 
● 

N6一l 52 l6 ，旺77 翌 61．54 

N6—2 156 19 218 吕4 53 

YN 93 l吕 " 40 43 0l 

YD 拼  8 86 ∞ 33．33 

l舯  l∞ 45．00 ∞ 59 00 

99 6 &06 67 靠 醴 

得  1123 l吕6 16．56 5$0 5l_65 

N5 64 5 Z Bl l4 2l鼯 

台计 篮74 343 08 1l∞ 艚 82 

1990年晚造我们采用正交设计的方法在分化培养基上进行优选，在各个因子 3个含量水 

平上共设计 l6个培养基，选出绿苗分化率达 44．68％ 的 5号培养基。在以后的重复试验中，5 

号培养共接分化 l123块愈伤组织，绿苗分化率为 16：56％，比对照 N6培养基的绿苗分化率 

7 81％，提高了 1倍多。表明5号培养基对野裁杂交后代的花粉愈伤组织分化较宜。 

1990年野裁杂交后代一次成苗的绿苗分化结果也很理想，在设计的 7个一次威苗的培养 

基中，平均愈伤组织诱导率为 5 48％，绿苗分化率 15．33％。绿苗分化率最高的是 N6A2培养 

基，达到 36．36％ (见表 3)。有些株系的一次成苗培养已接近二次成苗的水平，花粉愈伤组织达 

9 79％，绿苗分化率达 51．O6％。 

表3 野栽杂交后代花药培养一次成苗试验结果 (~990) 

培养基 接斡花 愈 伤 组 绸 埭 茁 分 化 总 分 化 

药 救 

代 号 (十) 数 诱导率 (％) 数 率 ( 数 率 (％) 

YDA-~造 24OO 66 275 l9 驾．79 54 8l 82 

YDA晚造 600O 493 822 96 17．9l 抛  57 20 

YDAl 2鼯0 搦  10．00 32 ll11 l17 40．63 

YDA2 4'920 253 5．14 2l 8 30 100 拽 B 

S蛳  5钎 g舶  ∞  13 28 252 47,旺 

合计 33340 l掰  5．48 2S0 l5．33 919 50．30 

N6A 55帅 34 0 6l 4 1l 76 19 甄 船 

NfiA1 蚴  111 2．26 28 25 23 60 54．05 

N6A2 780 55 7．05 20 甄 36 63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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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个花墙稳定晶系 瑚 一1、14—5的培育情况 

T209一l、14—5分男 是在T209与 14-5的花培绿苗中选出来的稳定品系．从 1990年试验 

情况看，T209在 YD2培养基上接种 2340个花药，愈伤组织诱导率达 28．85％。在 5号分化培养 

基上，在正交设计试验中绿苗分化率达 48．65％。总分化率为 62．16％；在重复试验中转分化愈伤 

组织 180块，绿苗分化率为20．00％．总分化率为 52．78％。 

T209在一次成苗的YDA中接种花药 1020个，愈伤组织诱导率为 7．84％，绿苗分化率为 

35．0o％；在 YDA1中接种花药 660个，愈伤组织诱导率为 12．73％，绿苗分化率为 28．57％，表现 

出不同培养基的花培效果差异。 

l4—5在YD2培养基上接种花药 1020个，愈伤组织诱导率为 20．10％。在 5号分化培养基中 

转分化愈伤组织 125块，绿苗分化率为 8．00％，总分化率为 42．40％，获得了一批绿苗。 

l4—5在一次成苗的 YDA1中接种花药 360个，愈伤组织诱导率为 l6．67％，绿苗分化率为 

8．33％，总分化率为 40．0o％。就 l4—5的花培来讲一次培养成苗的水平比较接近于二次成苗的方 

法。从 l4—5与T209的试验情况看，l4—5在二次成苗的诱导率与分化率均 比T209低，看到 

不同株系的花培效果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能与品系的基因型有关。 

2．3 农艺性状与白叶桔病抗性鉴定 

获得花药培养绿苗后 ，移于盆栽或移植于田间，经 自然加倍后收获种子，分株系种植，进行 

农艺性状与多菌系的白叶枯病抗性鉴定，选出抗性强，性状优良的株系。其中T209一l与l4—5 

的性状优，抗性好，(见表 4】。 

表 4 花培稳定品系汪亲车的性状与抗性表现 

品 系 
组 合 名 葙= 

樊 生育期 株高 穗长 每穗 答粒 白叶 

桔痛 

名 称 型 (天) (c面 向n] 牲数 长(Ⅱun)竞(硼n] 抗性 

T209—1 垦系 3号 星系 3号／RBBI6 粳 120 99．0 18．4 176 0 7,4 3．3 S 

14—5 星系 3号／，中丹 2号／RBB16 粳 115 940 20．1 125 0 7 3 3．4 R 

星系 3号 (亲本) 粳 l10 94 5 15．3 139 0 6．8 3．7 S 

中丹 2号 (亲本) 粳 120 9．5．0 23．1 157．0 —— —— S 

RBB16 (亲车) 籼 感光型 l28 20．1 520 8．4 2 6 R 

T209一l是来自垦系 3号／／垦系 3号／aBe16的 F4的花培稳定品系，茎秆粗壮，着粒密，穗 

大粒多，结实率高，米质优，抗倒性强。在南宁种植晚造小区亩产 448 j【g，比亲本垦系 3号增 

产59．30％，比对照梗稻品种中作 180增产 15．2％，是极有前途的新品系。l4—5的株高 94 cm， 

穗粒较少，米质优，具有野生稻亲本的白叶枯抗病性．但丰产性不够，只能做改茛型白叶枯病抗 

源。其他组合的花培绿苗还有一些农艺性状优良，抗性强的株系．表明野栽杂交后代花药培养方 

法是杂交育种的有效手殷。 

3 结论与讨论 

目前以育种目的为主的普通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后代花药培养研究较少，本研究在较短时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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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从配组至花培出品系仅 4年)培育出具有野生稻白叶枯病抗性及优良农艺性状的品系，证明 

野栽杂交花培单倍体育种是极其有效的途径。 

本研究接种野栽杂交后代花药 79080个，平均愈伤组织诱导率为 7．94％，最高诱导率达 

31．67％，平均绿苗分化率为 15．08％，最高达 44 68％。并首次成功地实现野裁杂交后代花药培 

养一次成苗，平均寂伤组织诱导率5．48％，平均绿茁分化率为15．33％，初步解决了野栽杂交后代 

花药培养的技术难题。并在绿苗中选育成 09一l与 l4—5两个稳定品系，有效地缩短野裁杂 

交育种年限．证踞野栽杂交后代花药培养是野裁杂交育种的有效方法。 

本研究在许多野栽杂交后代花培绿苗中筛选出具有野生稻白叶枯病抗性的株系，证明野栽 

杂交后代花药培养方法能有效地把野生稻的抗性稳定在花培后代品系中。 

野栽杂交后代花药培养白苗分化率较高，不管在二次成苗或一次成苗中均相似。有些培养基 

或有些株系的自苗分化率是绿苗的几倍，甚至全部为白苗。这是今后值得重视的问题。 

野栽杂交后代花药培养还有很多间题需要鹪决，如野生稻抗性在花培后代的遗传规律如 

何、取哪一世代的材料花培效果最好、怎样进一步提高绿苗分化率与愈伤组织诱导率等均有待 

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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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the~cultuxe breeding of progenies of the hybrid betwom varieties Kenxi No．3 end so 

on and col／1／Tton wdd rice RBB16(0．~ pogon)which has broad spectrum res／stance to bacterial 

blight have been conducted with th0 techniques of an也el"culture．Inoculated 79080 anthers．the 3-v— 

e~：age induction frequencies of callus and the dⅢ rent ti0n f_~quencies of green plantiets axe 

7 94％ and l 5．08％ respectively．T209—1．14—5 two stable lines ofhigher yield or high resistance to 

bacterial blight are selected fi'om a lot of pollen plants of the crossed progeny．The results indi— 

cated 也0 techniques of ai1也。r cultua'e on 也0 hybrid beY,vein wild and cult[vated rice is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Ovet'eo1T／e the unsteady of the hybrid progenies，long breeding cycle and 

to Ⅱujcken the ut[1i~tion of wild rice 1"~Oureas． 

Key words Anther culture breeding；Hybrid；Cultivated rice；Callus；Induction；Green plant[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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