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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探求小麦新种质241巨穗、粒大、结实率高等优良性状的遗传机理，应用单体分析

和双靖体分析方法对241材料进行遗传学研究．结果表明，小麦新种质材料24I的3A，5A、2B、

ID和6D染色体上具有控制穗长的基因，其中2B染色体上的基因表现为强效，3A、5A、ID

和6D染色体上的基因表现为弱效．控制穗长的基因定位在3AL、5AL、IDL和6DL染色体臂

上．其中6DL染色体臂上可能具有控制241穗长的1个新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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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enes whicfi control the spike length of the new wheat germplasm

241 located on chromosome and chromosome arnls al'e studied by using“Chinese

spring”monosomic series and ditelosomic series as testing lines in order to probe in

tO the heredity of its favor characters such as giant spikes，big grains and high

bearing．It is indicated that the spike Mngth of the germplasm 24 l is controlled by

five pairs of genes which are located Oil the chromosomes 3A，5A，2B，1D and 6D

respectively，with the gene on 2B being more strong than others．The genes COIl—

trolling the spike length are located on chromosome arms 3AI。，5A1．，1DI，and

6DL．Comparing tO previous studies，it is speculated that the genes on 6DL of the

germplasm 241 governing the spike length is a new gene．There is a linkage rela

tionship between the genes controlling spike length and grain w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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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长是小麦育种的重要目标性状之一。关于它的染色体效应前人报道甚多“叫，不同研究

者所报道的控制穗长的染色体效应差异较大，先后已分别涉及到除7B、4D和6D以外所有的染

色体。巨穗小麦新种质材料是以高原2D单体为基础，通过染色体工程和标志性状追踪选择引

入外源基因，利用顶生小花变小穗的变异增加小穗数，应用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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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Ls。，其同时具备茎杆粗壮、叶片短宽直立、大

穗、大粒、高结实率等诸多优良性状。巨穗是其最突出的特异性状，因此，通过对该材料穗长

的遗传学研究，可以探求其遗传机理，找出控制该性状的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位点．从而为臣

穗小麦种质用做杂交育种的亲本提供理论基础，同时又可缩短育种周期，增加育种研究的预

见性和可操作性。

1材料和方法

被测系“241”是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解俊峰研究员培育出的一种特殊的大穗、

大粒新种质材料。测验材料“中国春”单体系和双端体系均从中国农业科学院引入。

9月将241、中国春单体系及双端体系播于温室，根据花粉母细胞减数分裂鉴定出单体系

中的单体植株。以每个单体系检测出的3～5株单体为母本，用父本241杂交，同时也与中国春

二体系杂交作为对照。以中国春双端体为母本分别与241杂交。第2年春播241、中国春、(中国

春×241)F。、(中国春单体系×241)F。、(中国春双端体系x 241)F。于大田，每个材料种2行，

行长1．6 m，行距30 cm，每行10株。取分蘖期根尖O～4℃低温处理24 h，再用卡诺氏固定液固

定24 h，在60℃1N盐酸中水解10～13 min，卡宝品红染色，压片镜检观察染色体数并摄影。每

系检测出5～7株单体和至少l株二体。根据鉴定结果于大田挂牌标记。F。自交得到F。。成熟时

每株收5～8穗考察穗长。当年8月再播241、中国春、(中国春×241)F：、(中国春单体系×

241)F：于温室，按随机区组排列，3次重复，单行区，行长90 cFII，行距25 ciil，每行定位播8

粒。全试验管理栽培一致。第3年春按成熟期分批收获，每株收5～8穗考查穗长。

资料统计分析以单株为单位。F。F：资料均采用方差分析和I。．s．D法测定各单体群体、端

体群体及其与二体群体的差异显著性。

2结果与分析

2，l单体分析

F，单体分析结果(表1)表明，3A、5A、1B、2B、lD和6D单体系显著(P<0．05)或

极显著(P<0．01)大于二体对照系，其中5A和2B的染色体效应较强，其穗长分别比二体系

高2．73 cm和6．55 cm．3A、1B、1D和6D单体系分别比二体系长2．5 cm、1．71 cm、1．7l cn]

和2．66 cm。说明控制241穗长的基因可能位于3A、5A、1B、2B、1D和6D染色体上，其中5A

和2B染色体上可能存在强效基因，其余染色体上存在弱效基因。

F：的分析结果(表1)是3A、5A、2B、1D和6D单体群体均比F：二体群体的穗长显著或

极显著偏大，其余16个单体群体与二体群体的穗长无显著差异。F：结果与F-分析结果相似，2B

染色体效应相对较大，而3A、5A、1D和6D染色体效应较小。在F。单体分析中1B单体系穗长

显著大于二体系(差值为1．71cm)，但F。的结果表明1B单体系仅比二体系高0．87cm，差异不

显著。这一结果差异可能是F，单体系样本容量相对较小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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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z单体分析结果说明了241中控制穗长的基因主要位=J=3A、5A、2B、1D和6D染色体

上，其中2B上的基因表

现为强效，其余表现为

弱效。这一结论与

Bozzini 和 Giorgi

(1971)⋯及郑有良等

(1 992)L40的研究结果基

本一致。

2．2端体分析

双端体分析结果见

表2。中国春双端体

(3AS×241)、(6DS×

241)的Ft穗长显著高

于(中国春×241)二体

系。结合单体分析，可以

确定控制241穗长的基

因分别位于3AL、5AL、

1DL和6DL染色体臂

上。由于双端体2B采用

的材料是t”一2B，故无

法确定其染色体臂位

点。

3讨论

F。单体分析检测出

裹1穗长的簟体分析结果

品种
F。穗长 F2

品种
F．穗长 F，

1A 9．83±0．20 10 87 6B 9 43士0 21 11 1

2A 10．79士0．41 10．94 7B 12、07士0．33 11 57

3A 13．38。士0．49 13 11‘ lD 12．59+土0．23 12．67。

4A 12．00士0．22 12 07 2D 10．86±0 44 11．10

5A 13．61．+土0．67 13．07‘ 3D 10．28士0．37 10 87

6A 10．03士0．34 11．36 4D 10．43士0．55 lI 37

7A 12．04士0．19 12．10 5D 9．62±0．1 5 10 814

lB 12．59士0．40 ll 86 6D 13．54’’士0 28 12 98’

2B 17．43～士0．53 16．26～ 7D 11．08士0．21 10 69

3B 9．85士0．37 11 05 CS双体 7．84±0 3l

4B 10．62土0 40 11 03 24l双体 17．35士0．4 3

5B 10．06土0．35 10．91 CS×241双 10 88士0．21 10 99

*P<0．05；**P<0．01．

裹2穗长的靖体分析结果

品种 F-穗长 品种 F．穗长

lAL 11．32土0．55 6BL 10 75±0 53

2AS 11．86士0．27 7BL 11．08±0 34

3AS 13．23‘土0．49 lDL 11．75土0．27

4AL 11．46士0．33 2DS 11．83土0 69

5AL 1l 57土0．61 3DL lO．89±0．36

6AL 10．63士0．23 4DS 11．71土0．22

7AS ll l 7士0．28 5DL 10 94土o 18

1BL 10．13士0．15 6DS l 2．66。士0．25

tM一2B 1l 23士0，52 7DS 11．78士0．53

3BL 11．15士0．42 CS双体 7．84土0．3I

4BL 10．62±0．40 241双体 l 7．35士0．43

5BL 10．59士0．22 CS×241双 10．88土0．2l

控制241穗长具有明显 *P<0·05·

效应的染色体中除1B外3A、5A、2B、1D和6D在Fz单体分析中都得到了进一步验证。由此可

以认为，控制巨穗小麦新种质材料241穗长的基因分布在3A、5A、2B、1D和6D上，其中2B

染色体上存在强效基因，3A、5A、1D和6D上存在弱效基因。

本项研究结合单体分析和双端体分析，可将控制241穗长的基因定位于3AL、5A1。、lDL

和6DL染色体臂上，因2B系为tw，一2B，故从本实验无法确定其基因位点，有待于用其它2B

端体材料进行分析。

本项研究的结果与以前报道的控制小麦穗长的基因位点基本一致，但本研究发现的6DI。

染色体臂上存在控制穗长的基因前人未曾提及。这可能是实验材料的遗传背景不同所致，在不

同的实验材料中控制同一性状的基因可能位于不同的染色体上；也可能是2,11在培育的过程中

引入了大量的外源基因，导致6DI，上可能存在控制241穗长的1个新基因。同时．穗长为多基因

控制的数量性状，准确可靠的测定，需要有一定的群体数量，这有待于扩大种植株数，作进

一步的研究。

(下转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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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不同温度对茶薪菇产量的影响

表5结果表明，温度为18～24℃时，茶薪菇出菇早，商品朵数多，单袋产量高，而高于25 C或

低于12"C时，出菇迟，单袋商品朵数少，产量低。说明茶薪菇在出菇阶段适宜生长的温度为18～

24℃，范围比较窄。
表5不周培养温度对产量的影响

3结语

本次试验结果表明，培养料的

养分组成与茶薪菇菌丝生长及产量

都有密切关系，以棉籽壳、阔叶树木

屑为原料的培养料比较适合茶薪菇

温度 菇蕾形成 产量。 商品 菌柄长度

(℃) 天数(d) (g) 朵散(朵) (cm)

15

18

20

24

26

23

】4

12

10

18

74 1

138．3

1 41．5

145．5

76．5

23

35

27

38

24

9．3

】o．6

1l 5

l 2．6

9．I

生长，产量也比较高。 *为60袋鲜菇产量的平均数。

茶薪菇菌丝在5～35℃范围内均能生长，比较适宜的温度为18--28℃，因此，在发苗阶段控

制适宜菌丝生长温度是非常必要的。茶薪菇子实体生长的适宜温度为18～24℃，在此温度范围

内，只要菌丝体达到生理成熟，就会有大量原基形成，并分化成子实体。

总之，茶薪菇栽培技术工艺简单，生产周期短，适应性强，产量较高，经济性状好，极有开发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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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以前的研究发现在3AL、2B和6DL上除存在控制穗长的基因外，还分布有控制24I千

粒重的基因“]。在巨穗小麦新种质材料中普遍存在巨穗、大粒的特点，故推测控制241穗长与粒

重的基因可能有一定的连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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