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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 类 作 物 多 胚 的 研 究
麦类作物多胚的自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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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

西宁 。。

摘 要

用青海高原 自然条件下种植的小麦不同种
、

杂种
、

幼胚培养后代
,

大麦
、

黑麦和 小黑麦的

种子作发芽试验
,

从普通小麦及其杂种
、

幼胚离体培养后代和大麦中
,

出现了多胚苗
。

个小

麦品种中只有高原 及 个普通小麦品种间杂种中有 个
、

个幼胚培养后代中有 个

出现了双胚苗
,

出现频率虽低
,

但能遗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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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胚珠中产生 个或 个以上的胚
,

称多胚现象
。

”年 首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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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子中看到多胚
,

以后陆续在许多其它植物中也发现了多胚〔‘
·

幻 。

多胚与无融合生殖有关
,

无融合生殖又与杂种优势的固定有关
,

目前在一些作物
,

尤其是水稻 中研究得较多 「‘ 。

作

者 年在青海高原 自然生态条件下对麦类生长发育影 响的研究中
,

发现了一些多胚材

料
, 。年初作为一个专门问题进行研究

,

现将其结果陆续予以报道
。

材料和方法

年
,

一 年
,

年 次共用 个小麦种
、

个黑麦
、

个大麦品种 系
、

个小黑麦
、

个小麦幼胚离体培养后代的种子
,

浸泡后置于培养皿中的湿滤纸上
,

放入

℃左右的培养箱内发芽
,

出现多胚苗
,

标明大
、

小苗后移入 田间或温室
,

抽穗后部分穗套

袋
,

成熟时将大
、

小苗分开并分别按单穗收获脱粒
,

收获的多胚苗籽粒下次播种前按单穗

发芽
,

再从中统计多胚苗
。

发芽得到的多胚苗根尖
,

分别按大
、

小苗固定
,

作染色体鉴定
。

结 果

麦类作物多胚苗的 自然发生

研究所用种子是从未经任何处理的田间生长的植株上收获的
,

产生的多胚苗是 自然

发生的 表
。

表 年 次发芽试验结果

卜

材 料
一

供试材料数

出现多胚材料数

丫

发芽种子数
二胚苗

万

三胚苗

︸

训﹄姗︸︸

一粒小麦
杭 。刀 胜阴

栽培二粒小麦
‘ “

波斯小麦
户 ’ ,

硬粒小麦
。 “ ,

普通小麦
, 。

普通小麦杂种
’ “阴

远缘杂种

幼胚培养后代

青 棵

二棱大麦
一

黑 麦

小黑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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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小麦包括品种
、

品种间杂种和幼胚离体培养的后代中
,

都出现了双胚苗
。

出现双

胚苗的材料数占供试材料总数的百分率依次为
、

和
。

双胚苗数占发

芽种子数的百分率依次为
、

和
。

幼胚培养后代中出现双胚的材料数

较多
,

品种间杂种的双胚出现频率较高
。

青棵和二棱大麦都出现了双苗
,

二棱大麦中还出现了 苗
,

两种百分率都高于普通小

麦
。

除普通小麦外的几个小麦种
、

黑麦和小黑麦以及小麦的远缘杂种 中
,

都未 出现 多胚

苗
,

供试材料数和发芽种子数量少可能是原因之一
。

普通小麦和青棵的双胚是从种子胚的位置上几乎同时长出一大一小芽
,

各有 自己的

芽鞘
,

独立长成各自有一套分粟的植株
。

普通小麦双苗着生位置有 种 小苗在前靠右 版

图
, ,

小苗在前靠左 版图
, ,

小苗在后靠右 版 图
, ,

小苗在后靠左 版 图
,

,

大小苗平行小苗靠右 版图
, ,

大小苗平行小苗靠左 版图
, 。

大小苗的根尖染

色体数 目都是 版图
, 、 。

二棱大麦的芽是从内外秤的缝隙间穿出
,

有的从侧

缝有的从尾部
,

但剥俘后 苗或 苗都是胚的位置处平行生出 版图
, 、 、 ,

像是从

一个颖果上长出
,

实际是颖果合生或粘连
,

祥情 另文报道
。

普通小麦双胚苗出现频率在基因型间的差异

年 石次共测试了 个普通小麦品种
,

其 中只有高原 出现了双胚苗
,

该品种 的

双胚苗出现频率为
。

个普通小麦幼胚培养后代的材料 中
,

只有 个 出现双胚苗
。

在 个普通小麦品种间杂交组合中
,

只有 个组合出现了双胚苗
。 。 、 飞

和 代均

能出现
,

集中在 年和 年 表
、

表
。

表 年出现双胚苗的杂交组合

组合 发芽种子数
双胚苗

数

罗 又 一 。

一 。

荆州矮 普安 号
。

。

荆州矮 陈选 号
。

。

大理小麦 义 。

矛

小堰 号 新曙光 号
又

年供试的 个组合中
,

出现双胚苗的组合有 个
,

占
。

这 个组合中的

个母本和 个父本
,

无论以它们为父本或母本配置的另外的 个组合中
,

都未出现双

胚苗
。

年共测试 个杂交组 合
,

其中 个 出现双胚苗
,

占
,

都是 以高原 为

母本的组合
。

但是当年测试的 个组合中
,

还有 个组合也是以高原 为母本 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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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高原 为父本
,

都未 出现双胚苗
。

表 年出现双胚苗的杂交组合

组 合
是一

发芽种子数
护

双 胚 苗
一

数

高原 只 , 宁 一 盛
士 赶一 义 一 一

高原 丫 宁一
￡一 介 , 一

高原 义 宁一
尹

丫 一

小麦双胚性状的遗传

年 个小麦幼胚离体培养材料后代种子 中
,

出现双胚苗
,

分别通过一穗传的途

径将双胚性状传递给后代
。

一 幼胚培养植株的种子 中
,

年春发现 个双胚苗
,

频率为
,

标记大小

苗后
,

移植于 田间
。

秋季分大小苗并按单穗收获脱粒发芽
,

大苗得 穗
,

全部无双胚苗
,

小

苗得 穗
,

其 中第一穗出现双胚苗 频率为
,

以整株的种子数计算为
。

该苗

又 标记大小苗移入温室
,

年大小苗按单穗脱粒发芽
,

小苗得 穗
,

都未 出现双胚苗

大苗得 穗
,

其 中的第 穗 出现 个双胚苗
,

频率为
,

按整株种子数计算为 。

。

一 一 幼胚培养后代的植株中
,

年发芽
,

得到 个双胚苗 频率为 。

,

标记大小苗后移植于 田间
。

秋季大苗得 穗
,

穗出现双胚苗
,

频率分别为 和

小苗得 穗
,

其 中 穗得双胚苗
,

频率分别为
、

和
,

按整株计

算为
。

这 个双胚苗又标记大小苗后移植于温室
。

个大苗株中
,

株死亡
,

株于

年春发芽无双胚苗
。

个小苗植株中
,

第一株无双胚苗
。

第 株得大苗穗 个
,

全无

双胚苗 得小苗穗 个
,

其中第 穗得双胚苗 个
,

频率为
,

按整株计算为
。

第 株得大苗穗 个
,

其中的第 穗得 个双胚苗
,

频率为 第 穗得 个双胚苗
,

频率为 得小苗穗 个
,

全无双胚苗
,

按整株计算频率为 。
。

年获得的高原 双胚苗后代的种子中
,

也获得 了双胚苗
。

讨 论

除普通小麦和大麦外的其它物种均未 出现多胚
,

供试材料数和发芽种子数少可能是

原因之一
。

普通小麦的品种
、

品种间杂种和幼胚培养后代双胚苗的出现
。

在基因型间存在

着明显差异
。

其出现频率无论以供试材料数还是以发芽种子数为计算基数
,

都是很低的
。

但从系统研究的 个幼 胚后代的表现看 多胚性是可遗传的
,

出现频率有逐代提高的趋
,

势
。

个普通小麦品种 中
,

只有高原 中出现双胚苗
,

其第 代中又 出现了双胚苗
,

证

明双胚性在高原 中也是可遗 传的
。

年测试的 个组 合中
,

个以高原 为母本



期 赵绪兰 等 麦类作物多胚的研究 麦类作物多胚的 自然发生

的组 合出现了双胚苗
,

当然其余的 个组合也是 以它为亲本
,

却没有 出现双胚苗
。

高原

品种和两个幼胚培养后代
,

是值得从细胞学
、

胚胎学和遗传学上进一步研究的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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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版 说 明
一 小麦双胚苗的位置及根尖染色体数 小苗在前靠右

。

小苗在前靠左
。

小苗在后靠右 小苗在后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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