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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 11个 BC1 ～ BC12的 K型不育系与 30个新品种(系)不完全测交 F 1为研究对象 ,从调

查自交结实率和单倍体频率入手 ,分析了供试原始群体的育性状况;根据 K 型不育性的特点

建立了恢复度计算(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回归方程 y=2.84+1.78x ,提出 K型恢复系恢复度的

最低标准应定为 75%(国内法);阐述了 sp途径(斯卑尔脱小麦 1BS rfv1 基因途径)在 K型小

麦雄性不育性研究中的重要性 ,并提出 K型不育系是否产生单倍体主要决定于其来源是 1B/

1R途径还是 sp途径 ,杂交种的单倍体诱导率主要取决于不育系的遗传背景 ,而与测交父本关

系不大或仅为次要因素的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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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field test in 2002-2003 11 CM S lines with K-ty pe of BC1-BC12 were partial test

crossed w ith 30 new wheat varieties and F1 were analyzed on the fertility of the testing population

provided according to its self f ruct if ication rate haploid rate.The reg ressive equation y =2.84+

1.78x calculated by the internat ional and national w ay for the restoring rate calculation w as estab-

lished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 of Aegilops kotschyi CMS.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low est

standard of restoring rate w ith K-ty pe restorer is 75%.The importance of the Spelta channel

(1BSrfv1 gene channel of Spelta w heat)in the study of Aegi lops kotschyi CMS is expounded and

i t is deduced that K-type CMS line that produces haploid or no t is mainly decided by its source of

the Spelter or 1B/1R channel and the induction rate of the haploid with hybrid w heat is mainly

decided by the genetical background of the male sterile lines and far from its paternal testcross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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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型小麦保持系和恢复系的筛选是扩大 K

型小麦种质资源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而 K 型

小麦杂种优势利用的突破在于特殊类型种质 ———

新保持系或新恢复系的出现。河南省农业学校自

1984年在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王培田先生指

导下 ,利用日本常胁恒一郎提供的 KA 农林 26为

细胞质来源 ,开始进行小麦杂种优势利用研究。

1992年完成 K 型小麦三系配套 ,并几度配制 K

型小麦杂交种在生产上小规模试种示范。现将

2002 ～ 2003年度的研究情况报道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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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和方法

试验于 2002 ～ 2003 年在河南省农业学校东

区农场进行。2002年 4月利用 11 个 BC1 ～ BC12

的 K 型不育系与 30 个新品种(系)进行成对测

交 ,2002年 10月将测交后代及成对父本顺序排

列点播 ,单行区 ,行长 1.2 m ,行距 0.23 cm ,株距

10 cm ,2003年 4 月小麦抽穗后开花前在各处理

F 1随机套袋 3 穗 ,收获前调查 F 1 单穗自交结实

率并调查 F1 的单倍体频率 。

自交结实率(国内法)=单穗基部小花结实数

÷单穗基部小花总数×100%

自交结实率(国际法)=单穗结实数 ÷单穗基

部小花总数×100%

单倍体频率=单穗个体数 ÷调查群体数×

100%

2　结果与分析

2.1　供试原始群体的育性状况

小麦常规品种原始群体属于非孟德尔群体 ,

就一般育种过程而言 ,在育性等一些育种者尚未

关注的性状方面其往往是异质混合群体 ,这种群

体很难直接用于不育系的杂交制种 ,如表 1所示。

2.2　K型小麦不育系恢复度指标的确定

K型小麦不育系与其他不育系的恢复情况似

有区别 ,K型不育系杂种小穗两侧小花有个别不

表 1　供试父本品种原始群体恢复度鉴定结果

品　种　　　　 样本容量　
恢复度(国内法)

幅度　　　　 x±Sx t0.05　　

恢复度(国际法)

幅度　　　　 x±S xt0.05　　

中育 5号

新乡 9178

西农 2208

周麦 16

98中 33

内乡 991

淮阴 9720

西农 1749

新麦 9-998

中原 98-68

小偃 137

偃高 1号

皖北 96932

矮早 4110

新麦 11

安农 98001

郑麦 98

郑州 9405

小偃 54

高优 503

兰考 906

皖麦 38

豫展 2000

高新 991

郑农 16

焦麦 2号

烟农 239

郑 991

豫农 9279

百农 4330

11　

24　

10　

12　

11　

11　

10　

12　

9　

12　

9　

9　

13　

11　

14　

13　

13　

10　

11　

12　

10　

12　

12　

9　

13　

11　

8　

8　

11　

4　

0

0～ 96.51

0～ 90.00

0～ 55.32

24.42～ 84.32

0～ 74.42

0～ 51.04

0～ 84.52

0～ 83.33

0～ 76.74

0

0～ 93.33

18.89～ 92.16

0～ 60.81

0～ 67.11

0～ 94.12

0～ 59.38

53.57～ 91.67

0～ 95.49

51.72～ 83.33

0～ 84.04

18.48～ 75.00

0～ 65.12

46.43～ 78.57

56.10～ 95.12

13.64～ 52.70

0～ 65.85

0～ 85.53

40.48～ 71.05

38.54～ 95.90

0

63.02±8.74

20.98±15.74

8.45±12.59

58.65±12.79

6.77±14.27

29.23±16.36

27.15±15.29

44.36±20.39

35.96±14.90

0

24.45±28.98

59.51±16.39

22.45±17.76

35.41±12.37

67.06±17.44

12.79±14.73

82.99±8.48

73.80±18.73

69.24±6.21

54.38±20.46

49.15±11.94

5.43±11.94

66.62±8.07

84.08±6.58

31.82±9.05

20.73±17.43

37.83±34.37

55.34±7.56

63.02±8.74

0

0～ 169.77

0～ 98.61

0～ 85.52

51.16～ 138.46

0～ 117.44

0～ 97.50

0～ 101.19

0～ 161.90

0～ 138.37

0

0～ 175.56

0～ 162.96

0～ 90.54

0～ 130.88

0～ 191.42

0～ 129.55

80.95～ 163.00

94.69～ 170.45

77.59～ 177.27

0～ 160.64

33.33～ 125.00

0～ 105.81

92.86～ 143.59

87.80～ 184.15

42.86～ 115.22

0～ 119.51

0～ 148.81

53.06～ 140.79

60.42～ 162.24

0

111.60±15.96

41.91±26.66

13.42±19.96

101.58±18.09

10.68±23.79

50.98±28.38

50.99±24.45

92.81±39.50

94.05±27.53

0

48.47±57.28

111.70±27.00

35.35±27.50

68.52±24.85

124.58±37.23

21.41±25.87

136.30±16.02

151.07±15.32

130.73±18.64

96.96±40.67

99.03±18.74

8.82±18.41

119.94±12.22

145.93±14.40

74.60±15.20

39.06±31.19

67.17±60.29

89.27±25.70

107.63±6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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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实 ,但中部小花却可很好结实 ,以致于用国内法

和国际法计算的恢复度差异较大 ,国内法计算的

恢复度普遍偏低 ,如表 2所示 。

　　目前国内关于恢复度的指标(85%),是依据

T 型不育系的特性而设立的 。所以很容易得出 K

型不育系高恢复度恢复系并不很多的结论 。据

表 2　30 个品种(系)对 K 型不育系测交 F1 恢复度的频率分布

计算方法

恢复度(%)

0
0.1
～ 15

15.1
～ 30

30.1
～ 45

45.1
～ 60

60.1
～ 75

75.1
～ 90

90.1
～ 105

105.1
～ 120

120.1
～ 135

135.1
150

>
150

合计

国内法 2 4 6 5 5 6 2 30

国际法 2 3 1 3 3 3 1 5 4 2 3 1 30

杨天章(1998)K 型不育系 12个测交组合 F 1 的恢

复情况:当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平均恢复度分别为

72.0和 113.0时 ,穗粒数和小穗粒数分别是 44.8

粒和 2.29粒。国际法更能确切反映结实的客观

情况 。

由于国内法的调查工作相对简便 ,所以我们

仍主张继续采用国内法 ,并参照国际法的结果适

当降低标准。

比较国内法与国际法计算结果 ,发现两者相

关极显著(r=0.982＊＊),可建立回归方程:

y =2.84+1.78x

由此方程可得:筛选 K 型恢复系恢复度的最

低标准以 75%(国内法)较为适宜 ,此时相当于国

际法计算的 136.6%,已经达到实用要求。

2.3　单倍体的筛选与鉴定

在K 型雄性不育性的利用上有 2 种途径 ,一

是 1B/1R途径 ,这一途径因 Ptg 基因作用常会产

生不同数量的单倍体 。二是 sp途径(斯卑尔脱小

麦 1BS rfv1基因途径),这一途径可有效地解决 K

型不育性诱发单倍体的问题。

在 K型雄性不育性利用方面 ,长期以来存在

一个误区 ,即只有 1B/1R品种才可能是保持系 ,

非 1B/1R品种不可能为保持系 ,只能是恢复系。

实践证明:不育系是否产生单倍体主要决定于其

来源是 1B/1R途径还是 sp 途径 ,杂交种的单倍

体诱导率首先取决于不育系的遗传背景 ,而与测

交父本关系不大或仅为次要因素(表 3)。

从表 3可知:(1)近似的被测亲本在不同的不

育系背景下 F 1中单倍体出现的频率不同 。(2)单

倍体出现频率与不育系的世代高低无关 。(3)由

于已知 KA 矮化 6884 和 KA 烟台 122/73(36)12

为 1B/1R型不育系 ,所以其 F1 中产生了较高的

单倍体频率 。(4)不产生单倍体的的不育系其 F 1

也未产生单倍体。

表 3　不同不育系背景下 F1 的单倍体鉴定结果

不育系　　　

F1

组合数
(个)

调查株数
(株)

单倍体

株数
(株)

百分率
(%)

KA(牟太 11/百农 64)2

KA(百农 64/牟太 11)2

KA 资 7589 2

KA 矮化 688 4

KA307
8

KA 洛阳 8257 10

KA 郑州 891 11

KA 河农 215 13

KA 安 86-11 13

KA 烟台 122/ 73(36)12

KA 百农 792 13

26

26

26

27

4

29

24

22

26

27

28

288

414

381

243

47

923

238

207

210

245

410

0

0

0

23

0

0

2

0

2

17

0

0

0

0

9.47

0

0

0.84

0

0.95

6.9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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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新品种洛麦一号的选育

沈东风 ,王书子 ,王翠玲 ,高海涛 ,吴少辉 ,张学品 ,段国辉 ,吕树作
(洛阳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河南 洛阳 471022)

　　中图分类号:S512.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3268(2004)10-0006-02

　　洛麦一号(原名洛阳 8716)是洛阳市农业科

学研究所 1987年采用太谷核不育杂交育种技术

选育的优质 、高产小麦新品种 , 1997 ～ 2000年参

加河南省高肥组区试 ,2000 ～ 2002年参加河南省

晚播早熟组生产试验 ,2002年 8 月通过河南省品

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几年来 ,在各级试验及大面

积生产示范中 ,洛麦一号不仅高产稳产 、穗大粒

多 、长相清秀 、抗病耐热 ,而且内在品质优良 ,是一

个理想的适应水肥地中晚茬种植的优质专用小麦

新品种。

1　育种目标的确立

高产 、优质 、多抗一直是水肥地小麦育种的主

攻方向 。我省小麦生长期间的气候特点是易干

旱 ,后期干热风较多;耕作管理的特点是一年两

熟 ,大部分地区的产量水平在 7 500 kg/hm2 以

下;水肥地种植的品种多为春性 ,易受冻害 ,结实

率低。据此 ,确定的育种目标是:较大面积增产 ,

品质达到国家标准 ,抗 2种以上病害 ,穗大粒多 ,

结实性好 ,耐旱节水 ,后期根系活力较强 ,叶片功

收稿日期:2004-04-11
作者简介:沈东风(1959-),男 ,河南洛阳人 , 副研究员 ,本科 , 主要从事小麦遗传育种及栽培技术研究工作。

2.4　保持系和恢复系的筛选

我们认为 ,品种群体在雄性不育恢复度上存

在着分离和多样性恰恰说明有必要通过成对测交

来提纯亲本。一个原始群体总体恢复度的高低并

不重要 ,重要的是群体的离散度要大。离散度大 ,

获得保持系和恢复系的可能性增大 ,甚至在一个

品种中同时可以获得保持系和恢复系以及不同育

性水平的其他近等基因系 ,其意义重大 。

综上所述 ,在 2002 ～ 2003年度 ,参加筛选的

30个品种(系)中 ,共筛选出新的 K 型保持系 20

个 ,占筛选品种的 66.67%,筛选出新的 K型恢复

系18个 ,占筛选品种的 60.00%。仅有 2 个品种

(焦麦 2号和豫农 9279)因无极端育性性状出现

和离散度小而未入选 。

3　讨论

1)长期以来 ,人们普遍认为与 T 型不育系相

比 ,K 型不育系的恢复源广 ,但高恢复度和稳定的

材料并不多。在不育性利用研究过程中 ,成对测

交和基因型鉴定以及纯合基因型同等重要。而据

本次研究 ,不育系和恢复系的筛选几率都很高 ,而

育性的稳定性有待观察。

2)关于K 型恢复系的恢复度标准 ,我们取值

75%,是一个恢复系入围的最低标准 ,是否合适需

进一步研究。

3)在 K 型不育性研究上 ,对 1B/1R途径研

究的较多 ,很多结论已经给人以定式 。而对 sp途

径则研究很少 ,我们对单倍体出现的理解主要是

建立在实践和经验上的推论 ,还需要理论上的专

项研究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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