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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恢 复系 R
: : 3

同 0 1种不 同细胞质的异质小麦雄性不育系 S日 i kr k(或比 r is )进行

了杂 交
,
以鉴定R : : : 时这些雄性不育系的恢复力

。

其 中有 7 种细胞质的雄性不育性在不

同程度上为 R ` : 3所 恢复
,

证明 了R川恢复性的广泛性
。

特别位得注意的是 R川对A e . o
va at

细 胞质不育的恢复度极高 ( 11 8
.

6%一根据德粒数除以 两 侧 小花数 计算 )
。

其 恢 复性

可能 由 两 时 恢 复 基 因控制
。

根据杂交种 与其亲本之 间以及同质 S e lki r k 与异 质 S e 卜

ki r k品种之间的比较
,

大多数所测性状 (如株高
、

抗倒伏
、

每穗小穗数
,

每穗 杜 婆灿

多穗拉重等 ) 在A o . O
vo at 细胞质背景下都有明显的优势

。

试验证明
,

在 小麦中 确 实 存

在着两种杂种优势
: 即核 间杂种优势和核质间杂种优势

。

A o .

ov Qt a细 胞质的缺
.

氛是较晚

熟
,

然而
,

延长春化时间可 以提早抽穗
, 同时在其同早 熟亲本杂交的后代 中

,

可 以 选 出

早熟植株
。

本试验 的意扎在于
: ①证实 了核质杂种优势的存在 ; ②A o . 。

均Qt 细 胞质具有

明显 的核质杂种 优势
; ⑧发现 了恢复系R , : 3可 以 完全恢复A e .

ov at a 细胞质的 雄 性 不 育

性 ; ④A e
.

。匆 at 细胞质的晚熟性可 以 改良
。

因此
,

在小 麦常规育种中或在杂种优势利 用

上
,

可 以 应用 A e .

o va at 细胞质研究把上述两种杂种 优势结合起来
,

选育优 良小 麦核质杂

种品种 或杂种 小麦的可能性
。

特别是在冬麦区
,

自然春化就可部分克服A e .

Ov at
a 细胞质

的晚熟缺点
。

采用回交置换的方法
,

到目前为止
; 至少已经获得了 13 0多种不同种属细胞质 的小麦

核质杂种
。

其细胞质来源主要是 T r ; t , uc 机
,

A 昭“ o p s , s o ca 不e
,

A g or p , r o n 和衬 a , 。 a zd `a

属的一些种或亚种
。

在这些核质杂种中
,

大约有三分之一 是雄性不育的
,

其余则是部分

可育或正常可育的 ( K ih a r a , 1 9 5 2 , 1 9 7 1 ; P a n a y o t o v , 1 9 7 5 , 1 9 8 3 ; S a g e , 1 9 7 6 ,

T s u n e w a k 三
, 一9 7 6 , M u k a i等

, 2 9了s ; M a a n , 1 9 7 9 )
。

这些研究丰富了人们关于小麦

细胞遗传
、

细胞质遗传
、

核质关系和小麦起源与进化的知识
,

而月
.

也为小麦育种和杂种

. ①本试验是在美国龙曝科他州立大学农学系进行的
。

试验中M r s .

J “ “ n G or de n 和M r “ .

、 ` y

犷ar sl on 兽给予许多帮助
, 赵洪璋

、

李正德教授审阅了全文 , 宋玉埠教授提出宝贵修改意见
,

特此致

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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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博士系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农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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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利用开辟了熬
育 系 已 经培有成

六 二 位畜杂种小麦

明
: 在杂种优势利用方两

’ _

除了用 T
·

“ m“ ” “ “ “v `细胞质 雄 性不

些条种小麦开始推广之外蚕
’

还有人正在研究利用其他细胞质雄性不

( G越 a 。 e

触
户小

对于利用细胞质雄 培青杂
只邵

“孔万
s

哪
`
钾气

种举麦莱锐
,

哭键简
l

颇

.1解 a )
。

户
是选育农艺 性 状 优

良
、

散粉力强和配合力高的恢复系
。

许多研究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
,

已经育成了

不 少可以配制杂种小麦的恢 复系犷向时发现来自某一细胞质种的恢 复基因还有可能恢复

其他一些种的细胞质雄性不育性
。

最近 、 美国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农学 系培育出的半矮杆恢

复系 R
l l : ,

不仅农艺性状好
,

而且恢复度很高
,

是小麦杂种优势利用研究值得重 视的一

个材料 (G h i a s i和 L u e k e n , 1 9 5 2 ;
M a乒 n 和 L u e k e 。 , 1 9 5 3 )

。

小麦核质杂利
: ,

有的有不 良表现
,

如雄性不育
、
雌蕊雄变

、

生长势降低
、

生长期延

长等
; 有的却表现完全正常

, 卜

甚至具有早熟
、

抗病
、

产量高
、

蜜白质含量高等优点
。

在

研究核质杂种的过程中
,

木原均发现二些核质杂种
,

如异质小麦 ( s 心
“ :

闹加 ) 格湮斯
、

( o v a f。 ) 中国荐等 厂 具有核质间 的
’

杂 种 优 势 ( K 1h a r a , 2 9 7 3, 1 9 8 2 ; K ih o s h i t a 和

Ki h a r a ,
几

1 9 8 3)
一

、
`

具A 。 . : q o ar 汤拍细胞质的核质杂种小麦育性正常爹
`

许多人 正在研 究直

接利用
。

具互,
.

击。山细胞质的核质杂种
,

虽具核质杂种优势
,

但多为雄性不育
,

除 了可

恢复其育性的 P扁
。
和中也春外

,

恢复系很少研究
。

另外该细胞质还有延迟抽穗期的 缺 点
`

( F
u k a s a w a ,

一

z, 5 3, 1 9 5 5
, 1 9 5 9 ; T a h i r , 2 9 7 0

, 一9 7 1 ; M a a打一 1 9 7 3 , 1 9 7 7、M u k a i
,

19 82 )
。

. .

`

;

本试验的目 的首先是研究恢复系 R : : 3

对包括A 。`。 va at 细胞质在内的 10 种细胞质 雄 性

不育性的恢复力
。

在恢复育性的基础上
,

进一步研究A 。 .

ov at a细胞质小麦核质杂种 优势

的表现
,

探讨克服该细脸质晚熟缺点的方法
。

-

材 料 和 方 法

用恢复系 R
: ; :

作父本
,

同 10 种不同细胞质的异质小麦品种 S
e kl i r k ( 简 写 为 S :el k)

或C h r i s的雄性不育系作母本进行杂交
。
这 10 种雄性不育系 的细咆质分别来 自T

.
才 。̀ 。 p h -

e云v `
, T

. 。 r a r a t飞c u 胜
,

.

T
.

d`e e o e o : d e : ,

T
.

b o eo t , e“ 。
,

A o . e a “ 己a t a ,
A e . 。 , a t a ,

A e .

t r “̀ n c -

飞
。
坛

,
A 。 .

rt 、 r
sit

o at ; 人打
: h ar 流es 。和碗

.

he ,
der hc 玄̀

。

这些细胞质雄性不育系 都 是 用

普通小麦品种
s e kl 或

c h r i s回交 12 代以上
,
最高达 26 代的

,

因此遗传性相当稳定
,

其系谱

来源如表
、

1所示
。

恢复系 R
, : 3

是北达科他州立大学从 m s (t )
`

E
r a ,

与P
: , 的杂种后代 中 选育

两成
,

的
·

每个杂交组合的F l
各种植 4 株

,

根据主穗套袋 自交的结实性侧定 R
1 1 3

对各种
.

异

质雄性不育系的恢复力
。

按照恢复度测验的结果
,

对可以完全为 R
: : 。
所恢复的A ` .

ov
“ t at “ -

耗 kl R/
: i, 的 F : 和 T

.

“ , 。 , 凡泌川 /R
: r 3 F : 的杂种优势进行了比较

。
每个组合的 F

,

代各种植

加株
,

开花前对主穗套袋份进行恢复基因分禽和早熟植株选择试验
。

同时也对Ae
. 。
匆 t。 -

s e kl 与同质 s e kl (具普通小麦细胞质 ) 进行了核质杂种优势比较 分析
。

还对 A o .

ov d t 。 -

“ e I k进行了自然春化试验
,

春化从 1 0月 , 2石并始至 n 月 2妇 在户外进行
,

`

琳时初夭
。

在

此期 I’of 户外 日平均温度为 4
.

了℃ ( 一 3
.

3℃` 1 4
.

4℃ )
。

然后移入温室
。

此外
,

所有试验



A e. ov a ta细胞质小麦的核质杂种 优势研究

都是在北 3彝陋州立天学表亚试验站牟心瘟室币进行的才

表 1 参与试验的飞 O种不同细胞质的雄性不育系

细月包质雄性不育系
回交
代数

育性

SS

S
一 5555555

月吮八匕 nj,自,IQ白

n甘八匕八O八匕
,

,曰,白,生11,11土

T
。

r玄m o 一

S e l k

T
. a r a r 一

S e l k

T
.

d ic q 一
S e l k

T
.

b 0 0 0 一

仁h r 15

A e ·

`Q叫
一
5 e Ik

A e 。 o v a t a
一

S e lk

A e . s h a r 一 C h r { s

A e 。
r r iu

一

S e lk

A ` 、 ￡r 沁
一

S e lk

A e 。

儿e不d
一

S e lk

T
.

t艺m o P孔e ve ` 9 4 5 6 0 / S
e lk

T
。 a r a r a t ￡以

, , T h D / S
e lk /C

t,
/ S

e lk

T
.

d ie e o oc 主d es G 9 5 5 / S
e lk

T
.

西o e o r玄c u m / C N / C h r i s

A e 。 e a u d o r a
.

D 4 / S e lk

A 。 . 0 , a t a / S
e lk

A e 。 : h ar o n e s￡s / S
e lk 1 3 /C h r i,

A e .

t r i“ 。 e 玄a l玄sG 4 6 6 / S
e l k

Ae
. t r 她产￡̀ t a t ` G o Z i / T

.
t im 。 一 s e l k

A e .

he ldr 瞰川 g e kl ;

1乒、

G00
. J上11

S :

雄性不育
。

结 果 与 讨 论

(一 ) 恢复系 R川对 A o .

ov at a
等细胞质雄性不育系的恢复性

从恢复系 R
, , 3

同 1。种异质小麦雄性不 育系杂交的 F
:

代可以看出
,

有 7 种细胞 质 的雄

性不育性在不同程度上可以为 R川所恢复
,

其中恢复 度最高 的 是 T
。
才: 、 。 p h 。四卜 S e l k /

R
, : 。 、

A e . o , a t a 一 S e lk /R
: ; 3

和A e · s o a r o n e s `s 一 s e
lk /R

: : 3

三个组合
。

其 F :
的恢复度 (按 穗 粒

数除以两侧小花数舟算 ) 分别为 1 21
.

9%
、

1 18
.

6%和 1 05
.

5% ; 主穗平均结 实数分别 为

39 一 56
·

8和 3`
.

8 ,

都超过了对照品种和亲本
,

说明这三个组合的 F :
代有的小穗 的第耳

甚至第 四朵小花也可 以恢复结实
,

证明了 R : : 3

对它们的良好恢复力
。

然而
,

除丫宇
.

t诫 Po he 翻 `细胞质没有明显的副作用之外
,

A .e o va t。
一

s e 】幻R : 、 3

的 F
:

代
,

虽然结实多而

种子饱满
,

但抽穗期比对照晚 2 5天 , A e 。 : 九a r o o e s艺s 一 C h r i s /R
: : 3

的 F :
代种子批瘦

,

千粒

重仅 2 4
.

6克
。

T
. a ar r a t i

` 一

u m
一
S e lk / R

: : 3与 T
.

a￡二0 0 0￡d e s 一 S e lk / R
: , 3

的 F , 生长 芷常
,
卜乞

较早熟
,

恢复度分别为 6 4
.

3% 和 6 4
.

4%
,

主穗结实数分别为 1 9
.

3和 1 9
.

7 , 与对 照 品 种

Sel
k没有显著差异 (对照的结实率和主穗粒数分别为.65

1写和 .10 0)
。

礼
3
对 Ae 扮

八
-

Un
` 沁林 s和 A 。 `

tr 玄Qr 姑坛Qt 细胞质 的雄性不 育性的恢复力很低一
,

其 F : 的恢复度分 别 为
4

.

6%和 1
.

1% ,
而A 。 .

勿。 da , 。
、

A 。
.

he 记ecr 林和 7’
.

bo oe :
姗, 的细胞质雄性 不 育 均

不能为 R川所恢 复 (表 2 )
。

在A e . o v a t a
一
S e lk /R

: : 3

和宁
.

t im o p h e e v i
一

S e lk /R
: : , 的 F

Z

代 分 离 中
,

其育性可按结实率大于 6。%
、

1
一

60 %和 。 % 将其分为可育
、

半可育和不育

三种类壑
。

在 2 0株 F
:

代群体下
,

A 。 .
o v o t。

一

S e l k /R
: : 3的可育株为 z弓

,

半可育株 为 4 ,

不育株为 1 , 少
。

“ m o

Ph 比“ ` S e kl /R川的分别为 14
、

与和 1 。

在这两个
’

组合中
,

完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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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 2俄复系 R
: : :
与 1 0种不同细脸质 . 性不 , 系杂交 F

: 的恢妞度

合 穗粒数 结实率 (% ) .

r
.

: 京m o 一 S e lk /R
: , ,

丁
. a or r 一 S e lk /R

: 、 ,

T
.

d `cc
一

S e lk /R
: : :

T
。

b o即
一
C h r i s / R

, : :

A e .

句“ d 一
S e lk /R

: : 3

A e . o v a t a
一
S e lk /R

: : 3

A e . : h a r 一 C h r i s /R
: : 3

A 。 .

t r “̀ 一

S e lk /R
: : 3

A e
.

t r宝a 一

S
e lk / R

: : 、

A 。
.

人。忍d
一
S e lk /R川

3 9
。

0

1 9
。

3

1 9
。

7

0

0

5 6
。

8

3 4
。

8

1
。

3

0
。

3

0

1 2 1
。

9

6 4
。

3

6 4
。

4

0

0

1 1 8
。

6

1 0 5
。

5

4
。

弓

1
。

1

0

. 按照穗粒数除以每穗两侧小花数求得
。

大育的植株都只有 1 株 (表 5 )
。

说明 R
: : 3对该两种细胞质雄性不育性的恢复可能是 由两

对基因控制 的
。

至于半不育株的出现
,

可能是由于该两对恢复基 因的表现度不同所致
,

或由于其他修饰基因 以及环境条件的影 响造成的
。

上述结果表明
, R : L. 是一个可以恢 复

多种细胞质雄性不育性的恢复系
,

其中有的恢复度很高
,

它不仅可 以作为研究小麦核质

关系特别是育性基 因与细胞质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材料
,

而且也为利用其他小麦不育细

胞质提供 了恢复基因来源
。

(二 ) A e 。

ov Qt
a 细胞质的核质杂种优势表观

根据对同质小麦品种 S e kl 和异质小麦品种S e kl 的比较观察证明
,

核质杂种A e .

ov Qt
a

一
s e kl 在许多农艺性状方面都表现有明显的核质杂种优势

。

据 观察
, 核 质杂种 植株较

高
,

茎杆粗壮
,

抗倒力强 ,
叶片较宽较长

,

前期葡甸
, 后期挺直

; 穗大
,

`

小穗数和小花

数多等
。

就每穗小穗来说
,

在 1 9 8 3年春季温室栽培试验中
,

核质 杂 种A .e 。
匆 t子 S e kl

显著地多于同质对照品种 S e lk
。

前者每穗小穗数为 2 3
.

8 ; 后者为 15
.

5 , 前者比后者每穗多

歇 3 (表 3 ,

图 工 )
。

由于A e ,

ov at
a 一 S e kl 是雄性不育的

,

因此无法从结实情况和 种 子

性状方面来考查其核质杂种优势
。

但是恢复系 R : : 3

对 A 。 .

ov
o at 细胞质雄性不育的完全恢复

,

为进一 步研究该 核 质 杂

种在结实和种子性状方面是否具有核质杂种优势提供了可能性
。

通 过 A 。 . 。
va : 。 一

s e lk /

R
: ; : 和 T

.

“ m o p h e e v ￡
一

S e lk /R
: ; : F ;

代的比较和该两个杂种同其亲本和对照品种的比较
,

_

证明在结实和种子性状方面
,

具 A 。 ,

ov
o Qt 细胞 质 的小麦同样具有核质杂种优势

,

而 且

这种优势还能同核间的杂种优势结合起来
。

在所研究的几个穗部结实的主要性状中
,

除

汀结实率和千粒重之外
,

每穗小穗数
、

每穗粒数和穗粒重在 A “ · 。
va at 细胞 质小麦 中都

表现有明显的优越性
。

如表 3 和表 4 的资料 所 示
,

若 以A o .

o at
。 一

S el k /R
: , , 的 F : 同

T
.

t诵
。 p加洲

, s e lk / R
; : : 的F : 相比

,

前者的每穗小穗数
、

穗粒数和穗粒重分 别 为 25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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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2 俄复系 R
: : :
与 0 1种不同细脸质 . 性不 , 系杂交 F

: 的恢妞度

合 穗粒数 结实率 (% ) .

r
.

: 京m o 一 S e lk /R
: , ,

丁
. a or r 一 S e lk /R

: 、 ,

T
.

d `cc
一

S e lk /R
: : :

T
。

b o即
一
C h r i s / R

, : :

A e .

句“ d 一
S e lk /R

: : 3

A e . o v a t a
一
S e lk /R

: : 3

A e . : h a r 一 C h r i s /R
: : 3

A 。 .

t r “̀ 一

S e lk /R
: : 3

A e
.

t r宝a 一

S
e lk / R

: : 、

A 。
.

人。忍d
一
S e lk /R川

3 9
。

0

1 9
。

3

1 9
。

7

0

0

5 6
。

8

3 4
。

8

1
。

3

0
。

3

0

1 2 1
。

9

6 4
。

3

6 4
。

4

0

0

1 1 8
。

6

1 0 5
。

5

4
。

弓

1
。

1

0

. 按照穗粒数除以每穗两侧小花数求得
。

大育的植株都只有 1 株 (表 5 )
。

说明 R
: : 3对该两种细胞质雄性不育性的恢复可能是 由两

对基因控制 的
。

至于半不育株的出现
,

可能是由于该两对恢复基 因的表现度不同所致
,

或由于其他修饰基因 以及环境条件的影 响造成的
。

上述结果表明
, R : L. 是一个可以恢 复

多种细胞质雄性不育性的恢复系
,

其中有的恢复度很高
,

它不仅可 以作为研究小麦核质

关系特别是育性基 因与细胞质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材料
,

而且也为利用其他小麦不育细

胞质提供 了恢复基因来源
。

(二 ) A e 。

ov Qt
a 细胞质的核质杂种优势表观

根据对同质小麦品种 S e kl 和异质小麦品种S e kl 的比较观察证明
,

核质杂种A e .

ov Qt
a

一
s e kl 在许多农艺性状方面都表现有明显的核质杂种优势

。

据 观察
, 核 质杂种 植株较

高
,

茎杆粗壮
,

抗倒力强 ,
叶片较宽较长

,

前期葡甸
, 后期挺直

; 穗大
,

`

小穗数和小花

数多等
。

就每穗小穗来说
,

在 1 9 8 3年春季温室栽培试验中
,

核质 杂 种A .e 。
匆 t子 S e kl

显著地多于同质对照品种 S e lk
。

前者每穗小穗数为 2 3
.

8 ; 后者为 15
.

5 , 前者比后者每穗多

歇 3 (表 3 ,

图 工 )
。

由于A e ,

ov at
a 一 S e kl 是雄性不育的

,

因此无法从结实情况和 种 子

性状方面来考查其核质杂种优势
。

但是恢复系 R : : 3

对 A 。 .

ov
o at 细胞质雄性不育的完全恢复

,

为进一 步研究该 核 质 杂

种在结实和种子性状方面是否具有核质杂种优势提供了可能性
。

通 过 A 。 . 。
va : 。 一

s e lk /

R
: ; : 和 T

.

“ m o p h e e v ￡
一

S e lk /R
: ; : F ;

代的比较和该两个杂种同其亲本和对照品种的比较
,

_

证明在结实和种子性状方面
,

具 A 。 ,

ov
o Qt 细胞 质 的小麦同样具有核质杂种优势

,

而 且

这种优势还能同核间的杂种优势结合起来
。

在所研究的几个穗部结实的主要性状中
,

除

汀结实率和千粒重之外
,

每穗小穗数
、

每穗粒数和穗粒重在 A “ · 。
va at 细胞 质小麦 中都

表现有明显的优越性
。

如表 3 和表 4 的资料 所 示
,

若 以A o .

o at
。 一

S el k /R
: , , 的 F : 同

T
.

t诵
。 p加洲

, s e lk / R
; : : 的F : 相比

,

前者的每穗小穗数
、

穗粒数和穗粒重分 别 为 25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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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左 )核质杂种 A。
. 。
匆 t a一 Sl ek与同质对照品种 Sl ek 的稼部比较

左
:

Selk , 右
: 人` . o v a公a一 S e l k

田 2 (右 ) A e
. 。
切 t口一

5. 爪 / R
; : 3的下:

与其亲本的稼部比较

左
:
母本

一 o v a 亡a 一 S e lk

中
, F 几

有
:

父本
一

R名 i :

(三 ) F
:

代选择和赛化处理对宜服彻
.

训aat 绷抽魔核质杂种 晚燕性的作用
-

为了探讨 A o . 。匆 ot 细胞质小 麦晚熟的原因及其改 良 途 径
,

一 方 面 调 查 了Ae
.

咖at
一
S d 上/R 、 : : F

:

代的抽穗期分离倩况
,

一方面对彻
. “ 抽困油一

S川盆进行 了自然春 化处

理试验
,

根据抽穗期的资料
,

一
。 .

例at
。 一 S e峰 / R

: : 3F
:

代的变异幅度远大于双 亲 及其 F :

襄 S A二 o o a t a 一
s e lk /R

: : a

布T
.

t im o 一 5 . 枪 / R
: 、 : F

Z

代的育性分离情况 ( 1 9 a 3年冬 )

扩
合
一…

二

衡粼{篇磷
蔽

局粼…篇磷
~

井翌窖竺竺
-

{华l井阵…弊阵黑…引牛
一

丝翌笋生一…土}器i土…粉…二}翁…二{令一 } 1”
. 尸

{ 】甲 一
’

1 }
一 ” 1 1 ’

222 000 2 7
,

111 1 555 3 2
。
333 444 盈4

,

000 王王

TTT
.

t im o 一
S e lk / R

: : 333 2 000 1 6
。

999 1 444 艺1
。

666 555 尝 7
。

222 111 000

差差差差 王口
。

2
’ .....

象。
.

7
. ’’’

6
.

减减减 口口

二
:

差异显若标谁为幼
。

. 卜

育性分辫, 结实率 > 钊% 可育

1 ~ . 。% 半可育

Q % 不育



A e、 。 v at a细胞质小麦的核质杂种优势研究

代
。

在仅有 2 0株的 F
Z

群体中
,

从播种到抽穗的天数
,

最长的为 10 4天
,

最短的 为 87 天
。

若以最早熟的植株进行 比较
,

虽然 F
:

代的早熟株仍较其父本 R川晚 18 天
,

但已相对提早

了很多
。

若 同其 F
:

代和母本A e .

ov at
a 一

S e kl 相比
,

则分别提早了 16 天和 9 天 (表 6 )
。

如果选用更早熟的亲本或扩大 F
Z

代的种植群休
,

在后代中选择更早熟的植株是完全可能

的
。

表 6 A e
。 。 v at a

一

S el k / R
: : 3 F :

与F
Z

同其亲本的生育期比较 (从播种至抽穗的天数 )

( 1 9 8 3年冬 )

亲本与杂种 平均土乙 最早植株 最晚植株

A e . o v a t a 一
S e l k

R l : 3

A e . o v a t a 一
S e l k / R

: : 。 F
;

A e 。 o v a t a
一
S e lk / R

: : 。 F
Z

9 8
.

1 士 O
。

渔
ùǐ户ǹ厅 任/né八é

1一11

1 士 3
。

6

。

0 士 1
。

5 士 1 0
.

9已

6 9

1 C 3

8 7

1 0 0一a八U八J八0八匕八0八川“八é

9é产0.行了八Ula

1工OJ

对A e . 。
匆 t a 一

S e kl 的 自然 春化试验是在北达科他州立大学的温室外进行门
。

试验种

子先在室温下催芽两天
,

然后将种子分为两部分
,

一半播种在温室内
,

一半播种在 温室

外进行春化
。

春化从 1 9 8 3年 10 月 12 日开始到 n 月 20 日结束
,

共 40 天
。

在此期间
,

室外的

日平均温度变化在 一 3
.

3℃到 14
.

4℃之间
,

平均 4
.

7℃
。

春化结束后
,

将盆子移入温室
,

在同样条件下观察比 较
。

温室的温度稳定在 20 ℃ 以上
,

平均为 21
.

9℃
。

结果
,

从播种到

抽穗的天数
,

同质对照 s e 味为 61
.

。天
,

未春化 的 A e .

ov at a
一

s o lk为 8 7
.

5 天
,

春 化 的

A e . 。
加 at

一
5 e kl 为 10 1

.

8天
。

从表面上看来
,

春化处理的反而最晚
。

但若从移入温 室的

日期算起
,

春化处理 的只有 6 1
.

8天
,

非常接近于同质对照 S e lk
。

然而
, 1 01

.

8天 和 6 1
.

8

天都不能反映真实情况
,

因为虽然春化经历了 40 天
,

而室外的温度却很低
,

幼苗生长量

很小
,

当移入温室时只有三片真叶
。

室外整个 4 0天大于 0 ℃的活动积温 只 有 1 88 ℃
,

而

室内的活动积温则为 87 6℃
。

若 以温室平均温度 2 1
.

9℃
,

将室外的积温 1 88 ℃予以折算
,

室外的 40 天只相当于室内的 8
.

6天
。

因此
,

春化 的A o .

ov at a 一
S e kl 从播种到抽穗的 实 际

天数应为 6 1
.

8天 + 8
.

6夭
= 7 0

.

4天 (这种计算仅作参考 ) (表 7
、

表 8 )
。

这样
,

春 化

处 理 就 使 A e . o v a t a
一
S e kl 的生育期实际上提早了 17

.

1天
。

可 见 A e
. o v a at 细胞 质的晚

熟特性是与其要求更长时间的春化条件有关 的
。

那末充分的春化时间就可 以提早它的成

熟期
。

冬麦区的自然条件完全可以满足其春化要求
。

表 7 进行春化处理期间 (1 O月 12 日至 11月 20 日 )温室内外的平均温度 (℃ )

地点 最低

温室

室外

2 0
。

O

一 3
。

3

最高 平均 活动积温 夭数当量
.

2 3
.

9 2 1
.

9 8 7 6
。

0 4 0

1 4
。

选 4
。

7 1 8 8
。

0 8
.

6

朱 :

天数当量是以温室内的日平均温度 ( 21
.

9 ℃ ) 作为标准
,

根据活动积温计算而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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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核质杂种 A e
.

v o a ta一 s e l k对春化处理的反应

材

S
e l k

料 } 株高 } 每 穗
} (公分 )】小穗数

穗粒数
播种至抽

穗夭数
修订 ”
天 数

1 0 0
.

314
。

51 6
。

8 61
。

0

A e。v o a ta一 S e l k1 1 8
。

4 3 2
。

0 O8 7
。

5

A e。v o a ta一 S e l k

处 理

未春化

未春化

春化4 0天 1 1 0
。

8 2 3
。

0 01 1 0
。

8 7 0
。

4

带带 :

修订天数系指移入温室后的天数 ( 61
.

8天 )加夭数当量 ( 8
.

6夭 )而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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