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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小麦生产上利用杂种优势
,

自5 0年代以来
,

世界上先后发现了二十多 种 近 亲

植物细胞质的小麦雄性不育体系
,

其中 T 型不育系是小麦杂 优育种的主要基础材料
。

二

十多年的实践表明
,

T 型不育系在普通小麦品种群体中恢复系极少
,

T
.

ti 二 0 夕hee
。‘胞

质与大多数小麦核基因型互作造成不 育系种子皱缩
,

增加了研究 的 难 度 〔‘’。

70 年 代

以 来
,

许多学者致力于寻找能解决上述问题的细胞质不育体系
。

日本常胁恒一郎报道
,

将六倍体野生小麦种 T
.

。 。。
ha 和普通小麦野生变种斯卑尔脱 (T

. : 夕。It。 ) d u ha m elia n u m

类型核基因型导入粘果山羊草 ( A o .

几of : 。hy j ) 胞质可合成雄性不育系 ( 以下简称 K 型

不育系)
,

不育基因在斯卑尔脱IB染色体上
,

粘果山羊草胞质对小麦核基因型无不良影响
,

供试小麦品种对这种不育系都有很强的恢复力
,

认为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不 育 体 系
〔“’。

但野生种保持的K 型不育系难以直接利用
,

培育性状优良的不育系成为这一体 系 的关

键
。

常胁设计了一个多次回交测交的育种方案
,

以将斯卑尔脱的不育基因与优良性状结

合起来
。

国内几个单位从 19 8 3年起开始该项研究
,

采用常胁方案选育不育系
,

至今尚未

报道育成性状优良的 K 型不育系 〔“ 〕。

本文于1 9 8 7 年7月 1 5 日收到
。

谨以此研究结果献给{至疆 {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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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3年我们在西北农大农作一站以粘果 山羊草为母本
,

莫 迎 小 麦 ( T
.

二ac 加 ) 为

父本
,

杂交 95 0朵小花
,

得杂交种子 7 粒
。

1 9 8 4年其 F
,

代高度不育
,

用莫迎小麦 回 交 得

B
:

代种子10 粒
。

1 9 8 4年夏季加代中发现 B ;

代育性近正常
、

长势弱
、

黄化
,

遂去雄用斯

卑尔脱选系SP 4授粉杂交
,

杂交种子当年秋播于陇县城关镇小麦试验站
。

1 9 8 5年在陇县种植的粘果山羊草 / 莫迎 / /莫迎 / 3 / SP 4 群体61 株中有 4 株 全 不

育
,

即对不育株用SP 4回交
,

并用具一对随体的IB / IR 类型品种 7 8 59
、

7 5 8 7一 2 5 8 和 一 般

品种阿勃为父本与之杂交
。 ·

1 9 8 6年
,

上述杂交后代仍在陇县种植
,

其雄性育性表现是
:

SP 4 回交群体58 株全不

育 (编号K SP4A
“
)

, 7 8 5 9杂交后代 14 株全不育 (编号 K 7 8 5 9A
‘
)

,

其余两品种杂交后

代平均套袋自交结实率为8 7
.

2%
、

9 0
.

1 %
。

这些结果重复验证 了常胁的工作
,

更重要 的

是发现了 IB / IR 类型小麦高产品种中存在着 K 型不育系的保持系
,

为 K 型 不 育研 究 找

到了一条途径
。

本年又作了以下杂交组 合
:

¹ 继续 用 SP4回 交 K SP4 A “ ; º用 7 8 5 9回 交

K 7 8 5 9 A
‘ ; » 用 I B / I R 类型小麦高产 品种 9 615一11、 50 ( 6 )3一 8 一2 、 7 3 ( 36 ) 1一 与 K Sp 4 A 公

杂交
;

¼ 用 7 8 59分别与K SP4A Z
和常胁培育的K 型斯卑尔脱类型不育系 KSP A 杂交

。

对 78

59 回交的K 型不育系后代
, 19 8 6年夏秋两次加代

,

均表现全不育
,

经两次回交
,

得 到 性

状与 7 8 5 9相似的 K 7己5 9 A ‘

不 育系
。

198 6年秋
,

上述杂交后代及加代种子在西北农大种植
。 19 8 7年 5 月调查了这些后代的

套袋自交结交率
:

¹ 1B / I R 类型品种 78 5 9回交三次的 K型不育系后代表现全不 育
,

证实

7 8 59无论在田间和加代室
、

陇县和杨陵均可稳定地保持K 型不育系的不育性
; º I B / I R 类

型品种 9 6 15一 12、

8 0 ( 6 ) 3一 8 一2 、 73 ( 36 ) 1一与 K Sp 4 A “

杂交后均为 全 不 育 ; » 7 8 5 9与

Ks P4 A Z
和常胁的K SPA杂交后代均为全不育

,

证实我们培育的 K 型不育系与常 胁 培 育

的 K 型不育系为同一胞质来源
。

以上后代均用原父本回交
,

还以 K 7 8 5 9A ‘

为母本与 19 7

个小麦品种 (系 )为父本进行杂交
。

19 8 7年夏季加代 中
,

回交 2 一 5 代的不育系 K 7 8 5 9 A “ 、 K g 6 15一 11A “ 、 K s o ( 6 )3一 s

一 2 A 2

均为全不育
; 种植的 K 78 5 9 A ‘

与48 个品种 ( 系 ) 杂交 F :

中
, 21 个育性完全恢复

,

套袋自交结实率85 ~ 100 % , 19 个表现全不育
,

其父本皆为 I B / I R 类型及 I B / I R类型衍

生物
; 8 个 F ,

表现不同程度的育性恢复
。

19 8 7年比较了K 型不育系 K 7 8 5 9A ‘

和T型不育系 T 7 8 59 A ’

的雄性不育有关性状
,

K 7 8 5 9A ‘

克服了 T 型不育系种子皱缩的不足 ( 见下表 )
。

两种不育系及其保持系的花粉

粒电镜扫描观察到
: K 7 8 5 9A

」

,

的花粉粒发育形态介于 T 7 8 5 9A ‘

与保持系 7 8 5 9 之间
。

K了55 , A ‘

与T 7 8 5 , A ‘

雄性不育有关性状 比较

缩)皱%子(种
材 料 百粒重

( g )
成 熟 花 药 形 态 开颖状况

自交结实率
( % )

好好折一良良短一

引
K 7 s5 9 A 4

T 7 85 oA 4

7 8 5 9

黄色
,

较 大
,

外露不开裂

白色
,

较小
,

扭 曲不 外露

黄色
,

较大
,

外露开裂

刻川
l

一

⋯
注

:
种 子皱缩率 ( p石) 二 ( 1 一

不育系种子百粒重

相应保持系种子百粒重
X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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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结果表明
:

¹ 国内育成的一些 I B / I R 类型小麦品种核基因型在粘 果 山 羊 草

细 胞质中是雄性不育的
; ºK 型不育系在小麦品种群体中存在较多的恢复 系

,

一 些 已

证 明能保持T 型不育系不育性的品种对 I B八 R 类型的K型不育系有较强恢复 力
; » 我

们 已培育成 回交 3 ~ 6 代的K 型不育系 3 个
,

还有一批不育系正在回交转育
,

同时在 小

麦 品种 中筛选了一批K型不育系的恢复系
,

完成了 I B / I R 类型小麦K型不育体系 的三

系配套工作
,

¼ K 型不育系与 T 型不育系的雄性不育特征有明显差异
,

基本解决 了 T 型

不育 系种子皱缩间题
;

½ 国内已育成不少产量和性状水平较高的 I B / I R 类型小麦品种

(系 )
,

故不难获得有应用价值的 K型不育系
, K 型不育系在小麦品种群体中 有 较多恢复

系存在
,

有利于简化杂交小麦选育程序和加速强优势组合选配
,

因此 I B / I R 类型K 型

不育体系可能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

赵洪璋教授
、

李 振声研 究员
、

朱庆麟教授
、

王鸿钧副教授
、

袁志发副教授
、

钟冠昌副研究员提出过有益 指 教
,

西 北植物所穆素梅副研究员19 8 2年提供粘果山羊 草种子
,

中国农科 院程俊源副研究员19 8 4年提供 S P 4 种 子
,

中 国

科学院王培 田枷究员198 6年提供 日本常胁培育的斯卑 尔脱类型 K 型不育系种子
,

西北农大陈天佑讲师曾帮助 远 缘

杂文
,

表示诚挚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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