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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三个具粘果山羊草细胞质的高额单倍体异质小麦为单倍体靖f，对小麦单倍体 

和二倍体的一些形态和生理性状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与二倍体比较单倍体有以下表 

现：①由于第三伸长节间和穗 F节长度缩短，株高降低 l2％--22％；②因旗叶和倒二叶长度和 

宽度明显下降，叶面积也显著减zb；③穗长、平均每穗小穗教．单株分察．有效分蘖和茎秆直 

径均显著下降；④气孔长度 宽度及面积均宥下降趋势，但气孔密度明显增加；@旗叶的净光 

台强度和总光合强度约高出 30％，呼吸强度刚因材料不同有升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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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倍体在作物育种和遗传研究上有重要应用价值，自Blakeslee(1922)发现 Datura 

stramonium的单倍体以来引起了广泛重视。几 {．年来人们对高等植物特别是重要农作物 

单倍体的一般形态学和细胞学已傲了一些观察 “ ，但对高等植物单倍体和二倍体在形 

态学和生理生化上尚未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在pl、麦方面目前仅见到一些对单倍体的形 

态和细胞学的定性描述 _3 ，尚未见到对其单倍体和二倍体形态及生理的系统比较研 

究，对小麦单倍体的生理及形态特点仍缺乏准确的定量描述。Kihara和 Tsunewaki等人 

发现某些外源细胞质与小麦的特定核型互作，可以产生大量单倍体 。1989年作者用 

粘果山羊草 egilops kotschyt)细胞质的小麦 1B／1R易位系获得了单倍体频率高达 70％ 

的异质品系 ‘Ⅷ 利用这种品系不经任何处理即可得到大量发育良好的单倍体种子，为 

单倍体和二倍体的详细比较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单倍体来源。1990～1991年利用三个具粘 

果山羊草细胞质的高频单倍体品系，在异质背景下对普通小麦单倍体和二倍体的形态和 

生理性状进行了E匕较研究，现将主要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材料为回交八代的具粘果山羊草细胞质的普通小麦品系 83(21)35，77(2)和 El2．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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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材料均为纯系且具较高的单倍体额率。按行距 25 cm、株距 10 cm点播于大田，抽穗 

期选单倍体和二倍体各 l0株测定各性状。光合强度和呼吸强度用红外 CO 测定仪，以 

旗叶为代表在恒温、恒光(25"C，3 000lx)条件下测定 株高、叶长等性状均是在开花期 

以后测定的。所得单倍体和二倍体相应数据按成对数据的 T测验进行统计处理。并以 

H／D表示单倍体和二倍体对应性状数据的比值。 

2 结果与分析 

2．1 节间长度．株高和茎秆直径的比较 

从表 l可以看出，所有材料的单倍体株高均明显低于二倍体，差异的显著性则因具 

体材料而异。进一步分析各材料地上部伸长节间的长度差异表明，各材料单倍体和二倍 

体备对应伸长节间的长度呈规律性差异 鼠 T值大小上看，均是第一伸长节阃的最 

小，随节位升高 T值也依次递增，穗下节达到最大；第一、二伸长节间仅83(21)35达 

到显著和极显著水平，第三、四(穗下)节间的差异均达显著或极显著水平 这说明造成 

单倍体株高降低的主要原因是其第三、四节间显著变短，第一 二节闻对株高降低的作 

用取决于具体材料。 

表 l 节间长庭．株离和茎秆直径的比较 ∞1 

表 1中茎秆直径是以第三伸长节间最粗处的直径为代表捌得的·显然，单倍体的茎 

秆直径显著低于相应二倍体，只能达到其二倍体的 71％--92％(平均79％)。 

2．2 叶部形态性状的比较 

从表 2可以看出，在叶长上各对材料的旗叶、倒二叶和倒三叶均有极显著差异。叶 

宽的差异及其显著性取决于具体材料和叶位。El2的三片叶的叶宽在单倍体和二倍体间 

均无显著差异，77(2)的倒三叶也无显著差异。但叶宽的H／D值均小于 l，说明单倍体 

的叶宽均比相应二倍体对应的叶位小。由此可见，与二倍体相比单倍体的旗叶和倒二叶 

叶长极显著变短，其幅度在 27％～35％之间，倒三叶叶长也有极显著变短的趋势，但幅 

度较小，显著性(即T值)降低。叶宽的降低幅度要小得多，从不足4％至 26％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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疰 ：叶面积 =叶 长 x叶宽 x 0 83 

在叶面积上，除 77(2)和El2两对材料的倒三叶的差异显著外，其余各对材料相同 

叶位间的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表 2)。显然，与一：倍体相比单倍体的相同叶位的叶面积 

明显变小，有时可减少 50％(如 77(2)倒二叶)。根据表 2的资料，单倍体叶长和叶宽的 

降低与叶面积变小的线性相关系数分别为 0．726 9 和 o：8ol 3一，说明叶长变短和叶宽 

变窄均对叶面积有显著影响。 

2．3 分蘖及穗部性状的比较 

对单株总分蘖数、有效分蘖数、穗长及平均每穗小鼓牧的澳惋 结果表明(表 3)，单 

表 3 分蘖与穗部性状比较 舭Ⅲ㈣ 帖㈣ 弼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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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体穗长均明显低于其二倍体，约缩短20％ 30％，达显著或极显著水平；平均每穗 

小穗数除 83(21)35外，其余材料均有显著或极显著差异；单倍体的总分蘖数均比相应 

二倍体显著或极显著降低，其幅度在 30％左右；有效分蘖数也有显著降低的趋势，但 

83(21)35的降低程度未达显著水平。 

2．4 气孔性被的比较 

由表 4可见，各对材料单倍体的气孔长度、宽度和面积分别只占相应二倍体的 

77．6％，79．6％和 61．9％，两者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对气孔密度的测定结果表明，单 

倍体的气孔密度平均为 66．33个／∞  ，显著高于二倍体的平均值45．33个／∞ ．若以 

单位叶面积上气孔所占面积计算，尽管单倍体的气孔密度明显增加，但由于每个气孔的 

面积却较二倍体小得多，所以气孔所占面积仍明显小于二倍体，平均低 1o．75％ 

表 4 气孔相对长度．宽度和面轵比较 

2．5 光台强度与呼吸强度的比较 

表 5测定结果表明，单倍体的净光台和总光合强度均比二倍体高，幅度因具体材料 

不同变化在 17％～47％，三对材料平均相差 3 J％．至于呼吸强度，除了E12的单倍体低 

于相应二倍体 26％以外，83(21)35和77(2)均是单倍体高干二倍体。就三对材料的平均呼 

吸强度而言，单倍体比二倍体约高8％．说明单倍体在代谢强度上似乎有增强的趋势。 

表5 光合呼暇性能的比较 

3 结 论 

研究结果指出，与二倍体比较，单倍体的诸形态性状一般均显著变小，但其光台和 

呼吸等生理性状却往往比相应二倍体还要强 这说明单倍体植株虽然形体较小但生活力 

并不弱，至少主要代谢过程是完全正常的。至于个体较小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是由干单 

倍体细胞较小造成的，与单倍体的代谢能力无必然关系。这一结果支持朱庆瞵 “ 和 

Chase 在玉米上得到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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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M echanism and Application of Haploids 

Induced by Alien Cytoplasms 

111．A Morp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Comparison of 

Haploids and Diploids 

Liu Qingfa Zhang Xlaoqin Yang Genping 

(Northwester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Yangling．Shaanxi．712100 

Abstract Three norma1 diploid 1ines and their haploid partners were used in a 

morp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comparison study．Compared witlI normal diploids， 

haploides had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1)plant height reduced by 12％-22％ be— 

cause of the shortening of No．3 and No．4 elongated internodcs~【2)leaf area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because of the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tlIe 1ength and vddth of flag 

leaf and next leaf；(3)the length of spike，spikelet numbers per spike，tiller numbers and 

spike numbers per plant and stem radius also were reduced significantly；l4)the length， 

width and area of stoma tended to drop but stomatal density per squat cm ．increased 

greatly；(5)net and total photosythetie in tensity of the flag was enhanced by 30％ or so 

but their respiration was inhanced or suppressed in difierent geno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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