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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 161异代换系雄陛不育原因自勺探讨及其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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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VE1 61小麦包括具有一对 长穗僵麦草染色体的雄性不育异代换系 、可育跗 

加系和杂育系，杂育系由 代换系×附加系产生。对 VEI61雄性 不育异代换系的两种保持途 

径进行的比较研究表明，采用杂育系自交的方法较好，井探讨 E染色体对育性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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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161小 麦是 一类具 有 特殊 遗传 特点 的小麦材 料，包 括具 有 一对 长穗僵 麦草 

(E trigia~longatum 2n=70)染色体(E染色体)的雄性不育异代换 系(VE161s)，可育附 

加 系(VE16la)和杂育系(VE16lh)。VE161雄性不育异代换系是叶绍文等 培育的 VE 

型核不育系的一个选系 ，杨天章等嘲研究认为其 7B染色体被一对长穗偃麦草染色体所代 

换 ，同时还发现其具有促进部分同源染色体配对的作用。但是 ，由于在 VE161雄性不育异 

代换系的保持过程中需要进行大量的细胞学鉴定工作，给它的利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近 

期 ，王鹏科等[a．43初步育成了蓝粒标记的 VE型不育一保持系 ．为 VE1 61雄性不育异代换 

系的保持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然而．由于 VE1 61小麦 E染色体具有促进部分同源染色 

体配对的作用．在这种保持系的选育过程中还有许多理论问题和实际困难有待解决。本研 

究主要探讨 VEI61异代换系雄性不育的原因及其保持途径，为 VEI61小麦的深人研究 

和应用提供理论基础。 

1 材料 和方法 

1．1 材 料 

VE161异附加系、杂育系、雄性不育异代换系和中国春(cs)、oO04Rd、Ji一1、1 376、超 

太穗 84(79)、8727、332d、88(1)等 8个小麦品系。 

保持 VE161雄性不育异代换系(29 W +1 E)的方法，是将其与相应可育附加系 

(21 W+1 E)杂交产生杂育系(20 W+1 7B+1 E)．然后通过杂育系自交或与代换系 

回交，后代即可分离出绝大多数雄性不育代换株．经细胞学鉴定进一步确认后即可利 

用0间。 

1．2 方 法 

1 994年太田秋播 ，1995年春以 VE161代换 系为母本 与中国春、0004Rd、Ji一1、1376、 

超太穗 84(79)、8727、332d、88(1)等 8个小麦品系以及 VE161附加系、杂育系杂交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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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1996年舂依据染色体构型选择样本株回交或自交，同年夏在温室加代，秋季取样观察 

染色体构型，取样时取处在减数分裂中期 I的幼穗，用 6：3：1(乙醇 三氯 甲烷 冰乙 

酸)的卡诺液固定 ，醋酸洋红染色压片，样本株套袋 自交 ，根据结实情况判断育性。 

自交结实率一尘蕉堇票蠢衾 萼塞墼麴×100 
自交结实率<5 为不育、>50 为可育，在试验中未出现 自交结实率在 5 ～50 

的 中间类 型 

2 结果与分析 

2．1 E染色体对育性的影响 

本试验中研究了VE1 61代换系×不同小麦品系这样一类组合 ，其中小麦品系选用了 

中国春 (cs)等 8个，各组合 F 代全部正常可育，F 代小群体 中育性与染色体构型的关 

系、以及不育株出现的频率见表 1。侯文胜等Es．6]研究证实 ，VE161小麦促进部分同源染色 

体配对的作用是由 E染色体引起的，其上具有促进部分 同源染色体配对或抑制 Ph基 因 

效应的基因，它在多数小麦背景 中呈显性或上位性表达·并表现一定的剂量效应 ，VE1 6 1 

小麦本身部分同源染色体配对水平较低 ，是其小麦染色体组 中存在有一对纯合隐性上位 

基因，它能够抑制E染色体促进部分同源染色体配对作用的表达，而一般小麦品系中具 

有该基因的相应显性基因。由于 E染色体具有上述 明显的促进部分同源染色体配对的作 

用，与文献[6]的研究方法一样，仍按平均含多价体细胞的频率大小将资料分组。频率> 

50 则认为其具有促进部分同源染色体配对作用，其染色体组中必然含有 E染色体；频 

率<25 则认为其染色体组 中不含 E染色体或 E染色体促进部分 同源染色体配对的作 

用受到抑制 J。 

衰 l VEI6l代换系与 8个蕾通小麦品系杂交F 代的育性分离及染色体构型 

注，*表示估计的染色体掏型． 

由表 1可见，不育株的染色体构型有(21 )和(20 +1 )两种，且多数具有促进部分同 

源染色体配对的作用，而具有促进部分 同源染色体配对作用的植株有 (21 )、(20”+1 )和 

(20”+2 )3种构 型，其 染 色体组成 必为 (20 W +1 E)、(20”W +1 E)和 (20 W + 

1 E+1 7B)，其中前两种全部不育，(2O w+1 E+1 7B)的全部可育，因为 VE1 61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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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一对能够抑制 E染色体促进部分同源染色体配对作用的隐性基因存在 ，F 代中约有 

1／4含 E染色体的植株并不表现明显的促配作用 ．故认为不育株中平均含多价体细胞 

频率低的植株，其染色体组成可能也是(20 w十1 E)和(20 w+1 E)，这也就是表 1中 

估计的染色体构型的依据．也就是说，染色体组成为(20 W+l”E)和(20 W+I E)的植 

株全部不育，而不育株的染色体组成很可能也都是这两种构型，单看育性，似乎可以推断 

雄性不育是 由于存在 E染色体而造成的。 

VE161异代换系雄性不育的原因有两种可能，一种是 E染色体不能补偿 7B染色体 

造成不育 ，另一种可能就是 E染色体上载有雄性不育基因，在(VE161s×8727)的 代 中 

得到了一株缺体株，表现是可育的，这就说明该小麦 7B染色体的单纯缺失并不足以造成 

VE16I异代换系的不育，VE161小麦异代换系除雄性不育外，生长正常，更说明E染色体 

基本上能够补偿 7B染色体的作用。因此认为，VE161异代换系雄性不育可能是其 7B染 

色体缺失和 E染色体添入共同作用的结果。 

另外 ，在 VE161附加系的保存和繁育过程中，分离到了一株染色体构型为 21 的可育 

株，与中国春的测交鉴定初步证明它并不含有 E染色体 ，这进～步说 明VE161小麦雄性 

不育是与 E染色体密不可分的，E染色体上载有雄性不育基因。 

2．2 VE161雄性不育异代换系的保持 

保持VE161雄性不育异代换系有两种途径，即 A：杂育系 自交 ；B：杂育系与代换系回 

交。由于途径 B需两次杂交 ，且需要进行细胞学鉴定的材料较多，在实际工作中一般多采 

用途径 A，但这一途径在保持 VE16]雄性不育异代换系上是否更为有效并无系统研究。 

为此，对以上两种保持途径的差异性进行 了比较 ，结果整理于表 2。 

袭 2 VEI 61雄性不育异fl=换系两种保持途径的比较 

注；VEl61 s：VE161代挠系·VEl61h：VE161杂育系。 

由表 2可见，在两种保持途径中不育株率及染色体构型为 2l 的不育株率差异都不显 

著 ，说明这两种保持途径在保持 VE1 61不育系上并无显著差异，但由于在途径 B中有一 

定频率染色体构型为(20 +1 )的不育株出现，给创造杂种优势带来 了一定的困难，因而 

在单纯保持不育性的工作中采用途径 A较好。当然，由于可减少一些细胞学工作量，在保 

持 VE1 61异代换系用于遗传研究时t也应多采用途径 A，由于途径 A 中不育株的染色体 

组成基本上都为(20 w+1 E)。因而除特殊需要外，保持 VE161代换系完全可以不必进 

行细胞学鉴定，选用不育株即可。 

3 讨 论 

VE161异代换系是目前报道的异代换系中唯一表现彻底的雄性不育的特殊材料啪， 

与普通小麦杂交后 ，Ft一般均表现育性恢复正常，叶绍文等n]也 曾报道，VE型不育系的 

恢复源广泛。综合本研究和前人的研究结果对 VE161异代换系雄性不育的产生原因提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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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观点： 

(1)VE161小麦 E染色体上载有雄性不育基因，该基因在小麦背景中为隐’眭表达 ，在 

无相对基因存在时，成单存在亦可表达 ； 

(2)VE161小麦 7B染色体上载有相应 的恢复基因，该基 因对 E染色体上载有的雄性 

不育基因具有良好的恢复作用，在 VE161小麦背景中为显性或显’眭上位表达，成单存在 

时亦可表现出良好的恢复作用； 

(3)大多数普通小麦染色体组中具有这种恢复基 因，能够 良好地恢复 E染色体所导 

致的雄性不育，少数小麦品系的染色体组中含有其部分恢复基因。 

在 VE161雄’眭不育异代换系的两种保持途径中，采用杂育系 自交的方法较好。 

上述看法仅仅是在一定试验基础上的一种推测，由于 VE1 6l小麦中的E染色体具有 

诱导部分同源染色体配对的作用和特殊 的遗传特点 ]，用现有材料彻底弄清这一问题还 

有一定的困难。最近，在 VE161附加系的繁育过程中得到了一株染色体构型为 21 的可育 

株，初步证明其不含E染色体，这一材料的发现为进一步阐明VE1 61异代换系的雄性不 

育机理提供了新 的可能，目前进一步的鉴定和研究工作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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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on and maintenance of the male—sterility 

in VE1 61 alien substituti0n 1ine 

HOU W en—sheng，YANG Tian—zhang，W ANG Zhong-hua 

(Department of Ag 。m】 ．Northwest Science and 7"evh~mlogy Un~erslty 0f 

Agrieult~re and F~ rstry-Yangling．Shaanxi 712100．China) 

Abstract：VE161 wheat contains male—sterile substitution Iine，fertile addition 1ine 

and fertile heterozygous line with one pair of E@trigia etongatum chromosomes．The 

heterozygous Iine is produced by the substitution 1ine crossed with the addition 1ine．Two 

maintainable ways of the male—sterility of VE1 61 alien substitution 1ine are contras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elf—fruitful program of the heterozygous line is better．The 

effect of the E chromosom e on fertility is discussed as we11． 

Key words：Triticum aestivum；Etytrigia elongatum；alien subatitution 1ine：male— 

ster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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