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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粒小麦多子房性状的遗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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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普通小麦 (旱)×三粒小麦 (含)，F_全为单子房植株，Fz及以后备代一直表现 

为 单子房性状 ；三粒小麦(早)×普通小麦 (舌)，F 全为多子房 小麦 ．F 分离 ，且多子房植株与 

单 子房植株分离比例为 3 1，F】以后仍有部分分离 。分析结果表 明，三粒 小麦的多子房性状 

是在三粒小麦细胞质存在的前提下 ，由 1对显性桩基因控制的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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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麦遗传育种过程中，发现了一种特殊的普通小麦类型——三粒小麦，其小穗上每 

朵小花里面有 3个雌蕊 ，经过 自花授粉或人工授粉 ，可结 2～3粒种子，经多年种植观察 ， 

这种性状遗传稳定。目前关于多子房小麦的研究很少，主要是酶与蛋 白质方面的研究 ]， 

沈光华等0J也曾通过单体测交法 ，认为多子房性状是半合隐性遗传。 

三粒小麦的小花结实性是普通小麦的 2～3倍 ，困此 ，如用作杂交小麦制种上的母本 ， 

可显著提高杂交种的产量；常规育种上，也可利用这一特性培育出农艺性状优良的多子房 

小麦品种 ，提高小麦产量 。本文通过西北植物研究所对三粒小麦杂交后代多年的观察记 

载 ，对三粒小麦的多子房 陛状进行研究分析 ，以期为小麦育种上更好利用这一特殊的种质 

资源提 供 一些 基础材料 。 

l 材料与方法 

I．I 材料来源 

三粒小麦引 自甘肃省农业科学院，84(G)6、超大穗、信阳 75．18、927均为普通小麦品 

种 (系)。 

1．2 试验方法 

1993年于西北植物研究所官村试验地开始进行三粒小麦与普通小麦间的杂交 ，以后 

各代均种植在官村试验地中，并进行部分农艺性状考种。具体方法如下； 

① 用三粒小麦作母本或父本与普通小麦进行杂交，得杂交种子。 

②杂交种子全部种植，统计 F 的多子房植株数与单子房植株数。统计标准：凡该植株 

上有多子房小花则为多子房植株 ，全部为单子房小花则为单子房植株。 

⑧F一收获后考种，每株选一单穗种植 ，统计 F 的多子房和单子房植株数。统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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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可上 。 

④从 F 开始对农艺性状进行定向选择 。 

2 结果与分析 

2．1 F 代的多子房性状遗传表现 

通过用三粒小麦作父本或母本与普通类型小麦杂交，其 F 表现为：当用三粒小麦作 

母本时，F 全为多子房性状 ．而用普通小麦作母本时，F 全为单子房性状 (表 1)。由此可 

推断出，多子房性状与三粒小麦的细胞质有关。 

表 l 三粒小麦与普通小麦正反交 F．的表现 

亲 车 多子房 单子房 亲 本 客子 房 单子詹 

母车 父本 植株数 植株数 母本 父车 植株散 擅株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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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F 及以后世代多子房性状的遗传表现和分离比例 

当用三粒小麦作父本时，Ft表现为单子房性状 ．将其 F 种植，F 观察，其表现仍全为 

单子房性状 ，F 及其以后各代连续种植，也一直全表现为单子房性 状，说明 由于它们不具 

备三粒小麦的细胞质 ，故其后代就不会出现多子房性状 。 

用三粒小麦作母本时，其 F 就开始了单子房、多子房 的分离。从 F：分离出的单子房 

植株 t其后代株系一直全表现为单子房性状；而分离出的多子房植株的后代株系，有的表 

现为多子房性状，有的株系发生单子房、多子房分离 对 F。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当用三粒 

小麦作母本时，F：表现呈规律性的分离，其多子房植株与单子房植株的比例为 3：l， 

检验的吻合性好t说明该多子房性状是在三粒小麦细胞质存在的前提下 由 1对主基因控 

制的棱遗传 ，且多子房对单子房为显性(表 2)。 

表 2 三粒小麦为母本时的 F 植株表现 

2．3 三粒小麦杂交后代高代农艺性状的筛选及表现 

通过对三粒小麦和普通类型小麦杂交后代进行有目标的选择 ，已选育出一些多子房 

性状稳定遗传且农艺性状有所改 良的三粒小麦品系。其株高由原来的 101 cm降至 8O cm 

左右，穗长由原来的 9．5 cm增至 1 2．5 cm左右，千粒重得到了显著提高(并蒂种子作 1粒 

计 )，由原来的 50 g左右提高到目前的 100 g左右 ，最高可达 140 g，而且品质也得到一定 

的提高 ，由半角质提高到角质 。结实性 抗病性、熟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 良。这些品系 

作为一种稀有的遗传资源 ，可广泛应用于小麦常规育种和杂种优势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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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三粒小麦的多子房性状是在三粒小麦的细胞质基因存在前提下 ，由核显性单基因决 

定的。而沈光华等c。 于 1990年通过单体分析 ，确定多子房性状是半合隐性被动遗传 ，可能 

是 由于所用多子房材料不同所造成的 

本文只是对三粒小麦多子房性状的初步探索，其遗传规律和机理，尚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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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tic analysis of multi—ovary character of trigrain wh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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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common wheat(旱)×Trigrain wheat(0)，all plants of F1 were mono— 

ovary，so were Fz and their subsequent generations．In trigrain wheat(早 )× common 

wheat(0)，all plants of F1 were multi—ovary；F2 population segregated at the ratio of 3 

multi—ovary to 1 rgson—ovary，parts of F3 and succeeding offsprings segregated partial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on the premise of cytoplasm of trigrain wheat，the m ulti—ovary 

character of trigrain wheat was controlled by one dominant nuclei—g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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