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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型杂种小麦及亲本三系幼苗同工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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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以V 型杂种小麦及亲本三系为材料, 对其幼苗酯酶 (EST )、过氧化物酶 (POD )、A T P 酶同工

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V 型不育系 (V 259A ) 与相应保持系 (V 259B ) 幼苗的酯酶、过氧化物酶、A T P 酶同

工酶谱型都存在较大差异。说明这 3 种酶的表达都是核质互作的结果。综合分析供试材料幼苗 POD、EST、A T Pase

同工酶的变化, 发现单用一种同工酶不能将杂种及亲本三系完全区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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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同工酶的角度研究小麦细胞质雄性不育系和

保持系, 探讨其不育机理, 已有大量报道[1～ 3 ]。但利

用杂种小麦及亲本三系幼苗同工酶的变化规律, 探

讨杂种小麦及亲本三系的鉴别和核质互作关系, 目

前还尚未见报道。为此, 本实验通过对杂种小麦及

亲本三系幼苗的过氧化物酶 (POD )、酯酶 (EST )、

A T P 酶同工酶变异和表达情况的研究, 一方面为杂

种及三系的鉴别工作进行初步尝试, 另一方面对核

质互作的遗传基础进行一定的探讨。

1　材料和方法

1. 1　材　料

　　供试 8 个材料种子均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

院提供, 分别为小麦 V 型细胞质雄性不育系

(V 259A )、保持系 (V 259B )、杂种 (FV )、恢复系

(A F 54) , 分别简称为V A , V B , FV 和R。常规品种陕

229, 1376, 陕 354 和 8727, 依次编号为 1, 2, 3, 4。

1. 2　方　法

1. 2. 1　同工酶样品制备　供试材料干种子经质量

分数 10% 安替福民消毒 10 m in, 用自来水冲洗干

净, 清水浸泡 8 h, 置 25 ℃黑暗中发芽 5 d 后转入

室内光照培养, 分别取 3, 6, 9, 12 日龄幼苗分析

POD 同工酶, 取 3, 5, 9 日龄幼苗分析EST 同工酶,

取 5, 9, 13 日龄幼苗分析A T P 酶同工酶。将一定

日龄的幼苗用蒸馏水冲洗干净后, 用滤纸吸干多余

的水分, 剪碎置冰浴的 1. 5 mL 离心管中, 分别加

入 70 ΛL 预冷至 4 ℃的提取液, 在冰浴中迅速研成

匀浆, 离心后上清液即为电泳样品。

1. 2. 2　同工酶电泳及染色　采用聚丙烯酰胺垂直

板电泳, 酯酶分离胶浓度为 7. 1% , 过氧化物酶为

6% , A T P 酶为 5. 1% , 酯酶、过氧化物酶电泳及

染色方法参见胡能书等[4 ]的方法、A T P 酶参见彭永

康等[5 ]的方法。

2　结果与分析

2. 1　POD 同工酶电泳图谱比较

　　V 型杂种小麦及亲本三系幼苗 POD 同工酶测

定结果表明, 4 个供试品种 3 日龄幼苗的 POD 同工

酶谱基本相同 (图 1) , 6 日龄幼苗的 POD 同工酶谱

呈现一定的差异性, 但并不显著, 这种趋势在 9 日

龄幼苗的 POD 同工酶谱型中表现较为明显, 12 日

龄幼苗的 POD 图谱与 9 日龄幼苗的 POD 图谱基本

接近。

2. 2　EST 同工酶电泳图谱比较

V 型杂种小麦及亲本三系幼苗的酯酶同工酶谱

型, 在 3, 5, 9 日龄这 3 个取样时期中, 5 日龄幼苗

的酯酶同工酶谱型差异较大, V 259A 和V 259B 谱型

明显不同 (而A F 54与V 259B 图谱基本相同)。V 259A

和V 259B 相比, 其差别主要在A 1 和A 2 这两条酶带

上。V 259A 具有A 2 酶带, V 259B 和A F 54具A 1 酶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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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V 则兼有A F 54的A 1 和V 259A 的A 2 酶带, 表明了 杂种真实性 (图 1)。

图 1　V 型杂种小麦及亲本三系不同日龄幼苗的 POD 图谱

a. 3 d 幼苗; b. 9 d 幼苗; c. 5 d 幼苗

F ig. 1　T he POD isozym e zymogram of seedlings at differen t grow th period in V 2type hybrid w heat and its th ree lines

a. 3 d seedlings; b. 9 d seedlings; c. 5 d seedlings

图 2　V 型不育系及相应保持系
5 d 幼苗A TP 酶同工酶谱

F ig. 2　The A TPase isozym e zymogram
of 5 d seedlings

in V 259A and V 259B

图 3　V 型杂种小麦及亲本三系
9 d 幼苗A TP 酶同工酶谱

F ig. 3　The A TPase isozym e zymogram
of 9 d seedlings in V 2type

hybrid w heat and its th ree lines

图 4　FV 与常规种 13 d 幼苗
A TPase 同工酶谱

F ig. 4　The A TPase isozym e zymogram
of 13 d seedlings in

FV and common varieties

2. 3　A T P 酶同工酶电泳图谱比较

V 型杂种小麦及亲本三系幼苗A T P 酶同工酶

测试结果表明, V 259B 和 A F 54在 3 个取样时期,

A T P 酶同工酶谱基本相同, 而V 259A 与 V 259B

A T P 酶同工酶在幼苗生长的不同时期其酶谱均不

相同。如 5 日龄幼苗酶谱V 259A 比V 259B 在正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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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多出 1 条强活性酶带 (图 2)。9 日龄幼苗酶谱, V 2
59A 与V 259B 在正极区酶带迁移率不同 (图 3) , FV

则兼有双亲的酶带, 表明了杂种的真实性, 对 13 日

龄幼苗进行了 FV , A F 54与常规种的比较, 结果表明

FV 和A F 54及常规种都能相互区分 (图 4)。据此, 有

可能用A T P 酶同工酶方法鉴别 FV 与常规种及其

父本A F 54之间, 以及V 259A 和V 259B 之间的差异。

3　讨　论

1)运用同工酶对三系作物进行鉴定并已投入实

际应用的最典型例子是水稻[6 ]和油菜[7 ] , 二者均通

过萌动胚或幼芽的酯酶同工酶来进行杂交种子纯度

检验。对供试的V 型杂种小麦及相应的亲本三系幼

苗的同工酶研究结果表明, 单用一种同工酶不能将

杂种及亲本三系完全区分开。从鉴定效果看, A T P

酶同工酶由于谱带较丰富, V 259A 和 FV 具有特征

性的谱带, 这些谱带在常规种及恢复系中都不表达。

因此, A T P 酶同工酶是鉴定V 259A 和 FV 较理想的

酶类。

2) V 型不育系 (V 259A ) 幼苗在 EST 和A T P

酶同工酶谱上所具有的特征性酶带, 在细胞质相同、

细胞核不同的杂一代 (FV ) 中均表达, 而在细胞质

不同、细胞核相同的保持系 (V 259B ) 和细胞质、细

胞核均不相同的恢复系 (A F 54) 中均不表达, 这一

现象说明这些特征性谱带有可能是不育系细胞质表

达或调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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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 ies on isozym es in the seed lings of V 2type

hyb rid w hea t and its th ree paren t 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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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isozym es of perox idase, esterase and A T Pase in V 2type hyb rid w heat and its th ree

paren t lines are conducted. V 2type CM S as w ell as its m ain ta iner line can be dist ingu ished w ith perox idase,

ex terase and A T Pase. F rom the resu lt, it is p ropo sed that the cytop lasm cou ld act as a elem en t to regu la te

o r exp ress the funct ion of nuclear genes in the seedling develop ing p rocess. T here is a rela t ion sh ip betw een

the nuclear genes and cytop lasm ic genes. V 2type hyb rid w heat and its th ree paren t lines can no t be

comp letely discrim inated w ith on ly one k ind of isozym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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