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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育种是在遗传变异规律基础上着重研究创造植物新品种的一种生物科生技术
。

因此
,

育种方法应通过对最优良
、

最合理为基因型的生物操作
,

引起
、

检测并获得所需鉴

因组合的新的基 因型
。

一 个世纪的葡萄抗病育种实践及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

在葡萄属 (犷 it i: ) 植物中
,

存在肴两大类抗病基因
。

一大类是存在于圆叶葡萄亚 属 ( M
“ :
aC 成

。 ia) 和 真 葡 萄 亚

属 (百。 iil 力 的北美种 群和欧亚种群的野生葡萄种中的主效基 因
,

它们控制的抗病 性

很明显
,

容易 识别
、

鉴定
,

而且多数为多基因性状
,

表现出高度的 持久性 〔 ` 一 3 ’ ; 另
-

大类是 存在于全世界广为栽培
、

品质优良的欧亚种葡 萄 ( 厂
. 0 1 , f f

e r “ ) 中 的微 效 基

因
,

它们控制的抗病性虽然不明显
,

但具有累加性
,

而 且 可 加 强 主 效 基 因 的 作

用 〔 ` 一 日 ’ 。

在葡萄抗病育种中
,

传统的育种方式主要为简单杂交和多代轮回杂交
。
由于这两种

方法只注重了野生种的主效基因的利用
,

同时忽赂了在育种过程中对亲本的改 良
,

因而

用这两种方式培育出的品种徐用作砧木外
,

绝大多数都由于品质低劣或较差
,

逐渐在生

产中被淘汰
￡2 ’ “ ’ 。

但这种育种方式 约实践却证明了以下两点
:

①葡芍属植物对主要真菌病言灼抗性是多基因控制的
,

而且这些抗性是稳定行久的
;

②
’

吓生葡芍矛“的主效抗病基因与控制其不 良性状的基 因 (劣质基因 ) 可能存 在着紧

本文 于 19 8 7年 11 月与 日收到
。

·
中国科学 院青年奖励研究基金资助课题

。



第 2期 李 华
:

葡萄优质抗病育种新的杂交育种方法 1 1 3

密 的连锁关系
。

基于上述分析
,

我们提出了新的杂交育种方法
,

以保持或加大被选择性状的遗传变

异范围
,

并使其平均值朝所期望的方向迅速提高
。

1 欧亚种内轮回选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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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欧亚种内轮回选择

欧亚种内轮回选择法 (图 l) 的目的是
,

利 用 存
.

在于欧亚种葡萄品种中的微效抗病基因
,

在保证品质

的前题下
,

提高品种的抗病性
,

减少化学防治次数
,

降低生产成本
。

在欧亚种葡萄中
,

抗病性是微效多基因控制的
,

每

个基 因位点上可有多个等位基 因
。

每个基 因的作用较

小
,

其效应可为正
、

负或中性
。

它们随机地分布 在所

有基 因型中
,

且基因间可以有连锁关系
。

在多数基 因

型中
,

由于各种效应的基因达 到平衡
,

基 因型之间表

现型的差异不大
。

因此
,

与基因的多样性和基 因之间

累加效应的各种可能性比较
,

可观察到的表现型差异

就小得多
。

大多数多基因控制灼遗传性状呈正态分布

的事实可以 支持这 一假 说
。

所 以
,

虽然每个基 因的效应扶小
,

但如果能引起

较 少的
、

足够数量的等位基 因取代
,

就 勺 在 衣 现 型

中观察到明显的变化
。

这就是欧亚种内轮 回选择法的

理论基础
。

我们前期的研究结呆证明了这种方法的可

行性
。

此外
,

如果具有 良好的测验品 种 ( 如 D o a : a n 和

K i m实验
〔 。 了
中的抗性亲本 )

,

可用 P 。

群体与测 验 品

种 ( T ) 杂交
,

通过对洲交后代的抗病性鉴定
,

选 择

优 良亲本 P
。 尸

(测交后 代中抗病基囚型 比 例 高 的 亲

本 ) 相互杂交
,

以获得 P ,

群体
, 然 后一方 面在 P

,

群

体中选择优良的表现型作为新品种或改良类型
,

另一

方询可对改 良类型进行测交
,

重复测交一亲本选择一

相互杂交一选择循环
。

这扰是带测交的欧亚种 内轮回

选择法 (图 2 )
。

欧亚种内轮回达抒法 由于不利用野生种 作 为 亲

术
,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
一

证新品种的质量
,

而且能够

广泛地利用 P
。

群体中的遗传变 异
,

并使之迅速地向人

琳室选作 百间 选捍

测 交

l
杂 交

!
迭 择

冈冈冈

冈冈冈

式式式

图 2 带测交的欧亚种内轮回

选择法

们所需方向积累
,

不断改 良育种材料
,

培育新品种
, 同时还可对 P

。

群体和改 良类型的优

质抗病育种价值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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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轮回选择法

轮回选择法 ( 图3) 的目的是
,

同时利用欧亚种的微效抗 病 基 因和野生种的 主 效

抗病基因
,

而且尽量淘汰野生种的劣质基 因
,

获得优质抗病新品种
。

这一种方法与欧亚种内轮回选择法比较
,

所不

同的是
:

① P :
群体由0P

`

群体与经选择的野生种杂 交

后
,

通过对杂种后代的选择而获得
,

②在每一个杂交
一

选择循环中
,

增加了一个

白交选择 (⑧ 十 )S 子循环
。

这样在自交后代作 为 杂

交父本时
,

可以打破野生种的抗病基因与劣质基因

的连锁关系
,

提高抗病基因与优质基因的重组率和

选择效率
,

达到保持抗病基 因
、

淘汰劣质基因的目
·

的
。

据 P a n de y 的研究结果
〔” ,

连锁体的持久性 是

受单基因控制的
,

其中显性等位基因降低而隐性等

位纂因提高连锁基 因的重组值
。

因此
,

杂合性降低

连锁基因新组合出现的可能性
,

而纯合性则提高连

锁体内撰因的三组值
。

田间 逻」竿

二

图 3 轮回选择法

此外
,

用自交后代中的优良个体进行杂交时
,

能减小后代群体内的变异范围
,

增大

杂交后代群体间的变异范围
〔 ` 。 〕 ,

以便更好地评价杂交亲本
,

加速性状变异向所需方向

的积累
。

以上方法是建立在温室无土栽培
〔 ` ” 和实生幼苗早期抗病性鉴定技术及温空幼

一

苗抗

病性与 田问成年植株抗病性相关
仁3 一 3 〕 的基础上的

。

在温室无土栽培条件下
,

葡萄 实 生苗
一

可在两年内开花结果
;
利用杂种实生苗的花粉与其它亲本在自然条件下杂交

,

可 以大大

提高选择效率
,

加速育种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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