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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型杂交小麦制种技术研究 

刘宏伟 马学锋 杨天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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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业太学小麦遗传育种研究所．硖酉插嚏·712100) s | } { 
摘 要 对 6个 V型小麦不育系和两个恢复系进行 丁杂种小麦制种试验 ．初步研究丁不 

同不育系的制种产量、柱头生活力延续时间、花期相遇情况 、行 比及 人工辅助授粉方式等问题． 

结果表 明，一些优良组合1日1种产量可选 3 00044 500 kg／hm 以上 I母本群体柱头生活力可延 

续 15 d左右·大约可分为初、盛、后、末 4十阶段 -父本盛花期相遇于母本盛花后期较好-父母 

本行 比以 l t 2(6行 ·l2行)最佳 1人工辅助授粉 圯期相遇不好 的组合有明显提高结实率的 

怍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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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试验证明，杂种小麦优良组合可以比常规品种增产 20 左右n 。但要在生产上 

推广杂种小麦，除了选育强优组合外，还需研究配套的制种栽培技术。小麦是白花授粉作 

物 ，播量大，繁殖系数较低。因此在强优组合确定之后 ，如何经济地生产大量的杂种种子， 

是杂种小麦应用于生产的关键问题之一。利用 T型不育系制种，国内外 已经做了一定研 

究，也有较大面积的杂交种试种。但对 K型和 V 型不育系来说，还缺乏制种的研究资 

料 。本研究对 V型不育系的制种问题擞了一些初步探讨，现报道如下 。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设计 

试验于 1989~1991年在西北农业大学试验农场进行。1989~1990年采用 NR：恢复 

系与 5个不育系(V-149A，V一8222A，V一7859A，V一35A和 V一8239—4A)制种 ，制种区面积 

200 m ，4行区，父母本行比为 1 t 1，1O月 25日播种。 

1990~1991年采用两个不育系(V一149A和 V-69OlA)，一个恢复系(NR ．)；裂区设 

计，3次重复，以行比为主区，不同授粉方式为副区；试验基本播幅为 1．4 m，6行区，行长 

5O m，父母本行比分别为 1 t 1(6 z 6)，l t 2(6 t 12)，l t 3(6 t 18)。父本分两期播种 (1O 

月 5日和 1O月 15日)，不育系V一149A播期为 10月 15日，V一6901A为 lO月 5日。授粉 

方式分 自然授粉、人力鼓风、拉绳和棒推 4种，人工辅助授粉从开花之 日起连续进行 8 d， 

每天 2次 (1O l 00～1l l OO和 17 z OO~18：OO)。 

1．3 不育系柱头生活力测定 

选用 同龄穗子，在开花前套袋。从开花之 日起每天选 5～IO个套袋穗子进行人工充分 

授粉，次 日再将纸袋取掉，任其继续自然授粉。 

收稿日j睨，1992—04-15． 

*由农业部专项研究和陕西省科委、农办、拓嚏科学技术开发基金资助． 

' 
● 

t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 3期 刘宏伟等tV型杂交小麦制种技术研究 7 

1．4 分析项 目与方法 

成熟后进行结实情况和产量调查，所得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1989～1990牟 试验结果 

由表 1可见，5个不育系的株高均较父本低 ，有利 于授粉 。除 V一35A花期偏早 、V一 

7859A和 V一8239—4A花期略偏晚外，其他不育系花期均与父本花期相遇 良好 ．而且父本 

的花粉量大 ，因此异交结实率较高 ，5个不 育 系 中 最 低 结 实率为 78．9 ，最高的达到 

90 ．在单位面积穗数较少的情况下，制种产量均达 2 500 kg／hm。以上 ，其中有 3个不 

育系产量达 3 000 kg／hm 以上。产量最高的V一149A，每万平方米 只有 358．5万穗，产量 

达 3 450 kg／hm (表 1)。 

表 l v型不育系与恢复系 NR 制种产量结果(1989~1990年 ) 

往。不育系的结实卓是 相应保持系的结实率为 lOO 计算求得的． 

2．2 1990~1991年试验结果 

2．2．1 不育 系柱 头生 活力测定 

不育系柱头生活力的高低、持续时间以及父母本花期相遇情况对杂交种制种产量高 

低起决定性的作用。～。为了对父母本花期调节提供依据，对两个不育系的柱头生活力进 

行了测定，其结果列于表 2． 

由表 2可见，两个不育系柱生活力均为 15 d左右，前 7 dl的生活力强予后 7 d；通过 

对大小花 比较可知 。小穗两侧大花的柱头生活力明显强予中问小花，且大花的柱头生活力 

在前 10 d的时问里比较稳定 ，而小花的生活力则较短，并在 6～8 d后急剧下降。两个不 

育系相 比，V一149A的小花寿命较短，而 V一6901A则较长。依据两个不育系柱头生活力的 

试验结果 ，以结实率大小，大致 可以将花期划分为以下 4个阶段 ：①初花期 开花开始的 

前 3 d左右。此期以小穗两侧的大花结实为主 ，中间小花为辅。日为小穗两侧大花柱头在 

这 3 d内大部分成熟，花先开放 ，而中间小花柱头还没有完全成熟，开花时间较迟；②盛花 

期 约持续 3～4 d．此期大小花的柱头均 已成熟 ，结实能力最强，结实率达到高峰。在制 

种时，花期就应该相遇在柱头生活力最高的时期 ，但由于在实践 中初期开花量较少，盛花 

期所开的花，开后颖壳即合，未受精的花颖壳再次开张还有一个过程，因此父本的盛花期 

应比母本稍晚为宜。 ；③后期 持续时间约 5～7 d，大小花都 已开过．但未受精花的颖壳 
一

直开张着 ，这时小花柱头生活力迅速衰退，而大花衰退的速度则比较慢 ，仍有较高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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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率。在制种时，与父本花期如果相遇在这个阶段，贝口小花结实率很差 ，太花结买率也不太 

高。如果父母本花期相遇较好，后期且有足够的父本花粉量，就可以大大提高制种的结实 

率；④末期 这个阶段约有 3～4 d，大花柱头生活力迅速衰退 ，小花柱头基本上已经没 

有生活力，这个时期结实率很低。 

表 2 V．149A和 V一6901A柱头生舌力测定(1991年 ) 

小穗两侧大花柱头生活力延续时间长，中间中花延续时间短，这是因为在一个小穗 

中，与大花相比，小花营养物质供应少，在营养上处于劣势．且柱头形成时间晚，发育差，从 

而导致柱头生活力较强，衰退快 。因此父本的盛花期应与小花的盛花期相遇可能制种效 

果最好 。 

2．2．2 花 期测定结果 

从表 3可以看出，V-149A盛花期与第一期父本正好相遇，与第二期父本盛花期相遇 

于晚后期至末期，花期相遇比较好，结实章 62．7 ，若与第二期父本盛花期相遇于早后 

期，即适当延长父本的盛花期 ，估计结实率还会提高；V一6901A的盛花期与第一期父本盛 

花期不遇 ，虽与第二期父本盛花部分相遇，但由于 阴雨影响，雨后盛花期 已过，结实率较 

低，仅 39．6 ． 

表 3 父母本花期臻I定结果 日／月 

注 1) 保持系为对照计算结实率 ；2)4／5~7／5为阴雨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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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不 同行比 、不同授粉 方式比较 

表 4的资料说明了行比变化对异交结实率的影响。对 V一149A来说不管采用何种人 

工辅助授粉方式 ，l：3的结实率 显著小于 l：l和 l：2，而 l t 2与 l t l结实率问则无显 

著差异；而 V一6901A三种行 比的结实率均有显著差异。这显然是由于这两个不育系与父 

本花期相遇的情况不同造成的。这说明在父母本花期相遇较好的情况下，l：l和 1：2行 

比之间异交结实率差异不大；但若花期相遇不好 ，由于花粉量大小的差异，自然造成行比 

越小结实率越高，行 比越大结实率越低的结果。至于人工辅助授粉方式，由于该年所用方 

法不够理想，特别是人工鼓风所用风机太小，作用不大 ，因此所得结果只能仅供参考。但从 

表 4也可 以看出，对于 V一149A来说，各种授粉方式之间差异不显著 ，而 V一6910A则相 

反，其原因是 v一149A花期相遇好，花粉量充足，人工辅助授粉对提高结实率的作用较小。 

反之，在花粉量不足的情况下，加强人工辅助授粉可以显著地提高结实率，V一6901A人工 

辅助授粉的结果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究竟采用何种人工辅助授粉方式较好还需进一步研 

究。 

表 4 不同行比和授粉方式对不育系结实宰的影响 

注 I行 比 I，¨ 5=4．26，FQ口1—8．02 F授 柑方式 { *=4．07t Dl=7．59． 

2．2．4 制种产 量及 经济 效益 

从制种产量来看，若单独按母本实际播种面积或父母本合计产量计算 ，两个不育系均 

以 1：l产量最高，若 以父母本合计制种区面积计算 ，只以母本产量计算单产，V一149A以 

1 t 3最高，V一6901A以 1 t 2最高(见表 5)。 

表 5 不同行比制种产量与产量构成因素比较 

注：收复系产量为 6 435．o kg／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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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效益分析 ，以 V一149A为例 ，若杂交种价格是粮价的 2～7倍 ，则以行比 1，2 

的经济效益较高 ；杂交种价格若是粮价的 8倍以上时，1 t 3的效益才比较高，故 V一149A 

的制种以 l t 2(6行父 12行母)的行比安排为佳。而 V一6901A因花期相遇不好，应再作 

试验才能做出经济效益评价。 

3 小 结 

通过 6个 V型不育系和 2个恢复系两年制种试验的初步结果，在父母本行比比较恰 

当、花期相遇较好的情况下 ，制种产量可达 3 000 kg／hm。以上 }高者可达 4 500 kg／hm。 

以上；以播量 75 kg／hm。计算，繁殖系数可达 40~60倍。说明在生产上推广杂种小麦是可 

行的。同时，随着杂种小麦制种技术的进一步提高，相信单位面积制种产量还会大幅度提 

高 。 ’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生产条件下，V型小麦不育系柱头群体生活力可以延续 15 d左 

右．70 以上柱头具有受精能力的时间约为 lO d．按柱头生活力的情况，大致可以将开花 ． 

期分为初期、盛期、后期和末期 4个阶段 。根据母本初期开颖情况较差，小穗中部小花尚未 

完全成熟，且小花寿命较短的特点，父本的盛花期比母本稍晚2～3 d为宜。为了争取在母 

本开花后期有足够的花粉量补充授粉，父本最好分两期播种，其播期差异能以父本第一、 

二期盛花期相连接为佳。关于父母本行比安排 ，根据本地条件、所用组合、经济效益以及机 

械化种植要求综合考虑 ，以父母本行 比 l t 2(6行父 t 12行母)为宜。看来，花期相遇和父 

母本行比是小麦制种的关键。在花期相遇良好．父母本行 比适宜时，人工辅助授扮作用较 

小；否则相反。究竟何种人工辅助授粉方式最好，还有待进 一步研究。 

杂种小麦制种产量的高低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与具体组合、母本的开颖情况、柱 

头寿命长短、柱头外露情况、父本的花药外挂、花粉量、父母本的抹高、开花集中状况、花期 

相遇情况、行比以及温度、风力、风向和降水等多种因素有关。有关其他问题今后还需进一 

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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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ques of Hybrid W heat Reproduction 

with V-Type CM S Lines 

Liu HongW ei M a Xuefeng Yang Tianzhang 

(w 舶l 一 m ，删  妇 D  ̂ Agric r口l 耵嘲 ·蛳 ，yd g 5̂ 蚴  ̂ ．Chind 712100) 

Abstract Six V—type of CM S lines and two R lines were to carry OUt experiments of 

hybrid wheat reproductions．The vields of hybrid wheat seed reproduction of various 

sterile lines，sustainable duration of stigma viabilities，the mating conditions of flowering 

stages，ratios between rows and artificial assistance pollinations were also studied．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yields of hybrid wheat reproduction of some fine com bination 

reached over 3000~ 4500 kg／hm ．The stigma viabilities of maternal plant population 

could last 15 days，being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such as the initial flowering stage，full 

lowering stage，late flowering and the ending flowering stage．The meeting of full flow— 

ering stage of hther plants with that of maternal plants was much better．The best row 

ratio beween maternaI and father D1ants was 1 l 2(6 rows l 12 rows)．Also，pollination 

by artificial assistance has the obvious effects upon the improvement of fruit bearing per- 

centage of poor meeting of maternal and rather plants by artificial assistance pollina tion． 

Key words Sterile lines，hybrid wheat，hybrid wheat reproduction tech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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