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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多小穗新种质创新与选育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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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步小穗早熟与多小穗晚熟杂交方式创造多小穗中早熟种质，使小麦品种 

(系)的小穗数 目和单穗粒重可大幅度提高．12十组台 65十品系的小穗敦平均达到 25．9十 ，每 

穗结实 68．3粒。单穗籽粒重量平均达到 2．3 g．F 多小穗性状优势明显，表现为颤。多 遗传。 

F 小穗表现出超多亲遗传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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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由于半矮秆丰产品种的育成和推广，使 小 麦 品 种 的 生 产 潜力 由 50年代 

的 6．67～10 kg／hm ，提高到 80年代的 20~23．3 kg／hm ．甚至达到 26．67 kg／hm ．但如 

何进一步提高品种的高产潜力 ，使新育成品种在某些性状上比原有推广品种有突破性地 

改进 。多数育种家主张在一定穗数的基础上提高单穗粒重。 。在设计高产品种的具体 

目标中，关于怎样提高单穗粒重 ，众说纷纭 ，有的认为应提高千粒重；有 的主张增加穗粒 

数。就增加穗粒数而言，又有增加每穗小穗数和增加每小穗粒数及减少不孕小穗之见解。 

本文在陕西小麦生态类型及其品种的演变规律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高产育种应走穗重 

型育种途径的想法，并付诸实践“ ，以期为小麦高产育种提供有益的方法。 

1 材料和方法 

试验于 I986～I 991年在西北农业大学农作一站和校外丹凤实验基地进行 。供试材料 

9个，参试组合 12个。其中 855093—4属具有多小穗基因型亲本(P：)，主穗有小穗 24个 ，晚 

熟 ，综合性状较差 }85选 I和 78(6)9-2属不具多小穗基因型亲本(P1)，主穗小穗数≤2O 

个 ，早熟性好{复交亲本有 8829—2，NP8535，特大麦穗、眉选大穗／西安 9号 ．，J、穗数均≤2O 

个 ；成农 I 5I为栽培大穗品种。多小穗基因型为试验 的目标基因型。 

试验采用杂交法导入目标基因型。以早熟少小穗基因型亲本为母本，以晚熟具有多小 

穗基因型亲本做父本 ，组成两个基本杂交组合 85选 1×855093—4和 78(6)9—2×855093-4 

(以下简称组合 【和 I)。在组合 l和 I的基础上 ，进一步选用具有不同优良农艺性状和经 

济性状的少小穗亲本(小穗数≤20个，下同)进行复交，以累积和提高多小穗后代材料的 

综合优良性状。试验在小麦开花期田闻人工去雄杂交，并在分离后代中选择和稳定具有 目 

标性状的植株和基因型。目标基因型的鉴别是以Fz入选株在其后不同世代环境条件下 目 

标性状的稳定性表现来确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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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各年均在适期人工开沟点种，行距 24．8 cm，株距 5．0 cm．F 以单株为样本计数 

主穗小穗数，亲本及 F，⋯F Fs均以行 内连续 1O株的主穗小穗数的平均数为样本计算小 

穗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F 小穗数表现为倾“多”遗传 

从表 1可以看出，两个基本组合 P 的小穗数分别为 2O和 l8个。亲本 855093—4( ) 

的小穗数为 24个。两个组合的 F 小穗数均为 24个 ，大于中亲值 ，与多小穗亲本 P 相同。 

这表明 855093—4的多小穗性状表现为倾“多 遗传。 

表 l 小麦亲本及其后代 的小穗数 

注 Fz平均值为^造株平均值． 

组合 I和 I F 多小穗单株与少小穗亲本复交(表 2)，F 均为多小穗，再次证明了多 

小穗与少小穗复交 F】多小穗的累加遗传现象 

表 2 F：与少小糖亲本复交 Fl小糖数变化 

2．2 F 小穗数表现出超亲遗传现象 

从表 1可以看出，两个基本组合 F。小穗数的分离幅度均很大，组合 I单株主穗小穗 

数从 2O～27个 ．变 幅为 7个。具有 27个小穗的个体 比亲本小穗数分别增加 21．4 (7 

个)和 12．5 (3个)；组合 I单株主穗小穗数从 l8～28个 ，变幅为 10个 ，具有 28个小穗 

的个体比亲本小穗数分别增加55．6 (10个)和 28．6 (4个)。两组合后代小穗数目增加 

幅度很大，表明供试亲本 855093-4在小穗数方面受多基因控制 ，是具有可增性遗传潜力 

的基因型。当其与早熟基困重组后 ，可能在早熟基因的启动下，或提早进入光照阶段进行 

幼穗分化，增加幼穗分化时间；或增强幼穗分化的强度 ，使小穗分化的数目增加。 

2．3 超亲遗传现象与双亲抽穗期距离相关 

从表 3可知，组合 I在 2 025株中出现超多小穗亲本的个体有 12株，超亲机率为 

0．6 。组合 I在 675株中出现超多小穗亲本个体 8株 ，超亲机率为 1．1 ．两组合间超多 

亲机率的差异，反映了两个组合早熟亲本之间的差异。事实上 ，78(6)9—2比85选 1的早 

熟性更好，两者抽穗期相差 9 d．前者是一个特早熟材料，在提早晚熟材料的成熟期方面 

具有独特的优势。试验表明双亲抽穗期遗传差距愈大 ，后代分离范围愈大，出现多小穗个 

体和选择优良单株的机率愈大 因此，在多小穗育种中，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双亲抽穗期遗 

传距离与组合潜力大小 的关系，为解决好多小穗丰产与早熟矛盾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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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多小穗与单穗粒重的关系 

从表 4可以看出，65个株系的平均小穗数、每穗粒数和单穗粒重分别为 25．9个， 

68．3粒和 2．33 g，与陕西关中生产上推广的大穗品种咸农 151相比较 ，每穗小穗数、每穗 

粒数和单穗粒重分别增加 5．9个，23．3粒和 0．45 g，即增加 29．s ，51．8 和 23．9 ；干 

粒重降低 7．31 g，即减少 17．5 ．这说明小麦多小穗株系单穗粒重的提高主要是单穗粒 

数的提高 ，而单穗粒数的提高主要是单穗小穗数的增加。 

表 4 65个株系与戚农 151穗部性扶的比较 

注 ：括号 中歙 芋为藏 佯车 的平 均鼓 ． 

从表 4还可以看出，将 65个入选系按小穗数分为两类 ，则大于 25个小穗的株系比小 

于 25个小穗的株系的穗粒数、干粒重和单穗粒重均分别减少 2．8 ，18．2 和 19．8 ．单 

撼粒重的降低 要是干粒重较小的缘故 这主要是由于具有 2s个以上小穗的栋系相对抽 

穗期较晚，不孕小穗数较多，籽粒灌浆期短 ，籽粒饱满度差所致 。看来 ，在陕西气候条件下， 

目前选择小麦多小穗品种应特别注意协调多小穗、多粒与大粒适期成熟的矛盾。 

3 讨 论 

本试验通过早熟少小穗与晚熟多小穗杂交方式选育中早熟多小穗小麦 品种，获得了 

更多小穗数目的株系。其单穗粒重大于 2．0 g的占 7O．7 ，突破 3．0 g的占 16．9 ，为小 

麦穗重型高产育种提供了良好的材料。这说明增小穗育种方法增加小穗数巨大的特点，可 

大幅度增加单穗粒数，提高单穗粒重，从而太大提高选育高产品种的成功机率。本研究认 

为在小麦高产育种中，虽然各地提高品种产量潜力的途径很可能是不相同的，但选育多小 

穗品种是实现品种潜力再突破的主要途径。在多小穗的基础上，各地可根据不同生态条件 

适 当提高单位穗数、每小穗粒数和千粒重。在这三者中只要使任可一项增加，都可使品种 

的产量潜力再提高。 

本研究方法逐步提高了小麦的每穗小穗数，使穗粒数亦逐步显著增加，创造出单穗粒 

重大幅度提高的新种质，丰富了小麦种质资源，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今后应加强多小穗 

株系幼穗分化速率和籽粒灌浆速率的研究。 ，重视早熟大粒亲本的选用和早熟大粒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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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 ，要韭查些 兰兰堡 里 !堂 
的选择，进一步提高籽粒平均重量“ 。与此同时，要加强抗病性、抗寒性等适应性的选择与 

鉴定工作，力争使小麦多小穗品种早而投入生产。 

奉文承蒙耿志训教授审阅指正 ．宁筑华、靠天佑提供材料，在此谨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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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Inherited Resource Creation of Wheat 

with M ore Spikelets and Its Breeding and Selecting M 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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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 wheat lines with more spikelets and medium but eaily mature were 

developed by crossing with a few spikelets but early ripe variety and a more spikelet but 

late ripe wheat，thus，raising the number of spikelets and grain weight per spike of wheat 

cultivar(1ines)by a wide margin．Mean spikelet and numbers of grains and grain weight 

per spikelet of 65 lines of 12 combinations reached 25．9 spikelets and 68．3 grains．Per 

single spike grain weight was 2．33 g on an average．The more spikelet character inheri— 

tance tended to show clearly hybrid vigor in Fl and a phenomenon 0f more spikelet su— 

per—parent in F2． 

Key words wheat，parent，germplasm ，inheritance，more spikelet wh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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