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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菜型油菜多室性状的遗传研究
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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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对芥菜型油菜多室、二室相对性状遗传的研究发现, 多室、二室相对性状受 1 对主效基因控制, 且

为微效基因所修饰, 无胞质效应; 多室性状受 1 对隐性基因控制, 二室性状受 1 对显性基因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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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芥菜型油菜由于具有黄籽、高含油量、多果枝、

抗裂果和耐瘠等优良性状[1～ 3 ] , 国内外学者对芥菜

型油菜开展了大量的研究, 并通过种间杂交已将这

些优良性状导入甘蓝型油菜中[4～ 6 ]。青海省属我国

北方春油菜区, 拥有白菜型、甘蓝型和芥菜型三大类

型, 特别是源于青海且能够稳定遗传的芥菜型多室

油菜, 除了具有抗倒、黄籽等性状外, 还具有多室 (3

～ 5) 特异性状, 但目前国内外对芥菜型多室油菜的

研究报道较少。因此, 本研究对芥菜型油菜的多室性

状遗传规律进行了探讨, 以期为该性状的进一步研

究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材料为 2 份稳定遗传的芥菜型多室油菜和

芥菜型二室油菜 (俗称辣芥) , 二者除了果室数明显

不同外, 其余性状如黄籽、抗逆性、株高、分枝性等基

本相同。

用芥菜型多室、二室油菜正、反交得到 F 1 和

F 1′, 将 F 1 和 F 1′自交得到 F 2 与 F 2′, 然后用多室与

F 1 和 F 1′回交, 对正反交、自交和回交后代的果室数

分离进行调查统计, 并用卡平方 (ς2) 测验果室数分

离结果是否符合期望值的比率。

2　结果与分析

从表 1 可以看出, 调查的 270 株芥菜型多室、二

室油菜正 (反)交 F 1 (F 1′)均为二室油菜, 而 F 2, F 2′分

离为多室和二室两种性状, 多室、二室分离比例为

42∶138 和 37∶121, 相当于 1∶3 的期望值。
表 1　不同组合各世代的果室数分离表现

T able 1　Separation of locu lus characterist ics of com binations in differen t generat ions

组　合
Com bination

世　代
Generation

二室
D ilocu lus

多室
M ultilocu lus

半多室
Sem i2m ultilocu lus

多室×二室M ultilocu lus×dilocu lus
F1 120 0 0

F2 138 39 3

二室×多室D ilocu lus×m ultilocu lus
F1′ 150 0 0

F2′ 121 33 4

(多室×二室) ×二室 (M ultilocu lus×dilocu lus) ×
dilocu lus BC1F1 120 0 0

(二室×多室) ×二室 (D ilocu lus×m ultilocu lus) ×
dilocu lus BC1F1′ 125 0 0

(多室×二室) ×多室 (M ultilocu lus×dilocu lus) ×
m ultilocu lus BC1F1 43 40 6

(二室×多室) ×多室 (D ilocu lus×m ultilocu lus) ×
m ultilocu lus BC1F1′ 55 56 5

　　表 1 结果表明, 相同世代数的后代果室数表现

不因正反交方式的不同而不同, 该相对性状的遗传

不受细胞质基因的控制, 即无胞质效应; F 2, F 2′中只

有多室、二室两种性状而无其他新性状 (半多室株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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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室油菜) 出现, 且多室、二室性状的分离比值接近

1∶3 的期望值, 说明控制多室、二室性状的基因间

不存在互作关系。同时, 由 F 1, F 1′和二室油菜亲本材

料回交的BC 1F 1 和BC1F 1′世代, 均为二室油菜, 这

说明二室为显性性状而多室为隐性性状。也就是说,

二室性状受显性基因控制, 而多室性状受隐性基因

控制。

经 ς2 测验 (表 2) 表明, F 2, F 2′的 ς2
C , ς2′

C 值分别

为 0. 185 2 和 0. 131 5, ς2
(0. 05, 1) = 3. 84, ς2

C 和 ς 2′
C <

ς2
(0. 05, 1) , 这说明, F 2 及 F 2′群体内调查的果室数分离

结果符合期望值 1∶3 的果室数分离比率。所以, 多

室、二室相对性状受 1 对主效基因控制, 如果将N

看作控制该相对性状的基因, 那么, 多室、二室的基

因型可分别记为 nn 和NN。

用多室油菜回交的BC 1F 1, BC 1F 1′代油菜均出

现了多室、二室分离, 其比率分别为 46∶43 和 61∶

55 (表 1)。卡平方 (ς 2 ) 测验 (表 2) 表明, BC1F 1,

BC1F 1′的 ς 2
C , ς 2′

C 值分别为 0. 045 0 和 0. 215 6,

ς2
(0. 05, 1) = 3. 84, ς2

C , ς 2′
C < ς 2

(0. 05, 1) , 说明BC 1F 1, BC 1F 1′

群体内调查的果室数分离结果符合期望值 1∶1 的

果室数分离比率。由此可见, 多室、二室相对性状受

1 对主效基因控制得到进一步的验证。另外, F 2, F 2′,

BC1F 1, BC1F 1′群体中均出现了半多室油菜 (同一株

油菜的部分角果为多室而其他角果为二室) , 这是由

于半多室的表现由微效基因的修饰所致。所以, 多

室、二室相对性状除受 1 对主效基因的控制外, 还受

微效基因的修饰。

表 2　不同世代观察值的卡平方 (ς2)测验

T able 2　Surveyed values in differen t generat ions tested by ς2

组　合
Com bination

世代
Gerneration

果室表现
L ocu lae

观察
次数 (O )
Surveyed

p lan ts

多室与二室
理论比率
T heo retic

ratio

理论
次数 (E )
T heo retic

p lan ts

O - E ς2
C ς2(0. 05, 1)

多室×二室
M ultilocu lus×dilocu lus F2

多室M ultilocu lus 42 45 - 3 0. 138 9

二室 D ilocu lus 138 1∶3 135 + 3 0. 046 3 3. 84

总和 To tal 180 180 0 0. 185 2

二室×多室
D ilocu lus×m ultilocu lus F2′

多室M ultilocu lus 37 39. 5 - 2. 5 0. 101 3

二室 D ilocu lus 121 1∶3 118. 5 + 2. 5 0. 033 8 3. 84

总和 To tal 158 158 0 0. 131 5

(多室×二室)×多室
(M ultilocu lus × dilocu lus ) ×

m ultilocu lus
BC1F1

多室
M ultilocu lus

46 44. 5 + 1. 5 0. 022 5

二室 D ilocu lus 43 1∶1 44. 5 - 1. 5 0. 022 5 3. 84

总和 To tal 89 89 0 0. 045 0

(二室×多室)×多室
(D ilocu lus ×m ultilocu lus ) ×

m ultilocu lus
BC1F1′

多室M ultilocu lus 61 58 + 3 0. 017 8

二室 D ilocu lus 55 1∶1 58 - 3 0. 017 8 3. 84

总和 To tal 116 116 0 0. 215 6

3　讨　论

1) 芥菜型油菜的多室、二室相对性状受 1 对主

效基因控制并为微效基因所修饰。多室性状受 1 对

隐性基因控制, 基因型为 nn, 二室性状受 1 对显性

基因控制, 基因型为NN。

2)尽管芥菜型多室油菜的多室性状受 1 对隐性

基因控制, 芥菜型多室、二室油菜杂交二代出现了大

量的多室油菜单株, 但该基因是处在A 染色体组

上, 还是处在B 染色体组上, 目前尚未研究证实。因

此, 采用芥、甘杂交常规方法创建甘蓝型多室油菜资

源可能存在一定困难。但 2002 年在青海农科院试验

田内的甘、白杂交后代中有半多室油菜株出现, 表明

控制多室性状的基因有可能在A 染色体组上 (余青

兰, 未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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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m u lt ilocu la r hered ity of B . juncea
ZHAO Hong-chao,D U D e-zh i,L IU Qing-yuan ,Y U Qing- lan ,W ANG Rui- sheng

(Q ing ha i A cad emy of A g ricltu re and F orestry , X in ing , Q ing ha i 810016, Ch ina)

Abstract: Study on m u lt ilocu lar heredity of B . juncea show ed the m u lt ilocu lar characterist ic w as con2
t ro lled by a pair of m ajo r genes, tha t is the recessive pair con tro lled the m u lt ilocu lu s and the dom inan t pair

con tro lled the dilocu lu s, and th is heredity had no cytop lasm effect.

Key words: B . juncea; m u lt ilocu lu s characterist ic; heredity perfo rm ance

·简　讯·

“陕西地方黄牛品种遗传特征研究”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博士生导师陈宏教授主持完成的“陕西地方黄牛品种遗传特征研究”
项目, 于 2003 年获得了陕西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该项目属动物生物科学的基础理论及应用基础研究, 该
研究始于 1983 年, 历时 18 年之久, 前后由 5 个科学基金项目资助, 参与的相关科研人员达 50 余人。

本项目研究的内容涉及形态遗传学特征、生态遗传学特征、群体遗传学特征、细胞遗传学特征、生化遗传
学特征和分子遗传学特征 6 个研究领域。采用细胞遗传、生化遗传、分子遗传技术和方法, 辅以形态、生态与
毛色的相关参数, 结合现代生物数学、数理统计原理, 系统地、全方位地对陕西地方黄牛品种的遗传特征进行
了检测, 获得了大量陕西地方黄牛品种细胞遗传、生化遗传及分子遗传特征的数据资料。发现了中国黄牛品
种内个体间 Y 染色体的多态性, 从细胞遗传水平印证了中国黄牛起源的多元性, 并率先提出“在进化过程
中, 中国北方黄牛受普通牛的影响较大, 南方黄牛受瘤牛的影响较大, 中原黄牛同时受普通牛和瘤牛的影响,

由普通牛和瘤牛长期交汇融合形成”的观点; 绘制出了中国 26 个黄牛品种 Y 染色体多态性的地域分布图;

在黄牛染色体 G 带研究、A g2NOR s 多态性研究、正常牛体细胞染色体畸变类型和频率的标准等研究方面均
有所突破和创新, 绘制出精细且完整的牛 G 带模式图; 在生化遗传上, 系统地揭示了陕西黄牛品种血液蛋白
基因座位的类型与频率, 提出了品种间的遗传分化途径与亲缘关系, 证明了陕西黄牛在亚洲黄牛中的分类地
位; 在分子遗传方面, 深入研究了中国黄牛m tDNA 的多样性, 通过酶切位点多态性分析, 证明了中国黄牛起
源于普通牛和瘤牛, 中原黄牛处于两大起源的交汇点, 其结果与生化、细胞遗传研究的结果相吻合。

该项目的明显特色是多系统、多层次、多学科交叉, 研究内容广、程度深、方法科学、结果可靠。这些资料
为中国黄牛品种资源的保存、开发与合理利用, 黄牛种质资源评价, 黄牛品种的科学分类、选育、杂交优势预
测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已在黄牛选种、分类和保种规划的制定等遗传育种实践
中得到广泛应用。在该项目的研究中, 有 45 篇研究成果在《畜牧兽医学报》、《Comp B iochem Physio l》、《A n i2
m al B io techno logy Bu llet in》、《遗传》、《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西北大学学报》、《黄牛杂
志》、《西北农业学报》、《中国畜牧杂志》等重要科技期刊上公开发表, 研究成果获各种科技奖项 10 余次, 其中
“陕西四个地方黄牛品种染色体特征的研究”获 2001 年陕西省高等学校科技进步一等奖, 另有 9 篇论文获科
技论文一等奖或优秀论文奖。 (温晓平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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