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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恢复可育基因非配子融合的转移‘）
张孔胎 刘根齐
（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北京）

由于利用了根癌农杆菌作为载体的 DNA

转移系统，高等植物中的双子叶植物基因转移

获得了成功。但根癌农杆菌的天然寄生范围仅
限于双子叶植物，因此，单子叶植物的转化尚待

探索其他途经。有人采用单细胞或原生质体摄

取外源DNA，再生成愈伤组织，进而培育成完

整植株‘”。有人为了避开从细胞培养成植株的

某些困难，设想采用配子作为接受外源DNA的

受体，在体外培养花粉，把精子作为显微注射

DNA的靶子，再由花粉管进人子房，通过受精

将外源遗传物质引人到合子，从而形成转化的

胚，再发育为转化的植株［[91。还有人设想，以雌

配子作为显微注射 DNA的靶子，将外源DNA

直接注射入卵细胞，然后通过受精，使外源DNA

进人受精卵，发育为转化的胚及转化的植

株［[2,3,5,4,101。此外，最近有人报道，已经重组了
Ti质粒，可在单子叶植物玉米中作为外源DNA

转移的载体L川。但在单子叶植物的禾本科农作

物中，如小麦、水稻、玉米等，至今仍缺少可行的

外源基因转移技术。

为了探索禾本科农作物外源基因转移的途

经，我们参考文献 ［6,7,8]，曾用高粱雄性不育

三系为材料，进行了“非载体”即非配子融合转

移恢复可育基因的研究[I1，并获得肯定的结果。

在此基础上，为将高粱外源恢复基因转移的实

验手段引用于其他重要农作物性状的转化，我

们改进了在高粱实验中所用的实验技术，自

1981年开始，进行了转移小麦恢复可育基因的

试验，现将初步结果报道如下。

材 料 和 方 法

（一）试验材料 冬小麦T型雄性不育

系灿包IA及其保持系她包 1B（无芒、红粒、不

育度 100外）；苏早55A及其保持系苏早55B

（长艺、白粒、不育度 100多）；T型恢复系冬恢

1号（顶芒、红粒，对抽包1A和苏早55A均为完

全恢复）。

（二）恢复系花粉匀浆制备 取冬恢1

号新鲜花粉放人 75mm规格的玻璃匀浆器

内，加人3倍体积的花粉匀浆缓冲液 （O.1M磷

酸缓冲液中加入0.25M蔗糖，pH7.2 )，在冰浴

中匀浆至镜检无完整细胞核时，立即涂于不育

系柱头上。

（三）授粉方法 先用毛笔将恢复系花

粉匀浆充分涂于不育系柱头上，立即授以保持

系花粉，授粉时进行严格隔离。除对亲本穗套

纸袋外，并在授粉时用大型塑料薄膜棚，连同授

粉人和亲本植株一起罩上，在棚内进行操作。
（四）两种方式的对照 （1)不育系授保

持系花粉；(2)不育系柱头上涂以保持系花粉

匀浆（匀浆制备方法与恢复系相同），然后再授

以保持系新鲜花粉。

（五）处理后代的观察 H1代，在田间

检查花药形态及有无结实，并在不同的发育时

期观察其株型、穗形和艺等外部特征的变化。对

收获种子的粒色、粒形进行室内考种。 H,-Hs

代，重点观察育性表现，并注意其他主要性状分

离。此外，将H：代可育株花粉给不育系授粉，早

Zhang Kongt:an et al... Transfer of Male Fertile

Gene of Restorer into Male Sterile Wheat Through

Non-garnetic Fusion

1)本试验所用亲本材料由本所潘湘民同志提供，特此致
谢．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资助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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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预侧其可育特性。

结 果 和 讨 论

（一）匀浆处理当代的结实 （1)蛤包

IA，共处理15穗，获得种子117粒。对照I授

粉5穗，共获得种子64粒。对照11处理，穗，共

获得种子24粒。(2）苏早”A，共处理10穗，

获得种子76粒。对照 I授粉5穗，获得种子46

粒。对照II共处理，穗，获得种子33粒。

本试验中，处理及对照均采用捻穗法授粉。

根据我们对处理及对照单株结实的统计和从上

述总结实情况的比较来看，匀浆处理对杂交当

代结实率有所影响，但影响不大。

（二）匀浆处理后代的表现与遗传 （1)

灿包 IA匀浆处理。1981年秋将处理当代获得

的117粒种子播种于大田后，1982年H,代成活

71株。其株型、穗形、叶形等外部性状均为蛤包

1A，并且无艺。但观察到其中有5株少数花朵

的花药变为黄色，表现可育并结实，共获得37

粒种子，均为红粒；其余“ 株完全雄性不育．该

处理的对照1 47株及对照 11 16株均为完全雄

性不育，外部形态也无变化。上述H：代所获37

粒种子于 1982年秋播种大田后，1983年H,代

成活12株，其中4株为完全雄性可育，8株为
完全雄性不育（见图1)。但两者均为无芒并在

株型、穗形、粒色等主要性状上未出现分离，全

然为蛤包 1A的特征。1984年H，代，共观察25

株，其中22株为完全雄性可育，3株为雄性不

育。表明H,代育性还在分离。H,代所有植株

的外部形态仍表现一致，为母本型。(2）苏早

55A匀浆处理。1982年H，代成活23株，其中

7株少数花朵的花药变为黄色，表现可育并结

实，共获得10粒种子，均为白粒；其余16株均

为完全雄性不育。该处理的两个对照全部为雄

性不育。以上处理及对照后代植株形态全部为

苏早55A的特征。 1983年Ha代成活7株，其

中2株表现完全雄性可育，，株为完全雄性不

育。其它性状无分离，皆为母本型。1984年H3

代，共观察28株，其中23株为完全雄性可育，

另外 5株为完全雄性不育，其余性状仍稳定地

保持了苏早55A的特征。

（三）匀浆处理后代的可育性测定 苏

早55A（未经处理的雄性不育系植株）X灿包

1 A H2代可育株，1983年授粉1穗，获得9粒

种子，同年秋播种于花盆中。1984年成活1

株，花药饱满呈鲜黄色，具散粉量大。套袋隔

离，能正常自交结实（图2)。说明蛤包HZ代可

育株的可育特性是恢复的，且恢复力很强。

从上述观察结果可归纳出如下两点： (1)

两个雄性不育系采用恢复系花粉匀浆处理后，

H,代出现个别植株恢复雄性可育的现象能够遗

传，且其可育特性为完全恢复。(2）本试验所

设对照I，所有植株全部为完全雄性不育，排除

图 1 灿包 IA处理 H,代植株

左：雄性可育株。 右：雄性不育株。 图 2 杂交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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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试验所用不育系自然恢复结实的可能性。对

照11后代全部为完全雄性不育，说明花粉匀浆

缓冲液中的某些化学药物没有刺激不育系恢复

雄性可育的效应。此外，从处理 H：代表现为个

别植株少数花朵结实，以及H� H，代都不象一

般的杂交后代出现规律性的性状分离，也排除

了此后代为恢复系花粉匀浆中残留具有生活力

的花粉而授粉的可能性。

综上试验结果表明，利用恢复系花粉匀浆

非配子融合转移小麦恢复可育基因，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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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性平衡易位 t(3; 22) (p21; q13）家系

马长俊1)陈园茶1) 孙自国‘）李远星1)

陈应芳2） 谷孝华3） 钟亚琴钓

本文报道一例t(3; 22) (p21; q13）平衡
相互易位的家系。先证者，男性，一岁半，淋巴

细胞及皮肤成纤维细胞G带分析结果：核型均

为46, XY, t(3; 22)(p21；q13）或46, XY,t(3;

22)(3gter” 3p21：：22813” 22gter；2 2 pter”

22gl3::3p21”3 pter )；先证者母亲（图1）与

外祖母核型均为 46, XX, t(3; 22)(p21; q13)

或46, XX, t(3; 22)(3gter、3p21：:22813一

22gter; 22pter～22813：:3p21一3pter)。经银

染与G带复合显示技术，先证者及母亲的22der

可见清晰的 AgNOR区。先证者的父亲与舅父

G带分析核型正常。在此情况下，有生育正常

婴儿的可能，但必须作产前诊断。

母亲

图 1 3号、22号染色体

Ma Changiun ex al.: Hereditary Balanced Translo-:-
cation t(3; 22) (p21; q13) Pedigree

1)四川省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组胚遗传室；2)四川省人

民医院妇产科遗传室；3)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勺
四川省卫生干部进修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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