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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辐射突变体遗传变异的初步研究”

周松茂 李代玺 徐光华
（四川农学院原子能农业应用研究室，雅安）

突变体的选择与利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变异的分离与稳定。研究变异在各世代的表

现及其整个稳定过程，对有效地选育和利用突

变体具有重要的意义。过去国内外对突变体特

别是大突变体，作了较多‘的研究。 山县弘忠

(1977）研究了早熟突变体的抽穗期，在 Y2-Y3

之间是呈正相关的 （Y - 0.835**)0佐本四郎

等181研究了株高与倒伏、抗倒性与粒重、品质及

产量的遗传相关。李秀海、康尚杰研究了水稻

Y；损伤与丁2突变频率的相关性，等等。这些研

究对大突变的选择利用和间接提高水稻生产能

力，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

目前对小突变的研究，更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本试验采用loco-Y射线，处理中稻“桂朝二

号”种子，研究其诱发突变体特别是小突变的遗

传特点和稳定过程，为选育直接增进 “桂朝二

号J)这类优良品种的生产能力和抗性育种工作

提供一定参考。

外，还按高泰保等153提出的，采用增山公式z)计

算，统计突变率，即把处理组中，属于对照变异

范围临界值外的个体，计为突变，为此又随机抽

取500株一并考种，将其考种及抽穗期调查数

据，都按5 %a的显著水准计算突变值，确定微突

变株。然后从整个突变体中（不包括“负。突变）

随机抽取72份，对照抽取27份种成730

Y3按家系单株栽培（株行距16.5 X 23.1cm),

各种”株，成熟后，每个家系（包括对照家系）

随机抽取5株考种。

遗传参数的统计分析按以下公式：

(1)用回归和相关法〔习估算世代间的遗传

力：

ha。E（二一iXY一})/X(x一;)2
h2二E（二一x)(Y一歹）／

.\/E‘一圣），·’二（Y一力，
(2）用方差分析法估算广义遗传力，按山

口彦之〔61的分析方法，方差分析如表1"
衰1 一向分组资科方理分析棋式

材 料 和 方 法

本试验用‘'C0-7'射线，3.6万和2.4万伦
琴，分别照射“桂朝二号”的干种子和浸泡（泡48

小时）种子，照射后各分一半用微波处理25分

钟，以未照射的干种子作对照。7：采用少株密

值，成熟后，每个穗子取5-8粒种子，按处理组

混收。

Y：单株栽插，每个处理移栽6,706株。抽
穗期调查，采取两种方式：对照未出现抽穗株

前的，：抽穗株，单独挂牌记载；对照出现抽穗

株后，每个处理各定点200株，逐株记载抽穗日

期。

Y,成熟后，除根据一般标准确定突变体

。表示家系数，n表示家系内取样个体数。

遗传方差 oal二MI止二fna

Zhou Songmao et al.: Preliminary Study on Inherita-
nce and Variation of Radiation-induced Mutants in

Rice

1)参加本试验工作的还有杨天正同志。
2)其公式为：x土aL(N十1)F/N]1", x为样本平均值，
Q为总体标准羞，N为总样本数，F为以 毗二1,此，
N一1的F值。

变异原因 自由度 均 方 理论方差

家系间 m 一 1 刃2c a;十”『手

家系内 二（，一 1) 夕，2： a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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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2 各主耍突变性伙右界值及突变率，）

项 目 抽穗期
（天）

株高
(cm)

势长
%,‘m 少

穗着粒数
（粒）2’

穗实粒数
（粒）

千粒重
（克）

突变临界值（。二0.05)
<105.0

和＞113.0
<92.0

和>110.0
<18.9

和＞24.0
<71.0

和＞165.0
< 44.0

和> 132. 0
<22.6

和＞28.5

CK平均值与标准差 109.0士2.0 100.0土3.0 21.8土1.5 112.0土21．0 93.0士19.0 26.4土1.3

变

幅

(R)

干种子照3．6万伦琴 97.0-117.0 93.0-111.0 19.0-25.0 65.0- 200.0 51.0-123.0 19.8-30.3

干种子照 3.6万伦琴后
加微波处3% 25分钟

101.0-116.0 85.0-110.0 19.0-25.0 67.0-167.0 35.0- 132.021.5-27.9

浸泡种子照2.4万伦琴 98.0-120.0 85.0-112.0 20.0- 26.0 72.0-185.045.0-174.021.3-29.8

浸泡种子照2.呼万伦琴
后加微波处理25分钟

102.0-115.0 79.0-112.0 19.0-24.0 74.0-189.052.0-141.022.7-28.9

CK（未照射“桂朝二号乳
千种子）

107.0-112 94.0-105.0 19.0- 23.0 78.0-133.0 66.0--114.0 24.1-27.2

各类突变休占总突变体％ 7.斗 19.0 16.6 ！26一 23.7 7.1

1）根据育种目标未统计晚熟、高秆、变劣等“负，：突变体。

2）即每穗颖花数，以下同。

表现型方差 2QP～0,28 + Q}

广义遗传力：h2(）一钾红x 100
‘－一 ”‘一’ 、‘一‘ 雌+0-11－－一

公式中，0g是各系统基因差异所引起的方

差，讨是由家系内（个体间）所引起的方差，作为

环境方差的估计值。

(3）选择单一性状对单株产量的遗传相关

进度：

OG一K．；。J斌2rai.2lhf·h22；’o22 (K一2.06)
公式中，h 2I为选择性状遗传力，h 2, 22 UP2为单

株产量的遗传力和表现型方差，r el.：为选择性

状与单株产量的遗传相关系数。

试 验 结 果

1．用公式计算的各主要突变性状临界值，

以及各突变性状占总突变的比例，见表2,

由表2看出，用公式所计算的突变性状临

界值是比较理想的，都在对照变异范围临界值

之外。同时还看出，各个突变性状在总突变中

的比例，是穗着粒数（26.1%)穗实粒数（23.7外）

较大，其次是株高（19.0多）和穗长（16.6外），

而抽穗期和千粒重的比例较小，分别为7.4和

7.1外。

2．突变体世代间的遗传力，采用亲子回归

和相关法估算的结果，分别列入表3和表40

由表2可见：突变体世代之间遗传力较强

的性状是千粒重（52.8外）、株高（47.9沁），其次

是穗着粒数（39.8多）和穗实粒数（34.6%)，而单

株产量(19.5外）和单株穗数(2.3外）的遗传力较

弱。遗传力依次降低的顺序是：千粒重、株高
表3 用回归法估算的突变体遗传力（％）

项 目 株 高 穗 长 单株穗数 穗实拉数 结实率 单株产量 千拉重穗 看 粒 数

突变体遗传力
(h王）

47.9

(2)

23.5

(6)

2.3

(8)

39.8

(3)

3斗.6

(4)

28.8

(5)

19.5

(7)

52.8

(1)

对照遗传力
(h')

54.3

(2)

21.8

(5)

17.7

(6)

9.3

(8)

29.4

(4)

39.4

(3)

16.8

(7)

78．9

（1)

（ ）数字为位次，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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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4 用相关法估林的突宜休翅传力（％）

项 目 株 高 穗 长 单株穗数 穗着粒数 穗实粒数 结实率 单株产量 千粒重

五．

突 变 体 65.2** 28.6 3.3 60.7** 46.8** 28.4 23.2 64.7**

CK 67.5** 29.3 26.7 19 6 39.6* 36.3 21．8 48.3**

相关系数标准差
(Sr)

土19.0 土24.0 士25.0 土19.9 土22.1 土24.0 土24.3 士19.1

遗传力变化范围
(R值）

46.2-84.2 4．6-52.6
一21.7一

28.340.8--80.624.7-68.9
4．斗- 52.4

一1.1一

47.5
45.6-83.8

7'r!、，＝‘／二三二
一 一 y n一 2

＊0.05显著性， ＊＊ 0.01显著性，以下同。

”穗着粒数”穗实粒数＊结实率‘穗长‘单株

产量、单株穗数。

突变体 .r,-7'3的世代相关，从显著性来看

（表4)，达到1多显著水准的性状，有株高

(65.2外）、千粒重（64.7呱）、穗着粒数（60.7多）

与穗实粒数（46.8务），其余性状的 Ya-7'3之间

都未表现出相关。从各性状的位次来看，突变

体遗传力依次降低的顺序是：株高”千粒重、

穗着粒数、穗实粒数，穗长、结实率＊单株产

量，单株穗数。

比较表3与表4还可看出，突变体世代间

的遗传力两种方法估算结果，其位次则基本一

致；而遗传力值，则用回归估算的多数都比相关

法为低。与对照相比，两种方法估算的穗实粒

数和穗着粒数的遗传力，都比对照有较大的提

高，单株穗数的有所下降，其余性状无明显变

化。

3．用方差分析法估算突变体下，的广义遗

传力、遗传进度和遗传变异系数，计算结果见表

50

由表5可看出，突变体在Y、表现的广义遗

传力较高或中等的性状是株高（75.5多）、结实

率 （64.6多）、穗’实粒数 （60.9%）与午粒重

(60.5关），而单株产量 （28.0务）和单株穗数

(8.7%）的遗传力最低。

在 50>o选择强度下的遗传进度，穗实粒数

可以期望增加32粒，与未处理的“桂朝二号03对

照相比，约提高35.2多；穗着粒数可期望增加31

粒，约比对照提高27.0%；结实率可比对照提高

24.0拓；株高可期望变矮12.9厘米，约比对照降

低13.9外。

遗传变异系数本身数值表现较大，且比对

表5 突变休主共性状的遗传力、遗传进度和遗传交异系橄

项 目 株 高 穗 长 单株德数 穗着粒数 穗实粒数 结实率 单株产最 千粒重

遗 传 力

h'(%)

75.5

(1)

50.1

(6)

8.7

(8)

52.2

(5)

60.9

(3)

6峪。‘

(2)

28.0

（7）

60.5

(4)

遗传变异系数

g. c.认(呱)

7.4

(6)

5.2

(8)

8.6

(5)

15.8

(3)

22.0

(1)

14.6

(4)

21.9

(2)

5。斗

(7)

遗传进度 nG 一 12.9 1.7 0.5 31.3 32.3 13.7 5.8 2.3

相对遗传进度

吞“（％）

一 13.9

(5)

7.3

(7)

5.3

(8)

27.0

(2)

35.2

(1)

24.0

（咤）

24.1

(3)

8.6

(6)

突变性状遗传变异系数与
对照遗传变异系数的比值

2.6 1．1 0.8 1.9 2.0 月.6 1.1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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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e 选择单一性状对单株产皿的遗传相关进度

－一一～一一一才择性状
项 目 一 ～～一～

株 高 穗 长 单株穗数 穗着粒数 穗实粒数 结实率 千粒重

选择性状与单株产量的遗传相关系数
‘，、：：）

0.73** 一 0.21 0.55** 0.57** 0.99** 0.91** 一0.04

选择性状与单株产t
的遗传相关进度

吞 G 7.00 一1.62 1.79 5.54 8.49 0.07 一0.38

A G'

（％）
28.85 一6.65 7.35 18.64 34.87 33.14 一 1.56

照增大近1-.3.6倍的性状有穗实粒数、穗着粒

数和结实率，其值分别为22.0, 21.9和15.8多。
株高的变异系数为7.4多。 其余的性状与对照

比较，变化不大。

4．选择单一性状对单株产量的遗传相关进

度，计算结果列人表60
在5 0%o选择率下，对73的穗着粒数（表6),

穗实粒数和结实率实行选择，引起单株产量的

遗传进度较高，分别可期望提高大约18.64,

34.87和33.14%。对株高实行选择，对单株产

量可期望大约提高28.85多。

讨 论

1．根据本试验结果，辐射引起性状发生微

突变的频率比大突变的高，但由于穗粒数等变

异不如株高、抽穗期明显，所以虽有大量变异也

容易被漏掉。因此应注意研究其选择方法。

2．对突变体估算结果表明，突变体株高、千

粒重的世代遗传力和73所具有的广义遗传力

较高，单株穗数与单株产量的遗传力最低。因

此前者可从低世代起开始选择，后者宜在较高

世代，等遗传力增大后再进行选择。
3．突变体的穗着粒数、穗实粒数的世代遗

传力和在7，表现的广义遗传力，属中等值，但

其遗传进度和遗传变异系数较大，表明具有比

较丰富的选择潜力和选择效果。结实率的遗传

力也属中等值，遗传变异系数及遗传进度也比

较大，因此在低世代中，就应该严格选择结实率

高的个体。千粒重的遗传进度与遗传变异系数

较小，单株穗数的所有遗传参数都很低，说明对

这两个性状实行选择，其潜力和效果可能不大。

4．从对产量的遗传相关进度来看（表6),

对穗实粒数、结实率实行选择，对单株产量的增

进较大；选择单株穗数，对产量增进很小；选择

穗长、千粒重引起单株产量略有下降。

5．从突变体与对照的世代遗传力以及与73

的遗传变异系数来看，只有穗实粒数、穗着粒数

和株高、结实率的变化较大，其余性状也有变

化，但不显著。说明辐射诱发能够引起某些性

状突变，产生较大的改变，但同时又能保持原品

种不少性状不发生重大变化，从而为突变育种

的选择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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