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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
$"

份老芒麦"

!"

#

$%&&'(')'*%&

#种质材料进行抗寒性比较!并筛选出老芒麦种内抗寒性强的种质材料$

采用育苗盘育苗!在对照"

&27

#及低温处理"

87

处理
%&9

#下测定叶片的相对电导率$试验结果表明!老芒麦抗

寒性分为
$

级!包括抗寒性强%较强%中等$筛选出抗寒性强的种质材料
&8

份!包括
0.""&

%

0."":

%

0."";

%

0.""!

%

0."%"

%

0."%&

%

0."%:

%

0."%8

%

0."%;

%

0."%<

%

0."%2

%

0."%!

%

0."&8

%

0."&;

%

0."&2

%

0."&!

%

0."$"

%

0."$%

%

0."$&

%

0."$:

%

0."$;

%

0."$<

%

0."$2

%

0."$!

和
0.":"

!占供试种质材料总数的
2$6$$=

&抗寒性较强的种质材料
$

份!包括老芒麦
0.""%

%

0.""8

和
0.""<

!占供试种质材料总数的
%"6""=

&抗寒性中等的种质材料
&

份!包括老芒

麦
0."%$

和
0."$$

!占供试种质材料总数的
;6;<=

$在
+

"

","8

时!可分为
%<

组显著差异性的组合&

+

"

"6""%

时!可分为
%<

组极显著差异性的组合$可见!老芒麦具有广泛的生态可塑性!长期适应原生境!抗寒性表现出差

异$

关键词!老芒麦&抗寒性&低温胁迫&伤害率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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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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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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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芒麦#

!"

#

$%&&'(')'*%&

%别名西伯利亚野麦

草"是禾本科小麦族披碱草属多年生疏丛型中旱生

植物"为披碱草属模式种$是分布于北半球寒温带的

一种比较古老的野生草种&

%?&

'

"富含蛋白质"是牛(

马(羊均喜食的优等饲用禾草"具有适应性强(易栽

培等优良特性&

$?8

'

$老芒麦抗寒性强"有的老芒麦种

质在
#:"

"

#$"7

的低温和海拔
:"""@

左右的高

寒地区能安全越冬&

;

'

"是我国北方地区优良的多年

生栽培牧草"具有叶量大(品质好(草籽产量高等优

点"可用于建植栽培草地和放牧草地&

<

'

"对退化草地

改良(种草养畜都具有重要意义&

2

'

)我国野生老芒

麦资源非常丰富"为老芒麦种质的收集(评价和育种

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

!

'

"筛选出抗寒性强的老芒

麦种质材料"不仅能进一步发挥老芒麦的自身优势"

还能为其他牧草抗寒性的改良提供基因资源#抗寒

基因的克隆%"为早期选择提供科学依据"增强引育

种工作的目的性)本研究通过电导法对我国的
$"

份老芒麦种质材料进行抗寒性评价"对生产和育种

上合理利用我国老芒麦种质资源具有深刻意义"同

时"还为深入开展老芒麦优良性状的基因标记(基因

定位与克隆等奠定基础)

#

!

材料与方法

#6#

供试材料
!

试验材料为老芒麦的
$"

个居群"

其编号和来源见表
%

)

#6$

研究方法

#6$6#

育苗与取样
!

选用大田土壤"过筛"去掉石

块(杂质"土
A

腐熟羊粪为
8A%

"用育苗盘装土"将

种子均匀地撒在盘中"再轻轻地用土覆盖"然后用喷

头浇透"置于温室中)出苗后待生长到
8

"

;

片真叶

时进行低温处理"设低温处理#

87

处理
%&9

%与对

照#

&27

%

&

组"

$

次重复)

#6$6$

测定及评价方法

测定方法为电导法&

$

'

)采用苗期
87

低温处理

%&9

下的膜伤害率进行评价)

相对电导率计算公式*

-B

!

%

!

&

式中"

-

为相对电导率$

!

%

为电导率初值$

!

&

为电

导率终值)

伤害率计算公式*

./B

-

'

#-

CD

%#-

CD

E%""=

式中"

./

为伤害率#

=

%$

-

'

为处理相对电导率$

-

CD

#

收稿日期*

&"%"?"$?%&

!!

接受日期*

&"%"?"<?":

基金项目*

&""2

年度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
专项资金#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资助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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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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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达斡尔族%"内蒙呼盟人"助研"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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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供试材料名录

编号 来源
!!!!!!

编号 来源
!!!!!!

0.""%

阿坝州松潘县黄龙
0."%!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凉城县龙泉山庄

0.""&

阿坝州若尔盖包座
0."&8

青海省海晏金滩乡

0."":

甘孜州色达县旭日乡
0."&;

青海海晏县东大滩水库

0.""8

甘孜州色达县色尔坝
0."&2

四川理塘

0."";

甘孜州炉霍县
0."&!

新疆布尔津西
$D@

0.""<

甘孜州雅江县
0."$"

新疆巩留

0.""!

西藏丁青县
0."$%

新疆尼勒克唐布拉

0."%"

西藏日喀则
0."$&

新疆乌鲁木齐县小渠乡

0."%&

甘肃夏河
0."$$

新疆天山天池

0."%$

甘肃兰州
0."$:

新疆新源

0."%:

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双泉乡
0."$;

新疆乔尔玛兵站

0."%8

黑龙江省孙吴县辰清乡
0."$<

新疆巴音布鲁克

0."%;

吉林省敦化
0."$2

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

0."%<

延边朝鲜自治州安图县小沙河二道白河镇西北
0."$!

陕西

0."%2

吉林省延边朝鲜自治州
0.":"

吉林

为对照相对电导率)

!!

根据各种质平均伤害率的大小"将抗寒性分为

8

级*强#伤害率
"

&"=

%$较强#伤害率
&"=

"

:"=

%$中等 #伤害率
:%=

"

;"=

%$弱 #伤害率

;%=

"

2"=

%$最弱#伤害率
$

2"=

%)

#6!

数据分析
!

试验数据处理采用
0KCL5&""$

和

.'..%$6"

统计分析"进行在相同低温胁迫下不同

种质材料间
MNOCGO

方法
"6"8

和
"6""%

显著水平上

的多重比较)

$

!

结果与分析

在
87

低温胁迫
%&9

后"植物叶片的细胞膜透

性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细胞膜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变化的幅度因种质材料的不同而不同#表
&

%)低温

胁迫下不同种源老芒麦细胞内均表现为细胞膜受到

损害"细胞膜透性增加"渗透调节物质增加"但不同

种质对低温的抵御能力存在差异)

$"

份材料"在

+

"

","8

时"可分为
%<

组显著差异性的组合$

+

"

"6""%

时"可分为
%<

组极显著差异性的组合)按照

评价方法进行评价"结果如表
$

)

!!

$"

份老芒麦抗寒性按照评价方法&

%"

'可分为
$

级"包括抗寒性强(较强(中等)抗寒性强的种质共

&8

份"占供试种质总数的
2$6$$=

"包括
0.""&

(

0."":

(

0."";

(

0.""!

(

0."%"

(

0."%&

(

0."%:

(

0."%8

(

0."%;

(

0."%<

(

0."%2

(

0."%!

(

0."&8

(

0."&;

(

0."&2

(

0."&!

(

0."$"

(

0."$%

(

0."$&

(

0."$:

(

0."$;

(

0."$<

(

0."$2

(

0."$!

和
0.":"

)抗

寒性较强 的种质共
$

份"占供试种质总 数 的

%"6""=

"包括老芒麦
0.""%

(

0.""8

和
0.""<

)抗寒

性中等的种质共
&

份"占供试种质总数的
;6;<=

"包

括老芒麦
0."%$

和
0."$$

)

!

!

讨论

抗寒性是植物在对低温环境长期适应中通过本

身的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而获得的一种抗寒能力)

当受到寒害等逆境胁迫时"细胞膜受到损害"膜透性

增加"从而导致细胞内的物质外渗"使植物细胞浸取

液的电解质浓度增大"电导率提高)不同的品种"膜

结构的稳定性不同"所以用电导法测定不同作物或

同一作物不同品种在相同胁迫下膜透性的增大程

度"可以根据细胞导电性的差异确定膜透性大小"推

测膜的受伤程度和对寒冷的抗性强弱&

%"

'

)耐寒性

是衡量多年生牧草生产性能的重要指标)牧草生产

上的一大威胁是多年生牧草的冻害"尤其是丰产(优

质的牧草"由于冻害影响了栽培区域潜在产量特性

的发挥&

%%

'

)在我国北方冻害是影响建立高产优质

栽培草地的重要因素)老芒麦作为栽培牧草的研究

在国外开始于
%2

世纪末"首先是苏联(英国及法国)

我国栽培该草历史较短"建国以后首先由吉林省

畜牧所进行野生种的引种驯化"之后陆续在黑龙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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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胁迫对
!"

份老芒麦幼苗的伤害率

单位编号
伤害率

#

=

%

显著水平

+

"

","8 +

"

"6""%

单位编号
伤害率

#

=

%

显著水平

+

"

","8 +

"

"6""%

0.""% &%6:2 L 0 0."%! %;6!8 P Q

0.""& %622 RN '>( 0."&8 <6"$ O4

S

TU-V

0."": %6!: RN '>( 0."&; 86":

W

X -V1Y

0.""8 &:6;& I M 0."&2 :6%2 XZ V1Y'>

0.""; %%6!<

[

\/ 0."&! ;622 O4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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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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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6<: 9 \ 0."$% <62! @O TU-

0."%" !6;; D /T 0."$& &6"& RN '>(

0."%& ;68$ O4

S]

U-V 0."$$ :"6$$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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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68% H \ 0."$; &6:8 R 1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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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老芒麦种质抗寒性统计

分级 种质编号
占供试种质

比例#

=

%

强
!

0.""&

(

0."":

(

0."";

(

0.""!

(

0."%"

(

0."%&

(

0."%:

(

0."%8

(

0."%;

(

0."%<

(

0."%2

(

0."%!

(

0."&8

(

0."&;

(

0."&2

(

0."&!

(

0."$"

(

0."$%

(

0."$&

(

0."$:

(

0."$;

(

0."$<

(

0."$2

(

0."$!

(

0.":"

2$6$$

较强
0.""%

(

0.""8

(

0.""< %"6""

中等
0."%$

(

0."$$ ;6;<

等地试种)

&"

世纪
;"

年代"老芒麦广泛受到重视"

内蒙(青海等地均有一些报道"是一种栽培历史久(

面积广的优良牧草&

%&

'

)

本研究参考了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主

持主编的+多年生禾草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

准,中抗寒性的评价方法"进行了
$"

份老芒麦种质

的抗寒性鉴定"方法简单"结果准确"可达到抗寒性

快速鉴定的效果)我国地域辽阔"气候复杂多样"老

芒麦种质资源分布广泛"它的野生种广泛分布于东

北(西北(华北和青藏高原等地区&

2

'

"具有广泛的生

态可塑性)不同的老芒麦种质材料长期生长在某种

环境下"受到环境的影响"表现出相应的生理代谢变

化"由于长期适应原生境"抗寒性表现出差异)

%

!

结论

筛选出 抗寒 性强 的 种 质 材 料
&8

份"包 括

0.""&

(

0."":

(

0."";

(

0.""!

(

0."%"

(

0."%&

(

0."%:

(

0."%8

(

0."%;

(

0."%<

(

0."%2

(

0."%!

(

0."&8

(

0."&;

(

0."&2

(

0."&!

(

0."$"

(

0."$%

(

0."$&

(

0."$:

(

0."$;

(

0."$<

(

0."$2

(

0."$!

和

0.":"

"占供试种质材料总数的
2$6$$=

$抗寒性较

强的种质材料
$

份"包括老芒麦
0.""%

(

0.""8

和

0.""<

"占供试种质材料总数的
%"6""=

$抗寒性中

等的种质材料
&

份"包括老芒麦
0."%$

和
0."$$

"占

供试种质材料总数的
;6;<=

)

$"

份材料"在
+

"

","8

时"可分为
%<

组显著差

异性的组合$

+

"

"6""%

时"可分为
%<

组极显著差异

性的组合)可见"老芒麦具有广泛的生态可塑性"长

期适应原生境"抗寒性表现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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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出现的植物种名
高加索三叶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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