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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多年生小麦族植物染色体数的观察

孙根楼 颜 济 杨俊良
( 四川农业大学小麦研究所

,

灌县 )

摘要 本文对 1 9 8 7年采集于新张的多年生小麦族 ( T ir it ce ae D u o
.

) 属种进 行了细胞学观

察
。

该地区多年生小麦族各属种的染色休数 目变化范围是从 Z n ~ 14 到 Z n ~ 8 4
,

前者主要存在于大麦

属 (H o r d e 。 。 )
、

新麦草属 ( P s a t h y l刀 s t a e h y : )
,

而后者全部集中于赖草属 ( L e y o u s )
,

其中染

色体数目为Z n 一 28 和Zn 二 4 2的频率最高
,

主要存在于鹅冠草属 (刀。 e 夕” 。 lr’ a) 和披碱草属 ( E 勿功琳 )
。

尸o e 夕佗 e r f a 夕o b公c o l a
,

尸 o e 夕作 e r i a 寿即叮a e 打泞 f`
,

刀 o e 夕” e r i
。 才a 乃e l a e ` , ;右 ,

兄 。 e 夕刃刃 r `a 之 h o o s ` c -

” :s’ s 的染色休数为首次报道
.

关键词 小麦族 ; 水草属 ; 披碱草属 ; 惬麦草属 ; 大麦属 ; 新麦草属 ; 鹅冠草属 ; 染色体数

引 言

小麦族 ( T
r i t i e e a e D u m

.

) 近 3 30多个种中大约有 2 5 0多个种是多年生 的 〔` 1
,

广泛地分

布于亚洲
、

欧洲
、

北美洲与南美洲温带与亚热带地区
。

我国约有 1 20 个种 〔 “ 1
,

多年生占 80 % 以

上
,

主要分布于我国北方高纬度和西北高寒地区
。

其中很多是世界上重 要 的 牧 草
,

如冰草

( A 夕r o P 夕r o n e r i s r a了u阴 ) 和野大麦 ( H o r d e u m b
r e ” i s u

6
u l a ru 。 ) 等

。

凭其所处的重要地位
,

多年生种形成了广泛的基因库
,

有可能用于改 良一牟生禾谷类作物
。

在现代 麦 类 作物育种

中
,

小麦族的近缘野生种 已成为改 良作物抗病
、

抗逆
、

籽粒品质等的重要基因资源
。

麦类和牧草育种工作者要想有效地利用多年生小麦族植物
,

就必需了解它的细胞学和生

物系统学关系
。 1 9 8 7年 8 月至 10 月

,

我们在新疆东部和北部进行了考察
,

对 收集整理的多年

生小麦族植物
,

除进行性状观察
、

鉴定外
,

对其种子标本进行了细胞学检查
,

以搞清这些材

料的染色体数目及变化特点
,

以便为小麦族的生物系统
、

细胞遗传
、

麦类和牧草杂交育种提

供参考
。

材料和方法

实验材料均系采集于新疆的小麦族各属
、

种的种子标本
,

其 中少数为 当地同行所赠
。

将

种子材料在 25 ℃的恒温下发芽取根尖
, 0 一 4 ℃冷冻处 理28 一 30 小时

,

冰醋酸一酒精 (1 : 3)

固定
,

然后在 I N H C I常 温 下解离30 分钟
,

使细胞解离
,

醋酸洋红压片
。

以 20 个以 上染色

体分散好
、

染色体清晰的中期分裂相进行染色体观察计数并照相
。

全部凭证标本存于四川农业大学小麦研究所种子贮藏库和标本室
。

结果与分析

对采集的多年生小麦族植物进行了细胞学观察 ( 表 1 )
。

从各个种来源不同的样本染色

体数目的观察结果看
,

染色体在不同的属
、

种间的变化范围是从 2 倍体 ( Z n = 1刃
,

如新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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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属 ( 尸sa 才h y or “ a o h y : ) 和大麦属 (H or d eu m ) 的绝 大 部 分 种
,

一直到 12 倍体 (2 n 二 8 4 )
, 飞

如赖草属 ( L e y m us ) 中的某些种
。

其中 4 倍体 ( Z n 二 28 ) 和 6 倍体 ( Z n 二 4 2 ) 的类 型出现

的频率较高
,

占观察数的 3 1
.

2 5%
,

大多补左于鸿冠找 ( 刀。 。
卯汀坛 ) 和披碱草属 ( E l y o us )

。

上述结果丧明小麦族植物染色体数 目女化主拼妞地饭演化和分布 上的红 杂性
。

有些小麦近缘

属种为新僵戎国内在新疆所特有
,

如鹅冠览属为光穗鹅冠草 ( 尸
.

醉ab er : `二 a ) 为新疆特有
,

大穗鹅冠草 ( R
.

ab ol `滋 ` )
、

屋杂鹅冠草 ( R
.

“
胆。 `“ ) 国内仅分布于新疆

。

在考察过程中
,

-

又从新疆发现了 R
.

夕o b i e o l a ,

刀
.

左u g a “ ,; 5 15
,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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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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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不 同 来 源 的 1 3份 刀
.

g o b i e o l a
,

4 份 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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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Oa su en “ s
标本种子的观察

,

发现它 们的染色体数分别为 42
,

2 8
,

42
,

42
。

这充 分 说明在

该地分布有大量的小麦旋植物
。

因此
,

进一步研究该地区小麦族植物的形态变异和细胞学
,

种内和种间的遗传规律
,

对于探讨我国小麦族植物的系统发生和演化及其在整个小麦族植物

的形戍中的地位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

在对不 同属种的细饱学观察中
,

我们发现 各属
、

种之间虽然在染色体倍性上有变化
,

但

绝大多数种内
,

其染色体倍性非常一致
,

如惬麦草 ( E l yt
r i娜 a r e p 即 : )

、

布顿大麦 (H or d翻邢

b o g d a ” f ` )
、

圆住披碱草 ( E I夕阴 u s c 夕l
。̀ 了r i e “ s )

、

新麦草 ( P s a t h 夕r o s t a e h夕 s j 。 ” c e 。 ) 和

麦滨草 ( E I y m “ “ 切 ,
训 t or “ 邢 ) 等大 量样本的观察

,

其来源不 同的样本的染色体数均表现一

致
。

且本文报道的披碱草属 各种的染色体数同刘玉红的报道相一致 { ` j
。

在观察时
,

还发现鹅冠草属 ( R oe gn er 沁 )
、

赖草属 (L
e y阴 “ : ) 和大麦属 ( H or d eu 阴 )

少数种内
,

存在着染色体倍性的变化
。

鹅冠草属的 R O e
尹盯 ia a1’ is it 少

u解 `。 出现 4 倍体和

6 倍体
,

它们分别采集于独山子和叶城
,

大麦属的 H Or d “ 川 b r e “ 此 。加 l a 细。 s s p
.

” e o s为ia
,

洲协 也观察到 2 倍体和 4 倍体细胞型
,

它们的分布区 域大部分不 同
,

但在温宿县两种细胞型

都 出现
。

这与以前的报道 I “ ’ 5

相 同
。

在主要分布于新疆的赖草属中
,

存 在 着较多高倍性类

型如窄颖赖草 ( L
.

a , g “ “ 。 :
) 和卡氏赖草 ( L

.

左ar al in “ )
,

并月
.

它们的染色体 倍性也存在

着变化
,

卡氏赖草具有 10 倍和 12 倍两种细胞型
,

分别分布于木垒和博乐地 区 ; 窄颖赖草则表

现 6 倍
、

10 倍和 12 倍 3 种倍性的变化
,

分别采集于 巴里坤
,

巩留
、

特克斯等和汇城地区
。

4

个不同染色体倍性的细胞类型中
,

六
.

。 :

ist 匆 l “ 跳行
,

L
.

卿 gu 对 。 : ,

乙
.

寿。 : 。
il 瓜 ` 不向倍性的

变化为首次报道
。

因此
,

可以看出
,

由 资折疆地处中亚
、

西 泊利亚
、

喜 马 拉 锥
、

蒙 古
、

西藏

交会点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
,

这 就决定了新疆小麦近缘植物在我国小麦种质 资源上 占据着特

殊位置
,

它是我国麦类资源的一个天然基因库
,

在我国今后麦类作物改良中所起的作用是不

难预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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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小麦族植物的染色体数 目及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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