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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玉米单倍体诱导选系是一种新的快速育种方法& 各国育种家正在进行深入的研究$以期求得早日应用

于育种实践& 报道了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玉米所利用单倍体诱导技术进行自交系选育的研究进展及取得的成绩$并对

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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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 况

%8#8 年 @A,52 提出了单倍体诱导选系的方法B%C&
原理是利用自然发生或人工培育的单倍体植株$经

人工或自然加倍获得纯合的二倍体植株$ 再从中选

育自交系& 利用单倍体方法育种可以显著地缩短育

种年限$提高效率$并实现配子体选择& 现在是一个

科技发达’高度竞争的时代$加快育种速度是育种家

极力追求探索的&因此$单倍体诱导选系值得玉米育

种家关注$它将成为今后玉米育种的有效方法之一&
诱导产生单倍体的方法有很多种$ 其中利用单

倍体诱发系结合性状标记基因$ 诱发和筛选单倍体

和纯合二倍体$则是一种可行的思路&各国育种家先

后育成了一些具有单倍体诱发能力的自交系$ 譬如

@A,52 使用的 ?=D6$@(2 使用的 3E(4F9$G2*H04-2 发

现 的 0I 基 因 $JK*+(L 和 M,L,-05A0+, 使 用 的 M/3
:M,*(NK5A2LK H,*F2* 3,*,E(L5FK;$ @A,-KF 使 用 的

G/3:G(*04A+2LL H,*F2* 3,*,E(L5F;及 /OP:/(-N(L0,+
A,Q-(0N 0+N)42*;$ 以及中国农业大学宋同明使用的

农大高诱一号等$都可以产生约 =R左右的单倍体$
最高可达 !"R左右B! &6C&

近 %" 年来$美国孟山都公司’德国 GS3 公司

及俄罗斯等国的一些玉米种子公司都在尝试利用单

倍体诱发系进行自交系选育$以期加快育种速度$缩

短新杂交种推出的时间$ 达到占有和扩大市场的目

标$其中以德国的 GS3 公司的技术相对成熟& 据不

完全统计每年大约可产生 % 6"" & ! """ 个纯系&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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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选系在我国研究较少$中国农业大学’华中农业

大学’河北农业大学’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山东省农

业科学院和辽宁省农业科学院等也都先后从事了这

方面的研究$因为起步较晚$难度较大$多数单位先

后中断了此项研究&

! 诱发单倍体技术

%86" 年 TNU,*N O< @(2 ’*< 从 @A,*-,5 V)*+A,H
处获得一个紫色糊粉层自交系B9C&该系来自 W(*EA*)Q
G0+I 种子公司&@(2 发现该系自交后代中$可产生约

!<6!R的 单 倍 体 植 株& %869 年 @(2 将 该 系 命 名 为

3E(4F9$并把 X7+Y 基因以及形成紫色叶片’茎秆’雄

穗和花药的几个显性色素基因导入其中$它 8"R的

个体的显性色素基因已达纯合$基因型为 ?VZP@X7
+YK& 表现型是果穗子粒为白色硬粒型$子粒顶端有

紫色斑块和紫色胚芽$ 植株具有深紫色的叶片’茎

秆’雄穗和花药$因此具有三重性状标记& 如果使用

绿色植株和黄色子粒的玉米作母本$3E(4F9 作父本

杂交$可根据杂交子粒胚乳颜色’子粒顶端和胚芽颜

色’植株颜色三方面的表型进行鉴定$区分二倍体和

单倍体子粒和植株& 不同的材料和环境单倍体发生

率有所不同$一般为 %R & 6R& 利用 3E(4F9 获得的

单倍体$其中 8DR来自母本$!R来自父本&
张铭堂:%889;用单交种 [A#=\/(%> 作母本$用

3E(4F9 作父本$杂交获得 99" 穗共 ="6 %"" 粒种子&
选出紫顶和无色胚芽种子 % >=" 粒:"<9R;$作为可能

的单倍体种子播种$在幼苗 ! & = 叶期用 "<"6R的秋

水仙碱处理$出现了白化’矮化等突变苗 != 株$其余

% 6"9 株生长至成熟$ 最后共获得 !#8 个双倍体纯

系$ 经过同工酶分析’ 形态性状鉴别和产量测试

后$ ! 份优良自交系作为高产杂交种的亲本进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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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利用 "#$%&’ 诱发单倍体初试结果

场销售!

’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单倍体诱导选系

研究进展

()* 试验结果

(++& 年引进玉米单倍体诱导系 -./01%"(+++ 年

开始连续用 -./01% 进行多年单倍体选育试验! # 年

获得的结果如表 (!

+,- 取得的研究进展

2(3摸索出了一套 -./01% 的种植保存方法! 因

-./01% 的遗传特殊性及自身特点"具有很多缺点2叶
斑病重#雌雄不调#雄花对温度敏感"温度偏高时"花

粉量很少或不散粉#穗粒腐病严重#自交结实性差4"
往往连自交获得具有正常发芽能力的种子都很难"
我国几个单位也都是因此而中断了该项研究! 几年

来"我们总结出晚播$精播$稀植$剪苞叶和重复授粉

等方法"可有效地克服其缺点"保存了种源!
2!4针对 -./01% 的缺点"以其为基础材料"采用

多个材料对其进行了遗传改良" 期望选育出适应性

强$诱发力高的新诱导系! 初步鉴定"有望获得综合

性状得以改善$诱导能力更高的新诱导系!
2’4诱 导 选 出 新 自 交 系 56""($56""!"表 现 早

熟$植株清秀$抗病性强$品质优良和自身丰产性好

等特点! !""’ 年自交获得种子" 同时共配制了 (!!
份杂交组合!明年将分别进行产量比较试验"测定其

配合力及生产力!

# 今后研究方向

7$4加强新诱发系的选育"探讨诱导机理! 研究

证实"采用诱导系选育新自交系的方法可行!利用诱

发单倍体选系"加速了自交系的选育进程"显著缩短

了育种年限"是一种有效的育种方法"但离实用尚有

很大距离"有待改良!特别是目前连诱导机理还没能

明确"因此建议多学科协作攻关"共同促进研究的近

一步深化!
2!4逐步建立和完善从基础群体的组配$鉴定和

筛选到利用的育种体系!单倍体发生的频率"随不同

的亲本组合变异甚大"是受亲本基因型控制的"往往

容易发生单倍体的基因型不一定符合育种目标需

要"而获得的单倍体也不一定是来自最好的配子"并

且每一个配子体只有一套染色体组" 每一个基因都

是以单一形式存在"在承受自然选择压力时"具有不

良基因的个体很难发育长大成株!因此"在实际育种

操作中"选择基础群体是至关重要的!
2’4加快单倍体植株加倍方法的研究! 单倍体植

株的自然加倍率为 $,8左右" 为了满足育种需要"
需采用人工的方法提高加倍率! 一些科研单位都从

事了这方面的研究"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大家

都认可的高效加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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