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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极早熟品种东农����
�

卵孤雌

生殖无性繁殖系变异的研究

张景涛 肖增宽 吕文河 陈伊里 李景华

�东北农学院�

要

利 用二倍体栽培种 ��
�

��。 ���劝 “ 授粉者
”
�������诱导马铃薯极早熟品

种 东农��� ��卵孤雌生殖 获得四 倍体无性繁殖 系��余份
。
根据薯肉

、

薯肉色的分离

比例确 定为第�次分裂重组核 ����� 的 �� 卵
。

此外
，
块茎芽眼的深浅

、

花粉育

性和甸旬枝 的长度等也有明显 的性状分离
。
无性 系��

。 一 。 、
��

� 一 。 、
���一 。

和��
‘ 一 。

的花粉育性 良好 并产生 自交实生种 子 以 及不同无性 系间的杂种实生种子
。

无性 系 ��
。 一 。
和 ��

。 一 。
等具有一 些仇于亲本东农���的经济性状

，
如芽眼浅

，

薯形圆整
，
单林块 茎产量较高

。
阂此

，
由雄性不育的早熟品种��卵 �����孤雌生

殖产生的四 倍体无性 系可作 为选育早熟新品种的育种材针
。

前
一二‘， �

目一�� �

口

早在����年
，
��������� ��

在马铃薯

�
� ������� �� � �

�

�������������� �二�杂

交后代中
，
发现有染色体 数目为 �。 � ��� 的

后代
，
这是关于马铃薯 �� 卵的最初 报 道

。

此后
，
���

、

��� ������������
，
�����

、

����� ������ 以及 ���
�� 等分别在

�
� ������

、
�

�

��������等四倍体马铃薯中

发现产生�。 卵
。
����。 �������用�

�

������

花粉对 �
� ������� � 进行诱导授粉

，
得到了

新型栽培种的�
�
卵孤雌生殖的后代

，
并报道

了其��卵属于 ��� 类型
。
������ ������

、

�。 �������������对大抱子母细胞曾进行过

细胞学观察和报道
，

认为 ��� 是 ��卵的主

要类型
。

对马铃薯�
�
卵孤雌生殖后代及�

�
卵产生

的细胞学机制虽曾有过一些报道
，
但对�

，�
卵

孤雌生殖后代的育种效应
， ��卵孤雌生殖可

否作为�种育种方法
，
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

视和深入系统的研究
。

本试验
，
是开展题为

“
马铃薯四倍体普

通栽培种�
。 卵孤雌生殖后代育种 效 应 的 研

究
” 基础工作之一

，
即以 “ 东农���

” �� 卵

孤雌生殖四倍体后代为材料
，

对其遗传变异

动态进
几

行深入分析
。

示�

材料与方法

孤雌生殖四倍体后 代 �以下用 �� 表

��� 一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尸�
� � ‘ 、

��
� � 。 、



�寸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以 ，’ 东农���” �����
、
� � ��� 二 。 �。 �

��
、

��������二 �。 �。 �作为对照
。

生育期表现与抗病性
、

通过目测记载
，

花粉育性以 �一��染色法镜检
，
用 比 重法

测定淀粉含量
，
根据镜检育性分离情况配制

了下列杂交组合
，
并获得了实生种子

。

马铃薯杂志
，

第 �卷
�

第 �期厂 均的

况与比例关系
，
可以推定

“
东农���

” �� 卵

是属于 ��� 类型
，
两个性状的主效基因均

为单式基因结构类型
。

表 � ��不同株 系块形和肉色分 离情况

株系 薯 多 肉色 株系 薯形 肉色

表 � ��株 系间杂交结果 �����年�

杂交组合 浆果数 种子数 粒数�果

王
，
��

� ��‘���
一�

���
��� ���

�

�

���
������

��

���
�一����

一�

���
��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述种子于����年 �月�� 日催芽播种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一 �

��名�

圆

圆

卵圆

歹尸口

卵国

卵圆

汤 圆

长

卵圆

长

圆

长

卵圆

白

白

白

白

淡黄

淡黄

淡黄

之泛黄

淡黄

黄

黄

白

淡黄

���么

����

�
‘

���

����

���，

����

����

����

���名

���名
� �

���
��

尸��

���

���

长

长

萝日圆

箩日圆

少�
琦二

卵圆

卵圆

圆

卵圆

圆

圆

卵圆

长

白

淡黄

黄

黄

黄

白

淡黄

淡黄

淡黄

黄

白

淡黄

黄

�月��日定植田间
，
密度��� ��

��
，
�月��

日收获
。

� 试验结果

�
�

� 薯形
、

肉色的分离 与 �� 卵 类 型 推

定

经对��份 �� 材料的统计分 析 可 以 看

出
，
薯形的表现有明显的分离

，
即 出 现 了

圆
、

卵圆及长形的不同类型
，
圆形的 �份

，

卵圆形的��份
，
长形的 �份 �表��

，
其比例

为 �����
，
这与同源四倍体 单 式 基 因 型

����
的理论分离比完全吻合

。

薯肉颜色亦分

为三种类型�表��
，
黄 �淡黄 �白 � ����

�
，
卡方测验结果是对 � �

�

��
，
而 式

� 。 。 ��

�
�

��
，
因此

，
其与理论 �����的差异也没

达显著水平
，
仍可认为符合 �����的分离

比 �见图片�
， ��

。

由此可见
，

按薯形和薯肉颜色的分离情

�
�

� 主要农艺与经济性状的表现

前面我们已经确定了
“
东农 ���”

的 ��

卵为 ���类型
，
那么由

“
东农����， 的�

�卵

孤雌生殖产生的后代的其它性状也必然会出

现分离
，
不同品系间会有明显的差异

。

几个

主要性状的表现见表�
。

优 良品种 “ 东农���
”
及其亲本

�况���� � �������� 都是短甸 甸 枝
、

结

薯集中的类型
。 “

东农���
”
孤雌生殖四倍体

后代中��份为短韧旬枝类型
，
占��

。
��

，
可

见多数后代保持了亲本的优良性状
。

然而值

得注意的是
，
后代中出现了 �个对照 �即亲

代与祖代�都不具备的中或长甸甸枝类型
。

这不仅表明短初旬淡为显性
，
也反映出亲本

的杂合性及
“
东农���

” ��� 型�
�
卵间的不

一致性
。

表 �所列的材料中
，
成芽眼为��份

，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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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几个主要性状的表现

材料
甸甸枝 块茎整

芽眼深浅 感病情况
长 想 齐 度

，�户，���，‘ ，�‘ �归‘ ��‘ 户�一��创�目��

一一

一

一
�一一��

�

一
� �

病
，
占��

。
��

，
有 �份轻染卷叶病

。

这样
，

可供选择的材料共占���左右
。

可见
，
供选

择的幅度还是较宽的
。

供试材料产量与淀粉含量的表现归纳如

表�
。

表 � ��单株块茎重与淀粉含量

材料 产景 淀粉含

�，株 量 终 ��株 量 拓�
琳

产量 淀粉含
材料

乃‘一了�。����

…
。曰宁曰��‘住﹃�。，二甘人‘工，�������

�

�

���
。

�

���
。
�

���
�

�

���
�

�

��口�����工
�

���
������招��切」

��。 ��

��一
��

���
��

��吕
� ‘

��翻
��

��吕
��

尸�一
��

��一
��

��一
� ‘

��一
��

����
��

��卫�
��

���几

尸��，

���‘

��名�

����

��艺，

��名�

��吕。

���几

���名

���名
� �

��，��

���

��乞

���

整齐

整齐

整齐

整齐

整齐

整齐

整齐

整齐

整齐

整齐

不整

不整

不整

整齐

整齐

不整

不整

整齐

整齐

蓝齐

整齐

整齐

不整

不整

整齐

整齐

整齐
二

无

无

无

无

无

花叶

尤

无

无

轻卷

无

无

轻卷

轻卷

中卷

轻卷

轻卷

中卷

轻卷

中卷

重卷

轻卷

中卷

花叶

无

无

花叶

���
��

��。
��

���
��

���
��

��匆一

���
��

��一
��

��‘ ，�

��一
��

��‘ �

一

����
��

���。
� ‘

����

���
。

�

�召�
�

�

。峨后
�。

�容含
，

佗

貂公
�

�

右盆氏子

与导急
�

扮

��子急每

���
�

�

�多�
�

署

吵汤
助盈谊

一

启岛台
�

召

��急�

����

����

���。

���，

��急�

竹
��

才
名�

��
��

���，
��

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吸�乳之���������冬公冬杏么乳

户

︸

“ ‘�，，’

电������，�口�����目哟���闷目���呼���翻��，�����趁�

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深中浅中深浅浅中浅深浅浅浅浅中浅浅︸一庆短短短短短短中中短短中短短中短短短短短中长短长中短短短

��
�

�坏
，
薯形整齐的为��份

，
占���

。

就本

试验结果来看
，
芽眼深浅和薯形虽有分离

，

但保持浅芽眼
、

薯形整齐的品系
，
仍占大多

数
。

“ 东农 ���，， 抗��� 及 ���
，
而感染

����
。

供试的��份材料中
，
有 �� 份不 感

从表魂的数据看
，
产量或淀粉含量明显

超出
“
东农���

，
���

，
�的株系不多

，
产量差

异显著性测定结果表明
，
��。 一 ‘

和��
。 一 。
产

量高于减东农���
” ，
前者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

而后者达高度显著水平
。
�� 。 一 � 、

��
。 � � 、

��。 一�、
于�‘ 一 。 四个品系与 �� �

差异不显

著
，
其余均显著低于

“
东农���

” 。

这种情况
，

一方面可能反映了自交衰退的趋势
，
另一方

面也表明了
“ 东农���

”
构成产量的遗 传 因

素己达到了较优组合
。

淀粉含量的表现
，
除儿个偏低以外

，
其

差异永大
，
没有明显超亲类型出现

。

孔� 孤雌生殖的自交效 应 与 育 性 的 分

离
“
东农 �此 ” 是雄性败育的品种

，
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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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进行 自交
，
即不可能通过有性繁殖实

行 自身的基因进一步重组
。

然而通过 “
东农

���” 与 ���。 。
的 �� 一 �� 操作

，
获得了孤

雌生殖四倍体后代
，
并且前面已证明其�

�
卵

属于 ��� 型
，
这表明

，
由 “ 东农 ���

”
的

��� 型 �� 卵孤雌生殖所得到的四倍体后代

与自交的效应相同
，
也发生了遗传重组

。

这里

应该指出
，

要想获得孤雌生殖四倍体
，
必须

具备两个条件
�
一是被诱导者能产生�

�
卵

，

二是要有优 良的授粉者 �诱 导孤雌生殖的频

率高
，
有易于识别的标记基因�

。

本试验中
，

我们不但获得了孤雌生殖后代的不同品系
，

而且有的品系的育性很高
，
见表�

。

正是由于有的品系是可育的
，
我们采用

系间授粉方式
，
让其进一步互交

，
看其动态

如何
，
这实际上等于

“
东农 ���” 的自交二

代
，
其结果如表� �见图片�

、

��
。

详细的分

析将另行报道
。

表 � ��的育性表现

材料 可育花粉�书� 材料 可育花粉�多�

��������。����仁��

���
� �

���
� 么

���
� �

���
��

���
�

�

���
� 。

��‘ � �

��一
�
�

��

��

操作
，
可以获得孤雌生殖四倍体后代

。

通过

对孤雌生殖四倍体后代薯形和薯肉颜色分离

的统计分析
，
证明

“
东农���

”
的 �� 卵是属

于 ��� 类型
。

�
。
� 根据本试验中薯形和薯肉颜 色 的分

离比例可以推定
，
控制这两个性状的主效基

因型均为单式结构
。

�
�

� 大多数知名的早 熟 优 良 品 种 如
�

荷兰的 ������ 、
���� ����� 美国的�

����
、

������������ 德国的 � ��� ��� 以及国内

的
“
东农 ���，， 、 “

先新 �号
”
等均为雄性

败育
，
无法通过自交实行进一步 的 遗 传 重

组
。

本试验结果证明
，
��� 型 �� 卵孤雌生

殖可以克服雄性不育障碍
，
获得等同于自交

的后代
，
从这些优 良品种遗传重 组 的 后 代

中
，
进行优中选优

，
将会提高选择增效

。

�
�

� 综合各种性 状 的 表 现
，

本 试验参

试的孤雌生殖 四 倍 体 材 料 中
，
��� 一 �

与

��� 一 。
两个品系表现优于亲本

“
东农 ���” 。

这表明
，
孤雌生殖可以作为雄性不育或自交

不亲合材料的一种特殊的育种方法
。

为了进

一步验证孤雌生殖方法的可行性 和 育 种 效

应
，
我们将另选一些更有代表性的早熟亲本

进行孤雌生殖的诱导
，
以便从理论和实践两

个方面弄清其应用范围和利用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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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杂志
�

第 �卷
，
第 �期

， �。助

结
，
肯定了成绩和经验

，
找出了存在的间题

。

由于各级领导部门对区试工作的重视与支持
，

各参试单位的密切合作
，
尤其是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马铃薯专业组组织了几次现场考

察
，
对区试工作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
促进了试验质量的提高

。

通过全国第 �轮马铃薯品种区域试验
，
已鉴定出���一��

、
��一�一�

、
���一�

、
������

、

���一�等几个高产
、

优质
、

抗病的优良品系
，
可扩大生产示范

，
争取早日申报全国品种审定

委员会审定
。

为了学有榜样
，
大家经过认真评选

，
评选出东北区为先进片

，
还评选出了先进单位和先

进个人
。

大家一致认为
，
目前区试经费太紧

，
严重影响了工作的正常开展

，
区试质量也有待

进一步提高
。

会议还认真讨论落实了第 �轮区试方案
，
对试验点的设置做了适当调整

，
并完成了交换

届工作
。

第 �轮全国马铃薯区试工作由黑龙江省农科院马铃薯研究所主持并成立马铃薯区试

领导小组
，
参试品种 �系�东北区 �份

、

华北区 �份
、

西北区 �份
、

中原区 �份
、

西南区 �

份
、

南方区 �份
，
共计��份材料

，
会议上还产生了区试实施方案

。

参加会议的马铃薯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和马铃薯杂志的编委认真讨论 了 �年 来专 业

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
。

通过讨论认为
，
两年来专业委员会做了大量工作

，
特别是对编委的

工作和会刊的发行是比较满意的
，
大家也提出许多宝贵意见

，
希望在今后逐渐提高杂志的质

量
，
以适应国际的学术交流

。

鉴于原有编委由于工作调转改行
，
对编委成 员做了适当调整

。

委员们一致同意于����年

第 �期开始
，
会刊将陆续转载这次会议的学术论文

。

这次会议时间短
，
内容丰富

，
大家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
是一次团结的胜利的马铃薯科研

工作会议
。

会议全体代表一致认为
，
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

，
这是与山东省农科院领导对这次

会议的支持分不开的
，
尤其是蔬菜所的同志

，
为会议做了大量的工作

，
在会议闭幕之际

，
全

体会议代表谨向山东农科院的领导及蔬菜所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

会议于�月 �日下午

�时胜利闭幕
。

本纪要由国家
“
七

·

五
”
攻关课题主持单位

、

全国区域试验主持单位和马铃薯专业委员

会分别备文上报农业部科技司
、

农业部全国种子总站及中国农科院科研部和中国作物学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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