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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 发现二倍体马铃薯 ��� � �� � ���联会浦失突变体可以相 当高的频率产生

能育的 ��、 花粉粗
。
可 以 认为这样 的 �� 花粉拉是通过整个染色体组均衡 分 裂产生

的
，

所 以 是第一次成数分裂重组 ����� 的产物
。

在璐会饰失突变体中
，
第 二 次

减级分裂重组 ����� 配子 的染色体数不平衡
，
导致其般有

， 一 ‘

所以 可育的�� 配子

就构成 了一个 日型 的 ��� 配 子群体
。

在 �个杂交组合病 种贵个后代个体中
，
发现

了��个联会消失突 变体
，

其 中有��个花粉育性超过了�箱鳃
。

一些这样可育的突变体

已 成功地 用作 父 本材杆
。

犷
�

几乎所有可育之变体均来 自其双亲都可产生 �厅命手砖独合
。

另 一种情况是在

两个以 正常亲本 �只产生
，，
花粉� 与 �� 花检亲本的粗香中

，
几乎所有突变体或是

雄性 不育
，

或是花粉育性低于���
。
已经 发现联会消失藉由单隐性基因控制的

，
而

减数分裂核重组 的遗传机制还 不清芝
。

尽管在育种上应盯联会消失基 因 有 一 定 困

难
，
但还是有积 极意 义 的

。

序
�立一
目�

�

月

�，
�

口

高等殖物可以通过多种减数分裂异常来

产生 �� 配子
，

但 �� 配子的类型却 只 有 两

种
，

那就是第一次分裂重 组 ����� 配 子

和第二次分裂重组 〔卜�工切配子
。

这两类 配

子间有着根本差异
。
���配子

，

严格地讲
，

是在染色体减数 �即后期 ��之前通过整个

染色体组均衡分离产生的
。

由于这种分离与

有丝分裂相似
，
所以产生的配子 间 以 及 配

子与亲本之间是相似或一致的
。

就是说不存

在配子分育现象
， 这就有可能将亲本的有利

基因或位点
、

�即异质性和上位性�组成完整

地保留在阳�配子中
。

而���配子是通过染

色体减数后的单倍体核加倍而产生的
。

因为

���配子是染色体减数后的产物
，

所 以配子

间存在分离现象
，
配子间是异质的

，

而配子

卿晕高度纯合的
。

进行多倍体作物育种
，

如马铃薯����
� �

”
咖 才诚昨��

��
，
�� 二 行 � 招�育种

，
���

配子是很有吸引力的
，

因它为从改 良的二倍

体亲本向四倍体子代传递杂合性和有利 基因

组合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

这种可能性在马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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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育种实践中已得到了验证 ������二 ��和

��������
，����� �� ����� �� 和�

�������
，

����� �� �。 。 �等
，
�����

。
已有人提出

，
在

育种中可将单向或双向有性多倍化作为应用

��配子的一种方法 �������
��厂�

和 ����
�

�。 ��
，
�。 了�，

�����
。

此外
，
人 内还设想 在

选育可利用植物学种子 �实生种子�繁殖的

品种
，

以及诱导马铃薯的无融合生殖等方面

利用���之配子 ����� ��� ，
����� �����

。

热而
，

有吸引力的 ��� 配子必须满 足

下列 条件
� ① 必须弄清楚遗传上可转 移 的

���视制 � ②有可靠的方法将 ���机制转

移到理想的无性系中
，
否则

，

对实际育种工

作 毫无帮助
。

一个广为宣传并声称在马铃薯育种上很

有希望的途径就是所谓通过平行纺捶体形成

���的机制 ���� 和 ��������
，
�����，

��
。

这些著者主张
，

单隐性基因 ��使 减 数

分裂导常
，
导致在后期 � 形成平行纺捶 体

，

因而产生了���的等价体
。

但对于 这 种 减

数分畏异常的解释以及这一性状的遗传学还

有争议 ���� � ��� ， ����� ������议� 和

������ ，
����� ��������等

，
�分���

。

因此
，

有必要考虑马铃薯产生 ��� 配 子的其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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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①联会消失突变休只通 过 ���途径

才先产生平衡的 �� 配子 � ②一 旦 产 生 了

���配子也会因其染色休不平衡 而 消 失
。

这意味着由联会消失突变体产生的平衡可育

配子构成了���配子的同型群体
。

基 于 这

点
，
如果通过适当的基因组合和选择

，

就可

获得育性适宜的联会消失突变体
，

那么
一

也就

为应用相对一致的 ��� 配子群体开创 了 新

的途径
。

为了获得可育的联会消失突变体
，

我价

对 工�
一

�� 的姊妹系进行了调查研究
，

此 外
，

对与 ��
�
了�的亲本有关的一些无性系的后 代

也做 了研究
。

本文报告部分试验结果
。

材 市卜和 方 法

宝试图建立产生���配子的无性系时
，

丈伫戈现具有我会消失特性的二倍体马铃薯

无性 只工�
一
��在其小抱子发育 的 后 期 �之

前
，

育整个染色体组进行均衡分 离 的 趋 势

�� 。 �� ��� 和 �。 ，��� � � � ， �����
。

这 仲 分

离可同�
�� ���上��关于马铃 薯

、
�����

�

���。 �� ����羚 关于无融合生殖植物 的
“
拟

同型分离
”
相比

。

一个艘得注意的特征是尽

管��
一

甘 是联会消失的
，

但却产生可育的 �。

阻子
。

��� 。 ��� 。
和�

�����三�������报道

了在 工�
一

价 的具有联会消失特征的姊妹系中

也产生可育的 �� 配子
。

从联会消失植 物 中

得到可育的 �� 配子之所以具有诱惑 力
，

就

无性系 ��
一
��〔曾被 �于��� ���和 丑�，二 � �

�� � ������命名为�
一
��」，

��
一��的两个二

倍体亲 本 无 性 系 �以������
，

� 和 ���

����
·
��和 �����韵 气之均由加拿大弗里德

里克顿的�
�

�� ����博士提供
，

其中 ��
一

��

和其双亲均被确认可产生��花粉
。

曾有报道

表明
，
��� ����

·
�和 �������

·
�均为隐

性基因�� 的纯合体
，
��� 基因可导致在 小 抱

子发生的后期 � 形成平行纺 捶 体 �� ��和

��������
，
�����

。
�������

·
�技 认 为可

产生高频率的 �� 卵��
� �� ��私人通信�

。

这些��� 系统的无性系均是在美国威 斯 康

辛 的 马 迪 逊
，

通 过 习��。 �
期

�
川

�
盯时

。
与

�
�

������翎
��
的双单倍体杂交而 未 的

。

无

性系������
·
��由��� ����� 博士提供

，

其亲

本 为 �且伙�� 火 ��� ���了
·

�
，

而 ���

����
·
�是 ��

一

甘 的亲本之一
。
��

“����也是

��基因的纯合体 ���� ��� �� 私人通信�
。

����和����年夏
，
在温室种植的材料上

做杂交
。
����年和����年对下面 �个组合的

后代进行细胞学鉴定
，
以便检查联会消失突

变体
。

这�个杂交组合是
� 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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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其反交
� ② ��� 三�肠

·
��

������
·
��� ③��� ����

·

�、 ������
·

���

④�������
·

�只 ������
·

��及其反交
。

取幼嫩花药在丙酸乙醇中固定 ��小时或

稍长一点
，

采取常规醋酸洋红压片法研究减

数分裂
。

用乳石碳酸品红时花粉样本染色
，

以估

计花粉粒的体积和着色力
。

通常每咫取一次

花粉
，
将新开的�朵花的花粉混合在一起进行

染色
。

在显傲镜分辨最清晰时随礼取��或更

多个视野 �约��。
，

、 ���个花粉位�
，

直 接 计

数大小花粉粒的频率
。

必要时
，

用目镜测微

尺测花粉粒的直径
，

当直径等于或小于�御
‘�

时则为大花粉 ��花粉� 粒
，

而大于 ��拼�

的则为大花粉��
�花粉�粒

。

大多数突变体的大小花粉频率的估算至

少要依据 �个样本
，
并求其平均债

。

结
止

采

�个亲本无性系中
，
只有��� ����

·

�的

雄配子的减数分裂是明显正常的
，

而其它无

性系均在雄配子减数分裂的中期� 观察到了

融合纺捶体发生
。

本试验所用衬料的减数分

裂的详细情况 已多有报道��
��和�

��。 �。 �� ，

����� � ��� � � � �
�

���马
� �

�������� 和

�之�� � � � � ，
于����

。

本试验对来 自 �个不同组合的 ��� 个子

代的减数分裂进行了研究
，

其目的是
� ①观

察确定联会消失突变体的侍征
，

如果有
，

就

可把植物分为突变休和正常植眯
� ②阐明突

变体中促进育性的细胞学行为
� ③确定核重

组是否受遗传控制
，
以及控制程度如何

。

一般说来
�

在前期 �不光观察到突变体

的迹向
，
这是因为全部 供试植袜在此时同源

染色体完全纪对
。

然而
，

在某些植株的双线

期和终变期可以观察到频率不同的单价体
。

而这样的植株常常表现为中期 �有较高频率

的单价体
。

以中期 �染色体配对作为标准
， �

在 ��� 个子代中有��株是突变体植株
，

表明

是单隐性遗传
，
而且全部亲本在突变性状上

均为杂合体
。

对这些突变体的前期初始阶段

的重新检查清楚地表明
，

在粗线期染色体均

正常配对
，
在终变期出现单价体

。

在这些突变

体的粗线期和双线期之间
，

与正 常 植 株 一

样
，

有一个明显的染色体分散期
。

这样的时

期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同源染色体的不配对状

态
。

基于这种情况
，
对减数分裂前期的

一

旱期

鉴定有助于避免这种误解
。

尽管中期 �有高

频案的单价体
，
但因前期 �染色体是正常配

对的
，
所以可认为这些突变体是联会消失的

的明显例子 七见�
�����������

，
�����

。

在前期 工可珊观察到正常植株与突变体

之间的明显不藏
。
应正常植株相比

，
突变体

常表现出有相对长的前期 �
。

其根据是制备

突变体前期 互协片子比正常植株相对容易一

些
。

这也郭表明正常植株的前期要比突变体

的前期更短捉
。

通过细物群的比较就能更明显地显示出

正常雄呼与突女体植株在中期 �染色体配对

上的差异
，

在正常植株里
，

二价体聚集在一起

并表现出申期�的取向
，
但在突变体中

，
大

多戮单价休均无方向性
。

以中期 �不配对作

为确切城分大多数突变的标准是有一定作用

的
。 ‘

但亩千下述两个原因
，
使其在某些情况

下还存在一些
�

困难
。

首先
，
即使有单价体

，

但在一个突变体植株中
，

不同的花或同一朵

花的不同花药
，
其表现是不一致的

。

在这种

情祝下
，
其它辅助标准

，

如中期 �缺少方向

性
，
后期 �染色体不平衡分离

，
以及相对较

高程度的不育性均可用作区分突 变 体 的 标

准
，
其次

，
还有许多情况

，
开始鉴定为突变

体
，
但后来又产生了

� 花粉
，
因而是进行了

正常的减数分裂
。

有 �个这样的植株被划为

正常植株
，
除非进一步研究可证明是另外的

原因
，
除了这几个例外情况

，

其它植株均以明

显的标准而划分为正常株和突变体植株
，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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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组合后代的频率如表 �
。

在不同的突变体中
，

中期 �染色体配对

的程度也有所不 同
。

不同突变体在期中 �二

价体联会的情况列在表 �和表 �
，

其变化幅

度为�
�

�、 �
�

�
。

表 �
�

�个杂交组合 的子代 中正常植株与联会消失突变体数�正反 交分别给 出�

杂 交 组 合 代 号 观察植株数 正常植株数 突变体数

�
�

��� ����
。
�义 ��� ����

·

� �� �� �� ��

�
�

毛��� ����
·
�� ��� ����

·

� �� �� �� ��

�
�

��� ����
·
了义 ������

，
�� �� �� �� ��

�
。

��� ����
一

�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欠 �������
·

� �� 礴� �� ��

总 数 ��� ��� ��

表 �
�

来 自双亲均产生 �
�花粉 的突变体中染 色花粉

、

大花粉

百分数 及每花粉细 胞 中二价体数

组 合 �代号 � 突变体数 观察细胞数 二价体�细胞
染色花粉
���

大花粉
���

��
。

�

��
。
�

��
。
�

��
。

�

�����������
�弓������

·

�� �������
一

� ����

��� ��

���

���

��
。
�

��
。

�

�
八��

�曰���

���

�������峨

嘴��‘朽乙�滩
�

��组

�� ��
。

�

����石���
·
�� 毛丁������

·

� ���� ���

�
丹�，�，���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自��，走�任介�八�
，‘土�生，土

��
。
�

���

���

��
�

�

日�
。
�

��
。
�

��
。
�

�
�八��八�招����

盯��了��������������

一
�

一
一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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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组 合 �代号� 突变体数 观察细胞数 二价体�细胞
染色花粉
���

大花粉
�� �

��
�

�

��
�

�

��
�

�

﹃卜��

�
﹄�少工�������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八匕八��

内口健���广�

�八“�八�，
�尸�

……
��
工��﹄户，﹄吕�扮�弓��

。
�

������

��
�

���，�
�

�么������公��

������������������功��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
�

来 自一亲本产生 � 花粉
，
另一亲本产生 �皿 花粉的突变体中

染 色和 大花粉百分数
，
每花粉细饱里二价体数

组 合 �代号� 突变体数 观察细胞数 立价体�细脑
染色花粉
���

大花粉
���

�� �
。
�

��� 万
。
名

��� �
一

含

��� 戈
，
�

��� �
。
�

�� �
�

�

��
�

�
�
�

�� �
�

�

��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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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白，自月」

��� ����
·
�火 ������

一

�� ����

�︺八���

…
�“六曰︸����

������
一

��� �������
·

�� ���� ��

�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匕�流��
二，习�口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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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压‘

甲 ����年观察的突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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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预料的那样
，
因中期 �染 色 体 不 配

对
，
在大多数突 变 体 中

，
后期 �单价体运

动异常
·

已成规则
。

这种减数分裂的异常现象

明显使第二次分裂混乱
，

这已为所观察的大

多数突变体均表现为高度雄性不育所证实
。

因此
，
在��株突变体中

，
可着色花粉粒低于

����表 �和表 ��的有��株 �����
，

其 中

低于��的有��株
。

然而
，

在 �株可育 突 变

体中
，

可着色花粉粒 均 超 过 ��� �表 � �

����， ����
，
��

，
����������� �����

，
且

大部分是代表��花粉的大花粉粒
。

有时在突

变体中也可观察到小花粉粒
。

这些小花粉粒

可能来自一些花药偶尔的正常分裂
，

或是残

存的非整倍体花粉
。

由于亲本不同
，

使这些突变体的雄配子

育性有明显差异
。

因此
，
来自双 亲 均 产 生

�� 配子的突变体就表现出高度 的 育 往 �表

��
。

反之
，

从 亲 本 之 一 不 产 生 �� 花粉
’

��������
·

�� 的组合中得到的突 变 体
，

就表现高度不育 �表 ��
。

用简单而明确的解释来说明 全 部 突 变

体的育性是不可能的
。

原因是所有突变体减

数分裂核重组的机制是不同的
，

尽管对这些

突变体核重组机制可用不同的方式来说明
，

但据目前的研究可分为两大类
，
一是着丝粒

分裂异常
， 一 是纺捶体形成异常

。

前者被称

为
“
拟同型分裂

” ，
而后者为

“
融合纺 捶 体

形成气

拟同型分裂的显著特征如下
�

单价体在

中期 �达到最大程度的收缩后
，

着丝点立即

分裂
。

这种着丝点分裂无疑是提前分离
，
也

就是发生在后期 �之前
。

在一个 典 型 例 子

中
，
正如所预料的那样

，

减数分裂以后的时

期
，
如未期 �

、

前期�和中期 � 均已省略
，

如果出现也仅局限于很少很少的细胞里
。

在

适当的片子上
，

可以观察到从前期 �到均衡

分离的后期 �的过渡阶段
。

在这种均衡分离

的后期 �之前
，
赤道区的单价体可能有相近

似的取向
，

或者没有方�句性
。

然而
，

在这样

的突变体中
，

最终可产生平衡的二分体和可

着色的��花粉粒
。

融 合纺锤体形成是中期 �异常的产物
。

在这种情况下
，

第一次分裂的各个时期以及

前期� 均可观察到
。

此外
，

在中期�仅有一

组染色体走向而不是两组
，
这就是该机制的

显著特征
。

突变体的这个特征与我们所观察

的另一些植株不同
，
而这另一些植株是来自

于染色体正常配对
，

并产生融
一

合纺捶体的亲

本
。

对此
，
早 已有过 恰 当 的 解 释 和 描 述

���� � � � � ， �，���
。

绒洛上述两种类型
，
即拟冈垫分裂和融

合纺捶体形成在一些吴变体中单独存在
，

但

在某些情况下也可同时发生
。

此外
，
在所有

突变体中
，
是否仅有这两种类型

，

或单独
，

或共同对核重组起作用还不清是
。

因此
，
要确切地将这些突变体划分为土

述两种类的哪一种
，
如可醒的话

，

还需做更

详细的细月包学观察
。

为了明确亲本无性系减数分裂核重组机

制是否受遗传控制
，

我们曾对 �个杂交后代

群体就大小花粉粒的分离进行了研究
。

在这

种情况下
，

假设大花粉粒的形成是减数分裂

核重组的结果
。

由于花粉粒大小分布是连续

的
，
所 以不飞依居所产生的花粉粒大小来明

确地划分子代
。

但是
，

可以根据产生大花粉

粒的百分数进行分类
，

见表 �
。

如果有控制

减数分裂核重组的隐往基因 �� �平行�纺 捶

位�
，
那么隐住纯合体亲本

，

如��� ����
�

�

和 ��评昭 ��
·
�之闻杂交

，

可望得到仅为隐

性表现型约子代
。

这就意味着全部子代都应

出现平行纺捶体
，
井产 尘大花粉粒

。

可是
，

在两个其亲本均为 �� 隐性纯合体 �见 材 料

和方法�杂交组合的后代中
，

却有相当数量

的杭株产主的大 店粉粒不足 了� �见表�组合

几
，
�和��

。

这些 子代植株显然不具备核重组

机制
，
而假设的��隐性纯合体分离出了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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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斗
�

� 卜余 交组合的子代�正常 � 突 变

根据植林产生 大花粉拉 的百分数

体�中产生 大花粉杜植株的数 目
，

�范 围是������迷行分组

一
一

一︺
号

各

丈
，

�
一
�

�

� �
�

�
一
�

�

� �
�

�
一
�

�

� ��
�

�
一 主‘�� ， ��

�

�
一
���

�

�

�
�

已
，

�������
·

�又 ���苏���
�

� ����

毛�����只�
·
了� 乏�������

·

� ����

���沂�三��
�

�义 �月 �呢
·
�封 气�乙 、

����招 了
�

�� 了了名���
�

�� ���

�����豹
·
�� 了�����

·
�� ����

了了蕊�。艺�

��
，
�匕�����

·

� �已�� � 王
‘

�

于套�朱
。

沦

耳“ 研究结果表明
，
要得到雄配子有一定

育 生的联会消失突交体是完全可沱的
。

某些

突变沐的育性是高变稳定的
，

可在全部季节

里用作有本 �未发表的结果 �
。

拐昌前我们得列的娜当数量的可育突变

体 �有��株育性超过�� ��及其稳定的育性

来看
，
在育种实践中

，
这些突交 华 显 然 是

尸��配子的 良好资源
。

有可靠的理出假定在联会消 失 突 变体

中
�

平衡可育的 ￡� 只能通过 ���产生
。

如

果这是真实的
，
刃苏就意味着几乎全部可育的

知配子都是���配子
，
因而也就构成 了 一

个同质群体
。

群体的同质性不仅仅是因为突

变体只发生���
，

还因为���配子
，
如 果

产生的话
，

常常伴随着联会消夫
，

导致染体

数的不平衡而失去功能
。

然而
，

在一个突变

甲 也有可育的��� 配子存在的情况
。

例 如

在部分联会消失突变体宁偶尔出现正常的后

明 �
，

这种恢夏作月可产生���
。

在这种情

况下
，
��� 和 ��� 可在同一突 变 体 中 发

生
。

但在联会消夫现象已成为规律的突变体

中
，
只产生 ��� 配 子

。

假定在一个完全 联

会消失健扮中仪产生���配子
，

还可 提 出

如下问题
�

这些���的相似或一致 程 度 如

何� 在这种突变体中如果不发生 交 又 和 交

换
，

才可期望全部配子间是一致的
。

对这些

突变体的前期 �所做的细抱观察表明
，

突变

体与正常植株在染色体纪对上没有差异
。

因

此
，
很可走在突变体中也存在交叉和交换

。

表 �
、
�中有关中胡 �染色体联会的资料 已

明确了确实有交叉戈生
，

尽管是有限的
。

因

此
，
这种突变体产生的�片只纪子间不一 定相

同
，

细胞学也没法证明扩
。 ������� ���约 提

出的关于这种 ��� 配子可将 亲 本 杂 合 性

����地传递给子代的假设
。

应该指 出
，

虽

然减少染色体配对可限制重组频率
，

但事实

上井不需要发生重组
。

在其它植物中
，
通过对

不联会及联会消失突变体的观察可清笼地看

到标记性状有很高的重组率 �可 见�
〔��� ��

和尺�
� ，

�����
。

如果这种突变体基因是简单遗传就太理

想了
，

就熟将这种联会消失及减数分裂核重

组性状转移到适宜的无注系中
。

联会消失表

现为由单隐性基因控制�表 ��
。

这与 。 。 ��� �

��了��五�������
，
��� ���� ��

和�
�������

������关于马铃薯的报道是 一 致 的
。

因

此
，

将读
�
基因转移到适宜的无性系中会很容

易的
。
从细胞学和遗传学的观点看

，
减数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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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重组的过程是复杂的
。

从细胞学上看
，

这

种复杂性的原因是所有突变体的核重组并非

只由一种减数分裂异常所致
。

例如
，
着丝粒提前减数分裂就可用不同

的方式来解释
，
即拟同型分裂��

。 �����。 �
，

������ 由于着丝点提前成熟分裂引起 的 超

前着丝粒行为 ��������
，
������ 中 期 �

延长 ��
���� ���

，
�����

。

因此
，
仅仅依 据

平行纺捶体
”
或

“
融合纺捶体

”
的形成来解

释是不能使人信服的
。

从遗传学上看
，
由�

�

这样的单基因控制减数分裂异常的假说是不

成立的 �表 ��
，
因此应当抛弃

。

然而
，
没有��基因的固定遗传并不意味

着在杂交子代中就不存在着遗传控制的减数

分裂核重组机制
。

以可产生��花粉在亲本产

生大量可育突变体 �表 ��
，

与表 �结果 相

比较就表明这两类之间存在 遗 传 差 异 �见

������� �
，
�����

。

但 是
，

这个观察结果还

需要通过大量的研究来验证
。

不论核重组的

遗传模式如何
，
通过对联会消失突变体的育

性进行不断选择就脂获得核重组率增大的基

因型
。

在小抱子发育过程影响染色体配对的联

会消失基因也可能 �从逻辑上看�影响大抱

子发育时期的染色体配对
。

事实上
，

这种情

况在植物中已有报道 �见�
��� �� 和 �� 。 ，

�����
。

然而
，

与此相反
，
��� ����和�

���
�

��� � ������曾报道在 ��
�

�� 的姊妹系中有

一个基因仅影响大抱子发育时期的染色体配

对 �即在小泡子发育过程中不起作 用 �
。

但

本研究结 果 以 及 其 它 报 道 ����� ��� 和

��� �� � � ，
����� ��� ���� � 和 ����

�

����
，
�����均表明

，

在 ��
一
��系统群中

，

小袍子发育时期也出现联会消失现象
。

尽管联会消失突变体在产生相对同型的

��� 配子群体上有一定价道
，

但也应、当 承

认
，

突变体本身也给其在育种中应用带来了

一定限制
。

首选
，
这些突变体大 多 是 不 育

的
，
正因为这个缘故

，

使这些突变体并非总

是好的亲本
。

再者
，

即便可育
，

这些突变体

仅产生��配子
，

只产生四倍体子代有用
，

而

对生产二倍体有性子代毫无用处
。

显然
，
为

了利用联会消失突变体
，

还需要做更多的研

究
。

译自 《 �以������� 》 ，
�� ������

，

����一���

王凤义

肖志敏 吕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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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质
�

干物质含量低
，

质地坚实
，

蒸煮后不变色
。

抗 病 性
�

感晚疫病
，
高抗�

� ，

对 癌

肿病免疫
。

软
，

蒸煮后不变色
。

抗 病 性
�

感晚疫病
，
高抗�

� ，
对�病

毒和癌肿病免疫
。

西 瓦 ��斤动

品种来源
� �����

� � ������ � ��位��
�

���� 又 �����
一

���

特征特性
�

茎少绿色
，

极粗状
， �
荡度分

散 � 叶大下垂
，
浅绿色 � 初生小叶大而宽

�

叶脉浅 � 花序小而少
， ·

花白色
。

块 茎 卵 圆

形
，
表皮极光 滑

，

肉 浅 黄 色 � 芽 眼 浅
。

块茎芽开始为俑状
，
后为茎状

，
浅紫红夹杂

着绿色
，

顶尖部大而松散
，
密被绒毛

。

品 质
�

干物质含量很 低
，
质 地 松

索 尔 莫 又�������

品种来源
�
�����

一
���� �����

一
��

特征特性
�

茎极少
，

粗壮绿色
，

早期呈

分散状 � 叶大下垂
，

浅绿色 ， 初生小叶卵圆

形
，
叶脉浅

�
花序茁壮但数少

，

每花序着生

花数多
，

花红紫 色� 块茎短卵圆状
，
表皮光

滑浅黄色
，

肉黄色
，

芽眼浅�

块茎芽初为桶
状

，
后为短茎状

�

紫 褐 色
， �

七部 渐 渐 变

绿
，
顶尖为紫红色

，
绒毛短而直立

。

品 质
�

于物质含量低
，

质地坚实
，

煮后不变色
。

抗 病 性
�

感晚疫病
，
高抗 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