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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单倍体马铃薯染色体加倍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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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试验研 完 了马铃薯双单倍体 �双单倍体是由四倍体栽培种花药培养产生 的�

植林加倍 的两 种方 法
。

第一种 方法
�

在��培养基内附加��� 。
，

�二���
，
而 后加入

秋 水仙素 。
·

����八
，
用 马铃薯双单倍体植株切断接种

。
经过 ��天培养

，
获得 了加

倍 的四倍体植林
，
加倍频率为��

�

��
。

第二种 方 法
�

将马铃薯双单倍体植株的茎
，

接种

在含有�
�

�一 � �����
，
茶 乙 酸。

·

���� ��’�，
�� �����的��培养基上

，
在产生愈伤

组织 后 诱导 出再生 四 倍体植袜
，
加倍频率 为��

�

��
。

前 言

双单倍体马铃薯加倍的方法
，

在国内外

均很少报道
，

一般用的方法是在 �片子叶之

间生长点上放一小棉球
，

用�
·

�、 。
·

��秋水

仙素水溶液每日滴 �次
，

每次数滴
，

连续 �

天
。
�� “ ‘工��� ���� � ������ 建议把种 子

放在消毒的培养皿内的秋水仙素—琼脂培

养基中
。

列别杰娃 ������ 把种子放在用

。
�

�� 或 。
�

了� 秋水仙素浸湿过 的 滤 纸 上

使种子发芽
，

得到了加倍的植株
。
������

������“ ’
报道将 �

·

�� 的秋水仙索溶液连续

�天滴在马铃薯幼苗 �片子叶之间的生长点

上
，

可使 �� � 的植株加倍
。
�� 、、一 ��、 ��

、

����������� ������
’ ‘ ’
在开始萌发的马 铃

薯块芽眼上 �� 、 ���� 放上棉花 球
，

用

�
�

�� 秋水仙素溶液每 日滴 �次
，

每次滴几

滴
，

连续 �夭
，

加倍频率为���
。

我们在马

铃薯上用的两种加倍方法未见报道
。

为了在

马铃薯单倍体中找到比较理想有效的加倍方

法
，

使来源于马铃薯花药培养的双单倍体加

倍成四倍体
，

利用己获得的马铃薯 胚 状 体

�双单倍体�植株进行了加倍试验
。

材 料 和 方 法

材料
�

选用继代培养 �年之久的京丰 �

号双单倍体的胚状试管苗
。

方法
� �

�

以 ��为基本培养基
，

附加

��� �
�

�����
，
另外加入�种不同浓度的秋

水仙素 �对照不加秋水仙素�
。

将京丰 �号

双单倍体胚状体试管苗切段
，

分别接种到含

有各种不同浓度秋水仙素的培养基上
。

培养

室内温度为������
。

光照为�����
� � ，

培养

��天后
，
把成 舌的植株转到不含有秋水仙素

的正常生长培养基上
，

待根长出后
，

利用根

尖检查染色体数 目
。

这 �种处理分别是
�

������ ��� �
�

������ �
�

�������

秋水仙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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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水仙素

������ ��� �
�

���八 � �
�

�����

秋水仙素

������ ��� �
�

�二 ��� � �
�

�� ���

秋水仙素

��� ��十 ��� �
�

����� � �
�

����’�

秋水仙素

������ ��� �
�

�� ���十 �
�

通��八

秋水仙素

为了查明各种处理的加倍效果
，

处理前

对马铃薯双
一

单倍体植株进行了根尖染色体数

检查
。

经过检查
，

未处理的马铃薯双单倍体

植株根尖的染色体数均为�
� 二��

� �谨
。

�
�

利用双单倍体植株的茎诱导产生愈

伤组织
，

促使染色体加倍
。

试验重复�次
。
以

��为基本培养 基
，

添 加 �
�

�
一

� �����
、

��� � �
�

�������
，
�� ����� 培 养 �� 天

后
，

诱导愈伤组织分化再生小植株
，

培养室

沮度为������
，

光照每 日���� �
� � 。

试 验 结 果

�
�

在温度
、

处理时间一致的情况下
，

以 ��为基本培养基和不同浓度的秋水仙素

相配合
�

分别处理双单倍体植株
。

加倍效果

见表 �
。

表
一

�
�

秋水仙素对双单倍体幼 苗的加倍效果

怪 色 沐 加 倍 数

方 法

、

一
二�� 、 �

一 扣 小
‘

、 细 地 玫
、 、 了。�、 ，

二
�二 、 、 �个 � ��

�

三仁 �
�

一兰圣
� �

�米 数 � 丰未 数 �

�� ���〕

�� ��

万
�

� ��

� �心�

� ��
�

� ��
。

邪别沂����������羚对��
了
��处理前�

��� ��

�

�� ��

�曰，�������

�︸”钓心」

手七水仙 找窗浓�变

���厂��

��

��

��

污�

��

丁�

�飞
�

� �� ��

� �

���

工��

从表 �看出
，

以 ��为基本培养基与 �

种不同浓度的秋水仙素相配合
，

除 。
�

���八

浓度的没有加上倍之外 �与成活株 数 少 有

关�
，
其余均有不同程度的加倍效果

，

并且

。 �

�勺 。
�

�����浓度的加倍率达到 ��
�

�� 和

��
·

��
。

尤其以 �
�

�� 浓度的加倍率最高
，

此后随着秋水仙素浓度的增加
，

加倍效果有

下降的趋势
。

�
�

供试的马铃薯双单倍体小苗
，

在进

行加倍前检查细胞染色体数 均 为 �� � �� 二

�
，

说明在 �年多的转管培养中
，

其倍性是

稳定的
。

再利用双单倍体植株的茎
，

通过诱

导产生愈伤组织
，

促使染色体加倍
〔�， 。

结果

见表 �
。

从表 �两次重复试验的结果来看
，

第一

次试验共检查��株
，

染色体 �� � �� � ��的��

株
，

占��
�

��� 非整倍体的��株
，

占��
�

���

�� � �� � ��的 �� 株
，

占 ��
�

��
。

第 二 次

试验检
一

查 ��株
，
�� � �� � ��的 �� 株

，

占

��
�

��� 非整倍体的 �株
，

占��
�

��� �� �

�� � ��的 �株
，

占 ��
�

��
，

虽然加倍率在

���左右
，

但仍看到了加倍效果
。

说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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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马铃薯花培双单倍体植林的茎诱导再生四倍体植林结果

接种茎数
方 法 观察株数

�币
、
�

产生愈伤
组织数

仔愈平均
出苗数

染 色 体 倍 数

非整倍体

�块 � �株�

��

株 数 � 株 数 � 株 数 �

������对照 �处理前 �

�厂 召户冬

�� �了�

�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调整培养基配方
，

使双单倍体幼茎再培养而

生成愈伤组织 自然加倍的频率是较高的
。

讨 论

�
�

为了使 单倍体小苗在试管培养过程

加倍
，

我们将秋水仙亥加入 �� 基本培养墓

内
，

这个方法比较简单易行
，

减少了栽培过

程中人工加倍的困难
，

加倍效果比较理想
。

我们认为
，

此法可以在马铃薯倍性研究上试

用和推广
。

�
�

此方法虽得到较理想的加倍效呆

但要考虑浓度和处理时 间
，

因为不同作物或

品种要求的浓度和时间是不词的
。

初步认为
�

在马铃薯川倍上
，

采用 �
�

�份�
�

�二�厂�秋水

仙索的浓度较为适宜
。

至于处理旧
一

间 灼 长

短
，
因为我们只做 了 功 天这一个处理

，

究

竟处理多长时间合适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
�

促使
一

单倍体植株加倍成

��� 入������

�� ������
�

���

四 倍 体 植

株
，

目的在于从中获得纯合的马铃薯品系
，

以提供具有理想遗传背景的材料
。

我们提供

的双单倍体幼茎切段
，

通过愈伤组织生成四

倍体植株
，

可能是一个有益的途径
。

此外
，

双

单倍体生活力弱
，

有性繁殖比较困难
，

而加

倍后的四倍体则克服了这些弱点 有利于对

某些经济性状进行直接或间接钩利用
。

�
�

愈伤组织中的核内有丝分裂频率较

高
，

再生植株的加倍频率亦应相 对 提 高
。

我们采用的由双单体植株的茎诱导 愈 伤 纽

织
，
再转移到分化培养基上

，

使其 形 成 植

株
，
正是有利于获得高频率的加信效果

。

但

现有的加倍效果还不够理想
，

需进 一 步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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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 了更有效地通过有性杂交选育优 良品种
，
本文对马铃薯的雄

�

性器官进行 了 系

统 的形态学观察
� �� 马铃薯花药的抱原组织 为新 月形排列

，
成熟花药药室呈 马蹄

形
。

花药壁厚薄不均
，
药室内壁与中层细胞 无 明显 区分 � 绒毡层 为腺质型

，
其来源

有二
� 夕卜侧 的来源于壁细 胞

，
内侧 的来源于 药隔组织

，
并常有二型性

。
�

�

马铃薯

花药中的造抱细胞产生 ���层时
，

进 而 变成小饱子母细胞
。
小抱子毋 细 胞 的 减

数分裂为同时型
，
四分体 多呈四 面体型排列

，
成熟花粉为 �一细胞型

。

花粉 圆 球

状
，
具 �孔沟

，

花粉较小
，

花粉量较 大
。
�

·

马铃薯花药的开裂
，
以 扎裂为主兼 部

分纵裂
。

孔 口 边缘表皮下有纤维 层状 �即具 条纹状加厚的细胞壁� 细胞
。

部分纵裂

部位有裂口 异形细胞
。

花药开裂前
，

同侧 两 药室彼此 匀通
，

有利于散粉
。

在马铃薯生产实践中
，
利用有性繁殖的

实生苗留种
，

具有摒除病毒为害
，
克服种薯 材 料 与 方 法

退化的作用
〔 ‘ ’ 。

通过杂交育种创造优良的马

铃薯品种
，
己成为主要的育种方法

。

因此
，

试验于����� ����年进行
。

在马铃薯开

掌握马铃薯雌
、

雄性器官的生长发
一

育规律是 花期间
，

选取大小不同的花蕾为材料
，

立即

十分必要的
。

放入卡尔诺 ���
��

��尸��固定液固定
，
经��

关于马铃薯雌
、

雄性器官的生长发育规 小时后
，

用���酒精换洗 �
’

次
，

再放入���

律研究资料不多
，

迄今国内尚未见 系 统 报 酒精中保存
。

道
。

作者拟将有关马铃薯性器官的发育规律 采用石蜡切片法
，

切片厚度����微米
，

进行比较系统的观察
，

为马铃薯生产及其有 蕃红
一

固绿二重滴染和 �������氏苏木精染

关科学研究提供依据
。

本文是对马铃薯雄性 色
，

中性胶封片
，
�������产 ��

一

�型

器官的研究结果
。

研究用显微镜观察并显微照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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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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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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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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