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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青年农业科学学术年报(1999)》内容简介：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青年是中国现代化事业
的接班人，必将肩负着一系列光荣的历史重任。
中国农学会定期举办的青年农业科学学术年会，旨在检阅我国青年农业科技工作者的科研成果、学术
水平和创新能力，发现和培养跨世纪的优秀青年科技人才，选拔和造就一批学科和技术带头人，树立
青年科技工作者良好的科学道德风尚，激励他们锐意进取，献身农业，服务社会。
同时，给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成长提供一个学术交流的大舞台，加强青年科技工作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和
切磋，博采众长，奋力拼搏，为促进科技进步，推动学科发展，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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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近年来各国已将通过选育具有无融合生殖特性的农作物品种，进而固定其杂种优势和
挖掘其增产潜力作为又一次绿色革命的突破口而给予高度重视，正加紧在主要农作物中开展无融合生
殖研究，以致于无融合生殖已经成为生物学科的新生长点。
我国自从70年代末开始水稻无融生殖研究，试图在二倍体水稻中寻找、诱导和转移无融合生殖基因，
但迄今还没有筛选到具有实用价值的无融合生殖种质。
根据禾本科植物中无融合生殖种质的特点，即在遗传上无融合生殖物种具有染色体组的多倍性和基因
型的杂合性，今后在寻找、诱变和创造水稻无融合生殖种质时应在具有多倍性和杂合性的群体中展开
探索，深入研究多倍体水稻的生殖特性，利用各种技术措施创造出遗传基础复杂的多倍体水稻。
根据目前的知识水平，在水稻无融合生殖育种中可以采用4种方法，即种质寻找法、种质诱变法、杂
交转育法和生物技术法，其关键技术就是要在多倍性水平开展探索性研究。
3.1 种质寻找法由于许多水稻育种家对禾本科无融合生殖的特征特性不是很熟悉，在水稻育种中现行的
育种方法很容易使育种家忽视了可能是无融合生殖种质的某些材料所具有的育种价值。
当发现在杂交后代群体中不存在着分离现象，农艺性状表现为整齐一致或表现为母性遗传时，育种家
很可能将其视为自交后代而给予淘汰。
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对多倍体水稻的生殖特性知之甚少。
根据本人近年来对部分同源三倍体水稻和同源四倍体水稻所作的胚胎学研究结果，与相应的二倍体水
稻相比，它们的生殖特性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有性生殖能力明显降低。
因此，在采用种质寻找法筛选水稻无融合生殖种质时，首先要将稻种资源中具有特殊生殖性状、遗传
基础具有异质性的二倍体水稻诱导为多倍体，然后，根据禾本科植物中无融合生殖种质的特点对其进
行鉴别和筛选则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
3.2 种质诱变法种质诱变法就是采用特定的诱变剂对多倍体水稻进行诱变处理，试图引起与生殖特性有
关的遗传物质发生变异，进而从其后代群体中筛选出无融合生殖种质。
根据对禾本科植物中无融合生殖种质的研究结果，其祖先种都通过有性生殖繁衍后代，然而，在祖先
种群体内通过基因突变就有可能产生出一些具有特殊生殖特性的个体，由此有可能形成无融合生殖物
种。
已经知道，在自然界的有性生殖群体内有可能会发生无融合生殖方式的突变，而通过人工诱变方式也
有可能在某些有性生殖群体内诱发出无融合生殖突变体。
3.3 杂交转育法杂交转育法就是指以多倍体水稻为受体，通过远缘的有性杂交将无融合生殖种质中所携
带的无融合生殖基因转移到受体中，进而培育出水稻无融合生殖种质。
迄今为止，在稻属内尚未发现具有实用价值的无融合生殖种质。
然而，在与稻属的亲缘关系比较近的李氏禾属的15个多倍体物种中已经发现了无融合生殖种质。
通过稻属内多倍体水稻与李氏禾属内无融合生殖物种相互杂交，有可能从其后代群体中筛选到无融合
生殖材料。
本人通过改进杂交技术，以同源四倍体水稻为杂交母本与李氏禾属中的假稻杂交，已经获得了杂交后
的实粒种子，由此可望获得水稻新种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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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青年农业科学学术年报(1999)》是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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