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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授粉方式对水稻手工杂交结实率的影响

梁绍英
(西昌学院 四川西昌 65 20 23 )

摘 要
:

水稻手工杂交中
,

采用 当 日授粉 1次
、

当 日 隔时授粉 2次和隔 日授粉 2次对杂交结 实率的影响差异并不 显著
。

不 同授粉方式对德预 以上 2个节位枝梗上结实率的影响差异也不显著
,

且德预 以上2个节位枚梗上的结 实数与整魂

结实无密切关 系
,

可去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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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手工杂交结实率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

如父

母本花时花期差异
、

外界环境条件
、

父本花粉量
、

母

本柱头生活力
、

手工杂交操作熟练程度等等
。

在育

种新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
,

水稻手工杂交操作技术

仍是杂交育种中选育高产优质多抗性 杂交后代的

基础和重要措施之一 (1 ’
。

提高杂交结实率是获得更

多杂交后代
、

增加遗传变异 的前提
,

如何提高手工

杂交效率仍是育种工作者探求的 目标
。

本试验旨在

研究调查不同授粉方式对水稻手工杂交结实率的

影响
,

以为手工杂交研究提供参考
。

试验选用长势 良好
、

抽穗整齐一致的母本进行

(本试验选用穗尖距剑叶叶枕 11
.

sc m的稻穗进行
,

约

占穗长的12/ )
。

选用父本盛花期稻穗 2穗进行抖粉授

粉
。

要求套袋封 口严密
,

防止虫害
。

水稻成熟后
,

按不

同处理
,

分组统计实粒数和空壳数 (表 1 )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试验材料

供试水稻品种为 SL 36 A (不育系 ) ?
、

SL 36 B (保

持系 )占
,

均由凉山州西昌农科所提供
。

1
.

2 试验设计

试验于 2 0 03 年在凉山州西昌农科所试验基地

繁
、

制种田进行
,

采用手工抖粉授粉
。

设置 3个处理
,

分别为A
:

当日授粉 1次 ;B
: 当日隔时授粉 2次 (间隔

3伍 1111 1 ) ; C
:
隔 日授粉 2次

。

9次重复
,

分别于d4 完成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不同授粉方式下水稻手工杂交结实率比较

从表2可以看出
,

水稻手工杂交采用隔 日授粉 2

次比当日隔时授粉 2次的结实率高
,

平均增加了 .0 8 4

个百分点
,

而当日隔时授粉 2次的结实率又比当日授

粉 1次的高
,

平均增加 了.5 55 个百分点
。

这主要是因

为水稻母本柱头生活力一般有 4一d6
,

在开花后 2一 d3

受粉结实率仍能达到朽% 一 5&00 t2]
,

并且母本柱头外

露时间长
,

稻穗上颖花开放有先后
,

当日隔时授粉 2

次和隔 日授粉 2次均增加了授粉 1次下未受精的颖花

受精率
,

从而引起母本结实率增加
。

但通过方差分析

表明
,

3种不同授粉方式对手工杂交结实率的影响
,

其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 (表3 )
。

表 1 不同授粉方式下水稻手工杂交结实数

处理 实粒数 (粒 ) 空壳数 (粒 )

a b a b

564741271338朽914313230301062517775339553741633647280754865086694621327375817924285557488812670678589898780525742968 92748777
弓1JI
` ..J1
LZ8848764322

,i月 .1J 1.

%1704882292992217104102148687162429530700300320006797

注 : :
表示 为整德 ;b 表 示为德颐 以上 2个节位枝梗

。

收稿 日期
: 200 3一 10 一巧

本试验得到 了凉山州农科所水稻组都章林老师的悉心指导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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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结实率 ( % )

不同授粉方式下水稻手工杂交结实率

处理 总和 ( % )平 均数 ( % )

6 3
.

4 96( )
.

8 1 1 3
,

40

A 4 8
.

8 6 6 5 2 8 52 2 3 5 0 0
.

04 5 5
.

5 6

5 9
,

88 5 5
.

7 4 5 6
.

0 5

55
.

0 8 5 9 07 6 7
.

53

B 5 5 0 5 7 8
.

1 8 6 8
.

2 8 5 4 9
.

99 6 1
.

1 1

3 9
.

4 6 7 5
.

6 5 5 1
.

6 9

5 6
.

18 6 7 05 5 8
.

1 5

C 4()
.

6 1 6 9
.

2 7 8 5
.

3 1 5 5 7
.

59 6 1
.

9 5

5 5
.

4 3 4 6
.

57 7 8
.

5 2

表3 不同授粉方式对水稻手工杂交结实率影响的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D F 5 5 M s F 0F
.

0 5 0F
.

0 1

处理间 2 8 5
.

12 4 2
.

56 0
.

8 1 3
.

4() 5
.

6 1

处理内 2 4 12 64
.

5 1 52
.

6 9

总变异 2 6 1 34 9
.

63

注 :

表2 中结 实率因有大于7以的数据
,

因此结实率数据均通过反正拭 转换后做方差分析
。

N 翻口山等 ( 19 8 8) 研究表明
,

不育 系在适宜条件

下
,

平均每朵颖花 1粒粉
,

结实率可达 67 %
,

授 2粒粉

达 88
.

&90
,

授 9粒粉以上可达 1 00 %
。

因此对不育系的

结实来讲
,

平均每朵颖花有 3一 4粒父本花粉就够 了

(3J
。

本次试验表明
,

在选用抽穗理想 的稻穗 (抽穗 1/

2一 2乃 )下
,

使用盛花期父本稻穗 2穗 的花粉量授粉

就足够了
,

且稻穗成熟度在当 日变化不大
,

母 本柱

头生活力与隔 日的差异也不显著
,

据有关研究表明

从水稻母本开花前一天到开花后一天这三天时间

内均有较正常的生活力川
。

由此可见
,

采用隔 日授粉

2次和当日隔时授粉2次对水稻手工杂交结实率均无

显著的影响
,

且这两种方法操作时间长
,

工作复杂
,

不宜采用
。

而采用当 日授粉 1次的授粉方式就能使水

稻杂交结实率达到较理想水平
。

.2 2 穗颈以上 2个节位枝梗上结实率对整穗结实率

的影响

通过对穗颈以上 2个节位枝梗结实与整穗结实

的相关关系分析表明
,

各授粉方式下稻穗穗颈以上 2

个节位枝梗的结实与整穗结实的相关 系数均不显

著
,

即整穗结实率不会因穗颈以上2个节位上枝梗的

结实率的增加而显著增加 (表 4 )
。

可以看出
,

采用不同授粉方式进行手工杂交
,

其穗颈

以上 2个节位枝梗的结实率从总体上看有所增加
,

隔

日授粉 2次比当 日隔时授粉 2次增加 了 .5 42 个百分

点
,

当日隔时授粉 2次比当 日授粉 1次增加了 1.3 26 个

百分点 (表 5 )
。

这同样是因为当日隔时授粉 2次和隔

日授粉 2次增加 了父本的花粉量
,

使第一次授粉时未

受精颖花受精
,

从而提高了结实率
。

但它们之间的增

长差异并不显著 (表 6 )
,

采用当 日隔时授粉 2次和隔

日授粉 2次
,

并未改变穗颈以上 2个节位枝梗对整穗

结实的影响不显著的结果
。

表5 不同授粉方式下穗颈以上 2个节位枝梗上结实率

处理 结实率 (% ) 总和 (% ) 平均数 (% )

3 4
.

5 7

17
.

0 2

17
.

7 8

2 0
.

29

3 8
.

8 9

5
一

97

1 4
.

2 9

2 1
.

6 7

3 0
.

〔洲)

3 .4 04

3 .6 00

6
.

2 5

1 8
一

92

6 2
.

9 6

5 3
.

8 5

3 5
一

例 )

6 1
.

3 6

9
一

4 1

8
一

2 0

17
.

5 4

4
,

65

3 5
.

7 2

23
,

5 3

2
一

5 6

13
.

4 6

67
.

8 6

5 7
.

5 8

1 47
.

3 7 1 5
.

93

26 2
.

6 9 29
.

19

3 1 1
.

5 3 3 4
.

6 1

表 6 不同授粉方式对穗颈以上

2个节位枝梗上结实率影响的方差分析

表4

处理

称颈以上 2个节位枝梗结实与整穗结实的相关关系 变异来源 D F ss F 0
.

0 5

-3 4D

印
.

0 1

5
一

6 1

A

B

r0
.

0 5

0
.

66 6

0
.

6 6 6

0
.

6 6 6

M s

2 0 9三

> 0
.

0 5

> 0
.

0 5

> O刃5

处理间

处理内

总变异

2 4

2 6

4 18 5 8

28 9 6
一

7 9

3 3 15
.

37

12 0
.

7 0

注
:

表5 中结 实率因有 小 于30 % 的 数据
,

因此 结 实率均通过反正

弦转换后做 方差分析
。

661421欣.0住

通过对穗颈以上 2个节位枝梗上结实率的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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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颖花开放的顺序为枝梗 由上 向下开
,

枝梗

内颖花最先端的一朵先开
,

其次是枝梗基部的颖花

开放
,

再从基部依次向上开放川
。

穗颈以上 2个节位

枝梗上的颖花在整穗中开花最迟
,

选取做手工杂交

的母本稻穗基部还 比较幼嫩
,

尚未成熟
,

并且 由于

套袋后空间狭窄
,

抖动父本花粉时上部枝梗的阻挡

还会造成空间上的浪费
,

不利于母本柱头接受花

粉
,

降低了受精结实的机率
,

因此其结实率低
,

对整

穗结实无显著影响
。

由此可见
,

在手工杂交中穗颈 以上 2个节位枝梗

的有无
,

对整穗结实率均无显著的影响
,

并且还会

因此影响稻穗上部籽粒结实的灌浆充实度
。

有关资

料分析表明
,

水稻的一些充实度不好的颖果有两种

特征
: 一是胚发育正常

,

边缘胚乳细胞中淀粉多
,

直

径大
,

但中部胚乳细胞中无淀粉 ;二是胚发育缓慢

充实度差
,

以至发育成球形或椭圆形
。

如果稻穗下

部颖果属于这种情况
,

便会导致减产
。

因为这些胚

乳细胞消耗营养物质来维持生命活动
,

这些颖果不

但本身不能充实
,

反而与其他颖果争夺 营养
,

致使

其他颖果充实不饱满即
。

因此
,

在水稻手工杂交时
,

将穗颈以上2个节位枝梗剪除
,

既可将营养集中在穗

上部的颖果中
,

使杂交籽粒更充实饱满
,

节省劳力
,

减少工时
。

差异不显著
,

即在隔 日授粉 2次和当日隔时授粉2次

下手工杂交结实率的增长幅度不明显
。

从试验结果

还可看出
,

采用当日授粉 1次
,

穗颈以上2个节位枝梗

上结实对整穗结实没有密切关系
,

不同的授粉方式

下穗颈以上2个节位枝梗上结实率差异也不显著
。

综上所述
,

水稻手工杂交在保证外界条件为优

越的晴天
,

有适宜的温度和湿度时
,

父母本开花正

常
,

有充足的花粉下
,

采用当日授粉 1次即可
,

且选取

盛花期父本稻穗 2穗就能提供足够的花粉量
。

本试验

选用的母本稻穗其抽出的穗长约为整穗穗长的 12/
,

若选用抽穗更长的一些稻穗其成熟度更好
,

手工杂

交结实率将会更高
。

但若遇阴天温度较低时
,

父母本

开花推迟
,

花粉量少 阎
,

就可采用2次授粉的方式
,

这

样增加 了父本花粉量便能保证手工杂交结实率高
。

就当日隔时授粉 2次和隔 日授粉 2次比较看
,

隔日授

粉 2次比当日隔时授粉 2次增加的结实率仅 .0 84 个百

分点
,

未达显著水平
,

且隔 日后受天气等不定因素影

响更大
,

因此宜采用当 日隔时授粉 2次
。

由于不育系

具有穗颈短
、

包颈的特点
`2〕

,

稻穗基部颖花成熟度

低
,

在整穗剪颖过程中
,

去除母本稻穗穗颈以上 2个

节位的枝梗对整穗结实率的减少影响不显著
,

这样

籽粒更充实饱满
,

又保证了水稻杂交后代的质量
,

为

培育健壮的杂交后代打下坚实的基础
。

3 讨论
水稻手工杂交中父母本花时相遇是提高杂交

结实率的重要条件
。

由于水稻母本柱头生活力持续

时间长
,

在保证父本盛花期条件下
,

当 日隔时授粉 2

次比当日授粉 1次增加了父本花粉量
,

隔 日授粉2次

又比当日隔时授粉 2次增加了母本颖花成熟度
。

但通

过试验表明
,

3种不同授粉方式下
,

水稻杂交结实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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