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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 C o 印丫射线 4 00 场
、

s oo Gy
、

60 0 G y 对九江苦荞等 4 个苦荞麦品种的干种子进行辐射

处理
,

考查 M ,

株高
、

茎粗
、

一级分枝数
、

主茎节数
、

饱粒数
、

单株粒重等 6 个性状
,

并对不 同材料和不

同辐射剂量对苦荞麦 M
,

性状表现进行二 因素方差分析
,

结果表明
: 不 同品种之 间 M

,

性状差异不明显
,

但随着诱变剂量增加
,

性状表现受到影响程度加强
,

差异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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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荞 ( aT rt a叮 B u e k w h e a t ) 又名鞋但
,

属寥科

( oP l y邵n a e e a e
) 荞麦属 (aF 即 p yur n 邵 e rt h ) 双子叶植

物
,

是高山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
,

同时也是保健作

物
。

但是苦荞的产量低而不稳定
,

其原因之一是苦

荞麦育种方法多为系统育种
,

新品种生产潜力有

限
。

因此
,

采用 C 0 6。 , 射线对苦荞麦种子进行不同诱

变剂量辐射
,

从后代变异群体中选育新品种是苦荞

麦 良好的育种方法
。

本文就诱变剂量对苦荞麦 M
,

性状差异进行探讨
,

为苦荞麦育种提供参考
。

j 材料和方法

1
.

, 供试材料

九江苦荞
、

川荞 2号
、

圆子荞和威 93
一 8等苦荞

麦干种子
,

由西昌学院高原及亚热带作物研究所荞

麦研究室提供
。

1
.

2 C 。 “ “ , 射线处理

辐照在成都生物核物理研究所进行
,

辐照剂量

为 4 0 0
、

5 0 0 和 6 0 0 G y
,

剂量率为 s o R / m i n 。

1
.

3 试验方法

本试验地点在西昌学院农场进行
,

以未辐射作

对照
,

随机区组设计
,

重复四次
,

每重复含 16 个处

理
,

在各品种收获时期
,

每小区随机抽取 10 株
,

室内

考查株高
、

茎粗
、

一级分枝数
、

主茎节数
、

饱粒数
、

单

株粒重等 6 个性状
,

并对不同材料和不同辐射剂量

对苦荞麦 M 。

性状表现进行二因素方差分析
,

进行

多重比较 (表 l )
。

表 , 品种与诱变剂量之间的处理组合

品种名称 辐射剂量 ( G y )

4 0 0 5 0 0 6 0 0

川荞 2号

圆子荞

九江苦荞

威 9 3 一 8

C
一D l

C
Z
D

;

C
o D :

C 4 D -

C
,
D

Z

C
Z D Z

C
3 D Z

C
4 D Z

C
I D 3

C
Z
D

3

C
3 D 3

C
4 D 3

C
I

4D

C
Z

4D

C
3
D

`

C
4
D

4

注 : c 代表材料 ; D 代表诱变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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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分析与讨论 对苦荞麦 M
l

株高
、

茎粗
、

主茎节数
、

一级分

枝数等 6 个性状进行 F 测验
,

结果见表 2
。

品种间

表 Z C 。 “ 。 , 射线诱变苦荞麦 M
,

性状的 F 测验

株 高

1
.

2 8

9 1
.

3 2
* *

2 2
.

6 5二

3 9
.

6 9
’ .

12
.

5 9
申 .

茎 粗 主茎节数

0
.

8 7

4 2
.

4 1
. 甲

12
.

6 9二

6 6
.

5 9
中 审

10
.

7 5
. *

一级分枝数

2
.

0 0

3 3
.

9 0
’ .

5 4
.

1 8
. *

10 1
.

3 9二

4
.

6 5
巾

单株粒重

5
.

2 5

18
.

5 0
. ’

6
.

0 0二

名2
.

5 0
. 申

饱粒数

区 组

处 理

C (材料 )

D (剂量 )

C x D

3

l 5

3

3

9

0
.

2 5

16
.

7 1
’ 巾

5
.

3 1
* 申

6 8
.

5 8二

4 :
9 9

申

2
.

2 9

1 3
.

9 0
冲 .

2
.

84

6 3
.

6 0
* .

1
.

0 2

注 : *
表示差异达 5% 的显著水平

, * *
表示差异达 1% 的显著水平

。

株高
、

茎粗
、

主茎节数
、

一级分枝数
、

饱粒数
、

单株粒重的表现达 5 % 和 1% 的显著水平
。

2
.

, 不同诱变剂 t 水平对苦荞麦 M
、

性状差异的方

差分析
。

不同诱变剂量处理其株高
、

茎粗等性状的表

现有鞠向
。

在诱变剂量为 4 00 G y与对照之间于 5%

和 1% 的水平下差异不显著
,

而在 s oo G y 与对照之

间于 5 % 和 1% 的水平下差异明显
。

这表明
:
诱变

剂量为 4 0 0 G y 对苦荞 M ,

株高
、

茎粗的表现影响不

大
,

但辐射剂量为 5 0 o G y 时
,

苦荞 M
,

株高
、

茎粗

表 3 各品种在不同诱变剂最下株高
、

茎粗的平均数比较 ( S S R 测验 )

处理 株高 (
c m

差异显著性
处理 茎粗 (

c m
差异显著性

5 % 1% 5 % l %

C
I D ,

2 2
.

7 3 a A C
3 D : 2

.

6 2 a A

C
3
D

Z
2 2

.

19 a A C
3 D , 2

.

5 5 a A

C
4
D

I
2 1

.

4 9 a A B C
I D : 2

.

5 5 a A

C
Z D I 2 1

.

1 7 a A B C
Z D Z

2
.

5 5 a A

C
3 D ,

2 0
.

3 7 a b A B C C
Z
D

I 2
.

4 2 a A B

C
: D Z 1 8

.

2 9 b e B C C
4 D I

2
.

39 a A B

C
4 D : 1 7

.

6 6 e d C C
: D l 2

.

2 3 a b A B

C
, D :

17
.

5 4 e d C C
4 D : 2

.

17 a b A B

C
I D 3 15

.

2 2 d e C D C
: D 3 2

.

13 a b e A B C

C
3 D 3 13

.

7 5 e D C
3
D

3 1
.

5 9 e B C

C
Z
D

3 12
.

16 e D C
Z
D

3
t

.

3 5 e C

C
4
D

3 1 1
.

2 9 e D C
4 D 3 1

.

2 7 e C

注 : D 4

辐射剂量的 M
,

出苗后陆续死亡 (除九江苦荞外 )
,

下 同
。

的变异影响显著
。

同时在 5 % 和 1% 的水平下影响的

程度各不相同
。

(见表 3)

不同诱变剂量处理主茎节数
、

一级分枝数对苦荞

麦 M ,

的性状有影 响
。

主茎节数在 o G y 与 s oo G y
、

40 o G y 与 s oo G y 的表现差 异达 5% 的显著水平
,

而

O G y 与 4 o 0 G y 的表现差异未达 5% 的显著水平
。

各辐射剂量对主茎节数的表现差异未达 1% 的极

显著水平
。

一级分枝数在各诱变剂量影响的表

现差异未达显著或极显著水平
,

但各诱变剂量

对一级分枝数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

(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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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各品种在不同诱变剂且下主茎节数
、

一级分枝数的平均数比较( S S R测验 )

差异显著性
处理

主茎节数

( 节 )

12
.

8 7

12
.

1 0

差异显著性

5 %
处理

一级分枝数

( 个 ) 5 %1 %

AAAA BAAA BBBBC BCC BBCaaababababbccccdd 8 03 033 2 82 02 9 008 04 888 557 0气é
ù、ù 4444
,、ù内J222

J

I

BBBBBBB

AAAAAAABAABBaababccbbaaabbbab

CCC

C
Z D -

C
3 D Z

C
I D -

C
4 D -

C
3 D I

C
Z D Z

C
4 D Z

C
I
D

2

C
z D ,

C
3
D

3

C
4 D 3

C
Z D。

1 1
.

9 5

1 1
.

9 3

1 1
.

8 5

1 1
.

13

10
.

9 8

10
.

4 8

10
.

15

9
.

5 5

9
.

2 5

9
.

2 0

C
3
D

I

C
3
D

Z

C
Z D Z

C
一D Z

C
z D I

C
Z D -

C
3
D

3

C
I
D

3

C
4
D

,

C
Z
D

3

C
4
D

Z

C
4 D 3

用不同诱变剂量对苦荞种子进行处理
,

M
,

单

株饱粒数在 O G y 与 s oo G y 的剂量下差异达 5% 的显

著水平
,

未达 1% 的极显著水平 ; 在 OG y 与 4 00 G y

之间差异未达显著或极显著 ; 在 4 00 G y 与 s oo G y

之间差异较显著
。

而 M
,

单株粒重在 OG y 与 5 00 衍

之间差异达显著或极显著水平
,

在 o G y 与 4 00 G y

之间差异未达显著水平
,

而在 4 00 G y 与 s oo G y 之

间差异达显著或极显著
。

(见表 5)

表 5 各品种在不同辐射剂盘下单株饱粒数
、

粒重的平均数比较 ( S S R 测验 )

单株饱粒数 差异显著性 差异显著性

处理
(个 ) 5 % l % 处理

单株粒

重
5 % 1%

( g )

C
Z
D

I
4 4

.

6 3 a A C
I
D

:
1

.

2 0 a A

C
, D , 4 1

.

7 5 a A B C
Z D I 1

.

1 4 a b A

C
I D :

3 7
.

7 8 a b A B C
I
D

Z 1
.

1 0 a b A

C
Z D Z

3 5
.

6 5 a b A B C
Z D :

1
.

10 a b e A

C
3 D ,

3 5
.

5 5 a b A B C
3
D

:
0

.

8 9 a b e A B

C
4 D .

3 2
.

6 0 a b A B C
3
D

:
0

.

8 6 a b e A B

C
3
D

:
3 2

.

5 5 a b A B C
4 D Z

0
.

8 3 b e A B

C
4
D

Z
3 0

.

6 3 a b A B C
4
D

I
0

.

80 b e A B

C
I D 3

2 4
.

8 0 b A B C
I
D

3
0

.

6 7 e B C

C
3 D 3 12

.

2 5 e B C C
3 D 3

0
.

3 0 d C

C
Z
D

3 10
.

8 3 e C C
Z
D

3
0

.

2 9 d C

C
4 D 3

5
.

15 e C C
4
D

3
0

.

14 d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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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不同品种间苦荞麦 M
,

性状差异的方差分析
。

由表 3
、

表 4
、

表 5 可知
:
由品种不同引起株

高
、

茎粗
、

主茎节数
、

一节分枝数
、

饱粒数
、

单株

粒重 的变异都未达 5% 和 1% 的显著水平
。

这表

明
:
诱变处理对苦荞麦不同品种株高

、

茎粗等性状

的影响不明显
。

除饱粒数和单株粒重以外在剂量为

s o o G y 的条件下
,

C
,

与 e
Z 、

C
3 、

e
;

之间差异达显

著或极显著水平
。

2
.

3 讨论

本试验研究表明
:
供试材料不同苦荞麦 M

,

大

部分性状差异不明显
。

但是 由于诱变剂量不同引起

苦荞 M
,

性状差异显著
,

随着诱变剂量增大
,

各性

状长势有所减弱
。

九江苦荞在诱变剂量为 6 00 G y 下
,

幼苗能够

成活生长
,

但长势不好
,

后代结实率极低
,

成熟期

推迟
,

空粒数较多
。

其余三个品种
,

诱变剂量为

60 0 G y 时
,

M
,

植株弱小
,

茎杆变脆
,

风吹雨淋引

起断裂死亡
。

因此
,

提高诱变效果
,

应重视诱变剂

量的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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