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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敏核不育水稻6789:;育性对温<光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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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D以新型光温敏核不育?j&*3,2jM/L/ILMP5U/QPSQVLVkPWPSVOU40PQLP5V0PC水稻 W/G@",为材料2通过

自然生态条件下和人工温<光处理条件下的育性观察2对其育性转换与温度和光周期的关系进行了研究H
结果表明DW/G@",育性主要受温度控制2表现为低温条件下不育<高温条件下可育2育性转换的不育临界温

度值为 !ExGy2对温度敏感的部位是幼穗2敏感时期为花粉母细胞形成至减数分裂期2对应的剑叶叶枕距

变 化范围为z=!x!J {#xFOUB育性敏感期在人工恒温 !Ax#y条件下2无论长日?=@J=|MC或短日?=#J

=!MC处理均表现不育2其不育性不受光周期影响2在人工恒温 "=xGy条件下2无论长日还是短日处理均表

现可育2但短日可明显提高其可育性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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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水稻两用核不育系对光温条件反应的不同5将水稻两用核不育系分为两个基本类型5即光敏型和

温敏型]Î5目前生产应用中所选育成功的粳型核不育系大多属光敏型5籼型核不育系大多属温敏型]>̂_在

籼 型温敏核不育材料中5除高温不育6低温可育的类型4如安农 HEI6衡农 HEI6培矮 LGH等%外5还有高温可

育6低温不育的类型5如湖南衡阳农科所选育的 ‘EI0H6‘EI9H等5但这类材料由于不育临界温度较低4>:@
左右%5不育的温度区间小5不育性不稳定5其应用价值不大]9̂_.3:G9H是近年来衡阳市农科所阳华秋选育

成功的一个不育临界温度高6不育性稳定的新型核不育系]Ĝ_本试验即以 .3:G9H为材料5通过在自然生态

条件下栽培观察和人工气候处理5研究其育性变化与温度和光周期的关系5为生产应用提供科学依据_

a 材料与方法

a;a 供试材料

.3:G9H籼型不育系5种子由湖南衡阳市农科所阳华秋提供_

a;b 试验方法

a;b;a 自然光温条件下的育性观测 >00I年在长沙4><cI>d‘5海拔 G:2%5对 .3:G9H采取分期播种5播期

自 G月 >0日至 e月 I0日5每 I0/播 I期5每期 90株5栽入本校网室稻田中5常规肥水管理_定期镜检确定

幼穗和花粉发育时期5开花期每日镜检花粉育性5在可育期逐日挂牌注明各穗抽穗日期并套袋5考查自交

结实率_用湖南省气象局提供的温度自记仪记录每天 >G,网室中的自然温度变化5然后统计每天的昼温6
夜温和日均温_

a;b;b 人工光温处理 4I%确定育性敏感时期的光温设计 生物人工气候箱内进行的可育温度处理为光

期温度 99;0@5暗期温度 90;0@5光照时间 I:,5光照强度 90000+NW生物人工气候箱内进行的不育温度处

理 为光期温度 ><;0@5暗期温度 >:;0@5光照时间 I>,5光照强度 90000+N_分别在颖花原基分化期处理 9/5
雌雄蕊形成期处理 9/5颖花原基分化至雌雄蕊形成期处理 e/5花粉母细胞形成期处理 9/5减数分裂期分别

处理 I6>69/5花粉母细胞形成至减数分裂期处理 L/5单核花粉期处理 L/_

4>%确定临界不育温度的光温设计 生 物 人 工 气 候 箱 内 温 度 设 置 分 别 为 >?@690@两 种 恒 温 处 理 和

9I@4光期%=><@4暗期%69>@=>?@两种变温处理5光照时间为 I0,与 IG,5光照强度 90000+N5在育性敏感

期连续处理 :/_

49%光长对育性影响的光温设计 生物人工气候箱内温度设置分别为 ><@69I;:@两种恒温5光照时

间分别为 I0,或 I>,短日与 IG,或 IL,长日5光照强度 90000+N5在育性敏感期连续处理 L/_

4G%确定温敏感部位的设计 将处于育性敏感期的不 育 系 材 料 置 于 控 温 冷 水 池 内5水 温 设 置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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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夜间"&自然光照条件&淹水深度分别为 ’(’)*!冷水淹没泥面&使根感受水温"和 $’)*!冷水

淹没根+茎和幼穗&叶片处于自然高气温条件下"&连续处理 ,-.
以上每个处理设 /盆重复&每盆 0株&镜检幼穗发育时期&并在处理前后分穗挂牌标记叶枕距变化!即

剑叶叶枕与倒 $叶叶枕之间的距离变化&下同"&处理完毕后移回网室自然条件下抽穗&镜检花粉育性和套

袋考查自交结实率&并以自然栽培条件下相同发育时期的材料作为对照.

1 结果与分析

1(2 3405/6在自然气候条件下的育性变化规律

$’’7年在长沙自然条件下&各分期播种的 3405/6于抽穗期为 8月 7$日至 7’月 $’日!每天均有穗抽

出"&育性观察结果表明98月 7$日至 :月 7日表现为稳定不育!表 7"&平均花粉可染率为 ’(8;!’(’;<

5(7;"&自交结实率为零=:月 $日至 >月 5日育性呈现可育?不育?可育?不育?可育的波动变化&不育

时段花药枯瘦干瘪&不开裂散粉&镜检花粉量少&无自交结实&可育时段花药饱满&裂药散粉并自交结实=>
月 0日以后又转为稳定不育&镜检以无花粉型败育为主&花粉可染率为 ’(5;!’(’;</($;"&自交结实率

为零.
表 2 @ABCDE在自然条件下的育性表现!$’’7年&长沙"

FGHIJ7 KJLMNINMOAP@A05/EQRSJLRGMQLGITARSNMNAR!$’’7&UVWX3YVW"

日期

ZW[\

日平均温度!%"
ZW]̂_*\WX[\*‘\aW[ba\

变化范围 平均

cWX3\ d\WX

光照长度e!V"
ZW_f̂\X3[V

镜检花粉

日期!月#日"
ZW[\4g)V\)h]X3

‘4̂\̂X

育性

i\a[]̂][_

花粉可染率!;"
Z_\Wĵ\‘4̂\̂X

套袋自交结实率!;"
kW33\-Y\\-Y\[

,#$$<8#5 $5(/</’(/ $8(5 75(/<75(7 8#7$<8#7: ’(:!’(’</(," ’(’
8#0 l $>(7 75(7 8#7> 7(: ’(’
8#, l /’(/ 75(’ 8#$’ 5(7 ’(’
8#8 l $:(: 75(7 8#$7 $($ ’(’
8#: l $>(5 75(’ 8#$$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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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8 /$(0 7/(8<7/(0 :#78<:#$7 ,/(7!$$(,<:7(0" /:(7
:#:<:#78 $7(0<$>(, $,(5 7/(0<7/(5 :#$$<>#7 ’(>!’(’< ’(:" ’(’
:#7:<:#$7 /’(’</’(, /’(/ 7/(5<7/(/ >#$< >#5 7,(,!>(0<$,(0" 5($
:#$$<>#/ $/(><$8(’ $0(: 7/(/<7$(: >#0<>#78 ’(7!’(’<’(," ’(’
>#5 l $:(/ 7$(: >#7: 7(/ ’(’
>#0 l /’(7 7$(8 >#7> /($ ’(’
>#, l $>($ 7$(8 >#$’ $(0 ’(’

>#8<7’#$ $7(7<$>(: $0(0 7$(8<7$(7 >#$7<7’#$’ ’(7!’(’<7(/" ’(’

e光照长度指每天日照强度m0’ n̂的光照时间 ZW_f̂\X3[V*\WXY[V\]̂3V[[]*\‘\a-W_o][V[V\]̂3V[]X-\XY][_4g

0’n̂4a*4a\

对田间气温和光照长度记录结果进行分析表明93405/6在高 温 可 育 期 遇 连 续 /-!8月 /7日<:月 $
日"自然日均温 $8(,%!$5(8<$>(5%"&则导致 75-后连续 5-!:月 7/日<78日"所抽的穗表现为不育&花

粉可染率为 7(:;!’(’;<5($;"&自 交 结 实 率 为 零=遇 连 续 7’-!:月 :日<78日"自 然 日 均 温 $,(5%

!$7(0<$>(,%"&同样导致 75-后连续 77-!:月 $$日<>月 7日"所抽的穗表现为不育.3405/6在不育阶

段 遇连续 5-!8月 0日<:日"自然长日!光长 75(7<75(’V"和日均气温 $>(5%!$:(:</’(/%"或连续 /-

!>月 5日<,日"自然短日!光长 7$(:<7$(8V"和日均气温 $>($%!$:(/</’(7%"&75-后虽然花粉量明

显增加&花粉可染率分别为 5(7;和 /($;&但无花药开裂散粉&结实自交率为零&说明其育性 转 换 的 不 育

临界温度在 $>(5%以上&且不育性不受光周期的控制=遇 7-/’(/%!8月 ,日"或 /’(7%!>月 0日"的高温

0,5/期 吴厚雄等9低温敏核不育水稻 3405/6育性对温+光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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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能使其不育性出现逆转!遇连续 "#$%月 &%日’(&日)自然日均温 *+,*-$*+,+’*+,.-)!则 &/#后连

续 "#$0月 (日’/日)所抽的穗转为部分可育!花药裂散率为 (1,&2!花粉可染率为 &.,.2!自交结实率

为 ",(2!说 明 *+,*-是 引 起 其 育 性 波 动 的 温 度3遇 连 续 &&#$1月 &0日’*+日)自 然 长 日$光 长 &*,0’

&*,%4)日均气温 *(,0-$*&,.’**,.-)!则 &"#后连续 &&#$%月 (日’&(日)所 抽 的 穗 育 性 恢 复 趋 于 正

常!花药裂散率为 0",/2!花粉可染率为 1%,/2!自交结实率为 /.,/2!说明 *(,0-左右是繁殖该不育系

的适宜温度!并且其可育性也不受光周期决定5以上育性观察结果表明!67/"*8的育性转换主要受温度的

调控而不决定于光周期!表现为高温条件下可育9低温条件下不育3抽穗前 &"’&/#是其育性对低温和高

温的敏感时期!较阳华秋的观察结果早 (’*#:";!镜检幼穗!此时为花粉母细胞形成至减数分裂期3育性转

换的不育临界温度在 (0,"’*+,*-之间5

<,< 67/"*8育性对温度的敏感时期

表 < =>?@AB不 同 幼 穗 发 育 时 期 育 性 对 低 温$(%,+C(/,+-)
敏感性比较

DEFGH< I>JKELMN>O>PQRHNHONMQMSMQT>OPHLQMGMQT>P=>?@AB

Q>G>UQHJKHLEQVLH$(%,+C(/,+-)MOWMPPHLHOQNQE=HN>PT>VO=

KEOMXGHWHSHG>KJHOQ

处理时期

YZ[\][# ]̂\6[

处理天

数$#)
_\‘̂ 7a
]Z[\]b[c]

叶枕距

变化$db)
e4\c6[fc
g7f̂f]f7c
7ah[\a
dî4f7ĉ

花粉可

染率$2)
_‘[\jh[
g7hh[c

套袋自

交结实

率$2)
k\66[#
[̂[# [̂]

对照l m m 10,. "0,*
颖花原基分化期n * m %&,/ "%,"
雌雄蕊形成期o * m 1",% "*,%
花粉母细胞形成期p * q&(,(’ q1,1(.,% &+,&
减数分裂期r & q/,%’ q","/.,* *",&
减数分裂期 ( q.,&’ q(,%&%,* .,0
减数分裂期 * q.,.’ q(,+ +,% +,+
单核花粉期s . t&,.’ t/,*.*,% *%,(
颖 花 原 基 分 化 至 雌

雄蕊形成期u 1 m .%,% "+,(

花 粉 母 细 胞 形 成 期

至减数分裂期v . q&&,(’ q(," +,+ +,+

le7c]Z7h$c\]iZ\h#\fh‘b[\c][bg[Z]iZ[*(,0-)nwZfx

b7Z#f\ah7̂dih[ o8]\b[c\c#gf̂]fh pw7hh[cb7]4[Zd[hh

ry[f7̂f̂ s y7c7z\Z‘7cg7hh[c u{Z7b ah7̂dih[]7

g7hh[cb7]4[Zd[hh v{Z7bg7hh[cb7]4[Zd[hh]7b[f7̂f̂

<,<,| 不 同 幼 穗 发 育 时 期 育 性 对 低 温 敏 感 性 比 较 在 长 日 高 温 可 育 条 件 下!对 不 同 幼 穗 发 育 时 期 的

67/"*8进行短日$&(4)9低温$(%,+C(/,+-)处理!结果表明}67/"*8在颖花原基分化至雌雄蕊分化期经过

*#或 1#低温处理!花粉育性和自交结实率与自然对照无显著差异$表 ()!花粉母细胞形成期经过 *#以上

低温处理!花粉育性和结实率较对照有显著下降3减数分裂期经 &#低温处理则 &"#后所抽的穗有部分颖

花闭药不散粉!自交结实率相应下降!经 (#低温花粉育性和结实率分别降低到 &%,*2和 .,02!经 *#以

上低温则导致则 &"#后连续 "#所抽的穗转为不育!花粉可染率为 +,%2!自交结实率为零3在单核花粉期

进行了 .#低温处理!其花粉可染率和自交结实率分别为 .*,%2和 *%,(2!与对照比较差异并不明显5这说

明低温可以诱导 67/"*8不育性的充分表达!与安农 8x&9衡农 8x&9w~."8等高温导致不育的育性 正 好 相

反3低温诱导不育的作用时期是花粉母细胞形成至减数分裂期!减数分裂期对低温反应最为敏感!与自然

气候条件下的育性观察结果一致567/"*8育性对

温 度 的 敏 感 时 期 较 短$安 农 8x&等 高 温 导 致 不 育

的育性敏感期为花粉母细胞形成至单核花粉发育

早 期:/;)!但 在 育 性 敏 感 期 内 对 低 温 的 敏 感 程 度

高!*#左右短期低温即造成结实率的明显变化!这

种敏感性对于不育系的繁殖是不利的5

<,<,< 不 同 幼 穗 发 育 时 期 育 性 对 高 温 敏 感 性 比

较 在 较 低 气 温 不 育 期 内!对 不 同 幼 穗 发 育 时 期

的 67/"*8进行长日$&/4)9高温$**,+C*+,+-)处

理!结果表明}在颖花原基分化和雌雄蕊形成期以

及单核花粉期经过 *#或 .#处理!均表现不育!自

交 结实率为零$表 *)3花 粉 母 细 胞 形 成 期 经 *#以

上 高 温 处 理!则 &.#后 花 粉 数 量 和 可 染 率 明 显 增

加!自交结实率为 .,*2!在减数分裂期经过 &#处

理 虽 不 能 使 育 性 出 现 恢 复!但 镜 检 花 粉 量 增 加 明

显!花粉可染率为 *,%2!经过 (#处理则在 &"#后

出现连续 (#部分颖花裂药散粉!并出现 &+,*2的

自 交 结 实!经 过 *#处 理 则 在 &"#后 出 现 连 续 *#
大 量 颖 花 裂 药 散 粉!花 粉 可 染 率 和 自 交 结 实 率 分

别为 "*,(2和 ((,*23在花粉母细胞形 成 至 减 数

分裂期经过 .#处理则 &.#后出现连续 /#绝大部

分颖花裂药散粉!育性恢复趋于正常!花粉可染率

和 自交结实率分 别 高 达 .%,/2和 "*,.25因 此!

67/"*8育性对高温的敏感时期与对低温的敏感时

.." 生 态 学 报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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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相同!即花粉母细胞形成至减数分裂期!也与自然气候条件下的育性观察结果一致"其育性变化对高温

也很敏感!这对杂交制种是不利的!故在考虑制种基地时!要选择海拔较高#日均温较低且教稳定的地区$
表 % &’()%*不同幼穗发 育 时 期 育 性 对 低 温+,,-./,.-.01
敏感性比较

23456% 7’893:;<’=’>?@6<6=<;?;A;?B’=>6:?;5;?B’>&’()%*

?’5’C?6896:3?D:6+,,-./,.-.01;=E;>>6:6=?<?3&6<’>B’D=&

93=;F56E6A65’986=?

处理时期

GHIJKILMKJNI

处理天

数+L1
OJPMQR
KHIJKSITK

叶枕距

变化+US1
VWJTNIXT
YQXMXKXQT
QRZIJR
U[MWXQTM

花粉可

染率+\1
OPIJ]ZI
YQZZIT

套袋自

交结实

率+\1
ĴNNIL
MIILMIK

对照_ ‘ ‘ .-a .-.
颖花原基分化期b , ‘ .-c .-.
雌雄蕊形成期d , ‘ .-e .-.
花粉母细胞形成期f , gha-,igj-,cc-k k-,
减数分裂期l h ga-migc-, ,-m .-.
减数分裂期 c gn-mig.-k cm-k h.-,
减数分裂期 , gkomi p.-,a,-c cc-,
单核花粉期q k pc-.i pk-k c-, .-.
颖 花 原 基 分 化 至 雌

雄蕊形成期r k ‘ c-m .-.

花 粉 母 细 胞 形 成 期

至减数分裂期s k ghc-cip.-jkm-n a,-k

_VQTKHQZ+TJK[HJZLJXZPSIJTKISYIHK[HI,coe01 b

tHXSQHLXJRZQMU[ZI duKJSITJTLYXMKXZ ftQZZITSQKWIH

UIZZ lvIXQMXM qvQTQwJHPQTYQZZIT rxHQSRZQMU[ZIKQ

YQZZITSQKWIHUIZZ sxHQSYQZZITSQKWIHUIZZKQSIXQMXM

yo% 温度处理植株不同部位对 NQna,u育性的影

响

光 敏 不 育 水 稻 感 受 日 长 的 部 位 是 叶 片!其 光

受 体 为 光 敏 色 素!通 过 光 敏 色 素 来 调 控 育 性 变

化zk{$安农 u|h#培矮 kau等高温导致不育的温敏

不育系!幼穗是其感温敏感部位zj{$在高温时期+j
月 c.日icn日1将 处 于 育 性 敏 感 期 的 NQna,u淹

冷水+cno./cco.01.US处理根部!结果表现为可

育!花 粉 可 染 率 和 自 交 结 实 率 与 对 照 无 明 显 差 异

+表 a1!而 将 植 株 淹 冷 水 c.US!使 根 部#茎 和 幼 穗

感受水温!叶片处于自然高温条件下!则表现为不

育!自交结实率为零$该试验结果说明!NQna,u对

温 度 敏 感 的 部 位 是 幼 穗!与 培 矮 kau等 高 温 敏 不

育 水 稻 对 温 度 敏 感 的 部 位 一 样zj{!只 是 不 育 性 的

表达所要求的温度相反$

表 ) 冷水+cno./cco.01处理深度对 &’()%*育性的影响

23456) 2@66>>6F?’>E69?@’>;::;&3?;=&F’5EC3?6:+cno./

cco.01’=?@6>6:?;5;?B’>&’()%*

处理温度+01
GISYIHJK[HI
QRKHIJKSITK

淹水深

度+US1
OIYKWQR
XHHXNJKXQT

花粉可染

率+\1
OPIJ]ZI
YQZZIT

套袋自交

结实率+\1
ĴNNIL
MIILMIK

对照+,nom/ceoc1_ ‘ m,om k.oc
c,on+cno./cco.1 .o. jmon njok
c,on+cno./cco.1 c.o. .ok .o.

_ VQTKHQZ+TJK[HJZLJXZPKISYIHJK[HI,nom0/ceoc01

yo) NQna,u育性转换的临界不育温度

通 过 对 自 然 栽 培 条 件 下 NQna,u育 性 变 化 与

温度的关系分析得到其育性转换的临界不育温度

在 ceoai,.o,0之 间!在 设 计 的 人 工 气 候 箱 不 同

温度处理结 果 表 明}无 论 光 照 长 度 为 h.W或 haW!
经 过 ce0恒 温 或 ceon0+,h/cm01变 温 处 理!均

表现为不育!花粉数量少!花粉败育度达 emok\以

上!自 交 结 实 率 为 零+表 n1"经 过 ,.0恒 温 或

,.on0+,co./ceo.01变 温 处 理!则 表 现 为 可 育!
出现部分可育花粉并自交结实$因此 ceon0是其育性转换的临界不育温度!且日长对临界温度没有明显影

响$
至于该不育系是否存在着临界温度的遗传漂移zmih.{现象!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证实!但从试验结果来

看!经过相同高温处理的不同单株之间花粉可染率和自交结实率存在着较大差异!如经过 ,.o.0恒温处理

的 h,株中有 c株表现为不育!自交结实率为零+表 k1!经过 ,.on0+,co./ceo.01变温处理各单株自交结

实率+,oa\ihkoj\1差别明显$这表明各单株之间临界温度存在着差异!是今后生产和研究中值得重视

的$

yo( 光周期对 NQna,u育性的影响

在 cm0恒温的条件下!NQna,u经 h.ihkW的

光 照 处 理 均 表 现 为 花 粉 量 少 且 可 染 率 无 明 显 差

异!自交结实率为零+表 j1!可见 NQna,u的不育性

受 温 度 控 制 而 不 受 光 周 期 的 影 响!属 典 型 的 温 敏

核不育系"但在 ,hon0的高温可育条件下!经 h.W
和 hcW短日处理的花粉可染率和自交结实率较经

hkW长日处理的花粉可染 率 和 自 交 结 实 率 差 异 极

显著+~!moamnihao,ak!L"!hm!#$.o.n!双 尾

独立样本 ~|检验1!经 haW处理也较经 hkW长日处

jka,期 吴厚雄等}低温敏核不育水稻 NQna,u育性对温#光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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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自交结实率提高显著!"#$%&’$()*#+,(-./%/01(这说明光周期对 230’45的可育性有一定影响6
表 7 897:;<育性转换的临界温度鉴定

=>?@A7 B?CADE>FG9H9IFJAKDGFGK>@FALMAD>FNDA9HFJA

IADFG@GFO>@FADH>FG9H9I897:;<

处理温度!P1
QRSTRUVWXUR
3YWURVWSRZW

光长![1
\]2[Ŵ
_RZ2W[

可染花粉

率!‘1
abRVc_R
T3__RZ

套袋自交结

实率!‘1
dV22R)
eRR)eRW

对照 +!40%,f$g%$1h +4%g ,4%, &/%$
$g%/ +/ /%& /%/
$g%0!4+%/f$,%/1 +/ +%$ /%/
4/%/ +/ 4$%0 +&%,
4/%0!4$%/f$g%/1 +/ 4,%i $/%$
对照 $!4/%,f$4%i1j +’%/ /%4 /%/
$g%/ +’ /%, /%/
$g%0!4+%/f$,%/1 +’ +%’ /%/
4/%/ +’ +,%i &%$
4/%0!4$%/f$g%/1 +’ $4%’ g%’

hk3ZWU3_+!ZVWXUV_)V]_bWRSTRUVWXUR40%,Pf$g%$P1

jk3ZWU3_$!ZVWXUV_)V]_bWRSTRUVWXUR4/%,Pf$4%iP1

; 讨论

;%l 关于水稻温敏核不育系的分类与命名

在 温 敏 核 不 育 的 选 育 和 应 用 中(不 仅 存 在 着

高 温 不 育m低 温 可 育 的 类 型(也 有 如 230’45mn̂
+/5mn̂+45等高温可育m低温不育的类型(说明 温

敏核不育材料存在多样性6目前温敏不育系在光

温 生 态 学 上 的 分 类 和 命 名 尚 不 统 一(李 训 贞 等 曾

建议将高温诱导不育而低温可育的材料称之为热

敏!Q[RUS3̂eRZe]W]oR1类 型 或 高 温 敏 型(而 由 低 温

导 致 不 育 而 高 温 可 育 的 材 料 称 之 为 冷 敏!k33_̂

eRZe]W]oR1类 型 或 低 温 敏 类 型p4q(周 庭 波p++qm高

勇p+$q等 分 别 称 之 为 正 向 温 敏 型 !W[RT3e]W]oR

rQst51和 反 向 温 敏 型!W[RZR2VW]oRrQst51u
杨 花 秋p’qm李 继 开p+4q等 将 低 温 诱 导 不 育 而 高 温 可

育 的 材 料 称 之 为 低 温 不 育 型(陈 立 云 称 之 为 低 温

敏型p+’q6还有人将临界温度低的高温诱导不育的

温 敏 不 育 系 如 sa($5m培 矮 &’5等 也 称 之 为 低 温

敏不育系p+0(+&q(使分类和命名更为混淆6为此(建议采取下面的分类系统v

水稻两用核不育系

光敏型!略1

温敏型

高温敏核不育系

!高温不育m低温可育1

不育临界温度高的高温敏核不育系!临界温度w$4%0P的非实

用型核不育系1(如v安农 5̂+m衡农 5̂+等

不育临界温度低的高温敏核不育系

!临界温度.$4%0P的实用型核不育系1(如v培矮 &’5m株 +5

x

y

z 等

低温敏核不育系

!高温可育m低温不育1

不育临界温度高的低温敏核不育系!临界温度w$g%0P的

实用型核不育系1(如v230’45

不育临界温度低的低温敏核不育系!临界温度.$g%0P的非实用

型核不育系1(如vn̂+/5mn̂+45

x

y

z

x

y

z

x

y

z 等

表 { 897:;<不同单株育性表现

=>?@A{ =JAIADFG@GFO9I|GIIADAHFM@>HFC9I897:;<

处理温度!P1
QRSTRUVWXUR3YWURVWSRZW

单株套袋自交结实率!‘1dV22R)eRR)eRW3Y]Z)]o])XV_T_VZW

+ $ 4 ’ 0 & i , g +/ ++ +$ +4 }o2

对照!4/%,f$4%i1 /%/ /%/ /%/ /%/ /%/ /%/ /%/ /%/ /%/ /%/ /%/ /%/ /%/ /%/

k3ZWU3_!ZVWXUV_)V]_b WRSTRUVWXUR
4/%,f$4%i1

4/%/ ++%4+$%, i%0 /%/ $%, ,%’ ’%i &%, /%/ ,%$ g%g 0%, +%g &%$

4/%0P !4$%/f$g%/1 +/%0+’%& g%/ g%0+&%i ’%i i%& ,%$+$%& 4%’ &%4 g%& ,%g g%’

;%~ 230’45的生产应用价值

低温敏核不育系 230’45的发现和育成(丰富了光温敏不育材料的遗传类型(使人们能充分利用两系

不育资源和杂种优势6从育性转换规律的研究结果来看(相对于高温敏不育系(230’45具有制种安全期长m

,&’ 生 态 学 报 $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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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不同光照长度对 "#$%&’的育性的影响

()*+,! (-,,..,/0#.12..,3,401)56+,4"0-#40-,.,302+205#.

"#$%&’

温 度789
:;<=;>?@A>;

光 长7B9
C?DEF;GH@B

花粉可染率

7I9CD;?JF;
=KFF;G

套袋自交结实

率7I9L?HH;M
N;;MN;@7I9

OPQR ST RQU RQR
OPQR SO RQV RQR
OPQR SR RQU RQR
WSQX ST UTQW OVQX
WSQX SU UPQV WRQVY

WSQX SO XPQTYY WVQWYY

WSQX SR TUQSYY USQUYY

Y和YY分别表示经过 SUB7SOB或 SRB9处理与经过 STB处

理的结果进行双尾独立样本 ZE检验差异显著 [\RQRX与极显

著 [\RQRS]̂HĜ_̂‘?G@Y ?GMa;>DN̂HĜ_̂‘?G@YY J;@b;;G
@B;>;NAF@K_@>;?@;Mb̂@BSUB7SOBK>SRB9?GM@>;?@;Mb̂@B
STB?@[\RQRXF;a;F?GM[\RQRSF;a;F>;N=;‘@̂a;FD@B>KAHB
OE@?̂F;MĜM;=;GM;G@N?<=F;̂GZE@;N@Q

风险性小等优点c例如该不育系在海拔 XRR<以上

的 全 国 大 部 分 稻 区 全 年 没 有 可 育 期c选 择 适 宜 的

地 点 和 时 期 可 实 现 安 全 制 种dUec在 较 高 纬 度 地 区

制种安全性也较高dSWcSVef但 HKXUW]因临界可育温

度高c对温度敏感c即使安排在南方低海拨稻区盛

夏 高 温 季 节 繁 殖c如 果 在 敏 感 期 遇 低 于 WR8以 下

低温阴雨天气c其繁殖产量会受到影响f作者认为

可 从 以 下 几 方 面 作 深 入 研 究g一 是 结 合 各 地 多 年

的 气 象 资 料c选 择 敏 感 期 在 其 最 高 气 温 出 现 的 时

段 进 行 繁 殖h二 是 采 取 稀 播 稀 植c加 强 肥 水 管 理c
适度拉开主穗与大i小分蘖之间的发育进度c增大

遇上高温的机率c减轻短期低温的影响h三是在短

期低温到来时c采用深灌高温水保温h四是在繁殖

失败时及时割穗c利用高位分蘖进行补救性繁殖f

j,.,3,4/,kg

dSe lA?Gmnon>KH>;NNK_@bKEF;G;NDN@;<@bKEF̂G;BD=>̂M>̂‘;J>;;M̂GHopqrstZruvwxrqyzZyxuprtrqucS{{Rc|&7T9gS}

To

dOe ~BKA!"o#‘KFKĤ‘?F=BDN̂KFKHDK_@B;>KEN;GN̂@̂a;H;Ĝ‘<?F;EN@;>̂F;>̂‘;o$Gg~BKA!";Mo%q&z&wrquz[’()r&z&w(

&*Z’sx+&E)st)rZr,swstrq+uzsE)Zsxrzsxrqso-A.G?Gg-A.G?G/K><?F0Ĝa;>N̂@Dn>;NNcS{{ToW}SVo

dWe m̂ 1~c2BmLc~B:Lon>;F̂<Ĝ?>DKJN;>a?@̂KGK__;>@̂F̂@D‘B?GH;NĜ@B;G;b@D=;FKb@;<=;>?@A@>;N;G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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