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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束辐照诱变对小麦 犕１代生物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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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讨电子束对小麦育种的可行性和不同剂量的电子束对植株 Ｍ１ 代生长发育的影响，用高能电子加

速器，剂量分别为２５０Ｇｙ、３００Ｇｙ、３５０Ｇｙ和４００Ｇｙ辐照处理小麦干种子，研究结果表明：１）经电子束辐射处理

后，小麦 Ｍ１ 代穗部可孕小穗数减少，穗粒数减少，穗长变短，千粒重降低，其中穗粒数变异度最大，千粒重变异

度最小；叶部剑叶、倒二叶及倒三叶长度和宽度均变小，叶面积变小，剑叶叶片长度和宽度的变异度大于倒二叶

和倒三叶；茎部植株高度降低，穗下节间变短，单茎重量降低。２）不同剂量电子束处理，植株受到一定损伤，Ｍ１

代在生长发育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修复能力，拔节期２５０Ｇｙ处理植株高度修复最快，４００Ｇｙ处理单茎干物重修

复能力最强，开花期至成熟期３００Ｇｙ处理植株高度和单茎干物重修复能力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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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诱变是培育小麦新品种和创制新种质的有效途径之一。它能够突破原有基因库的限制，诱发新

基因或新的基因组合，同时具有育种周期短、突变率较高、后代性状稳定快等优点。我国辐射诱变育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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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变源主要是６０Ｃｏ的γ射线，目前紫外线、激光、离子注入、混合离子场等诱变源的研究应用也有一定报

道［１，３４，８］，而用电子加速器产生的电子束作为辐射诱变源对植物进行辐照诱变研究较少［５６］。

本研究以电子加速器装置辐照小麦新品系干种子，研究其 Ｍ１ 代植株的穗部、叶部及茎部性状变化，

探讨其育种价值；同时对植株高度和单茎干物重各个生育期的动态变化进行比较分析，研究不同剂量电子

束辐照后植株对损伤的反应。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试验于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在江苏里下河地区农科所万福基地进行。供试品种为扬辐麦２０４９，扬辐麦

２１４９，均为江苏里下河地区农科所经辐射诱变后选育而成的小麦新品系。

１．２　试验方法

１）辐射处理。小麦干种子２５０ｇ·份
－１，装入小纱袋中，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在扬辐科技有限公司直线加速

器辐照装置进行电子束处理。辐照剂量分别为２５０Ｇｙ、３００Ｇｙ、３５０Ｇｙ和４００Ｇｙ，以未辐射种子为ＣＫ

对照。

２）测定项目。分别于苗期、拔节期、开花期、成熟期调查茎蘖数、苗高，杀青、烘干，测量干物重，样本容

量为每小区２０株；于成熟期考种，调查穗部性状（穗长、穗粒数、可孕小穗数、千粒重）、叶部性状（剑叶、倒

二、倒三叶长和宽）、茎部性状（穗下节间长、株高、单茎重）。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电子束处理对成熟期小麦农艺性状的影响

经不同剂量电子束辐射处理后，小麦 Ｍ１ 代植株穗部农艺性状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表１），总体表

现为可孕小穗数减少，穗粒数减少，穗长变短，千粒重降低。分析经电子束辐射处理后，小麦穗部性状中穗

粒数的变异度最大，可孕小穗变异度次之，穗长变异度相对较小，千粒重的变异度最小。即在小麦穗部性

状中，穗粒数对电子束辐射敏感性最大，千粒重敏感性最小。

表１　电子束处理对小麦穗部性状的影响

处理
可孕小

穗数／个

变异

度／％

穗粒

数／个

变异

度／％

穗长／

ｃｍ

变异

度／％

千粒

重／ｇ

变异

度／％

ＣＫ １７．１ — ５３．０ — ８．７３ — ４５．３０ —

２５０Ｇｙ １０．２ －４０．４ ２１．４ －５９．６ ６．４１ －２６．６ ４２．４７ －６．２

３００Ｇｙ １０．１ －４０．９ ２２．９ －５６．８ ６．３１ －２７．７ ３８．３２ －１５．４

３５０Ｇｙ １０．５ －３８．６ １９．３ －６３．６ ６．３５ －２７．３ ３８．４６ －１５．１

４００Ｇｙ ７．７ －５５．０ １３．５ －７４．５ ５．４７ －３７．３ ３６．１１ －２０．３

　　表２是小麦经过不同剂量的电子束辐射处理后 Ｍ１ 代叶部性状的变化。经电子束辐射处理后，小麦

叶部性状总体表现为剑叶、倒二叶及倒三叶叶片长度和宽度均变小，叶面积变小。分析经电子束辐射处理

后叶片长度和宽度的变异度不同，随着辐射剂量的增加，变异度增大；剑叶长度和宽度的变异度要大于倒

二叶和倒三叶。２５０Ｇｙ和３００Ｇｙ时，叶片长度的变异度大于叶片宽度的变异度，３５０Ｇｙ和４００Ｇｙ时，叶

片宽度变异度增大，叶片长度变异都相近或略大。

表２　电子束处理对小麦叶部性状的影响

处理

剑叶

长／ｃｍ
变异

度／％
宽／ｃｍ

变异

度／％

倒２叶

长／ｃｍ
变异

度／％
宽／ｃｍ

变异

度／％

倒３叶

长／ｃｍ
变异

度／％
宽／ｃｍ

变异

度／％

ＣＫ １７．５７ａ — １．８２ａ — ２０．２６ａ — １．４０ａ — １８．６３ａ — １．１７ａ —

２５０Ｇｙ １１．１０ －３６．８ １．２２ －３３．０ １６．６２ －１８．０ １．２４ －１１．４ １５．４０ －１７．３ １．０４ －１１．１

３００Ｇｙ １０．９６ －３７．６ １．１８ －３５．２ １５．４２ －２３．９ １．２２ －１２．９ １４．２８ －２３．３ ０．９８ －１６．２

３５０Ｇｙ １１．３２ －３５．６ １．０４ －４２．９ １４．３６ －２９．１ ０．９８ －３０．０ １２．９６ －３０．４ ０．７４ －３６．８

４００Ｇｙ ７．５２ －５７．２ ０．６４ －６４．８ １０．１０ －５０．１ ０．５８ －５８．６ ８．５２ －５４．３ ０．５４ －５３．８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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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３是小麦经过不同剂量的电子束辐射处理后 Ｍ１ 代茎部性状的变化。经电子束辐射处理后，小麦

茎部性状总体表现为株高降低，穗下节间变短，单茎重量降低。２５０Ｇｙ时，植株高度的变异度略大，其余

剂量处理均表现为穗下节间的变异度最大。由此推断，电子束处理后，植株高度受到抑制，当剂量大于

２５０Ｇｙ时，植株高度的变化更大程度上来源于穗下节间的变化。

表３　电子束处理对小麦茎部性状的影响

处理／Ｇｙ 株高／ｃｍ 变异度／％
穗下节间

长度／ｃｍ
变异度／％ 单茎重／ｇ 变异度／％

ＣＫ ６９．５４ — ２１．２９ — ９．４８７ —

２５０Ｇｙ ５３．７７ －２２．７ １６．８６ －２０．８ ７．４４６ －２１．５

３００Ｇｙ ４８．８８ －２９．７ １４．４６ －３２．１ ７．２９８ －２３．１

３５０Ｇｙ ４２．９０ －３８．３ １２．４０ －４１．８ ５．６７９ －４０．１

４００Ｇｙ ３８．７３ －４４．３ １０．７６ －４９．５ ４．９９５ －４７．３

２．２　电子束处理对小麦生育进程中主要农艺性状的影响

对植株整个生长发育期株高及单茎干物重的研究，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植株表型的动态变化。图

１是不同生育阶段小麦植株高度的动态变化，可以看出，苗期经电子束辐照处理小麦植株高度较ＣＫ略有

下降，处理间植株高度相差不大，说明电子束处理对植株是有一定暂时损伤的；拔节期表现为ＣＫ略高于２５０

Ｇｙ，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处理，电子束３００Ｇｙ、３５０Ｇｙ和４００Ｇｙ处理植株高度相差不大；开花期，经电子束

处理材料植株高度明显矮于ＣＫ，不同剂量处理的材料间有一定差异，３５０Ｇｙ处理和４００Ｇｙ处理植株较

矮，２５０Ｇｙ处理和３００Ｇｙ处理植株高度相差不大；成熟期不同处理间植株高度表现为４００Ｇｙ＜３５０Ｇｙ＜

３００Ｇｙ＜２５０Ｇｙ＜ＣＫ。

图２是不同生育阶段单茎干物重的动态变化。可以看出，经电子束处理，植株单茎干物重降低，植株

受到损伤，生长受到一定抑制。苗期２５０Ｇｙ植株单茎干物重和ＣＫ植株单茎干物重相差不大，受损伤较

小，３００Ｇｙ和３５０Ｇｙ单茎干物重降低，植株受到一定损伤，４００Ｇｙ单茎干物重明显小于ＣＫ，植株生长比

较瘦弱，受损伤最大；拔节期，植株单茎干物重表现为ＣＫ＞２５０Ｇｙ＞３００Ｇｙ，３００Ｇｙ处理植株单茎干物重

略高于３５０Ｇｙ和４００Ｇｙ处理，３５０Ｇｙ处理与４００Ｇｙ处理植株单茎干物重相当；成熟期植株单茎干物重

表现为ＣＫ高于所有处理，２５０Ｇｙ同３００Ｇｙ相差不大，３５０Ｇｙ大于４００Ｇｙ处理。

图１　不同生育阶段植株高度变化
　　

图２　不同生育阶段植株单茎干物重变化

３　结论与讨论

经不同剂量电子束辐照处理，小麦 Ｍ１ 代植株穗部可孕小穗数减少，穗粒数减少，穗长变短，千粒重降

低；变异度穗粒数最大，千粒重最小。即在小麦穗部性状中，穗粒数对电子束辐射敏感性最大，千粒重敏感

性最小，这与王传海等［２］研究紫外辐射结论基本一致。原因可能是电子束辐射每穗粒数的下降导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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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数减少，而单位籽粒的“源”所平均的“库”并未减少所致。叶部性状表现为剑叶、倒二叶及倒三叶长都和

宽都变小，叶面积变小；剑叶片长度和宽度的变异度大于倒二叶和倒三叶。２５０Ｇｙ和３００Ｇｙ辐射处理，

叶片长度的变异度大于叶片宽度变异度，３５０Ｇｙ和４００Ｇｙ辐射处理，叶片宽度变异度增大，叶片长度和

宽度的辐射变异主要和小麦植株上三叶的功能作用有关［７］。茎部性状表现为株高降低，穗下节间变短，单

茎重量降低。２５０Ｇｙ处理时，植株高度的变异度最大，其余剂量处理均为穗下节间的变异度最大，说明辐

射损伤后植株高度的变化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穗下节间的变化。

电子束作为辐射诱变源辐射植物干种子后，其 Ｍ１ 代植株会受到一定的暂时损伤，整个发育进程中植

株也会不断表现出对辐射损伤的修复能力和由辐射带来的变异动态变化，因而需要在植株整个生长发育

期对其进行观察，研究电子束辐照诱变对小麦 Ｍ１ 代植株的影响
［４，９］。植株高度在苗期各处理间相差较

小，拔节期２５０Ｇｙ明显高于其他处理，可能是２５０Ｇｙ处理所受电子束辐射损伤较小，也可能是２５０Ｇｙ处

理苗期受到损伤后，表现出一个快速反应，修复植株高度，致使拔节期其植株高度明显高于其他３个处理；

开花期２５０Ｇｙ处理和３００Ｇｙ处理植株高度相差不大，推测电子束３００Ｇｙ处理从拔节到开花期也表现出

了较强的修复能力，使得开花期植株高度赶上２５０Ｇｙ处理植株高度。单茎干物重在拔节期４００Ｇｙ处理

与３５０Ｇｙ处理相差不大，损伤最大却表现出最强修复能力；成熟期植株ＣＫ高于所有处理，２５０Ｇｙ同

３００Ｇｙ相差不大，可能是后期３００Ｇｙ损伤修复能力加快所致，植株高度上３００Ｇｙ处理在开花期表现出

较强的修复能力，有益于植株后期生殖生长，从而得到相对较高单茎干物重。

参考文献：

［１］章铁，刘秀清，张金良，等．不同剂量率６０Ｃｏγ射线低剂量辐射对小麦农艺性状的影响［Ｊ］．中国农学通报，２００８，２４（１）：

２２０ ２２３

［２］王传海，郑有飞，何都良，等．小麦不同指标对紫外辐射 ＵＶＢ增加反应敏感性差异的比较［Ｊ］．中国农学通报，２００３，１９

（６）：４３ ４５

［３］周小云，计巧灵，刘亚萍，等．氮离子束注入对新疆春小麦 Ｍ１ 代生物学效应的影响［Ｊ］．新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０５，２２（４）：４６２ ４６４

［４］韩微波，刘录祥，郭会君，等．高能混合粒子场辐照小麦 Ｍ１ 代变异ＳＳＲ分析［Ｊ］．核农学报，２００６，２０（３）：１６５ １６８

［５］哈益明，施惠栋，王锋，等．电子束辐照的研究现状和应用特点［Ｊ］．核农学报，２００７，２１（１）：６１ ６４．

［６］杜方岭，王志芬，王守经，等．电子束辐射技术应用研究及发展前景［Ｊ］．山东农业科学，２００９，１２：１０２ １０４

［７］张学品，吴少辉，段国辉，等．辐射对冬小麦主要农艺性状遗传力的影响［Ｊ］．中国农学通报，２００６，２２（１２）：１４８ １５１

［８］魏会惠，罗小虎，王莉，等．电子束辐照小麦粉的杀菌效果及对低菌小麦粉品质的影响［Ｊ］．现代食品科技，２０１７，３３（２）：

１４２ １４７

［９］王娟娟，陈云堂，田占军，等．电子束辐照对烟叶杀菌效果及感官质量的影响［Ｊ］．湖北农业科学，２０１３，５２（１２）：２８４４ ２８４

（责任编辑：谭彩霞

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
櫷
櫷
櫷
櫷
櫷
櫷
櫷
櫷
櫷
櫷
櫷
櫷
櫷

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
櫷
櫷
櫷
櫷
櫷
櫷
櫷
櫷
櫷
櫷
櫷
櫷
櫷

毻

毻毻

毻

）

声　明

１．本刊已许可相关合作单位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

刊全文，相关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

２．本刊已加入“中国知网”学术期刊优先数字出版平台。

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视为同意我刊上述声明。

本刊编辑部

２６


	18自科1ZW_p0001
	18自科1ZW_p0002
	18自科1ZW_p0003
	18自科1ZW_p0004
	18自科1ZW_p0005
	18自科1ZW_p0006
	18自科1ZW_p0007
	18自科1ZW_p0008
	18自科1ZW_p0009
	18自科1ZW_p0010
	18自科1ZW_p0011
	18自科1ZW_p0012
	18自科1ZW_p0013
	18自科1ZW_p0014
	18自科1ZW_p0015
	18自科1ZW_p0016
	18自科1ZW_p0017
	18自科1ZW_p0018
	18自科1ZW_p0019
	18自科1ZW_p0020
	18自科1ZW_p0021
	18自科1ZW_p0022
	18自科1ZW_p0023
	18自科1ZW_p0024
	18自科1ZW_p0025
	18自科1ZW_p0026
	18自科1ZW_p0027
	18自科1ZW_p0028
	18自科1ZW_p0029
	18自科1ZW_p0030
	18自科1ZW_p0031
	18自科1ZW_p0032
	18自科1ZW_p0033
	18自科1ZW_p0034
	18自科1ZW_p0035
	18自科1ZW_p0036
	18自科1ZW_p0037
	18自科1ZW_p0038
	18自科1ZW_p0039
	18自科1ZW_p0040
	18自科1ZW_p0041
	18自科1ZW_p0042
	18自科1ZW_p0043
	18自科1ZW_p0044
	18自科1ZW_p0045
	18自科1ZW_p0046
	18自科1ZW_p0047
	18自科1ZW_p0048
	18自科1ZW_p0049
	18自科1ZW_p0050
	18自科1ZW_p0051
	18自科1ZW_p0052
	18自科1ZW_p0053
	18自科1ZW_p0054
	18自科1ZW_p0055
	18自科1ZW_p0056
	18自科1ZW_p0057
	18自科1ZW_p0058
	18自科1ZW_p0059
	18自科1ZW_p0060
	18自科1ZW_p0061
	18自科1ZW_p0062
	18自科1ZW_p0063
	18自科1ZW_p0064
	18自科1ZW_p0065
	18自科1ZW_p0066
	18自科1ZW_p0067
	18自科1ZW_p0068
	18自科1ZW_p0069
	18自科1ZW_p0070
	18自科1ZW_p0071
	18自科1ZW_p0072
	18自科1ZW_p0073
	18自科1ZW_p0074
	18自科1ZW_p0075
	18自科1ZW_p0076
	18自科1ZW_p0077
	18自科1ZW_p0078
	18自科1ZW_p0079
	18自科1ZW_p0080
	18自科1ZW_p0081
	18自科1ZW_p0082
	18自科1ZW_p0083
	18自科1ZW_p0084
	18自科1ZW_p0085
	18自科1ZW_p0086
	18自科1ZW_p0087
	18自科1ZW_p0088
	18自科1ZW_p0089
	18自科1ZW_p0090
	18自科1ZW_p0091
	18自科1ZW_p00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