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0Co_y 射线对水稻再生植株诱导及其性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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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组织培养实践证明，其当代和后代，

在株型、粒型、穗型、熟性等方面都产生许多

变异，而且这种变异是能够遗传的 z 在辐射育

种中，人们一般采用种子、幼苗或某些繁殖器

官进行处理以诱导其变异，但也存在某些缺点，

例如基因修复等.如果把这两种诱变的方法有

机地结合起来，可能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据推理，植物的愈伤组织和细胞进行辐射诱变

处理要比种子优越得多，变异的可能性也大.

但目前这方面的报道甚少 [5 ， 6]，本文拟从水稻

愈伤组织对 γ 射线的反应入手，以阐明若干基

本问题，为水稻等作物的诱变育种提供依据和

思路。

材料和方法

供试材料

梗稻s 矮梗 26、测 48、测21 、 Cm 袖稻B 广陆

矮 4 号、竹科 2 号、 ZR 26、珍汕 97、圭朝 2 号等品

种的幼穗愈伤组织和花粉愈伤组织。

方法

将消毒过的幼穗和花药在无菌条件下把它的外植

体或花药接种在叫培养基上，以诱导产生愈伤组织。

当愈伤组织长到一定大小时，把它们分别用 3 千、 6

干、 7.5干、 1 万、 3 万伦琴进行照射处理，而后即

把处理过的意伤组织分别转移到新鲜的凡培养基进

行分化培养、以不处理的作为对照。定期观察记载愈

伤组织的分化、绿茵生长等情况。并把再生苗分株系

种植于大团，以观察其生长发育状况。 成熟时按株系

单收单藏，分别发芽播种在田间分别统计它们的发芽v

率和叶绿体突变率。

去分化培养基、分化培养基均为风[210 培养方法

详见上文[3] 。

结果和讨论

(-)γ 辐射对水稻愈伤组织摞苗分化的

影响

1. y 辐射对花粉愈伤组织绿苗分化的影

响

实验结果(见表 1)证明: (1) Y 射线对花

粉愈伤组织的分化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且随

费 1 γ 辐射对花粉愈伤组织分化的影响*

。

(ck) 
I 3 千 I 6 千 1 1 万 13 万

'-J 

转移愈伤组织块数 45 90 75 60 I 60 

绿茵分化率% 15.6 20.0 21. 3 11. 6 。

白苗分化率% 80.0 22.2 26.6 25.0 3.3 

总分化率 % 95.6 42.2 47.9 36.6 I 3.3 

*品种g 矮梗 26。

辐射剂量的增加而加剧.主要是抑制花粉自化

苗的分化，在 8 千至 1 万伦琴范围内，总苗分化

率下降了二分之一，而自苗分化率却下降了三

分之二以上; 3 万伦琴处理基本上停止苗的分

化. (2) 在一定的剂量范围内 (3-6千伦) ， γ 

射线对绿茵分化率稍有促进作用.当剂量增加

到 1 万伦时，绿苗分化率就显著下降， 3 万伦

时几乎停止绿茵的分化.

2.γ射线对幼穗体细胞愈伤组织绿苗分

化的影响

从表 2 结果看出， Y 辐射对水稻幼穗体细

胞愈伤组织的绿苗分化也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本试验承蒙本院原子能所章秋日同志的

大力帮助，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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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细胞生物学杂志 1983年

襄 2 V 辐射对广陆攫 4 号悻细胞愈伤组

织分化的影响

?二→丐踵一一一「τ「
(伦.) I \1 I 5 千 17. 5=f 1 1 万

项目 飞 I (ck川

转移愈伤组织块数 I 72 I 100 I 92 I 92 

愈伤组织分化率% I 93 I 72 I 66 [ 27 

得苗数* [2.6 [0.71[0.2 I 0.05 

*均每个外植体所产生的绿苗数。

其抑制程度随剂量增加而增加，其中 7.5 干伦

琴的绿苗分化率较对照降低二分之一， 1 万伦

琴的绿茵分化率则下降了三分之二。这与花粉

愈伤组织的分化下降情况基本相似，所不同的

是前者有一个自化苗的问题，后者在试管苗阶

段几乎不出现由化苗，而在第二代才出现白化

苗，这表明 γ 辐射对花粉愈伤组织的影响远大

于体细胞愈伤组织.

(二〉 γ 射线对愈伤组织生长的影响

为了阐明 γ 射线对花粉愈伤组织生长的影

响，我们将照射过的愈伤组织经过一个月的培

养后分别称重绘成图 1 ，指出，在 1-6 千伦琴

范围内， y 辐射对愈伤组织的生长影响不大或
略有增加，所以)百块愈伤组织的鲜主变化不

多，当剂量增加到一万伦荐时，愈伤组织的鲜

重明显下降，比对照下降 30% ，转移后不久

愈伤组织就变黑。据统计，一万伦琴的棕黑色

愈伤组织占 17% ， 3 万伦琴的棕黑色愈伤组织

占 85% ，余下的愈伤组织生长也极其缓慢、几

乎失去分化能力.

(王)不同类型水黯品种愈伤组织对 γ射

线的反应

表 8 的实验结果指出，柏稻广陆矮 4 号和

竹科 2 号的幼穗愈伤组织用 7.5 千伦琴的剂量

处理后，其愈伤组织绿茵分化率分别下降29% , 

21.. 6%，而梗稻测 48 的愈伤组织绿苗分化率

则下降 52% 。为了进一步验证不同类型水稻品

种对 γ 辐射反应，我们又用梗型水稻 C肌测

48 和柏型水稻珍汕 97，桂朝 2 号， ZR26 等五

个品种的愈伤组织进行辐射处理(处理剂量 1

万伦〉表明，梗型水稻的愈伤组织比柏型水稻

的愈伤组织对 γ 射线反应敏感得多。当然不同

品种对 γ 射线的反应是有差异的。

(囚) y 射线对再生苗生育的影晌

1.. γ 射线对再生苗叶绿体突变的影响

幼穗外植体的再生苗当代一般不产生或极

少产生自化苗，通常都在其第二代出现白化

苗。表 4 结果指出， γ 辐射处理会明显增加白

化苗的百分率和白化苗变异株百分率。如把叶

图 1 γ 射线对愈伤组织的影响 绿体突变作为变异的标志，那么， γ 辐射似乎
(矮梗 26) 有利于扩大变异程度.然不同类型品种对 γ 辐

亵 3 不同类型晶种幼穗愈伤组织对 γ辐射的反应*

\品种 l 叩号 I 1t~4 2 号 |…稻〉
" [..._，_~ [ LO 巾 降低 I ~L~ I "~ I 降低 I _，~ I "~ [降低柑

项目 ~'" 1 对照|处理 r'+' 峭|对照|处理 1 r:~"， 1 对照|处理|
~ 1 ,.."" I ，_.也% ['""'" I!% I ,.. "" I /-.~ I 

转移愈伤组织块数 I 72 I 92 1 I 104 I 240 [ I 40 [ 80 

意伤组织分化率% I 93 I 66 I 29 I 61. 5 I 48.3 I 21. 6 I 65.0 I 31. 2 I 52.0 

绿茵得率% I 50 I 40 I I 川 I 28.9 I I 川 I 16.2 i 
*γ辐射剂量为 7.5 千伦琴。

一对照-处理来降低%一一一-一→←「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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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γ辐射对再生苗叶螺体突蜜的影响

细胞生物学杂志 23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

辐射

处理

对照

寝 5 γ射线对再生苗株富的影响富

~品种 1 1 _ 1 I 
|狈~211 C57 1圭朝 2 号|珍汕97 1 ZR26 

处理 ________1 1 

对照 (CK) 194.41101. 2 1 97.9 1 80.8 I / 
再生苗(T) 185.3185.4 1 90.9 1 67.2 170.3 

T+ 辐 180.21 83.5 I 85.3 I 58.9 1 63.5 

*剂量为 7.5 千伦琴。

射的反应并不相同，特别是某些梗稻品种的再

生苗当代及其后代几乎都不产生自化苗，有待

于进一步研究.

2.γ射线对再生苗生长和发育的影响

一般经辐射处理后所长成的再生苗要长得

矮一些.从表 6 结果看出，不论梗稻或轴稻，

其株高均以对照(不处理〉最高，再生苗(T) 次

之，经辐射处理的再生苗(T+辐)最矮.这表

明辐射处理对水稻生长的抑制作用从愈伤组织

分化一直持续到生长后期，并且进一步影响其

发育〈见表 6 ).经辐射处理的再生苗出现了不

育株、半不育株和畸形株等.其生育期也提早

(一般提早一个星期左右)，从表 6 结果看出，

辐射处理使圭朝 2 号， C町的不育株百分率达

到 40%，但对它们的干粒重，发芽率影响较

小，与对照基本一致，它们的秧苗生长情况也

无大差异.表明 Y 辐射对水稻再生苗生育的影

响是较深远的.

从上述结果来看，不论是水稻花粉愈伤组

织还是幼穗体细胞愈伤组织，对 γ 射线的反应

基本上是相似的.其愈伤组织的分化率和生长

均随 Y 辐射剂量的增加而降低，至 1 万伦琴时，

其分化率和生长均受到严重的抑制，成苗极

低.例如 1 万伦琴幼穗体细胞愈伤组织的绿苗

率比对照下降了近 50 倍.但也有不同之处.

如以对照愈伤组织分化率的 50% 作为半致死

量，那么花粉愈伤组织的半致死量当在 3-6千

伦琴之间，而幼穗体细胞愈伤组织的半致死量

当在 7.5-10 千伦琴之间。也就是说花粉愈伤

组织比幼穗愈伤组织对 Y射线的反应敏感一

些z γ 射线对不同类型水稻品种体细胞愈伤组

织的绿苗分化的影响也不一样.一般梗型水稻

品种的愈伤组织比柏型水稻晶种的愈伤组织对

γ射线的反应敏感得多，因此我们在作 γ 辐射

处理水稻愈伤组织时，要同时考虑其来源和品

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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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辐射对再生苗发育的影响

丁R丸卜」蜘号 l 测21 I 
发芽率

CK 9 1. 5 土 5.0 95.5 士 2.1 / 92.7 土 4.1

T 97.2 土 2.2 98.4 土1. 3 60.8 土 2.36 97.6 土1. 5
(%> T+辐 96.6 土 2.0 92.2 土 7.3 99.0 士1. 3 98.3 土1. 5

千粒重
CK 25.4 29.2 / 19.9 
T 23.3 26.8 19.6 19.3 

(g) 
T+辐 25.5 28.7 20.1 18.8 

不育株% |*:: I 
。
。
"

C57 ZR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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