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小麦大抱子母细胞减数分裂的观察来

中 家恒 张i.h.J令

(哈尔滨师范大学生物系 )

大抱子母细胞减数分裂的研究，由于材料

定位、 处 理等困难， 文献很 少9 只看到
Bennett [ l ] 在小麦中有过记载 ， 于志 忱 [ 2 ] 等人

在春砂仁中有较详细描述。 卫队实验观察了春小

麦大抱子母细胞减数分裂的全过程，同时记录

了同一朵小花里的小抱子母细胞减数分裂的各

个时期。为小麦细胞学的研究和育种工作提供

资料。

材料和方法

供试材料为小麦(Trit icum aest ivum L.)克丰 2 号 。

栽种于本校生物园内 。 1 981 年 6 月 7 日至 6 月 9 日 ，

即开花前 10 至 8 天 ， 夜间最低气温为 8 'C， 白天最高

气温为 24'C ， 于每日 5 至 6 时 ， 12 至 1 4 时两次取材。

采集尚未抽穗的 30 毫米至 60 毫米的麦穗， 取中部的

小花 ， 分别用卡诺氏浓(酒精 :冰醋酸= 3: 1) 和那瓦兴

液固定。 石蜡 ílllJ片。 切片厚度 8 微米。铁矶-苏木精染

色， 固绿复染。光学显微镜下观察;阳显微摄影。

观察结果

-、大抱子母细胞的减撤分裂

小麦的每朵小花有一个双珠被的胚珠和三

个花药 。 胚珠中央的表皮下， 产生一个抱原细

胞。由抱原细胞直接发育成为一个大抱子母细

胞(图版 1 - 1 )， 它具有特殊的外形，比较长 ，

珠孔端比合点端宽 ， 在纵切面上呈现例梯形，

即将进行减数分裂的大抱子母细胞，体积增到

最大， 细胞质浓厚、 细胞核犬 ，染色质着色深。

在减数分裂期间 ， 小麦的胚珠是纵向对称的，

减数分裂后，变成近似倒生胚珠。我们对 111

张明显可见减数分裂各时期的制片进行 了观

……--…-如…- --~ -
[ 3J Wa ll ace , A. T. , 1962 P roc. Second Intern 

Cong. Radiation Res. , 180. 

[4J TapacoB , B. A. , 1972 reHeTHKa , 8 (1), 
12- 16 , 

察 ， 发现小麦大抱子母细胞的减数分裂与通常

描述的减数分裂程序一样，包括两次连续的分

裂， 下面就各个时期结合图版进行描述。

(-)减敏分裂 I

前期 I

根据 Bennett [ 3 . 4] 等人对生长在 '20 0C 的"中

国春"小麦的大、 小抱子母细胞减数分裂持续

时间的研究表明，减数分裂的全过程需经 24 小

时， 其中前期 I 经历了 17 小时，而中期 I 到末

期 E 总共经历 7 小时。 我们的结果与其基本一

致。

(1) 细 线期 染色体在核膜内逐渐以细微

的染色线出现。在核仁的一侧绕成比较紧密的

一团 ( 困版 1 - 2) 。

(2) 偶线期 同源染色体开始自己对， 染色

体增粗，相互之间以松散缠绕的形式分布在整

个核内，核仁明显可见(图版 I 一 3 ) 。

(3) 扭线期 同源染色体配对完成。两条

同源染色体沿纵长方向紧密结合 ，形成二价体。

二价体显著地比偶线期缩短增粗。 由于小麦染

色体较多 ， 增粗的二价体的个体性不明显 ， 相

互纠缠于核内(图版 1-4、 5) 。

(4) 双线期 染色体更加缩短增粗。 紧靠

配对的同源染色体开始分离 ， 只在交叉点上相

连 ， 形成交叉结。有些二价体的个体性清楚可

辨 ， 其外观多为"麻花"形 ( 图版 1 - 6 ) 。

· 本工作承北京大学生物系胡适宜教授指导并审

阅全文， 谨致谢意。

[5J 西北水土保持生物土 壤研究所向位素组，

1976 ， 激光，灰心， 8- 11 . 

[6J 刘普和译 : 1975 ， 激光在医学和生物学中的
应用。 81-93. 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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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细胞生物学杂志 牢

(5) 终变其FJ 染色体苦:j)豆缩短增粗。由于 体后 ， 分另1 1移向细胞的两极(因 H~ II-13) 。

交叉结的端化 ， 二价休一般呈现"x"形 、 "0 "

形和"v"形。二价体分布于核内 ， 其 中较多处

在核膜的内周(图版 I 一 7 ) 。

中期 I

核膜和核仁消失，纺锤体形成，纺tÆ休轴

与珠心长轴平行， 二价染色休在赤道板上整齐

排列为二排， 这时达到最大收缩。由于二价体

的各自着丝点分别趋向两极，而非姊妹染色单

体的交叉仍存在 ， 因此，二价体的外形大多为

菱形或其他形状(图版 1 - 8 ) 。

后期 I

组成二价体的两个染色体，由于纺锤丝的

牵动 ， 分别向两极移动 ( 图版 u -9)。此时可

见每个染色体由两个染色单体组成。

末期 I

在两极形成二子核， 染色体在核内很快松

解， 子核间出现成膜体。随后， 子核里染色体

重新收缩增粗， 染色体的个体性明显 ， 核仁出

现。 成膜体的中央出现细胞板， 并向周壁延伸

(图版 J[ - 10) ， 形成细胞壁。

(二) 减数分裂 lf

前期 I

小麦大抱子母细胞的减数分裂没有间歇的

分裂问期，由末期 I 直接转入前期 ]I 。此时，

两个子细胞的细胞核里， 染色体的个体性明

显， 并均匀分散在核内。核仁仍存在(图版 JI -

11) 。

中期 E

核膜和核仁消失，纺锤体形成， 染色休整

齐地排列于赤道板上。 在小麦里， 两个子细胞

的纺锤体取向有不同的情况，合点端的子细胞，

纺锤体的轴总是同珠心的长轴平行; 而珠孔端

的子细胞， 纺锤体的轴则可以同珠心的长轴平

行， 也可以与之垂直。图版 1[ - 12 便是相垂直

的情况， 珠孔端的子细胞是中期染色体的极面

末期 ]l

移至两极的染色体重新聚集， 出现核膜，

染色体的外形逐渐模糊不清， 核仁出现， 每两

核间形成细胞壁。此时， 珠孔端和合点端的两

个细胞，常有不同步的现象。当合点端已形成

两个子细胞时，珠孔端两个子楼之间尚未形成

细胞壁。由于珠孔端的细胞里纺锤体的轴与珠

心长轴可以平行， 也可以垂直， 故末期 E 可见

到两子核的位置可与珠心的长轴平行，也有与

之垂直(图版 JI -1 4 、 15) 。

四分子包子 ·

小麦大于包子母细胞的减数分裂，中间没有

分裂间期 ， 形成线形或"T"形的四分子包子。在

我们所观察的材料里，线形四分子包子约占 2 / 3 ，

而"T"形的约占 1 / 3 ， 这两种类型的四分子包子

吾来均属正常。四分子包子期停留时间极短，珠

孔端的两个子核之间一旦出现细胞壁， 紧靠胚

珠表皮下的那个大J包子 ， 马上呈现退化现象(图

版 E 一16) 。

二、同一朵小花的大于包子母细胞减数分裂

与小抱子母细胞减数分裂的比较

小麦的每朵小花，有一个子房和三个花药。

根据 Bennett[3川等人的观察， 在 ZO OC 条件下

生长的"中国春"小麦， 三个花药的小抱子母细

胞减数分裂几乎是同步的。而每朵小花的大抱

子母细胞， 其减数分裂几乎同小子包子母细胞以

相同的时间和速度发生。

我们在观察大抱子母细胞减数分裂的同

时，也记录了同一朵小花里小面子母细胞的减

数分裂过程， 其相关情况如图 1 所示。

从图 1 可以看出，同一朵小花里， 大于包子

母细胞减数分裂同小抱子母细胞减数分裂大致

在相同阶段起步。 当大于包子母细胞减数分裂至

中期 I 时，小T包子母细胞的减数分裂速度加

快。 当大J包子母细胞减数分裂进入末期 E 时 ，

观。 小子包子母细胞减数分裂已进入四分抱子期。而

后期 l1 大抱子母细胞减数分裂结束形成四分抱子时，

每个染色体的着丝点分裂，成为二条染色 绝大部分小子电子母细胞减数分裂仍停留在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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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同一朵花里， 大小袍子母细胞减数分

裂进程的比较

强子期， 个别的进入市桂花粉j啊。

从上述比较来苔 ， 右;同一小花里， 大抱子

母细胞与小:包子母细胞减数分裂的分裂速度有

一定差异， 然而减数分裂的起始和终止基本上

处于相同时间，因而可以说， 大J包子母细胞减

数分裂过手里同小抱子母细胞减数分裂过程基本

上是同步的 ， fl~ 结果[fìJ Bennett ( 1 川的观察相

似。

大抱子母细胞减数分裂的各个阶段染色体

的外观同在小J包子可细胞型的对应阶段是一-样

的，染色体 fl为正常。这个结论也同 Bennett [l ,4] 

的观察相同。

讨论

我们所用的春小麦"克丰 2 号 "材料， 大于包

子母细胞减数分裂过程是正常的。减数分裂产

生的四分抱子 ， 有两种排歹IJ 类用一一一线形排列

和 '''' T"形排列 ， 注和 Bennett (4] 的观察不同。

Bennett 在 "中国春"小麦里只看到 "T" 形排列

的四分J包子，并进-:J主认为 ， 恐怕在小麦 l丰l 线

形和"T " jr;四分子包子都有 ， 但-_. :fltl是正常的，

另一种是不正常的 。从我们观察到的 1 8 个材料

里， 其中线型四分抱子有 12 个， "T" J~四分强

子有 6 个。吾来在春小麦"克二!:. 2 号"里 ， 两种

排列的四分抱子均属正常。

Bennett [l " J 用 "中国春"小麦同一朵花的

雌、 雄性减数分裂做过详细的观察 ， 发现在

20 CC条件下，雌、 ttt性减数分裂总是同时发生 ，

持续的时间也近似， 大约经历 24 小时。

我们是从田间采集实验材料的，气温变化

幅度较大 (从 8 0C 到 2 4 <C) , 因此观察结果同

Bennett 的有所不同，即"克丰 2 号"小麦的雌 、

雄性减数分裂， 起始和终止阶段具有一定的同

步性，而在中间阶段，小抱子母细胞减数分裂

的进程比大抱子母细胞的进程要快。这种差异

可能与温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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