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外农学—麦类作物  年第  期 ! 月出版 ∀

# ∃%
。一& 射线不同剂量对小麦辐射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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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丫 射线不同剂量照射小麦 的研究 已

报道不少
,

但不同剂量率的研究则较少见到报

道
。

本研究用
)

∗+ 。一 丫射线不同剂量率照射小麦

干种子
,

以对幼苗生长的抑制作用作指标
,

结合

田间试验进行辐射敏感性研究
,

对于减轻辐射

损伤
,

增 加突变率
,

提高选择效果 具有重 要意

义
,

可为小麦辐射育种和研究植物辐射敏感性

提供理论依据
)

和干鲜比
,

对品种的损伤程度用 !对照一处理 ∀,

对照 − ∃∃ .进行计算
。

田间试验每处理种 ∃

行
,

每行 ∃ 粒
,

统计出苗数
,

并进行生育期观察

记载和考种
。

试验结果

材料和方法

试验选取不同生态型的小麦品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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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分室内幼苗培养和田间试验
.
室内用

培养皿在 % 士 &℃的培养箱中培养 1 2 后
,

测量

幼苗高度
、

胚芽鞘长
、

根长
、

根数
、

未发芽种子数

室内培养测定幼苗形态损伤

不 同类型品种对同一剂黄及同一荆全率辐

射 的敏 感性 不 同 照射后
,

各材料幼苗 的高

度
、

胚芽靳长
、

胚根长
、

根数
、

干鲜重量 比的损伤

程度随品种类型不同而不同
。

在相同剂量和剂

量率照射下
,

春性品种的辐射损伤为 %
∗

− 3
,

半冬性品种的辐射损伤为 −
∗

, 3
,

冬性品种

的辐射损伤为 &!
∗

−% 3
。

可见
,

不同类型品种辐

射敏感性顺序为
.
春性品种 4 半冬性品种 4 冬

性品种
。

同一类型的不同品种
,

其辐射敏感性也

不同
。

统计分析表明
.

不同类型品种间的辐射损

伤差异达显著水平
,

同一类型品种间差异不显

著
∗

所以在用
∃−5 。一丫射线处理小麦干种子时

,

要针对不同类型品种选 用合适的剂量率
。

对同

一类型的品种也应选用不同的剂量率以达到最

佳辐射效果
。

实验结果见表 &
。

品种名称

摄伤 ∋ 3 (

表 & 不同生态型品种对相同照射量的敏感性 ∋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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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同一剂量率对小麦不同器官损伤比较 ∋以 !
∗

伦 /分下的少僵 ∃ 号为例 (

名称 根长 芽鞘长 苗商

&1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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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同剂童
、

相 同剂童率对不 同器官损伤程

度不 同
’。+。一 丫射线 照射小麦干种子 后

,

根

长
、

芽鞘长
、

幼苗高度
、

根条数
、

干鲜重都不同程

度的受到损伤
。

其中
,

以根长的生物损伤为最

大
,

大大高于其它器官的辐射损伤 !表 ( ∀
,

说明

根对
)

∗+ 。一丫射线的反应是非常敏感的
,

根长的

平均辐射损伤达  ∋
)

0# .
,

芽鞘长的辐射损伤

只有根长辐射损伤的 1 
)

 .
,

辐射损伤最小的

是茎的干鲜比
)

各器官对
‘

∃% 。一 丫射线的敏感性

顺序为
/

根长2 胚芽鞘长2 幼苗高度 2 根数2

根的干鲜比 2 茎的干鲜比
)

对照的根长与苗高

之 比值大于 3
,

而
’。+。一 丫射线照射后的根长与

苗高之比值小于 3
。

这再次证明
, ) ∗

%4 一 丫 射线

对根的损伤是很大的
)

相 同荆贡
、

不 同剂童率 的辐射效应 在照

射剂量相同的条件下
,

幼苗高度
、

胚芽鞘长
、

根

长
、

根数
、

未发芽种子数都是随剂量率的增大
,

损伤逐渐减轻 !表 1 ∀
。

以幼苗高度损伤为例
,

大

致可分为三个档次
, # ∃

)

∃ 伦, 分以下剂量率的

苗高 损伤基本都大于 ∃ .
,

而
)

∃ 一 51 #
)

(

伦 , 分的苗高损伤为 ∋ .左右
,

大于 #∋
)

( .伦 ,

分的损伤在 .左右
。

胚芽鞘长
、

根长
、

根条数

的损伤与幼苗高度 损伤规律基本相同
,

只是损

伤程度不同
。

这说明
, ) “

+4 一 6
射线对小麦幼苗

的形态损伤是小剂量率大于大剂量率
。

表 1 不同剂量率的辐射损伤 !以小僵 # 号 ( 万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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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试验结果

田间试验结果与室内幼苗培养的结果基本

一致
,

出苗率
、

苗期长势等都是随剂量率增大
,

损伤逐渐减少
∋

从抽穗期来看
,

所有处理几乎都

是在 6 (( 伦7分的剂量率下抽穗较早
,

但所有处

理均比对照的抽穗期和成熟期晚
。

结 论

8 用
‘,

9∃ 一 丫射线照射小麦干种子
,

相同

剂量采用不同剂量率处理
,

其辐射效应不同
,

剂

量率从小到大
,

其辐射损伤是逐渐减少的
。

:
∋

不同生态型品种对相同剂量
、

相同剂量

率照射后的反应敏感性不同
,

其顺序均表现为
;

春性品种的敏感性 < 半冬性品种的敏感性 < 冬

性品种的敏感性
。

%
∋

相同剂量
、

相同剂量率对小麦不同器官

损伤程度不同
,

且差异较大
。

其辐射损伤顺序

为
;

根长的损伤< 胚芽鞘长损伤< 幼苗高度损

伤 < 根数损伤 < 根的干鲜比损伤< 茎的干鲜比

损伤
。

6
∋

用
’。5。一 丫射线照射小麦干种子

,

剂 量

率的选择范围较广
,

从几十伦7分到几百伦 7分
,

但以不超过 ∗ (( 伦 7 分为宜
。

在辐射育种中
, = >

生物损伤与诱变效率的关系比较复杂
,

有人曾

做过大量研究
,

但结论不太一致
。

但有一点是毫

无疑问的
∋

就是要利用辐射作为育种手段
,

必须

坚持
“

活
、

变
、

选
”

的原则
。 “

变
”

的前提是发生了

辐射损伤
∋

故作者认为
,

=
‘

的生物损伤不宜太

小
,

也不宜太大
,

究竟损伤多大程度
,

突变率较

高
,

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

?参考文献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