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章 编 号 ：!""#$%&"!’(""#)"*$""!!$"(

粳稻新资源三无稻的三无性状遗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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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 过 对 粳 稻 新 资 源 三 无 稻 的 三 无 性 状 遗 传 分 析 ，结 果 表 明 ，其 三 无 性 状 为 一 对

隐 性 基 因 !’’&控 制 ，其 (" 代 没 有 三 无 性 状 出 现 ；() 代 三 无 性 状 占 " * + 左 右 ；没 有 出 现 单 一 的

无 叶 舌 、无 叶 耳 或 无 叶 枕 的 性 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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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作为禾本科稻属，一般都是有叶舌、叶耳、叶枕的。众所周知，水稻叶片可分为

叶与叶鞘以及叶耳、叶舌和叶枕。叶枕是叶片与叶鞘连接的主要部分，叶舌是叶鞘顶端

退化的部分，是白色舌状薄膜，叶耳为一对小片，是叶片的变形。叶耳与叶舌与茎秆密切

贴紧，起到防止雨水侵入叶鞘内，叶耳与叶舌的大小对叶片张开角度有直接的影响。有

些 无 叶 毛 的 称 为 光 壳 稻 ，如 前 苏 联 光 壳 稻 、云 南 光 壳 稻 ，美 国 的 水 稻 品 种 大 部 分 为 无 叶

毛 的 光 壳 稻 。 但 同 时 没 有 叶 耳 、叶 舌 、叶 枕 的 水 稻 资 源 却 很 少 见 于 报 道 ；尤 其 是 粳 稻 资

源。作者于 "000 年引进集安农民育种家在朝鲜品种突变株中筛选出来的 新 资 源 ，因 其

没有叶耳、叶舌、叶枕，称其为“三无稻”。三无稻作为新株型的杂交骨干亲本正在广泛利

用。因其无叶舌、叶耳、叶枕，叶片平均张开角度仅为 ).01，叶片直立收敛，很容易将其与

其 它 水 稻 分 开 ，可 以 用 作 桥 梁 品 种 ，又 可 以 作 为 特 殊 用 途 的 标 记 性 状 ，如 两 系 杂 交 稻 不

育系的标记性状等。因此，为了能更进一步了解三无稻的三无性状的遗传特性，为育种

者提供科学依据，)%%%2)%%" 年着重研究了三无稻的三无性状遗传规律。

! 材料与方法

!+! 试验材料

三无稻株高 "%% 34，分蘖力差，单株分蘖 "%2") 个。茎秆粗壮，抗倒伏性强。叶片平

均张开角度 ).01，叶片直立收敛。株型紧凑，叶片厚，色深绿。生育期 "-% 5 左右。穗长，

粒稀，结实率 6%7左右。无芒，颖尖暗黄色，有褐斑。千粒重 )- 8 左右。其它供试材料为

吉林省主推的长白 0 号、通 #-、超产 " 号和秋光 + 个粳稻品种 和 品 %9+、品 )#$- 两 个 籼

稻品种。

!+( 试验方法

)%%% 年试验设在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以三无稻为母本，分别与长白 0 号、

收 稿 日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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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超产 # 号 、秋 光 、品 $%& 和 品 ’!(" 杂 交 ；后 代 于 ’$$$ 年 冬 季 海 南 加 代 ，调 查 其 )#

代的三无性状表现；’$$# 年正季将所得 )’ 代种子播种 ’$ *’，调查其三无性状表现。

! 结果与分析

!"# $# 代的三无性状表现

通过 ’$$$ 年+海南,对各组合 )# 代的调查发现，各个组合的 )# 代后代均没有出现三

无性状；也没有出现单一的无叶耳、无叶舌和无叶枕的性状。说明三无这一性状是隐性

基因控制的。

!"! $! 代的三无性状分离

通 过 ’$$# 年 正 季 调 查 )’ 群 体 ’$$ 株 ， 结 果 表 明 ，)’ 代 各 组 合 均 没 有 单 一 的 无 叶

耳、无叶舌和无叶枕性状出现。出现三无性状占调查总数的比例为 ’"-!.，占总数的 # / &
左右。综合 )# 代三无性状的表现，证明三无这一性状为同一对隐性基因控制，符合孟德

尔分离规律，其后代比例为 !0#+表 #,。

" 讨 论

一 般 禾 本 科 植 物 中 ，只 有 稗 草 具 有 无 叶 耳 、无 叶 舌 和 无 叶 枕 这 一 性 状 ，而 水 稻 很 少

有这种性状的出现。本试验选用的这一新种质资源，因其具有了三无这一特性，所以作

为一种珍稀的资源，可以为水稻育种工作者广为利用。因其与粳稻和籼稻都能亲合，后

代结实率较高，作为一个桥梁亲本，用于籼粳亚种间远缘杂交，是很有价值的。笔者这几

年已利用三无稻的这一特性配制出十几个籼稻组合与二十几个粳稻组合，其后代的优

势特别明显，分离很大。已经有几个分蘖特别多，单株分蘖达 !" 个以上的组合出现。

利 用 三 无 稻 的 这 一 性 状 ，在 苗 期 就 能 与 其 它 稻 苗 分 开 。 因 无 叶 耳 、叶 舌 ，叶 角 度 很

小，只有 ’-12。因此，用作两系杂交稻不育系母本的标记基因也是可行的。因其是隐性单

基 因 控 制 ，不 育 系 具 有 这 一 性 状 ，杂 交 种 就 不 会 有 三 无 性 状 的 出 现 ；而 没 有 杂 上 的 不 育

系就会很容易区分开来。在生产上应用将会十分广泛。

总 之 ，粳 型 三 无 稻 是 新 的 稻 种 资 源 ，对 其 性 状 遗 传 分 析 ，充 分 研 究 、开 发 、利 用 这 一

特殊资源为育种研究提供更科学的依据是进一步提高育种水平的一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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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各组合 $! 代三无性状表现

组 合 三无 / 长 1 九 三无 / 超产 # 号 三无 / 通 !" 三无 / 秋光 三无 / 品 $%& 三无 / ’!("

调查株数+个, ’$$ ’$$ ’$$ ’$$ ’$$ ’$$
三无性状+个, (% !$ "( &$ (’ &%
所占比例+., !& #" ’% ’$ !# ’&
单一+无叶耳、

无叶舌、无叶枕,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 吉 林 农 业 科 学 ’%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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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应区域及栽培技术

根据吉林省区试预备试验、全国北方大豆品种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结果，吉育 !"
适 于 吉 林 省 中 南 部 的 四 平 、辽 源 和 松 原 地 区 的 南 部 ，辽 宁 省 东 北 部 的 新 宾 、清 源 、西 丰 、

昌图，内蒙古自治区的赤峰、呼和浩特地区，以及甘肃张掖地区等种植。

吉 育 !" 适 于 中 上 等 肥 力 土 地 种 植 。 播 种 期 # 月 末 至 " 月 初 ，等 距 点 播 ，播 种 量 为

!$ %& ’ ()*，出苗后间苗，每 )* 保苗 +,-+. 株。播种前施用有机肥 * 万 %& ’ ()*，播种时施

磷酸二铵 +"$ %& ’ ()*。加强田间管理，及时防治大豆蚜虫和大豆食心虫。

/#0 刘 光 崧 ，等 1 土 壤 理 化 分 析 与 剖 面 描 述 /20 1 北 京 ：中 国 标 准 出 版 社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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