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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木多倍体变异苗诱导及倍性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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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探究秋水仙素处理对杉木萌动种子的诱变效应，以 3 种杉木种子为材料，用 0. 9% 的秋水仙

素溶液浸泡处理后播种，60d 后统计变异苗得率并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变异苗不同部位的细胞倍性。结

果表明，经秋水仙素溶液浸泡处理后，3 种来源的杉木种子变异苗得率差异显著，全同胞种子 Z3#得率最

高，为 23. 45% ; 3 种来源的杉木种子经秋水仙素处理后所得的变异苗均表现为胚根短缩，下胚轴下部明

显膨大。流式细胞仪检测表明，胚根部分 57. 2%的细胞为混倍体细胞，下胚轴下部 42. 04% 的细胞为四

倍体细胞，下胚轴中部四倍体细胞所占比例为 9. 15%，下胚轴上部和子叶部分的细胞均为二倍体细胞;

秋水仙素溶液浸泡种子可诱导获得表型特征及细胞倍性发生明显变异的变异苗。本研究结果为进一步

开展杉木同源多倍体新种质的创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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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木(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Lamb．］Hook) 是

我国南方特有的造林绿化树种，生长速度快且木材品

质优良，一直备受关注［1］。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单一

的经济性状很难满足对林木树种多样化的需求，而近

年来我国气候环境变化对杉木适生区域的影响，迫切

需要聚合了速生、材性、抗逆等优良经济性状的杉木新

种质［2 － 4］。诱变能够创制新的种质材料，这种新的种

质材料经过 选 育 可 以 筛 选 出 满 足 目 标 需 求 的 新 种

质［5 － 7］。秋水仙素作为一种化学诱变剂，广泛应用于

诱导植物多倍体。其作用机理是秋水仙素可以与微管

蛋白形成的二聚体结合，抑制纺锤丝的合成，致使复制

后的染色体无法分向细胞两级，而使染色体数目加倍，

诱导多倍体变异苗［8 － 11］。相比二倍体亲本，植物多倍

体变异苗在基因表达水平、DNA 甲基化等表观遗传，

以及蛋白质表达上都会存在差异［12 － 14］。染色体数量

变异引起的分子水平上的差异，可能会导致植物在形

态、解剖、生理、栽培特性等方面发生改变［15］。这种分

子以及表型上的变异通过遗传选择得以延续保存，在

多倍体种质创新和新品种选育上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诱变技术广泛应用于农作物、花卉以及果树，

并取得了较大进展［16 － 18］。但关于针叶树诱变育种的

研究报道较少，尤其是针叶树多倍体的研究，已有的少

量报道也主要集中于松科植物，这极大地限制了多倍

体针叶树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19 － 22］。在杉木多倍体

育种研究中，胡瑞阳等［23］用秋水仙素处理杉木种子在

2 个月内便得到了变异苗，且变异苗的表型特征变异

明显，如下胚轴膨大等。然而，不同来源的试验材料是

否都能诱导出变异苗，诱导出的变异苗染色体倍性是

否发生改变，以及这些变异是来自研究材料本身的变

异还是秋水仙素处理的作用等问题尚需要进一步研

究。本试验以 3 种不同来源的杉木种子为试验材料，

研究了不同类型杉木种子对出苗率、变异率的影响，对

得到的变异苗进行了流式细胞仪检测，并分析了诱导

变异苗的成因，旨在为开展杉木多倍体育种研究奠定

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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