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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沿海地区南瓜地方品种的表型遗传多样性

郁永明１，李鲁峰２，俞信英１，沈晓岚１，潘钢敏１，楼春燕２，俞少华１，王炜勇１

（ １浙江省萧山棉麻研究所，杭州 ３１１２０２；２杭州市萧山区农业科学研究所，杭州 ３１１２０２）

　 　 摘要：利用表型性状探讨了浙江省沿海地区 ２０ 份南瓜地方品种资源的遗传多样性。 结果表明，３６ 个数量性状的变异系

数在 ７ ３３％ ～ ５９ １１％之间，４６ 个质量性状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遗传多样性指数在 ０ ～ １ ９９ 之间，表明其丰富的遗传多样性。 农艺

性状聚类分析表明，２０ 份资源分为 ２ 大类，其中 １９ 份资源归为一大类；在欧氏距离 １５ ０ 处把这一大类又分成 ５ 个小类，小类

的划分与花萼片大小、花梗刺毛、瓜形、老瓜皮色等质量性状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划分依据相对独立。 本研究结果进一步丰

富了南瓜的评价体系，并为今后优异基因资源的挖掘与利用提供了重要依据。
　 　 关键词：南瓜；地方品种；表型性状；遗传多样性；聚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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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瓜是葫芦科（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ｃｅａｅ）南瓜属（Ｃｕｃｕｒｂｉ⁃
ｔａ）草本植物，种植历史悠久，是古老的蔬菜作物，在
部分地区也是主要的粮饲作物。 我国各地普遍栽培

的有中国南瓜（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 ｍｏｓｃｈａｔａ Ｄ． ）、美洲南瓜

（Ｃ． ｐｅｐｏ Ｌ． ）和印度南瓜（Ｃ． ｍａｘｉｍａ Ｄ． ） ［１］。 南瓜抗

逆性强、耐粗放管理、适应性广，老瓜耐贮藏，加工用

途广，还可用于观赏及嫁接砧木，因此全球栽培面积

逐年扩大［２⁃３］。 南瓜是浙江省比较重要的蔬菜作物，
栽培历史悠久，拥有丰富的地方品种或类型，年种植

面积稳定在 １ ３ 万 ｈｍ２，年总产量达 ４０ 万 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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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质资源是国家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地方农家品

种是农作物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南瓜种质资

源评价研究已有许多报道，如利用同工酶［５］、ＲＡＰＤ、
ＩＳＳＲ、ＳＲＡＰ 标记［６⁃１１］ 和形态学［１２⁃１５］ 等研究。 龙荣华

等［１６］报道了云南南瓜代表资源特性；查丁石等［１７］ 报

道了上海南瓜资源的主要形态特征；张德威等［１８］ 介

绍了浙江南瓜优良的地方品种，但有关资源间亲缘关

系和遗传多样性方面研究未见报道。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 年，
在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沿海地区抗旱耐盐碱优

异性状农作物种质资源调查”的支持下，本课题组在

浙江沿海地区共采集南瓜地方品种资源 ２０ 份，详细

记载了形态性状，并进行了遗传多样性和亲缘关系分

析，以便为资源保存和育种应用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供试材料

试验材料为在浙江省沿海地区采集到的 ２０ 份南

瓜品种资源，其中嘉兴市 ６ 份、杭州市 ４ 份、宁波市 ５
份、台州市 ３ 份、温州市 ２ 份。 资源命名按当地俗称确

定，无品种名或有同名的加冠以采集地的乡镇名。 供

试材料及采集地详见表 １。 各材料果实形状见图 １。

表 １　 供试南瓜品种名称与来源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ｎａｍｅｓ ａｎｄ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ｐｕｍｐ⁃
ｋｉｎ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编号 Ｃｏｄｅ 品种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采集地 Ｏｒｉｇｉｎ
Ｎ１ 平湖金瓜 平湖市黄姑虎啸桥村

Ｎ２ 黄菇圆南瓜 平湖市黄姑虎啸桥村

Ｎ３ 林埭圆南瓜 平湖市林埭新庄村

Ｎ４ 林埭南瓜 平湖市林埭新庄村

Ｎ５ 蛤蟆皮南瓜 海盐县秦山永兴村

Ｎ６ 秦山圆南瓜 海盐县秦山永心村

Ｎ７ 南瓜 ８ 号 萧山区义蓬小蜜蜂村

Ｎ８ 南瓜 ９ 号 萧山区义蓬小蜜蜂村

Ｎ９ 楼塔十姐妹 萧山区楼塔

Ｎ１０ 秋南瓜 萧山区楼塔大同三村

Ｎ１１ 黄鼠狼南瓜 余姚市小曹娥曹娥村

Ｎ１２ 庵东特柄南瓜 慈溪市庵东虹桥村

Ｎ１３ 牛压南瓜 北仑区白峰新马神村

Ｎ１４ 定塘南瓜 象山县定塘英山村

Ｎ１５ 长南瓜 宁海县长街

Ｎ１６ 扁圆迟瓜 三门县里浦新塘村

Ｎ１７ 金清南瓜 路桥区金清

Ｎ１８ 清港南瓜 玉环县清港下湫村

Ｎ１９ 巴曹南瓜 苍南县巴曹平安村

Ｎ２０ 霞关圆南瓜 苍南县霞关库下村

图 １　 供试南瓜品种果实形状

Ｆｉｇ． １　 Ｆｒｕｉｔ ｓｈａ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ｐｕｍｐｋｉｎ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７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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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性状观察记载与数据处理

所有材料在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农科所试验地

统一种植，常规栽培管理。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０ 年种植，只
观察品种纯度，去杂去劣，选株自交留种。 ２０１１ 年

每品种种植 ２０ 株，小区面积 ２４ ｍ２，株距 ０ ６ ｍ，行
距 ２ ｍ，每品种种一小区，不设重复。 经观察植株间

性状表现一致。 按照《南瓜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

据标准》 ［１］进行形态性状、生育期等的观察记载和

数据采集，测量并计算小区中间的 １０ 株植株的平均

值作为该资源的数量性状值，质量性状按小区整体

表现确定。 性状汇总后，最终选择 ４６ 个质量性状和

３６ 个数量性状进行统计分析。 统计数量性状的平

均值、标准差、最大值、最小值、极差和变异系数，并
参照郭丽芬等［２２］ 方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进

行聚类分析。 对其中 ４１ 个质量性状，按性状值代码

进行数字化后（表 ２），统计各表型的分布频率，参照

Ｓ． Ｋ． Ｊａｉｎ 等［１９］ 方法计算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遗传多样

性指数（Ｈ′），以性状代码值参与聚类分析。 上述操

作均在 Ｅｘｃｅｌ 中完成，最后利用 ＤＰＳ⁃ｖ３ ０１ 专业版

软件以最短距离法进行聚类分析。

表 ２　 质量性状编号与表型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ｔｒａｉｔｓ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ｕｍｐｋｉｎｓ

编号 Ｃｏｄｅ １ ２ ３ ４

子叶色 ＣＣ１ 浅绿 绿 深绿

分枝性 Ｂｒａｎｃｈｉｎｇ 强 中 弱

主蔓色 ＭＶＣ 黄 浅绿 绿 深绿

主蔓刺毛 ＭＶＢ 少 中 多

主蔓横切面形状 ＭＶＣＳＳ 五棱形 圆形

叶形 ＬＳ１ 掌状 掌状五角 心脏形 心脏五角

（５ 近圆形　 ６ 近三角形）

叶色 ＬＣ 浅绿 绿 深绿

叶缘 ＬＭ 全缘 波状 锯齿

叶裂刻 ＬＳ２ 无 浅 中 深

叶面白斑 ＷＳＬＳ 无 少 中 多

叶背刺毛 ＢＬＢ 硬 软

花冠色 ＣＣ２ 浅黄 黄 橙黄

花筒形状 ＣＳ 钟形 圆筒形 喇叭状

花瓣先端形状 ＳＴＰ 锐角 钝角 圆形

花萼片 ＦＳ 小 大

花梗刺毛 ＰＢ 无 有

结瓜习性 ＦＨ 主蔓 侧蔓 主 ／ 侧蔓

瓜梗基部 ＢＭＳ 无变化 基部稍膨大 基部膨大 均匀膨大

嫩瓜皮色 ＣＦＭＳ 白 浅绿 绿 深绿

（５ 墨绿　 ６ 其他）
嫩瓜瓜面斑纹 ＳＦＭＳ 无 点 条 块

（５ 网）

商品瓜瓜面特征 ＭＳＣ 平滑 多棱 瘤突

棱沟深浅 ＤＭＳＤ 无 浅 深

编号 Ｃｏｄｅ １ ２ ３ ４

瓜瘤大小 ＴＳ 无 小 中 大

瓜瘤多少 ＲＡ 无 少 中 多

瓜面蜡粉 ＭＳＷ 无 少 中 多

瓜蒂端瓜面形状 ＳＰＳ 凹 平 凸

瓜顶形状 ＭＴＳ 凹 平 凸

瓜形 ＭＳ 盘形 扁圆 近圆 椭圆

（５ 长颈圆筒 ６ 长弯圆筒 ７ 长筒 ８ 梨形 ９ 长把梨形）

商品瓜横切面形状ＭＣＳＳ 圆形 多边形 均匀凹陷 不规则

嫩瓜肉色 ＦＭＦＣ 白 浅黄 黄 橙黄

（５ 其他）

老瓜皮色 ＯＭＳＣ 橙红 橙黄 黄 棕黄

（５ 浅绿　 ６ 墨绿　 ７ 其他）
老瓜瓜面斑纹 ＳＳＯＭ 无 点 条 块

（５ 网）

老瓜斑纹色 ＳＣＯＭ 无 浅黄 黄 深绿

（５ 其他）

老瓜肉色 ＯＭＦＣ 浅黄 黄 橙黄 金黄

熟性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早 中 晚

种皮色 ＳＣＣ 白 灰白 黄白 黄

（５ 其他）

种皮光泽 ＳＣＬ 无 有

种缘表面特征 ＳＥＳＣ 平滑 粗糙

种子周缘 ＳＣ 无隆起 隆起

种子周缘颜色 ＳＣＣ 浅 与种皮相近 深

种喙特征 ＳＢＣ 圆钝 不倾斜 圆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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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数量性状遗传多样性

从表 ３ 可以看出，供试 ２０ 份南瓜的 ３６ 个数量

性状的变异系数为 ７ ３３％ ～ ５９ １１％ 。 其中主蔓

长、瓜脐直径和老瓜单瓜重的变异系数均在 ５０％
以上，说明其遗传多样性丰富；主蔓节数、叶柄

长、叶柄粗等 １８ 个性状虽变异系数不超过 ５０％ ，
但其极差比平均值大，说明这些性状的多样性也

较丰富。

表 ３　 南瓜数量性状的表型变异

Ｔａｂｌｅ ３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ｉｃ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ｔｒａｉｔｓ ｏｆ ｐｕｍｐｋｉｎｓ

性状

Ｔｒａｉｔ

平均

值

Ｍｅａｎ

标准

差

ＳＤ

最大

值

Ｍａｘ．

最小

值

Ｍｉｎ．

极差

Ｒａｎｇｅ

变异系

数（％ ）
ＣＶ

性状

Ｔｒａｉｔ

平均

值

Ｍｅａｎ

标准

差

ＳＤ

最大

值

Ｍａｘ．

最小

值

Ｍｉｎ．

极差

Ｒａｎｇｅ

变异系

数（％ ）
ＣＶ

子叶长（ｃｍ） ＣＬ ５ ４４ １ ０４ ７ ３ ３ ６ ３ ７ １９ １６

子叶宽（ｃｍ） ＣＷ ３ ４０ ０ ５０ ４ ４ ２ ４ ２ １４ ７６

主蔓节数（节） ＮＮＭＶ ４０ ００ １３ ７２ ７９ ２２ ５７ ３４ ３０

主蔓长（ｍ） ＭＶＬ ５ ５１ ３ ０１ １３ ５ ３ ０２ １０ ４８ ５４ ６９

主蔓粗（ｃｍ） ＭＶＤ １ ２９ ０ ３３ １ ９ ０ ８５ １ ０５ ２５ ６７

叶片长（ｃｍ）ＬＬ ３５ ９１ ６ ５４ ５１ ２７ ２ ２３ ８ １８ ２２

叶片宽（ｃｍ）ＬＷ ３３ ４３ ６ ５８ ４６ ２ ２４ ３ ２１ ９ １９ ６９

叶柄长（ｃｍ） ＰＬ ２５ ８１ ８ ７３ ３９ ５ ９ ４ ３０ １ ３３ ８２

叶柄粗（ｃｍ） ＰＤ １ ３２ ０ ３８ ２ ０ ６ １ ４ ２８ ５２

首雌花节位（节） ＦＦＦＮ １３ ３０ ５ ３５ ２４ ５ １９ ４０ ２４

雌花间隔节位数（节） ＩＮＦＦ ３ ４０ １ ３１ ５ １ ４ ３８ ６４

雄花节率（％ ）ＮＲＭＦ １９ ８０ ２ ８６ ２６ １ １５ ８ １０ ３ １４ ４６

首雄花节位（节） ＦＭＦＮ ７ ０５ ２ ７０ １２ ４ ８ ３８ ３６

雌花节率（％ ）ＮＲＦＦ ２９ ６８ ９ ８６ ３９ １ ０ ４８ ３８ ６２ ３３ ２３

第一果实节位（节）ＦＦＮ １８ ００ ４ ６８ ２６ ６ ２０ ２６ ００

瓜梗长（ｃｍ） ＭＳＬ ８ ８３ ２ ８４ １３ ２ ３ ４ ９ ８ ３２ １６

瓜梗横径（ｃｍ） ＭＳＤ ２ ５８ ０ ９６ ４ １ １ ３ １ ３７ ２５
商品瓜纵径（ｃｍ） ＭＬ ２５ ９７ １２ ３４ ６１ ２ ７ ７ ５３ ５ ４７ ５０

商品瓜横径（ｃｍ） ＭＤ １１ ３３ ４ ６５ ２１ ８ ５ ６ １６ ２ ４１ ０４

瓜脐直径（ｃｍ） ＭＵＤ １ ３３ ０ ７９ ３ ０ ３ ２ ７ ５９ １１

商品瓜肉厚（ｃｍ） ＭＦＴ ３ ０７ ０ ８１ ４ ５ １ ２ ３ ３ ２６ ４３

瓜心室数（个） ＭＶ ３ ０５ ０ ２２ ４ ３ １ ７ ３３

嫩瓜单瓜重（ｇ） ＷＰＦＭ ９９６ ９１ ３５３ ９０ １８００ ６１５ １１８５ ３５ ５０

早期产量（ｋｇ ／ ｈｍ２）ＥＹ ８２３ ５０ ８５ ０３ ９７８ ６７５ ３０３ １０ ３２

嫩瓜单产（ｋｇ／ ｈｍ２） ＹＰＵＡＦＭ ２１４５４ ２０ １０６７０ ４７ ３９１２０ ２８６０ ３６２６０ ４９ ７４

老瓜单瓜重（ｇ） ＷＰＯＭ ３３９４ ３０ １８８４ ６３ ７４２５ １３４６ ６０７９ ５５ ５２

老瓜单产（ｋｇ／ ｈｍ２） ＹＰＵＡＯＭ １１２０１６ ４５ ２６２１５ ５５ １７１２６４ ４１９５２ １２９３１２ ２３ ４０

单株瓜数（个）ＭＮＰＰ ５ ５５ １ ６１ ９ ３ ６ ２８ ９２

单瓜种子数（粒）ＳＮＰＭ １９０ ５５ ９２ ４５ ３９０ １１２ ２７８ ４８ ５２

种子长度（ｃｍ） ＳＬ １ ５０ ０ ２１ １ ８ １ １ ０ ７ １４ ０７

种子宽度（ｃｍ） ＳＷ ０ ８３ ０ １４ １ １ ０ ６ ０ ５ １６ ３３

种子厚度（ｍｍ） ＳＴ ２ ７　 ０ ５　 ３ ７ ２ １ ７ １９ １１

种子千粒重（ｇ） ＴＳＷ １２４ １６ ４０ ５３ ２１６ ７１ ８ １４４ ２ ３２ ６４

播种到雌花始花（ｄ） ＦＦＦＯＰ ７９ ５０ ９ ０８ ９３ ５５ ３８ １１ ４２

播种到嫩瓜始收（ｄ） ＦＦＭＨＰ ９２ ０５ ７ ４３ １０５ ７６ ２９ ８ ０７

播种到老瓜收获（ｄ）ＯＭＨＰ １６４ ８５ ７８ ６４ ４９２ １２２ ３７０ ４７ ７０

ＣＬ：Ｃｏｔｙｌｅｄｏｎ ｌｅｎｇｔｈ，ＣＷ：Ｃｏｔｙｌｅｄｏｎ ｗｉｄｔｈ，ＮＮＭＶ：Ｎｏｄ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ａｉｎ ｖｉｎｅ，ＭＶＬ：Ｍａｉｎ ｖｉｎｅ ｌｅｎｇｔｈ，ＭＶＤ：Ｍａｉｎ ｖｉｎ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ＬＬ：Ｌｅａｆ ｌｅｎｇｔｈ，ＬＷ：
Ｌｅａｆ ｗｉｄｔｈ，ＰＬ：Ｐｅｔｉｏｌｅ ｌｅｎｇｔｈ，ＰＤ：Ｐｅｔｉｏｌ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ＦＦＦＮ：Ｆｉｒｓｔ ｆｅｍａｌｅ ｆｌｏｗｅｒ ｎｏｄｅ，ＩＮＦＦ：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ｎｏｄｅ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ｆｌｏｗｅｒ，ＮＲＭＦ：Ｎｏｄ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ｍａｌｅ ｆｌｏｗ⁃
ｅｒ，ＦＭＦＮ：Ｆｉｒｓｔ ｍａｌｅ ｆｌｏｗｅｒ ｎｏｄｅ，ＮＲＦＦ：Ｎｏｄ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ｆｌｏｗｅｒ，ＦＦＮ：Ｆｉｒｓｔ ｆｒｕｉｔ ｎｏｄｅ ，ＭＳＬ：Ｍｅｌｏｎ⁃ｓｔｅｍ ｌｅｎｇｔｈ，ＭＳＤ：Ｍｅｌｏｎ⁃ｓｔｅｍ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ＭＬ：Ｍｅｌ⁃
ｏｎ ｌｅｎｇｔｈ，ＭＤ：Ｍｅｌｏｎ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ＭＵＤ：Ｍｅｌｏｎ ｕｍｂｉｌｉｃｕｓ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ＭＦＴ：Ｍｅｌｏｎ ｆｌｅｓｈ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ＭＶ：Ｍｅｌｏｎ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ＷＰＦＭ：Ｗｅｉｇｈｔ ｐｅｒ ｆｒｅｓｈ⁃ｍｅｌｏｎ，
ＥＹ：Ｅａｒｌｙ ｙｉｅｌｄ，ＹＰＵＡＦＭ：Ｙｉｅｌｄ ｐｅｒ ｕｎｉｔ ａｒｅａ ｏｆ ｆｒｅｓｈ⁃ｍｅｌｏｎ，ＷＰＯＭ：Ｗｅｉｇｈｔ ｐｅｒ ｏｌｄ⁃ｍｅｌｏｎ，ＹＰＵＡＯＭ：Ｙｉｅｌｄ ｐｅｒ ｕｎｉｔ ａｒｅａ ｏｆ ｏｌｄ⁃ｍｅｌｏｎ，ＭＮＰＰ：Ｍｅｌ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ＮＰＭ：Ｓｅｅｄ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ｅｒ ｍｅｌｏｎ，ＳＬ：Ｓｅｅｄ ｌｅｎｇｔｈ，ＳＷ：Ｓｅｅｄ ｗｉｄｔｈ，ＳＴ：Ｓｅｅｄ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ＴＳＷ：１０００⁃ｓｅｅｄ ｗｅｉｇｈｔ，ＦＦＦＯＰ：Ｆｉｒｓｔ ｆｅ⁃
ｍａｌｅ⁃ｆｌｏｗｅｒ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ｐｅｒｉｏｄ，ＦＦＭＨＰ：Ｆｉｒｓｔ ｆｒｅｓｈ⁃ｍｅｌｏｎ 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ｄ ｐｅｒｉｏｄ，ＯＭＨＰ：Ｏｌｄ⁃ｍｅｌｏｎ 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ｄ ｐｅｒｉｏｄ

２ ２　 质量性状遗传多样性

从遗传多样性指数来看，供试 ２０ 份南瓜所观察

的 ４６ 个质量性状的遗传多样性指数在 ０ ～ １ ９９ 之

间，变化较大。 有 ５ 个性状在所有资源中表现一致，
生长习性均为蔓生、花蕾形状均为圆锥形、瓜梗质地

均为硬、瓜梗横切面形状均为五棱形、外种皮均有，
表明在这些性状上浙江沿海地区南瓜资源表现单

一。 其余的 ４１ 个质量性状的表型多样性见表 ４。
从频率分布看，有 ９５％ 的品种花梗无刺毛、结瓜习

性为主 ／侧蔓；８５％ 品种的主蔓横切面形状为五棱

形、种缘表面特征为粗糙、种子周缘颜色深；８０％ 品

种的嫩瓜肉色为浅黄、种皮无光泽；７５％品种的叶背

刺毛软、花萼片小而细。 其中子叶色等 ２０ 个性状的

遗传多样性指数大于 １，且频率分布较均匀（表 ４），
表明这些性状的遗传多样性较为丰富。
２ ３　 聚类分析

剔除各品种表现完全一致的 ５ 个质量性状，基
于 ７７ 个表型性状对浙江省沿海地区 ２０ 个南瓜地方

品种资源进行聚类分析（图 ２）。 从图 ２ 可以看出，
２０ 份资源在欧氏距离 １８ ５ 处分为 ２ 大类，Ｎ１（平湖

金瓜）为第 Ｉ 大类，该品种的特征是嫩瓜皮色和肉色

均为白色、老瓜皮色黄、瓜形为椭圆形、熟性早；其他

９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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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４１ 个质量性状的遗传多样性

Ｔａｂｌｅ ４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ｔｒａｉｔｓ ｏｆ ｐｕｍｐｋｉｎｓ

性状

Ｔｒａｉｔ

频率分布（％ ）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遗传

多样

性指

数 Ｈ′

性状

Ｔｒａｉｔ

频率分布（％ ）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遗传

多样

性指

数 Ｈ′
子叶色 ＣＣ１ ５０ ３０ ２０ １ ０３

分枝性 Ｂｒａｎｃｈｉｎｇ ３５ ６５ ０ ６５

主蔓色 ＭＶＣ ５ ２０ ４５ ３０ １ １９

主蔓刺毛 ＭＶＢ １０ ３０ ６０ ０ ９

主蔓横切面形状ＭＶＣＳＳ ８５ １５ ０ ４２

叶形 ＬＳ１ ２５ ０５ ５ ６０ ５ １ １０

叶色 ＬＣ ３０ ５０ ２０ １ ０３

叶缘 ＬＭ １５ ４５ ４０ １ ０１

叶裂刻 ＬＳ２ ４５ ５５ ０ ６９

叶面白斑 ＬＳＷＰ １５ ３０ ３０ ２５ １ ３５

叶背刺毛 ＬＢＢ ２５ ７５ ０ ５６

花冠色 ＣＣ２ ３５ ２５ ４０ １ ０８

花筒形状 ＣＳ ３０ ５５ １５ ０ ９７

花瓣先端形状 ＳＴＰ ５０ ４０ １０ ０ ９４

花萼片 ＦＳ ７５ ２５ ０ ５６

花梗刺毛 ＰＢ ５ ９５ ０ ２０

结瓜习性 ＦＨ ５ ９５ ０ ２０

瓜梗基部 ＢＭＳ ３５ ５５ ５ ５ １ ００

嫩瓜皮色 ＣＦＭＳ ５ ６５ ５ １０ １５ １ ０９

嫩瓜瓜面斑纹 ＳＦＭＳ １５ １５ １０ ５０ １０ １ ３８

商品瓜瓜面特征ＭＳＣ ５０ ３５ １５ １ ００

棱沟深浅 ＤＭＳＤ ５５ ２０ ２５ １ ００

瓜瘤大小 ＣＣＳ ６０ １０ ５ ２５ １ ０３

瓜瘤多少 ＣＡ ６０ １０ ５ ２５ １ ０３

瓜面蜡粉 ＭＳＷ ５５ ３５ １０ ０ ９３

瓜蒂端瓜面形状ＳＭＳＡＰ ２０ ４５ ３５ １ ０５

瓜顶形状 ＭＴＳ ３５ ６０ ５ ０ ８２

瓜形 ＭＳ ５ １５ ２０ ５ ５ ２５ ５ ５ １５ １ ９９

商品瓜横切面形状ＭＣＳＳ ７０ １０ ２０ ０ ８０

嫩瓜肉色 ＦＭＦＣ ５ ８０ １０ ５ ０ ７１

老瓜皮色 ＯＭＳＣ ４０ ２０ ５ １５ １０ １０ １ ５８

老瓜瓜面斑纹 ＳＳＯＭ ２０ ２０ ２０ ３５ ５ １ ４８

老瓜斑纹色 ＳＣＯＭ ２０ ３５ ２０ ２５ １ ０１

老瓜肉色 ＯＭＦＣ ６０ ５ ３５ ０ ８２

熟性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５ ６５ ３０ ０ ７９

种皮色 ＳＣＣ １５ ３０ ５０ ５ ０ ９９

种皮光泽 ＳＣＬ ８０ ２０ ０ ５０

种缘表面特征 ＳＥＣＳ １５ ８５ ０ ４２

种子周缘 ＳＣ ４０ ５０ １０ ０ ９４

种子周缘颜色 ＳＣＣ ５ １０ ８５ ０ ５２

种喙特征 ＳＢＣ ４０ ２０ ４０ １ ０５

图 ２　 基于表型性状的 ２０ 份南瓜品种资源聚类图

Ｆｉｇ． ２　 Ｄｅｎｄ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２０ ｐｕｍｐｋｉｎ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ｉｃ ｔｒａｉｔｓ

１９ 份资源为第Ⅱ大类，其性状与第 Ｉ 大类有明显区别。
在欧氏距离 １５ ０ 处又将第Ⅱ大类的 １９ 份资源分为 ５

个小类，其中 Ｎ２、Ｎ４、Ｎ５、Ｎ６、Ｎ１０、Ｎ１３、Ｎ１４、Ｎ１５、
Ｎ１７、Ｎ１９、Ｎ２０ 等 １１ 份材料归为第 １ 小类，其共同特

征是花萼片小且花梗有刺毛；Ｎ７ 和 Ｎ８ 聚为第 ２ 小

类，其特点是老瓜皮色为深绿、瓜型大、老瓜产量高；
Ｎ９、Ｎ１１、Ｎ１２、Ｎ１６ 聚为第 ３ 小类，其共同特征为花萼

片大且种皮灰白色；第 ４ 小类仅包括 Ｎ１８，其显著特

点是瓜形为盘形、老瓜瓜面斑纹为网状纹；第 ５ 小类

仅 Ｎ３ 包括，其特点是花梗无刺毛，瓜型小。
研究表明由于各地之间相互引种，同物异名现象

在南瓜中普遍存在［１７］。 Ｎ１４（定塘南瓜）与 Ｎ１７（金清

南瓜）两品种最先聚在一起，说明关系最近；并且基于

质量性状计算的欧氏距离为 ０，表明质量性状完全一

致。 由此基本可认定这两品种是同物异名。 为节省

人力物力，建议两者可以合并成一个材料。
另通过数量性状和质量性状单独聚类，结果发

现 ４１ 个质量性状聚类结果与全部性状聚类结果较

接近，同样是 Ｎ１ 单独聚为一大类，其余 １９ 个资源

聚为一大类，但小类的划分略有区别；而 ３６ 个数量

性状的聚类结果与全部性状聚类差别较大，大类的

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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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也不一致。 这说明在区别南瓜栽培种或品种的

形态指标中质量性状比数量性状要重要，这与王炜

勇等［２３］对甜瓜资源的研究结果一致。

３　 讨论

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是生物适应环境气候和

土壤等特异性而进化形成的，丰富的农家品种可为

种质创新和新品种选育提供良好的遗传基础。 通过

农艺性状遗传多样性研究，能从整体了解资源的丰

富程度，为分类学研究和育种利用提供依据。 虽然

在种质资源评价研究中已有较多的分子标记技术应

用，但传统的农艺性状观察鉴定依然是不可或缺的，
也是种质资源研究最基本、最直观的方法和手

段［２０⁃２３］。 Ｃ． Ｇｗａｎａｍａ 等［２４］ 采用分子标记技术分析

了非洲南部中心区域中国南瓜资源遗传多态性，指出

中国南瓜资源多态性比同属的其他作物要丰富，并且

两种分子标记体现出的材料间的多态性与形态性状

所反映的结果一致 。 本研究利用农艺性状鉴定发

现，浙江省沿海地区 ２０ 份南瓜资源遗传多样性相对

比较丰富，其聚类结果与传统种分类相一致，进一步

明确了浙江省南瓜地方品种遗传多样性和遗传背景。
本研究的 ２０ 份资源中，Ｎ１（平湖金瓜）叶面无

白斑、叶背刺毛硬、瓜梗基部稍膨大，与林德佩［２］ 描

述的美洲南瓜特征相符，与查丁石等［１７］ 描述的金瓜

在果实形状、嫩瓜色、老瓜色、表面平滑、单瓜重及食

用习惯上极为相似，应属于同一栽培种，即美洲南瓜

（西葫芦）栽培种，而其他资源都属于中国南瓜栽培

种。 聚类分析中，Ｎ１（平湖金瓜）独立聚为一类，表明

与其他资源的亲缘关系较远，这与传统种的分类相

一致。
聚类分析能较好地区分各资源间的亲缘关系远

近，但用于分析的数据是否标准化可能影响到分类

结果，特别是数量性状，因为数值差异较大，不进行

标准化，观察值取不同的单位可能产生不同的聚类

结果。 但标准化后，也带来一个问题即各性状的重

要性完全一样，某些特别重要的性状如产量等便显

不出重要性；是否可在重要性状上增加一个权重系

数，可能会更适合具体的实际情况，值得商榷。
通过本研究，总体上了解了浙江省沿海地区南

瓜地方品种资源的遗传多样性水平，明确了资源间

亲缘关系的远近，并筛选了一些优异基因资源，比如

林埭圆南瓜的花梗无刺毛；宁海长南瓜的首雌花节

位为 ５ 节，早期产量高；黄菇圆南瓜的嫩瓜单瓜重达

１ ８ ｋｇ；南瓜 ８ 号的老瓜单瓜重达 ７ ４ ｋｇ；清港南瓜

的单瓜种子数达 ３９０ 粒。 这可为今后南瓜育种和资

源利用提供参考。 但农艺性状特别是数量性状容易

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今后需结合分子标记手段做

进一步鉴定，以增加结果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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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Ｇｗａｎａｍａ Ｃ，Ｌａｂｕｓｅｈａｇｎｅ Ｍ Ｔ，Ｂｏｔｈａ Ａ 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ｇｅｎｅｔｉｅｖａｒｉａ⁃
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 ｍｏｓｃｈａｔａ ｂｙ ｒａｎｄｏｍａｍ 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ｅ ＤＮＡ
（ＲＡＰＤ） ｍａｒｋｅｒｓ［Ｊ］． Ｅｕｐｈｙｔｉｃａ，２０００，１１３：１９⁃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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