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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韭菜是我国重要的葱蒜类蔬菜之一ꎬ在人们的膳食中起到重要作用ꎮ 韭菜种质资源的收集、鉴定和创新研究取得

一定成效ꎬ但是和大宗蔬菜同类研究比较相对落后ꎮ 本文从韭菜种质资源研究、种质创新和新品种选育方面ꎬ综述了韭菜种

质创新研究进展和存在问题ꎬ并提出了优化韭菜种质创新研究的对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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韭菜含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纤维素、胡
萝卜素、维生素 Ｃ 和微量元素ꎬ主要以鲜韭、韭黄和韭

薹鲜菜供应市场ꎬ也可加工成韭花、韭籽酱调味品供

应市场ꎬ是我国人民喜爱的美味蔬菜之一ꎮ 韭菜和韭

籽中含有的硫化物、皂苷类、黄酮类等有机成分ꎬ具有

强身健体、滋阴助阳的医疗保健功效[１]ꎬ是药食兼用

型精细蔬菜ꎮ 韭菜耐寒耐热、适应性强ꎬ容易实现周

年生产供应ꎮ 韭菜的栽培面积在我国各类蔬菜中位

列第 １６ 位ꎬ是原产中国的主要蔬菜种类之一ꎮ 据史

书记载ꎬ中国韭菜已有 ３０００ 多年栽培历史ꎬ但是韭菜

是多年生植物ꎬ传统种植方式常用宿根繁殖ꎬ栽种一

次几年甚至十几年才更新一次ꎬ因此人工选择使品种

分化机率较低ꎬ相对来说品种创新也较少ꎬ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前生产利用的韭菜品种ꎬ都是一些地方农家品

种ꎬ马树彬等[２] 育成韭菜新品种 ７９１ꎬ开辟了韭菜人

工育种先河ꎬ韭菜常规育种的选育周期较一年生植物

长 ４ ~５ 年ꎬ韭菜杂种优势利用还没有获得理想的强

优势组合ꎬ与其他蔬菜比较韭菜种质创新研究相对滞

后ꎮ 但是ꎬ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市场经济发展ꎬ
对韭菜品种和韭菜生产提出新的要求ꎬ韭菜种质创新

研究逐步被重视ꎮ 本文从韭菜种质资源收集、鉴定、
性状遗传、种质创新和新品种选育等方面ꎬ综述了韭

菜种质创新的研究成就和当前存在问题ꎬ提出了优化

韭菜种质创新研究的建议ꎮ

１　 韭菜种质创新研究进展

１ １　 韭菜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

韭菜的起源中心在中国ꎬ有几千年栽培历史ꎬ在



植　 物　 遗　 传　 资　 源　 学　 报 １７ 卷

我国各省和自治区均有野生韭菜资源和丰富的地方

韭菜品种资源ꎬ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国家蔬菜种质资

源中期库收集野生韭菜和地方品种韭菜资源 ２７０
份[３]ꎬ韭菜种质资源全国各地都有分布ꎬ但集中在华

北地区的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南、天津有 １１０
份ꎬ占韭菜种质资源入库总数的 ４７ ６％ꎬ西北地区的

陕西、甘肃、宁夏、新疆有 ４１ 份ꎬ占 １７ ７％ꎬ东北三省

有 ２８ 份ꎬ占 １２ １％ꎬ江苏省有 ２１ 份ꎬ占 ９ ０％ꎮ 平顶

山市农业科学院韭菜育种资源圃种植保存韭菜种质

材料 １７４ 份ꎬ天津从日本引进韭菜种质资源 １６ 份ꎬ甘
肃省河西学院采集野生和地方韭菜种质资源 １２ 份ꎬ
南宁市蔬菜研究所采集野生韭菜材料 ５ 份ꎬ全国收集

保存韭菜种质资源总数已超过 ３００ 份ꎬ成为韭菜种质

创新研究的重要种质基础ꎮ
１ ２　 韭菜种质资源的鉴定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ꎬ我国开始了韭菜种质资

源的收集鉴定工作ꎬ王贞等[４]利用资源圃 １７４ 份韭菜

种质资源的表型性状鉴定数据资料ꎬ构建了 ６９ 个核

心资源的初级核心库ꎮ 在 １７４ 份韭菜种质资源中ꎬ从
叶片形态上可分为宽叶类型(如 ７９１ 韭菜等)和窄叶

类型(如洛阳钩头韭等)ꎬ窄叶韭菜叶片修长ꎬ叶色深

绿ꎬ纤维含量多ꎬ香味浓郁ꎬ但卖相较差ꎻ宽叶韭菜叶

色淡绿ꎬ纤维含量偏低ꎬ吃起来味道相对较淡ꎮ 从休

眠习性上分为休眠、不休眠和浅休眠 ３ 种生态类型ꎬ
原产地北方的休眠型韭菜(如辽宁马莲韭等)ꎬ能够

在北方露地安全越冬ꎬ但生长速度慢些ꎬ在越冬棚室

栽培时有一段休眠时间ꎬ原产南方的不休眠型韭菜

(如桂林大叶等)ꎬ在北方露地不能安全越冬ꎬ但生长

速度快ꎬ在越冬棚室栽培时没有休眠时间ꎮ 浅休眠型

韭菜(如平丰 ６ 号等)是上述 ２ 种生态类型长期异地

生态选择或杂交后代选择的中间过渡类型ꎮ 按食用

部分可分为根韭、叶韭、花韭、叶花兼用韭 ４ 种类型ꎬ
根韭主要食用根和花薹ꎬ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南地区ꎬ
叶韭主要以叶片、叶鞘供食用ꎬ在我国各地普遍栽培ꎮ
花韭(如年花 ２ 号等)主要以收获韭菜花薹部分供食ꎬ
以采薹为主ꎬ花茎粗大ꎬ品质优良ꎬ较耐低温ꎮ 叶花兼

用韭的叶片、花薹发育良好ꎬ均可食用ꎬ目前国内栽培

的韭菜品种多数为这一类型ꎮ
殷学贵等[５] 对河西走廊韭菜种质资源调查ꎬ

发现该地区同属不同种的野生韭菜有碱韭、野韭、
青甘韭、天兰韭、山韭、镰叶韭和黄头韭等ꎮ 严泽

生等[６]对 ２６ 个韭菜资源的营养生长性状进行调

查与比较ꎬ鉴定出株高 ３３ ９ ｃｍ 以上的高株材料 ４
个ꎬ叶片宽而长的材料 ３ 个ꎬ耐旱能力强的材料 ６

个ꎬ分蘖能力强的材料 ８ 个ꎬ耐寒性材料 ４ 个ꎮ 荆

建湘[７]对不同韭菜品种的抗韭蛆能力进行调查ꎬ
把 ２０ 个品种抗性聚为 ３ 类ꎬ农大棚韭 １ 号和豫韭

菜 １ 号抗虫性强ꎬ竹竿青、９１￣２、宽韭王和雪韭王

是感虫类型ꎬ赛松等 １４ 个品种为中间过渡类型ꎮ
王勤礼等[８] 对河西地区 １２ 份不同韭菜品种的品

质检测结果显示ꎬ不同类型韭菜品种的还原糖、
Ｖｃ、蛋白质含量均存在一定差异ꎬ酒泉丰乐河海子

沟野生韭菜的 Ｖｃ 含量最高ꎬ达 ４６０ μｇ / ｇꎬ金昌地

方品种含量最低仅 ６０ μｇ / ｇꎬ山丹柴胡子沟蒙古韭

还原糖含量最高ꎬ达 １２ ７ μｇ / ｇꎬ肃南甘沟野韭还

原糖含量最低仅 ４ ８ μｇ / ｇꎬ张掖地方品种蛋白质含

量最高达 ６１ ９ μｇ / ｇꎬ张掖寺大隆野生韭含量最低

仅 ４６ ９ μｇ / ｇꎮ 张明等[９] 和刘宏敏等[１０] 分别对 ３６
个和 ９６ 个韭菜种质资源 ＩＳＳＲ 指纹标记聚类分析ꎬ
结果指出拥有韭菜种质资源总体上遗传基础丰富ꎬ
新疆野生韭等个别品种自成一类ꎬ与其特殊的遗传

基础有关ꎬ选育推广的韭菜品种聚类比较集中ꎬ遗传

基础相对狭窄ꎬ所以韭菜种质创新研究要加强远缘

种质的导入ꎮ
１ ３　 性状遗传分析

１ ３ １　 表型性状遗传分析　 马树彬等[１１] 进行了韭

菜产量性状及其遗传分析ꎬ指出韭菜株高、叶长、叶
宽、叶片数和单株质量等 ５ 个性状均具极显著的反

交效应ꎬ其中株高、叶长和单株质量等 ３ 个性状具有

明显的母体效应ꎬ主要受加性基因和胞质基因共同

控制ꎻ鞘长主要受加性基因控制ꎻ叶宽、鞘粗既受加

性基因控制ꎬ又受非加性基因控制ꎮ 张桂海[１２] 对韭

菜性状遗传规律进行了研究ꎬ株高、叶长、单株重、假
茎粗度 (鞘粗)、叶宽和叶片数等结果与马树彬

等[１１]相似ꎬ假茎长度、粗度、叶宽和叶片数 ４ 个性状

主要受核基因控制ꎬ杂交改良父本性状对其影响重

要ꎬ假茎长度受加性基因控制ꎬ遗传力较高ꎬ能够稳

定遗传给后代ꎬ平丰 ８ 号的长鞘特性就是通过对杂

交后代连续定向选择育成的ꎻ韭菜的休眠特性具有

亲母遗传ꎬ母本是浅休眠的后代也表现浅休眠ꎮ 张

中华[１３]对 ６ 个自交系配合力分析表明ꎬ韭菜耐寒性

一般配合力方差大于特殊配合力方差ꎬ表明耐寒性

遗传加性效应起主要作用ꎬ同时非加性效应发挥辅

助作用ꎬ育种时需要选择耐寒性优良的材料作亲本ꎬ
平丰 ６ 号、平丰 ９ 号、韭宝和绿宝等耐寒品种ꎬ都含

有耐寒性好的亲本种质ꎮ
１ ３ ２　 品质性状遗传分析　 李怀志[１４]对韭菜主要

品质性状遗传规律研究结果表明ꎬ维生素 Ｃ、胡萝卜

４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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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纤维素、可溶性蛋白和锌、镁、锰含量ꎬ特殊配合

力方差大于一般配合力方差ꎬ说明加性效应遗传占

优势ꎬ需要注重早期分离选择ꎬ芳香油、可溶性糖和

钙、铁、磷含量ꎬ特殊配合力方差小于一般配合力方

差ꎬ说明非加性效应占优势ꎬ需要注重杂交组合亲本

选配ꎬ目前韭菜品质育种研究刚起步ꎬ尚无育成

品种ꎮ
１ ３ ３　 杂种优势分析　 马树彬等[１１]对韭菜 ７ 个亲

本及 Ｇｒｉｎｆｆｉｎｇ 完全双列杂交组配的 ４２ 个杂交 Ｆ１的

７ 个性状进行了杂种优势分析ꎬ结果指出ꎬ７ 个产量

性状均有一定程度的杂种优势ꎬ超中亲优势的大小

顺序是:鞘长、叶片数 > 叶长 > 株高、单株质量 > 叶

宽 >鞘粗ꎬ超高亲优势的顺序为:叶片数 > 鞘长、叶
长 >株高 >叶宽、单株质量 > 鞘粗ꎮ 李怀志[１４] 对韭

菜主要品质性状杂种优势分析表明ꎬ品质性状的超

中亲 优 势 率 为 １３ ３％ ~ ８６ ７％ ꎬ 平 均 优 势 率

５４ ３％ ꎬ超亲优势率平均为 ３９ ０％ ꎬ维生素 Ｃ、胡萝

卜素、锌、磷超中亲优势大于 ６０％ ꎬ粗纤维、钙、镁等

杂种超中亲优势在 ４０％ ~ ６０％ ꎮ 张中华[１３] 进行韭

菜耐寒性研究的 １５ 个杂交组合中ꎬ９ 个表现超中亲

优势ꎬ超中亲优势率为 １ ７５％ ~ ３２ １２％ ꎬ４ 个组合

表现超亲优势ꎬ超亲优势率 ４ ８８％ ~２４ ３８％ ꎮ
１ ４　 韭菜种质创新途径和育种成果

１ ４ １　 常规育种是韭菜种质创新的主要途径　 韭

菜起源虽然在中国ꎬ韭菜栽培也已有 ３０００ 多年历

史ꎬ但是ꎬ韭菜属多年生植物ꎬ传统栽培又以分株

繁殖为主ꎬ所以韭菜种质创新研究相对滞后ꎬ过去

生产利用的韭菜品种都是一些通过系统选育获得

的优良地方品种ꎮ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ꎬ马树彬

等[２] 通过川韭优良姊妹系间杂交和后代混合集团

选择ꎬ培育出抗寒韭菜新品种 ７９１ꎬ开创了韭菜人

工杂交育种先河ꎮ 之后生产上推广应用的平韭 ２
号、平韭 ４ 号、平丰 ６ 号、平丰 ８ 号、平丰 ９ 号、海韭

１ 号、海韭 ２ 号和韭宝等新品种ꎬ都是通过有性杂

交和后代集团混合选择的常规育种方法育成的韭

菜新品种ꎮ
１ ４ ２　 韭菜雄性不育系及杂种优势利用　 韭菜雄

性不育系选育为韭菜杂种优势利用提供可能ꎬ马树

彬等[１５] 从勾头韭变异中选育出雄性不育系 ３９７￣２Ａ
及其保持系 ３９７￣２Ｂꎬ培育出一代杂交种豫韭菜 ２
号ꎻ张桂海等[１６] 从兰州宽叶韭变异株中选育出雄

性不育系 ＬＺＫ￣Ａ 及其保持系 ＬＺＫ￣Ｂꎬ培育出一代

杂交种廊韭 ６ 号ꎻ巩佩芬等[１７] 从石汉 ３ 韭菜中选

育出雄性不育系石汉 ３Ａꎬ培育出一代杂交种

８９０１ 等ꎮ
１ ４ ３　 组织培养技术在韭菜种质创新上的应用　
Ａ Ｋａｓｋａ 等[１８] 通过雌核发育诱导了韭菜育种材

料ꎮ 惠志明等[１９]从小黄苗中选育出不育株并通过

组培繁育建立韭菜雄性不育无性系ꎬ该技术有效

地保存了韭菜雄性不育系ꎬ简化了韭菜雄性不育

保持系的培育ꎬ选育出韭菜新品种海韭 １ 号和海

韭 ２ 号ꎮ 平顶山市农业科学院利用植物组培技

术ꎬ一方面已经成功培育出一批韭菜大孢子 ＤＨ
系ꎬ为单倍体育种创新奠定基础ꎬ另一方面把韭菜

组培快繁应用到优良新品系繁育ꎬ加速韭菜新品

种繁育推广ꎮ
１ ４ ４　 现代生物技术在韭菜种质创新中的应用　
现代生物技术在韭菜种质创新中的应用刚刚起步ꎬ
张明等[２０]在对 ２７ 个杂交组合及其父母本性状调查

基础上ꎬ研究了韭菜杂种优势与 ＩＳＳＲ 标记遗传距离

的对应关系ꎬ结果指出分蘖数、单株质量和鞘长的杂

种优势ꎬ与 ＩＳＳＲ 标记的遗传距离有明显的对应关

系ꎬ强优势组合明显集中在父母本遗传距离大于等

于 ５ ０ 的位置ꎮ 张明等[９]应用 ＩＳＳＲ 标记方法ꎬ通过

分子标记聚类ꎬ分析 ３６ 份韭菜种质资源的遗传相似

系数在 ０ ６ ~ ０ ８２ 之间ꎬ种质间的遗传多样性比较

丰富ꎮ 张松等[２１] 在建立了韭菜组织培养高频植株

再生体系的基础上ꎬ采用根癌农杆菌介导的方法ꎬ将
ＧＵＳ(葡糖苷酸酶)基因导入ꎬ建立韭菜的农杆菌基

因转化体系ꎬ为进一步开展韭菜基因工程育种奠定

基础ꎮ 张伟等[２２] 对韭菜花粉管通道法转基因技术

进行了理论探讨ꎮ

２　 韭菜种质创新研究中存在问题

２ １　 韭菜濒危种质资源保护亟待加强

我国是韭菜原产地ꎬ拥有丰富的韭菜地方品种

资源和野生种质资源ꎮ 但是ꎬ随着韭菜新品种的推

广应用ꎬ许多地方品种被市场淘汰ꎬ随着人们野外活

动频繁和对野生资源的无序采挖ꎬ一些野生韭菜种

质资源濒临灭绝ꎮ 虽然我国种质资源库征集保存了

２７０ 份韭菜种质资源ꎬ但是韭菜种子的寿命比较短ꎬ
长时间保存会使保存种质减少甚至丧失ꎮ 平顶山市

农业科学院 ２０１３ 年引进国家中期库韭菜种质资源

１００ 份ꎮ 其中ꎬ出苗 １０％ 以上的材料 ４９ 份ꎬ出苗低

于 １０％的材料 ６ 份ꎬ没有出苗的材料 ４５ 份ꎬ部分库

存资源材料因出苗太少已经失去利用价值ꎮ
２ ２　 种质鉴定研究不全面

表型鉴定[５] 、抗韭蛆能力鉴定[７] 、品质鉴定[８]

５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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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ＩＳＳＲ 指纹标记鉴定[９￣１０] ꎬ都从不同侧面分析了

韭菜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ꎮ 但是ꎬ在上述韭菜种

质资源的鉴定中ꎬ一方面存在没有按照韭菜种质

资源数据标准和描述规范评价ꎬ鉴定的规范性不

够、准确性不高ꎬ另一方面缺乏对全国韭菜种质资

源的系统鉴定ꎬ还没有摸清中国韭菜种质资源的

家底ꎮ
２ ３　 性状遗传研究不够深入

马树彬等[１１]对韭菜产量性状遗传规律、张桂海

等[１２]对韭菜性状遗传规律、张中华[１３] 对韭菜耐寒

性遗传规律和李怀志[１４] 对韭菜主要品质性状遗传

规律的研究分析ꎬ都只做了初步的定性分析ꎬ对多基

因控制的数量性状ꎬ缺乏定量分析研究ꎬ更缺乏对韭

菜遗传 ＤＮＡ 的深入研究ꎬ对韭菜性状遗传规律研究

不够深入ꎮ
２ ４　 韭菜种质创新方式比较单一

在韭菜种质创新方式上ꎬ常规育种仍是韭菜

种质创新的主要方式ꎬ杂种优势利用由于受不育

系胞质遗传影响ꎬ强优势组合选配突破性不大ꎬ至
今没有产量高亲优势大于 ２０％ 的杂交组合的报

道ꎻ细胞工程技术虽已有大孢子单倍体苗ꎬ但尚无

韭菜单倍体培养育种成果报道ꎻ现代生物技术在

韭菜种质创新研究上的应用刚刚起步ꎬ已有研究

只是 ＩＳＳＲ 分子标记在韭菜资源遗传多样性、杂种

优势分析和种子纯度鉴定上的初步成果[９￣１０ꎬ２０] ꎮ
从事韭菜现代生物技术研究的高级技术人才不足ꎬ
开展韭菜育种研究的团队之间ꎬ没有建立韭菜种质

创新合作研发机制ꎮ

３　 韭菜种质创新研究的发展对策

３ １　 韭菜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和繁育更新

针对韭菜野生资源和地方农家品种面临濒危的

现状ꎬ要加强韭菜种质资源的搜集、保存和保护ꎬ需
进行一次全国性的韭菜种质资源征集工作ꎮ 强化韭

菜育种单位与蔬菜种质库的合作ꎬ对种质库保存的

韭菜种质资源ꎬ按照中期库资源保存和繁育更新规

范ꎬ结合韭菜育种研究实际ꎬ建立种植保存的韭菜种

质资源基因库ꎬ及时繁育更新库存资源种子ꎬ确保库

存韭菜资源种质的遗传多样性ꎮ 借鉴王海平等[２３]

的种质保存技术ꎬ建立试管苗保存的韭菜种质资源

库ꎬ既可以克服种子保存失活丧失种质ꎬ又可以避免

种植保存造成天然杂交保纯种质ꎮ
３ ２　 建立韭菜种质资源数据库

在国家蔬菜种质中期库专家的统一指导下ꎬ合

作开展韭菜种质资源的表型性状和 ＤＮＡ 分子指纹

标记鉴定ꎬ按照韭菜种质资源研究的描述规范和数

据标准ꎬ建立中国韭菜种质资源表型数据库和分子

指纹数据库ꎬ为韭菜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奠定基础ꎮ
３ ３　 拓展韭菜种质创新途径

在传统系统选育、杂交育种和杂优利用等种质

创新研究基础上ꎬ借鉴油菜小孢子(花药)培养[２４]

和黄瓜大孢子培养[２５] 技术ꎬ加强细胞工程技术研

究ꎬ在韭菜单倍体育种、韭菜杂优利用和韭菜新品种

快速繁育推广上取得新突破ꎻ加强现代分子生物技

术应用研究ꎬ在韭菜抗病虫性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

种、葱属远缘杂交和韭菜抗虫育种研究上取得新

进展ꎮ
３ ４　 构建韭菜种质创新和产业化利用技术联盟

强化韭菜育种单位与国家蔬菜资源中期库单位

合作ꎬ申请建立国家葱韭蒜创新技术体系ꎬ建立韭菜

综合试验站ꎬ整合人才、技术、设备和资金ꎬ构建韭菜

种质创新和产业化利用技术联盟ꎬ合作开展韭菜种

质创新研究ꎬ分工协作开展基础、应用研究和成果转

化ꎬ建立韭菜种质创新评价体系ꎬ提高新品种评价的

系统性、科学性、权威性和公正性ꎬ并为韭菜新品种

利用和创新成果保护提供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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