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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作物种质资源品质性状鉴定评价是作物种质资源研究的重要方面ꎬ是深入挖掘、广泛利用作物种质资源的基础ꎮ
本文对近年来作物种质资源品质性状鉴定评价情况进行了回顾ꎬ总结了鉴定评价工作取得的主要进展:完成了近 ２０ 万份的作

物种质资源(约占保存总数的 ５０％ )主要营养品质性状的初步鉴定评价ꎻ作物种质资源品质鉴定评价内容涉及面广、鉴定的品

质性状变异性大、多样性丰富ꎻ提高了作物种质资源品质性状鉴定评价标准化程度ꎮ 此外还介绍了国际上有关品质性状鉴定

的发展趋势ꎬ并对未来国内作物种质资源品质性状鉴定评价提出了意见和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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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种质资源品质性状鉴定评价是作物种质资

源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也是优异资源挖掘和利用

的基础ꎬ对育种工作和农产品加工起到积极的推动

作用ꎮ 伴随着农业生产由数量型到质量型的转变ꎬ
以及追求更高的经济回报为目标的开放式农业的发

展ꎬ作物种质资源品质性状鉴定评价工作越发重要

与迫切ꎮ
本文总结了近年来国内作物种质资源品质性状

鉴定评价的成果ꎬ以及国内外作物种质资源品质鉴

定评价的研究情况ꎬ讨论了作物种质资源品质鉴定

评价面临的挑战和可持续发展的对策ꎬ旨在为深入

开展作物种质资源的品质性状评价提供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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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国作物种质资源品质性状鉴定
评价取得的成绩

在国家基础性工作、保种项目和平台项目的支

持下ꎬ围绕“广泛收集、妥善保存、全面评价、深入研

究、积极创新、充分利用”的作物种质资源发展战略

目标ꎬ我国作物种质资源品质性状评价研究取得了

一定的成绩ꎮ
１ １　 作物种质资源品质性状鉴定评价数量增加

到目前为止ꎬ我国作物种质资源保存总量已

达到 ４２ ７ 万余份ꎮ “七五”到“十一五”期间ꎬ在
完成 ２６ ５ 万余份入库(圃)种质资源农艺性状鉴

定的基础上ꎬ同步对入库的 １４ ８ 万余份主要粮

食作物种质资源的品质性状进行了初步鉴定评

价 [１] (表 １) ꎮ

表 １　 主要粮食作物种质资源品质性状鉴定数量(１９８６—
２０００ 年)

Ｔａｂｌｅ １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ｃｒｏｐｓ ｗｈｏｓｅ ｇｕａｌｉｔｙ ｔｒａｉｔ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１９８６—２０００)

作物名称

Ｃｒｏｐ ｎａｍｅ
国家保存份数(份)

Ｎｏ. ｏｆ ｓａｖｅｄ
鉴定数量(份)
Ｎｏ.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水稻 ７１９６６ ２６０００

小麦 ４２８１１ ２００００

大豆 ３０７５５ １６０００

玉米 １５９６７ ７５００

大麦 １８８３８ ９６００

燕麦 ２９９３ ２４０００

谷子 ２７５２７ ２００００

黍稷 ７５１６ ４２００

高粱 １６８７４ ９０００

荞麦 ２８０４ ８００

食用豆(６ 种) ２７２５７ １６０２２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６５３０８ １４８７００

２００２ 年以来ꎬ新收集保存的 ２０ 种粮食作物种

质资源约有 ３ ７ 万余份[２]ꎬ其中有 １ ５ 万余份已经

进行了品质性状的初步鉴定评价[３￣１８] (表 ２)ꎮ 近万

份主要果树种质资源的品质性状鉴定评价已基本完

成ꎬ鉴定评价数量约占 １７ 个国家种质资源圃保存总

量(１４７２０ 份)的 ７０％ [１９]ꎮ 筛选出的种质资源中有

新的野生种、珍稀种等ꎬ丰富了作物种质资源的

多样性ꎮ

表 ２　 近 １０ 年主要粮食作物种质资源品质性状鉴定数量

(截止到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Ｔａｂｌｅ ２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ｃｒｏｐｓ ｗｈｏｓｅ ｇｕａｌｉｔｙ ｔｒａｉｔ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ｔｅｎ ｙｅａｒｓ ( ｂｅｆｏｒｅ Ｄｅｃ.
２０１２)

作物名称

Ｃｒｏｐ ｎａｍｅ
收集保存数量

Ｎｏ. ｏｆ ｓａｖｅｄ
品质鉴定数量

Ｎｏ.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水稻 ８６７９ ３３９６

小麦 ３５６９ １７５７

大豆 ５２２７ ２９３３

玉米 ６７１８ ２９１８

大麦 ３２００ ３３７

谷子 ６３４ １０１６∗

黍稷 ８８０ －

高粱 ２８８３ ７３２

荞麦 ６５９(包括燕麦) ３８８

食用豆(１２ 种) ５３２９ １７０３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３７７７８ １５１８０

∗:其中包括 ７９６ 份 ２００２ 年以前收集的种质
∗:ｉｎｃｌｏｕｄｉｎｇ ７９６ ｃｏｐｉｅｓ ｏｆ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ｂｅｆｏｒｅ ２００２

１ ２　 作物种质资源品质性状多样性丰富

较大的变异范围(表 ３)是作物种质资源品质性

状多样性丰富的重要方面ꎮ 例如:粗淀粉含量ꎬ饭豆

变异范围最小(４２ ８４％ ~ ５０ ８３％ ꎬＣＶ ＝ ２ ８７％ )ꎬ
豇豆 变 异 范 围 最 大 ( ２９ １４％ ~ ５５ ９５％ ꎬ ＣＶ ＝
１１ ９６％ )ꎮ 就不同性状而言ꎬ水稻糙米率变异范围

最小(６４ ９６％ ~ ８５ ６６％ ꎬＣＶ ＝ ２ ６５％ )ꎬ小麦稳定

时 间 变 异 范 围 最 大 ( １ ００ ~ ３８ ５０ ｍｉｎꎬ
ＣＶ ＝ ７７ ６３％ )ꎮ

在经济作物方面ꎬ国家棉花种质资源中期库对

其保存的棉花种质资源进行鉴定评价ꎬ筛选出高强

纤维种质 １７３ 份[２０]ꎮ 杜雄明等[２１] 进一步筛选出特

色种质并进行多年多点精细鉴定ꎬ获得了 ３４ 份长

绒、４０ 份高比强且综合性状优异材料ꎮ 段乃雄

等 [２２]对 ７ 种油料作物种质资源总共 ２１９９１ 份开

展品质性状鉴定ꎬ通过鉴定获得品质性状优异的

种质ꎮ
在蔬菜果树方面ꎬ王昆等[２３]对国家果树种质资

源苹果圃(兴城)数据库近 ２０ 年来的苹果种质及果

实品质性状分析表明ꎬ其可溶性固形物含量(ＴＳＳ)
为 ８ ３％ ~ ３４ ０％ 、 可溶性糖 含 量 为 ４ ２０％ ~
１６ ９０％ 、可滴定酸含量为 ０ １０％ ~ ３ １０％ 、果实维

生素 Ｃ 含量为 ２ ００ ~ ４０４ ００ μｇ / ｇꎮ 赵剑波等[２４]对

保存在国家桃种质资源圃(北京)中 １４４ 份桃资源

６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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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作物种质资源品质性状变异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ｒｏ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ｒａｉｔｓ

作物名称

Ｃｒｏｐ ｎａｍｅ
品质性状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ｒａｉｔｓ
变异范围(％ )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变异系数(％ )

ＣＶ
作物名称

Ｃｒｏｐ ｎａｍｅ
品质性状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ｒａｉｔｓ
变异范围(％)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变异系数(％ )

ＣＶ

水稻 蛋白质

直链淀粉

５ ９０ ~ １５ ２５
０ ２ ~ ３０ ６０

１３ ７２
５９ ５６

苦荞 蛋白质

总黄酮

１０ ９ ~ ２０ ３０
１ ９７ ~ ３ ０３

１７ ７５
２３ ５７

胶稠度(ｍｍ)
糊化温度

２９ ００ ~ ９８ ００
３ ０ ~ ７ ０ 级

４１ ０
１５ ８５

蚕豆 蛋白质

粗淀粉

２５ ０６ ~ ３３ ２６
３３ ３６ ~ ４２ ６２

４ ２１
４ ６０

糙米率

精米率

６４ ９６ ~ ８５ ６６
５５ ７８ ~ ８１ １９

２ ６５
４ ４５

碗豆 蛋白质

粗淀粉

１９ ７０ ~ ２８ ４５
１９ ４１ ~ ５２ ７７

６ ７７
７ ５９

小麦 蛋白质

沉淀值(ｍＬ)
１１ ８３ ~ １８ ９８
１７ ９２ ~ ４９ ４３

７ ８６
１６ １９

绿豆 蛋白质

粗淀粉

２１ ９９ ~ ２９ ２７
４２ １６ ~ ５４ ３４

５ ２６
４ ２１

湿面筋

稳定时间(ｍｉｎ)
２２ ９０ ~ ４０ ０３
１ ００ ~ ３８ ５０

１０ ２７
７７ ６３

小豆 蛋白质

粗淀粉

１８ ２１ ~ ２７ １３
４４ ６４ ~ ５６ ０７

６ ０５
３ ８２

大豆 蛋白质

粗脂肪

３３ ０５ ~ ４８ ４０
１５ ３２ ~ ２３ ７８

７ ０８
６ ５７

豇豆 蛋白质

粗淀粉

２１ ５８ ~ ３０ ３４
２９ １４ ~ ５５ ９５

７ ０７
１１ ９６

玉米 蛋白质

粗脂肪

粗淀粉

赖氨酸

８ ２４ ~ １７ ２９
２ ０１ ~ １２ ５９
４６ ５５ ~ ７６ ０４
０ ２１ ~ ０ ４８

１０ ２７
２３ ６９
４ ９４
１４ ７９

菜豆 蛋白质

粗淀粉

２０ ０２ ~ ３１ ３２
３３ ８８ ~ ４５ ５７

８ ４０
６ ５１

饭豆 蛋白质

粗淀粉

１６ ３３ ~ ２４ １８
４２ ８４ ~ ５０ ８３

６ ７８
２ ８７

谷子 蛋白质

粗脂肪

１０ ６１ ~ １７ ８７
３ １８ ~ ５ ９２

１０ ６７
９ ３６

木豆 蛋白质

粗淀粉

１７ ６７ ~ ２２ ２６
３９ ０５ ~ ４６ ９９

５ ２４
４ ０４

高粱
赖氨酸

蛋白质

粗淀粉

赖氨酸

单宁

０ ２０ ~ ０ ３１
６ ８９ ~ １５ ８６
６２ ０８ ~ ８０ ２２
０ １９ ~ ０ ４７
０ ０１ ~ ２ ６４

７ ４９
１１ ５０
４ ２３
９ ３８
５３ ８７

鹰嘴豆 蛋白质

粗淀粉

１８ ３７ ~ ２７ ６１
３６ ６６ ~ ５３ ８７

８ ４２
６ ８９

进行果实葡萄糖、果糖含量的鉴定ꎬ发现有 ６３％ 的

种质葡萄糖和果糖含量比例接近 １ꎬ有 ２６％ 的种质

为低果糖类型ꎮ 刘崇怀等[２５]对国家葡萄种质圃(郑
州)５００ 余份主要葡萄栽培品种资源的品质性状进

行了鉴定评价ꎬ发现其可溶性糖含量为 ６ ３９％ ~
１９ ６１％ 、总酸含量为 ０ ２９％ ~ １ ５６％ ꎮ 魏秀清

等[２６]对保存在国家枇杷资源圃(福州)的 ２４３ 份枇

杷种质进行 ＴＳＳ 含量鉴定ꎬ发现 ＴＳＳ 高含量的种质

数占鉴定总数的 ４７ ２％ ꎮ
不同作物中不同品质性状表现出的差异ꎬ显示

出中国作物种质资源品质性状丰富的多样性ꎬ为作

物种质资源的深入挖掘和开发利用奠定了坚实的物

质基础ꎮ
１ ３　 作物种质资源品质性状鉴定评价内容更丰富

２０００ 年之前作物种质资源品质性状鉴定的内

容主要侧重于作物的营养品质性状ꎬ１６ 种作物鉴定

的 ５１ 项品质性状中ꎬ有 ２２ 项涉及到蛋白质、脂肪或

总淀粉等性状ꎮ ２０００ 年以后ꎬ作物种质资源品质性

状鉴定评价开始注重加工特性和功能成分的鉴定评

价ꎮ 随着生物技术研究的逐步深入和检测技术的日

益完善ꎬ品质性状鉴定评价内容逐渐扩展到作物品

质生理生化机制等方面ꎮ 作物种质资源品质性状鉴

定内容的变化ꎬ反映了现代农业生产和科研的

新需要ꎮ
在主要粮食作物方面ꎬ戊聚糖是小麦品质研究

关注的热点ꎮ 钱森和等[２７] 分析了 ２４２ 份小麦品种

的水溶性戊聚糖、非水溶性戊聚糖和总戊聚糖及溶

剂保持力ꎮ 冯波等[２８] 筛选到全麦戊聚糖含量高达

１０ ９７％的材料ꎮ 李春喜等[２９]发现全麦粉的戊聚糖

含量一般在 ６％ ~９％之间ꎬ平均值为 ７ ４６％ ꎮ 在经

济作物方面ꎬ姜振峰等[３０]、刘春等[３１] 利用 ＳＤＳ￣
ＰＡＧＥ 研究分析了国内外大豆种质资源的贮藏蛋白

与其亚基情况ꎬ筛选出亚基含量特异种质ꎻ赵越

等[３２]用酶标仪比色法鉴定评价来自黑龙江省的 ７０
份大豆种质资源的皂甙含量ꎻ王春娥等[３３]以 ９８３ 份

大豆种质为材料ꎬ用高效液相色谱方法对异黄酮进

行研究ꎮ 对 １２８４ 份芥菜型油菜种质资源品质性状

进行鉴定的结果表明ꎬ四川、云南地区有高芥酸材

料ꎬ新疆、内蒙古、山西地区有低芥酸或无芥酸资源ꎬ
四川、云南地区有低硫苷资源、无丙烯基硫苷或 ３￣

７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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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烯基硫苷资源[３４]ꎮ 其他方面ꎬ王海平等[３５] 采用

超高效液相色谱法对 ２１２ 份大蒜种质资源进行大蒜

素的含量鉴定评价ꎮ
随着大分子测定技术的建立和完善ꎬ基因组学

的迅速发展使品质性状分析进入新水平ꎮ 吴云鹏

等[３６]对 ＰＨ８２￣２ 与内乡 １８８ 杂交后代家系的子粒蛋

白质含量、Ｚｅｌｅｎｙ 沉淀值、和面时间、８ｍｉｎ 带宽、峰
值粘度和稀懈值进行测定ꎬ并对其品质性状进行

ＱＴＬ 定位ꎮ 我国在创制 ９７ 份来源于野生棉资源的

陆地棉种质材料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基因水平对 １０
多份优异种质进行了分析ꎬ确定了目标性状突出、遗
传性状稳定的一系列优质、有色纤维等优异棉花种

质资源[２０]ꎮ
在鉴定结果评价方面ꎬ聂继云等[３７]以国家果树

种质资源苹果圃(兴城)中 １９０ 份种质资源果实为

材料ꎬ用 ７ 项理化指标评价苹果果实品质性状ꎮ 通

过相关分析及验证ꎬ认为果实硬度等 ５ 项性状可作

为苹果理化品质评价的代表性指标ꎮ
１ ４　 作物种质资源品质性状鉴定评价技术多元化

作物种质资源品质性状鉴定技术常常具有鉴定

过程繁琐ꎬ操作技术要求严格ꎬ鉴定空间环境条件管

理成本高的特点ꎮ 寻求简单易行、高通量、快速的鉴

定方法一直是品质性状鉴定技术发展的重要方向ꎮ
近红外光谱技术(ＮＩＲＳꎬｎｅａｒ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能在不破坏样品的前提下快速、准确、稳定地获取光

谱ꎬ应用于品质性状鉴定的光谱分析技术ꎮ 朱志华

等[３８]以全国 ２０ 余省(区)的 １７ 种作物种质资源为

材料ꎬ利用 ＮＩＲＳ 漫反射技术快速测定子粒营养品

质性状ꎬ建立了 ４１ 个定标模型(高预测决定系数

０ ９５ ~ ０ ９９ꎬ低标准偏差 ０ １９ ~ ０ ５０)ꎬ对 １７ 种作

物的 ７２４０ 份作物种质资源进行快速测定ꎬ筛选出

６４５ 份优异作物种质资源ꎮ 陈锋等[３９￣４０] 用 ＮＩＲＳ 透

射扫描技术对 ４２６ 份小麦品种的面筋含量等多种性

状进行快速测定ꎬ并认为该方法可用于品质快速检

测和育种早代材料筛选ꎮ 姬玉梅[４１]以 １４ 种蛋白质

含量差异较大的小麦为材料ꎬ建立可鉴定育种早代

材料、筛选大量中间材料的近红外蛋白质测定模

型ꎮ 实践证明ꎬ利用 ＮＩＲＳ 分析技术ꎬ建立高通

量、小样本、无污染、快速简便的作物种质资源品

质性状鉴定方法ꎬ进行作物育种材料的早代预测

是可行的ꎮ
１ ５　 作物种质资源品质性状鉴定评价标准化程度

提高

在作物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的研究基

础上ꎬ２００７ 年制订了 ２３ 项«多年生作物种质资源鉴

定技术规程»农业行业标准ꎬ标准涉及的多年生作

物种质资源包括:苹果、梨、李、杏、桃、枇杷、龙眼、香
蕉、甘蔗、柿、柑橘、葡萄、草莓、茶树、桑树、橡胶树、
莲、茭白、野生稻、马铃薯、甘薯、苎麻、豆科牧草等ꎮ
这些行业标准对于品质性状规定了明确的鉴定技术

要求ꎮ ２０１０ 年以后又分 ３ 期颁布实施了 ３０ 项«无
性繁殖作物优异种质资源评价规范»农业行业标

准ꎬ所涉及的无性繁殖作物种质资源包括:苹果、梨、
李、杏、桃、枇杷、龙眼、荔枝、猕猴桃、香蕉、甘蔗、柿、
柑橘、葡萄、草莓、茶树、桑树、橡胶树、莲、茭白、芋、
野生稻、马铃薯、甘薯、苎麻、牧草、枣、山楂、核桃、板
栗等ꎮ 标准中将重要的品质性状列入到优异种质资

源评价内容中ꎬ规定了明确的鉴定方法标准和量

化的评价指标ꎮ 由此ꎬ我国多年生作物种质资源

鉴定技术规程和优异种质资源评价进入标准化

轨道ꎮ
在评价体系建立方面ꎬ何中虎等[４２]对小麦种质

资源 ６ 类 ４９ 个品质性状ꎬ进行了食品品质￣性状￣蛋
白质￣ＤＮＡ ４ 个层次深入的系统研究ꎬ用表型分析、
生化标记和基因标记鉴定相结合的方法ꎬ建立了中

国小麦品种品质评价体系ꎬ并用该评价体系ꎬ大面积

推广了一批面包型、面包面条兼用型或加工品质好

的小麦品种ꎮ

２　 作物种质资源品质性状鉴定的国际
发展趋势

优异种质资源不仅能够拓宽因为常规育种造成

的品种遗传基础狭窄ꎬ而且对弥补现有作物品质缺

陷有重要作用ꎮ 国际作物种质资源评价内容针对作

物的营养价值、食味或其他经济价值的鉴定和基因

分析ꎮ 除服务于育种工作外ꎬ品质性状鉴定与评价

也以选取优良工业原料为目的ꎮ
国际各农业研究中心与各国种质资源研究机构

十分重视作物种质资源品质性状鉴定评价工作ꎬ大
范围、主要品质性状的鉴定已基本完成ꎬ目前主要保

持鉴定的同步性ꎮ 主要粮食作物方面ꎬ国际旱地农

业研究中心在 １９９２ 年就完成了占总保存量 ８０％ 的

麦类种质资源主要营养品质性状的鉴定评价[４３]ꎻ国
际水稻研究所对 １２０００ 份水稻种质资源进行了铁、
锌元素含量的鉴定和遗传变异的评价[４４]ꎻ国际玉米

小麦改良中心对 １４００ 个改良玉米品种和 ４００ 个地

方品种进行了铁、锌元素的鉴定[４５]ꎮ 蔬菜果树种质

资源品质鉴定评价内容因品种不同而有所差异ꎬ如

８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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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白菜、甘蓝等蔬菜的纤维素、干物质、矿质元素

等性状ꎬ苹果、草莓、桃等则针对其果实中的可溶性

糖、维生素等[４６￣４８]ꎮ Ｎ. Ｖ. Ｓｈｅｔｔｙ 等[４９]对美国国家作

物种质系统内的黄瓜种质资源进行了水果用途方面

的品质评价ꎬＪ. Ｄｉａｍａｎｔｉ 等[５０] 评价了草莓野生种、
栽培种及其杂交种的营养品质性状ꎮ 在营养品质鉴

定的同时ꎬ还开展了加工品质鉴定ꎬ以满足农产品的

食用、工业生产与产品附加值提高的要求ꎮ 如国际

玉米小麦改良中心开展对小麦粉面团的形成时间、
稳定时间等与加工品质有关的性状鉴定评价ꎻ法国

对不同时期推广的 ３７２ 个小麦品种的面粉的粘度特

性和面团流变学特性等进行鉴定评价[５１]ꎬＤ. Ｓｉｌｖａ
等[５２￣５３]对影响豆制品加工的大豆蛋白质进行鉴定

研究ꎬＭ. Ｏ. Ｏｂａｓｉ 等[５４]对多种长绒棉品质性状进行

了分析ꎮ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ꎬ保健意识逐渐提

升ꎬ常规品质性状研究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基本

要求ꎬ作物功能成分及其生理作用的鉴定评价已

成为作物品质研究的新热点之一ꎮ 在粮食作物方

面ꎬ功能型水稻的研究始于 ２０ 世纪末ꎬ首先是针

对以水稻为主食的东南亚地区人群的营养缺乏症

状ꎬ选育高微量元素稻米品种ꎬ之后又开展富含 β￣
胡萝卜素的“金黄米”品种选育工作[５５] ꎮ 国际热

带农业研究中心与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进行了粮

食作物的维生素 Ａ 等微营养素含量的研究[５６￣５７] ꎮ
在蔬菜与果树方面ꎬ除了针对维生素、胡萝卜素以

及多酚等普遍含有的功能成分以外ꎬ还针对某种

果蔬独有的或者相对与其他物种含量极为丰富的

功能成分进行分析ꎬ如 Ｍ. Ｚｉｉｎｏ 等 [５８] 用高效液相

色谱、气相色谱￣质谱联用等方法分析了甜椒的辣

椒素含量ꎬＡ. Ａ. Ｍａｒｉａ 等 [５９] 分析了 ４９ 份番茄种

质资源中的番茄红素等物质的含量ꎬ Ｙ. Ｐ. Ｘｕ
等 [６０] 将葡萄材料经酸辅助水解预处理ꎬ用液相

色谱￣质谱联用方法定量测定葡萄样品中的花青

素含量ꎮ
作物种质资源的品质性状鉴定ꎬ具有份数多而

材料保存量少的特点ꎬ涉及的内容也十分广泛ꎬ现有

的常规品质性状鉴定技术很难满足超大量种质资源

的鉴定评价的需求ꎮ 现代计算机视觉技术、光谱分

析等方法ꎬ分析速度快、通量大、自动化程度高ꎬ且分

析完成后ꎬ样品不受损伤ꎬ仍可种植或返回保存ꎬ在
种质资源的品质鉴定中具有重要意义ꎮ 计算机视觉

技术可应用于蔬菜与水果等作物外部形态、质地、色
度等外在品质与内部品质鉴定ꎬＡ. Ａ. Ｇｏｗｅｎ[６１]认为

高光谱成像技术可应用于品质评价与成分分析ꎬ核
磁技术可用于水果与蔬菜中水分等物质在含量变化

研究与组织质地的在线分析[６２]ꎬ此外荧光光谱[６３]、
Ｘ￣光成像[６４]等也可应用于品质性状的鉴定ꎮ 近红

外技术在作物品质分析中应用极为广泛ꎬ该技术在

部分国家成为国家品质鉴定的标准方法ꎮ 除应用于

常规营养品质的测定以外ꎬ还应用于测定与微观结

构相关的硬度、内部结构损失ꎬ以及作物属性的测

定[６５]ꎬ如 Ａ. Ｆａｓｓｉｏ 等[６６]建立了葵花子中的水分、油
料、粗蛋白的预测模型ꎬＹ. Ｋ. Ｐｅｎｇ 等[６７]建立苹果硬

度、可溶性固形物的预测模型ꎮ 此外还有机械力学、
声学、化学传感器、生物传感器等应用于作物品质性

状的研究ꎮ 微量高通量粘度仪、硬度仪也开发成功

并在品质性状鉴定中应用ꎬ极大地提高了鉴定的水

平和效率ꎮ

３　 作物种质资源品质鉴定评价面临的
挑战和对策

到目前为止ꎬ已相继开展对粮、油、棉、麻、烟、
糖、菜、果、茶、桑、热作、牧草等多种作物种质资

源品质性状的初步鉴定评价工作ꎮ 客观上讲ꎬ对
这些品质性状的鉴定评价只是一个初步的表型

认识ꎮ
３ １　 作物种质资源品质性状鉴定评价存在的主要

问题

３ １ １　 品质性状优异的作物种质资源可利用性不

高　 作物种质资源品质性状鉴定获得的优异种质多

为地方品种、近缘野生种、育成品系等ꎮ 除品质性状

优异外ꎬ其他性状缺陷亦明显ꎬ这就造成鉴定评价出

的优异种质很难直接利用ꎮ 另一方面ꎬ由于品质性

状的鉴定常与作物种质收集保存、入库工作同步进

行ꎬ获得的鉴定结果往往是一年一个地点或一年几

个地点获得的混合种质材料的鉴定结果ꎬ其结果存

在偶然性ꎮ
３ １ ２　 作物种质资源品质性状鉴定评价内容不系

统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农业生产以产量为追求目

标ꎬ品质性状鉴定评价以主要营养性状为重点进行ꎮ
粮食生产转向质量型、市场需求多元化趋势使作物

种质资源除满足育种需求外ꎬ还要满足不断提高作

物附加值的需要ꎮ 近些年虽然作物种质资源品质性

状鉴定评价的内容和领域有所拓宽ꎬ但缺乏整体规

划ꎬ推进步伐慢ꎮ 全面、系统地开展作物种质资源营

养组分、加工品质、食味品质、功能成分等性状的鉴

定评价已刻不容缓ꎮ

９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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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 ３　 作物种质资源品质性状鉴定评价学科集成

度不高　 作物种质资源品质性状鉴定内容在之前的

营养品质的基础上已经拓宽至功能成分、加工品质

等方面ꎮ 但作物品质性状鉴定研究队伍专业背景比

较单一ꎬ主要以种质资源学或农学为主ꎬ不能满足当

前发展的需求ꎮ 集成食品科学、营养学、药学等相关

学科、交叉学科人才ꎬ形成合理的品质性状的研究队

伍势在必行ꎮ
３ ２　 作物种质资源品质性状鉴定评价可持续发展

的对策

３ ２ １　 应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现代仪器分析技

术ꎬ深化品质性状的基础研究　 应用生物化学技术

等方法ꎬ在已有的品质性状鉴定评价的基础上ꎬ开展

作物种质资源品质性状的分子标记、基因定位以及

遗传规律的研究ꎬ使作物种质资源品质性状从表型

鉴定评价逐渐深入到以分子生物学为基础的基因鉴

定评价ꎮ 应用色谱、光谱、质谱、核磁等现代分离和

鉴定技术ꎬ利用传统功能评价和系统生物学相结合

的功能活性研究方法ꎬ深入挖掘尚未被充分利用的

作物种质资源ꎮ
３ ２ ２　 有效地开展作物种质资源品质性状的精准

鉴定评价　 作物种质资源品质性状鉴定评价应在表

型的基础上ꎬ逐步开展有针对性的精细鉴定评价ꎮ
对于以种子方式保存的作物种质资源应选择不同生

态区多年种植ꎬ辅以相应的自然生态互作效应的评

价ꎮ 对于以植株形式保存在国家圃中的多年生作物

种质资源则应开展定株、定位、溯源式的精准鉴定评

价ꎮ 作物种质资源品质性状的精准鉴定评价不仅有

利于准确掌握种质资源的基本情况ꎬ还有利于了解

这些种质资源品质性状的变化情况ꎬ能有效地推进

作物种质资源的信息和实物的共享ꎮ
３ ２ ３　 建立完善品质性状鉴定评价技术体系　 作

物种质资源品质性状鉴定评价中常规营养品质性状

鉴定评价的标准方法已经基本健全ꎬ但相关的功能

成分的鉴定评价技术仍比较滞后ꎬ目前多数还停留

在实验室方法上ꎬ如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绿豆中牡

荆素和异牡荆素含量、紫薯花色苷含量测定法等ꎮ
这些新创建的检测方法能拓宽作物种质资源品质性

状鉴定评价的领域ꎬ能有效地提高作物种质资源品

质性状鉴定的水平ꎮ
近年来ꎬ５７ 项种质资源鉴定农业行业标准的颁

布实施进一步完善了作物种质资源品质性状鉴定评

价内容ꎮ 但总体上看ꎬ作物种质资源品质性状鉴定

技术和方法还是以单项品质性状表型的量化为主ꎬ

且其数量和水平还不能满足深入挖掘利用的需要ꎬ
也尚没有形成评价的基本体系ꎬ评价出的结果多数

搁置在数据库ꎬ很少能为实际应用提供有效的方案ꎮ
因此ꎬ建立以表型分析为基础ꎬ以生化标记和基因标

记鉴定为指导的 ３ 方面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将成为今

后一段时期内作物种质资源品质性状鉴定评价的重

要方面ꎮ
致谢:作物品质性状鉴定数据和内容由朱志华

研究员提供和整理ꎬ在此致以谢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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