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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掌品种亲缘关系 ＳＲＡＰ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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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利用相关序列扩增多态性(ＳＲＡＰ)分子标记ꎬ从 １００ 对引物组合中筛选出 ２６ 对多态性高、条带清晰的 ＳＲＡＰ 引物ꎬ对
３３ 个红掌品种进行遗传多样性和亲缘关系分析ꎮ 结果如下:(１)２６ 对引物共扩增出 ３６６ 条带ꎬ其中有 ３１４ 条多态性条带ꎬ多态性

比率为 ８５ ７９％ ꎮ 引物组合产生的条带数在 ９ ~ ２３ 之间ꎬ平均每对引物组合扩增出 １４ １ 条和 １２ １ 条多态性条带ꎮ (２)根据

ＳＲＡＰ 扩增结果ꎬ利用 ＵＰＧＭＡ 法进行聚类分析ꎬ３３ 份材料的遗传相似系数在 ０ ５５ ~０ ９４ 之间ꎬ在遗传相似系数 ０ ７８６ 处可将 ３３
个红掌品种分为 ５ 个类群ꎮ 结果表明ꎬ供试品种遗传多样性丰富ꎬ本研究为品种鉴定和杂交育种提供了参考信息ꎮ
　 　 关键词:红掌ꎻＳＲＡＰꎻ遗传多样性ꎻ聚类分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ｏｆ Ａｎｔｈｕｒｉｕｍ ａｎｄｒｅａｎｕｍ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ＳＲＡＰ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ＷＡＮＧ Ｃｈｅｎｇ￣ｄａｎ１ꎬ２ꎬＮＩＵ Ｊｕｎ￣ｈａｉ２ꎬＺＨＡＮＧ Ｚｈｉ￣ｑｕｎ２ꎬＰＡＮ Ｈｏｎｇ￣ｂｉｎｇ２ꎬＲＥＮ Ｙｕ２

(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ꎬＨａｉ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Ｈａｉｋｏｕ ５７０１００ꎻ２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 Ｌａｂ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ｒｏｐ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Ｃｒｅａｔｅｄ /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ｒｏｐｓ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ꎬＤａｎｚｈｏｕ ６７１７３７)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ＲＡ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ａ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ｍｏｎｇ ３３ Ａｎｔｈｕｒｉｕｍ ａｎｄｒａｅａｎｕｍ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Ｏｕｔ ｏｆ １００ ｐａｉｒｓ ｏｆ ｐｒｉｍｅｒｓ ｓｃｒｅｅｎ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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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掌(Ａｎｔｈｕｒｉｕｍ ａｎｄｒｅａｎｕｍ)为天南星科花烛

属植物ꎬ是多年附生性常绿草本花卉ꎬ原产于中

南美洲的热带和亚热带雨林地区 [１] ꎮ 大部分红

掌品种以切花、盆栽花卉以及观赏植物进行生产

和交易ꎬ在全球市场中已成为仅次于兰花的热带

切花商品 [２] ꎮ 长期以来对红掌的研究大多在栽

培 [３￣４] 、病虫害防治 [５] 、组培 [６￣７] 等方面ꎬ而在红掌

遗传背景上的研究则相对甚少ꎮ 红掌的遗传背



植　 物　 遗　 传　 资　 源　 学　 报 １３ 卷

景复杂ꎬ亲缘关系不明确ꎬ给育种工作造成了一

定的难度ꎬ本试验利用 ＳＲＡＰ 分子标记进行聚类

分析ꎬ分析主要栽培品种间亲缘关系的远近ꎬ从
而对 红 掌 育 种 和 品 种 改 良 具 有 重 要 的 指 导

意义ꎮ
ＳＲＡＰ 是基于 ＰＣＲ 的新型分子标记ꎬ反映的

是内含子的间隔及启动子长度的多态性ꎬ具有重

复性好、多态性高、在基因组中分布均匀、操作简

单、引物具有通用性等优点ꎮ 自建立以来ꎬＳＲＡＰ
分子标记已广泛用于遗传图谱构建、种质资源的

鉴定评价、作物遗传多样性分析与系统发育分

析、重要性状基因标记定位与克隆、品种指纹图

谱绘制分析以及比较基因组学等方面 [８￣１０] ꎮ 孟

鹤 [１１] 证明了 ＳＲＡＰ 分子标记可以用于红掌的遗

传多样性和亲缘关系分析ꎮ 本研究利用 ＳＲＡＰ 分

子标记对若干红掌品种之间的亲缘关系进行分

析ꎬ旨在了解红掌的遗传背景ꎬ为红掌新品种的

开发和选育、品种鉴定、甄别进口苗品种的真实

性等提供理论基础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试验材料

供试的 ３３ 个红掌品种来自于中国热带农业

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种质资源圃

(表 １) ꎮ

表 １　 供试红掌材料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ｎｔｈｕｒｉｕｍ ａｎｄｒｅａｎｕｍ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编号

Ｎｏ.
品种名称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编号

Ｎｏ.
品种名称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１ 情迷 Ｓｈａｒａｄｅ １８ 绿箭 Ｍａｎａｋａ
２ 阿拉巴马 Ａｌａｂａｍａ １９ 欢呼 Ｃｈｅｅｒｓ
３ 紫公主 Ｒａｐｉｄｏ ２０ 辛巴 Ｓｉｍｐｒａ
４ 粉冠军 Ｐｉｎｋ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 ２１ 热情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５ 甜梦 Ｓｗｅｅｔ ｄｒｅａｍ ２２ 咖啡 ｃｏｆｆｅｅ
６ 新粉冠军 Ｎｅｗ Ｐｉｎｋ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 ２３ 卫城 Ａｃｒｏｐｏｌｉｓ
７ 粉公主 Ｓｔａｌｌｉｓ ２４ 朝霞 ＺｈａｏＸｉａ
８ 维他 Ｖｉｔａｒａ ２５ 彩霞 ＣａｉＸｉａ
９ 红塔 Ｆｉｅｓｔａ ２６ 阿利桑那 Ａｒｉｚｏｎａ
１０ 阿蒙特 Ａｌｔｉｍｏ ２７ 大哥大 Ｄａｋｏｔａ
１１ 祝福 Ｌｍｐｒｅｚａ ２８ 米多蕊 Ｍｉｄｏｒｉ
１２ 红冠军 Ｒｅｄ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 ２９ 神秘 Ｍｙｓｔｉｑｕｅ
１３ 白冠军 Ｗｈｉｔｅ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 ３０ 特伦萨 Ｔｕｒｅｎｚａ
１４ 樱桃红 Ｃｈｅｒｒｙ ３１ 马都拉 Ｍａｄｕｒａ
１５ 北京成功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ｕｃｃｅｓｓ ３２ 爱美 Ａｍｉｓ
１６ 阿拉伯 Ａｒａｂ ３３ 大哥大 Ｂ Ｄａｋｏｔａ Ｂ
１７ 骄阳 Ｓｉｅｒｒａ

大哥大 Ｂ 是在大哥大群体中发现的 ２ 株开橙花的品种

Ｔｗｏ Ｄａｋｏｔａ Ｂ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ｏｐｅｎ ｏｒａｎｇｅ ｆｌｏｗｅｒ ａｒｅ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ａｋｏｔａ
ｇｒｏｕｐ

１ ２　 ＤＮＡ 提取

改良 ＣＴＡＢ 法提取红掌 ＤＮＡ[１２]ꎮ
１ ３　 ＳＲＡＰ￣ＰＣＲ 分析

引物序列(表 ２)参照 Ｇ. Ｌｉ 等[１３] 和 Ｚ. Ｄ. Ｓｕｎ
等[１４]ꎬ由生物工程(上海)有限公司合成ꎬ 从 １００ 对

引物组合中筛选出 ２６ 对扩增条带清晰、重复性好且

多态性丰富的引物组合ꎬ对样品进行正式扩增ꎮ

表 ２　 试验所用 ＳＲＡＰ 引物序列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ＳＲＡＰ ｐｒｉｍｅｒ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上游引物

Ｆｏｗａｒｄ ｐｒｉｍｅｒｓ
引物序列(５′→３′)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ｐｒｉｍｅｒｓ(５′→３′)
下游引物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ｐｒｉｍｅｒｓ
引物序列(５′→３′)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ｐｒｉｍｅｒｓ(５′→３′)

Ｍｅ１ ＴＧＡＧＴＣＣＡＡＡＣＣＧＧＡＴＡ Ｅｍ２ ＧＡＣＴＧＣＧＴＡＣＧＡＡＴＴＴＧＣ

Ｍｅ２ ＴＧＡＧＴＣＣＡＡＡＣＣＧＧＡＧＣ Ｅｍ３ ＧＡＣＴＧＣＧＴＡＣＧＡＡＴＴＧＡＣ

Ｍｅ５ ＴＧＡＧＴＣＣＡＡＡＣＣＧＧＡＡＧ Ｅｍ４ ＧＡＣＴＧＣＧＴＡＣＧＡＡＴＴＴＧＡ

Ｍｅ６ ＴＧＡＧＴＣＣＡＡＡＣＣＧＧＴＡＡ Ｅｍ６ ＧＡＣＴＧＣＧＴＡＣＧＡＡＴＴＧＣＡ

Ｍｅ７ ＴＧＡＧＴＣＣＡＡＡＣＣＧＧＴＣＣ Ｅｍ７ ＧＡＣＴＧＣＧＴＡＣＧＡＡＴＴＣＡＡ

Ｍｅ８ ＴＧＡＧＴＣＣＡＡＡＣＣＧＧＴＧＣ Ｅｍ８ ＧＡＣＴＧＣＧＴＡＣＧＡＡＴＴＣＴＧ

Ｍｅ９ ＴＧＡＧＴＣＣＡＡＡＣＣＧＧＴＡＧ Ｅｍ９ ＧＡＣＴＧＣＧＴＡＣＧＡＡＴＴＧＡＴ

Ｍｅ１０ ＴＧＡＧＴＣＣＡＡＡＣＣＧＧＣＡＴ Ｅｍ１０ ＧＡＣＴＧＣＧＴＡＣＧＡＡＴＴＣＡＧ

　 　 扩增反应采用 ２５ μＬ 的反应体系ꎬ其中包括:
１０ × ＰＣＲ ｂｕｆｆｅｒ ２ ５ μＬꎬ２０ ｎｇ / μＬ 模板 ＤＮＡ ２ ５ μＬꎬ
２５ ｍｍｏｌ / Ｌ Ｍｇ２ ＋ １ ０ μＬꎬ２ ５ ｍｍｏｌ / Ｌ ｄＮＴＰｓ ３ ０ μＬꎬ
１０ μｍｍｏｌ / Ｌ 正反引物各３ ０ μＬꎬ５ Ｕ / μＬ Ｔａｑ ＤＮＡ 聚

合酶 ０ ２ μＬꎬ双蒸水补充至 ２５ μＬꎮ

ＰＣＲ 扩增程序为 ９４ ℃预变性 ５ ｍｉｎꎬ９４ ℃变性

１ ｍｉｎꎬ３５ ℃退火 １ｍｉｎꎬ７２ ℃ 延伸 １ｍｉｎꎬ５ 个循环ꎻ
９４ ℃变性 １ ｍｉｎꎬ５０ ℃复性 １ｍｉｎꎬ７２ ℃延伸 １ｍｉｎꎬ
３３ 个循环ꎻ７２ ℃延伸 ８ｍｉｎꎬ４ ℃保存ꎮ

ＳＲＡＰ￣ＰＣＲ 扩增产物采用 ６％ 聚丙烯酰胺凝胶

０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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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泳分析ꎬ缓冲液为 １ × ＴＢＥꎮ 参照 Ｃ. Ｊ. Ｓａｎｇｕｉｎｅｔｔｉ
等[１５]的方法对凝胶进行银染ꎬ并且拍照记录ꎮ
１ ４　 数据分析

用 １００ ｂｐ ＤＮＡ ｌａｄｄｅｒ 做分子量标准(Ｍａｒｋｅｒ)ꎬ
统计电泳图清晰、可重复的条带ꎬ按凝胶同一位置上

ＤＮＡ 条带的有无进行统计ꎬ有带记为 １ꎬ无带记为

０ꎬ形成 ０ / １ 矩阵ꎮ 通过 ＮＴＳＹＳｐｃ(２ １０ｅ)软件计算

遗传相似系数ꎬ用 ＳＨＡＮ 程序ꎬ按照 ＵＰＧＭＡ 法进行

聚类分析ꎬ并绘制出聚类分析图[１６]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引物多态性分析

用筛选出的 ２６ 对引物对供试的 ３３ 个品种的

ＤＮＡ 进行扩增ꎬ扩增结果见表 ３ꎮ ２６ 对引物组合共

扩增出 ３６６ 条带ꎬ其中 ３１４ 条为多态性条带ꎬ多态性

比率为 ８５ ７９％ ꎮ 引物组合产生的条带数在９ ~ ２３
之间ꎬ每对引物组合扩增条带数平均为 １４ １ 和多态

性条带数平均为 １２ １ꎬ说明了 ＳＲＡＰ 分子标记具有

较好的多态效率ꎬ同时也很好地揭示了 ３３ 个红掌品

种间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ꎮ 引物组合 Ｍｅ５￣Ｅｍ６、
Ｍｅ８￣Ｅｍ４、Ｍｅ９￣Ｅｍ２、Ｍｅ１０￣Ｅｍ４ 产生的多态性比率

为 １００％ ꎮ 产生条带和多态性条带数最多的引物组

合是 Ｍｅ１０￣Ｅｍ８ꎬ多态性比率最低的引物组合是

Ｍｅ５￣Ｅｍ７ꎬ仅为 ６０％ ꎮ 扩增产物的条带分布在

１００ ~ ６００ ｂｐ 之间(图 １)ꎮ

表 ３　 ＳＲＡＰ 引物组合扩增红掌 ＤＮＡ 的多态性条带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ｃ ｂａｎｄｓ 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ＳＲＡＰ ｐｒｉｍｅｒｓ

引物组合

Ｐｒｉｍｅｒ ｐａｉｒｓ
总条带数

Ｔｏｔａｌ ｂａｎｄｓ

多态性条带数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ｃ
ｂａｎｄｓ

多态比率(％ )
Ｒａｔｅ ｏｆ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ｃ

ｂａｎｄ

Ｍｅ１￣Ｅｍ１０ ９ ７ ７７ ７８

Ｍｅ５￣Ｅｍ２ １９ １６ ８４ ２１

Ｍｅ５￣Ｅｍ３ １２ １０ ８３ ３３

Ｍｅ５￣Ｅｍ６ １０ １０ １００ ００

Ｍｅ５￣Ｅｍ７ １５ ９ ６０ ００

Ｍｅ５￣Ｅｍ８ １１ ９ ８１ ８１

Ｍｅ６￣Ｅｍ４ １３ １２ ９２ ３１

Ｍｅ６￣Ｅｍ１０ １６ １５ ９３ ７５

Ｍｅ７￣Ｅｍ４ １６ １５ ９３ ７５

Ｍｅ７￣Ｅｍ９ １９ １６ ８４ ２１

Ｍｅ８￣Ｅｍ３ １２ １１ ９１ ６７

Ｍｅ８￣Ｅｍ４ １０ １０ １００ ００

Ｍｅ８￣Ｅｍ７ １７ １６ ９４ １２

Ｍｅ８￣Ｅｍ８ １３ １２ ９２ ３１

引物组合

Ｐｒｉｍｅｒ ｐａｉｒｓ
总条带数

Ｔｏｔａｌ ｂａｎｄｓ

多态性条带数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ｃ
ｂａｎｄｓ

多态比率(％ )
Ｒａｔｅ ｏｆ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ｃ

ｂａｎｄ

Ｍｅ８￣Ｅｍ９ １２ １１ ９１ ６７

Ｍｅ８￣Ｅｍ１０ １２ ８ ６６ ６７

Ｍｅ９￣Ｅｍ２ １２ １２ １００ ００

Ｍｅ９￣Ｅｍ６ １２ ９ ７５ ００

Ｍｅ９￣Ｅｍ８ ２１ １８ ８５ ７１

Ｍｅ９￣Ｅｍ１０ １３ １２ ９２ ３１

Ｍｅ１０￣Ｅｍ２ １０ ８ ８０ ００

Ｍｅ１０￣Ｅｍ３ １１ ８ ７２ ７３

Ｍｅ１０￣Ｅｍ４ １６ １６ １００ ００

Ｍｅ１０￣Ｅｍ６ １７ １１ ６４ ７１

Ｍｅ１０￣Ｅｍ７ １５ １１ ７３ ３３

Ｍｅ１０￣Ｅｍ８ ２３ ２２ ９５ ６５

Ｍｅａｎ １４ １ １２ １

Ｔｏｔａｌ ３６６ ３１４ ８５ ７９

２ ２　 聚类分析

基于 ＳＲＡＰ 的扩增结果ꎬ用 ＵＰＧＭＡ 聚类分析

方法绘制出聚类分析图(图 ２)ꎮ 结果显示遗传相似

系数在 ０ ５５ ~ ０ ９４ 之间ꎮ 其中粉冠军和新粉冠军

的遗传相似系数最大ꎬ为 ０ ９４ꎬ其次是红塔和樱桃

红ꎬ遗传相似系数接近 ０ ９２８ꎮ 亲缘关系最远的是

粉冠军和绿箭ꎬ遗传相似系数最小ꎬ为 ０ ５５ꎮ
由图 ２ 可以看出ꎬ在遗传相似系数 ０ ５５ 处ꎬ所

有供试材料被聚为一类ꎬ在相似系数 ０ ７８６ 处可将

３３ 个红掌品种分为 ５ 个类群(表 ４)ꎬ其中第Ⅰ、Ⅱ

类群各包含 １ 个品种ꎬ分别为绿箭、紫公主ꎮ
其中第Ⅲ类群包括甜梦、红塔、阿蒙特、祝福、樱

桃红、阿拉伯、欢呼、辛巴、热情、咖啡、卫城、彩霞、大
哥大、米多蕊、神秘 １５ 个品种ꎮ 在遗传相似系数

０ ８０４ 处被划分为 ２ 个亚类ꎬ即Ⅲ１ 和Ⅲ２ꎮ Ⅲ１ 亚类

包括甜梦、祝福、阿蒙特、辛巴、阿拉伯、彩霞、卫城、
大哥大、神秘 ９ 个品种ꎬ除卫城外都为红色花ꎬ且都

为盆栽花卉ꎻⅢ２ 亚类包括红塔、樱桃红、欢呼、热
情、咖啡、米多蕊 ６ 个品种ꎬ后 ４ 个品种为切花品种ꎬ
红塔和樱桃红是盆花品种ꎬ二者先聚类后再与 ４ 个

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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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３３ 个红掌品种的 Ｍｅ７￣Ｅｍ４ 扩增产物 ６％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图

Ｆｉｇ １　 ＰＣ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ｏｆ ３３ Ａｎｔｈｕｒｉｕｍ ａｎｄｒｅａｎｕｍ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ｅｒ ｐａｉｒ Ｍｅ７ ａｎｄ Ｅｍ４ ｏｎ ６％ ｐｏｌｙｃｒｙｌａｍｉｄｅ ｇｅｌ

图 ２　 ３３ 份红掌种质间的 ＳＲＡＰ 聚类分析图

Ｆｉｇ ２　 Ｄｅｎｄ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３３ Ａｎｔｈｕｒｉｕｍ ａｎｄｒａｅａｎｕｍ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ＲＡＰ 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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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花品种聚类ꎬ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ꎮ
第Ⅳ类群包括北京成功、阿利桑那、马都拉 ３ 个

品种ꎮ 北京成功、马都拉在遗传相似系数 ０ ８４５ 处

聚类后再与阿利桑那聚类ꎬ佛焰苞均为红色ꎬ肉穗花

序颜色都为黄色且直立ꎬ且佛焰苞形态、宽度相似ꎮ
第Ⅴ类群包括情迷、阿拉巴马、粉冠军、新粉冠

军、粉公主、维他、红冠军、白冠军、骄阳、朝霞、特伦

萨、爱美、大哥大 Ｂ １３ 个品种ꎮ 在遗传相似系数

０ ８２４ 处被划分为 ４ 个亚类ꎬ其中ꎬⅤ１ 亚类包括情

迷、朝霞、粉冠军、新粉冠军、白冠军、粉公主 ６ 个品

种ꎬ植株高度一致ꎬ叶片形状为阔披针形、颜色相同

都为深绿ꎻ除白冠军外其余 ５ 个品种的佛焰苞颜色

均为深粉ꎻ白冠军是单株优选品种ꎬ与粉冠军及新粉

冠军的佛焰苞形态相似ꎮ Ⅴ２ 亚类包括阿拉巴马、
骄阳、特伦萨、维他、红冠军 ５ 个品种ꎬ佛焰苞颜色都

为红色ꎻⅤ３、Ⅴ４ 亚类各仅有 １ 个品种分别为爱美和

大哥大 Ｂꎮ

３　 讨论

目前ꎬ对红掌遗传背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遗传

多样性和亲缘关系的研究ꎮ Ｄ. Ｇ. Ｒａｎａｍｕｋｈａａｒａｃｈ￣
ｃｈｉ 等[１７]、 Ｐ. Ｎｏｗｂｕｔｈ 等[１８] 以及 Ｙ. Ｊｅｓｈｉｍａ Ｋｈａｎ
等[１９]都先后利用 ＲＡＰＤ 分子标记分别对一些盆栽

品种、红掌切花品种进行了亲缘关系研究ꎮ 本研究

利用 ＳＲＡＰ 分子标记对 ３３ 个红掌品种进行亲缘关

系分析ꎬ发现品种间的聚类与佛焰苞的颜色和形态

有关ꎬ这与 Ｐ. Ｎｏｗｂｕｔｈ 等[１８] 的研究结果相悖ꎬ但与

Ｙ. Ｊｅｓｈｉｍａ Ｋｈａｎ 等[１９]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从聚类结果来看ꎬ３３ 个红掌品种在聚类分析图

中的位置与叶片形态、叶片颜色、佛焰苞颜色、佛焰苞

大小和植株高度有关ꎮ 从图 ２ 可以看出粉冠军和新

粉冠军亲缘关系最近ꎬ佛焰苞颜色和大小、叶片颜色

和大小以及植株的高度都极为相似ꎬ因而推测粉冠军

和新粉冠军可能是商业运作造成的 ２ 个不同品种ꎬ实
质为同一品种ꎮ 大哥大 Ｂ 是在大哥大群体中发现的

２ 株开橙花的品种ꎬ其与大哥大的遗传相似系数为

０ ８５７ꎬ表明二者之间存在遗传差异ꎻ而从遗传学角度

来说ꎬ一个植物群体中发生单株变异的概率很低ꎬ而
出现 ２ 株相同变异的品种概率更低ꎬ因此猜测大哥大

Ｂ 品种并非大哥大变异品种而是其他品种混入大哥

大群体中的可能性较大ꎬ有待进一步鉴定ꎮ

目前ꎬ我国尚未建立红掌的核心种质ꎬ对具有优

良性状的亲本资源的背景资料掌握得较少ꎮ 本研究

在 ３３ 份红掌资源上获得的 ＳＲＡＰ 分子标记资料将

有助于获知红掌品种间的亲缘关系ꎬ准确鉴定红掌

的品种ꎬ在新品种的选育和保护育种工作者的权益

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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