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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粳稻同名地方品种的遗传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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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选用 45个 SSR标记分析太湖流域荔枝红、老来青、太湖青和老虎稻共 4组粳稻同名地方品种的遗传差异。结果表

明: 同名地方品种平均 Ne i遗传距离为 0. 120~ 0. 171,遗传同一性程度较高, 其中有 8对同名品种难以区别, 但多数品种仍然

存在一定的遗传变异 ,且个别品种差异较大; 同名品种遗传差异与种质来源、品种名称的近似程度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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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Genetic variation o f 76 accessions in 4 sets o f landraces, wh ich had sam e name in each se,t w as -i

dent ified by 45 SSR markers. The Ne i. s genetic d istance ranged from 0. 120 in set o f"Laohudao" to 0. 171 in set

of"Lao la iqing", indicating h igh genet ic identify among these accessions. In the w ho le pairs of landraces w ith the

same name, on ly 8 pairs o f accessions w ere indistinc.t The genet ic variation w ithin landraces w ith the same name

w as also not re lated w ith the accession. s orig in or the sim ilarity degree betw een accession names. These resu ltsw ill

be helpfu l in collecting, conserv ing and using rice gene tic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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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作物地方品种 (或农家品种 )是指在当地自

然条件和栽培条件下, 经农民长期选择和培育而形

成的品种,因其遗传变异丰富、抗 (耐 )性好、稳产而

备受关注
[ 1]
。对地方品种的命名通常以生态型、原

产地、胚乳类型、植株形态特征、特殊的抗性以及民

俗为依据
[ 2- 3]
。由于命名的这一特点, 同名是农作

物地方品种收集与保存工作中常见的现象。 Rao

等
[ 3]
曾统计了老挝 1995- 2000年收集的 13192份

地方品种,发现仅有品种名 3169个, 意味着平均至

少 4个样本共享 1个品种名称。因此, 在资源名录

的编写过程中,一般均对同名品种进行严格的甄别,

具有一定形态特征或特性差异才能作为同名异种登

录在资源名录中。但这些登录的同名品种其真实的

遗传差异, 研究较少。基于形态学鉴定, 祁旭生

等
[ 4]
认为甘肃小麦同名地方品种具一定的遗传同

一性,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变异, 个别资源差异较大。

相近的研究结果在大豆种质满仓金同名品种
[ 5]
以

及一些不同来源的玉米骨干自交系 (如黄早四、Mo

17等 )
[ 6 ]
的 SSR分析中也有发现。因此,分析与认

识农作物同名地方品种的遗传差异, 对于指导地方

品种收集、整理、保存、鉴定以及利用均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太湖流域 ( 30b~ 32bN )是我国传统的粳稻栽培

区, 早在 7000年前就已开始稻作生产
[ 7]
。经过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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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演化和人工选择, 形成了该地区类型丰富的

稻种资源, 并在表型、抗 (耐 )特性及品质等方面各

具特色
[ 8]
。在收集、编目及保存的太湖流域粳稻地

方品种中,同样存在同名现象, 如以高抗稻瘟病而闻

名的荔枝红,有 8个国家编号不同而品种名相同,还

有 41个品种称为 @ @荔枝红, 并来源于江、浙两省

的 9个县 (市 ) ;而作为 20世纪 50- 60年代我国中、

晚粳稻主要骨干亲本的老来青、太湖青和老虎稻,同

名品种也分别有 37、27和 15个。这些同名品种在

形态特征上具有一定差异
[ 9]
, 但遗传差异并不明

了。本文选择太湖地区较典型的 4组同名 (或近似

名 )粳稻地方品种,利用 SSR分子标记分析遗传差

异, 为合理保护与有效利用太湖流域地方粳稻资源

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供试材料为 4组同名 (或近似名 )共 76份太湖

地区粳稻地方品种, 其中荔枝红 28份, 老来青 24

份, 太湖青 12份,老虎稻 12份。具体品种名称及来

源详见表 1。所有品种均来自中国水稻研究所国家

水稻种质中期库。

表 1 供试的太湖粳稻同名地方品种

Table 1 Landraces w ith the sam e nam e of japon ica r ice from Taihu LakeR egion used in th is study

统一编号

N at ion al code

品种名称

V ariety

来源

S ource

统一编号

Nat ional code

品种名称

Variety

来源

S ource

09-00220 粗秆荔枝红 江苏吴县 10-00188 红壳老来青 浙江嘉兴

10-00006 粗秆荔枝红 浙江嘉兴 10-00425 红壳老来青 浙江吴兴

10-00393 粗秆荔枝红 浙江吴兴 10-01379 红壳老来青 浙江吴兴

10-00745 粗秆荔枝红 浙江嘉善 10-01532 红壳老来青 浙江嘉善

10-00390 粗谷荔枝红 浙江吴兴 08-00078 红芒老来青 上海青浦

10-00392 粗谷荔枝红 浙江吴兴 10-01259 红芒老来青 浙江杭州

10-00705 粗谷荔枝红 浙江吴兴 09-01907 老来青 江苏苏州

09-01695 红秆荔枝红 江苏吴江 10-00016 老来青 (红壳 ) 浙江嘉兴

10-00007 江北荔枝红 浙江嘉兴 08-00076 老来青一穗齐 上海松江

10-00008 江北荔枝红 浙江嘉兴 09-02374 老来青一穗齐 江苏吴县

10-00009 江北荔枝红 浙江嘉兴 10-01449 老来青一穗齐 浙江平湖

10-00578 江北荔枝红 浙江桐乡 10-01508 松江老来青 浙江嘉兴

10-00702 江北荔枝红 浙江吴兴 10-00144 铁脚老来青 浙江嘉兴

10-00703 江北荔枝红 浙江吴兴 10-00734 叶里盘老来青 浙江平湖

10-00704 江北荔枝红 浙江吴兴 09-01767 矮脚太湖青 江苏吴江

10-01417 江北荔枝红 浙江桐乡 09-01724 抱蕊太湖青 江苏吴江

10-01483 江北荔枝红 浙江嘉兴 10-01229 抱蕊太湖青 浙江杭州

09-00712 荔枝红 江苏武进 10-01237 长脚太湖青 浙江杭州

09-01843 荔枝红 江苏吴县 09-00066 太湖青 江苏吴江

10-00486 铁秆荔枝红 浙江吴兴 09-00350 太湖青 江苏昆山

10-01424 铁秆荔枝红 浙江桐乡 09-01678 太湖青 江苏吴江

10-00001 桐乡荔枝红 浙江桐乡 09-01889 太湖青 江苏苏州

10-00002 桐乡荔枝红 浙江嘉兴 09-01890 太湖青 江苏苏州

10-01511 桐乡荔枝红 浙江嘉兴 09-01993 太湖青 江苏昆山

09-00070 细秆荔枝红 江苏吴江 09-02139 太湖青 江苏江阴

10-00391 细秆荔枝红 浙江吴兴 10-01396 太湖青 浙江吴兴

10-00472 细秆荔枝红 浙江吴兴 08-00065 老虎种 上海青浦

10-01393 细秆荔枝红 浙江吴兴 08-00066 老虎种 上海松江

10-01220 矮秆老来青 浙江杭州 08-00241 老虎黄 上海嘉定

10-01461 矮脚老来青 浙江嘉兴 09-02382 老虎种 江苏吴县

10-01462 矮脚老来青 浙江嘉兴 10-00253 老虎稻 浙江嘉善

09-00334 白壳老来青 江苏昆山 10-00322 老虎稻 浙江平湖

09-00349 白壳老来青 江苏昆山 10-00519 老虎稻 浙江吴兴

08-00079 白芒老来青 上海青浦 10-00520 老虎稻 浙江吴兴

10-01225 白米老来青 浙江杭州 10-00605 老虎稻 浙江海盐

10-01440 长脚老来青 浙江平湖 10-00612 老虎稻 浙江长兴

10-01368 大种老来青 浙江吴兴 10-00622 老虎稻 浙江桐乡

09-02418 改良老来青 江苏昆山 10-01430 老虎稻 浙江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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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DNA提取与 SSR分析

供试种子在培养皿中发芽, 每个品种取 1个芽,

采用 Zheng等
[ 10 ]

DNA微量提取法 (稍加改良 )进行

核基因组 DNA的提取与纯化。

在水稻每 1条染色体长臂和短臂上各选取 1~ 2

对共 45对 SSR引物 (由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合成 )进行 SSR分析。 PCR体系为 10 L l反

应体积,含 10 @ PCR buffer 1. 0 L ,l 2 mmo l/L dNTPs

1. 0 L ,l 25 mmol /L M gC l2 1. 0 L ,l 10 Lmol/L正、反

SSR引物各 0. 6L ,l Taq聚合酶 ( 5 U /Ll) 0. 1L ,l 20ng

模板 DNA。应用 M JR esearch公司 PTC-100进行扩

增,反应流程为: 94e 下预变性 2m in; 94e 下变性

45s, 55e 下退火 45s (其中: RM 161、RM162和

RM135的退火温度是 61e ; RM 142、RM178 和

RM169的退火温度是 67e ; RM 7003的退火温度是

50e ), 72e 下延伸 1m in, 30个循环;最后 72e 下延

伸 8m in。扩增产物在 6%非变性聚丙烯酰胺凝胶上

恒压电泳,银染法
[ 11]
检测并拍照记录。

1. 3 数据记录与分析

每对 SSR引物检测 1个位点,每条多态性带为 1

个等位基因, 参照 http: / /www. gramene. org /提供的

SSR信息按分子量进行记录。应用 PowerM arker ver 3.

25软件计算等位基因数 (N a)
[ 12]

,并进行基于 Ne i. s遗

传距离 DA
[ 13- 14]

的 Neighbor- jo ining聚类图构建。

2 结果与分析

2. 1 荔枝红

45对 SSR引物在 28份荔枝红同名品种中共检

测到 69个等位变异,平均每个位点有 1. 53个等位

变异, 其中, 25个标记表现单态。不同同名品种间

N ei遗传距离在 0~ 0. 311之间, 平均 N ei遗传距离

为 0. 162,遗传相似度较高, 其中 4组同名品种 N ei

遗传距离为零, 其中来源于浙江省的有 3对 ( 10-

00702与 10-01417、10-00472与 10-00007、10-00705

与 10-00393), 来源于江苏省的有 1对 ( 09-01843与

09-00220)。聚类分析表明, 来源于江、浙两省的同

名品种间均具有一定的 SSR差异, 但来源于同一省

内的个别品种遗传相似度极高 (图 1)。

2. 2 老来青

45对 SSR引物共检测到 84个等位变异,平均每个

位点有 1. 87个等位变异,其中, 19个 SSR标记表现单

态。不同同名品种间 Nei遗传距离在0. 022~ 0. 356之间,

图 1 荔枝红 SSR数据聚类图

F ig. 1 Dendrogram of 28 rice varieties nam ed

/ Lizh ihong0 based on 45 SSR m arkers

平均 N ei遗传距离为 0. 171, 遗传相似度虽较高, 但

24份同名品种均能被所应用的 26对 SSR引物所区

分。聚类分析表明,同名品种间遗传差异与地理来

源无明显的关联 (图 2)。

图 2 老来青 SSR数据聚类图

F ig. 2 Dendrogram of 24 rice varieties nam ed

/ Lao laiq ing0 based on 45 SSR marker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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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太湖青

45对 SSR引物共检测到 63个等位变异,平均每个

位点有 1. 40个等位变异,其中, 28对 SSR引物表现单

态。12份太湖青同名品种间 Ne i遗传距离在 0~ 0. 267

间,平均 Ne i遗传距离为 0. 126,遗传相似度较高,其中

3组同名品种 Nei遗传距离为 0,分别是来源于浙江省

的 1对 ( 10-01237与 10-01229), 来源于江苏省的 2对

( 09-01993与 09-00350, 09-01678与 09-00066)。聚类分

析表明,来源于江、浙两省的同名品种间 SSR差异明显

(图 3),这与荔枝红同名品种相类似。

图 3 太湖青 SSR数据聚类图

Fig. 3 Dendrogram of 12 rice var ieties named/ Taihuq ing0

based on 45 SSR m arkers

2. 4 老虎稻

45对 SSR引物共检测到 65个等位变异,平均每个

位点有 1. 44个等位变异,其中, 28对表现单态。12份

老虎稻同名品种间 Ne i遗传距离在 0~ 01182间, 平均
Ne i遗传距离为 01120,遗传相似度较高,其中来源于江

苏吴县的老虎种 09-02382与来源于上海青浦的老虎种

08-00065遗传距离为 0。与老来青的聚类结果相似,来

源于浙江、江苏与上海的老虎稻间遗传差异与地理来

源相关不明显 (图 4)。

图 4 老虎稻 SSR数据聚类图

Fig. 4 Dendrogram of 12 rice varieties nam ed/ Laohudao0

based on 45 SSR m arkers

3 讨论

由于遗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在资源收集和保存

工作中,传统的种质资源鉴别面临众多挑战。而分子

标记技术的发展则为同名品种鉴别、解决库存冗杂等

问题提供了高效的方法。Lorenzen等
[ 15]
利用 RFLP技

术鉴别大豆品种取得较好效果。近年,我国种质资源

学者相继应用 SSR技术,成功开展了玉米和大豆同名

品种的遗传同一性和遗传差异研究
[ 5- 6]
。这证实了分

子标记技术在同名品种鉴别中的有效性和高效性。

本研究中发现 SSR标记可以很好地评价同名品种

的遗传差异。在所研究的 76份荔枝红、老来青、太湖

青和老虎稻共 4组典型的太湖粳稻同名地方品种中, 8

对品种不能区分,仅占品种组的 1%; Nei遗传距离较小

( 0. 120~ 0. 171),同时,其 45个 SSR标记的平均等位基

因数为 1140(太湖青 ) ~ 1187(老来青 ), 明显低于太湖

流域粳稻地方品种 (Na = 316) [ 16] ,表明多数同名品种

具有一定遗传差异,但遗传同一性较高。同名品种遗

传差异与地理来源无明显的相关,如既有不同来源的

老虎种遗传距离为 0(江苏吴县的老虎种 09-02382与上

海青浦的老虎种 08-00065),又存在同一来源的同名品

种不能区分 (江苏昆山的太湖青品种 09-01993与 09-

00350)。同名品种遗传差异与品种名称的近似程度也

无明显的关系,如浙江杭州的长脚太湖青 10-01237与

抱蕊太湖青 10-01229、江苏吴江的 2个太湖青品种 09-

01678与 09-00066遗传距离均为 0。这一结果也证实了

太湖流域传统稻作中栽培品种引种频繁以及稻农所具

备的较高稻作修养 (选、留种习惯与经验 )。

太湖粳稻同名地方品种遗传同一性较高,但仍然

存在一定的变异,个别品种差异较大,同时这一遗传特

点与来源、品种名称的近似程度无明显的关联,这肯定

了传统品种收集、整理过程中基于形态特征鉴别同名

品种的有效性,同时可为太湖粳稻地方品种的库存管

理、有效保护与高效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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