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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物种质资源多样性

郑殿升，杨庆文，刘 旭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北京100081)

摘要：综述了中国作物种质资源的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接农艺学和用途可将中国作物分为8大类，即粮食

作物、经济作物、蔬菜作物、果树作物、饲用和绿肥作物、花卉作物、药用作物和林木作物。汇集了中国作物总计840种

(类)，涉及栽培物种1251个和野生近缘植物物种3308个，隶属176科和619属，以上充分说明中国作物种质资源物种

多样性十分丰富。依据中国作物的类型或变种多、性状变异幅度大等特点，阐明了中国作物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也十

分丰富，为中国作物种质资源的收集、保护、高效利用、创新、分类和遗传研究奠定坚实基础，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科

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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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rsity of Crop Germplasm Resourc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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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iversity at species level and genetic level of crop germplasm resources in China were summa—

rized．Based on agronomy and utilization purpose，crops in China could be divided into 8 groups：food crop，eco—

nomic crop，vegetable crop，fruit crop，forage and manure crop，flower crop，medicine crop and forest crop．Each

group includes several sub—groups and the 8 groups include 840 sub·groups．According to the botanic taxonomy，

all crops in China cover 125 1 cultivated species and 3308 species of their wild relatives which belong to 176 fami—

lies and 619 genera，indicated that crop germplasm resources in China at species level are very rich．Meanwhile，

under the species level，many species could be identified several sub—species，varieties or ecotypes meaning that

crop germplasm resources at genetic level in China are also very abundant．This study would provide basic infor—

mation and scientific support for collection，conservation，effectively utilization，and related research of crop germ-

plasm resourc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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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是经人类长期驯化及人工合成而形成的具

有经济价值的栽培植物，亦可认为作物是指对人类

有价值并有目的栽培并收获利用的植物。简言之，

作物就是栽培植物⋯。作物种质资源包括作物的

品种、品系、遗传材料和作物的野生近缘植物的变

种、变型旧，。中国作物种质资源多样性是中国地

域内用于粮食和农业生产的作物及其野生近缘

植物的变异总和，主要包括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多

样性两个层次。中国作物种质资源的多样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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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国人类定居以来，经过漫长的自然选择和人

工选择而形成的。

作物种质资源多样性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

作物本身而言，可在其生存环境改变(生物胁迫和

非生物胁迫)时，起抵抗和缓冲作用，从而适应改变

了的环境；而对人类来说，可挑选适合新环境的作物

种类和品种。以及选择为培育适应新环境品种的亲

本材料旧1。因此，作物种质资源多样性是农业生产

可持续发展的物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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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土壤多样，气候多种，

加之农业历史悠久，耕作制度繁多，经长期自然和人

工选择以及培育新物种和新品种，从而形成了丰富

多彩的作物种质资源，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均

十分丰富。

1 中国作物种质资源的物种多样性

物种多样性是指在某一特定区域内，生长的

不同物种的数量，亦可指地球上生长的物种的丰

富性⋯。中国作物种质资源物种多样性，所指的

是中国农业生产和民众生活中利用的各种作物

及其野生近缘植物的所有物种数量，即物种的

丰富性。
‘

中国是世界农业大国，亦是作物种质资源大

国，作物种类相当多。按农艺学和用途分类可划

分为八大类：粮食作物(谷类、豆类、薯类)，经济

作物(纤维类、油料类、糖料类、饮料类、染料类、

香料类、嗜好类、调料类)，蔬菜作物(根菜类、白

菜类、甘蓝类、芥菜类、绿叶菜类、葱蒜类、茄果

类、瓜类、豆类、薯芋类、水生菜类、多年生与杂菜

类、芽苗类、食用蕈菌类)，果树作物(仁果类、核

果类、浆果类、坚果类、柑果类、聚花果类)，花卉

作物(一、二年生类、多年生类、球根类、水生类、

蕨类、多浆类、兰科类、木本类)，饲用及绿肥作物

(饲草类即栽培牧草、饲料类即饲用型食用作

物)，药用作物(根及根茎类、全草类、果实和种子

类、花类、茎和皮类、其他类)，林木作物(阔叶

类、针叶类即常绿类、落叶类)。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作物的重要起源中心之

一。因此，中国不仅作物种类多，并且很多作物都有

其野生近缘植物，这些野生近缘植物往往是作物的

祖先，它们含有作物已丧失的有益基因，对作物育种

具有重要的利用价值，是作物种质资源重要的组成

部分。

卜慕华H1报道中国有350种作物，《中国作物

遗传资源》[21报道有600多种。然而，随着中国农

业的迅速发展，作物创新和国外引种及科研的深入，

中国的作物数量和物种在逐渐增加，作物的野生近

缘植物亦更加明了。目前，按上述八大类作物统计，

将中国作物的数量、物种(栽培和野生)的数量列入

表l。由表1可以看出，中国现有840种作物，栽培

物种1251个，野生近缘物种3308个，隶属176科、

619属。

表1 中国作物种质资源的物种多样性

Table I Speci懿diversity of crop germlasm resources

in China

作物类别

Crop kind

作物数量
栽培种数量 野生近缘种数量

No．of cultivated No．of wild
No．of crop

species relatives

括号内的数字为未剔除作物大类间重复的数量

Dates in brackets exclude the mpeated number。f
ct．op

c砒890rie8

2 中国作物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

遗传多样性是某物种内总的遗传组成及其变

异⋯，亦指物种内基因频率与基因型频率变化导致

基因和基因型的多样性。遗传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

的基础，是生物遗传改良的源泉p-。

作物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指作物及其野生近缘

植物物种内品种(系)或变种(变型)之间的差异丰富

度。因此，作物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一般体现在品种

(系)或变种(变型)的多样性，每一品种(系)或变种

(变型)都是一个基因型，基因型是由一个品种(系)

或变种(变型)的所有基因组成的。但在木本作物，

特别是对林木作物而言，一个品种的不同植株甚至可

构成一个基因型，表现为群与群不同，株与株有异口-。

中国作物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十分丰富，这已

被许多研究所证明。遗传多样性的研究方法主要有

表型观测方法、生物化学方法和分子生物学方法。

本文采用表型观测方法，主要从类型或变种多和性

状变异幅度大两个方面，对中国有代表性的作物物

种的遗传多样性加以概述。

2．1类型或变种多

中国作物遗传多样性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表现

在物种的类型或变种很多心j。1引。如粮食作物中的

稻地方种有50个变种和962个变型，普通小麦含

127个变种，大麦有422个变种；经济作物的大豆分

为480个类型，亚洲棉有41个形态类型，茶树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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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个类型；蔬菜作物的芥菜分为16个变种，辣椒有

10个变种，莴苣有12个类型；花卉作物的梅花有18

个类型，菊花分为44个花型，荷花共有40个类型；

饲用作物的紫花苜蓿分为7个生态类型，箭笞豌豆

有11个类型；果树作物的苹果分为3个系统、21个

品种群，山楂共有3个系统、7个品种群；药用作物

的乌拉尔甘草有7个变异类型，地黄按形态可划分

出5个形态类型；林木作物的毛白杨有9个自然变

异类型，白榆有10个自然变异类型等。

2．2性状变异幅度大

中国作物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的另一个特点是

品种性状变异的幅度大。如植株高度差异：稻为

38～210cm，相差72cm；普通小麦为20—198cm，相

表2 中国部分作物主要性状变异状况

差178cm；玉米为61～444cm，相差383em；大麦为

19～166cm，相差142em；大豆为7．6—333．0em，相

差325．4cm。粒重差异：稻千粒重为2．4～86．99，相

差84．79；小麦千粒重为8．1—81．Og，相差72．99；玉

米千粒重为18．0—569．09，相差551．09；大麦千粒

重为5．5—86．19，相差80．69；大豆百粒重为1．8—

46．Og，相差44．29。单果(叶球、肉质根)重差异：茄

子单果重0．9—1750．09，相差1749．19；梨单果重

23．7—606．59，相差582．89；苹果单果重25．0—

262．99，相差237．99；大白菜单叶球重130—70009，

相差68709。另外，种子、果实、叶、茎的形状和颜色

更是多种多样一J3d71。现将部分作物的主要性状变

异程度列于表2。

Table 2 Variation state of main character of partial crops in China

作物 性状 变异状况 作物 性状 变异状况

Crop Character State of variation Crop Character State of variation

稻 株高 38—210em 茶树 叶片长度 3．3—26．1cm

千粒重 2．4—86．99 叶片形状 近圆形、椭圆形、卵圆形、长椭圆

叶片色 浅黄、黄色斑点、绿白相问、浅 形，披针形

绿、绿，深绿、紫边、紫色斑点、紫 叶片色 浅黄、黄色斑点、绿白相间、浅绿、}

小麦 株高 20一198cm 绿、深绿、紫边、紫色斑点、紫

千粒重8．1—81．Og 株高 20—198em

粒色 白色、琥珀色、红色紫黑色、青黑色 树型 灌木型、小乔木型、乔木型

芒型 无芒、短芒、长芒、钩曲芒、短曲 果实形状 椭圆形、长椭圆形、圆锥形、卵圆

芒、长曲芒 形、心形、长心形、歪心形、纺锤形

玉米 株高 61—444cm 紫花苜蓿 株高 30一160cm

千牲重 18—5699 叶长 5—40mm

粒色 白色、黄色、红色、紫色、黑色、杂 叶宽 3—12ram

色等22种颜色 千粒重 1．4—3．59

大麦 株高 19—166cm 黄花草 株高 20—300cm

千粒重 5．5—86．19 木樨 叶长 lO一30era

芒型 无芒、微芒、等穗芒、短芒、长芒、无 叶宽4—17ram

颈钩芒、短钩芒、长钩芒等14种 千粒重 1．7—2．89

大豆 株高 7．6—333．0cm 梅花 花香味 淡香、清香、甜香、浓香

百粒重 1．8-46．09
花外瓣形状 长圆形、圆形、扁圆形、阏卵嘲形、

阔倒卵形、倒卵形、匙形、扁形
油菜 全株角果 5．4～3324．8个

花瓣颜色(背面) 白色、乳黄色、淡黄色、淡粉色、粉红

每角粒数 1．0—85．0粒 色、红色、肉红色、紫红色、酒金色

千粒重0．5—18．79 大白菜 叶球净重 130—70009

棉花 花色 白色、乳白色、黄色、红色、红白
叶球形状 卵形、长筒形、短筒形、倒卵形、倒圆锥

形逝圆形、扁圆形饱弹形、橱t榄形
色、粉红色、浅粉色

叶色 浅黄色、绿色、深绿色、黄色、黄
叶球抱合方式 散叶、叠抱、合抱、拧抱、褶抱

红色、黄白色、斑驳色 茄子 单果重 1．0—50009

果皮色 紫色、黑紫色、紫红色、绿色、白色
铃重0．7—9．89

果实形状 圆形、扁圆形、卵圆形、长卵形、短
纤维长度0—39ram

棒形、长棒形、长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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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寰

作物 性状 变异状况 作物 性状 变异状况

Crop Character State of variation Crop Character State of variation

普通韭菜 叶宽0．3—1．8cm 菊花 子叶形状 正叶、深刻正叶、长叶、深刻长叶、

圆叶、葵叶、蓬叶、扣船叶(反转
叶长 15．0—50．Ocm

叶)、托叶(柄附叶)

分蘖力 弱、中、强
花瓣形状 平瓣形、匙瓣形、管瓣形、柱瓣形、

苹果 单果重 25．0—262．99 畸瓣形

果实形状 近圆形、扁圆形、椭圆形、长圆形、 菊花 花色 黄色系：浅黄、深黄、金黄、橙黄、

棕黄、泥黄、绿黄；
卵圆形、圆锥形、圆柱形、短锥形

果肉颜色 白色、乳白色、黄白色、淡黄色、
白色系：乳白、粉白、银白、绿白、

黄色、橙黄色、绿白色、黄绿色、
灰白；

绿色系：豆绿、黄绿、草绿：
淡红色、血红色、暗红色

紫色系：雪青、浅紫、红紫、墨紫、

梨 单果重 23．7—606．59 青紫；

果色 绿色、黄绿色、绿黄色、黄色、褐 红色系：大红、朱红、墨红、橙红、

色、紫红色、鲜红色 棕红、肉红；

果实形状 扁圆形、圆形、长圆形、卵圆形、
粉红色系：浅红、深粉、双色系和

倒卵形、圆锥形、圆柱形、纺锤
问色系

花型 单瓣型、荷花型、菊花型、蔷薇型、
形、细颈葫芦形、粗颈葫芦形

托桂型、皇冠型、绣球型

乌拉尔 每序花朵数 10一49朵
自榆 分枝类型 立枝型、垂枝型、稀生型、曲枝型、

甘草
每序结荚数 1—37荚 密枝型、扫帚型、鸡爪型

树皮类型 光皮型、簿皮型、细皮型、粗皮型、
每荚实结子数 l一9粒

栓皮型

毛白杨 树高 5．7—21．2m 主干类型 高大型、通直型、微弯型、弯曲型

地黄 株高 5．5—23．1cm
胸径 5．9—30．4em

叶片鲜重 3．8～12．99
叶长4．6—14．1em

块根形状 薯状、细长条状、纺锤状、薯状一
叶宽 3．9～14．2em

疙瘩状

3 讨论

世界上主要栽培的植物共1200—1500种¨“，

而中国的栽培植物有840种，占世界栽培植物总数

的56．0％～70．0％，并且涉及的栽培物种1251个

和野生近缘植物物种3308个。这充分说明中国的

作物种类繁多，种质资源的物种多样性十分丰富，在

全球生物多样性中占有重要地位¨钆2“。

本研究介绍了中国作物种质资源物种多样性和

遗传多样性，为中国作物种质资源的收集、保护、高

效利用、创新、分类和遗传研究奠定坚实基础。

本研究报道了中国作物多样性的数据和信息，

为我国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决策提

供科学依据，同时可为国家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

起到积极作用。

本研究向世界展现了我国作物极为丰富的多样

性，这无疑将会提升我国作物种质资源在国际生物

多样性研究和保护中的地位，势必会促进更加广泛

和深入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从而带动我国作物种质

资源研究更快速发展。

致谢：感谢李先恩、郑勇奇两位先生提供了有关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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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高于轮回亲本的组合，其杂交及回交后代的蛋

白质平均含量及超轮回亲本个体比例高于其他组

合方式；F：、BC。F：和BC：F：蛋白质含量的变异系数

依次降低，BC：F：的蛋白质含量及其变异系数接近

于轮回亲本；在同一组配方式中，双亲蛋白质含量

差异越大，其后代变异系数和变异幅度越大；蛋白

质含量在各F：群体内呈正态分布，在双亲蛋白质

含量高的组合中，其BC。F：群体呈偏态分布，但在

BC：F：群体恢复了正态分布；供体亲本与其杂交和

回交后代在蛋白质含量、脂肪含量、株高、单株荚

数、单株粒数、百粒重等性状上均有显著或极显著

的相关性；在亲本、F：、BC．F：和BC：F：，蛋白质含量

与脂肪含量均呈极显著的负相关，F：的蛋白质含

量与其主茎节数和百粒重呈极显著正相关，与单

株荚数呈显著正相关，BC．F：的蛋白质含量与其株

高呈显著正相关，BC：F：的蛋白质含量与其主茎节

数、单株荚数、单株粒数、单株粒重、百粒重等呈极

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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