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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冬瓜和节瓜种质资源的研究现状及建议

周胜军ꎬ陈新娟ꎬ朱育强ꎬ陈丽萍ꎬ张　 鹏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ꎬ杭州 ３１００２１)

　 　 摘要:冬瓜及其变种节瓜原产我国南部地区ꎬ是我国传统的重要菜药兼用型蔬菜品种ꎬ现广泛分布于亚洲的热带、亚热带

和温带地区ꎮ 目前我国国家种质资源库中保存的冬瓜和节瓜种质资源分别只有 ２９９ 份和 ６９ 份ꎬ且仅对几个种质特征进行了

简单描述ꎬ许多重要的种质特征信息尚为空白ꎬ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也众说不一ꎮ 建议今后我国冬瓜和节瓜种质资源研究

应重点开展以下几个内容:(１)搜集与抢救散落在民间的大量冬瓜、节瓜种质资源ꎬ扩充国家种质资源库ꎻ(２)系统、完整地对

冬瓜、节瓜种质资源的特征特性进行鉴定ꎻ(３)创建我国冬瓜、节瓜种质资源的分子身份证产权保护系统ꎻ(４)鉴别和区分冬瓜

种质资源中的同名异物或同物异名资源ꎬ构建核心冬瓜、节瓜种质资源库ꎮ
　 　 关键词:冬瓜ꎻ节瓜ꎻ种质资源ꎻ种质特征ꎻ分子身份证ꎻ遗传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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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瓜(Ｂｅｎｉｎｃａｓａ ｈｉｓｐｉｄａ Ｃｏｇｎ. ) 及其变种节瓜

(Ｂｅｎｉｎｃａｓａ ｈｉｓｐｉｄａ Ｃｏｇｎ. ｖａｒ. ｃｈｉｅｈ￣ｑｕａ Ｈｏｗ. )原产我

国南部地区ꎬ其叶、藤、花、果皮、果肉、果瓤、种子都具

有很好的药食兼用价值ꎬ我国栽培药用冬瓜的历史将

近 ２０００ 年ꎬ节瓜的栽培历史也有 ３００ 多年[１]ꎮ 冬瓜

和节瓜每 ｈｍ２产量可高达 １５０ ｔ 以上ꎬ其果肉除鲜食

烹调外ꎬ还可加工成各种果脯、果汁、果酱等ꎮ 另外ꎬ

冬瓜子、花粉和花蜜的市场需求量也很大ꎮ 除了高产

优势ꎬ冬瓜和节瓜还具有耐热、耐潮湿、耐贮运、适应

性广等栽培优势ꎮ 现广泛分布于亚洲的热带、亚热带

和温带地区ꎬ美洲、非洲、大洋洲等地区也有种植ꎮ 我

国冬瓜和节瓜栽培主要分布在华南、西南和长江流

域ꎬ连续多年ꎬ冬瓜年种植面积超过 ２０ 万 ｈｍ２[２]ꎮ
种质资源搜集、保护与创制是一切育种工作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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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的物质基础ꎬ任何一个育种目标的突破ꎬ都与重

要种质材料的发现与利用相关联ꎮ 品种资源掌握越

丰富、开展研究越深入ꎬ选育的新品种就越有生产

力ꎮ 在许多发达国家ꎬ种质资源研究工作受到了国

家战略高度的严格保护与全力支持ꎮ 冬瓜和节瓜作

为原产我国的一个传统重要菜药兼用型蔬菜ꎬ经过

几千年的自然变异与人工选择与创造ꎬ一定蕴藏着

大量的种质资源ꎬ但是长期以来ꎬ我国专业从事冬瓜

种质资源研究工作的人员太少ꎬ大量种质资源散落

在民间ꎬ并且面临严重退化或灭种的遭遇ꎬ冬瓜和节

瓜的种质资源保护与研究现状令人担忧ꎮ 本文主要

总结我国冬瓜和节瓜种质资源的搜集、整理、评价与

遗传多样性的研究现状ꎬ并指出了今后我国冬瓜和

节瓜种质资源工作急需开展的几个重要研究内容ꎮ

１　 我国冬瓜和节瓜种质资源搜集、整
理现状

我国第 １ 次大规模的冬瓜和节瓜种质资源搜集

工作ꎬ始于 １９５５ 年农业部发布的«从速调查搜集农

家品种、整理祖国农业遗产的通知»ꎬ该时期许多地

区出版的«蔬菜品种志»都列出了当地的冬瓜和节

瓜品种ꎮ 可惜ꎬ１０ 年文革动乱期间因管理不善ꎬ这
批冬瓜和节瓜种质资源大量丢失或失去发芽力ꎮ 第

２ 次大规模的冬瓜和节瓜种质资源搜集工作是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ꎬ当时国家科委和农业部联合发动了

全国性的蔬菜品种搜集工作ꎬ这次共搜集到 ２３１ 份

冬瓜和 ４２ 份节瓜地方品种资源ꎮ 搜集到的冬瓜品

种来源包括安徽 ３ 份、北京 １ 份、四川 ５ 份、福建 １６
份、甘肃 ３ 份、广东 １３ 份、海南 ６ 份、广西 ４ 份、贵州

２ 份、河北 ２０ 份、河南 ３３ 份、湖北 ２ 份、湖南 ３３ 份、
江苏 ２６ 份、江西 ６ 份、内蒙古 １ 份、宁夏 ２ 份、山东

１５ 份、山西 １９ 份、陕西 ２ 份、上海 ３ 份、天津 ４ 份、新
疆 ３ 份、云南 １ 份、浙江 ８ 份ꎻ节瓜品种资源主要包

括广东 ３０ 份、广西 ６ 份、福建 ２ 份、上海 ２ 份、黑龙

江 ２ 份ꎬ这批种质资源大部分低温存放于国家农作

物种质保存中心ꎬ并汇编入了 １９９１ 年出版的«中国

蔬菜品种资源目录»第一册[３]ꎮ
此后将近 １０ 年的时间ꎬ又陆续搜集了 ６４ 份冬

瓜和 ２４ 份节瓜地方品种资源ꎬ冬瓜主要来源于安徽

３ 份、四川 ４ 份、福建 １０ 份、广东 ６ 份、海南 ６ 份、河
北 ３ 份、河南 １１ 份、湖北 ８ 份、湖南 ４ 份、江苏 ２ 份、
江西 １ 份、陕西 ２ 份、新疆 １ 份、云南 ２ 份、浙江 １
份ꎻ节瓜来源于广东 １６ 份、广西 ７ 份、海南 １ 份ꎬ这
批种质资源被整理汇编入了 １９９８ 年出版的«中国蔬

菜品种资源目录»第二册[４]ꎮ
目前ꎬ我国搜集到的冬瓜和节瓜种质资源分别

为 ２９９ 份和 ６９ 份ꎬ大部分低温存放于国家农作物种

质保存中心ꎮ 世界其他地区冬瓜、节瓜资源主要保

存情况为:亚蔬中心 ２８５ 份冬瓜、３１ 份节瓜ꎬ其中 ４
份冬瓜、６ 份节瓜来自中国[５￣６]ꎻ美国保存 １３ 份冬

瓜ꎬ有 ９ 份来自中国[７]ꎮ

２　 我国冬瓜和节瓜种质资源评价及遗
传多样性

２００３ 年ꎬ李文嘉[８]对从广西各地收集到的 ２７ 份节

瓜种质资源的成熟期、丰产性、瓜形、瓜色、单瓜重、枯
萎病抗性等性状进行了调查ꎬ但只公布了每个性状在

２７ 份资源之间的大致分布范围ꎬ并且没有列出每份资

源每个特征的具体数据ꎮ 谢大森等[９￣１１]２００６ 年起对我

国多个地方的冬瓜、节瓜种质资源的主要农艺性状、抗
病性和营养品质进行比较ꎬ但其资源编号与国家种质

库保存的种质不同ꎬ且没有列出品种名称ꎮ Ｋ. Ｌ. Ｍａｒｒ
等[１２]２００７ 年报道ꎬ来自云南(５２ 份)、老挝(９ 份)、尼泊

尔(８ 份)、泰国(１ 份)等地区的冬瓜资源在叶、花、果和

种子形态特征方面差异较大ꎬ但只公开了各地区种质

资源部分农艺性状的平均值ꎮ
１９９６ 年ꎬ孟祥栋等[１３] 最早开始使用分子标记

鉴别冬瓜和节瓜种质资源ꎬ利用 ２０ 个 ＲＡＰＤ 引物研

究得出湖南粉皮冬瓜、石家庄青皮冬瓜和广州江心

节瓜的相似系数超过 ９０％ ꎮ 之后 １０ 多年鲜见类似

报道ꎬ直至 ２００９ 年张建军等[１４]报道ꎬ用 １１ 个 ＲＡＰＤ
引物分析出我国 ７０ 份冬瓜(含 ３ 份节瓜)种质资源

的遗传相似系数在 ０ ７０３ ~ ０ ９８６ 之间ꎮ 宋世威

等[１５]２０１０ 年采用 ４５５ 个 ＲＡＰＤ 引物ꎬ研究发现 ４１
份冬瓜(含 ２３ 份节瓜)种质资源的遗传相似系数在

０ ６０ ~ ０ ９９ 之间ꎬ这些种质资源可分为 ６ 大类群ꎮ
２０１１ 年ꎬ唐鑫等[１６] 通过使用西瓜、甜瓜的基因组

ＳＳＲ 引物ꎬ得出黑皮冬瓜和江心节瓜间的遗传变异

较小的结论ꎬ二者遗传相似系数为 ０ ９７０ꎮ

３　 问题与建议

目前ꎬ虽然国内外已有众多学者开展了冬瓜和节

瓜种质资源方面的相关研究ꎬ但仅停留在部分种质资

源植物学或生物学性状的简单调查和描述ꎬ大多数资

源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ꎬ为此ꎬ建议今后我国冬瓜

和节瓜种质资源研究开展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ꎮ
３ １　 地方冬瓜和节瓜种质资源的搜集与抢救

一方面ꎬ冬瓜和节瓜属于虫媒和风媒花ꎬ极易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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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或风力传播而杂交与变异ꎮ 另一方面ꎬ我国作

为冬瓜和节瓜的起源地ꎬ疆域幅员辽阔ꎬ各地自然生

态条件和人民饮食文化差异很大ꎬ经过上千年各地

自然与劳动人民的合力创造与培育ꎬ一定孕育了非

常丰富多样化的冬瓜和节瓜种质资源ꎮ 相比我国国

家种质库现存的 ３００ 多份种质资源ꎬ大量的种质资

源仍散落在民间ꎮ 目前我国各地冬瓜和节瓜的主栽

品种仍是农家品种或农民自行留种ꎬ更证实了民间

蕴藏着丰富的优异冬瓜和节瓜地方种质资源ꎮ
随着我国经济作物规模化和集约化种植模式的推

行ꎬ加上杂种一代新品种的强势推广ꎬ农民自己精心选

种、留种的精力和兴趣逐渐消失ꎬ许多散落在民间的农

家冬瓜和节瓜品种出现了严重混杂和种性退化现象ꎬ
大多数品种的雌花分化节位变高ꎬ瓜色与瓜形明显变

异ꎬ品质和产量大幅下降ꎬ这些都导致许多冬瓜和节瓜

地方品种的种植面积在不断萎缩ꎬ甚至面临消失的危

机ꎮ 因此急需开展民间冬瓜和节瓜种质资源的搜集与

抢救工作ꎬ丰富国家冬瓜和节瓜种质资源库ꎮ
３ ２　 冬瓜和节瓜种质资源主要农艺性状的系统鉴定

２００８ 年出版的«冬瓜和节瓜种质资源描述规范

和数据标准»列出了 １００ 多个需要调查的种质特

征[１８]ꎬ但目前包含冬瓜和节瓜种质资源份数最多的

«中国蔬菜品种资源目录»(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出版)ꎬ
在冬瓜和节瓜种质资源描述中ꎬ只列出了叶、花、果、
熟性等几个性状的简单描述[３￣４]ꎻ２００１ 年出版的«中
国蔬菜品种志»也仅仅增加了冬瓜和节瓜种质资源

的商品瓜大小描述和照片ꎬ而且是模糊不清的黑白

照片ꎬ并且«中国蔬菜品种资源目录»中的许多品种

都没有涉及[１７]ꎮ 总之ꎬ目前的冬瓜、节瓜种质资源

的特征描述过于简单ꎬ信息量太少ꎬ而且这些资料中

描述的许多种质资源性状特征ꎬ只是当年搜集种质

资源时的粗略统计值ꎬ提供的数据非统一规范调查

所得ꎬ其可靠性大打折扣ꎮ
近几年仅有的几篇关于我国冬瓜和节瓜种质资

源特征的研究文献ꎬ其研究结果还被封闭或保密ꎬ许
多重要的性状数据尚未公开[１４]ꎬ或未列出品种名称

及采用独立种质资源编号[９￣１１]ꎬ或只提供多份种质

资源某个性状的平均值[８ꎬ１２] 等ꎬ无法获得完整的种

质资源信息资料ꎮ
当前ꎬ冬瓜和节瓜种质资源许多重要的种质特

征信息均为空白ꎬ不仅需要系统全面地开展种质资

源特征调查ꎬ还需要建立各个器官不同生育期的高

清数码照片信息ꎮ 结合本课题组多年从事冬瓜和节

瓜育种研究的经验ꎬ认为新编著的«冬瓜和节瓜种质

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还是遗漏掉了许多重要的

种质特征ꎮ 比如ꎬ各个器官的刚毛(包括刚毛的颜色、
密度、硬度等)、单株雌花数、单株雌花节率、连续结瓜

性、花粉形状、果实苦味、病毒病抗性和许多种子特征

(包括种子长度、宽度、薄厚、喙嘴形状、边缘形状、色
泽、斑纹和饱满度)ꎮ 还需补充、完善冬瓜和节瓜种质

资源的调查内容、方法与描述规范ꎮ
３ ３　 创建冬瓜和节瓜种质资源的分子身份证产权

保护系统

近几年ꎬ新发展的基于特异 ＳＳＲ 引物的数字化

分子身份证技术ꎬ具有高度的个体特异性和遗传稳

定性ꎬ可以方便快速地从核酸水平识别与保护种质

资源ꎬ该技术受到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的认可

与重视ꎬ目前已在大豆[１９]、水稻[２０￣２１]、高粱[２２] 等作

物上成功开发与应用ꎮ
目前ꎬ有关冬瓜和节瓜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很少ꎬ

只有 ＲＡＰＤ、ＡＦＬＰ、ＩＳＳＲ、ＲＡＭＰ 等几种随机引物在

冬瓜和节瓜上进行了应用[１０ꎬ１３￣１５ꎬ２３￣２４]ꎮ 不但冬瓜和

节瓜相关基因组测序尚未进行ꎬ而且其有关 ＳＳＲ、
ＳＮＰ 等特异性引物的开发也未见报道ꎮ 有研究探索

了源于黄瓜[２５]、西瓜[１６] 和甜瓜[１６] 的基因组 ＳＳＲ 引

物在冬瓜上的应用ꎬ但结果发现这些作物的 ＳＳＲ 引

物在冬瓜上的适用性很低ꎮ
因此ꎬ应尽快开展冬瓜和节瓜基因组部分测序

或简化测序工作ꎬ开发冬瓜和节瓜的基因组 ＳＳＲ、
ＳＮＰ 等特异性引物ꎬ创建冬瓜、节瓜种质资源的数字

化分子身份证ꎬ建立分子水平的冬瓜和节瓜种质资

源产权保护系统ꎮ
３ ４　 鉴别同名异物或同物异名种质资源ꎬ构建冬瓜

和节瓜核心种质资源

在搜集与调查冬瓜和节瓜种质资源时发现ꎬ目前

我国冬瓜和节瓜种质资源(包括国家种质库和民间地

方品种)中存在严重的同名异物或同物异名现象ꎮ 如

全国 ２０ 多个地区种植的老熟瓜皮色为青色的冬瓜品

种都叫“青皮冬瓜”ꎬ但是不同地区冬瓜的雌花节率、
瓜形、瓜大小、心腔大小、瓜表皮刺毛和蜡粉等特征都

存在明显差异ꎬ简单称其“青皮冬瓜”根本无法区分

这些同名异物的品种资源ꎮ 另外ꎬ种质资源中还存在

来自不同地方的“大青皮冬瓜”、“青皮大冬瓜”、“青
皮长冬瓜”等名称ꎬ甚至还存在许多“冬瓜”这样笼统

的名称ꎬ虽然种质资源的品种名称不同ꎬ但对品种特

征综合判断得出有些应该属于同一个品种ꎮ
对于种质资源中存在的同名异物或同物异名现

象ꎬ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从形态学、生物学、品质、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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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性、抗逆性以及分子水平进行鉴定与区分ꎬ开展更

准确的种质资源命名工作ꎮ 并且在此基础上深入研

究我国冬瓜和节瓜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ꎬ构建一

批冬瓜和节瓜核心种质资源ꎬ为我国冬瓜和节瓜优

异种质的挖掘、鉴定和利用提供参考ꎮ

参考文献
[１] 　 邹宇晓ꎬ徐玉娟ꎬ廖森泰ꎬ等. 冬瓜的营养价值及其综合利用

研究进展[Ｊ] . 中国果菜ꎬ２００６(５):４６￣４７
[２] 　 周火强ꎬ刘政春ꎬ伍国安. 冬瓜搭架高产栽培技术[ Ｊ] . 长江蔬

菜ꎬ２０１０(９):１５￣１７
[３]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中国蔬菜品种资源目录:

第一册[Ｍ]. 北京:万国学术出版社ꎬ１９９２:３５０￣３６３
[４]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中国蔬菜品种资源目录:

第二册[Ｍ]. 北京:气象出版社ꎬ１９９８:１９４￣１９９
[５] 　 ＢＥＮＩＮＣＡＳＡ ＨＩＳＰＩＤＡ[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１３ ￣０３ ￣２６ ] . ｈｔｔｐ: / /

２０３. ６４ ２４５ １７３ / ｓｅａｒｃｈ ＿ ｒｅｓｕｌｔ ａｓｐ? ＶＩＮＯ ＝ ＆ＡＣＣＮＯ ＝
＆ＴＥＭＰＮＯ ＝ ＆ＳＰＥＣＩＥ ＝ ＢＥＮＩＮＣＡＳＡＨＩＳＰＩＤＡ＆ＰＥＤＣＵＬ ＝
＆ＳＵＢＴＡＸ ＝ ＆ＣＯＵＮＴＲ ＝ ＆ＮＯＴＥＳ ＝

[６]　 ＢＥＮＩＮＣＡＳＡ ＳＰ[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０３￣２６]. ｈｔｔｐ:/ / ２０３. ６４. ２４５. １７３ /
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ｓｕｌｔ. ａｓｐ? ＶＩＮＯ ＝ ＆ＡＣＣＮＯ ＝ ＆ＴＥＭＰＮＯ ＝ ＆ＳＰＥＣＩＥ ＝
ＢＥＮＩＮＣＡＳＡＳＰ ＆ＰＥＤＣＵＬ ＝ ＆ＳＵＢＴＡＸ ＝ ＆ＣＯＵＮＴＲ ＝
＆ＮＯＴＥＳ ＝

[７] 　 ＢＥＮＩＮＣＡＳＡ[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０３￣２６]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ｒｓ￣ｇｒｉｎ.
ｇｏｖ / ｃｇｉ￣ｂｉｎ / ｎｐｇｓ / ｓｗｉｓｈ / ａｃｃｂｏｔｈ? ｓｉ ＝ ０＆ｑｕｅｒｙ ＝ ＢＥＮＩＮＣＡＳＡ
＆ｂｔｎＧ ＝ Ｇｏ％２１＆ｆｉｌｔｅｒ ＝ ０ ＆ａｓ＿ｓｉｔ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ａｒｓ. ｕｓｄａ. ｇｏｖ＆ｉｅ ＝
＆ｏｕｔｐｕｔ ＝ ｘｍｌ ＿ ｎｏ ＿ ｄｔｄ＆ｃｌｉｅｎｔ ＝ ｕｓｄａ＆ｌｒ ＝ ＆ｐｒｏｘｙｓｔｙｌｅｓｈｅｅｔ ＝
ＡＲＳ＆ｏｅ ＝ ＆ｘ ＝ １８＆ｙ ＝ １４

[８]　 李文嘉. 广西节瓜种质资源研究及评价[ Ｊ] . 长江蔬菜ꎬ２００３
(９):４２￣４３

[９] 　 谢大森ꎬ何晓明ꎬ彭庆务. 黑皮冬瓜品质综合评价方法的探讨
[Ｊ] . 中国蔬菜ꎬ２００６(９):９￣１２

[１０] 　 谢大森ꎬ何晓明ꎬ彭庆务ꎬ等. 与冬瓜枯萎病抗性连锁的 ＲＡＭＰ
标记的筛选及其运用[Ｊ]. 分子植物育种ꎬ２００９ꎬ７(５):９２８￣９３３

[１１] 　 谢大森ꎬ何晓明ꎬ彭庆务. 冬瓜种质资源的综合鉴评[ Ｊ] . 中国
蔬菜ꎬ２００９(８):３６￣４１

[１２] 　 Ｍａｒｒ Ｋ ＬꎬＸｉａ ＹꎬＢｈａｔｔａｒａｉ Ｎ Ｋ. Ａｌｌｏｚｙｍｉｃꎬ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ꎬｐｈｅ￣
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ꎬ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ꎬｐｌａｎｔ ｕｓｅꎬ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Ｂｅｎｉｎｃａｓａ
ｈｌｓｐｉｄａ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ｃｅａｅ) [Ｊ] . Ｅｃｏｎ Ｂｏｔꎬ２００７ꎬ６１(１):４４￣５９

[１３] 　 孟祥栋ꎬ魏佑营ꎬ马红ꎬ等. ＲＡＰＤ 技术在冬瓜和节瓜品种鉴定
中的应用[Ｊ] . 上海农业学报ꎬ１９９６ꎬ１２(４):４５￣４９

[１４] 　 张建军ꎬ刘世贵ꎬ余懋群ꎬ等. １００ 份中国冬瓜种质资源农艺性
状与遗传多样性研究[Ｊ] . 四川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ꎬ２００９ꎬ
４６(６):１８５５￣１８６１

[１５] 　 宋世威ꎬ李珍ꎬ刘厚诚ꎬ等. 冬瓜和节瓜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
的 ＲＡＰＤ 分析[Ｊ] . 中国蔬菜ꎬ２０１０(２２):４７￣５３

[１６] 　 唐鑫ꎬ张海英ꎬ许勇ꎬ等. 西瓜和甜瓜的 ＳＳＲ 引物对三种瓜类
作物的通用性分析[Ｊ] . 分子植物育种ꎬ２０１１ꎬ９(６):７６０￣７６４

[１７]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中国蔬菜品种志:下卷
[Ｍ]. 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ꎬ２００１:２１９￣２６９

[１８] 　 王长林ꎬ沈镝. 冬瓜和节瓜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
[Ｍ].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１９] 　 高运来ꎬ朱荣胜ꎬ刘春燕ꎬ等. 黑龙江部分大豆品种分子 ＩＤ 的
构建[Ｊ] . 作物学报ꎬ２００９ꎬ３５(２):２１１￣２１８

[２０] 　 颜静宛ꎬ田大刚ꎬ许彦ꎬ等. 杂交稻主要亲本的 ＳＳＲ 分子身份
证数据库的构建[Ｊ] . 福建农业学报ꎬ２０１１ꎬ２６(２):１４８￣１５２

[２１] 　 陆徐忠ꎬ从夕汉ꎬ刘海珍ꎬ等. 杂交水稻亲本分子身份证及
ＳＳＲ 指纹数据库的建立[Ｊ] . 核农学报ꎬ２０１２ꎬ２６(６):８５３￣８６１

[２２] 　 王黎明ꎬ焦少杰ꎬ姜艳喜ꎬ等. １４２ 份甜高粱品种的分子身份证
构建[Ｊ] . 作物学报ꎬ２０１１ꎬ３７(１１):１９７５￣１９８３

[２３] 　 Ｓｕｒｅｊａ Ａ ＫꎬＳｉｒｏｈｉ Ｐ ＳꎬＢｅｈｅｒａ Ｔ Ｋꎬｅｔ ａｌ.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ｈｙｂｒｉ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ｈｅｔｅｒｏｓｉｓ ｉｎ ａｓｈ ｇｏｕｒｄ
[Ｂｅｎｉｎｃａｓａ ｈｉｓｐｉｄａ ( Ｔｈｕｎｂ. ) Ｃｏｇｎ. ] [ Ｊ] . Ｊ Ｈｏｒｔｉｃ Ｓｃｉ Ｂｉｏ￣
ｔｅｃｈꎬ ２００６ꎬ ８１(１):３３￣３８

[２４] 　 Ｖｅｒｍａ Ｖ ＫꎬＢｅｈｒａ Ｔ Ｋꎬ Ｍｕｎｓｈｉ Ａ Ｄꎬｅｔ ａｌ.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ｓｈ ｇｏｕｒｄ [ Ｂｅｎｉｎｃａｓａ ｈｉｓｐｉｄａ ( Ｔｈｕｎｂ. ) Ｃｏｇｎ. ] ｉｎｂｒｅｄ ｌｉｎ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ＡＰＤ ａｎｄ ＩＳＳＲ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ｈｙｂｒｉ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Ｊ] . Ｓｃｉ Ｈｏｒｔｉｃ￣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ꎬ ２００７ꎬ １１３(３): ２３１￣２３７

[２５] 　 Ｈｕ Ｊ Ｂꎬ Ｚｈｏｕ Ｘ ＹꎬＬｉ Ｊ 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ｖｅｌ ｃｈｌｏｒｏｐｌａｓｔ ｍｉ￣
ｃｒｏ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ｆｏｒ Ｃｕｃｕｍｉｓ ｆｒｏｍ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Ｊ] . Ｂｉ￣
ｏｌ 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ꎬ ２００９ꎬ ５３ (４): ７９３￣７９６


(上接第 ２１０ 页)

[６] 　 麻文俊ꎬ张守攻ꎬ王军辉ꎬ等. １ 年生楸树无性系苗期生长特性

[Ｊ] . 林业科学研究ꎬ２０１２ꎬ２５(５):６５７￣６６３
[７] 　 翟继文ꎬ麻文俊ꎬ王秋霞ꎬ等. 楸树苗期优良家系及单株的配

合选择[Ｊ] . 西北林学院学报ꎬ２０１２ꎬ２７(３):６８￣７１
[８] 　 赵曦阳ꎬ王军辉ꎬ张金凤ꎬ等. 楸树无性系叶绿素荧光及生长

特性变异研究[Ｊ] .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ꎬ２０１２ꎬ３４(３)ꎻ４１￣４７
[９] 　 李传坤ꎬ陈德根ꎬ郝明灼. ７ 个不同楸树品种(类型)苗木速生

期生长规律研究[Ｊ] . 江苏林业科技ꎬ２０１１ꎬ３８(６):１２￣１５
[１０] 　 冯小琴ꎬ贠慧玲ꎬ赵秋玲ꎬ等. 楸树无性系叶绿素荧光特性及

其性状研究[Ｊ] . 甘肃林业科技ꎬ２０１２ꎬ３７(２):１￣４
[１１] 　 吴玉德ꎬ张鹏. 基于 Ｍａｐｉｎｆｏ 的树木叶面积测定方法[ Ｊ] . 林业

调查规划ꎬ２００５ꎬ３０(６):２３￣２４
[１２] 　 王俊娥ꎬ王赞ꎬ王运琦ꎬ等. 山羊豆种质资源形态多样性分析

[Ｊ] .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ꎬ２００８ꎬ９(２):２０１￣２０５
[１３]　 张礼凤ꎬ李伟ꎬ王彩洁ꎬ等. 山东大豆种质资源形态多样性分

析[Ｊ] .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ꎬ２００６ꎬ７(４):４５０￣４５４
[１４]　 刘长友ꎬ程须珍ꎬ王素华ꎬ等. 中国绿豆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

研究[Ｊ] .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ꎬ２００６ꎬ７(４):４５９￣４６３
[１５]　 Ｗｈｉｔｔａｋｅｒ Ｒ Ｈ.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 . Ｔａｘｏｎꎬ１９７２ꎬ２１:２１３￣２５１
[１６]　 陈晓阳ꎬ沈熙环. 林木育种学[Ｍ].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ꎬ

２００５:３２￣３４
[１７] 　 向志强ꎬ刘玉成ꎬ杜道林. 不同种群海南粗榧遗传多样性研究

[Ｊ] . 广西植物ꎬ２００２ꎬ２２(３):２０９￣２１３
[１８] 　 郁香荷ꎬ章秋平ꎬ刘威生ꎬ等.中国李种质资源形态性状和农艺性状

的遗传多样性分析[Ｊ].植物遗传资源学报ꎬ２０１１ꎬ１２(３):４０２￣４０７
[１９] 　 杨树华ꎬ郭宁ꎬ葛维亚ꎬ等. 新疆东天山地区宽刺蔷薇居群表

型多样性分析[Ｊ] .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ꎬ２０１３ꎬ１４(３):４５５￣４６１
[２０] 　 郭丽芬ꎬ徐宁生ꎬ张跃ꎬ等. 云南红花种质资源主要农艺性状的遗

传多样性分析[Ｊ].植物遗传资源学报ꎬ２０１２ꎬ１３(２):２１９￣２２５
[２１] 　 黄忠兴ꎬ周峰ꎬ王勤南ꎬ等. 国内外割手密资源农艺性状表型遗

传多样性分析[Ｊ].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ꎬ２０１２ꎬ１３(５):８２５￣８２９
[２２] 　 张向前ꎬ刘景辉ꎬ齐冰洁ꎬ等. 燕麦种质资源主要农艺性状的遗

传多样性分析[Ｊ].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ꎬ２０１０ꎬ１１(２):１６８￣１７４
[２３] 　 赵秋玲ꎬ马建伟ꎬ王军辉ꎬ等. 灰楸不同流域种质变异与多样

性研究[Ｊ] .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ꎬ２０１２ꎬ１３(５):８０３￣８０９
[２４] 　 贺晨帮ꎬ宗绪晓. 豌豆种质资源形态标记遗传多样性分析

[Ｊ] .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ꎬ２０１１ꎬ１２(１):４２￣４８
[２５] 　 赵香娜ꎬ李桂英ꎬ刘洋ꎬ等. 国内外甜高粱种质资源主要性状遗传

多样性及相关性分析[Ｊ].植物遗传资源学报ꎬ２００８ꎬ９(３):３０２￣３０７
[２６] 　 郭从俭ꎬ王华荣. 楸树自然变异与良种选择[ Ｊ] . 河南农业大

学学报ꎬ１９９４ꎬ２８(３):２９２￣２９７
[２７] 　 焦云德ꎬ熊贵来. 楸树优良家系苗期选择研究[ Ｊ] . 河南林业

科技ꎬ１９９７ꎬ１７(２):２０￣２３

４１２


	植物遗传2014年第1期_部分212
	植物遗传2014年第1期_部分213
	植物遗传2014年第1期_部分214
	植物遗传2014年第1期_部分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