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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保存橡胶树魏克汉种质资源亲子系谱分析

毛常丽ꎬ吴　 裕ꎬ张凤良ꎬ倪书邦
(云南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ꎬ景洪 ６６６１００)

　 　 摘要:对农业部景洪橡胶树种质资源圃(云南景洪)保存的 ２９０ 份魏克汉种质资源进行了亲子系谱分析ꎮ 结果表明ꎬ无性

系 ＧＴ１、ＰＲ１０７、ＰＢ８６、ＲＲＩＭ６００、云研 ２７７￣５、ＰＢ５ / ５１、ＩＡＮ８７３ 的后代为 ２１０ 份ꎬ占 ７２ ４１％ ꎮ 从表型看ꎬ魏克汉种质资源群体变

异丰富ꎬ实际上遗传基础很窄ꎮ 本研究以 ＧＴ１、ＰＲ１０７、ＰＢ８６、ＲＲＩＭ６００、云研 ２７７￣５、ＰＢ５ / ５１、ＩＡＮ８７３ 为主线建立了亲子系谱

图ꎬ并对部分种质资源的性状进行了分析ꎬ获得一些性状的传递遗传规律ꎬ供育种工作者参考ꎮ
　 　 关键词:橡胶树ꎻ魏克汉种质ꎻ系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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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树(Ｈｅｖｅａ ｂｒａｓｉｌｉｅｎｓｉｓ)是南美洲巴西亚马逊

河流域的野生树种ꎬ然而ꎬ近几十年来ꎬ东南亚才是

橡胶树规模化生产种植的主要地区ꎮ 橡胶树在南亚

属于外来物种ꎬ根据引种经历ꎬ习惯将种质资源分为

魏克汉种质资源和 ８１′ＩＲＲＤＢ 种质资源两大类ꎮ 其

中ꎬ国际橡胶研究与发展委员会(ＩＲＲＤＢ)于 １９８１ 年

从巴西亚马逊河流域采集种子和芽条繁殖获得的称

为 ８１′ＩＲＲＤＢ 种质资源ꎻ１８７６ 年ꎬ魏克汉(Ｗｉｃｋｈａｍ)

从巴西将种子运到英国邱园(Ｋｅｗ Ｇａｒｄｅｎ)育苗ꎬ再
送到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种植ꎬ其
后代统称为魏克汉种质资源ꎬ以此为材料在南亚国

家培育了诸多优良品种ꎬ是目前橡胶树种植品种的

主要来源[１]ꎮ 我国从 １９５３ 年开始大规模引种发展

橡胶产业ꎬ云南植胶区从大量引种无性系品种中选

出 ＰＢ８６、ＧＴ１、ＲＲＩＭ６００、ＰＲ１０７ 大规模推广种植ꎬ称
为 ４ 大品种ꎮ 根据云南植胶区的育种目标和引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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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质资源情况ꎬ云南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开展了

杂交育种工作ꎬ获得云研 ２７７￣５、云研 ７７￣２、云研 ７７￣
４、云研 ７３￣４６ 等一系列优良品种ꎬ其他具有一定特

异性状的无性系ꎬ虽然没有上升到推广品种ꎬ但也作

为种质资源进行保存ꎮ
查阅农业部景洪橡胶树种质资源圃的记录ꎬ有

些种质资源已作为杂交亲本获得 Ｆ３ꎬ本研究利用农

业部景洪橡胶树种质资源圃数据库对已知亲本的

２９０ 份魏克汉种质(该圃保存魏克汉种质资源 ６００
多份)的亲子关系进行了追踪查询ꎬ并建立了亲子

系谱图ꎬ简要叙述部分种质的性状特征ꎬ结合亲子系

谱找到一些传递遗传的规律ꎬ对橡胶树杂交育种策

略的制定具有一定指导意义ꎮ

１　 种质资源的亲本来源及使用情况

农业部景洪橡胶树种质资源圃保存的魏克汉种

质资源已知亲本共 ２９０ 份ꎬ包括引进的 ５５ 份ꎬ云南自

育 １８３ 份ꎬ海南自育 ２０ 份ꎬ广东广西 ３２ 份ꎮ ２９０ 份种

质资源共选用了 １０３ 个亲本(表 １)ꎻ利用国外种质资

源为双亲育成的种质资源共 １７２ 份(引进 ５５ 份ꎬ云南

９１ 份ꎬ海南 １１ 份ꎬ广西广东 １５ 份)ꎬ国内种质资源与

国外种质资源杂交育成的有 １０５ 份(云南 ８７ 份ꎬ广东

广西 １３ 份ꎬ海南 ５ 份)ꎬ双亲都是国内种质资源育成的

只有 １３ 份(云南 ５ 份:云研 ７３￣４７７、云研 ７６￣３９８、云研

８４￣２８６、云研 ８４￣３８６、云研 ８４￣７３４ꎻ海南 ４ 份:热研 ８￣７９、
热研８８￣１３、热研９３￣１１４、热研９３￣１１５ꎻ广东广西４ 份:广
西 ６４￣４１、广西所 ６３￣１４、桂研 ７３￣１７２、化 ２５￣４)ꎮ

表 １　 种质资源作为亲本使用组合数及子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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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Ｔ１ ７２ ０ ７２ １６ ＰｉｌＢ８４ ０ ４ ４ ３ Ｐｉｌａ４４ １ １ ２ １ ＲＯ４１ ０ １ １ １

云研 ７２￣８３ ９ ３１ ４０ ３ ＲＯ４５ ０ ４ ４ １ ＲＲＩＭ５０９ ０ ２ ２ １ ＲＲＩＣ３６ ０ １ １ １

ＲＲＩＩ１１８ ３０ ９ ３９ ６ ＲＲＩＣ１０２ ０ ４ ４ １ ＲＲＩＭ７１２ ０ ２ ２ １ ＲＲＩＣ８ １ ０ １ １

ＰＲ１０７ ０ ３２ ３２ １４ ＲＲＩＣ５２ ３ １ ４ ３ ＲＲＩＭ７２５ ０ ２ ２ １ ＲＲＩＭ５００ ０ １ １ １

云研 ２７７￣５ ８ ２３ ３１ １５ 云研 ７１￣６６２ ０ ４ ４ １ 广西 ６６￣８ ２ ０ ２ ２ ＲＲＩＭ６０３ ０ １ １ １

ＲＲＩＭ６００ ２３ ５ ２８ １７ 云研 ７２￣７２９ ０ ４ ４ ２ 茅落 ２４￣３ １ １ ２ ２ ＲＲＩＭ６０８ １ ０ １ １

ＩＡＮ８７３ １ ２２ ２３ ７ ＡＣ８０ ０ ３ ３ １ ＡＶ２１４ １ ０ １ １ ＲＲＩＭ６１２ ０ １ １ １

ＰＢ３１０ ２１ ３ ２４ ３ ＦＸ５１６ ３ ０ ３ １ ＡＶ２５５ ０ １ １ １ ＲＲＩＭ８０３ ０ １ １ １

ＰＢ８６ １３ １０ ２３ １５ ＰＢ４９ ２ １ ３ ３ ＡＶ２５６ ０ １ １ １ ＴＫ１４ ０ １ １ １

ＰＢ５ / ５１ １４ ６ ２０ １２ ＰＲ２２８ １ ２ ３ ２ ＡＶ３６３ ０ １ １ １ Ｗａｒ４ ０ １ １ １

ＲＲＩＩ２０８ ０ １８ １８ １ ＲＲＩＭ６０５ ３ ０ ３ ２ ＡＶＲＯＳ１５７ １ ０ １ １ 白南 ２８￣３２ １ ０ １ １

ＲＲＩＣ１０３ ９ ３ １２ ４ ＲＲＩＭ７１ ０ ３ ３ ２ ＡＶＲＯＳ１６１ ０ １ １ １ 冬试 ６９￣２ １ ０ １ １

天任 ３１￣４５ １２ ０ １２ ７ Ｔｊ１ ３ ０ ３ ２ ＢＤ１０ １ ０ １ １ 合口 １￣３３ ０ １ １ １

ＰＢ２３５ ５ ４ ９ ４ ９３￣１１４ ２ ０ ２ １ Ｄｊａｓ１ １ ０ １ １ 后溪山 ３０￣１５ １ ０ １ １

ＲＯ/ ＰＢ / ２１３ / １１７ ０ ９ ９ ３ ＡＣ６１ ０ ２ ２ １ ＦＯＲＤ３５１ ０ １ １ １ 联昌 １０￣５ ０ １ １ １

ＲＲＩＭ５０１ ４ ５ ９ ６ ＡＶ１６３ １ １ ２ ２ ＦＸ５１３ １ ０ １ １ 茅落 ２４￣３１ １ ０ １ １

ＰＢ２６０ ３ ５ ８ ３ ＡＶ１６３ １ １ ２ ２ ＩＲＣＩ６ １ ０ １ １ 青弯坡 １７￣１２ ０ １ １ １

海垦 ２ １ ６ ７ ４ ＢＤ５ １ １ ２ ２ Ｌｌｉｒ１ １ ０ １ １ 石岚 ３ 号 １ ０ １ １

ＲＲＩＭ６２３ ３ ３ ６ ５ ＢＤ５ １ １ ２ ２ ＭＫ３ / ２ ０ １ １ １ 停亮 １￣２５ １ ０ １ １

Ｔｊｉｒ１ ４ ２ ６ ５ ＢＲ２ ２ ０ ２ １ ＰＢ２５ ０ １ １ １ 停亮 ２９１ ０ １ １ １

南强 １￣９７ ６ ０ ６ ５ Ｆ４５４２ １ １ ２ １ ＰＢ２５２ ０ １ １ １ 停亮原 ８ ０ １ １ １

ＲＯ４２ ２ ３ ５ １ ＦＡ１７１７ ０ ２ ２ ２ ＰＢ３２ / ３６ ０ １ １ １ 云研 １９１ ０ １ １ １

广西 ６６￣８ １ ４ ５ ４ ＩＲＣＡ２２ ０ ２ ２ １ ＰＢ５ / ７８ ０ １ １ １ 云研 ７４￣６２５ ０ １ １ １

海垦 １ １ ４ ５ ５ ＬｕｎＮ １ １ ２ １ ＰＢ６ / ９ ０ １ １ １ 湛试 ６９２ １ ０ １ １

合口 ３￣１１ １ ４ ５ ３ ＰＢ２４ ０ ２ ２ ２ ＰｉｌＢ１６ １ ０ １ １ 湛试 ７￣７６￣１ １ ０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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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３ 个亲本按使用的组合数来统计ꎬ从高到低

的前 ２０ 个依次为:ＲＲＩＭ６００ > ＧＴ１ > ＰＢ８６ > 云研

２７７￣５ > ＰＲ１０７ > ＰＢ５ / ５１ > ＩＡＮ８７３ > 天任 ３１￣４５ >
ＲＲＩＩ１１８ > ＲＲＩＭ５０１ > ＲＲＩＭ６２３ > Ｔｊｉｒ１ > 海垦 １ > 南

强 １￣９７ > ＰＢ２３５ > ＲＲＩＣ１０３ > 广西 ６￣６８ > 海垦 ２ >
ＰＢ２６０ > ＰＢ３１０ꎮ ＲＲＩＭ６００ 使用次数最多(１７ 次)ꎬ
ＧＴ１ 为 １６ 次ꎬＰＢ８６ 和云研 ２７７￣５ 为 １５ 次ꎮ

２　 建立种质资源亲子系谱图及各系谱
的主要性状特征分析

对已知亲本的 ２９０ 份橡胶树种质资源追溯其亲

缘关系ꎬ以 ＧＴ１、ＰＲ１０７、ＰＢ８６、ＲＲＩＭ６００、云研 ２７７￣
５、ＰＢ５ / ５１、ＩＡＮ８７３ 为主线建立了各种质的亲子系谱

图ꎬ现以这些亲子系谱为基础进行分析ꎬ找到一些传

递遗传规律ꎮ
２ １　 以 ＧＴ１ 为中心的系谱

ＧＴ１ 具有较好的抗寒能力ꎬ产量中等ꎬ１９６０ 年

引种到云南后被评为优良抗寒品种ꎬ其雄蕊败育ꎬ便
于人工杂交ꎬ因而作为首选亲本ꎮ ＧＴ１ 的 Ｆ１包括 ７２
份种质资源(表 １ꎬ图 １)ꎬ其 Ｆ１主要包括云研 ６８、云研

７３、云研 ７５、云研 ７６、云研 ７７、云研 ８４、云研 ８７、云研

８８、云研 ９１、云研 ９２、云研 ９３、云研 ９７、云研 ９８、云研

９９ 系列等部分无性系和一个家系云研 １ 号(图 １)ꎮ
其中 ＧＴ１ × ＰＲ１０７ 得到的品种包括云研 １ 号(高产抗

寒家系ꎬ株间变异大)、云研 ６８￣２７３(中产)、云研 ７３￣
４６、云研 ７７￣２ 和云研 ７７￣４ꎻＧＴ１ × 云研 ２７７￣５ 的包括

云研 ７５￣１、云研 ７５￣１１(高产不抗寒)、云研 ７６￣２３５(高
产不抗寒)ꎮ ＧＴ１ × 云研 ２７７￣５ 这个组合的高产特性

主要来自于云研 ２７７￣５ꎬ而云研 ２７７￣５ 是 ＰＢ５６ × ＰＢ２４
的 Ｆ２ꎬ故今后使用云研 ７５￣１１ 和云研 ７６￣２３５ 作亲本

时要慎用ꎮ 在国内 ＧＴ１ 的 Ｆ１作亲本基本未见ꎬ目前

可供选择用作抗寒亲本的种质资源相对较少ꎬ也许

ＧＴ１ 后代是抗寒亲本的来源之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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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主要以 ＧＴ１ 和 ＩＡＮ８７３ 为亲本的系谱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ｌｉｎｅａｇｅ ｏｆ ＧＴ１ ａｎｄ ＩＡＮ８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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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以 ＰＲ１０７ 为中心的系谱

ＰＲ１０７ 于 １９５５ 年引进我国ꎬ是海南植胶区首选

的育种亲本ꎬ高产ꎬ晚熟品种ꎬ但后续快速增产(开
割 ３ 年后)ꎬ耐刺激ꎬ抗风能力强ꎬ但在风力 １２ 级以

上时ꎬ断干率很高ꎬ较易感染条溃疡病和白粉病ꎬ抗
旱能力弱ꎮ ＰＲ１０７ 雌蕊发育不良ꎬ只能作为父本ꎬ其
Ｆ１(１４ 次杂交组合)包括 ３２ 份种质资源(表 １ꎬ图
２)ꎬ具代表性的无性系有 ＰＲ３０２(Ｔｊ１ × ＰＲ１０７)ꎬ高
产、抗寒一般、较速生、 抗白粉病ꎻ 热研 ７￣３３￣９７
(ＲＲＩＭ６００ × ＰＲ１０７)早熟高产、抗风力较强、抗寒力

中等、生长较快、林相整齐ꎻ大丰 ９５(ＰＢ８６ × ＰＲ１０７)
高产、抗风、抗寒、抗病、抗旱能力较强ꎻ海垦 ２(ＰＢ８６
× ＰＲ１０７)ꎬ高产ꎬ具一定抗风能力ꎬ抗寒力差ꎻＰＲ２６１
(Ｌｌｉｒｌ × ＰＲ１０７)高产抗风ꎬ云南试验区抗寒能力与

云研 ７７￣４ 相当ꎻ云研 ６８￣２７３(中产)、云研 ７３￣４６、云
研 ７７￣２ 和云研 ７７￣４ 等种质(母本均为 ＧＴ１)均高产

抗寒ꎮ ＧＴ１ × ＰＲ１０７ 是特殊配合力高的组合ꎬ容易

获得既高产又抗辐射型低温的基因型ꎬ目前云研

６８￣２７３ 未用作亲本ꎬ云研 ７７￣２、云研 ７７￣４ 和云研

７３￣４６ 雌雄不育ꎻＰＲ２２８(ＢＲ２ × ＰＲ１０７)高产抗寒ꎬ云
研 ７２￣８３(ＩＲＣＩ６ × ＰＲ１０７)高产ꎮ

ＰＲ１０７ 的 Ｆ２ 情况:以海垦 ２ 为亲本育成了云

研 ８４ 系列(ＲＲＩＭ６００ × 海垦 ２、海垦 ２ × 云研 ２７７￣
５)、云研 ９３ 系列(ＰＢ２３５ × 海垦 ２)和云研 ９８ 系列

(ＧＴ１ × 海垦 ２)部分无性系ꎻ以 ＰＲ２２８ 为亲本育成

了云研 ７２￣７２９(高产抗寒力一般耐刺激)、云研 ７４￣
６２５(高产)和云研 ７６￣３５４ 等 ３ 个无性系ꎻ以云研

７２￣８３ 为亲本与 ＲＲＩＩ１１８、ＧＴ１ 和 ＲＯ / ＰＢ / ２１３ / １１７
组合育成云研 ９８ 和云研 ９９ 系列等 ４２ 个无性系ꎻ
以 ＲＲＩＣ３６ 为亲本育成湛试 ３５９￣３(湛试 ７￣７６￣１ ×
ＲＲＩＣ３６)ꎮ
２ ３　 以 ＰＢ８６、ＲＲＩＭ６００ 和 ＩＡＮ８７３ 为中心的系谱

ＰＢ８６ 于 １９５５ 年引入我国ꎬ属于高产品种ꎬ抗低

温能力一般ꎬ易感染条溃疡病ꎬ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不

再种植ꎮ 其 Ｆ１(１５ 个杂交组合)包括 ２３ 份种质资源

(表 １ꎬ图 ２)ꎬ具代表性的有:ＲＲＩＭ６００(Ｔｊｉｒ１ × ＰＢ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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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主要以 ＰＢ８６ 和 ＰＲ１０７ 为亲本的系谱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ｌｉｎｅａｇｅ ｏｆ ＰＢ８６ ａｎｄ ＰＲ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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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ＡＮ８７３(ＰＢ８６ × ＦＡ１７１７)、海垦 ２(ＰＢ８６ × ＰＲ１０７)和
ＲＲＩＣ１０３(ＲＲＩＣ５２ × ＰＢ８６)等种质资源ꎮ ＲＲＩＭ６００
是 Ｔｊｉｒ１ × ＰＢ８６ 的 Ｆ１ꎬ高产、抗风力差、抗寒力差、物
候整齐ꎮ ＲＲＩＭ６００ 的 Ｆ１ (１７ 个杂交组合)包括 ２８
份种质资源(表 １ꎬ图 ３)ꎬ具代表性的有云研 ７４￣６４７
(广 西 ６６￣８ × ＲＲＩＭ６００ )ꎬ 高 产ꎻ 热 研 ２￣１４￣３９
( ＲＲＩＭ６００ × ＲＲＩＭ６１２ ) 高 产 抗 风ꎻ ＲＲＩＭ７０３
(ＲＲＩＭ６００ × ＲＲＩＭ５００ ) 高产抗风ꎻ 热研 ７￣３３￣９７
(ＲＲＩＭ６００ × ＰＲ１０７)高产抗风、早熟、抗寒力中等、
生长 较 快、 林 相 整 齐ꎻ 热 研 ８８￣１３ ( ＲＲＩＭ６００ ×
ＰｉｌＢ８４) 高产不抗寒、 易感白粉病ꎻ 云研 ７２￣３２４
(ＲＲＩＭ６００ × ＰＢ５ / ６３)高产不抗寒、易感白粉病和炭

疽病ꎻＰＢ３１０(ＰＢ５ / ５１ × ＲＲＩＭ６００)高产ꎮ ＰＢ３１０ 分

别与 ＧＴＩ、ＩＡＮ８７３ 和 ＲＲＩＩ２０８ 等形成 ３ 个杂交组合

育成云研 ９１、云研 ９７、云研 ９８ 系列等 ２４ 份种质资

源ꎬ其中 ＰＢ３１０ × ＲＲＩＩ２０８ 的有 １８ 份ꎬ这些都是高世

代无性系ꎬ以后使用这些资源作亲本时要慎用ꎻ热研

８８￣１３(ＲＲＩＭ６００ × ＰｉｌＢ８４)作亲本育成热研 ８￣７９(热
研 ８８￣１３ ×热研 ２１７)ꎬ在海南西部干旱中风区种植ꎮ

ＩＡＮ８７３ 是速生高产ꎬ抗平流型低温品种ꎬ其 Ｆ１

有多个无性系被视为胶木兼优品种ꎮ 本课题组研究

表明ꎬＩＡＮ８７３ 的 Ｆ１ 苗木生长量显著大于 ＧＴ１ 和

ＲＲＩＭ６００ 的 Ｆ１ 苗木生长量[２]ꎮ ＩＡＮ８７３ 的 Ｆ１ (７ 个

杂交组合)包括 ２３ 份种质资源(表 １ꎬ图 １)ꎬ主要包

括云研 ８４、云研 ９１、云研 ９２、云研 ９８ 系列部分无性

系ꎬ这些无性系选出时间都比较晚ꎬ至今未用作亲本

选育下一代ꎬ可以从中挖掘优良亲本进行种质创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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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主要以 ＲＲＩＭ６００ 为亲本的系谱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ｌｉｎｅａｇｅ ｏｆ ＲＲＩＭ６００

２ ４　 以 ＰＢ５ / ５１、ＰＢ５ / ６３和云研 ２７７￣５为中心的系谱

ＰＢ５ / ５１ 和 ＰＢ５ / ６３ 是 ＰＢ５６ × ＰＢ２４ 杂交选出的

无性系ꎮ ＰＢ５ / ５１ 属于高产种质资源ꎬ其 Ｆ１(１２ 个杂

交组合)包括 ２０ 份种质资源(表 １ꎬ图 ４)ꎬＰＢ５ / ５１ 的

Ｆ１作为砧木在南亚国家受到好评ꎮ ＰＢ５ / ５１ 的 Ｆ１部

分种质资源情况如下:ＰＢ２１７(ＰＢ５ / ５１ × ＰＢ６ / ９)高

产ꎻＰＢ２３５(ＰＢ５ / ５１ × ＰＢ５ / ７８)高产不抗寒ꎬ但在云

南试验区产量并不高ꎬ目前被用作亲本选育出云研

０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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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云研 ９２、云研 ９３ 系列等 ９ 个无性系ꎻ ＰＢ２５５
(ＰＢ５ / ５１ × ＰＢ３２ / ３６)高产ꎻＰＢ２６０(ＰＢ５ / ５１ × ＰＢ４９)
高产抗风ꎬ在云南试验区产量并不高ꎬ目前被用作亲

本育成云研 ９１ 系列 ６ 个无性系ꎻＰＢ３１０(ＰＢ５ / ５１ ×
ＲＲＩＭ６００)目前被用作亲本选出云研 ９１、云研 ９７、云
研 ９８ 系列等 ２４ 个无性系ꎮ ＰＢ５ / ６３ 为高产品种ꎬ用
作亲本育成的云研 ２７７￣５(ＰＢ５ / ６３ × Ｔｊｉｒ１)高产不抗

寒ꎬ广西 ８６￣４４(ＲＲＩＭ５０１ × ＰＢ５ / ６３)高产抗风ꎬ云研

７８￣７６８ ( ＰＢ５ / ６３ × 广西 ６６￣８ ) 高产ꎬ云研 ７２￣３２４
(ＲＲＩＭ６００ × ＰＢ５ / ６３)高产抗寒力差ꎮ 云南省热带

作物科学研究所用云研 ２７７￣５ 作亲本(１５ 次)选育

出 ３１ 个无性系ꎬ其中如云研 ７３￣４７７(广西 ６６￣８ × 云

研 ２７７￣５) 抗寒力一般ꎬ产量比 ＲＲＩＭ６００ 高ꎻ云研

７６￣３６(云研 ２７７￣５ × ＲＲＩＭ６２３)高产ꎬ抗寒力一般ꎻ
云研 ７６￣３９８(云研 ２７７￣５ × 云研 １９１)高产不抗寒ꎻ
云研 ８０￣１９８３(云研 ２７７￣５ × ＩＲＣＡ２２)高产ꎻ以 ＧＴ１ ×
云研 ２７７￣５ 育成的云研 ７５￣１ 抗寒力较强ꎬ云研 ７５￣
１１ 和云研 ７６￣２３５ 抗寒力一般ꎬ这 ３ 个无性系均

高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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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研91-592、云研91-668、云研91-588

云研76-36

云研72-729

云研80-1983

云研84-286、云研84-386

热研88-13
云研76-398

云研191
云研83-28、云研83-86

RRIM905、云研83-336、
云研83-388、云研83-467

云研93-280、云研93-297

广研56-5、广研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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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主要以云研 ２７７￣５ 和 ＰＢ５ / ５１ 为亲本的系谱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ｌｉｎｅａｇｅ ｏｆ Ｙｕｎｙａｎ２７７￣５ ａｎｄ ＰＢ５ / ５１

３　 橡胶树种质资源主要性状的遗传规

律分析

３ １　 以产胶量性状为主的亲子关系分析

橡胶产量是橡胶树育种的主要目标ꎬ因而种质

资源保存也主要依据产胶量性状选择ꎮ 一般地ꎬ高
产亲本间杂交产生的有性后代高产单株出现率也

高ꎬ反之亦然ꎻ中产亲本间杂交ꎬ其后代一般高产单

株出现率不高ꎮ 大丰 ９５ 和海垦 ２ 的亲本是 ＰＢ８６ ×

ＰＲ１０７ꎬ云研 ７６￣３９８ 的亲本是云研 ２７７￣５ × 云研

１９１ꎬ云研 ７３￣４７７ 的亲本是广西 ６６￣８ × 云研 ２７７￣５ꎬ
云研 ７４￣６４７ 的 亲 本 是 广 西 ６６￣８ × ＲＲＩＭ６００ꎬ
ＲＲＩＭ６００ 的亲本是 Ｔｊｉｒ１ × ＰＢ８６ꎬ云研 ７４￣６２５ 的亲

本是 ＲＲＩＭ６２３ × ＰＲ２２８ꎬ云研 ７６￣３６ 的亲本是云研

２７７￣５ × ＲＲＩＭ６２３ꎬ热研 ８￣７９ 的亲本是热研 ８８￣１３ ×
热研 ２１７ꎬ热研 ７￣３３￣９７ 的亲本是 ＲＲＩＭ６００ × ＰＲ１０７ꎬ
云研 ７１￣６６２ 和 云 研 ７２￣７２９ 的 亲 本 是 ＰＲ２２８ ×
ＲＲＩＭ６２３ꎬ云研 ２７７￣５ 的亲本是 ＰＢ５ / ６３ × Ｔｊｉｒ１ꎬＰＢ３１０

１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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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亲本是 ＰＢ５ / ５１ × ＲＲＩＭ６００ꎬ云研 ７５￣１、云研 ７５￣１１
和云研 ７６￣２３５ 的亲本是 ＧＴ１ × 云研 ２７７￣５ꎬ云研 ７３￣
４６、云研 ７７￣２ 和云研 ７７￣４ 的亲本是 ＧＴ１ × ＰＲ１０７ꎬ这
些高产无性系的亲本均高产ꎬ在产量方面具有较高的

一般配合力ꎮ
研究表明ꎬ在橡胶树杂交育种中ꎬ正反交组合后

代产胶量水平基本相当[３]ꎮ 忽略正反交对子代产

胶量的影响来考虑产量性状的遗传规律可以得出:
高产→高产→高产→高产的规律ꎮ 例如ꎬＰＲ１０７→
ＰＲ２２８→云研 ７４￣６２５→云研 ９２￣１０４ꎻＰＲ１０７→ＰＲ２２８
→云研 ７２￣７２９ → 云研 ９２ 系列 ( ４ 个)ꎻ ＰＢ８６ →
ＲＲＩＭ６００ → 热 研 ８８￣１３ → 热 研 ８￣７９ꎻ ＰＢ８６ →
ＲＲＩＭ６００→ＰＢ３１０→云研 ９１、云研 ９７、云研 ９８ 系列

２４ 份ꎻＰＢ５６ × ＰＢ２４→ＰＢ５ / ５１→ＰＢ２６０ꎻＰＢ５６ × ＰＢ２４
→ＰＢ５ / ５１→ＰＢ２３５→云研 ９１、云研 ９２、云研 ９３ 系列

等 ９ 份ꎻＰＢ５６ × ＰＢ２４→ＰＢ５ / ６３→云研 ２７７￣５→云研

７３￣４７７、云研 ７５￣１、云研 ７５￣１１ 和云研 ７６￣３６ꎮ
３ ２　 以抗寒性状为主的亲子关系分析

抗寒性是云南植胶区橡胶树选育种的主要目标

之一ꎬ也是一个数量性状ꎮ 要选育抗寒性强的无性

系ꎬ关键是要找到理想的抗寒亲本ꎬ抗寒性较强或中

抗以上的种质资源可以选作抗寒亲本ꎮ 研究表明ꎬ
橡胶树抗寒性状可以通过杂交传递给后代ꎬ超亲优

势受亲本组合、遗传力和特殊配合力影响[３]ꎮ
以 ＧＴ１ × ＰＲ１０７ 为亲本育成了既高产又抗低温

的无性系有云研 ６８￣２７３、云研 ７３￣４６、云研 ７７￣２ 和

云研 ７７￣４ 等ꎬ由此可见 ＧＴ１ × ＰＲ１０７ 是一组特殊配

合力高的抗寒组合ꎻ天任 ３１￣４５ 是一个抗寒力强的

种质资源ꎬ但产量一般ꎬ９３￣１１４ 是天任 ３１￣４５ × 合口

３￣１１ 育成的一个高产抗寒无性系ꎻ而由 ＧＴ１ × 云研

２７７￣５ 育成的无性系云研 ７５￣１１ 和云研 ７６￣２３５ 抗低

温能力较差ꎬ育成的云研 ７５￣１ 则抗低温能力较强ꎻ
德垦 ２２ ( 芒市 １￣３３ × ＰＢ８６ ) 和 ＰＲ２６１ ( Ｌｌｉｒ１ ×
ＰＲ１０７)均具有一定的抗寒能力ꎬ其中亲本 ＰＢ８６、
ＰＲ１０７ 属于高产不抗低温品种ꎬＧＴ１、天任 ３１￣４５ 和

芒市 １￣３３ 属于抗寒中产无性系ꎮ 由此可见ꎬＧＴ１ ×
ＰＲ１０７、天任 ３１￣４５ × 合口 ３￣１１、芒市 １￣３３ × ＰＢ８６、
Ｌｌｉｒ１ × ＰＲ１０７ 和 ＰＢ８６ × ＰＲ１０７ 这些组合的特殊配

合力高ꎻ云研 ７３￣４７７(广西 ６６￣８ ×云研 ２７７￣５)、云研

７４￣６２５(ＲＲＩＭ６２３ × ＰＲ２２８)、云研 ７４￣６４７(广西 ６６￣８
× ＲＲＩＭ６００)、云研 ７５￣１００ (ＧＴ１ × ＩＲＣＡ２２)、云研

７６￣３９８(云研 ２７７￣５ × 云研 １９１)、云研 ２７７￣５(ＰＢ５ /
６３ × Ｔｊｉｒ１)、热研 ８８￣１３(ＲＲＩＭ６００ × ＰｉｌＢ８４)等种质

的抗寒能力较差ꎮ

３ ３　 以抗风性状为主的亲子关系分析

橡胶树抗风性是一种综合性状ꎬ据抗风育种的

资料表明ꎬ抗风能力比较强的双亲进行杂交ꎬ其后代

的抗风能力也比较强ꎬ反之亦然ꎬ且正反交 Ｆ１ 的抗

风水平无差异ꎮ 徐妍 １４１￣２ 是海垦 １ × ＰＲ１０７ 的后

代ꎬ产量和抗风能力超过了海垦 １ꎻ以南强 １￣１５ × 福

华 １￣５ 育成杂 ３９ꎬ再由杂 ３９ × 海垦 １ 育成文昌 ３３￣
２４ꎬ文昌 ３３￣２４ 的产量和抗风能力超过了海垦 １ꎻ文
昌 ２１７(海垦 １ × ＰＲ１０７)的抗风能力超过了海垦 １ꎬ
产量超过了 ＲＲＩＭ６００ꎻ９３￣１１４(天任 ３１￣４５ × 合口

３￣１１)的抗风能力超过了海垦 １ꎻ热研 ７￣３３￣９７
(ＲＲＩＭ６００ × ＰＲ１０７ ) 高 产 抗 风ꎻ ＰＲ２６１ ( Ｌｌｉｒ１ ×
ＰＲ１０７)高产抗风ꎻ以 ＰＢ５ / ５１ × ＰＲ１０７ 育成的广研

５６￣５ 和广研 ６０￣１ 高产抗风ꎻ以 ＰＢ８６ × ＰＲ１０７ 育成

的大丰 ９５ 和海垦 ２ 高产ꎬ具有一定抗风能力ꎻ
ＲＲＩＭ７２１(ＲＲＩＭ６０５ × ＲＲＩＭ７１)、ＲＲＩＭ７０３(ＲＲＩＭ６００
× ＲＲＩＭ５００)、ＲＲＩＭ５０１ ( Ｐｉｌａ４４ × ＬｕｎＮ) 和 ＰＢ２６０
(ＰＢ５ / ５１ × ＰＢ４９)等无性系高产抗风ꎮ 由此可以得

出ꎬ海垦 １ × ＰＲ１０７、天任 ３１￣４５ × 合口 ３￣１１、ＰＢ５ / ５１
× ＰＲ１０７ 等是特殊配合力高的抗风组合ꎮ

４　 讨论

农业部景洪橡胶树种质资源圃现保存魏克汉种

质资源 ６００ 多份ꎬ已知亲本的有 ２９０ 份ꎬ其中 ＰＢ８６、
ＲＲＩＭ６００、云研 ２７７￣５、ＧＴ１、ＰＲ１０７、ＩＡＮ８７３ 和 ＰＢ５ /
５１ 的后代有 ２１０ 份ꎬ这些亲本的后代在所保存的种

质资源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ꎬ且主要性状各有优缺

点ꎬ表面上看变异丰富ꎬ实际上遗传基础很窄ꎮ 魏克

汉种质资源起源于魏克汉引进的 ４６ 株实生树ꎬ原本

群体中遗传基础就较窄ꎬ在人工选择过程中又逐渐

淘汰了大量本身产量虽不突出ꎬ但带有高产基因的

亲本ꎬ加之人工选配亲本ꎬ选出的亲本都是成对组

合ꎬ失去了随机交配中可能得到互补的杂交机会ꎬ人
工授粉的后代群体不大ꎬ超亲单株出现的机会越来

越少ꎬ建议利用已知性状比较优越的亲本建立混合

种子园ꎬ进一步扩大魏克汉种质资源的遗传基础ꎮ
产胶量高是主要的育种目标ꎬ产胶量是一个数

量性状ꎬ容易受环境影响ꎮ 在选择亲本时就要选择

受环境影响较小ꎬ高产性状主要受微效多基因控制

的无性系用作杂交亲本能获得较大的遗传增益ꎮ 另

外ꎬ在一些寒害和风害较轻的植胶区ꎬ应选择一般配

合力高的无性系作亲本ꎬ能显著提高后代高产单株

的选出率ꎮ 如 ＰＢ８６、ＰＲ１０７、ＲＲＩＭ６００、Ｔｊｉｒ１、ＰＢ５ /
６３、广西 ６￣６８、 云研 ２７７￣５、 ＰＢ５ / ５１、 热研 ８８￣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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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ＲＩＭ６２３、ＰＲ２２８ 等无性系均高产ꎬ选用这些无性系

作亲本在产量方面一般配合力都较高ꎮ
抗寒性和抗风性均属于数量性状ꎬ也容易受环

境影响ꎮ 在一些寒害或风害重的地区ꎬ既要考虑产

胶量又要考虑抗性ꎬ在杂交选育时要考虑两亲本性

状充分的互补ꎬ让子代同时具备多个优良性状ꎬ如
ＧＴ１、天任 ３１￣４５ 和芒市 １￣３３ 等属抗寒中产无性系ꎬ
ＰＲ１０７ 和 ＰＢ８６ 属高产不抗寒无性系ꎬ故 ＧＴ１ ×
ＰＲ１０７、天任 ３１￣４５ ×合口 ３￣１１ 和芒市 １￣３３ 和 ＰＢ８６
都是特殊配合力高的抗寒组合ꎻ同样ꎬ海垦 １ ×
ＰＲ１０７、ＰＢ８６ × ＰＲ１０７、ＰＢ５ / ５１ × ＰＲ１０７ 均是特殊配

合力高的抗风高产组合ꎮ
任何植物在进行杂交育种时都会面临一个共同

的问题:杂交代次增加ꎬ增产幅度趋缓ꎬ橡胶树也不

例外ꎮ 橡胶树通过有目的地选择亲本进行杂交ꎬ有
性后代出现双向超亲现象ꎬ但随着杂交代次的增加ꎬ
这种超亲现象将减少ꎬ特高产单株的出现率将降低ꎬ
特高产单株建立的无性系增产幅度将趋缓ꎬ如热研

８８￣１３ 是 ＲＲＩＭ６００ × ＰｉｌＢ８４ 杂交后代中特高产单株

建立的无性系ꎬ其产量比 ＲＲＩＭ６００ 高 ４３％ ꎬ而热研

８８￣１３ ×热研 ２１７ 杂交又选育出了特高产无性系热

研 ８￣７９ꎬ其产量比 ＲＲＩＭ６００ 增产 ８１％ ꎬ增产幅度虽

然还是比较大ꎬ但之后再用热研 ８￣７９ 作亲本杂交就

很难出现产量超过热研 ８￣７９ 的无性系了ꎻ由无性系

ＰＢ８６ 与 Ｔｊｉｒ１ 杂交选出的无性系 ＲＲＩＭ６００ꎬ其产量

是 ＰＢ８６ 产量的 ２ 倍多ꎬ再由 ＲＲＩＭ６００ × ＲＲＩＭ５００
杂交后代选出的无性系 ＲＲＩＭ７０３ꎬ其产量为 ＰＢ８６
的 ３００％ ꎬ从此以后ꎬ再用 ＲＲＩＭ７０３ 做亲本杂交就很

难出现产量超过 ＲＲＩＭ７０３ 产量的无性系了ꎬ因此继

续使用这些高世代的无性系做亲本选育高产品种的

意义已经不大ꎬ这是因为橡胶树产胶量是数量性状ꎬ
是以加性效应为主的遗传性状ꎬ杂交后代很难继续

大幅度超亲ꎮ 高世代无性系有云研 ２７７￣５、云研 ７２￣
７２９、云 研 ７４￣６２５、 热 研 ８８￣１３、 ＰＢ３１０、 ＰＢ２３５ 和

ＰＢ２６０ 等的子代ꎬ这些资源的子代再被选作杂交亲

本(以高产为主要育种目标)时要慎重ꎻ而像 ＧＴ１ 和

ＩＡＮ８７３ 的子代作为亲本的还很少见ꎬ这些资源可能

在抗性和其他副性状上是一些比较有发展潜力的杂

交亲本ꎮ
橡胶树是异花授粉植物ꎬ种内遗传变异丰富ꎬ即

使是半同胞家系或全同胞家系内部ꎬ株间差异也非

常大[２￣５]ꎮ 因此ꎬ在使用魏克汉种质资源进行种质

创新的同时ꎬ也应积极对 ８１′ＩＲＲＤＢ 种质资源进行

鉴定、评价和利用ꎮ 虽然农业部景洪橡胶树种质资

源圃保存的 ２０００ 多份 ８１′ＩＲＲＤＢ 种质资源尚未发

现产量高的种质资源ꎬ但可以利用统计学方法ꎬ通过

表型值和个体间的亲缘关系来剖分遗传效应和环境

效应[６]ꎬ对已鉴定的其他特异性状的种质资源把其

加性基因型值剖分出来加以利用ꎬ如张凤良等[７] 对

１９０４ 份 ８１′ＩＲＲＤＢ 种质资源进行了干型、分枝形态、
胸径生长量的分析和选择ꎬ挑选出 ２６ 份种质资源ꎬ
对这些已鉴定的种质资源应加以充分利用ꎮ 另外ꎬ
分子标记和基因工程技术也越来越多的被用于物种

的遗传关系构建和良种培育[８￣１５]ꎬ不仅在农作物上

取得了较多的成绩ꎬ在橡胶树方面也做了一些应

用[１６]ꎬ今后可以通过转基因或分子辅助育种等方法

把 ８１′ＩＲＲＤＢ 种质资源的某些基因转移到魏克汉种

质资源中ꎬ与魏克汉种质资源结合进行种质创新ꎬ培
育出更多更优良的新品种ꎮ

参考文献
[１] 　 何康ꎬ黄宗道. 热带北缘橡胶树栽培[Ｍ]. 广州:广东科技出

版社ꎬ１９８７
[２] 　 毛常丽ꎬ杨焱ꎬ吴裕ꎬ等. 橡胶树砧木家系苗期生长性状变异

分析[Ｊ] . 热带农业科技ꎬ２０１２ꎬ３５(３):５￣８ꎬ４１
[３] 　 黄华孙. 中国橡胶树育种五十年[Ｍ].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

社ꎬ２００５
[４] 　 潘华荪ꎬ王正国. 云南橡胶树选育种工作进展和成就[ Ｊ] . 热

带农业科技ꎬ２００５ꎬ２８(１):９￣１５
[５] 　 李国华ꎬ吴裕ꎬ肖桂秀. 云南种植橡胶树品种性状传递遗传分

析[Ｊ] . 热带农业科技ꎬ２０１０ꎬ３３(１):５￣８ꎬ１７
[６] 　 刘天颐ꎬ杨会肖ꎬ刘纯鑫ꎬ等. 火炬松基因资源的育种值预测

与选择[Ｊ] . 林业科学ꎬ２０１４ꎬ５０(８):６０￣６７
[７] 　 张凤良ꎬ毛常丽ꎬ胡永华ꎬ等. 云南保存橡胶树部分种质资源

干形及分枝变异分析[ Ｊ] .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ꎬ２０１４ꎬ１５(３):
５３４￣５３９

[８] 　 陈新ꎬ马庆华ꎬ王贵禧ꎬ等. 平欧杂种榛主栽品种(系)遗传关
系的 ＩＳＳＲ 分析 [ Ｊ] .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ꎬ ２０１４ꎬ １５ ( １ ):
２０２￣２０６

[９] 　 刘义华ꎬ张召荣ꎬ冷容ꎬ等. 茎瘤芥(榨菜)瘤茎形状的遗传研
究[Ｊ] . 植物科学学报ꎬ２０１４ꎬ３２(１):３４￣３９

[１０] 　 王金凤ꎬ李钊ꎬ杜丽璞ꎬ等. 转 ＰｖＰＧＩＰ２ 基因小麦的获得与纹
枯病抗性鉴定[Ｊ] .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ꎬ２０１３ꎬ１４(１):１７９￣１８３

[１１] 　 陈红敏ꎬ陈明ꎬ魏安智ꎬ等. 抗逆相关基因 ＧｍＡＲＥＢ 转基因小
麦的获得与鉴定 [ Ｊ] .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ꎬ２０１０ꎬ１１ ( ６ ):
７４９￣７５４

[１２] 　 周翠燕ꎬ温泽文ꎬ柴国华ꎬ等. 拟南芥 ＡｔＦｔｓＨｉ４ 基因 ＲＮＡ 干扰
载体的构建及转基因植株的表型分析[ Ｊ] . 分子植物育种ꎬ
２０１４ꎬ１２(１):１６２￣１６７

[１３] 　 鲁凤娟. 利用 ＡＦＬＰ 分子标记鉴定新疆梨的分类地位[ Ｊ] . 安
徽农业科学ꎬ２０１０ꎬ３８(５):２２８１￣２２８２

[１４] 　 刘化龙ꎬ王敬国ꎬ刘华赵ꎬ等. 基于 ＳＳＲ 标记的寒地水稻品种
骨干亲本分析[Ｊ] .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ꎬ２０１１ꎬ１２(６):８６５￣８７１

[１５] 　 郑杨ꎬ曲晓玲ꎬ郭翎ꎬ等. 观赏海棠资源谱系分析及育种研究
进展[Ｊ] .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ꎬ２００８ꎬ３９ (１):
１５２￣１６０

[１６] 　 赵建文ꎬ张晓飞ꎬ翟琪麟ꎬ等. 应用 ＥＳＴ￣ＳＳＲ 分析国外种质作
为亲本在中国橡胶树杂交育种中的贡献[ Ｊ] . 热带作物学报ꎬ
２０１３ꎬ３４(２):２３２￣２３８

３１２１


	植物遗传6期_部分74
	植物遗传6期_部分75
	植物遗传6期_部分76
	植物遗传6期_部分77
	植物遗传6期_部分78
	植物遗传6期_部分79
	植物遗传6期_部分80
	植物遗传6期_部分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