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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分布特点

刘章雄１ꎬ周　 蓉２ꎬ常汝镇１ꎬ闫淑荣１ꎬ邱丽娟１

(１农作物基因资源与遗传改良国家重大科学工程 / 农业部作物种质资源利用重点开放实验室 /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ꎬ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ꎻ
２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ꎬ武汉 ４３００６２)

　 　 摘要:对大豆品种中黄 ５５ 的复叶类型及不同种植地点各种复叶类型分布及其着生节位进行了研究ꎬ旨在探明多小叶的变

化规律ꎮ 根据组成复叶中小叶的数目ꎬ可分为 ７ 类ꎬ按照侧生和顶生叶片的数量进一步分为 １３ 种叶型ꎬ其中ꎬ４ 类共 ５ 种叶型

尚未见报道ꎮ 中黄 ５５ 的复叶以三出复叶为主ꎬ其他复叶的小叶数以“４ 叶 Ｄ１ 型”比率较高ꎬ随着纬度的降低ꎬ复叶类型数减

少ꎻ北京顺义、湖北武汉和海南三亚 ３ 个地点间各小叶型比率方差分析表明ꎬ大部分小叶型比率 ３ 点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表
明复叶小叶型及其比率受环境的影响ꎻ主茎上从低节位至高节位ꎬ普通三出复叶的比率先是降低ꎬ然后再升高ꎬ而不同节位分

枝的普通三出复叶的比率变化不大ꎮ 通过本研究可拓宽对大豆复叶小叶型的认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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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有子叶、真叶、复叶和托叶 ４ 种不同类型的

叶片[１]ꎮ 大豆的复叶一般为三出复叶ꎬ即 １ 个复叶

上有 ３ 片小叶ꎬ其顶端着生 １ 个小叶ꎬ侧翼 ２ 个ꎮ
Ｙ. 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 等[２]首次报道了 ５ 小叶的大豆复叶ꎻ

Ｗ. Ｒ. Ｆｅｈｒ[３]研究发现 ７ 小叶和 ５ 小叶复叶分别受

独立遗传的基因控制ꎬ并命名为 Ｌｆ ２ 和 ｌｆ１ꎬ但在 ５
小叶和 ７ 小叶杂交后代 Ｆ２中ꎬ也观察到复叶的小

叶数目有 ８ ~ １４ 个ꎮ 傅来卿[４] 、王克晶等[５] 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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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多小叶复叶的栽培大豆变异株和 ５ 小叶复叶的

野生大豆进行遗传研究ꎬ分别命名了基因 ｌｆ３、Ｌｆ４
和 Ｌｆ５ꎮ 除宗春美等[６￣７]发现大豆品系牡 ５７９６￣３ 的

５ 小叶复叶为 １００％ ꎬ其余报道的大豆植株的多小

叶复叶均含有三出复叶及其他不同小叶数目的

复叶[２￣５ꎬ８￣９] ꎮ
大豆品种中黄 ５５ 为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

研究所选育ꎬ含有多种不同小叶数复叶类型ꎬ本研

究对中黄 ５５ 的多小叶复叶进行了分类ꎬ并分析了

不同地点种植的中黄 ５５ 植株不同复叶类型的比

率以及在植株不同节位的分布ꎬ旨在明确大豆不

同复叶的稳点性及其变化规律ꎬ为遗传分析提供

理论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材料

多小叶大豆品种中黄 ５５ 亲本组合为 Ｔ２００ × 早

熟 １８ꎬ２０１０ 年经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ꎬ
在北京、天津及河北中南部地区平均生育期 １１０ ｄꎬ
株高 ８２ ６ ｃｍꎬ主茎节数 １６ ６ 个ꎬ有效分枝 ２ ７ 个ꎬ
白花ꎬ披针叶、亚有限结荚习性ꎮ ２００９ 年生产试验ꎬ
平均产量 ２５７８ ５ ｋｇ / ｈｍ２ꎬ 比对照冀豆 １２ 增产

４ ３０％ ꎮ 抗大豆花叶病毒病ꎬ蛋白质含量 ４３ ４０％ ꎬ
脂肪含量 ２０ ３２％ ꎮ 中黄 ５５ 的父本早熟 １８ 含有多

种小叶类型ꎮ
１ ２　 材料的种植与数据调查

２０１０ 年冬ꎬ中黄 ５５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

学研究所海南南繁试验基地(海南三亚)种植ꎬ共种

植 ６ 行ꎬ行长 ５ ｍꎬ行距 ３５ ｃｍꎬ株距 １５ ｃｍꎮ ２０１１ 年

夏ꎬ中黄 ５５ 分别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试验基地(北京顺义)和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

研究所试验基地(湖北武汉)种植ꎬ每点分别种 ６
行ꎬ行长 ５ ｍꎬ行距 ４５ ｃｍꎬ株距 ２０ ｃｍꎮ

在中黄 ５５ 生长的初花期和满粒期ꎬ取中间 ４ 行

调查每节位多小叶复叶的类型及数量ꎬ在海南三亚ꎬ
共调查了 １１０ 株ꎬ在北京顺义和湖北武汉ꎬ分别调查

了 ５１ 株和 ６０ 株ꎮ
１ ３　 多小叶复叶类型的划分

对多小叶复叶ꎬ先按所含小叶数的数量分类ꎬ在
每一类别中ꎬ又根据小叶在叶柄的着生位置分成不

同的亚类ꎮ 例如ꎬ所有 ３ 片小叶的复叶都归于“３ 叶

类型”复叶ꎬ正常的三出复叶顶生 １ 小叶ꎬ底下节位

两侧各着生 １ 小叶ꎬ在此称为“３ 叶 Ｃ２ 型”(图 １ꎬｅ:
Ｃ２ 型)ꎬ而“３ 叶型”的另一亚类顶端着生 ２ 小叶ꎬ底
下节位着生小叶 １ 片ꎬ在此称“３ 叶 Ｃ１ 型”(图 １ꎬｄ:
Ｃ１ 型)ꎮ
１ ４　 统计分析方法

调查 ３ 个种植点每个单株不同复叶的叶片数量

并计算其所占单株总叶片比率ꎬ对叶片比率进行平

方根或反正弦转换ꎬ利用 ＳＡＳ ９ １ ３ 软件对 ３ 点不

同小叶型转换数据进行方差分析ꎬ采用 ｑ 法进行多

重比较ꎮ
计算北京顺义和湖北武汉 ２ 点中黄 ５５ 不同节

位普通三出复叶和主要多小叶型占该节位总叶片数

比率ꎬ并采用 Ｅｘｃｅｌ 软件制作不同节位主要多小叶

型比率趋势图ꎬ因海南点中黄 ５５ 植株矮小ꎬ节间短

缩且不易区分而未计入分析之列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中黄 ５５ 植株多小叶类型的分类与描述

中黄 ５５ 的多小叶型可分为 ７ 类 １３ 型(表 １ꎬ图
１)ꎬ其中 １ 叶 Ａ 型、２ 叶 Ｂ 型和 Ｂ１ 型、 ３ 叶 Ｃ１ 型和

５ 叶 Ｅ２ 型尚未见文献报道ꎮ 不同小叶型的叶片数

量用顶生小叶数 ＋ 侧生小叶数表示ꎬ以 ５ 片复叶的

叶型数最多ꎬ分为 Ｅ１ 型、Ｅ２ 型、Ｅ３ 型(图 １)ꎬ其顶

生叶数分别为 １ 个、２ 个、３ 个ꎮ Ｅ１ 型的侧生叶数最

多ꎬ为 ４ 个ꎬ在两侧各着生小叶 ２ 片ꎬ且同一侧的 ２
小叶位于同一个小叶柄上(图 １ꎬ图片 ｎ 中箭头所

示)ꎮ
２ ２　 中黄 ５５ 植株不同小叶类型的比率分析

各多小叶型占植株总叶片的比率不同(表 ２)ꎮ
在北京顺义有 １２ 种小叶型ꎬ其中正常型 ３ 叶 Ｃ２ 型

比率最高ꎬ 为 ６７ ０９％ ꎬ ３ 叶 Ｃ１ 型比率最低ꎬ 为

０ ０４％ ꎬ没有 ５ 叶 Ｅ１ 型亚类ꎬ各小叶型比率大小顺

序为 Ｃ２ > Ｄ１ > Ｅ３ > Ｆ２ > Ｄ２ > Ｅ２ > Ｂ > Ｂ１ > Ｇ１ >
Ａ > Ｆ１ > Ｃ１ꎻ在湖北武汉有 １０ 亚类ꎬ其中正常型 ３
叶型 Ｃ２ 型比率最高ꎬ为 ８６ ６３％ ꎬ７ 叶型 Ｇ１ 型比率

最低ꎬ为 ０ ０９％ ꎬ没有 ５ 叶 Ｅ１ 型、３ 叶 Ｃ１ 型和 ６ 叶

Ｆ１ 型等 ３ 个亚类ꎬ各小叶型比率大小顺序为 Ｃ２ >
Ｄ１ > Ｂ > Ｅ３ > Ａ > Ｄ２ > Ｆ２ > Ｂ１ > Ｅ２ > Ｇ１ꎻ在海南三

亚有 ７ 亚类ꎬ３ 叶 Ｃ２ 型比率最高ꎬ为 ９１ ８４％ ꎬ５ 叶

Ｅ１ 型比率最低ꎬ为 ０ ０６％ ꎬ没有 １ 叶 Ａ 型等 ６ 个亚

类ꎬ各小叶型比率大小顺序为 Ｃ２ > Ｂ > Ｄ１ > Ｄ２ >
Ｃ１ > Ｅ３ > Ｅ１ꎮ

５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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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不同复叶类型(Ａ￣Ｇ１)及其同侧 ２ 小叶的着生方式(ｎ)
Ｆｉｇ 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ｌｅａｆｌｅｔ(Ａ￣Ｇ１) ａｎｄ ｓｅｔｔｌ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ｗｏ ｌｅａｆｌｅｔｓ ａｔ ｓａｍｅ ｓｉｄｅ(ｎ)

表 １　 大豆复叶的各种小叶型组成方式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ｌｅａｆｌｅ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组成复叶

的小叶数目

Ｌｅａｆｌｅｔ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ｌｅａｆ

叶型 Ｔｙｐ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ｌｅａｆ

叶型代号

Ｃｏｄ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ｌｅａｆ

叶型表达方式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ａｆｌｅｔ

侧生小叶数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ｌｅａｆｌｅｔ
ｎｕｍｂｅｒ

顶生小叶数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ｌｅａｆｌｅｔ
ｎｕｍｂ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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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２ 可以看出ꎬ３ 点普通三出复叶 Ｃ２ 型的比

率均远远大于其他小叶型的比率ꎬ且大于其他多小

叶型的比率之和ꎬ如北京顺义点 Ｃ２ 亚型比率为

６７ ０９％ ꎬ其他多小叶型比率总和为 ３２ ９１％ ꎮ 另

外ꎬ单以主茎或分枝的多小叶型进行分析ꎬＣ２ 型也

均占绝大部分ꎮ 除 Ｃ２ 型外ꎬ其他多小叶型以 Ｄ１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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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中黄 ５５ ３ 点小叶类型比率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ｌｅａｆｌｅ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 ｓｉｔｅｓ

地点 类型
Ａ Ｂ Ｂ１ Ｃ１ Ｃ２ Ｄ１ Ｄ２ Ｅ１ Ｅ２ Ｅ３ Ｆ１ Ｆ２ Ｇ１

０ ＋ １ １ ＋ １ ０ ＋ ２ １ ＋ ２ ２ ＋ １ ２ ＋ ２ ３ ＋ １ ４ ＋ １ ３ ＋ ２ ２ ＋ ３ ４ ＋ ２ ３ ＋ ３ ４ ＋ ３

北京顺义 主茎 ０　 　 ０ ２４ ０ ２４ ０　 　 ５４ １１ １９ ２０ ３ ６２ ０　 　 ２ ６６ １４ ２５ ０ １２ ４ ３５ １ ２１

分枝 ０ ６３ １ １１ ０ ７０ ０ ０７ ７４ ５８ １４ ６９ ０ ５６ ０　 　 ０ ４２ ６ ３４ ０ １４ ０ ７０ ０ ０７

全株 ０ ４０ ０ ８０ ０ ５３ ０ ０４ ６７ ０９ １６ ３４ １ ６８ ０　 　 １ ２４ ９ ２３ ０ １３ ２ ０３ ０ ４９

湖北武汉 主茎 ０ ４２ １ ９８ ０ １４ ０　 　 ７８ ３３ １１ １９ １ ７０ ０　 　 ０ ４２ ４ ５３ ０　 　 ０ ９９ ０ ２８

分枝 １ ９１ ３ ８９ ０ ２５ ０　 　 ９０ ２５ ２ ７８ ０ ３１ ０　 　 ０　 　 ０ ６２ ０　 　 ０　 　 ０　 　

全株 １ ４６ ３ ３１ ０ ２１ ０　 　 ８６ ６３ ５ ３３ ０ ７３ ０　 　 ０ １３ １ ８１ ０　 　 ０ ３０ ０ ０９

海南三亚 全株 ０　 　 ５ ０６ ０　 　 ０ ３９ ９１ ８４ １ ７４ ０ ６２ ０ ０６ ０　 　 ０ ２８ ０　 　 ０　 　 ０　 　

和 Ｅ３ 型为主ꎮ
以上分析还可看出ꎬ５ 种小叶型复叶在 ３ 点都

有发现ꎬ表现相对稳定ꎬ包括 Ｂ、Ｃ２、Ｄ１、Ｄ２、Ｅ３ꎬ其中

Ｂ、Ｃ２ 亚类随着纬度的降低比率升高ꎬＤ１、Ｄ２ 和 Ｅ３
亚类随着纬度降低比率降低ꎮ ６ 种复叶亚类在 ２ 点

出现ꎬ其中 Ｃ１ 在北京和海南出现ꎬＡ、Ｂ１、Ｅ２、Ｆ２、Ｇ１
在北京和湖北出现ꎬＡ 和 Ｃ１ 两亚类随纬度的降低比

率升高ꎬ其余则降低ꎻＦ１ 仅在北京、Ｅ１ 仅在海南出

现ꎬ具有环境特异性ꎮ
对 ３ 点不同小叶型比率方差分析也表明(表

３)ꎬ除 Ｃ１ 和 Ｅ１ 两亚类 ３ 点间无差异外ꎬ其他各小

叶亚类 ３ 点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ꎬ说明中黄 ５５ 植

株的小叶型比率受环境的影响ꎮ

表 ３　 中黄 ５５ ３ 点小叶类型比率方差分析及多重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ｆｏｒ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ｌｅａｆｌｅ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 ｓｉｔｅｓ

类型

Ｔｙｐｅ
Ａ Ｂ Ｂ１ Ｃ１ Ｃ２ Ｄ１ Ｄ２ Ｅ１ Ｅ２ Ｅ３ Ｆ１ Ｆ２ Ｇ１

Ｐ 值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７２２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９∗ ０ ６０５９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６９∗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北京

顺义

０ ３７ｂ ０ ８１ｃ ０ ５０ａ ０ ０４ａ ６８ ０１ｃ １５ ７２ａ １ ７５ａ ０ａ　 １ ２７ａ ９ａ ０ １０ａ １ ９６ａ ０ ４８ａ

湖北

武汉

１ ４２ａ ３ ３７ｂ ０ ２３ｂ ０ａ　 　 ８６ ３７ｂ ５ ４３ｂ ０ ７６ｂ ０ａ　 ０ １３ｂ １ ８７ｂ ０ｂ　 　 　 ０ ３３ｂ ０ ０８ｂ

海南

三亚

０ｃ　 　 ５ １４ａ ０ｃ　 　 　 ０ ４３ａ ９１ ６３ａ １ ８４ｃ ０ ６１ｂ ０ ０６ａ ０ｂ　 ０ ２８ｃ ０ｂ　 　 　 ０ｂ　 　 ０ｂ　 　 　

∗表示 ０ ０５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ꎻ表中同列数值后标记的小写字母表示在 ０ ０５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ａｔ ０ ０５ ｌｅｖｅｌꎻ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ｗｉｔｈｉｎ ｅａｃｈ ｃｏｌｕｍ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ａｔ ０ ０５ ｌｅｖｅｌ

　 　 在北京顺义、湖北武汉和海南三亚ꎬ能观察到的

复叶亚类分别为 １２ 种、１０ 种和 ７ 种ꎬ可以看出ꎬ从北

向南ꎬ中黄 ５５ 的小叶型种类逐渐减少ꎮ 大豆为低温

短日照作物ꎬ对光温反应比较敏感ꎬ从中黄 ５５ 的适宜

推广区域来看ꎬ北京顺义为最适宜种植点之一ꎬ较利

于中黄 ５５ 的充分生长发育ꎬ因此ꎬ在北京顺义种植的

中黄 ５５ 小叶型种类最多ꎮ 相比之下ꎬ虽亦为夏播ꎬ中
黄 ５５ 在湖北武汉的适应性就不如在北京ꎬ而海南三

亚更次之ꎬ因此中黄 ５５ 的小叶型种类会逐渐减少ꎮ
对于 １ 叶 Ａ 型、２ 叶 Ｂ 型和 Ｂ１ 型及 ３ 叶 Ｃ１ 型ꎬ

从表 ２ 可以看出ꎬ在北京顺义ꎬ分枝上以上 ４ 种小叶

型的比率之和为 ２ ５１％ꎬ在主茎上为 ０ ４８％ꎻ在湖北

武汉ꎬ分枝和主茎上 ４ 种小叶型的比率之和分别为

６ ０５％和 ２ ５４％ꎬ可见ꎬ以上 ４ 种小叶型主要出现在

分枝上ꎮ 据笔者观察ꎬ这些小叶型主要在营养生长的

中后期出现ꎬ在北京顺义主要出现于第 ３ ~ ６ 节位的

分枝上ꎬ在湖北武汉主要分布于第 ２ ~ ６ 节位的分

枝上ꎮ
２ ３　 中黄 ５５ 植株不同节位小叶类型的分析

通常将大豆的子叶节定为第 １ 节ꎬ大豆的真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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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节位为第 ２ 节ꎬ在北京顺义ꎬ中黄 ５５ 的主茎节

位以 １８ 个为主ꎬ极少植株高达 ２０ 个ꎬ分枝通常位于

第 ３ ~ １０ 节ꎬ第 ２ 节和第 １１ ~ １４ 节可能也会有分

枝ꎬ但较少ꎮ
主要对有代表性的主茎第 ３ ~ １８ 节和有分枝的

第 ３ ~ １０ 节进行了作图分析ꎬ图 ２ 为中黄 ５５ 植株主

茎各节位主要小叶型复叶比率及分枝节位主要小叶

型复叶的比率图ꎮ 为了描述方便ꎬ在此ꎬ定义 Ｃ２ 型

即普通三出复叶为正常叶型ꎬ其他所有小叶型为非

正常叶型ꎮ 对于主茎ꎬ从第 ３ 节位到第 １８ 节位ꎬ随

着节位的升高ꎬ正常叶型所占比率从 ９８ ２８％ 逐渐

降低ꎬ至第 １３ 节位降至最低点为 ２２ ００％ ꎬ然后逐

步上升ꎬ至第 １８ 节位升至最高点为 ７１ ７９％ ꎮ 而对

于主要的非正常叶型 Ｄ１ 型和 Ｅ３ 型ꎬ从低节位到高

节位ꎬ其比率先是逐渐升高ꎬ到第 １３ ~ １４ 节位升至

最高点ꎬ然后逐步降低ꎮ 中黄 ５５ 主要分枝节位正常

叶型比率变化不大ꎬ 其变化范围在 ６７ ５２％ ~
８７ １８％之间ꎮ

在湖北武汉ꎬ中黄 ５５ 每节位各小叶型比率的变

化趋势(图 ２)总体与北京顺义相同ꎬ在此不再详述ꎮ

图 ２　 中黄 ５５ 在北京顺义(Ａ)及湖北武汉(Ｂ)各节位主要小叶类型比率图

Ｆｉｇ ２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ｍａｉｎ ｌｅａｆｌｅｔ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ｏｄｕ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Ａ) ａｎｄ Ｗｕｈａｎ(Ｂ)

３　 讨论

本研究对大豆品种中黄 ５５ 的多小叶复叶类型进

行了田间调查并归类整理ꎬ新发现几种小叶型ꎬ如 １
叶 Ａ 型、２ 叶 Ｂ 型和 Ｂ１ 型及 ３ 叶 Ｃ１ 型ꎮ 中黄 ５５ 的

小叶型复叶种类受环境的影响ꎬ如在北京顺义有 １２
种小叶型ꎬ在湖北武汉和海南三亚分别只有 １０ 种和 ７
种ꎻ５ 叶 Ｅ１ 型在北京顺义和湖北武汉未出现ꎬ而在海

南三亚达 ０ ０５％ꎻ方差分析也表明ꎬ大多数小叶型比

率 ３ 点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因此在研究大豆小叶型

时ꎬ选择合适的地点以利于种质的充分生长发育是很

有必要的ꎮ 大豆对光温反应比较敏感ꎬ中黄 ５５ 种植

南移后ꎬ生育期缩短ꎬ总叶片数减少ꎬ在北京生育期

１１０ ｄꎬ在海南三亚只有约 ８５ ｄꎬ在北京顺义、湖北武

汉和海南三亚单株叶片数平均分别为 ４４ ４、３８ ８ 和

１６ ２ 片ꎮ 中黄 ５５ 小叶型复叶种类的变化是否也受光

温的影响ꎬ是如何影响的ꎬ值得进一步研究ꎮ
不同多小叶复叶种质其主要的小叶型复叶不

同ꎬ有的种质非正常叶型占总叶片数的 ５０％ 以上ꎬ
且以 ５ 小叶为主[９]ꎻ有的种质以 ７ 小叶为主[３]ꎬ有的

种质为 １００％的 ５ 小叶[６￣７]ꎬ对控制不同小叶数基因的

遗传研究ꎬ因材料不同ꎬ所得的结论也不一致[３￣５ꎬ７]ꎮ

本研究中黄 ５５ 的小叶类型以普通的 Ｃ２ 型即三出复

叶为主ꎬ占总叶片数的 ６５％以上ꎬ且在非正常叶型中ꎬ
以 Ｄ１ 型为主ꎮ 中黄 ５５ 的主要小叶型比率变化趋势

在主茎和分枝是不同的ꎬ但不同的多小叶种质其小叶

型的比率变化趋势可能不同ꎬ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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