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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Ζ ϕυϕυβα √ ∏ ≠∏ ∏ ≠∏ ∏ ÷ ∏ ±

∏ ∏ ∏ ∏ Ζ ϕυϕυβα √ Ζ σπινοσα √ Ζ ϕυϕυβα

Ζ σπινοσα ∏

Κεψ ωορδσ  Ζιζιπηυσϕυϕυβα Ζιζιπηυσσπινοσα ∏ °⁄

我国枣树 Ζιζιπηυσϕυϕυβα !酸枣 Ζιζιπηυσ σπινοσα 资源丰富 枣树以无性繁殖为主 酸枣除有性繁殖外

也可进行根蘖繁殖 枣和酸枣均为多年生植物 ∀赞皇大枣是目前发现的惟一的自然三倍体品种 其他枣品

种和酸枣均为二倍体 ∀河北省赞皇县是赞皇大枣的原产地 于 年对赞皇县及附近的枣品种和酸枣进行

了普查 除酸枣外 还有赞皇大枣 !榆底串杆 !吕庄串杆 !紫铃蛋 !前台 号 !元氏串杆 !小串杆 个枣品种 ∀

群体遗传学以居群 ∏ 为研究对象 研究居群遗传组成变化 最终阐明生物进化的机制 ∀ °⁄

技术在探测群体的遗传多样性 !了解群体的遗传学结构 !探讨系统发育和进化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王中仁 ∀枣和酸枣的分类学关系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 但由于试验手段和取材的原因 得到的

结果不一 ∀本研究以河北省赞皇县及附近的枣群体和酸枣群体为试材 对枣和酸枣进行群体遗传关系研究

以期从群体遗传学角度 揭示枣和酸枣的分类学关系 ∀

1  材料与方法

1  材料  个枣品种和 个酸枣类型均取自河北省赞皇县 树龄从 ∗ 年不等 ∀酸枣处于野生状

态 枣树生长良好 ∀供试枣品种有赞皇大枣 !榆底串杆 !吕庄串杆 !紫铃蛋 !前台 号 !元氏串杆 !小串杆 供试

酸枣有 ∗ 共 个类型 年龄在 ∗ 年不等 ∀ 年 月下旬取幼嫩叶片 片左右 放入冰壶中

带回实验室 液氮处理后立即放入 ε 冰箱保存 以备 °⁄分析之用 ∀

1  方法  优化的枣和酸枣 °⁄反应体系为 Λ 反应体系中 模板 ∗ × 酶为 1 ×° 浓

度 Λ # 浓度 1 # 引物浓度为 1 Λ # ∀利用 个多态引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对供试

个群体进行扩增 ∀ °⁄谱带有记为 无记为 ∀



利用统计软件 ≥°≥≥ • 计算两两类型之间的欧氏距离 利用离

差平方和法 • . 对数据进行聚类分析 以度量群体间遗传学关系 ∀

2  结果与分析

1  枣及酸枣的 °⁄扩增结果  利用 个引物对 个枣品种和 个酸枣类型进行了扩增 部分扩增结

果见图 ∀共扩增出 个位点 其中多态位点为 个 多态位点百分率为 表 ∀ 个枣品种共扩增

出 个位点 多态位点占 个酸枣类型共扩增出 个位点 多态位点占 ∀共有 个枣品种和

个酸枣类型共扩增出 个特异位点 这些特异位点为枣品种和酸枣类型的鉴别提供了依据 表 ∀

图  引物 ≥ 的 °⁄扩增结果

ƒ  °⁄ ≥

标准 ∗ 分别为赞皇大枣 !榆底串杆 !前台 号 !元氏串杆 !小串杆 !紫铃蛋 !吕庄串杆 ∏ ≠∏ ∏

± ≠∏ ∏ ÷ ∏ ∏ ∏ ∏ ∗ 分别为 ∗  ∗

表 1  22 个多态引物对枣群体和酸枣群体扩增的多态位点比例 ≠

Ταβ . 1  Προπορτιον οφ πολψµ ορπηιχ λοχι οφ Ζ .ϕυϕυβα ποπυλατιον ανδ Ζ . σπινοσα ποπυλατιον βψ 22 πριµερ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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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总和 ×

  ≠ 扩增位点数量 ∏ ∏ ° 多态位点数量 ° ∏ 多态位点比例 ∏ × 总扩增

位点数量 × ∏ ∏ ×° 总多态位点数量 × ∏ 平均多态位点比例 √ ∏

1  枣和酸枣群体间的遗传学关系  利用 ≥°≥≥软件计算供试类型间的欧氏距离 前台 号和 的欧氏距

离最远 为 1 元氏串杆和小串杆的欧氏距离最近 为 1 平均欧氏距离为 1 ∀枣品种平均欧氏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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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供试品种或类型的特有标记

Ταβ . 2  Σπεχιφιχ Ρ ΑΠ∆ µαρκερσ οφ ϖαριετιεσ ορ φορµστεστεδ

品种或类型

∂

   特有标记

  ≥

品种或类型

∂

   特有标记

  ≥

紫铃蛋 ≥ ≥ 前台 号 ± ≥

元氏串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供试枣品种 !酸枣类型的聚类图 离差平方和法
ƒ  ≤ ∏ Ζ ϕυϕυβα ∏ √ Ζ σπινοσα

• .
∗ 分别为赞皇大枣 !榆底串杆 !前台 号 !元氏串杆 !
小串杆 !紫铃蛋 !吕庄串杆 个枣品种 Ζ ϕυϕυβα √

∏ ≠∏ ∏ ±

≠∏ ∏ ÷ ∏

∏ ∏ ∏

离为 1 其中小串杆与紫铃蛋最远 为 1 元氏串

杆和小串杆的欧氏距离最近 为 1 酸枣平均欧氏距

离为 1 其中 与 最远 为 1 与 最近

为 1 枣与酸枣间的平均欧氏距离大于酸枣平均欧

氏距离和枣平均欧氏距离 为 1 其中赞皇大枣与

最近 为 1 前台 号与 最远 达 1 数据未

列出 ∀

根据欧氏距离 利用离差平方和法 • 方法 对

供试品种 !类型的聚类结果见图 ∀截取 Κ 可将供

试类型分为 类 第 类包括赞皇大枣 !榆底串杆 !元氏

串杆 !小串杆 !前台 号 !吕庄串杆 个枣品种 第 类

包括枣品种紫铃蛋和 个酸枣类型 ∀从聚类图看 同

样生长在赞皇县的枣品种和酸枣基本可以分开 ∀

阎桂军 枣细胞学研究 河北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李树林 枣花粉形态的研究 ) ) ) 论枣的品种分类与进化 河北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宋  婉 中国枣优良品种 ⁄ 指纹图谱的研究 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刘孟军 中国枣属植物的分类学研究 北京医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3  讨论

关于枣和酸枣的分类学关系 前人已经作过多方面

研究 ∀目前有 种观点 ∀一些学者认为枣和酸枣为一

个种 ∀阎桂军 根据细胞学研究结果 将枣和酸枣定为

同一种 酸枣为原生种 枣为栽培类型 ∀李树林 认为

枣和酸枣在花粉形态上极度相似 中间类型大马枣 Ζ

ϕυϕυβα √ ⁄ 的出现说明二者划为一个种是颇为

符合自然规律的 ∀宋婉 分析了 个枣优良品种和

个酸枣类型的 ƒ °谱带 认为枣和酸枣应为一个种 ∀

另一些学者将枣和酸枣定为 个种 ∀酸枣在枝条

弯曲度 !托刺 !叶片 !花 !果实 !外 中 果皮厚度 !果实风

味 !种仁饱满度等方面与枣存在显著差异 刘孟军 对

分布于各省 !市的 多个枣品种和 个酸枣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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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数量性状进行了统计分析表明 枣和酸枣在各性状的极端数值上均有交叉 但从标准偏差看 在果实长

度 !中果皮厚度与果核直径的比及果核长度等性状上存在明显间断 ∀另外 酸枣与枣的果肉 ∂ 含量 !花蕾的

芦丁和桑色素含量及花粉的 异 丙氨酸含量 !花粉形态 !枝皮过氧化物同工酶谱带差异显著 ∀建议把枣和酸

枣定为 个独立的种 ∀

以上结果多以一个或少数几个酸枣类型作为研究对象 ∀ °⁄可应用于遗传多样性和系统学研究 洪

棋滨等 施苏华等 ετ αλ ∏ ετ αλ ∀本研究利用 个引物对赞皇县的 个

枣品种和 个酸枣类型进行了 °⁄分析 从聚类图上可以看出 截取 Κ 可把供试的品种和类型分为

类 ∀一类由赞皇大枣 !榆底串杆 !元氏串杆 !小串杆 !前台 号 !吕庄串杆 个枣品种组成 另一类由 个酸

枣类型 !紫铃蛋 枣品种 组成 ∀说明 同样生长在赞皇县境内的枣和酸枣基本可以分开 ∀从群体遗传学角

度 ⁄ 水平的研究表明 枣和酸枣宜作为 个独立的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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