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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我国棉花品种遗传基础的分子标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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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RAPD分子标记、遗传距离和聚类分析方法，研究建国以来我国有代表性的166个棉花主栽品种（或品
系）的遗传多样性。41个RAPD标记Nei's遗传距离(GD)与两组不同来源实验数据的表型性状欧氏距离(UD)间相关系
数分别为0.6445(n=1770)和0.7078(n=7140)，表明RAPD可以揭示棉花品种间遗传差异。通过对不同棉种、不同品
种类型、不同时期、不同种植区域和不同来源的棉花品种（系）遗传差异的比较，探讨我国棉花品种的遗传基
础。各层次上遗传差异的比较表明：在我国主栽棉花品种中，海岛棉品种遗传基础窄于陆地棉品种；我国自育陆
地棉品种的遗传基础窄于国外引进品种；杂交陆地棉品种的遗传基础窄于常规品种；上世纪80年代以后陆地棉品
种遗传基础窄于70年代品种；长江棉区品种遗传基础窄于黄淮棉区品种，西北内陆棉区品种窄于长江棉区品种。
启示我们如何在我国棉花育种的全局和不同层面上把握和制定拓宽棉花育种遗传基础的策略和手段，并为进一步
深入探讨建国以来我国棉花品种遗传改良规律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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