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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摘要： 为了给小麦-山羊草复合群的研究和利用提供依据，本文详细综述了多倍体小麦和多倍体山羊草

的起源与进化过程，及山羊草在多倍体小麦起源中的作用，总结了在小麦-山羊草复合群起源及进化研究方面存在

的问题，并对现存问题的解决提出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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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dvances on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riticum-Aegilops Complex

Abstract: Abstract: To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research and utilization of Triticum-Aegilops complex.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riticum-Aegilops complex, and the role of Aegilops on the origin of 
multiploid wheat were well reviewed in this paper. The donors of B genome in multiploid wheat and that 
of some genomes in multiploid Aegilops species was still uncertain. Prospect was raised about how to 
identify the donors of the genomes mentioned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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