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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麦品种资源Glu-1位点组成概况及遗传多样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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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继增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农业部作物品种资源与 小麦;核心种质;高分子
量谷蛋白亚基;遗传多样性 分析了 5 12 9份中国小麦初选核心种质样品HMW GS的组成情况 ,
其中地方品种 345 9份、育成品种(系 ) 16 70份。这些材料作为初级核心种质基本代表了保
存在国家长期库中的普通小麦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 ,覆盖了中国小麦栽培的 10大生态区。

总体来看 ,在Glu A1、Glu B1和Glu D13个位点上的主要等位变异分别为null、7+8和 2 
+12。育成品种中 1、7+9、14 +15、5 +10和 5 +12亚基 (对 )的频率比地方品种有很大的提
高。在Glu 1位点上 ,地方品种与育成 2002 35 11 19 8 26 2002-35-11-19-26 小豆种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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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对 5 8份野生小豆和 2 4 9份栽培小豆种质资源进行了酯酶 (EST)、过氧化物酶 
(PER)、苹果酸脱氢酶(MDH)和超氧歧化酶 (SOD)的检测分析 ,共检测到 6个基因位点 ,33个
等位基因。小豆等位酶基因在野生种中的分布频率高于栽培种 ,在国内地方种中的分布频率
高于日本地方种。 4种同工酶的 6个基因位点的平均杂合度为0 .6 5 1,其中野生小豆的杂合
度 (0 .6 36 )低于栽培小豆 (0 .6 6 4 ) ,说明小豆在长期的驯化和栽培过程中已经发生了
遗传上的变异。依据同工酶谱带信息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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