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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122份野生稻和75份栽培稻在44个RFLP位点的多态性为资料，采用逐步聚类法和分组随机法，按原始

样本的50%、20%和10%，分别构建初级核心样本、次级核心样本和核心样本，用多态位点数(Np)、等位基因数
(Na)、基因型数(Ng)及平均基因多样性(Hs)等参数，检测其遗传多样性。结果表明，初级核心样本的Np、Na和Ng

分别达到原始样本的90%、90%和80%以上。次级核心样本的Np、Na、Ng仍分别可达原始样本的90%、80%和7
5%。核心样本的Np可达原始样本的90%，而Na和Ng下降幅度大，分别相当于原始样本的65%和55%。无论哪一级
核心样本，栽培稻遗传多样性的减少幅度比野生稻小。比较逐步聚类法和分组随机法表明，逐步聚类法构建的核
心样本比分组随机法更能保持较大的遗传多样性。作者认为检验核心种质遗传多样性的首选参数是等位基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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