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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应用淀粉凝胶电泳法,分析了具有代表性的4408份中国栽培稻种质资源的12个同工酶基因位点的等位基因

酶谱(Pgi1,Pgi2,Amp1,Amp2,Amp3,Amp4,Sdh1,Adh1,Est1,Est2,Est5和Est9).结果指出,被测的中国栽培稻含有52个同

工酶等位基因,占亚洲栽培稻已鉴定出的54个等位基因的96.3%,其等位基因频率变幅为0.001～0.994,基因多样性指

数(Ha)为0.012～0.547.平均基因多样性指数(Ht),同工酶遗传型多样性指数(Hp)和平均多态性指数(DP)分别为0.24
8,3.845和17.7%.基因频率低于0.05的等位基因共31个,占59.6%;基因频率在0.91～0.95的等位基因5个(Amp1-2,Amp
3-1,Adh1-1,Est1-1和Est9-2),占9.6%;基因频率高于0.95的等位基因2个(Amp4-1和Est5-1),占3.8%.研究发现,Pgi1-5等
位基因仅存在于中国栽培稻中.我国六大稻区中,以西南稻区的同工酶平均基因多样性指数为最高(0.266),其次为华

中和华南稻区.华中稻区的同工酶平均等位基因数最高(3.75),其次为西南稻区.研究结果证实中国栽培稻同工酶具有

丰富的遗传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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