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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应用居群生物学的原理和方法，对分布于云南的6个复伞房蔷薇（ Rosa brunonii Lindl.）天然居群

的15个表型性状进行多样性分析。结果表明，复伞房蔷薇表型性状在群体间和群体内均存在丰富的变异，15个
性状群体间的F值为2 29～7 71，除花瓣宽不显著外，其余14个表型性状均达到极显著或显著水平；15个性

状群体内的F值为1 21～11 04，除花萼长和宽不显著外，其余性状均达到极显著水平。15个性状群体平均

表型分化系数为33 14%，群体内变异（31 27%）大于群体间变异（13 98%），说明群体内变异是复伞
房蔷薇的主要变异来源。复伞房蔷薇刺数量与纬度呈显著正相关，中部和顶端的小叶长与宽与纬度呈显著负相

关，叶柄长与海拔呈显著负相关，其它性状与地理因子的相关性均不显著。利用群体间欧氏距离进行UPGMA聚
类分析的结果表明，6个天然群体可以划分为两类。依据研究结果，复伞房蔷薇的遗传改良策略应当是：适当地
减少抽样居群数，增加居群内的家系数，即应重视群体内优良单株的选择。种质资源的保护策略应当是：尽量保

护一个居群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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