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栝楼遗传育种及种质鉴定的研究进展

张洁1 ,周立人1 * ,李德庆2
 (1 . 安徽农业大学遗传教研室, 安徽合肥230036 ; 2 .安徽省天柱山野葫芦开发公司, 安徽潜山246300)

摘要  概述栝楼遗传育种及种质鉴定的研究现状 , 提出应当加强分子生物学在这两方面的应用 , 从而促进栝楼市场的健康发展 , 实现栝
楼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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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his paper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genetic breeding and species identification of Trichosanthes kirilowii Maxi mwas introduced and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molecular biology researchinthis two field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was put forward so that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richosanthes kirilowii
Maxi m woul d be promoted and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Trichosanthes kirilowii Maxi mresources would be realiz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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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栝楼( Trichosant hes kiril owii Maxi m) 是葫芦科栝楼属的一

种药用植物, 多年生草质藤本, 分布于东亚及澳大利亚北部 ,

国内主要分布在安徽、山东、河南等地。栝楼的根、果实、种

子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栝楼的根俗称天花粉, 含有核糖体

失活蛋白———天花粉蛋白, 临床上已经被用于治疗肿瘤、葡

萄胎、艾滋病等。栝楼的果实在治疗心血管疾病方面也有特

效。栝楼的种子中药名为栝楼仁, 富含脂类物质和蛋白质。

《本草纲目》记载栝楼仁具有润肺止咳滑肠之功效, 瓜蒌子以

其独特的风味和保健作用已经成为消费市场的新宠。当前 ,

栝楼市场上同名异物, 同物异名的情况十分普遍, 种子品质

参差不齐 ,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种植栝楼的积极性。笔

者对栝楼的遗传育种、种质鉴定研究进行概述 , 以期使栝楼

的优良品种得到保护、资源实现可持续利用。

1  栝楼的遗传育种

目前栝楼的遗传育种工作和研究比较滞后。这可能与

栝楼既可以有性繁殖又可以无性繁殖有关。生产上人们通

常采用分根繁殖法, 此法操作简单, 但因为栝楼种子萌发困

难, 所以出苗率低。章晓波等( 1998) 通过种子萌发试验提出

栝楼种子的休眠是由种皮引起的强迫休眠, 浸种不当会引发

二次休眠[ 1] 。分根繁殖虽然有一定的优点 , 但是效益比较

低, 难以满足生产需要。通过在安徽省潜山县调研得知, 当

地的天柱山野葫芦开发有限公司通过 Coγ60 辐照块根, 筛选

出1 个突变品系 , 该品系第2 年产量达2 250 kg/ hm2 , 品系果

实多为圆形, 果皮常有花纹, 容易鉴别。通过实地考察发现 ,

辐照筛选的品系并没有达到完全的抗病效果, 单个果实还不

大, 因此需要深入诱变筛选。另有报道, 用一定浓度的秋水

仙素处理党参种子可以获得四倍体变异株, 植株具有多方面

的优良品质, 但是用秋水仙素处理栝楼种子获得多倍体还未

见报道。

传统的育种方法如系选、杂交, 回交, 由于周期长、效率

低制约了新品种的选育。利用分子生物学研究手段如 RAPD

技术( Romdomamplified polymorphic DNA) , 可以对近等位基因

系进行基因定位, 检测轮回亲本和近等位基因系随机扩增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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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态性。将两者的差异作为分子标记, 再借助于其他分子

生物学手段如 RFLP 等, 即可定位目的基因。ISSR( Inter-si m-

ple sequence repeat) 标记技术凭借其稳定性高, 多态性好已经

在小麦遗传作图、基因定位等方面得到了广泛运用。Ammi-

raju 等( 2001) 用ISSR 标记找到了7 个与小麦籽粒QTL 连锁的

分子标记[ 2] 。找到的合适分子标记可以直接用于辅助育种

( Molecule- marker assisted selection , MAS) , 这样能显著提高选

择和评价的效率。分子生物学技术不仅能辅助育种, 还能追

踪外源导入基因 , 检测杂交种子的遗传纯合度。王鸣刚等

(2003) 以不同西瓜杂交种及亲本自交系为材料 , 利用 RAPD

技术鉴定西 瓜杂种 纯度及种 质, 筛 选出的 引物 OPA10 、

OPA13 、OPH18 可用于杂种纯度的鉴定[ 3] 。目前, 栝楼分子辅

助育种方面的研究还甚少。

2  栝楼的种质鉴定

栝楼有野生种和栽培种之分, 受环境的影响出现了多种

变异类型, 因而栝楼的种质鉴定对于品种识别及资源保护有

着重要的意义。当今的种质鉴定以经典形态学为主, 辅以细

胞学、孢粉学、组织学、生化标记及分子生物学手段。

2 .1  经典形态学研究 形态学在物种的系统分类中起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 而目前种质鉴定也以形态学为主。同一种植

物由于环境的影响 , 其形态特征往往会发生变化。因此 , 仅

以形态学作为种质鉴定的方法不科学, 也容易引起争议。

2 .2  细胞学研究 栝楼染色体基数为X= 11 , 国外已报道了

该属11 个种的染色体数目。黄璐琦等( 1994) 报道了栝楼属8

种植物染色体数目, 并指出随着染色体倍数的提高, 染色体

大小呈明显递减趋势[ 4] 。染色体计数只能区分染色体数有

明显差别的种, 即单倍体、二倍体、三倍体等, 其鉴定手段也

比较单一。而对栝楼属下的带型分析及原位杂交也未有人

涉及。

2 .3  孢粉学和组织学研究  黄璐琦等( 1999) 利用光学显微

镜及扫描式电子显微镜观察了国外栝楼属的31 种及1 变种

的花粉形态特征 , 认为花粉研究为属下划分提供了依据[ 5] 。

乐崇熙等( 1999) 对18 种栝楼皮进行了显微组织上的鉴定, 发

现各种栝楼皮外果皮的毛茸、大纤维、石细胞环厚度等有区

别, 可用于真伪栝楼皮的鉴定[ 6] 。黄璐琦等( 1999) 显微观察

了栝楼属31 个种和3 变种植物种皮的组织结构 , 认为从种皮

安徽农业科学,Journal of Anhui Agri .Sci .2006 ,34(23) :6223 - 6224                     责任编辑  庆瑢  责任校对  庆瑢



特征上对属下划分进行修改具有合理性[ 5] 。由于植物的形

态、组织、器官结构是植物与环境条件互作的结果, 因而以此

为标准进行系统分类和种质鉴定不能令人完全信服。

2 .4  生化大分子标记研究  于凤池等( 2003) 对栝楼雌雄株

不同器官进行了过氧化物酶同工酶活性测试及电泳分析, 表

明雌雄株中的酶活性有差异[ 7] , 而利用生化大分子标记进行

栝楼种质鉴定的研究目前还没有报道。这与生化大分子标

记检测位点少, 易受到环境、取材部位影响, 稳定性不高有一

定关系。

2 .5 分子生物学研究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迅猛发展, 基于

PCR 的新的DNA 指纹技术陆续出现, 如RAPD,AFLP,SSR,IS-

SR 等。由于分子生物学技术是直接在 DNA 水平上进行检

测, 不受环境条件、取材部位的影响, 因而为栝楼的种质鉴定

提供了更客观、更可靠的方法。程中平等( 2002) 对寿星桃种

质资源进行RAPD 分析, 运用特殊谱带建立了寿星桃的分子

检索表并统计了扩增的特殊位点 , 提出了重点保存的寿星桃

种质[ 8] , 这为栝楼的种质鉴定及栝楼种质资源数据库的建立

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方法。黄璐琦等( 1999) 利用 RAPD 技术

从7 个引物中筛选出3 个能明显鉴别仁栝楼、糖栝楼、地栝

楼的引物[ 9] 。王敏等( 1999) 选择了9 个扩增多态性好的引物

对仁栝楼糖栝楼和牛心栝楼的 DNA 进行RAPD 扩增, 分析结

果表明牛心栝楼在遗传表现上更接近于仁栝楼[ 10] 。Fernan-

dez 等( 2002) 从10 个引物中筛选出4 个能区别出16 个来自不

同国家大麦品种的引物[ 11] 。殷冬梅等( 2003) 对栽培种与花

生野生种的杂交后代 DNA 进行 RAPD 扩增, 结果表明 , 从60

个随机引物中能筛选出27 个具有多态性的引物, 其中一个

引物能检测到来自野生种 DNA 的特异片段[ 12] 。吴敏生

( 2000) 等用4 个 AFLP( Amplified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s)

引物研究了17 个玉米优良自交系, 扩增出145 条谱带, 对

AFLP 数据聚类分析表明 AFLP 技术可以用于玉米自交系的

遗传多样性研究[ 13] 。由此可见 ,AFLP 技术在研究栝楼种质

资源多样性方面也应该具有重要的作用。

3  展望

栝楼遗传育种工作者在充分认识了分子辅助育种的重

要性、实用性和开创性的同时, 应当把传统育种方法与之有

效地结合 , 加速良种繁育, 解决产量和病虫害问题。当前, 由

于对栝楼种质资源的评价、保护工作不力, 导致栝楼市场混

乱, 野生栝楼资源日渐衰竭。因此急需找到一套快速灵敏准

确的种质鉴定方法。分子生物学技术, 特别是 DNA 指纹技

术的建立是栝楼资源研究方法上的重大突破, 为栝楼种质资

源的鉴定开辟了一条新途径。总之, 分子生物学研究在栝楼

遗传育种及种质鉴定方面的应用必将有力地推动栝楼生产

质量管理规范( GAP) 制定的进程, 保证栝楼质量的安全、有

效、稳定、可控 , 使栝楼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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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蓄水池有地上蓄水池和地下蓄水池2 种 , 在集雨工程

中, 蓄水池的造价较高 , 合理的计算降雨量和储水量有利于

节约资金。通常情况下, 园林中的地形较为复杂, 最好利用

有利地形将储水池与人工水系、洼地等相结合 , 既发挥调节

雨水的功能, 又具有良好的景观效果。德国的市政厅广场、

哈特斯海的广场水景[ 6] 即利用公园的水池储存和净化水体

的。当广场中的涔涔流水跌下层层的台阶 , 穿越人体脉络

般的河道后, 最终汇聚到水草茂盛公园水池中去, 植物和土

壤净化了水体 , 洁净的水体流入到地下的蓄水池中, 而后回

到市政厅广场前开始新的循环历程。

4  结语

自然界的淡水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 人们

对水的需求已经远远超过了水体的自然循环代谢速度, 水

资源的短缺长期困扰着人们, 影响了人们的生存和发展 , 推

广使用雨水等非常规水和节水设施是大势所趋。园林设计

的宗旨即在于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 在雨水资源短缺的今

天, 应立足长远, 在园林设计中充分利用雨水及中水, 减少

绿地的养护成本, 选择合适的水处理方式, 以实现水体的良

性循环为根本 , 建立景观和节水双收益的生态节约型园林,

把自然界的本质展现于城市园林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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