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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苹果梨是梨属中优良的抗寒种质资源, 但关于其分类地位一直存在争议。利用AFLP 分子标记技术对其进行研究 , 通过聚类分析
和遗传相似系数分析 , 重点探讨了苹果梨在DNA 水平上的分类地位 , 认为将苹果梨归为白梨系统较为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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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ing guo pear is an excellent germplasmresource of Pyrus with cold resistance . But its taxonomic status is al ways i n dispute . Ping guo pear
was studied by usi ng AFLP molecular marker technique . The taxonomic status of Pi ng guo pear at DNA level was emphatically discussed by clustering
analysis and genetic si milarity coefficient analysis . It was thought that it was suitable for classifying Pi ng guo pear to white- pea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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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梨是梨属中优良的抗寒种质资源 , 曾有研究认为 ,

其可能是日本的今村秋与秋子梨或秋子梨与砂梨杂交育成

的[ 1 - 2] 。更有很多学者对其进行了形态学、酶学、孢粉学的

研究, 但关于苹果梨的分类地位一直存在争议。笔者利用

AFLP 分子标记技术分别对不同的梨属植物材料进行分析 ,

着重探讨了苹果梨在 DNA 水平上的分类地位, 为其分类归

属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AFLP 分子标记技术所用梨属植物材料如表1

所示。

表1 用于AFLP 分析的44 个梨属植物供试材料

Table 1 44test materials of Pyrus usedin AFLP analysis

编号

No .

名称

Name

编号

No .

名称

Name

编号

No .

名称

Name
1 王子廿世纪

Wangziershishiji
16 南果 Nanguo 31 天生伏Tianshengfu

2 爱甘水Aiganshui 17 红南果Nanguoli 32 早熟句句 Zaoshujuju
3 新星Xinxing 18 小香水 Xiaoxiang-

shui
33 爱宕 Aidang

4 黄金Jinxing 19 鸭梨 Yali 34 雪花 Xuehua
5 今村秋Jincunqiu 20 晋县大鸭梨Jinxi-

andayali
35 晋酥Jinsu

6 巴梨Bali 21 赵县大鸭梨
Zhaoxiandayali

36 秦丰 Qinfeng

4 红巴梨 Hongbali 22 垂枝鸭梨
Chuizhiyali

37 黄县长把 Huangxian-
changba

8 红茄 Hongqie 23 胎黄梨Taihungli 38 柠檬黄
Ningmenghuang

9 保利阿斯卡 Baoli’
asika

24 金花梨Jinhuali 39 栖霞大香水
Qixiadaxiangshui

10 朱丽比恩 Zhulibi’
en

25 金花4 号
Jinhua4hao

40 黄酸梨Huangsuanli

11 其力阿木提Qili’a-
muti

26 苹果梨Pinguoli 41 二宫白Er gongbai

12 武威冰珠梨
Wuweibingzhuli

27 苹香Pingxiang 42 铁头Tietou

13 花长把Huachangba 28 锦香Jinxiang 43 京白Jingbai
14 兰州长把

Lanzhouchangba
29 中梨1 号

Zhongliyihao
44 茄梨 Qieli

15 库尔勒香梨Ku’er-
lexiangli

30 贵妃 Guifeili

1 .2 方法  健康植株新梢上的成熟叶片用于提取 DNA ,

DNA 提取采用CTAB 法[ 3 - 4] 。

AFLP 分析: 参照鲁凤娟等的方法[ 5] 。应用筛选出的10

对引物组合( 表2) 进行扩增。结果记录 : 每个引物的扩增产

物选稳定而清晰的条带作为统计数据。条带“有”记为“1”,

“无”记为“0”, 最后将多态性统计数据输入计算机。

聚类分析 : 利用统计软件SPSS 计算供试材料之间的欧

氏距离, 利用离差平方和法进行聚类分析, 输出欧氏距离表

并产生聚类树状图。

表2 筛选引物的名称及其选择性碱基

Table 2 The name of selected pri mers andtheir selective bases

引物组合

Primer combination

选择性碱基

Selective bases

引物组合

Primer combination

选择性碱基

Selective bases
M2/ E5 M- CAG/ E- ACG M5/ E6 M- CTC/ E- AGC

M2/ E6 M- CAG/ E- AGC M6/ E5 M- CTG/ E- ACG

M2/ E7 M- CAG/ E- AGG M6/ E7 M- CTG/ E- AGG

M3/ E8 M- CAT/ E- ACT M7/ E5 M- CTT/ E- ACG

M5/ E4 M- CTC/ E- ACC M7/ E6 M- CTT/ E- AGC

2  结果与分析

2 .1 AFLP 扩增结果 用10 对多态性引物组合对44 个梨品

种进行了AFLP 分析, 都能得到比较清晰、稳定的指纹图谱。

10 对引物共扩增出371 个位点 , 其中多态性位点306 个, 占总

位点数的82 .5 % ; 每个引物组合扩增的位点数变化在23 ～55

个, 平均37 .1 个。

2 .2  聚类分析  根据 DNA 扩增的结果计算出苹果梨与其

他梨品种之间的欧氏距离。从欧氏距离表( 表略) 可以看出 ,

苹果梨和白梨系统的鸭梨欧氏距离最小, 为7 .416 ; 其次是砂

梨系统中的新星, 欧氏距离为7 .746 ; 然后是秋子梨系统中的

小香水, 欧氏距离为8 .062 ; 与西洋梨系统中的红茄欧氏距离

最小, 为9 .849。从构建的44 个梨品种的聚类图中可知 , 苹

果梨首先与白梨系统中的金花4 号聚在一起 , 再与其杂交品

种苹香聚在一起 , 说明苹果梨与白梨系统有较近的亲缘

关系。

3  讨论

顾模认为, 苹果梨系 Pyrus . ussuri ensis . var . ovoidea ×

P . pyrifolia rchd 的自然授粉杂交种[ 6] , 并在《东北中部地区果

树资源调查》一书中将其归纳为砂梨系统[ 7] 。从形态学上 ,

苹果梨具有砂梨的某些特征, 因而蒲富慎、王宇霖、俞德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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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将其归为砂梨系统[ 8 - 10] 。后来, 蒲富慎又将其归为白梨系

统[ 11] ,吴耕民的看法与之一致[ 12] 。在《梨主要品种原色图

谱》和《果树 栽培学各 论》中 也将苹 果梨 归属 于白梨 系

统[ 13 - 14] 。辛培刚等利用过氧化物同工酶进行亲缘关系研

究, 结果表明, 苹果梨的杂交后代锦丰与白梨系统的鸭梨关

系密切[ 15] 。邹乐敏等对苹果梨的花粉研究表明, 苹果梨花

粉形态既不同于白梨也不同于砂梨, 故其起源从花粉学未作

出定论[ 16] 。曲柏宏等研究发现, 苹果梨从花粉粒大小和形

状上看形状独特, 但纹饰特征上与白梨系统的鸭梨更相似 ,

且苹果梨与鸭梨及黄花梨聚在一起, 认为从孢粉学角度将苹

果梨归入白梨系统合理[ 17] 。王丙旭、马艳芝利用 RAPD 技术

的研究表明 , 苹果梨和白梨系统的距离比砂梨系统近, 并且

和白梨系统的品种聚在一起 , 认为苹果梨应属于白梨系

统[ 18 - 19] ; 曲柏宏等的研究结果与之一致[ 20] 。赵国芳利用IS-

SR 技术研究表明, 苹果梨与白梨系统的代表品种白枝母秧、

鸭梨、茌梨首先聚在一起, 其亲缘关系较近[ 21] 。而藤元文等

用RAPD 标记所作结果表明, 苹果梨等原产朝鲜半岛的品种

具有不同于白梨、砂梨、秋子梨等独特的 RAPD 谱带, 在系统

树中形成独特的类群, 建议将苹果梨和其他原产于朝鲜半岛

的和苹果梨相近的品种暂时统称为朝鲜梨[ 22] 。马兵钢等的

RAPD 数据建议将苹果梨独立于供试的5 个种之外, 将其上

升为种一级阶元[ 23] 。该研究通过利用 AFLP 分子标记技术

对苹果梨与其他梨属植物进行聚类分析, 更倾向于将苹果梨

归为白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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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充分利用转基因技术的潜在价值 , 实现转基因技术的实

用化、商业化、转基因动物的产业化, 是生物科学工作者的

努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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