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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 ≥ ! ± !≤ 等 个人工四倍体茄子种群为基础 以群体内半同胞家系选择和群体间轮回聚合选择

相结合 露地栽培和大棚保护地栽培生境选择相结合 历经近 年 育成了第 个人工同源四倍体 茄子品种

新茄一号 ∀该品种平均单果种子数 粒 为二倍体品种六叶茄的 果肉细嫩 粗纤维少 糖

酸比高 生食无酸涩味 风味佳 适于生食 !熟食及加工制干 ∀果实 ∂ !脂肪 !蛋白质含量分别较对照二倍体品种增加

了 ! 和 ∀新茄一号适应性强 适当早播 产量一般可达 以上 总产量接近和高

于 个二倍体对照品种 早熟性及早期产量优于 ≤ 圆形红茄 较 ≤ 六叶茄稍差 ∀新茄一号为少籽高营养茄子品

种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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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人工染色体加倍 即同源多倍体途径选育

新品种 在糖甜菜 !西瓜及某些果树植物中取得了重

大成功 ∀

茄子 Σολανυ μ μελονγενα 属自花

授粉 是一种重要的果菜类作物 ∀一般二倍体茄子

果实种子多 采收不及时 会因种子老化而降低食用

价值 ∀因而无籽或少籽茄子品种的培育一直为蔬菜

育种工作者所重视 ∀目前 在二倍体水平上已有低

温下单性结实材料的发现 但进入高温期则恢复正

常结籽≈ 或者不能正常座果≈ ∀采用多倍体方法

培育少籽茄子品种 过去国内外都一直未见报道 ∀

李树贤等从 年开始进行同源多倍体茄子的育

种研究 先后诱变加倍了近 个二倍体材料 其中

年和 年诱导了 份≈ ∀ 年后作者又进

一步报告了同源四倍体茄子育种的可行性≈ ∀后

又经过近 年时间 育成了同源四倍体茄子品种

中国农业科学  

≥ ∏ ∏ ≥



定名为新茄一号 ∀

1  材料与方法

1 1  四倍体的诱变

诱变亲本为北京六叶茄 !罐茄 !绿茄 !罐 ≅ 绿

ƒ !圆形红茄 !圆叶快茄 !灯笼红等 ∀方法及鉴定技

术见文献≈ ∀

1 2  选育方法

以 ≥ ! ± !≤ 个人工四倍体种群为基

础 以群体内半同胞家系选择和群体间轮回聚合杂

交选择相结合 露地栽培和大棚保护地栽培生境相

结合 进行选择 ∀

1 3  果实营养成分测定

干物质采用烘干法 总糖采用斐林试剂法 果酸

采用碱滴定法 ∂ 采用 二氯吲哚滴定法 ∀于

盛果期取样 随机取 个发育和大小基本接近的果

实 鲜果重 左右 测定重复 次 以平均数为

样本数值 ∀

2  结果与分析

2 1  同源四倍体的诱导及效应

普通二倍体茄子人工加倍为同源四倍体以后

在诱变当代结果少而多畸形 ∀此后在相当长的世代

内畸形 !僵果现象都还会经常出现 同源四倍体茄子

果实品质的一些主要指标都普遍大幅度优于二倍体

品种 果实种子量大幅度减少 但繁殖系数不成问

题 另外 二倍体茄子加倍为同源四倍体后 还普遍

存在成熟期推迟和高度自交不亲和现象≈ ∀

人工同源四倍体茄子的自交不亲和性 增加了

自交纯化的难度 但因其同时还具有柱头普遍外露

的变异性 而对通过异花授粉扩大变异谱 利用异花

授粉作物选择方法提供了方便 ∀

新加倍的同源四倍体茄子第 朵花着生节位上

升 营养生长旺盛 ∀其分枝习性由多级双叉分枝多数

变为二级三分枝或二级四分枝 有的甚至无明显的双

叉分枝 ∀一级分枝以下主茎上的侧芽 特别是基部的

侧芽常生长旺盛 此类植株常形成多头丛生型 ∀

2 2  新茄一号的选育经过

对 ∗ 年所获得的 个不同类型的同

源四倍体材料 ≤ ∗ ≤ 代偏重倍数性选纯 后保留

了 个综合性状比较好的种群 六叶茄的四倍体系2

系号 ≥ 圆叶快茄的四倍体系2系号 ± 圆形红

茄的四倍体系2系号 ≤ 作为基础群体继续进行

选择 ∀ ≤ 代 年 将 个种群 ≤ 代的优良单

株 按果行种植于同一选种圃内 开放授粉 ∀以座果

能力强 !单株产量高 !没有畸形僵果为主要目标性状

进行严格的单株选择 后连续选择 代 ≤ ∗ ≤ 代

继续进行单株选择和株系混合选择 同时进行品系

比较试验 ∀

个种群各选系种植在同一选种圃内 不仅每

个种群不同株系间 !同一株系不同植株间进行互交

而且 个种群之间也在发生相互杂交 ∀从 ≤ 代开

始 个种群都分离出了非原种群之质量性状 杂种

性状 且分离类型异常丰富 在产量 !早熟性等数量

性状方面都不乏超亲变异株 ∀根据这种情况 进一

步以/ 二倍化0弱株型 趋向二倍体株型 !早熟 !抗

病 !性状超亲为主要目标进行选择 ∀在选择方法上

采用群体内半同胞家系选择和群体间轮回聚合选择

相结合 露地栽培和大棚保护地栽培生境选择相结

合 ∀经过 代连续选择 从 ≤ 代开始转入人工强制

自交和隔离繁殖优良单株 !株系内改良混合选择相

结合的优良选系的纯化选择 ∀ ≤ 代进入品种比较

试验 年后 即 ≤ !≤ 代同时进行品比 !区域化试

验和多点生产示范 结果评出了性状优良的综合品

系 ± 年 月经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评审定名为新茄

一号 经查新为国际上第 个人工同源四倍体茄子

品种 图 图版 ∀

2 3  新茄一号的特征特性

2 3 1  植物学性状  新茄一号植株高 ∗

开展度 ∗ 较直立 分枝性中等 ∀第 朵花

着生节位 ∗ 节 多为二层三分枝和二

层四分枝 ∀茎及果柄底色绿 叶椭圆形 叶指

叶缘有大波浪缺刻 ∀花为浅紫色 单生 ∀果实

近圆形 果指 平均鲜果单果重 ∗

左右 ∀单株产量 ∗

∀果实深玫瑰红 !浮有绿斑 果肉以青色为

主 少有白色 ∀种果重一般可达 以上 ∀平均单

果种子数 粒 千粒重 ∀单株

种果数 或 个 种子繁殖系数可达 Β 以上

图版 ∀新茄一号是利用 个亲本 ± 为

原始母本 经多次轮回聚合选择育成的综合品种

其植物学性状在很多方面都综合了 个原始四倍体

种群的性状 有的甚至表现超亲遗传 例如 第 雌

花节位较原始母本 ± 降低了 ! 节 较渗入亲

本 ≤ 降低了 ! 节 也较另一渗入亲本 二倍体

水平上最早熟的六叶茄的四倍体系 ≥ 为低 植

株生长势中等 弱于 ± 和≥ 较强于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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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四倍体茄子开放授粉轮回聚合选择示意图

ƒ  ∏ √

实形状由 ± 的圆形变为近圆形 果皮和果肉颜

色融合了 个亲本性状等 ∀有关多次轮回聚合选择

的详细情况将另行报告 ∀

2 3 2  生物学特性  新茄一号从播种到鲜果采收

∗ 果实发育期 开花到鲜果采收 左右

生理成熟期 ∗ 属早中熟品种 ∀果实种子饱

满 发芽率和发芽势不比二倍体品种差 不存在出苗

困难 !不易保苗的问题 ∀幼苗期较耐高温 但在高温

高湿条件下也易徒长 ∀结果期需要充足的土壤水分

但在土壤水分不足时一般很少有二倍体品种常有的

那种明显的/ 灰果0现象 ∀在秋季温度下降后会明显

出现第 次结果高峰 植株衰老慢 有利于延长供应

期 ∀新茄一号还适宜适期早播 进行保护地栽培 ∀

新茄一号对黄萎病 ςερτιχιλλυμ δαηλιαε 的

耐性较强 ∗ 年连续 年调查 发病盛期

的发病率平均为 病情指数平均 较

对照品种圆形红茄下降 和 较六叶

茄下降 和 表 ∀

2 3 3  产量及果实品质  新茄一号开花期较对照

二倍体早熟品种六叶茄晚 ∗ 果实采收始期也稍

晚 和另一二倍体对照品种圆形红茄基本持平 ∀但

前期产量 果实开始采收后 ∗ 的产量 并不

都比对照品种低 ∀其原因是新茄一号第 ! 朵花和

第 ! 朵花的间隔节数较二倍体品种明显减少

年平均新茄一号第 ! 朵花间隔 节 第 ! 朵

花间隔 节 年平均六叶茄第 ! 朵花和第 !

朵花都是间隔 节 圆形红茄第 ! 朵花间隔

节 第 ! 朵花间隔 节 ∀ ∗ 年露地

表 1  新茄一号黄萎病抗性比较

×  ≤ ςερτιχιλλυ μ 2

√ ÷ √

品种
∂

黄萎病抗性
ςερτιχιλλυ μ

发病率 病指
⁄ ¬

新茄一号

√ ÷

圆形红茄

√ ≠∏ ¬

六叶茄

√ ∏

 表示在 水平上差异显著 示在 水平上差异显著

 √ 2
√

栽培试验 新茄一号前期产量较 ≤ 六叶茄 低

比 ≤ 圆形红茄 高 总产量比 ≤

增加 比 ≤ 减少 ∀ ∗ 年在

个点进行区域性试验和生产示范 年产量

∗ 平均

年产量 ∗

平均 ∀

人工同源四倍体茄子果实营养成份的改善 在

≤ 代就已经表现得很充分 ∀以后每隔几代进行一

次较大规模的测定选择 前后共进行过 次 品种审

定前后 次测定平均结果如表 ∀

新茄一号较二倍体对照品种六叶茄果实细嫩

粗纤维减少 ∂ 增加 ∗

平均增加幅度达 脂肪增加 ∗

平均增幅 蛋白质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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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营养价值优于二倍体对照

品种 ∀加之种子少 仅为六叶茄的 改进了果

实老得快 鲜食果最佳采收期短 种子多 影响食用

品质的弊端 ∀

表 2  新茄一号鲜果主要营养成分比较

×  × ∏ √ ÷

品种
∂

干物质
⁄

总糖
≥∏

果酸
× ∏

∂
∂ ≤

蛋白质
°

粗纤维
≤ ∏

新茄一号  √ ÷ 3 3 3

六叶茄  √ ∏ 3 3

/ 3 3 0经 检验极显著差异 / 3 0经 检验差异显著  / 3 3 3 0 ° √

3  讨论

在同源多倍体育种研究中 关于四倍体的分离

曾做过详细的综述与讨论 ∀由于同源四倍体

的任何等位基因都有 个 对于一个杂合的同源四

倍体 控制目标性状的基因不论是按染色体分离 还

是在不同交换情况下按染色单体分离 其纯合速度

都要较二倍体慢得多 ∀其杂合率在自交 代后仍

然高于二倍体自交 代的杂合率≈ 而且在自交群

体内纯合个体的比例也比二倍体低得多 ∀这说明要

将同源四倍体选纯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而且每一

代都要有足够大的群体 ∀在本项研究中 参与基因

交流的种群有 个 所涉及的目标性状不只 ! 个

性状 而是从植株形态到开花结果性能 从成熟期到

产量水平 从果实外观性状到营养成分含量 从抗病

性到综合适应性等等 几乎是对品种的全面改良 ∀

这些性状 既有加性效应 也包含非加性效应 有的

还表现为连锁性状 这种情况进一步增加了育种的

困难 同时也对选择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以改

良 ! 个性状而采用的一般轮回选择在这里很难奏

效 ∀本项研究采用了多亲多次轮回聚合选择 以选

育四倍体综合种为目标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

茄子以鲜嫩果实为收获物 产量和果实品质是

衡量茄子品种利用价值的重要因素 ∀但是产量和品

质在很多物种 !尤其是同源四倍体类型中 如糖用甜

菜其块根产量和含糖率经常表现为强的负相关≈ ∀

在茄子上要达到早熟性 !丰产性及优良品质三者兼

顾也是很困难的 ∀新茄一号虽经多亲多次轮回聚合

选择 其产量已接近或超过二倍体亲本 但早熟性及

早期产量 仍赶不上最好的二倍体亲本品种 对于这

一点仍需进一步改良 ∀

茄子的品质性状包括产品外观 !风味 !营养成份

和加工性能 ∀其中除某些外观性状可能属 ! 对基

因控制的简单遗传外 其余多数性状均属微效多基

因控制的数量性状 ∀其遗传机制复杂 易受环境因素

影响≈ ∀一般茄子品种 ∂ ≤ 和可溶性糖含量为负相

关 二者都高的品质育种是困难的≈ ∀新茄一号果实

种子少 几项主要营养成份均显著优于对照二倍体品

种 尤其是 ∂ ≤ 显著高于总糖 !也高于二倍体对照品

种 这一点是很可贵的 ∀本项育种研究 对果实营养

成份没有施加更大的选择压力 进一步加大果实营养

成份的选择压力 对进一步改善品种的品质将是必要

的 ∀

≈  ÷ ≠ • ∏ ≥ ≠ × √

Χηινα ςεγεταβλεσ ≤

肖蕴华 吴绍岩 茄子单性结实材料 的发现 中国蔬菜

≈  × ≥ ∏ ≥ ° • × ∏ 2
∏ Χηινα ςεγεταβλεσ

≤

田时炳 刘君绍 皮  伟 低温下茄子单性结实观察试验初报

中国蔬菜

≈  ≥ ÷ ≠ × ∏ 2
×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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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Αχτα Γενετιχ Σινιχ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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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李树贤 糖甜菜的倍数性育种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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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2
Αχτα Αγριχυλτυραε Βορεαλι2οχχιδενταλισ Σινιχ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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