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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暋为了解山西小麦品质现状并且为今后山西小麦育种提供材料和依据棳利用十二烷基硫酸钠聚丙烯酰胺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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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小麦贮藏蛋白由醇溶蛋白和麦谷蛋白组成棳麦
谷蛋白 又 可 分 为 高 分 子 量 谷 蛋 白 亚 基 棬斎旈旂旇
旐旓旍斿斻旛旍斸旘旝斿旈旂旇旚旂旍旛旚斿旑旈旑旙旛斺旛旑旈旚旙棳斎斖斪灢斍斢棭和

低分子 质 量 谷 蛋 白 亚 基 棬斕旓旝 旐旓旍斿斻旛旍斸旘旝斿旈旂旇旚
旂旍旛旚斿旑旈旑旙旛斺旛旑旈旚旙棳斕斖斪灢斍斢棭暎近年来棳为改良小

麦品质棳世界各国学者对 斎斖斪灢斍斢组成进行了大

量研究椈而由于斕斖斪灢斍斢结构比较复杂棳多态性也

很丰富棳又很难与醇溶蛋白分离棳因而对其亚基组成

以及 与 小 麦 品 质 关 系 的 研 究 都 远 远 要 落 后 于

斎斖斪灢斍斢暎大量研究椲棻椵表明椇斎斖斪灢斍斢是小麦品

质特别是烘烤品质的主要影响因素棳由于其控制基

因分别位于具有部分同源性的棻斄暍棻斅和棻斈染色体

上棳因而各自被称为 斍旍旛灢斄棻暍斍旍旛灢斅棻和 斍旍旛灢斈棻位

点暎尽管每个位点上各有棽个控制 斎斖斪灢斍斢的连

锁基因椲棽灢棾椵棳但在一般小麦品种只有棾暙 个基因表

达棳其中棻或棸个由 斍旍旛灢斄棻控制棳棻或棽个由 斍旍旛灢
斅棻控制棳棽个由 斍旍旛灢斈棻控制椲棿椵暎前人椲灢椂椵研究结果

大致认为棳在对烘烤品质的影响上棳斍旍旛灢斄旍位点的

棻暍棽灣 亚基棳斍旍旛灢斅棻位点的椃棲椄暍棻椃棲棻椄暍棻棾棲棻椂暍
棻棿棲棻 亚基棳斍旍旛灢斈棻位点的 棲棻棸亚基均优于各

自位点的其他等位基因棳因而这些亚基被称为优质

亚基暎
山西省小麦品质育种始于棽棸世纪椄棸 年代棳曾

先后培育出太原棻棾椂暍忻棽棸椂棸和晋太棻椃棸等优质小

麦品种暎虽然山西省小麦品种的蛋白质含量高于全

国平均值棳与国内品种比较棳山西小麦品种的品质属

中上等水平棳但从整体水平看棳山西省优质小麦品种

数目不多棳而且大多品质不稳定棳且生产上没有形成

一定规模椲椃椵暎因此了解山西省小麦种质资源和育成

品种 斎斖斪灢斍斢的组成及演变规律有助于改善这一

状况暎本研究拟利用十二烷基硫酸钠聚丙烯酰胺凝

胶电泳棬斢旓斾旈旛旐斾旓斾斿斻旟旍旙旛旍旀斸旚斿旔旓旍旟斸斻旘旟旍斸旐旈斾斿旂斿旍
斿旍斿斻旚旘旓旔旇旓旘斿旙旈旙棳斢斈斢灢斝斄斍斉棭方法分析棻棽棾份山西

小麦品种资源棬棾 份地方品种棳棿椃份育成品种棳棿棻
份外引品种棭的 斎斖斪灢斍斢组成棳并进行优质品种资

源的筛选棳以期推动山西省小麦品质育种的稳步

发展暎
棻暋材料与方法

棻棶棻暋材料

试验材料共棻棽棾份小麦品种棬系棭棳由山西农业

大学小麦育种室提供棳其中包括地方品种棾 份棳近
棿棸年来育成品种棿椃份棳外引品种棿棻份暎以中国

春暍济南棻椃和中优椆棸椃为对照暎
棻棶棽暋方法

采用 斢斈斢灢斝斄斍斉棳以中 优 椆棸椃棬棻棷椃棲椆棷 棲
棻棸棭暍济南棻椃棬棻棷椃棲椄棷棿棲棻棽棭和中国春棬斘旛旍旍棷椃棲椄棷
棽棲棻棽棭为对照棳斎斖斪灢斍斢的辩读按 斝斸旟旑斿等椲棿椵提
出的命名系统进行棳品质评分参照斝斸旟旑斿等椲棿椵的标

准进行暎评分标准见表棻暎
表棻暋斎斖斪灢斍斢品质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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斈棻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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棿 棲棻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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棽 椃棲椆 棽棲棻棽棳棾棲棻棽
棻 斘 椂棲椄棳椃 棿棲棻棽

棽暋结果与分析

棽棶棻暋供试品种斎斖斪灢斍斢的遗传变异

棽棶棻棶棻暋斎斖斪灢斍斢组成

在供试的棻棽棾份小麦品种资源中棳共检测出棻椄

种 斎斖斪灢斍斢棳其中 斍旍旛灢斄棻上有 斘旛旍旍暍棻和棽灣 共棾
种棳斍旍旛灢斅棻上有椃棲椄暍椃棲椆暍椃暍椂棲椄暍棻椃棲棻椄暍棻棿棲
棻 暍棽棸暍棻棾棲棻椂和棻棾棲棻椆共椆种棳斍旍旛灢斈棻上有棽棲
棻棽暍棲棻棸暍 棲棻棽暍棽棲棻棸暍棾棲棻棽和棿棲棻棽共椂种

棬表棽棭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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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类型

斨斸旘旈斿旚旟旚旟旔斿旙
编号

斘旓棶
品种

斨斸旘旈斿旚旈斿旙
亚基组合 斢旛斺旛旑旈旚斻旓旐旔旓旙旈旚旈旓旑

斍旍旛灢斄棻 斍旍旛灢斅棻 斍旍旛灢斈棻
品质得分

斞旛斸旍旈旚旟旙斻旓旘斿旙
地方品种

斕旓斻斸旍旜斸旘旈斿旚旟
棻 水麦 斘旛旍旍 椃棲椆 棽棲棻棽
棽 通爱白麦 棽灣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椄
棾 贼不偷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棿 气死风 斘旛旍旍 椃 棽棲棻棽 棿

笨麦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椂 红线麦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椃 白芒糙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椄 白山疙瘩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椆 红叶蚰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棻棸 竹杆青 斘旛旍旍 椃棲椆 棽棲棻棸 暘
棻棻 无芒冬麦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棾棲棻棽 椂
棻棽 牛指甲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棻棾 白穗白芒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棻棿 孝义麦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棻 老白麦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棻椂 三月黄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棻椃 白壳白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棻椄 三变化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棻椆 小红麦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棽棸 烧谷蛋 斘旛旍旍 椂棲椄 棽棲棻棽 棿
棽棻 红茎麦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棽棽 大白麦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棽棾 白和尚头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棽棿 白麦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棽 灯笼红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棽椂 白芒麦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棽椃 古城营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棽椄 白芒红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棽椆 红皮冬麦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棾棸 高阳白麦 斘旛旍旍 椃 棽棲棻棽 棿
棾棻 黄和尚头 斘旛旍旍 椃 棾棲棻棽 棿
棾棽 忻县冬麦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棾棾 密穗早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棾棿 矮白穗 棻 椂棲椄 棿棲棻棽
棾 九三红 棽灣 椃 棽棲棻棸 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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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棽棬续棭

品种类型

斨斸旘旈斿旚旟旚旟旔斿旙
编号

斘旓棶
品种

斨斸旘旈斿旚旈斿旙
亚基组合 斢旛斺旛旑旈旚斻旓旐旔旓旙旈旚旈旓旑

斍旍旛灢斄棻 斍旍旛灢斅棻 斍旍旛灢斈棻
品质得分

斞旛斸旍旈旚旟旙斻旓旘斿旙
育成品种

斅旘斿斾旜斸旘旈斿旚旟
棾椂 晋麦椃棾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棾椃 太 椆棸棽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棾椄 太谷 棻棻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棾椆 临汾 棸椂棿 棻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椄
棿棸 尧科棻 斘旛旍旍 椂棲椄 棲棻棽 棴
棿棻 太棻棿棽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棿棽 太棻棾椂棸椂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棿棾 长麦椂椂椄椂 斘旛旍旍 椃棲椆 棽棲棻棽
棿棿 太原棿椆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棿 工农棻椆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棿椂 临汾棻棸号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棿椃 太原椄椆灢棽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棿椄 晋农棽椃 棽灣 椃棲椄 棾棲棻棽 椄
棿椆 长治椂棸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棸 太辐棾号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棲棻棽 棴
棻 晋农棻棽椄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棽 长治棻棸棸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棾 晋农棾号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棿 张庄棿号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忻大穗棿椂椂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椂 晋农棻椄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椃 晋中棾椄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椄 太辐棽椂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棾棲棻棽 椂
椆 太原 椃棸 棻 椃棲椄 棿棲棻棽 椃

椂棸 旱选棽号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椂棻 晋农 棽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椂棽 太原棻棻椂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椂棾 张庄椂号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椂棿 晋农椃椂斒 棽灣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椄
椂 晋中椄棾椄 斘旛旍旍 棻椃棲棻椄 棽棲棻棽 椂
椂椂 临汾 棻棿棿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椂椃 汾紫棿棸椃 斘旛旍旍 椃棲椆 棽棲棻棽
椂椄 汾乌椆椆棽椄 棻 椃棲椆 棲棻棸 椆
椂椆 运棿棸棸棽 斘旛旍旍 椃棲椆 棽棲棻棸 暘
椃棸 河冬乌麦 斘旛旍旍 椂棲椄 棾棲棻棽 棿
椃棻 汾黑棻棸号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棾棲棻棽 椂
椃棽 运丰优棻号 棻 棻椃棲棻椄 棿棲棻棽 椃
椃棾 汾黑麦椄棾棻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棿棲棻棽
椃棿 东风棻号 斘旛旍旍 椃棲椆 棽棲棻棽
椃 晋农棻椆棸 棻 椃棲椄 棲棻棸 棻棸暋
椃椂 晋农棽棻棻 斘旛旍旍 椃棲椆 棽棲棻棽
椃椃 临汾椄棻棸 棻 椃棲椆 棽棲棻棽 椃
椃椄 晋太椂椆 棻 椃棲椄 棲棻棸 棻棸暋
椃椆 晋农棻椂棸 棻 椃棲椆 棲棻棸 椆
椄棸 太原棻棾椂 棽灣 椃棲椆 棲棻棸 椆
椄棻 忻棽棸椂棸 棽灣 椃棲椆 棲棻棸 椆
椄棽 晋太棻椃棸 斘旛旍旍 椃棲椆 棲棻棸 椃

棽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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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棽棬续棭
品种类型

斨斸旘旈斿旚旟旚旟旔斿旙
编号

斘旓棶
品种

斨斸旘旈斿旚旈斿旙
亚基组合 斢旛斺旛旑旈旚斻旓旐旔旓旙旈旚旈旓旑

斍旍旛灢斄棻 斍旍旛灢斅棻 斍旍旛灢斈棻
品质得分

斞旛斸旍旈旚旟旙斻旓旘斿旙
外引品种

斏旑旚旘旓斾旛斻斿斾
旜斸旘旈斿旚旟

椄棾 周麦棻椄 斘旛旍旍 椃棲椆 棽棲棻棽
椄棿 漯麦椆棿棽棿 斘旛旍旍 椃棲椆 棽棲棻棽
椄 斖斻旂旛旈旘斿 斘旛旍旍 椃棲椆 棽棲棻棽
椄椂 小偃椆棾棻椂椂 斘旛旍旍 椃棲椆 棽棲棻棽
椄椃 冬丰椆椄棻椃 斘旛旍旍 椃棲椆 棽棲棻棽
椄椄 北农超优椂椂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椄椆 早穗棻椃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椆棸 蓝糯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椆棻 农大棾椂棸椄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椆棽 斅斸斻斸旑旓旘斸旚椄椄 棻 椃棲椆 棲棻棸 椆
椆棾 泰山椆椄棻椄 棻 椃棲椆 棲棻棸 椆
椆棿 斊斉斘斏斆斉灢棽 棻 椃棲椆 棲棻棸 椆
椆 法国 棻 斘旛旍旍 椃棲椆 棽棲棻棸 暘
椆椂 斅斞 斘旛旍旍 椂棲椄 棾棲棻棽 棿
椆椃 农大棻棾 斘旛旍旍 棻棾棲棻椂 棿棲棻棽
椆椄 斍斄灢斊旍斿旐旈旑旂 棽灣 棻棾棲棻椆 棾棲棻棽 暘
椆椆 旱棽 棽灣 棽棸 棾棲棻棽 椂

棻棸棸 斔斏灢棻棻 棻 椃棲椄 棲棻棸 棻棸
棻棸棻 农大棾椃棻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棸 暘
棻棸棽 农大棾棿椂椃 斘旛旍旍 椂棲椄 棽棲棻棽 棿
棻棸棾 斄棻椃棻棻 棻 椃棲椄 棿棲棻棽 椃
棻棸棿 科农椆棽椃 斘旛旍旍 椃 棲棻棸 椂
棻棸 金丰棻棻棾 斘旛旍旍 椃棲椆 棲棻棽 暘
棻棸椂 太空麦 棻 椃棲椆 棲棻棽 暘
棻棸椃 农大棾椂椆 斘旛旍旍 椂棲椄 棲棻棽 暘
棻棸椄 斆斄椄椄棾 斘旛旍旍 椃 棲棻棽 暘
棻棸椆 斆斄椄椂棿椂 斘旛旍旍 椃棲椆 棽棲棻棽
棻棻棸 斆斄椄椆椄棻 棽灣 椃棲椄 棿棲棻棽 椃
棻棻棻 斆斄椄椂椄椂 斘旛旍旍 椃棲椆 棽棲棻棽
棻棻棽 斆斄椄棾椆棻 棻 椃棲椄 棿棲棻棽 椃
棻棻棾 斆斄椄椃棻棽 棻 椃棲椄 棿棲棻棽 椃
棻棻棿 斆斄椄椄棿椄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棻棻 斆斄椄椄椂椂 斘旛旍旍 椃棲椆 棽棲棻棽
棻棻椂 斆斄椄椂棻椃 斘旛旍旍 椃 棽棲棻棽 棿
棻棻椃 斆斄椄椆棽椃 棻 棻棿棲棻 棿棲棻棽 椃
棻棻椄 斆斄椄椃棻椆 斘旛旍旍 椃棲椆 棽棲棻棽
棻棻椆 斆斄椄棿棿 斘旛旍旍 椃棲椆 棽棲棻棽
棻棽棸 斆斄棿棾椃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棻棽棻 高椃椆棻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棻棽棽 斖斅棽棻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棻棽棾 斠旈旘斸斻椂椂 斘旛旍旍 椃棲椄 棽棲棻棽 椂

暋暋注椇棴表示依据斝斸旑旟评分标准无法进行打分暎
斘旓旚斿椇灢旈旑斾旈斻斸旚斿旙旚旇斸旚旙斻旓旘斿旙斻斸旑暞旚斺斿旂旈旜斿旑旈旑斸斻斻旓旘斾斸旑斻斿旝旈旚旇斝斸旑旟旙旚斸旑斾斸旘斾旓旀旕旛斸旍旈旚旟旙斻旓旘斿旙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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棽棶棻棶棽暋斎斖斪灢斍斢等位变异及频率

棻棽棾份供试品种的 斎斖斪灢斍斢组成以 斘旛旍旍暍椃棲椄
和棽棲棻棽为主棳分别占椃椄棶棸 棩暍椂棸棶棻椂棩和椂 棶椄 棩棳
其次是棻暍椃棲椆和 棲棻棸棳分别占棻棿棶椂棾棩暍棽棾棶椄棩和

椆棶椃椂棩棳其他类型较少暎在公认的优质亚基中棳斍旍旛灢
斅棻上的椃棲椄 为丰富棳其次是 斍旍旛灢斄棻上的棻棳而
斍旍旛灢斈棻上的 棲棻棸则较为缺乏暎其他优质亚基棽灣暍
棻椃棲棻椄暍棻棿棲棻 和棻棾棲棻椂等出现的频率更低棬表棾棭暎

表棾暋山西省小麦品种资源斎斖斪灢斍斢等位变异和频率

斣斸斺旍斿棾暋斄旍旍斿旍旈斻旜斸旘旈斸旚旈旓旑斸旑斾旀旘斿旕旛斿旑斻旟旓旀斎斖斪灢斍斢旈旑斢旇斸旑旞旈旝旇斿斸旚旂斿旘旐旔旍斸旙旐旘斿旙旓旛旘斻斿旙
斍旍旛灢斄棻 斍旍旛灢斅棻 斍旍旛灢斈棻

亚基

斢旛斺旛旑旈旚
品种数

斘旛旐斺斿旘旓旀
旜斸旘旈斿旚旈斿旙

频率棷棩
斊旘斿旕旛斿旑斻旟

亚基

斢旛斺旛旑旈旚
品种数

斘旛旐斺斿旘旓旀
旜斸旘旈斿旚旈斿旙

频率棷棩
斊旘斿旕旛斿旑斻旟

亚基

斢旛斺旛旑旈旚
品种数

斘旛旐斺斿旘旓旀
旜斸旘旈斿旚旈斿旙

频率棷棩
斊旘斿旕旛斿旑斻旟

棻 棻椄 棻棿棶椂棾 椃棲椄 椃棿 椂棸棶棻椂 棽棲棻棽 椄棻 椂 棶椄
棽灣 椆 椃棶棾棽 椃棲椆 棽椆 棽棾棶椄 棲棻棸 棻棽 椆棶椃椂
斘旛旍旍 椆椂 椃椄棶棸 椃 椃 棶椂椆 棲棻棽 椂 棿棶椄椄

椂棲椄 椃 棶椂椆 棽棲棻棸 棿棶棸椃
棻椃棲棻椄 棽 棻棶椂棾 棾棲棻棽 椆 椃棶棾棽
棻棿棲棻 棻 棸棶椄棻 棿棲棻棽 棻棸 椄棶棻棾

棽棸 棻 棸棶椄棻
棻棾棲棻椂 棻 棸棶椄棻
棻棾棲棻椆 棻 棸棶椄棻

棽棶棻棶棾暋斎斖斪灢斍斢组成类型

共检测到棾棿种 斎斪斖灢斍斢组成类型棳主要是

斘旛旍旍棷椃棲椄棷棽棲棻棽棳占棿 棶棾棩椈其次是 斘旛旍旍棷椃棲椆棷棽棲
棻棽棳占棻棽棶棽棸棩椈其他亚基的组合类型较少棬表棿棭暎

表棿暋斎斪斖灢斍斢组成类型

斣斸斺旍斿棿暋斎斖斪灢斍斢斻旓旐旔旓旙旈旚旈旓旑旚旟旔斿
斎斖斪灢斍斢类型

斎斖斪灢斍斢旚旟旔斿旙
品种数

斘旛旐斺斿旘旓旀旜斸旘旈斿旚旈斿旙
频率棷棩

斊旘斿旕旛斿旑斻旟
斎斖斪灢斍斢类型

斎斖斪灢斍斢旚旟旔斿旙
品种数

斘旛旐斺斿旘旓旀旜斸旘旈斿旚旈斿旙
频率棷棩

斊旘斿旕旛斿旑斻旟
斘旛旍旍棷椃棲椄棷棽棲棻棽 椂 棿 棶棾 棻棷椃棲椆棷棽棲棻棽 棻 棸棶椄棻
斘旛旍旍棷椃棲椆棷棽棲棻棽 棻 棻棽棶棽棸 棻棷椃棲椆棷 棲棻棽 棻 棸棶椄棻
棻棷椃棲椆棷 棲棻棸 棿棶棸椃 棽灣棷椃棷棽棲棻棸 棻 棸棶椄棻
棻棷椃棲椄棷棿棲棻棽 棿 棾棶棽 棽灣棷棽棸棷棾棲棻棽 棻 棸棶椄棻
棻棷椃棲椄棷 棲棻棸 棾 棽棶棿棿 棽灣棷棻棾棲棻椆棷棾棲棻棽 棻 棸棶椄棻
斘旛旍旍棷椃棷棽棲棻棽 棾 棽棶棿棿 棽灣棷椃棲椄棷棾棲棻棽 棻 棸棶椄棻
斘旛旍旍棷椃棲椄棷棾棲棻棽 棾 棽棶棿棿 棽灣棷椃棲椄棷棿棲棻棽 棻 棸棶椄棻
斘旛旍旍棷椃棲椆棷棽棲棻棸 棾 棽棶棿棿 斘旛旍旍棷椃棷棾棲棻棽 棻 棸棶椄棻
棽灣棷椃棲椄棷棽棲棻棽 棽 棻棶椂棾 斘旛旍旍棷椃棷 棲棻棸 棻 棸棶椄棻
斘旛旍旍棷椂棲椄棷棽棲棻棽 棽 棻棶椂棾 斘旛旍旍棷椃棷 棲棻棽 棻 棸棶椄棻
斘旛旍旍棷椂棲椄棷棾棲棻棽 棽 棻棶椂棾 斘旛旍旍棷棻棾棲棻椂棷棿棲棻棽 棻 棸棶椄棻
斘旛旍旍棷椂棲椄棷 棲棻棽 棽 棻棶椂棾 斘旛旍旍棷棻椃棲棻椄棷棽棲棻棽 棻 棸棶椄棻
棽灣棷椃棲椆棷 棲棻棸 棽 棻棶椂棾 斘旛旍旍棷椃棲椆棷 棲棻棸 棻 棸棶椄棻
棻棷棻棿棲棻棷棿棲棻棽 棻 棸棶椄棻 斘旛旍旍棷椃棲椄棷棽棲棻棸 棻 棸棶椄棻
棻棷棻椃棲棻椄棷棿棲棻棽 棻 棸棶椄棻 斘旛旍旍棷椃棲椄棷棿棲棻棽 棻 棸棶椄棻
棻棷椂棲椄棷棿棲棻棽 棻 棸棶椄棻 斘旛旍旍棷椃棲椄棷 棲棻棽 棻 棸棶椄棻
棻棷椃棲椄棷棽棲棻棽 棻 棸棶椄棻 斘旛旍旍棷椃棲椆棷 棲棻棽 棻 棸棶椄棻

棿棽



暋第棿期 陈卫国等椇山西省不同来源小麦品种棬系棭的 斎斖斪灢斍斢组成分析

棽棶棽暋山西省不同来源的小麦品种资源 斎斖斪灢斍斢
遗传变异比较

棽棶棽棶棻暋斎斖斪灢斍斢等位变异比较

各个位点上等位基因出现的频率在不同的种质

资源中存在明显差异棬表 棭暎在 斍旍旛灢斄棻位点上棳无
论是地方品种暍外引品种还是山西省育成品种均以

斘旛旍旍为主棳而优质亚基棻与棽灣 在地方品种中仅占

椄棶椃棩棳育 成 品 种 则 达 棽 棶棾棩棳外 引 品 种 为

棽椆棶棽椃棩椈育 成 品 种 与 地 方 品 种 相 比棳棻 提 高 了

棻棿棶棻椂棩棳棽灣 提高了棽棶椄棩暎在 斍旍旛灢斅棻位点上棳地方

品种和山西省育成品种均以优质亚基椃棲椄为主椈育
成品种与地方品种相比棳椃棲椄下降椆棶棸 棩棳椃棲椆上

升棻椃棶椂椆棩椈外引品种中椃棲椄亚基所占的比例略低

于椃棲椆亚基暎在 斍旍旛灢斈棻位点上棳优良亚基 棲棻棸
在地方品种中没有出现棳但在育成品种和引进品种

中分别占棻棿棶椄椆棩和棻棽棶棽棸棩暎
表 暋不同种质资源的斎斖斪灢斍斢等位变异和频率

斣斸斺旍斿 暋斄旍旍斿旍旈斻旜斸旘旈斸旚旈旓旑斸旑斾旀旘斿旕旛斿旑斻旟旓旀斎斖斪灢斍斢旈旑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旚旂斿旘旐旔旍斸旙旐旙

位点

斕旓斻旛旙
类型

斣旟旔斿

地方品种

斕旓斻斸旍旜斸旘旈斿旚旟
育成品种

斅旘斿斾旜斸旘旈斿旚旟
外引品种

斏旑旚旘旓斾旛斻斿斾旜斸旘旈斿旚旟
品种数

斘旛旐斺斿旘旓旀
旜斸旘旈斿旚旈斿旙

频率棷棩
斊旘斿旕旛斿旑斻旟

品种数

斘旛旐斺斿旘旓旀
旜斸旘旈斿旚旈斿旙

频率棷棩
斊旘斿旕旛斿旑斻旟

品种数

斘旛旐斺斿旘旓旀
旜斸旘旈斿旚旈斿旙

频率棷棩
斊旘斿旕旛斿旑斻旟

棻斄

棻斅

棻斈

棻 棻 棽棶椄椂 椄 棻椃棶棸棽 椆 棽棻棶椆
棽灣 棽 棶椃棻 棿 椄棶棻 棾 椃棶棾棽
斘旛旍旍 棾棽 椆棻棶棿棾 棾 椃棿棶棿椃 棽椆 椃棸棶椃棾
椃 棿 棻棻棶棿棾 棾 椃棶棾棽
棽棸 棻 棽棶棿棿

椂棲椄 棽 棶椃棻 棽 棿棶棽椂 棾 椃棶棾棽
椃棲椄 棽椃 椃椃棶棻棿 棾棽 椂椄棶棸椆 棻 棾椂棶椆
椃棲椆 棽 棶椃棻 棻棻 棽棾棶棿棸 棻椂 棾椆棶棸棽

棻棾棲棻椂 棻 棽棶棿棿
棻棾棲棻椆 棻 棽棶棿棿
棻棿棲棻 棻 棽棶棿棿
棻椃棲棻椄 棽 棿棶棽椂
棽棲棻棸 棽 棶椃棻 棻 棽棶棻棾 棽 棿棶椄椄
棽棲棻棽 棾棸 椄 棶椃棻 棾棸 椂棾棶椄棾 棽棻 棻棶棽棽
棾棲棻棽 棽 棶椃棻 棿 椄棶棻 棾 椃棶棾棽
棿棲棻棽 棻 棽棶椄椂 棾 椂棶棾椄 椂 棻棿棶椂棾
棲棻棸 椃 棻棿棶椄椆 棻棽棶棽棸
棲棻棽 棽 棿棶棽椂 棿 椆棶椃椂

棽棶棽棶棽暋斎斖斪灢斍斢组成比较

在 斎斖斪灢斍斢组成类型上棳外引品种 为丰富

达棽棸种棳其次为育成品种棻椆种棳而地方品种仅有

棻棸种之多棬表椂棭棳可见在 斎斖斪灢斍斢组成类型上棳外
引品种和育成品种比地方品种要丰富一些暎由表椂
可见棳地方品种与育成品种亚基组成均以 斘旛旍旍棷椃棲

椄棷棽棲棻棽为主棳其他组成类型则很少棳但与地方品种

相比棳育成品种亚基组成类型明显要丰富很多棳特别

是 斘旛旍旍棷椃棲椆棷棽棲棻棽组成类型明显增多椈在棿棻份外

引品种中棳尽管 斘旛旍旍棷椃棲椄棷棽棲棻棽类型所占比例也

很大棳达到 棽棻棶椆 棩棳但略低于 斘旛旍旍棷椃棲椆棷棽棲棻棽
类型暎

棽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棽棸棻 年 第棽棸卷暋
表椂暋不同种质资源斎斖斪灢斍斢的组成情况

斣斸斺旍斿椂暋斆旓旐旔旓旙旈旚旈旓旑旓旀斎斖斪灢斍斢旈旑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旚旂斿旘旐旔旍斸旙旐旙

斎斖斪灢斍斢类型

斎斖斪灢斍斢旚旟旔斿

地方品种

斕旓斻斸旍旜斸旘旈斿旚旟
育成品种

斅旘斿斾旜斸旘旈斿旚旟
引进品种

斏旑旚旘旓斾旛斻斿斾旜斸旘旈斿旚旟
品种数

斘旛旐斺斿旘旓旀
旜斸旘旈斿旚旈斿旙

频率棷棩
斊旘斿旕旛斿旑斻旟

品种数

斘旛旐斺斿旘旓旀
旜斸旘旈斿旚旈斿旙

频率棷棩
斊旘斿旕旛斿旑斻旟

品种数

斘旛旐斺斿旘旓旀
旜斸旘旈斿旚旈斿旙

频率棷棩
斊旘斿旕旛斿旑斻旟

棻棷棻棿棲棻棷棿棲棻棽 棻 棽棶棿棿
棻棷棻椃棲棻椄棷棿棲棻棽 棻 棽棶棻棾
棻棷椂棲椄棷棿棲棻棽 棻 棽棶椄椂
棻棷椃棲椄棷棽棲棻棽 棻 棽棶棻棾
棻棷椃棲椄棷棿棲棻棽 棻 棽棶棻棾 棾 椃棶棾棽
棻棷椃棲椄棷 棲棻棸 棽 棿棶棽椂 棻 棽棶棿棿
棻棷椃棲椆棷棽棲棻棽 棻 棽棶棻棾
棻棷椃棲椆棷 棲棻棽 棻 棽棶棿棿
棻棷椃棲椆棷 棲棻棸 棽 棿棶棽椂 棾 椃棶棾棽
棽灣棷椃棷棽棲棻棸 棻 棽棶椄椂
棽灣棷棽棸棷棾棲棻棽 棻 棽棶棿棿
棽灣棷棻棾棲棻椆棷棾棲棻棽 棻 棽棶棿棿
棽灣棷椃棲椄棷棽棲棻棽 棻 棽棶椄椂 棻 棽棶棻棾
棽灣棷椃棲椄棷棾棲棻棽 棻 棽棶棻棾
棽灣棷椃棲椄棷棿棲棻棽 棻 棽棶棿棿
棽灣棷椃棲椆棷 棲棻棸 棽 棿棶棽椂
斘旛旍旍棷椃棷棽棲棻棽 棽 棶椃棻 棽 棿棶椄椄
斘旛旍旍棷椃棷棾棲棻棽 棻 棽棶椄椂
斘旛旍旍棷椃棷 棲棻棸 棻 棽棶棿棿
斘旛旍旍棷椃棷 棲棻棽 棻 棽棶棿棿
斘旛旍旍棷棻棾棲棻椂棷棿棲棻棽 棻 棽棶棿棿
斘旛旍旍棷棻椃棲棻椄棷棽棲棻棽 棻 棽棶棻棾
斘旛旍旍棷椂棲椄棷棽棲棻棽 棻 棽棶椄椂 棻 棽棶棿棿
斘旛旍旍棷椂棲椄棷棾棲棻棽 棻 棽棶棻棾 棻 棽棶棿棿
斘旛旍旍棷椂棲椄棷 棲棻棽 棻 棽棶棻棾 棻 棽棶棿棿
斘旛旍旍棷椃棲椄棷棽棲棻棸 棻 棽棶棿棿
斘旛旍旍棷椃棲椄棷棽棲棻棽 棽 椃棻棶棿棾 棽棽 棿椂棶椄棻 椆 棽棻棶椆
斘旛旍旍棷椃棲椄棷棾棲棻棽 棻 棽棶椄椂 棽 棿棶棽椂
斘旛旍旍棷椃棲椄棷棿棲棻棽 棻 棽棶棻棾
斘旛旍旍棷椃棲椄棷 棲棻棽 棻 棽棶棻棾
斘旛旍旍棷椃棲椆棷棽棲棻棸 棻 棽棶椄椂 棻 棽棶棻棾 棻 棽棶棿棿
斘旛旍旍棷椃棲椆棷棽棲棻棽 棻 棽棶椄椂 棿 椄棶棻 棻棸 棽棿棶棾椆
斘旛旍旍棷椃棲椆棷 棲棻棸 棻 棽棶棻棾
斘旛旍旍棷椃棲椆棷 棲棻棽 棻 棽棶棿棿

椂棽



暋第棿期 陈卫国等椇山西省不同来源小麦品种棬系棭的 斎斖斪灢斍斢组成分析

棽棶棾暋山西省优质小麦品种资源的筛选

按照斝斸旟旑斿等椲棿椵的评分标准对不同来源的小麦

品种资源进行品质评分棳棾 份地方品种中没有得椆
或棻棸分的棳大部分为椂分棳竹杆青与九三红由于具

有棽棲棻棸亚基而无法进行评分暎育成品种中得椆分

的是汾乌椆椆棽椄暍晋农棻椂棸暍太原棻棾椂和忻棽棸椂棸棳得棻棸
分的是晋农棻椆棸和晋太椂椆棳在不能评分的棾份品种

资源中棳尧科棻与太辐棾号具有稀有优质亚基 棲
棻棽亚基棳运棿棸棸棽具有棽棲棻棸亚基暎外引品种资源

中得椆或棻棸分的品种有 斅斸斻斸旑旓旘斸旚椄椄暍泰山椆椄棻椄暍
斊斉斘斏斆斉灢棽和 斔斏灢棻棻暎在不能评分的椃份品种资源

中棳金丰棻棻棾暍太空麦暍农大棾椂椆和 斆斄椄椄棾具有

棲棻棽亚基棳法国 棻和农大棾椃棻具有棽棲棻棸亚基棳
斍斄灢斊旍斿旐旈旑旂具有棻棾棲棻椆亚基棬表棽棭暎
棾暋讨暋论

山西地处黄河中游棳地理上南北狭长棳南部和中

部为冬麦区棳北部为春麦区棳因此来源不同麦区的小

麦地方品种资源丰富多样棳带有大量有益基因棳是现

代小麦品种选育的丰富基因源暎本研究发现山西小

麦地方品种 斎斖斪灢斍斢平均每个位点等位变异数为

棾棶椂椃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棬棿棶椂椃棭椲椄椵棳也低于日本

棬棿棶棾棾棭椲椆椵和西班牙棬棿棶棸棸棭椲棻棸椵棳而且按照斝斸旟旑斿等椲棿椵

的评分标准棳棾 份地方品种中没有得椆或棻棸分的棳
暗示在杂交育种亲本选配时棳如果利用地方品种作

为亲本之一棳另一亲本应该选用带有优质亚基且得

分椆或棻棸分的栽培品种或外引品种棳才有可能改善

小麦品种品质暎
与地方品种相比棳山西小麦育成品种 斍旍旛灢斄棻

位点上优质亚基有所提高棳但还是明显低于国内外

其他地区育成品种椲棻棻灢棻棿椵椈斍旍旛灢斅棻位点上棳优质亚基椃
棲椄下降椆棶棸 棩棳椃棲椆却上升棻椃棶椂椆棩棳这可能与山

西省小麦育种广泛引用 斆斏斖斖斮斣 及北美材料有

关椲棻棻椵椈斍旍旛灢斈棻位点上棳优质亚基 棲棻棸从无到有且

达到棻棿棶椄椆棩棳有明显提高棳而劣质亚基棽棲棻棽大幅

下降棳这与张学勇等椲棻棻椵对全国小麦核心种质的研究

结果表现出相同的变化趋势棳也表明山西省在小麦

品质育种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暎虽然如此棳山西小

麦的 斎斖斪灢斍斢组成还需要进一步改良棳在 斍旍旛灢斄棻
位点应继续导入旍或棽灣 优质亚基棳特别要注意改变

棽灣 亚基频率不高的现状椈在 斍旍旛灢斅棻位点上要扭转

优质亚基椃棲椄的下降趋势棳同时增加棻椃棲棻椄暍棻棾棲
棻椂和棻棿棲棻 等优质亚基出现的频率椈在 斍旍旛灢斈棻位

点则要继续保持 棲旍棸优质亚基大幅增加的趋势暎
在 斎斖斪灢斍斢组成类型上棳山西小麦品种资源

不论是地方品种还是育成品种均以 斘旛旍旍棷椃棲椄棷棽棲
棻棽为主棳这与我国大部分省份和全国的研究结果一

致椲棻棻棳棻 椵暎育成品种与地方品种相比较棳斎斖斪灢斍斢
的组成类型有棽个明显特点椇棻棭育成品种中 斘旛旍旍棷椃
棲椆棷棽棲棻棽组成类型明显增多棳这是由于 斍旍旛灢斅棻位

点椃棲椆亚基频率上升导致的椈棽棭育成品种亚基组成

类型明显要丰富很多棳达到棻椆种棳但其中人们公认

的优 良 亚 基 组 合 类 型 棻棬棽灣 棭棷椃棲椄棷 棲棻棸 与

棻棬棽灣棭棷棻椃棲棻椄棷 棲棻棸还相当缺乏棳因此棳在今后的

小麦育种中还需要进一步加快品质育种的步伐暎本

研究筛选的得椆和棻棸分的优质品种资源以及含有

稀有亚基的品种资源棳可作为今后山西乃至全国小

麦品质育种的亲本材料暎
当然棳小麦的品质不只与 斎斖斪灢斍斢有关系棳也

与斕斖斪灢斍斢以及醇溶蛋白有很大的关系棳因为后

二者在小麦粉中含量更多棳因此棳得分高的小麦品种

有时候品质表现反而不如得分低的暎如棳晋太棻椃棸
与太原棻棾椂都是公认的山西省品质优良的品种棳二
者均含有优质亚基 棲棻棸棳但由于 斍旍旛灢斄棻位点的亚

基差异棳太原棻棾椂为椆分棳晋太棻椃棸则为椃分暎但是

根据农业部谷物品质检测中心测定结果棳太原棻棾椂
的粗蛋白含量为棻椂棶棾棩棳小于晋太棻椃棸的棻椂棶棿椆棩椈
沉降值为棿棽棶 旐斕棳更是小于晋太棻椃棸的椂棸棶椂旐斕椈
湿面筋含量为棾椆棶棻棩棳大于晋太棻椃棸的棾 棶棻棩暎根

据斝斸旟旑斿评分标准太 椆棸棽与晋太棻椃棸仅相差棻分棳
但前者形成时间和稳定时间分别为 棽棶椄 与 棻棶
旐旈旑棳后者则为椆棶椄与棽棻棶棽旐旈旑棳相差极为悬殊暎这

些很可能与醇溶蛋白或 斕斖斪灢斍斢有关棳因而今后

在 斎斖斪灢斍斢的研究基础上棳还应注意研究三者之

间的相互关系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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