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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摘 要 通过对来 自中国 个省 自治区 份普通野生稻 。 动
,

和 份亚洲栽培稻
, 动“ 的核 的 分析

,

探讨了中国普野釉粳分化及其与栽培稻之间的遗传分化关系
。

结

果表明
,

在核 分化上
,

中国普野可分为原始普野型
、

偏釉型和偏粳型
。

中国普野因地理分布不同
,

其

遗传分化表现出多态性 江西东乡和湖南茶陵以及部分云南元江普野既不与釉稻聚在一起
,

又不与粳稻聚

在一起
,

而独聚一类
,

其形态上亦比较原始
,

属于原始祖先型 广东
、

广西普野则表现为偏釉或偏粳
。

本研究

认为釉梗演化应该是多途径的
。

关扭词 中国普通野生稻 栽培稻 核基因组

中圈分类号

决

, ,

才别介户呀伽
,

, 一 一

, , ,

,

一 一

一 ·

收稿 日期
一 一

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②孙传清
,

北京海淀区圆明园西路 号中国农业大学 西校区
, 。。。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年

目前基本公认亚洲栽培稻起源于普通野生稻 简称普野
,

下同
,

普野的釉粳分化是当

今国际研究的热点之一
。

和 的早期
,

的研究认为
,

普通野生稻不

存在粕粳分化
,

但潜伏着釉粳分化的可能
。

周拾禄 〕则在其《中国是稻之起源地 》中提

出
,

粳稻起源于中国的粳型野生稻 巢湖野稻
、

釉稻起源于印度的野生稻
。

首先提出野生稻

已有釉粳之别和釉粳的起源是异源的
。 , ,

〕通过同工酶的研究明确提出普野存在釉粳

分化
。

后来 川通过同工酶和形态性状的分析
,

认为大多数普野是介于典型釉稻和

典型粳稻之间
。

中国普野偏粳
,

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的普野偏釉
。

等贾通过 的比较研究指出
,

东乡野生稻偏粳
。

才宏伟等困通过对 份中国

纯合普野的同工酶研究表明
,

江西东乡
、

湖南茶陵
、

江永的普野主要为偏粳型
。

广西的普野粕

粳都有
,

以粳型和偏粳型占多数
。

国外的则以釉与偏粕型占多数
。

孙传清等川通过对中国普

野与栽培稻的 分析表明
,

中国普野大多数有粳稻特异扩增带
,

但也发现 份广西的

普野有釉稻特异扩增带
。

上述一系列事实说明
,

现存的普野确实发生 了一定程度的釉粳分

化
,

且釉粳分化与地理分布有关
。

但是普通野生稻的釉粳分化是发生在演化成栽培稻之前还

是栽培稻的基因渗入的结果 目前是否还存在没有发生釉粳分化的普通野生稻 釉粳分化

的程度与地理分布的遗传关系如何 这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

本研究用来自核 的

个探针对中国 个省 自治区 份普通野生稻和 份亚洲栽培稻进行 分析
,

进

一步探讨中国普野的釉粳分化及其与地理分布之间的关系
。

材料与方法

材料

供试材料 份普野和 份栽培稻组成
。

份普野中
,

江西东乡 份
,

湖南 份
,

广西

份
,

广东 份
,

元江 份
,

份地点不详
。

份栽培稻中包括 份来 自中国和 份来 自孟

加拉含有醋酶同工酶普野特异带
一

的栽培稻
。

每个系统 或品种 取 个个体用于

分析
。

分析

按 照 和 日〕报道的 法

提取总
,

每个样品取 拼 用 石卜口 消化后
,

用 琼脂糖凝胶在 进行过

夜电泳
。

然后将 转移到
一

尼龙膜上
。

采用非放射性的
仁, 〕探针标记及检测

。

本研究选用的 个探针分别来自

等
‘。习 图谱上的克隆 以 “ ”开头

、

等〔“ 口 图谱的克隆 以
“ ”开头 以

及九州大学农学部育种学教研室 用 消化的基因文库中的克隆 以 开头
。

将所用的探针及所在的染色体列入表
。

将所观察的每一条带视为一个性状
,

有此带时赋值为
“ ” ,

无此带时赋值为
“ ” ,

每两个

系统或品种间的遗传距离按照下式
, 。幻求标准遗传距离

。

一 材 材 〕

式中 材 和 材 分别为 系统和 系统的总片段数
,

入了 为两系统的公共片段数
。

根据所得的遗传距离
,

用 法 」进行聚类分析
,

并绘制树状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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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群 釉稻及偏釉的普野群 该群包括了 个传统分类认为是釉稻的育成种和地方

品种及 份普野
,

共计 份材料
。

份普野中
,

广西 份
,

广东 份
,

有 份地点不明
。

第二群 粳稻及偏粳的普野群 该群包括了 个粳稻育成种 如秋光
、

台中 和一些

粳稻地方品种 如红芒 号
、

易杜
,

份普野
。

份普野中
,

广西 份
,

广东 份
,

元江 份
,

份地点不详
。

份孟加拉栽培稻与中国普野亲缘关系较近
,

其中 份
、

为具
一 ‘

的栽培稻
,

另外 份 在
一

上的等位基因尚不清
。

份中国普野中与梗

稻 的遗传距离 或偏粳程度 又有差异
,

与栽培稻很近
,

趋于栽培化 广

西
、

广西
、

广东
、

广东
、

广西 相对与粳稻亲缘关系较近

元江
、

广 东
、

元江 次之
、 、

广西
、

广西 又次之
、 、 、 、

广东 与粳稻相对较远
。

第三群 中国原始普野群 该群由 份普野组成
。

份普野中
,

江西东乡 份
、

湖南茶陵

份
、

元江 份
。

并且
,

江西 份之间遗传关系相对较近
。

同样
,

份元江普野之间也较近
,

元

江的与东乡的遗传距离较远
,

湖南茶陵普野介于两者之间
。

该群由 份普野在形态上亦很有特色
,

表现为长花药
,

柱头紫色外露
、

紫色叶鞘
、

红长芒
、

黑壳
、

红米以及生长习性均为甸甸
,

根据王象坤等 〕和庞汉华等 〕对中

国普野的形态分类和同工酶分析
,

对原始祖先种在形态特点上的描述
,

第三群的 份普野在

形态上可以认为是原始祖先种
,

因此称这一类为中国原始普野型
。

该群不仅在形态上
、

并在 指纹特征上很有特色
,

共有 个探针能检测 中国原始

普野型的特异性片段 表
,

这些探针无疑是研究鉴定中国普野的原始祖先型的重要工具
。

通过聚类分析可知
,

中国普野可分为三群
,

但来自不同地区的普野在各群中的分布又有

差异
,

江西东乡的 份普野都为原始普野型
,

湖南茶陵的普野虽然只有 份
,

但也是原始普

野
。

广东的 份普野
,

份为偏釉型 份为偏梗型
,

广西的普野 份偏粕
,

份偏梗
。

因此
,

广

东
、

广西的普野以偏粳为主
,

但亦有偏釉的
,

这一点上与才宏伟等困
、

孙传清等川结果一致
,

云南元江的普野虽然只有 份
,

但 份为偏粳型
,

份为原始普野
。

份地点不详的普野偏

釉偏梗型之 比接近
,

由此可见江西东乡和湖南茶陵的普野在核基因组上基本上是比较

纯合的原始普野
,

其生态环境与栽培稻隔离较好
,

栽培稻的基因没有渗入
。

据生态考察
,

云南

元江的普野也是一个周围没有栽培稻
,

隔离条件好的群体
,

但除有原始类型外
,

还有偏梗类

型
,

因此可能推测该群体是一个正处在分化的群体
,

其偏粳类型可能由原始型演化而来
。

表 能检测中国原始普野特异片段的探针

探 针 所在染色体号 具有特异片段的系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口匀︸卫孟,卫二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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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普野的遗传多样性

普野与栽培稻 间 和 曾指出 私人交流 从形态上看栽培稻的多态

性大于普野
、

但从 看普野的多态性大于栽培稻
。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
,

从聚类图上很清

楚的看到普野可分为三类 即偏釉型
、

偏粳型
、

中国原始普野型
,

而栽培稻只有釉粳两类
。

从

所观察到的多态片段来看
,

仅在普野中出现的片段数为 个
、

占总片段数的
,

而只

在栽培稻中出现的片多数为
,

再从所用的探针所检测到多样性来看
,

在所用的 个探针

中
,

仅 个检测不到普野之间的多态性
,

而有 个探针不能检测栽培稻之间的多态性
,

因此

核基因组的 分析结果来看
,

普野的多样性大于栽培稻
,

支持 和 , 的观

点
。

中国普野之 间 中国普野因来源不同多样性亦有差异
,

广西
、

广东
、

云南元江普野的

多样性大于江西东乡普野
,

具体表现为江西东乡普野全为原始型
,

而广西
、

广东普野有偏釉

型和偏梗型
。

云南元江虽然只有 份普野
,

但 份偏粕
,

份为原始型
。

湖南茶陵普野只有

份
,

不便于与其他地区的多样性进行比较
。

如何用形态
、

同工酶
、

的标记
,

从众多的普野 中筛选纯合原始型普野一直是起源

学上的热点
,

本研究从所用的 个探针中筛选出了能检测中国原始型普野的探针 个 表
。

这些探针为以后对中国普野的分子分类
、

鉴定提供了良好的工具
。

普野核 分类及中国普野的釉粳分化
, 〕和 等〔“ 〕 分别用同工酶和 分析不同地区的普野时

,

将普野分成明显的两大类
,

一类与釉稻聚在一起
,

一类与粳稻聚在一起
,

且南亚和东南亚的

普野与粕稻聚在一起
,

中国的普野与粳稻聚在一起
,

并由此认为中国普野偏粳
。

本研究结果

表明中国普野既有与釉稻聚在一起的
,

又有与粳稻聚在一起
,

即中国普野既有偏粕的
,

又有

偏梗的
。

造成两者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有 ①方法上 等只用一种内切酶江卜“ ,

个拷贝探针
,

而本研究用了一种内切酶 石卜口 、

个探针 ②取材上 等只用了 份

普野
,

中国普野仅 份
,

而本研究了用 份中国普野
,

因此本研究从 标记的数目上还

是材料的数 目和来源都超了前者
。

才宏伟等圈的同工酶研究表明
,

中国普野偏釉型和偏粳型

都有
,

但没找出没有釉粳分化的原始普野型
,

而本研究的第三群既不与釉稻聚在一起
,

又不

与粳稻聚在一起
,

即没有釉粳分化 其不仅在 上与其他普野有明显不同
,

而且在形态

上为典型的原始普野型
,

生态环境上与栽培稻隔离条件好
。

通过聚类分析发现
,

釉稻与偏釉普野间亲缘关系以及粳稻与偏粳普野 间亲缘关系均较

釉粳稻间的亲关系近
。

这似乎表明栽培稻的釉粳分别由偏粕的普野和偏粳的普野演化而来
,

这一点上支持了 和 等的釉粳起源的二元说
,

但是中国普野中存在一群与栽培

稻亲缘关系较远的一群
,

作者根据其形态特征和 指纹特征称之为中国原始普野群
,

原

始型的存在
,

则有可能由原始型普野演化成偏釉普野和偏粳普野
,

再由偏釉普野和偏梗普野

分别演化成粕粳
,

王象坤等曾提出野生稻引上 山演化成粳
,

引向低洼地则演化成釉
,

考虑到

云南元江普野既有原始型又有偏粳型
,

作者认为既可能是原始型普野直接演化成釉和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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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原始型普野先演化成偏粕普野和偏粳普野
,

再 由偏釉普野和偏粳普野分别演化成釉

稻和粳稻
,

即釉粳演化是多途径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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