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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有主流猕猴桃品种的遗传背景相对单一ꎬ亲本来源地理分布狭窄ꎬ亲缘关系不清晰ꎮ 为充分利

用杂种优势ꎬ该研究以广西植物研究所猕猴桃种质资源圃收集的 ５３ 个猕猴桃品种(品系)叶片为材料ꎬ使用

ＳＣｏＴ 分子标记进行遗传多样性分析ꎮ 结果表明:(１)１０ 条引物在 ５３ 份猕猴桃供试材料中共扩增出 １１０ 条

条带ꎬ各引物扩增的条带在 ８~ １５ 条之间ꎬ引物平均扩增条带数为 １１ 条ꎻ其中多态性条带 １０１ 条ꎬ引物平均

扩增多态性条带数为 １０.１ 条ꎬ多态性比例为 ９１.８１％ꎮ (２)聚类分析显示猕猴桃品种(品系)没有按类型、倍
性或选育地等形成明显有规律的聚类关系ꎮ 但相对来说ꎬ同一杂交后代个体之间的亲缘关系比亲本与后代

个体之间的亲缘关系更近ꎻ芽变品种与原品种并没有表现出特别近的遗传距离ꎬ说明芽变材料的突变可能

在基因组或染色体层面发生了较大范围的重组、复制或丢失ꎻ‘楚红’‘桂红’‘湘吉红’和‘龙藏红’４ 个红肉

品种与‘红阳’亲缘关系明显较远ꎬ说明其可能由不同亲本衍生而来ꎻ初步验证了 ‘桂海四号’可能为

‘Ｈｏｒｔ１６Ａ’亲本之一的推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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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猕猴桃是多年生雌雄异株落叶藤本植物ꎬ属
于猕猴 桃 科 (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ｃｅａｅ) 猕 猴 桃 属 (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
Ｌｉｎｄｌ.)ꎬ最新的分类系统将其划分成包括 ５４ 种和

２１ 个变种在内的 ７５ 个 分 类 单 元 (李 瑞 高 等ꎬ
１９９８)ꎬ该 分 类 把 中 华 猕 猴 桃 (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和美味猕猴桃 (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ｄｅｌｉｃｉｏｓａ)
统一归为中华猕猴桃(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种下的两个变

种ꎮ 猕猴桃因其独特的风味ꎬ富含维生素 Ｃ、膳食

纤维、多种矿质营养和具有美容保健等功效而得

到广泛青睐ꎬ享有“水果之王” 的称号(陈清硕ꎬ
１９９８)ꎮ 目前大部分主流商业品种为中华猕猴桃

种类ꎮ 中华猕猴桃种类因其卓越的口感和较好的

经济园艺性状而具有重要的育种价值ꎮ 目前市场

上大部分主流品种ꎬ除部分软枣类品种外ꎬ主要通

过野生收集筛选、实生选育或种内杂交而来ꎬ亲本

来源不清ꎬ不利于对品种的保护和利用ꎮ
目标起始密码子多态性分子标记( ｓｔａｒｔ ｃｏｄｏｎ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ꎬ ＳＣｏＴ) 是 Ｃｏｌｌａｒｄ ＆ Ｍａｃｋｉｌｌ
(２００９) 在水稻中提出的一种基于 ＳＲＡＰ 的新型

目的基因的分子标记技术ꎬ该技术兼具了 ＩＳＳＲ 和

ＲＡＰＤ 两种标记的优点ꎬ以其使用方便、多态性强

等特点ꎬ广泛用于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与亲缘关

系分析、种质鉴定和遗传图谱构建等方面(陈伯伦

等ꎬ２０１８ꎻ龙治坚等ꎬ２０１５ꎻ熊发前等ꎬ２００９)ꎬ且在

品种鉴别和进化分析上可能更有优势(王发明等ꎬ
２０１７)ꎮ 近年来ꎬＳＣｏＴ 标记已经广泛应用于龙眼

(陈虎等ꎬ ２００９)、芥蓝(史卫东等ꎬ ２０１５)、猕猴桃

(陈伯伦等ꎬ ２０１８)、君迁子(杨婷婷等ꎬ ２０１４) 、梨
(和世玉等ꎬ ２０１６)、油菜(张羽等ꎬ ２０１５) 和西瓜

(杨静等ꎬ ２０１６)等多种园艺植物ꎬ用于鉴定种质

资源、分析亲缘系谱、研究群体的遗传多样性、构
建遗传连锁图谱以及植物基因定位等研究(陈伯

伦等ꎬ ２０１８)ꎮ 近年来人们也使用各种类型分子

标记对猕猴桃品种的遗传多样性进行了研究(贾

冰ꎬ２００５ꎻ张安世等ꎬ２０１７ꎬ２０１８ꎻ张慧等ꎬ２０１８)ꎬ但
普遍存在使用的品种过少ꎬ代表性不强等问题ꎬ主
要原因是收集的品种资源有限ꎬ无法进行较大规

模地鉴定和分析现有主流品种的遗传背景及明确

其亲缘关系ꎬ进而不利于充分利用现有猕猴桃资

源ꎮ 广西植物研究所于 １９７６ 年开始猕猴桃的分

类学研究和野生种质资源和栽培品种的调查、收
集和保存ꎬ目前已建立了较大规模的猕猴桃种质

资源圃(李瑞高等ꎬ ２００２)ꎬ收集有 ４０ 余个种类ꎬ
６０ 余个国内外栽培品种(品系)ꎮ 这为开展本研

究提供了丰富的实验材料ꎮ
本研究针对现有主流猕猴桃品种存在的遗传

背景相对单一ꎬ亲本来源地理分布狭窄(Ｌ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ꎬ亲缘关系不清晰ꎬ不利于充分利用杂种优

势等不足ꎬ对广西植物研究所猕猴桃品种资源圃

收集的 ５３ 个猕猴桃类品种(品系)进行遗传多样

性评价ꎬ明确其亲缘关系ꎬ为下一步充分利用各品

种的优良园艺性状ꎬ通过基因聚合来选育优异猕

猴桃品种ꎬ为猕猴桃类品种资源的鉴定、利用及杂

交育种亲本的选配和品种权的保护等方面提供理

论参考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收集于广西植物研究所猕猴桃种质

０５ 广　 西　 植　 物 ４２ 卷



资源圃ꎬ其中包括 ５１ 个中华类猕猴桃品种 /品系

[含有 ２８ 份中华猕猴 桃 变 种 (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和 ２３ 份美味猕猴桃变种 (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ｄｅｌｉｃｉｏｓａ]和 ２ 个毛花类 (Ａ. ｅｒｉａｎｔｈａ) 品种‘华
特’和 ‘桂翡’(表 １)ꎮ 采摘猕猴桃植株一年生枝

上的嫩叶ꎬ置于硅胶中干燥和保存备用ꎮ
１.２ ＤＮＡ 提取

使用植物基因组 ＤＮＡ 提取试剂盒(南京诺唯

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取 ５３ 个供试猕猴桃材料

的基因组 ＤＮＡꎬ使用紫外分光光度法和琼脂糖电

泳法检测其 ＤＮＡ 质量ꎬ并取一定量 ＤＮＡ 稀释到

５０ ｎｇμＬ￣１ꎬ用于 ＰＣＲ 扩增ꎬ剩余 ＤＮＡ 于－２０ ℃
冰箱保存备用ꎮ
１.３ 引物筛选

使用 的 ＳＣｏＴ 引 物 根 据 Ｃｏｌｌａｒｄ ＆ Ｍａｃｋｉｌｌ
( ２００９ ) 公 布 的 ３６ 条 引 物 序 列 和 Ｌｕ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公布的 ４０ 条引物序列进行合成ꎮ 在 Ｂｉｏ￣
Ｒａｄ Ｓ１０００ ＰＣＲ 仪上对所有引物进行筛选ꎬ最终筛

选出扩增产物条带清晰、多态性好的 １０ 条 ＳＣｏＴ
引物(表 ２)ꎬ用于所有 ＤＮＡ 样品的扩增ꎮ
１.４ ＰＣＲ 反应与检测

ＳＣｏＴ 引物扩增的 ２０ μＬ 反应体系包括 ２×Ｔａｑ
ＰＣＲ Ｍｉｘ １０ μＬꎬＤＮＡ (５０ ｎｇμＬ￣１) １. ０ μＬꎬ１０
μｍｏｌＬ￣１引物 ０.６ μＬꎬ超纯水 ８.４ μＬꎮ 反应程序:
９４ ℃预变性 ５ ｍｉｎꎻ ９４ ℃变性 １ ｍｉｎꎬ５０ ℃退火 １
ｍｉｎꎬ ７２ ℃ 延伸 ２ ｍｉｎꎬ循环 ３５ 次ꎻ７２ ℃ 延伸 ８
ｍｉｎꎮ 扩增完成后取 ８ μＬ 扩增产物ꎬ使用 ２％的琼

脂糖电泳分离ꎬ在凝胶成像仪上观察并拍照保存

(图 １)ꎮ
１.５ 数据分析

人工统计 ＳＣｏＴ 扩增引物在琼脂糖凝胶上同

一位置是否出现条带ꎬ有记为 １ꎬ没有记为 ０ꎮ 统

计数据输入 Ｅｘｃｅｌ 表格ꎬ建立扩增谱带 ０ / １ 矩阵数

据库ꎬ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软件进行系统聚类分析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引物扩增多态性分析

１０ 条引物在 ５３ 份猕猴桃供试材料中共扩增

出条带 １１０ 条ꎬ各引物扩增的条带在 ８ ~ １５ 条之

间ꎬ引物平均扩增条带数为 １１ 条ꎻ其中多态性条

带 １０１ 条ꎬ引物平均扩增多态性条带数为 １０.１ 条ꎬ
多态性比例为 ９１.８１％(表 ２)ꎮ

２.２ 聚类分析

由图 ２ 可知ꎬ５３ 个猕猴桃品种(品系)之间在

阙值 ２２.５ 和 ２０ 附近形成明显的聚类关系ꎮ 以阙

值 ２２.５ 为界ꎬ可以把 ５３ 份材料分成三类ꎬ其中‘和
平 ２ 号’‘和平 １ 号’ ‘和平 ３ 号’ ‘秋艳’ ‘秦秀’
‘辰光’‘楚红’ ‘海艳’ ‘湘吉’ ‘金玉’ ‘庐山香’
‘早鲜’‘秋香’ ‘桂翡’ ‘湘吉红’ ‘豫黄一号’ ‘皖

翠’ ‘Ｙ￣１１６’ ‘金硕’ ‘海沃德’ ‘一串铃’ ‘丰悦’
‘金霞’‘金丰’ ‘米良’ ‘哑特’ ‘翠香’ ‘龙藏红’
‘魁蜜’ ‘西选 １２ 号’ ‘金桃’ ‘桂红’和‘徐香’聚

为一类ꎻ‘金魁’ ‘ ＺＹ￣１’ ‘华特’ ‘红阳’ ‘红阳 ’
‘金艳’ ‘红昇’ ‘桂海四号’ ‘黄肉红心’ ‘脐红’
‘金农’‘红什 ２ 号’ ‘金阳’ ‘东红’和‘Ｈｏｒｔ１６Ａ’
聚为一类ꎻ‘秦星’ ‘皖金’ ‘袖珍香’ ‘翠玉’和‘实
美’聚为一类ꎮ 而使用阙值 ２０ 可以进一步把 ５３
份猕猴桃材料分成 ７ 类ꎬ其中‘和平 ２ 号’ ‘和平 １
号’‘和平 ３ 号’‘秋艳’‘秦秀’‘辰光’ ‘楚红’ ‘海
艳’‘湘吉’ ‘金玉’ ‘庐山香’ ‘早鲜’ ‘秋香’ ‘桂

翡’聚为一类ꎻ‘湘吉红’ ‘豫黄一号’ ‘皖翠’ ‘ Ｙ￣
１１６’‘金硕’ ‘海沃德’ ‘一串铃’ ‘丰悦’ ‘金霞’
‘金丰’聚为一类ꎻ‘米良一号’ ‘哑特’ ‘翠香’ ‘龙
藏红’‘魁蜜’‘西选 １２ 号’ ‘金桃’ ‘桂红’ ‘徐香’
聚为一类ꎻ‘金魁’‘ＺＹ￣１’和‘华特’聚为一类ꎻ‘红
阳’ ‘红阳 ’ ‘金艳’ ‘红昇’ ‘桂海四号’ ‘黄肉红

心’‘脐红’‘金农’ ‘红什 ２ 号’ ‘金阳’ ‘东红’和

‘Ｈｏｒｔ１６Ａ’聚为一类ꎻ‘秦星’和‘皖金’聚为一类ꎻ
‘袖珍香’ ‘翠玉’和‘实美’聚为一类ꎮ 在以上分

类中ꎬ种内层次显示ꎬ几个来自中国湖北、湖南、江
西、陕西等品种的亲缘关系并没有表现出较强的

相关性ꎬ而是在各自聚类类别中均有存在ꎬ可能是

因为中华类猕猴桃品种的亲本来源遗传背景狭窄

(不同地域育种人员选择相同或相近的育种亲

本)ꎬ或者说明猕猴桃种质资源在不同地域之间存

在较广泛的遗传交流ꎬ对于是否存在生殖隔离ꎬ还
有待进一步研究ꎮ ‘华特’和‘桂翡’作为毛花后

代ꎬ二者并没有明显的单独聚类ꎬ而与中华猕猴桃

亲缘关系相对较近ꎬ中华猕猴桃的多倍体植株基

因组相对更复杂ꎬ变异程度更大ꎬ因此在使用的标

记引物或者产生的多态性位点不够多的情况下ꎬ
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出现ꎮ 要想最大程度地提高品

种之间的鉴定效率和分辨率ꎬ简化基因组测序应

该是一种更有效的方式ꎮ

１５１ 期 齐贝贝等: ５３ 个猕猴桃品种(品系)亲缘关系的 ＳＣｏＴ 分析



表 １　 实验用 ５３ 份猕猴桃品种(品系)材料
Ｔａｂｌｅ １　 ５３ ｋｉｗｉｆｒｕｉ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 ｌｉｎｅ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序号
Ｎｏ.

品种(品系)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 ｌｉｎｅｓ)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来源
Ｏｒｉｇｉｎ

倍性
Ｐｌｏｉｄｙ

１ ‘红阳’
‘Ｈｏｎｇｙａｎｇ’

中华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中国四川
Ｓｉｃｈｕａｎꎬ Ｃｈｉｎａ

２

２ ‘桂翡’
‘Ｇｕｉｆｅｉ’

毛花猕猴桃
Ａ. ｅｒｉａｎｔｈａ

中国广西
Ｇｕａｎｇｘｉꎬ Ｃｈｉｎａ

２

３ ‘秋香’
‘Ｑｉｕｘｉａｎｇ’

美味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ｄｅｌｉｃｉｏｓａ

中国陕西
Ｓｈａａｎｘｉꎬ Ｃｈｉｎａ

６

４ ‘金玉’
‘ Ｊｉｎｙｕ’

中华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中国湖北
Ｈｕｂｅｉꎬ Ｃｈｉｎａ

２

５ ‘金农’
‘ Ｊｉｎｎｏｎｇ’

中华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中国湖北
Ｈｕｂｅｉꎬ Ｃｈｉｎａ

２

６ ‘金阳’
‘ Ｊｉｎｙａｎｇ’

中华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中国湖北
Ｈｕｂｅｉꎬ Ｃｈｉｎａ

４

７ ‘Ｈｏｒｔ１６Ａ’ 中华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新西兰奥克兰
Ａｕｃｋｌａｎｄꎬ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ꎬ

２

８ ‘脐红’
‘Ｑｉｈｏｎｇ’

中华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中国陕西
Ｓｈａａｎｘｉꎬ Ｃｈｉｎａ

２

９ ‘东红’
‘Ｄｏｎｇｈｏｎｇ’

中华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中国湖北
Ｈｕｂｅｉꎬ Ｃｈｉｎａ

２

１０ ‘西选 １２ 号’
‘Ｘｉｘｕａｎ Ｎｏ.１２’

美味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ｄｅｌｉｃｉｏｓａ

中国陕西
Ｓｈａａｎｘｉꎬ Ｃｈｉｎａ

６

１１ ‘桂红’
‘Ｇｕｉｈｏｎｇ’

中华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中国广西
Ｇｕａｎｇｘｉꎬ Ｃｈｉｎａ

４

１２ ‘红什 ２ 号’
‘Ｈｏｎｇｓｈｉ Ｎｏ.２’

中华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中国四川
Ｓｉｃｈｕａｎꎬ Ｃｈｉｎａ

２

１３ ‘金桃’
‘ Ｊｉｎｔａｏ’

中华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中国江西
Ｊｉａｎｇｘｉꎬ Ｃｈｉｎａ

４

１４ ‘桂海 ４ 号’
‘Ｇｕｉｈａｉａ－４’

中华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中国广西
Ｇｕａｎｇｘｉꎬ Ｃｈｉｎａ

２

１５ ‘翠香’
‘Ｃｕｉｘｉａｎｇ’

美味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ｄｅｌｉｃｉｏｓａ

中国陕西
Ｓｈａａｎｘｉꎬ Ｃｈｉｎａ

６

１６ ‘和平 ２ 号’
‘Ｈｅｐｉｎｇ Ｎｏ.２’

美味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ｄｅｌｉｃｉｏｓａ

中国广东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ꎬＣｈｉｎａ

６

１７ ‘龙藏红’
‘Ｌｏｎｇｚａｎｇｈｏｎｇ’

美味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ｄｅｌｉｃｉｏｓａ

中国湖南
Ｈｕｎａｎꎬ Ｃｈｉｎａ

—

１８ ‘米良一号’
‘Ｍｉｌｉａｎｇ Ｎｏ.１’

美味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ｄｅｌｉｃｉｏｓａ

中国湖南
Ｈｕｎａｎꎬ Ｃｈｉｎａ

—

１９ ‘黄肉红心’
‘Ｈｕａｎｇｒｏｕｈｏｎｇｘｉｎ’

中华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中国贵州
Ｇｕｉｚｈｏｕꎬ Ｃｈｉｎａ

—

２０ ‘金艳’
‘ Ｊｉｎｙａｎ’

中华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中国武汉
Ｗｕｈａｎꎬ Ｃｈｉｎａ

４

２１ ‘魁蜜’
‘Ｋｕｉｍｉ’

中华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中国江西
Ｊｉａｎｇｘｉꎬ Ｃｈｉｎａ

４

２２ ‘红昇’
‘Ｈｏｎｇｓｈｅｎｇ’

中华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 Ｃｈｉｎａ

—

２３ ‘哑特’
‘Ｙａｔｅ’

美味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ｄｅｌｉｃｉｏｓａ

中国陕西
Ｓｈａａｎｘｉꎬ Ｃｈｉｎａ

６

２４ ‘徐香’
‘Ｘｕｘｉａｎｇ’

美味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ｄｅｌｉｃｉｏｓａ

中国江苏
Ｊｉａｎｇｓｕꎬ Ｃｈｉｎａ

６

２５ ‘秦星’
‘Ｑｉｎｘｉｎｇ’

美味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ｄｅｌｉｃｉｏｓａ

中国陕西
Ｓｈａａｎｘｉꎬ Ｃｈｉｎａ

６

２６ ‘袖珍香’
‘Ｘｉｕｚｈｅｎｘｉａｎｇ’

中华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中国陕西
Ｓｈａａｎｘｉꎬ Ｃｈｉｎａ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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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序号
Ｎｏ.

品种(品系)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 ｌｉｎｅｓ)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来源
Ｏｒｉｇｉｎ

倍性
Ｐｌｏｉｄｙ

２７ ‘金魁’
‘ Ｊｉｎｋｕｉ’

美味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ｄｅｌｉｃｉｏｓａ

中国湖北
Ｈｕｂｅｉꎬ Ｃｈｉｎａ

６

２８ ‘红阳 ’
‘Ｈｏｎｇｙａｎｇ ’

中华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中国四川
Ｓｉｃｈｕａｎꎬ Ｃｈｉｎａ

—

２９ ‘ＺＹ￣１’ 美味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ｄｅｌｉｃｉｏｓａ

中国广西
Ｇｕａｎｇｘｉꎬ Ｃｈｉｎａ

—

３０ ‘翠玉’
‘Ｃｕｉｙｕ’

中华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中国湖南
Ｈｕｎａｎꎬ Ｃｈｉｎａ

４

３１ ‘皖金’
‘Ｗａｎｊｉｎ’

中华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中国安徽
Ａｎｈｕｉꎬ Ｃｈｉｎａ

２

３２ ‘实美’
‘Ｓｈｉｍｅｉ’

美味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ｄｅｌｉｃｉｏｓａ

中国广西
Ｇｕａｎｇｘｉꎬ Ｃｈｉｎａ

６

３３ ‘秋艳’
‘Ｑｉｕｙａｎ’

美味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ｄｅｌｉｃｉｏｓａ

— —

３４ ‘和平 １ 号’
‘Ｈｅｐｉｎｇ Ｎｏ. １’

美味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ｄｅｌｉｃｉｏｓａ

中国广东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ꎬ Ｃｈｉｎａ

６

３５ ‘辰光’
‘Ｃｈｅｎｇｕａｎｇ’

美味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ｄｅｌｉｃｉｏｓａ

— ６

３６ ‘华特’
‘Ｈｕａｔｅ’

毛花猕猴桃
Ａ. ｅｒｉａｎｔｈａ

中国浙江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ꎬ Ｃｈｉｎａ

２

３７ ‘庐山香’
‘Ｌｕｓｈａｎｘｉａｎｇ’

中华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中国江西
Ｊｉａｎｇｘｉꎬ Ｃｈｉｎａ

４

３８ ‘早鲜’
‘Ｚａｏｘｉａｎ’

中华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中国江西
Ｊｉａｎｇｘｉꎬ Ｃｈｉｎａ

４

３９ ‘和平 ３ 号’
‘Ｈｅｐｉｎｇ Ｎｏ.３’

美味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ｄｅｌｉｃｉｏｓａ

中国广东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ꎬ Ｃｈｉｎａ

６

４０ ‘海沃德’
‘Ｈａｙｗａｒｄ’

美味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ｄｅｌｉｃｉｏｓａ

新西兰奥克兰
Ａｕｃｋｌａｎｄꎬ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６

４１ ‘楚红’
‘Ｃｈｕｈｏｎｇ’

中华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中国湖南
Ｈｕｎａｎꎬ Ｃｈｉｎａ

４

４２ ‘秦秀’
‘Ｑｉｎｘｉｕ’

美味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ｄｅｌｉｃｉｏｓａ

中国陕西
Ｓｈａａｎｘｉꎬ Ｃｈｉｎａ

—

４３ ‘海艳’
‘Ｈａｉｙａｎ’

美味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ｄｅｌｉｃｉｏｓａ

中国江苏
Ｊｉａｎｇｓｕꎬ Ｃｈｉｎａ

—

４４ ‘湘吉红’
‘Ｘｉａｎｇｊｉｈｏｎｇ’

中华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中国湖南
Ｈｕｎａｎꎬ Ｃｈｉｎａ

２

４５ ‘金霞’
‘ Ｊｉｎｘｉａ’

中华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中国江西
Ｊｉａｎｇｘｉꎬ Ｃｈｉｎａ

４

４６ ‘皖翠’
‘Ｗａｎｃｕｉ’

美味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ｄｅｌｉｃｉｏｓａ

中国安徽
Ａｎｈｕｉꎬ Ｃｈｉｎａ

—

４７ ‘金丰’
‘ Ｊｉｎｆｅｎｇ’

中华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中国江西
Ｊｉａｎｇｘｉꎬ Ｃｈｉｎａ

４

４８ ‘一串铃’
‘Ｙｉｃｈｕａｎｌｉｎｇ’

中华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中国陕西
Ｓｈａａｎｘｉꎬ Ｃｈｉｎａ

—

４９ ‘金硕’
‘ Ｊｉｎｓｈｕｏ’

美味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ｄｅｌｉｃｉｏｓａ

中国湖北
Ｈｕｂｅｉꎬ Ｃｈｉｎａ

６

５０ ‘丰悦’
‘Ｆｅｎｇｙｕｅ’

中华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中国湖南
Ｈｕｎａｎꎬ Ｃｈｉｎａ

２

５１ ‘湘吉’
‘Ｘｉａｎｇｊｉ’

美味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ｄｅｌｉｃｉｏｓａ

中国湖南
Ｈｕｎａｎꎬ Ｃｈｉｎａ

—

５２ ‘豫皇一号’
‘Ｙｕｈｕａｎｇ Ｎｏ.１’

中华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 Ｃｈｉｎａ

—

５３ ‘Ｙ￣１１６’ 美味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ｄｅｌｉｃｉｏｓａ

— —

　 注: —表示来源 / 倍性不详ꎮ
　 Ｎｏｔｅ: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ｒ ｐｌｏｉｄｙ ｉｓ ｕｎｋｎｏｗ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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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ＳＣｏＴ 引物序列及其扩增多态性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ＳＣｏＴ ｐｒｉｍｅｒｓ

ＳＣｏＴ 引物
ＳＣｏＴ ｐｒｉｍｅｒ

序列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５′￣３′)

扩增位点数
Ｔｏｔａｌ 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ａｎｄｓ

多态位点数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ｃ

ｂａｎｄｓ

多态位点百分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ｃ

ｂａｎｄｓ (％)

Ｐ１ ＣＡＡＣＡＡＴＧＧＣＴＡＣＣＡＣＣＡ １０ １０ １００

Ｐ３ ＣＡＡＣＡＡＴＧＧＣＴＡＣＣＡＣＣＧ １１ １０ ９０.９

Ｐ４ ＣＡＡＣＡＡＴＧＧＣＴＡＣＣＡＣＣＴ ９ ８ ８８.８

Ｐ８ ＣＡＡＣＡＡＴＧＧＣＴＡＣＣＡＣＧＴ ８ ７ ８７.５

Ｐ１１ ＡＡＧＣＡＡＴＧＧＣＴＡＣＣＡＣＣＡ １１ １０ ９０.９

Ｐ１２ ＡＣＧＡＣＡＴＧＧＣＧＡＣＣＡＡＣＧ １５ １４ ９３.３

Ｐ１３ ＡＣＧＡＣＡＴＧＧＣＧＡＣＣＡＴＣＧ １１ １０ ９０.９

Ｐ２３ ＣＡＣＣＡＴＧＧＣＴＡＣＣＡＣＣＡＧ １３ １２ ９２.３

Ｐ２４ ＣＡＣＣＡＴＧＧＣＴＡＣＣＡＣＣＡＴ １２ １１ ９１.７

Ｐ２６ ＡＣＣＡＴＧＧＣＴＡＣＣＡＣＣＧＴＣ １０ ９ ９０.０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１０ １０１ —

平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１１ １０.１ ９１.８１

图 １　 ＳｃｏＴ 引物 Ｐ８ 对 １－２４ 号样品的扩增结果
Ｆｉｇ. １　 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ＳＣｏＴ ｐｒｉｍｅｒｓ Ｐ８ ｗｉｔｈ Ｎｏ. １－２４

３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聚类结果显示ꎬ猕猴桃品种(品系)没

有按类型、倍性或选育地等形成明显有规律的聚

类关系ꎬ说明中华猕猴桃和美味猕猴桃相互间具

有相似的遗传背景ꎮ 这与 Ｌ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将中华

猕猴桃和美味猕猴桃统一划分为中华猕猴桃的结

果一致ꎮ 本研究所用材料包含一定数量的红肉猕

猴桃ꎬ作为一种具有很高开发利用价值的猕猴桃

种质资源ꎬ很有鉴定和保护的必要性ꎮ 目前针对

红肉品种的“身份”鉴定ꎬ部分科研人员意见不统

一ꎬ有人以在 ‘红阳’品种选育之前少有关于其他

红肉品种的报道为由ꎬ认为现有红肉品种主要由

‘红阳’选育而来ꎮ 本研究表明红肉品种‘红昇’

‘脐红’‘红什 ２ 号’ ‘东红’和红心品系‘黄肉红

心’与‘红阳’遗传距离较近ꎮ 因为‘脐红’为‘红

阳’的芽变材料(郁俊谊等ꎬ２０１５)ꎬ‘红什 ２ 号’和

‘东红’为‘红阳’的杂交后代(李明章等ꎬ２０１４ꎻ钟
彩虹等ꎬ２０１６)ꎬ‘红昇’和‘红阳’均来源于河南伏

牛山的实生种子(刘健等ꎬ２０１６)ꎬ‘黄肉红心’品

系来自贵州ꎬ但亲本暂时来源不明ꎬ可能也是红阳

的杂交后代之一ꎮ 而‘楚红’ (钟彩虹等ꎬ２００５)、
‘湘吉红’ (裴昌俊等ꎬ２０１１)、‘龙藏红’ (韩明丽

等ꎬ２０１４)和‘桂红’均是由多个省份野外实生选育

而来ꎬ与‘红阳’亲缘关系明显较远ꎬ说明其可能由

不同亲本衍生而来ꎮ 这说明红肉猕猴桃资源具有

丰富的遗传多样性ꎬ对更多优质红肉猕猴桃品种

的选育十分有利ꎮ ‘华特’作为毛花猕猴桃的一个

品种 (谢鸣等ꎬ ２００８)ꎬ ‘桂翡’也是毛花的实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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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１０ 条 ＳＣｏＴ 引物构建的 ５３ 份猕猴桃品种(品系)树状聚类图
Ｆｉｇ. ２　 Ｄｅｎｄ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５３ ｋｉｗｉｆｒｕｉ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ｅｎ ＳＣｏＴ ｐｒｉｍ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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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莫权辉等ꎬ２０１６)ꎬ毛花猕猴桃虽然与中华猕猴

桃分属不同种类ꎬ但是其种间亲缘关系相对较近

(张安世等ꎬ２０１７ꎻ谢玥等ꎬ２０１８)ꎮ
‘Ｈｏｒｔ１６Ａ’是新西兰选育的优异黄肉猕猴桃

品种ꎬ曾经为新西兰国际出口主要品种ꎬ每年创造

出口收益数十亿元(Ｖａｎｎｅｓｔｅ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７)ꎮ 关于

‘Ｈｏｒｔ１６Ａ’的选育亲本ꎬ认为是来自北京的猕猴桃

母本 和 来 自 桂 林 的 猕 猴 桃 父 本 的 杂 交 后 代

(Ｍｕｇｇｌｅｓｔｏｎ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８ꎻＦｅｒｇｕｓｏｎ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９)ꎬ我
们推测母本之一是来自广西植物研究所的‘桂海

四号’ꎬ是由于广西植物研究所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起就 与 新 西 兰 Ｈｏｒ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现 ＰＦＲꎬ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公司有合作关系ꎮ 另外我们在‘桂
海四号’的实生选育后代中筛选到诸多果型类似

‘Ｈｏｒｔ１６Ａ’的后代单株ꎮ 本研究初步验证了我们

的推测ꎬ证明了对国内植物资源进行保护的极端

重要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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