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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番茄一代杂种遗传纯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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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以番茄优良一代杂交种毛粉
、

毛粉 和强选一号为材料
,

提取 进行 分析
,

在 个

随机引物中筛选出了可鉴定 个品种一代杂种遗传纯度的特异性引物
。

其中
。 ,

和 可用于这 个品

种的纯度鉴定 , 。, 可用于毛粉 和毛粉 的纯度鉴定 可用于区分 个品种的父本和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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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
,

是重要的

蔬菜作物
,

其杂种优势十分明显
,

现有的大部分番茄

品种均为一代杂种
。

由于番茄是 自花授粉植物
,

在制

种中稍有不慎
,

人工去雄不及时就会造成母本 自交

产生假杂种
,

这是番茄一代杂种遗传纯度控制中的

主要间题
,

也是纯度检测的主要指标
。

目前
,

对一代

杂种的遗传纯度鉴定主要采用形态学鉴定方法
,

该

方法需要进行田间种植
,

费时费力
,

有时鉴定结果还

会受到环境的影响
,

因此鉴定效率低
、

准确性差
。

同

工 酶方 法 也 已 成 功 地 用 于 一 些 杂种 的 鉴 定 工

作 一幻 ,

但这种方法具有组织器官及发育的特异性
,

且可标记的位点较少
,

从而限制了该方法的应用
。

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有应用前景的新

方法
,

其特点是检测的多态性范围大
,

可直接检测

水平 的变化
,

检测 结果 不 受环境条件 的影

响阁
。

本文对番茄一代杂交品种毛粉
、

毛粉 和

强选一号进行了 分析
,

筛选出可用于鉴定这

个品种遗传纯度的 随机引物
。

其中毛粉

和毛粉 是 年农业部推广的优良番茄品种
。

并

对西北地区广泛种植的优 良番茄品种毛粉 和西

粉三号进行了 扩增试验
。

材料与方法

材 料

毛粉
、

毛粉 和强选一号及其亲本 由西安

市园艺研究所提供
。

毛粉
、

西粉三号购 自市场
。

扩增反应所用的试剂与仪器 酶购

自上海 公司 和 引物购 自上

海生物工程公司 扩增仪为 公司的 。型
。

方 法

材料制备 分别种植毛粉
、

毛粉 和强选

一号及其亲本
,

毛粉 和西粉三号
,

在幼苗期各取

株幼苗的叶片提取
。

毛粉
、

毛粉 和

毛粉 均有两种类型的植株
,

一类全株覆有细密的

白色茸毛
,

称为
“ 毛苗

” ,

有避蚜作用 一类为茸毛密

度正常的植株
,

称为
“

光苗
” ,

对这两类植株分别提取
。

模板 的提取 提 取参考杨崇林

等 的方法经改进而成
。

称取 叶片
,

洗净后在

液氮 中磨成粉未
,

移至 经 ℃预 热 的

缓 冲液
, 一

,

, 一 , ,

琉基乙醇 中
,

在 ℃水浴 中保温
,

用等体积的氯仿 异戊醇 抽提 次
,

水相加人

体 积 预 冷 异 丙 醇
,

置 一 ℃沉 淀 后 以

离心
,

沉淀溶于 无菌双蒸

水 中
,

加 人 体 积 的 溶 液
,

和 倍体积的无水 乙醇
,

置一 ℃沉淀

后 以 离心
,

沉淀以 乙

醇洗 次
,

挥干 乙醇
,

溶于 拌 的 缓冲

液中
。

以紫外光吸收法测定 的质量浓度
,

调整

的质量浓度为 加
。

体 系的建立 对 反应体系进行

了优化
,

采用 拌 的反应体系
。

各 因素的选择范

围 模板 用量每反应
, 只 浓

度 各 为
,

浓 度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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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 个 随机引物中筛选出了可

鉴定番茄优 良一代杂种毛粉
、

毛粉 和强选一

号遗传纯度 的 随机引物共 条
,

其中
, 、

。和 可用于这 个品种的纯度鉴定
,

可用

于毛粉 和毛粉 的纯度鉴定
。

可扩增出 条

特异性片段
,

条为母本和子代的特有片段
,

可用于

区分 个品种与它们的父本
,

条为父本和子代特有

的片段
,

可用于 个品种的纯度鉴定
。

本研究找到的几条特异性引物可用于毛粉
、

毛粉 和强选一号的纯度鉴定
,

从而在番茄种子的

生产实践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

在 个随机引物中

仅选出 个能在父本和一代杂种中扩增 出母本所没

有的多态性条带的引物
,

即可以用于这 个一代杂种

纯度鉴定的引物
,

表明番茄的栽培品种之间的遗传

背景十分相似
,

这可能与番茄 自花授粉的习性有

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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