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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皮甜瓜单性花系的选育及其遗传分析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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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园艺学院, 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 ]　对从国外引进的厚皮甜瓜品种A thena 中分离得到的单性花材料进行了植物学特征和遗传特性研

究。结果表明, 在普通甜瓜栽培条件下, 单性花系植株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的表现均与普通雄全同株甜瓜品种或自

交系无明显区别, 雌花的颜色、形态、育性及着生节位等的表现均与普通雄全同株甜瓜品种一致, 结实正常, 仅在花

的性别分化表现上存在明显差异; 试验所得到的厚皮甜瓜单性花材料的单性花性状是由 1 对显性基因控制的质量

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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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瓜 (Cucum is m elo L. ) 的生产栽培品种大部

分是雄全同株, 即雄花两性花同株类型, 有少数雌雄

异花同株, 即单性花类型。目前, 杂种优势利用在甜

瓜育种中较广泛。利用甜瓜单性花系作母本配制甜

瓜杂交组合可省去人工去雄的繁杂工序, 降低制种

成本, 还可提高杂种F 1 代种子纯度[122 ]。甜瓜单性花

系作为理想的杂交育种材料, 在甜瓜育种中受到广

泛关注。崔继哲等[3 ]对薄皮甜瓜单性花材料进行了

遗传和转育研究; 王秋红等[4 ]对T 912 薄皮单性花甜

瓜品种进行了雌花形成时雄蕊原基退化的形态学观

察; 梁莉等[5 ]通过对雄全同株类型薄皮甜瓜品种进

行单性花转育, 研究了单性花的遗传规律; 吴起运[6 ]

对单性花白梨薄皮甜瓜的选育及其利用进行了研

究。国外也对甜瓜单性花材料的性状进行了描述, 并

通过回交转育获得了单性花甜瓜新品种[729 ]。

目前, 已报道的甜瓜单性花材料主要集中在薄

皮甜瓜, 厚皮甜瓜甚少。本课题组从国外引进的厚皮

甜瓜品种A thena 中, 自交分离得到雌雄异花同株的

单性花植株, 经自交选择获得两个稳定的雌花单性

花系。本试验对本课题组选育的厚皮甜瓜单性花材

料进行了植物学性状观察和遗传特性研究, 以为厚

皮甜瓜单性花材料的进一步利用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　料

　　A thena2A (编号 A TA 2A ) 和 A thena2B (编号

A TA 2B ) 均是经多代自交选育的稳定雌花单性花

系; YJX21 和M N 23 分别是从甜瓜品种资源中选出

的品质优良的 2 个两性花高代自交系, 用作杂交父

本和测交亲本, 以上材料均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

艺学院西瓜甜瓜课题组提供。

1. 2　单性花系的选育

1998～ 1999 年在引进甜瓜品种A TA 的自交分

离后代中, 发现 13 株甜瓜的结实花表现为单性雌

花, 1999～ 2002 年经过对单株 5 代连续人工自交得

到稳定的雌花单性花系A TA 2A , A TA 2B , 结实花性

别分化性状表现为纯合单性雌花。

1. 3　杂交组合的配制

以两个单性花系A TA 2A 和A TA 2B 分别作母

本与雄全同株的高代自交系YJX21 和M N 23 杂交,

配制A TA 2A ×YJX21, A TA 2A ×M N 23, A TA 2B×

YJX21, A TA 2B×M N 23 4 个组合, 严格人工授粉得

到杂种F 1, 统计4 个组合杂交F 1 代的结实花性别分

化情况, 将A TA 2A ×YJX21 和A TA 2B×YJX21 组

合的F 1 严格人工授粉自交得到F 2; 以YJX21 为父本

分别与A TA 2A ×YJX21 和A TA 2B×YJX21 的F 1 回

交分别得到BC 1 后代。

1. 4　单性花系植物学性状及结实花性别分化调查

2002～ 2005 年调查不同杂交组合F 1, F 2 及测交

组合BC1 代结实花的性别分化情况, 采用 ς2 测验和

适合性检验进行统计分析。植株长到第10 节后统计

不同花型的植株数, 结实花全部表现单性雌花的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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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单性花株, 全部表现两性花的归为两性花株。

2　结果与分析

2. 1　厚皮甜瓜单性花系的植物学性状

　　2005203～ 07 对厚皮甜瓜单性花系的植物学性

状进行系统调查, 并结合 2002～ 2005 年调查结果可

知, A TA 2A 单性花系, 生育期 90～ 100 d, 果实发育

期 35 d 左右, 植株长势中等, 苗期植株 4～ 5 片叶时

开始从主蔓抽生子蔓, 分枝正常, 孙蔓坐瓜; 果实长

椭圆型, 果皮黄色、有十道棱, 平均横径 9. 25 cm , 纵

径13. 37 cm , 平均单瓜重640 g, 果肉浅橙色, 平均肉

厚2. 27 cm ,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120. 5 gökg。A TA 2B
单性花系, 生育期90～ 100 d, 果实发育期40 d 左右,

植株长势中等, 苗期植株4～ 5 片叶时开始从主蔓抽

生子蔓, 分枝正常, 孙蔓坐瓜; 果实椭圆型, 果皮黄

色、有十道棱, 平均横径 12. 85 cm , 纵径 18. 4 cm , 平

均单瓜重1 250 g, 果肉黄色, 平均肉厚2. 3 cm , 可溶

性固形物含量109. 0 gökg。

在普通甜瓜栽培条件下, 甜瓜单性花系植株营

养生长和生殖生长的表现均与普通雄全同株甜瓜品

种或自交系无明显区别; 单性花系植株雌花的颜色、

形态、育性及着生节位等的表现均与普通雄全同株

甜瓜一致, 结实正常, 仅在花的性别分化表现上存在

明显差异。甜瓜单性花系植株表现为雌雄异花同株,

其结实花为仅有雌蕊的单性雌花, 对花蕾解剖发现,

雄蕊完全未分化; 雄全同株类型甜瓜结实花为既有

雄蕊又有雌蕊的两性花, 常规栽培甜瓜品种基本均

属于这一类型。

2. 2　厚皮甜瓜单性花系的遗传特性

厚皮甜瓜亲本、F 1 代、F 2 代及BC1 代的结实花

性别表现见表1～ 3。

表 1　厚皮甜瓜亲本A TA 2A ,A TA 2B , YJX21,M N 23 花性别类型的表现型和比例

T able 1　F low er pheno type and their p ropo rt ion of four paren ts in m uskm elon

亲本
Paren ts

表型株
F low er type exp ression

单性花
M onoecious

两性花
A ndromonoecious

总株数
To tal

单性花率ö%
M on. ratio

两性花率ö%
A nd. ratio

P1 (A TA 2A ) ♀

P2 (A TA 2B) ♀

P3 (YJX21) ♂

P4 (M N 23) ♂

24

22

0

0

0

0

26

30

24

22

26

30

100

100

　

　

　

　

100

100

表 2　厚皮甜瓜F 1 代花性别类型的表现型和比例

T able 2　F low er pheno type and their p ropo rt ion of F 1 generateion in m uskm elon

F1 组合
F1 com bination

表型株数
F low er type exp ression

单性花
M onoecious

两性花
A ndromonoecious

总株数
To tal

单性花率ö%
M on. ratio

F1 ( P1×P3)

F1 (P1×P4)

F1 (P2×P3)

F1 (P2×P4)

33

60

19

58

0

0

0

0

33

60

19

58

100

100

100

100

表 3　厚皮甜瓜F 2 代和BC1 代花性别类型的表现型及比例

T able 3　F low er pheno type and their p ropo rt ion of F 2 and BC1 generation in m uskm elon

世代
Paren tage

组合
Com bination

表型株数
F low er type exp ression

单性花
M onoecious

两性花
A ndromonoeciou

总株数
To tal

理论比率ö%
Exp. ratio ς2 P

F2

P1×P3 55 25 80 3∶1 1. 67 0. 05～ 0. 30

P2×P3 10 2 12 3∶1 0. 44 0. 05～ 0. 80

BC1

(P1×P3)×P3 29 31 60 1∶1 0. 07 0. 05～ 0. 99

(P2×P3)×P3 35 25 60 1∶1 1. 66 0. 05～ 0. 30

　　从表1～ 3 可以看出, 厚皮甜瓜单性花材料的单 性花性状是由1 对显性基因控制的质量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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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从20 世纪早期开始, 国内外学者对甜瓜花性别

类型的遗传规律进行了研究, 并得到了比较一致的

结果。1994 年国际葫芦科遗传学会发表的甜瓜基因

目录包括了 3 个花性型基因[10 ] , 涉及几乎所有栽培

甜瓜品种, 雄全同株类型甜瓜由隐性基因a 控制, a+

植株上雌花无雄蕊, 为雌雄同株类型。本研究结果表

明, 所获得的厚皮甜瓜单性花材料的结实花性别类

型是受 1 对显性基因控制的质量性状, 这与崔继哲

等[3 ]和梁莉等[5 ]对薄皮甜瓜单性花材料的试验结果

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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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 ies on select ive b reed ing of m onoeciou s m u skm elon

and ana lysis of hered ity regu la r

Y U Rong, ZHANG X ian ,Y U Y uan ,YANG Y u-m e i,YANG J IAN-q iang
(D ep artm en t of H orticu ltu re,N orthw est A & F U niversity ,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Ch ina)

Abstract: T he bo tan ica l characterist ics and genet ic regu la t ion of a monoeciou s m ateria l separa ted from

an in troduced cu lt ivar w ere studied. R esu lts show ed that there w as no rem arkab le difference betw een

M onoeciou s and A ndromonoeciou s m elon variet ies o r inb red lines on exp ression of vegeta t ive grow th and

rep roduct ive grow th under common cu lt iva t ion m anagem en t. T he co lou r and configu ra t ion (fo rm shape)

and fert ility and node locat ion of fem ale flow er exp ression w ere iden t ica l, excep t fo r the sex pheno type. T he

monoeciou s character of that m elon m ateria l w as con tro lled by a pair of genes at one single locu s, and the

M onoeciou s character w as con tro lled by the dom inan t gene. T he inheritance confo rm ed to M endelπs law.

Key words: m u skm elon; monoecism ; pheno type; here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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