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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来自北纬 2 2’ ~ 4 5’
,

东经 7 7’ ~ 1 27’ 的 75 个大蒜品种 31 个性状进行数 t

分类
,

形成了大蒜的系统分类
。

大蒜可分为 2 个变种
、
6 个品种群

,

它们是双层蒜衣变种 (A
.
:

.

L
.

v ar
.

` 义 , ￡at 二二 L u et Farr )
,

包括抽 ! 大蒜品种群 不完全抽共大蒜品种群和春蒜品种群 ,

单层蒜衣变种 ( A
.
:

.

L
.

va
r

.

“ 。

恤召`
“
, L u et Fan )

,

包括长叶大蒜品种群
、

短叶大蒜品种群

和多层蒜瓣大蒜品种群
.

关键词 大蒜
,

品种资深
,

数量分类
,

变种
,

品种群

中图分类号 5 63 3
.

4 0 2
·

3

大蒜在我国栽培历史悠久
,

分布地区广泛
,

品种资源丰富
,

但目前沿用的大蒜分类缺

乏统一标准 .1[ 幻
,

很难指导大蒜生产
。

为了系统认识大蒜品种资源
,

更好地为生产实践服

务
,

我们采用数量分类学的方法
,

对大蒜品种资源进行分类
。

1 材料与方法

依据取材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原则
,

选用引 自广东
、

广西
、

贵州
、

云南
、

江苏
、

湖南
、

湖北
、

四川
、

西藏
、

山西
、

天津
、

内蒙
、

辽宁
、

黑龙江
、

陕西
、

甘肃
、

青海
、

新疆和宁夏 19 个省市自治

区 7 4个品种
,

以及来自阿拉木图 (哈萨克 )的 1个品种
,

共 75 个品种
。

这些品种来自北纬

2 20 ~ 45
。 ,

东经 77
。

~ 1 27
。 ,

具有较大范围的地理分布 (表 1 )
。

试验在陕西杨陵 (北纬 3 4
0

1 5
,

)西北农业大学蔬菜站进行
。

1 9 9 0 年 9 月~ 1 9 9 2 年 8

月
,

在引种基 础上
,

做初步试验
; 1 9 9 1 年 9 月 ~ 1 9 9 2 年 8 月进行正式试验 和观察记载

;

1 9 9 1 年 9 月 1 3 日播种
,

每个品种播 6 0一 10 0 瓣
,

行距 1 5 e m
,

株距 8 e m
.

试验全面记载了大蒜蒜头
、

蒜瓣
、

植株
、

蒜 !
、

生育期
、

生态及生理等性状
。

依据数值分

类学的性状选择原则 aj[
,

剔除逻辑相关性状和不变性状
,

以及由于器官缺失造成的不可比

较性状
,

取以下性状作为分类指标
:

球形指数
、

一层蒜瓣数
、

二层蒜瓣数
、

三层蒜瓣数
、

四层

蒜瓣数
、

五层蒜瓣数
、

六层蒜瓣数
、

七层蒜瓣数
、

蒜瓣纵径
、

蒜瓣横径 /纵径
、

蒜瓣背宽
、

蒜瓣

重
、

蒜衣层数
、

株高
、

假茎长
、

假茎粗
、

最大叶片长
、

最大叶片宽
、

叶片厚
、

叶片横断面角度
、

叶片挺直程度
、

植株叶片数
、

抽甚指数
、

秋播出苗期天数
、

秋播收获期天数
、

叶片受冻比率
、

越冬期叶生长量
、

内层型二次生长 ( S
e e o n d a r y g r o w t h o f i n n e r 一 l a y e r t y p e ,

简写 S G i )指

数
、

外层型二次生长 ( S e e o n d a r y g r o w t h o f o u t e r 一 l a y e r t y p e ,

简写 SG o ) 指数和休眠期等

收稿日期
: 1 9 93一 10一 0 6

.

. 国家自然科学羞金资助项目
;

二 现在山东农业大学园艺系 ( 山东泰安
,

2 7 1 0 1 8) 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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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个性状
.

数据处理采用聚类分析和判别分析法
。

其中聚类分析采用 自编程序
,

判别分析采用

《 A N A L Y S T 》软件包
。

表 1 供试品种及其来源

代代号 ` 种名称 原产地 纬度……}代号 。 名称 原产地 纬度
{{{一
代号 ` ” 名称 原产地 纬度度

111 金山火苏 广东恩平 22一 2
,

III}
,` “ , 红` , , 湖 ,匕“ , , ,

’

“ 5
`

}}}…
5 , 临` 红 , 甘` “ ` 3 5” ““

222 拓会火捺 广东新会产 22
.

30
,

!!!} ” 襄樊二水早 蒯限樊 32’0 f5III …5, 临沈白蒜 甘常临跳 ’ 5’2 7’’

sss 广西萦皮 广西南宁 22
.

50
,

III}
2` 张 河 火 苏 映西安康 32’4 z

)))…5̀ 苏 联 蒜 山东泰安 3 6’l 口口

444 广西白皮 广西南宁 22 ,5 01 111}
“ 9 宁 强 山 苏 陕西宁强 32

` 46
`

111{
5̀ 格尔木红皮 , 海格尔木 ” 6

’
2 5

’’

sss 普宁大蒜 广东普宁 2 3
.

2 6` }}}}
3“ 白河 火 苏 映西白河 ” 2’4 s’lll }

55 乐都大蒜 青海西宁 3 6’3 3’’

666 忠信大葺 广东韶关 24
.

5 0
`

lll}
” ` 白河 白 皮 映西白河 32 ,48’’ }

5̀ 延长大蒜 侠西延安 3“ 3,
`̀

777 陆良大荐 云南陆良 25 ,0 31 111}
” , 普 陀大 苏 陕西洋县 ’

3’l 州州}
” 廷安红皮 映西廷安 ” 6’3 ?’’

888 郁均大苏 贵州都匀 2̀ ,1 5
,

lll1
3” 呼 沱 大 苏 侠西洋县 ” ,l’

`̀

}
58 延安白皮 映西廷安 ” 6’3 1’’

999 香荞 (仅苏 ) 湖甫绥宁 26
.

3 5
,

}}}l
” ` 商 甫白皮 映西商南 33 ,3Z,, }

’ 9 山西白皮 山西太谷 3 7’ , `̀

1110 四 川 荐 湖南缓宁 2 6
.

3 5
`

...l
“ 5 商南笨黑皮 陕西商南 33 ,32’

:::

}
“ 0 山西萦皮 山西太谷 3 7

’
3̀̀

1112 毕节大蒜 贵州毕节 2 7
.

19
`

lll{
3“ 商南莱大蒜 映西商南 3 3’3 ,,

} “ 抽林白皮 映西 . 林 ” 8
’
` 8

`̀

一一2 江孜大蒜 西藏江孜 2 8
·

55
,

,,1
3, 留 坝 白苏 侠西留很 3 3’3 6

’’

}
` , 民乐大苏 甘常民乐 ” 8

’

2 8
`̀

1113 沮江红七星 四川成那 3 0
.

40 ,

1111
38 丹 凤 火 苏 映西丹风 33

.

““ }
` 3 银 J, l白皮 宁 x 平罗 3 8

’
55

`̀

1114 五 风 蒜 四川成都 3 0’ 4。 ,

}}}1
3 , 商 县 黑 皮 陕西商县 3 3’5 z ;;;

}
6̀ 侧 llt 皮 宁x 平萝 3 8’5 5

’’

1115 二 水 早 四川成都 3 0’ 40
`

llll
` ” 兴 平 白 皮 映西兴平 “ ,’1 了

{{{

}
“ 5 天津红皮 天津 ” 9’0 8’’

1116 云 顶 早 四川金堂 3 0
0

52
`

}}}l “ 改 “ 蒜 映西兴平 3,’l 8’ }}}

!
““ 土城小井 内派和林格尔 ` 0’4 rrr

1117 金 堂 早 四川金堂 3 0’ 52
,

{{{!
毛2 蔡家坡七叶 映西歧山 ” 4’2 了了 }

` , 土城大共 内I和林格尔 ` 0’ “
`̀

1118 软 叶 苏 四川彭县 30’ 56’ llll
` 3 蔡家坡九叶 映西歧山 34 ,28

`̀

1 68 呼市大舞 内 , 呼和浩特 4 0’ 53’’
1119 彭县早热 四川彭县 ” 0’5 引引1

4̀ 宝 鸡 火 蒜 映西宝璐 34 ,28
`̀

}
6, 白皮殉牙瑟 辽宁断民县 4 2’’

2220 彭县中热 四川彭县 30’ S6,,
l

` 5 三 月 黄 谈西大荔 34’ 4s’’
}
’ 0 开旅大蒜 辽宁开板 ` 2” ““

2221 彭县晚熟 四川彭县 30’ 56
`̀

1
4 6 红 皮 笨 蒜 映西大荔 3̀

’
4̀̀
1

7̀ 阿拉木图急 哈萨克 今2
’
`口口

2222 井定 2号 上海弃定 31 ,2 4’’
l
毛7 苍 itJ 大 荞 ILJ东苍山 34

`
5““
1

7“ 伊宁红皮 断班乌香木齐 4 4’’

222 5 太仓白荞 江苏南京 3 2
.

0 4
`̀

l
毛“ 陇 县 火 苏 陕西跳县 3’ ,54

’’

}
7 3 育木萨尔白皮 新. 乌晋木齐 ` 4

’’

222一 徐州白苏 江苏南京 32
. 0一`̀

l
名, 竹 叶 青 映西 . 县 34 ,

,,

l
’ 4 阿城白皮 黑龙江阿城 今5

’
3口口

2225 襄樊红落 溯北襄樊 32
. 05

,,

. 50 扭 县 红 皮 映西扭县 3 4 .

55’’ 1 7 5 阿城盆皮 吕龙江阿城 4 5
’
3口口

2 结 果

将 75 个品种
,

用上述 31 个性状进行系统聚类
。

通过对 5 种数据标准化方法 (极差法
、

总和标准化
、

最大值标准化
、

平均值法
、

标准差法 )和 8 种聚类方法 (最长距离法
、

最短距离

法
、

中心线法
、

可变法
、

类平均法
、

重心法
、

可变类平均法
、

离差平方和法 ) 的比较
,

表明极差

标准化的效果最好
,

最长距离法是大蒜系统分类的最佳方法
。

聚类结果如附图所示
。

在距

离 2
.

74 处
,

全部供试材料归为一类
;
在距离 2

.

61 处 ( 73 步与 74 步飞跃位置的中点 )
,

大

蒜品种分为二大类
,

即双层蒜衣类型和单层蒜衣类型
,

反映了大蒜品种的基本变异
;
在距

离 1
.

92 处 (6 9 步与 7 0 步飞跃位置的中点 )
,

全部材料分为六类
。

如果以 2
.

61 处作为划分

变种的分割线
,

1
.

92 处作为划分品种群的分割线
,

则大蒜品种可分为二个变种
、

六个品种

群
.

二个变种分别定名为双层蒜衣变种 ( A l zi u m s a t i v u m L
.

v a r
.

厉 s eP t a t u m L u e t F a n
)和

单层蒜衣变种 ( A l l i u m : a t i v u m L
.

v a r
.

u n is e p t a t u m L u e t F a n )
,

各包括三个品种群
,

它们

分别包括以下品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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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层蒜衣变种

品种群 I 包括 5 3
,

4 8
,

3 3
,

4 7 , 4 9
,

3
,

7
,

9
,

8
,

3 4
,

3 8
,

3 9
,

2 2
,

2 3
, 5 0

,

2 0
,

2 1 2 5
,

3 2
,

2 6
,

3 0
,

3 1 , 2 8
,

1 5 , 2 7
,

19 , 3 6 , 4 4 , 4 5
,

3 7 , 4 3 , 4 2
,

1 3
,

1 6
,

17 及 1 4 共 3 6 个 aUP 种
。

这一类群分布于

北纬 22
。

一 35
。

的低纬和中纬地区
,

其中 3 1
。

一 3 50 地区的品种占该类群的 89 %
,

基本上都可

抽整
。

品种群 I 包括 1
,

2
,

18
,

10
,

5及 6 共 6 个品种
.

这一类群分布于北纬 31
’

以南的低纬

地区
,

为不抽墓或半抽签类型
,

且蒜瓣排列层数在 3 ~ 5 层之间
。

品 种群 I 包括 5 4
,

6 4
,

5 1
,

6 6
, 6 2

,

5 5及 1 2 共 7个品种
。

除 1 2 外
,

这一类群分布于高

纬地区 (北纬 3 5
0

一 4 0
0

)
,

1 2 虽 然位于 2 8
0

5 5
,

的低纬地区
,

但海拔高度在 4 5 0 o m 左右
,

与

本类群其他品种所处的生态环境很相近
。

这类品种在原产地春季播种
,

可以抽蔓
,

引入本

试验地后
,

却不能正常抽墓
,

且蒜头变小
,

说明这一类群适应性较差
.

单层蒜衣变种

品种群 N 包括 5 9
,

4 6
,

5 6
,

4 1
,

2 4
,

5 7
,

5 3
,

4 , 4 0
,

1 1
,

7 2
,

7 3 , 7 0 ,

7 5 及 6 7 共 15 个品种
。

这一类群地理分布较广
,

在北纬 23
。

一 4 60 之间
,

基本上都可抽盖
,

不发生 S G o
.

品种群 v 包括 29
,

65
,

60 及 71 共 4 个品种
。

这一类群分布于北纬 32
。

~ 43
。

的范围

内
,

在未进行低温诱导的情况下
,

一般不发生或轻微发生 S iG
.

品种群 VI 包括 5 8
,

6 1
,

6 9
,

5 2
,

6 3
,

6 8 及 7 4 共 7个品种
。

分布于北纬 3 7
0

~ 4 6
0

的高纬

地区
。

一般不抽整或为半抽墓
,

蒜瓣长而背宽窄
,

且蒜瓣排列层数在 3 ~ 7 层之间
。

通过判别分析
,

筛选出各品种群的区别性状
,

并结合各品种群特点
,

给出以下检索表
:

1
.

蒜衣双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双层蒜衣变种

2
.

出苗期短
,

一般为 16 ~ 33 d
,

分布于低
、

中纬地区
,

秋季播种
.

3
.

蒜瓣排列 2层
,

抽签性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品种群 l (抽 ! 大蒜品种群 )

3
.

3
.

蒜瓣排列 3~ 5层
,

为不抽签或半抽盆
· · · · · · · · ·

”
· · · · · · ·

… … 品种群 , (不完全抽签大蒜品种群 )

2
.

2
.

出苗期长
,

一般在 17 5 d 左右 ;分布于高寒地区
,

春季播种
。 · · · ·

”
· · ·

… … 品种群 I (春蒜品种群 )

1
.

1 蒜衣单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层蒜衣变种

4
.

蒜瓣排列 2 层
.

5
.

叶片较长
,

为 61
c m 左右

;

一般不发生以〕。
,

但 S iG 普遍发生
。

… … 品种群 VI (长叶大蒜品种群 )

5
.

5 叶片较短
,

为 45
c m 左右

,

一般不发生或轻微发生 S G i及 S GO
.

“
·

… 品种群 v (短叶大蒜品种群 )

4
.

4
.

蒜瓣排列 3~ 7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品种群 协 (多层蒜瓣大蒜品种群 )

检索表 中各品种群特征是 由各品种在本试验地的性状表现归纳出来的
,

品种群后括

号内的名称是为了称呼方便
,

根据品种群的主要特征给的
。

3 讨 论

前人对大蒜的分类
,

主要依据一个或少数几个性状进行
。

其分类结果是经验性的
,

主

观性很强
,

很难反映大蒜复杂而多样的变异
,

也难以揭示大蒜性状的演化特点
。

只有借助

数量分类学的方法才能克服上述弊端
,

对大蒜品种做出客观的分类
.

本研究正是采用数量

分类学的分析方法
,

形成了大蒜品种的系统分类
.

关于园艺植物品种分类的标准
,

俞德浚
〔 , 〕
建议应从种的分类基础出发

,

以品种系统作

为第一级
,

品种群作为第二级
,

其中一个种的变种可列为品种系统
。

因而
,

对于大蒜品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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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

首先将大蒜作为一个种对待
,

然后采用 《国际植物命名法规 .)[
〕
中常用的变种作为分类

的第一等级
,

以品种群作为第二等级
。

这两个分类等级
,

基本反映了大蒜性状变异的层次

性
。

在本分类中
,

蒜衣层数作为一个重要性状
,

将大蒜分为二个变种
。

我们对大蒜性状的

特征分析表明
:

一般蒜衣为一层的大蒜品种
,

越冬期叶片夹角较大
,

有较强的抗寒性
;
蒜衣

为二层的大蒜品种
,

越冬期叶片夹角较小
,

抗寒性不如蒜衣为一层的品种
,

而且冬期叶片

继续生长
。

这样
,

双层蒜衣的大蒜品种便更适合于低
、

中纬地区冬季比较温暖的生态环境
。

说明蒜衣层数的变化
,

拓宽了大蒜的适应范围
,

为大蒜生态型的分化提供了可能性
。

双层蒜衣变种为三个品种群
,

其中不完全抽荃大蒜品种群和春蒜品种群抽墓性差
,

前

者是 由其遣传性决定的
,

是大蒜长期演化的结果
;后者是因为适应性差

。

出苗期长短反映

了大蒜的季节性变异图
,

春蒜品种群分布于冬季严寒
、

大蒜难以越冬的地 区
,

因而在这些

地 区一般为春播
,

引种到杨陵 9 月份播种后
,

出苗期很长
;
抽墓大蒜品种群和不完全抽墓

大蒜品种群分布于低
、

中纬冬季 比较 温暖的地区
,

大蒜能安全越冬
,

并在冬前有一定的生

长量
,

因而一般为秋播类型
。

在杨陵 9 月份播种后
,

出苗期较短
。

另外
,

聚类结果也表明
,

抽签大蒜品种群和春蒜品种群亲缘关系较近
,

两者均可抽墓
,

蒜瓣排列层次均为两层
。

说

明春蒜品种群很可能来源于抽墓大蒜品种群
,

是 由低
、

中纬冬季 比较温暖的地区引入高寒

地区的
。

这一点
,

为高寒地区的大蒜引种提供了依据
。

对于单层蒜衣变种的三个品种群
,

其区别性状主要为蒜瓣排列层数
、

叶片长这二个性

状
。

蒜瓣排列层数依品种种类而异
〔`

· ’ · `〕
.

在本分类 中
,

长叶大蒜品种群和短叶大蒜品种群

蒜瓣排列层数一般为 2 层
,

而多层蒜瓣大蒜品种群蒜瓣排列层数为 3一 7 层
。

T a k eo m i[, 〕

在研究大蒜育性时
,

曾注意到叶片长这个性状
,

认为该性状与大蒜育性有关
。

本研究表明
,

单层蒜衣变种的三个品种群
,

叶片长有明显差异
,

其中长叶大蒜品种群叶片较长
,

短叶大

蒜品种群叶片较短
,

多层蒜瓣大蒜品种群叶片长中等
。

此外
,

从这三个品种群的抽墓性看
,

长叶大蒜品种群和短叶大蒜品种群可抽签
,

而多层蒜瓣大蒜品种群一般为不抽共或半抽

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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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动态
。

国际发展农业保险学术研讨会在本校举行

1 9 9 4 年 4 月 25 日至 28 日
,

由中国和加拿大合作举办的
“
国际发展农业保险学术研

讨会
”
(I SA I D

` 9 4) 在本校举行
。

这是在我国召开的第一次国际农业保险学术会议
,

在亚洲

也是首次
.

本次会议的组织者是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
、

西北农业大学和华中农业大学
,

具

体由我校承办
。

出席本次会议的代表共计 93 人
,

其中海外代表 18 人
。

国内代表主要是高

等农业院校
、

财经院校和科研院 (所 ) 的学者
,

财政部
、

农业部等部门政府官员
,

以及中国人

民保险公司系统的有关专家
.

海外代表主要是来自美国
、

加拿大和台湾等地区高等院校的

资深教授和政府部门主管农业保险的官员
、

专家
,

以及加拿大两个省农作物保险公司的研

究人员
。

提交本次大会学术论文共计 “ 篇
,

近 40 位代表在大会和小组讨论中发言
,

就不

同国家和地区
、

我国各地农业保险发展历史
、

现状
、

经验
、

农险组织制度
、

农险风险区划和

费率分区
、

农业保险发展模式
、

农业灾害损失补偿方式
、

农民年金保险
、

农业保险法律法规

诸方面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探讨
。

这次研讨会对于加强农业保险理论研究
、

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全面推行农业保险的

发展道路
,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会后
,

中国农业出版社将为本次研讨会出版论文集
。

大

会组委会还倡议并筹备成立
“
国际农业保险发展交流协会 (I A ID E A )

” ,

以便广泛地
、

经常

性地开展国际间农业保险学术交流和技术合作
,

促进世界各国农业保险事业的发展
。

(丁少群 龙清林 )

我校第十届科学论文讨论会圆满结束

我校第十届科学论文讨论会于 1 9 9 4年 4 月 23 日圆满结束
。

这次论文讨论会共收到

论文 2 06 篇
,

海内外学者和德国李 比西大学
、

世界粮农组织等单位的国际友人数百人参加

了讨论
。

论文讨论会共分
“

市场经济与农村发展
” 、 “
现代动物科学研究与 21 世纪发展预

测
” 、 “

社会发展与植物保护
” 、 “
现代园艺科学与发展对策

” 、 “

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科学

技术与对策
” 、 “

市场经济与农业工程发展
”

等六个专题进行
。

(李斌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