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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观赏园艺研究进展（2012）》共收录论文稿件160余篇，经评审录用138篇。
其中种质资源14篇，引种与育种26篇，繁殖技术21篇，栽培生理21篇，抗性生理16篇，应用研究35篇
，有害生物控制2篇，花卉产业与经营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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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3样品选择 2.3.1取样策略 取样策略是指从资源中选取一部分样品构建核心种质的
方法，这是核心种质构建过程中关键的一步，总的来说可以分为系统取样和随机取样两种，实践中常
常把这两种方法结合使用。
 （1）随机取样完全随机取样策略，即R策略，该策略在整个资源的基础上对所有的材料都同等的对待
，完全在整个资源中随机取样。
该策略的取样结果代表性差，尤其对那些在整个资源中所占的比例很小而变异大的材料有效性低；一
般不会单独使用，实践中需要与系统取样策略相结合。
张睿骊（2008）在报春花初级核心种质构建研究中，采用以系统取样为主，随机取样结合的方法进行
其资源的调查取样。
徐海明等（2004）通过实验证明：随机取样的方法不如优先取样法和偏离度取样法那样很好地保存原
群体的变异幅度。
李银霞等（2007）对56份桃初级核心种质的形态农艺性状的数据，按聚类取样方法和完全随机取样方
法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聚类取样方法优于完全随机取样方法。
 （2）系统取样系统取样是建立在对整个资源进行分组的基础上的，具体的可以分为C策略、P策略
、L策略、S策略、H策略、G策略六种。
 C策略：不管每个组的材料数量是多少，都随机选取同样多数量的材料作为本组的代表。
明军等（2005）采用C策略和G策略构建梅花品种的核心种质。
 P策略：每个组的取样比例与该组材料种类占资源总数的比例是一样的。
该策略比较适用于各组的数量差异较大，并且遗传多样性与数量呈正比例关系。
Raamsdonk等（2000）采用P策略和G策略构建了郁金香的核心种质。
 L策略：各组的取样比例取决于整个组内资源份数的对数值占各组对数值之和的比例。
该策略可以部分的修正核心种质中多样性的偏离。
 S策略：各组取样比例取决于整个组内资源份数的平方根值占各组平方根之和的比例。
该策略与L策略基本相同，都是对修正后的数据进行取样。
顾翠花（2008）在构建紫薇、南紫薇的核心种质时先依据地里来源、生态类型、品种类别的信息对总
体进行分组后，在组内采用按平方根取样策略确定样本量。
赵冰（2008）在蜡梅核心种质的构建中使用了平方根取样的方法进行样本的确定。
 G策略：各组的取样量取决于由组内多样性占整个资源多样性的比例。
该策略适用于可以获得每个材料的遗传变异和多样性信息。
 H策略：也是G策略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是有分子标记方法发展而来的。
 2.3.2取样比例 取样比例的确定是核心种质构建过程中的另一关键点。
抽样比例高会导致选取的核心种质中有过高的冗余种质，较低的抽样比例又会使得重要的遗传材料丢
失。
Brown（1989）指出核心种质一般占整个资源的5％～10％。
或总量不超过3000份。
实践中，取样比例大小依据资源总量的大小确定，而不是遵守某一特定的比例，一般而言，总量大的
取样比例可以适当小点，总量小的取样比例要适当增大，不同的群体大小适用的取样比例是不一样的
。
其次，通常会对原始资源进行一定的分组，然后再在每个小组内取样，最后把取样结果汇合。
再者，对于一些具有特别的性状的种或是品种，或是稀缺资源，应该直接列入到核心种质库中，不需
要进过比例的筛选。
 刘勇等（2006）在110份柚类资源中选取了25个样本作为核心种质，保留了初始资源的22.73％。
白成科等（2009）对48份山茱萸种质进行了分析，获得原始种质30％的核心种质资源库。
章秋平等（2009）以447份普通杏为材料，采用S策略获得了占总体25％的初级核心样本集。
白成科等（2010）对40份黄芩进行分析筛选出原始种质30％的样品构建核心种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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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核心种质的管理 完成核心种质的构建以后，要进行科学合理的管理，保证核心种质的有效性。
李自超等（1999）指出核心种质应该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群体，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不同的植物材料有不同的特点，有的植物材料用于构建核心种质库的数据很有可能是不完整，这就需
要我们随着所获得数据的增加而不断地更新已经建成或者正在构建的核心种质，以此保证核心种质的
完整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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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观赏园艺研究进展(2012)》充分挖掘我国特有的花卉种质资源，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商品
花卉新品种，打破花卉发达国家的品种垄断，是振兴民族花卉产业的必由之路，因此，花卉育种研究
是花卉科技创新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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