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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归新品系“犇犌犃２００００２”与对照品种的遗传差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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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归新品系“ＤＧＡ２００００２”是利用兰州重离子加速器研究装置（ＨＩＲＦＬ）对“岷归１号”进行

重离子束辐照选育出来的。与岷归１号相比，ＤＧＡ２００００２表现出更强的抗病性，产量也有较大提

高。对这两个品种的表型、品质及遗传差异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为将来进一步选育产量高、品质好

及抗逆性强的新品种提供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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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甘肃省岷县、渭源、漳县、宕昌一带有１７００多

年的当归栽培历史，在这漫长的栽培过程中，田间

栽培种分离出紫茎、绿茎、大叶型、小叶型、植株

开张型和植株紧凑型等多种类型［１］。ＤＧＡ２００００２

是对当归的优良品种“岷归１号”种子进行重离子束

辐照选育出的新品系。与岷归１号相比，ＤＧＡ２０００

０２表现出更强的抗病性，产量也有较大提高，因此

本文将对这两个品种进行比较鉴别。ＤＮＡ随机扩

增多态性分析（ＲＡＰＤ）
［２］是利用一系列不同的碱基

顺序随机排列的寡聚核苷酸单链为引物，通过

ＤＮＡ多聚酶链式反应（ＰＣＲ）技术，以目标植物基

因组ＤＮＡ为模板扩增出ＤＮＡ片段，最后利用琼

脂糖凝胶电泳进行分离。具有遗传差异的品种可以

通过 ＲＡＰＤ 分析表现出不同的差异电泳条带，

ＲＡＰＤ扩增产物的多态性反映了基因组ＤＮＡ的多

态性。在 本 项 研 究 中 将 利 用 ＲＡＰＤ 技 术 对

ＤＧＡ２００００２和岷归１号进行遗传差异分析。

２　材料与方法

　　当归新品系“ＤＧＡ２００００２”是采用兰州重离子

加速器研究装置（ＨＩＲＦＬ）提供的不同能量重离子

束处理当归“岷归１号”干种子，然后按作物新品种

选育程序进行逐级选择选育出的当归新材料［３］。本

选育工作在定西地区旱农科研推广中心进行。

２．１　形态学分析

　　２００６年６月２日将ＤＧＡ２００００２和岷归１号的

种子分别撒播在按相同条件处理的苗床上，９月６

日观测两个品种的地上形态特征：叶片的长和宽、

叶脉的色泽和绒毛、叶柄的色泽及长、株高等。１０

月２１日挖苗储藏，此时检测两个品种的根部特征，

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３年后当归的产量高低。

２．２　犚犃犘犇分析

　　采用ＣＴＡＢ法提取两个当归品种幼嫩叶片中

的ＤＮＡ。２０μｌＰＣＲ体系：缓冲液，２μｌ；ｄＮＴＰ，

０．５μｌ；引物，１．０μｌ；Ｔａｑ酶，０．２μｌ；ＭｇＣｌ２，１．８

μｌ；Ｈ２Ｏ，１２．５μｌ；模板，２μｌ。

　　ＰＣＲ扩增程序：９４℃ 预变性３ｍｉｎ；９４℃

３０ｓ，３６℃６０ｓ，７２℃９０ｓ，４０个循环；７２℃ 延

伸５ｍｉｎ；４℃ 终止反应。

　　扩增完成后在１％琼脂糖凝胶上电泳，利用凝

胶成像系统记录实验结果。

　　采用的４条随机引物（上海生工生物工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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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序 列 是：Ｓ１８０∶５’ＡＡＡＧＴＧＣＧＧＣ３’，

Ｓ２９１∶５’ＡＧＡＣＧＡＴＧＧＧ３’，Ｓ３９６∶５’ＡＧＧＴ

ＴＧＣＡＧＧ３’和Ｓ４３２∶５’ＣＡＣＡＧＡＣＡＣＣ３’。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形态学分析

　　叶脉、叶柄的颜色及表皮毛的分布在两个品种

间无显著差异（见表１）。从叶片表型上看，“岷归１

号”叶 片长 宽比为 １．４４（以平 均值计算），而

ＤＧＡ２００００２为１．１９（以平均值计算），ＤＧＡ２０００

０２的叶片较岷归１号宽短，植株表现较矮壮。从根

的形态特征来看（见表 ２），与岷归 １ 号相比，

ＤＧＡ２００００２的根质量较高，根长及侧根数均比对

照植株高。

表１　 岷归１号和犇犌犃２００００２的苗期地上部形态特征

品种
叶片

长／ｃｍ 宽／ｃｍ

叶脉

色泽 柔毛

叶柄

色泽 长／ｃｍ
株高／ｃｍ

岷归１号 ２．６４±０．１８ １．８３±０．０８ 淡紫 较疏 紫 ２．９４±０．２２ ７．０８±１．２５

ＤＧＡ２００００２ ２．４１±０．３０ ２．０２±０．１３ 淡紫 较疏 紫 ２．６７±０．１４ ６．７３±１．１２

表２　岷归１号和犇犌犃２００００２的根的形态特征

品种
单株根重

／（ｇ／ｐｌａｎｔ）

根长

／ｃｍ

侧根数

（ｎｕｍｂｅｒｓ／ｐｌａｎｔ）

岷归１号 ０．６２±０．０８ １３．４２±２．０３ ０．６±０．３

ＤＧＡ２００００２ ０．７７±０．０７ １６．７４±１．８８ ０．８±０．４

３．２　遗传多样性分析

　 　 从 ＲＡＰＤ 的 结 果 （见 图 １）可 以 看 出，

ＤＧＡ２００００２和其对照品种“岷归１号”具有一定的

遗传差异。图１显示以上４条引物进行ＰＣＲ扩增

的结果，其中引物Ｓ１８０在两个品种中均没有条带；

Ｓ２９１扩增的结果显示，在有３条共同条带出现的同

时，两个品种各出现一个特异条带（分别在６００和

２００ｂｐ左右）；Ｓ３９６在两个品种中除在２５０—１００

ｂｐ之间有３条共同的条带外，新品系ＤＧＡ２００００２

在５００—２５０ｂｐ之间有２条特异条带；Ｓ４３２在新品

系ＤＧＡ２００００２中未出现条带，而在“岷归１号”中

有３条特异条带（分别位于６００，５５０和３００ｂｐ附

近）。这一结果说明，ＤＧＡ２００００２相对于对照品种

“岷归１号”有一定的变异，存在遗传学差异，表现

出具有遗传多态性位点。

图１ 岷归１号与ＤＧＡ２００００２的ＲＡＰＤ电泳图谱

箭头指示差异条带的位置；ａ为岷归１号，ｂ为ＤＧＡ２００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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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结果分析可知，ＤＧＡ２００００２与“岷归１

号”虽有一定的形态学差异，但很难用肉眼分辨，而

利用ＲＡＰＤ可以对两个品种进行鉴别。初步结论为

ＤＧＡ２００００２是区别于“岷归１号”的一个重离子辐

照后诱变筛选成功的新品系。

　　作为我国传统的重要中药之一
［４］，当归的使用

历史非常悠久。但因为一直属于小物种经济作物，

并受生长环境的限制，对于当归的遗传背景及品种

鉴定等方面研究才刚刚起步。在各地收购当归时也

只是简单的以单株重量作为判断品质的标准。与当

归广泛的药用价值相比，当归在种植和鉴定方面的

落后现状限制了它的进一步开发和利用。因此，利

用新的诱变手段选育新品种［５］并用新的分子生物学

方法对当归进行品种鉴定和分类比单纯利用植物生

理学的方法及形态学观察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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