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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航天搭载后的龙果黄瓜为基础材料， 选育出了优良变异白黄瓜品系 05-33-6-1-2-49， 在 2013—
2014 年的多点区域试验中， 05-33-6-1-2-49 的 2 a 前期平均折合产量为 20.4 t/hm2， 较对照品种龙果黄瓜增产
12.90%； 平均折合总产量为 30.6 t/hm2， 较对照品种龙果黄瓜增产 15.3 %， 增产效果显著。 通过 SRAP 分析， 证
明用搭载后的材料选育出的新品系与搭载前产生了 DNA 水平上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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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on�the�results�of� the�cucumber�cultivar�Longguo�by�space�mutation�as� the�basic�material， the� fine�variation�of�
the� white� cucumber� strain� 05-33-6-1-2-49� is� selected.� In� 2013�— 2014，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early� average� yield� of�
05-33-6-1-2-49� is�20.4� t/hm2， and� the�yield�of�cucumber� increased�by�12.90%�compared�with� that� of� the�control� cultivar�Longguo� in�
the�multi� -� point� regional� test� results.�However， the� average� total� yield� of� 05-33-6-1-2-49� is� 30.6� t/hm2， and� the� yield� of� cucumber�
increased� by� 15.3%� compared�with� that� of� the� control� cultivar.� Through� the� SRAP� analysis， it� is� proved� that� the� new�white� cucumber�
strain�05-33-6-1-2-49�produced�a�variation�on�the�DNA�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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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诱变白黄瓜品系 05-33-6-1-2-49的选育

种质资源是农业文明的火种， 更是农业科研
的基础。 由于目前的科技水平有限， 人类还不具
备创造基因的能力， 只能在生物体之间转移、 复
制或修饰基因， 因此植物育种工作实质上是植物
种质资源的再加工［1�］。 航天育种又叫农业空间诱
变育种或太空育种， 是指利用返回式卫星或飞船
将农作物种子带到 200～400�km 的太空环境， 利
用太空特殊环境（空间宇宙射线、 微重力、 高真
空、 弱磁场等因素）对农作物种子进行诱变， 再返
回地面， 选育出新种质、 新材料， 培育出新品
种［2�］。 航天诱变的特点是变异幅度大， 变异性状稳
定较快， 有利于加速育种进程， 缩短育种周期［3�］。

黄瓜属葫芦科黄瓜属， 是世界十大蔬菜之一， 因
清香爽脆的独特风味一直是人们喜食的主要蔬菜
之一。 作为重要的果菜类蔬菜， 果实品质一直是
黄瓜育种研究的重点［4�-�9�］。 西部航天育种基地和甘
肃省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通过航天搭载， 选育
出了优良变异白黄瓜品系 05-33-6-1-2-49。
1���选育经过

以 2002 年 12 月 30 日至 2003 年 1 月 5 日在
神舟四号飞船上搭载天水地方品种龙果黄瓜（自命
名）的种子为基础材料， 返回地面后开展选育。
1.1 选育过程

2004�—2006 年在西部航天育种基地经开展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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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共选育了 5 代， 其中第 1 代就分离出了瓜皮
黄白的单株（种植总株数 68 株， 变异率为 1.57%），
编号为 05-33 进行单株采种； 第 2 代在瓜条绿色
的搭载后代中又有 3 株瓜皮黄白色的单株出现（种
植总株数 102 株， 变异率为 2.94%）； 第 3 代在瓜
条绿色的搭载后代中出现 1 株瓜皮黄白色的单株
（种植总株数 170 株， 变异率为 0.59%）， 以后在瓜
条绿色的搭载后代中没出现瓜条白色的单株。 对
05-33 一直进行以选早、 选雌花多、 口感佳为目标
的定向选择， 第 5 代编号为 05-33-6-1-2-49 单
系， 主要农艺性状完全稳定一致。 性状稳定后转
入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进行杂种优势利用。
1.2 搭载前及性状稳定后性状对比

搭载前的龙果黄瓜生长势中等、 叶片大小中
等 、 瓜 色 绿 、 始 瓜 节 位 3 ～5 节 。 品 系
05-33-6-1-2-49 生长势弱、 叶小、 瓜色黄白、 始
瓜节位 3～4 节。 由此可见， 品系 05-33-6-1-2-�
49 与龙果黄瓜相比， 在性状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2���产量表现
2.1 品比试验

2012�—2013 年在天水市秦州区西十里塑料大
棚对白黄瓜品系 05-33-6-1-2-49 进行品比试验，
以龙果黄瓜为对照品种。 品系 05-33-6-1-2-49 两
年前期平均折合产量为 19.2�t/hm2， 较对照前期平
均折合产量 17.0�t/hm2 增产 12.94%； 2�a 平均折合
总产量为 39.0�t/hm2， 较对照平均折合总产量 34.6�
t/hm2 增产 12.72%， 表现出较好的丰产性。 其中
2012 年品系 05-33-6-1-2-49 前期折合产量为
17.6� t/hm2， 较对照前期折合产量 15.7� t/hm2 增产
12.10%； 折合总产量为 41.2�t/hm2， 较对照折合总
产量 37.3�t/hm2 增产 10.46%。 2013 年品系 05-33-�
6-1-2-49 前期折合产量为 20.8�t/hm2， 较对照前期
折合产量 18.3�t/hm2 增产 13.66%； 折合总产量为
36.9� t/hm2， 较对照折合总产量 31.9� t/hm2 增产
15.67%。
2.2 多点区域试验

2013�—2014 年在天水市武山县、 甘谷县、 秦
州区及陇南市成县进行多点区域试验， 对照品种
为龙果黄瓜。 品系 05-33-6-1-2-49 两年前期平均
折合产量为 20.4�t/hm2， 较对照增产 12.90%； 平均
折合总产量为 30.6�t/hm2， 较对照增产 15.3%， 增
产效果显著。

3���SRAP 分析
用 CTAB 法提取新鲜叶片总 DNA， 通过 SRAP

技术体系 （反应在 TGRADIENT�Whatman�Biometra�
PCR 仪 上 进 行）。 扩 增 程 序 为 94� ℃ 预 变 性
5min， 94�℃变性 1�min， 35�℃复性 1�min， 72�℃延
伸 1�min， 5 个循环； 94�℃变性 1�min， 50�℃复性
1�min， 72�℃延伸 1�min， 35 个循环， 最后 72�℃延
伸 10�min， 4�℃保存。 扩增产物用 6%聚丙烯酰胺
凝胶电泳检测， 银染， 在凝胶成像系统下扫描成
像。

用 36 对 SRAP 引物对龙果黄瓜、 品系 05-�
33-6-1-2-49 的基因组 DNA 进行 SRAP-PCR 扩增
检测， 结果显示， 36 对引物均扩增出条带， 共扩
增出 900 条带， 平均每个引物组合扩增条带数为
25 条。 其中 21 对引物扩增的条带无差异， 15 对
引物扩增出差异条带。 现以有差异条带的一对引
物 Me3Em22 为例， 来说明经航天搭载后黄瓜材料
在 DNA 水平上所产生的变异情况。 如图 1 所示，
引物 Me3�Em22 的扩增结果： 搭载前龙果黄瓜扩增
出 24 条带， 品系 05-33-6-1-2-49 扩增出 25 条
带， 与龙果黄瓜相比增加 1 条带， 大小约为 600�
bp。

SRAP 分析结果表明， 航天搭载后选育出的品
系 05-33-6-1-2-49 与搭载前的龙果黄瓜相比产生
了 DNA 水平上的变异， 变异幅度较大， 以致在生
长势、 叶大小、 瓜色、 始瓜节位等性状上发生了

图 1 引物Me3 Em22 扩增的电泳结果

（1为龙果黄瓜， 2 为品系 05-33-6-1-2-49， 3 为白地黄瓜， 4
为航育黄瓜 1号， M为 Marker�DL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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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秋葵品种在酒泉市日光温室的引种观察初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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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酒泉市日光温室内， 对引进的 8个秋葵品种进行了引种观察， 结果表明， 8 个秋葵品种在酒泉市
日光温室均能正常成熟。 其中以酒引 5 号折合产量最高， 为 23 250.00 kg/hm2； 酒引 7 号、 酒引 4 号折合产量较
高， 分别为 21 104.17 、 21 020.83 kg/hm2。 综合考虑认为， 酒引 5 号、 酒引 7 号、 酒引 4 号这 3 个品种的丰产
性、 适应性、 商品性等综合表现好， 适宜在酒泉市日光温室推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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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葵为锦葵科秋葵属一年生草本植物， 原产
于非洲， 为耐热作物， 是一种具有较高营养价值
的新型保健蔬菜， 在药用及加工方面也具有很高
的经济价值［1�-�5�］。 我国从印度引进， 已经种植了约
60�a， 在全国各大城市周边都有少量栽培。 近年
来，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保健意识的加强，
秋葵在我国南北各地的种植都呈迅速发展的趋势。
为增加酒泉市特优蔬菜品种， 甘肃省酒泉市农业
科学研究院于 2015 年从上海、 江苏、 山东等地引

进了 8 个秋葵品种在酒泉市日光温室内进行了引
种试验， 以期为酒泉市日光温室种植秋葵提供依
据。
1���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供试秋葵品种分别为酒引 1 号、 酒引 2 号、
酒引 3 号、 酒引 4 号、 酒引 5 号、 酒引 6 号、 酒
引 7 号、 酒引 8 号， 均由酒泉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提供。

。。。。。。。。。。。。。。。。。。。。。。。。。。。。。。。。。。。。。。。。。。。。。。。。。。。。。
明显的变化， 特别是瓜色从绿色变为黄白色。
4���特征特性

品系 05-33-6-1-2-49 生长势弱， 分枝多， 叶
柄中长， 叶片小， 叶色深绿， 叶形心脏形， 卷须
多， 雌花多， 瓜皮黄白色， 瓜形长棒， 顶略尖，
瘤明显， 刺较多， 瓜把长， 口感佳。
5���适宜地区

品系 05-33-6-1-2-49 适宜在天水市渭河川道
区及类似地区的日光温室、 塑料大棚及露地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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