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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合理高效地利用红花种质资源，按照《红花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对云南本地红
花３６份种质资源的１２项形态性状进行鉴定评价和标记记载，利用ＳＰＳＳ　１９．０软件，采用欧氏距离
和Ｆｕｒｔｈｅｓｔ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法，根据红花形态标记的相似性对红花种质资源进行系统聚类分析，研究其
遗传亲缘关系。结果表明，资源材料间形态性状差异明显，３６份红花资源材料划分为四大类群。
第Ⅰ类群包含１４份材料，主要形态特征表现为叶缘除ＹＮ－２ｍｒ为浅裂外，其余均为锯齿；叶形以卵
形居多，椭圆形及长椭圆形次之；种子形状为椭圆。第Ⅱ类群包含１１份材料，主要特征为叶缘多为
锯齿，深裂和浅裂次之；叶形及外部苞片形状均以披针形为主。第Ⅲ类群包含３份材料，主要特征
是种子形状全部为月牙形，叶形多为卵形，花色多为橘红色。第Ⅳ类群包含８份材料，主要形态特
征是叶缘为全缘和锯齿各占一半，叶形多为椭圆形，披针形和卵形较少；叶刺多为少刺，无刺次之；
外部苞片刺数均为无，花色多为橘红，红色次之，果球大，单株果球数多，该类群材料宜作为育种杂
交亲本予以利用。由此，明确了红花种质资源的不同类型，可根据育种目标选择性状互补的亲本配
制组合，为选育红花新品种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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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花（Ｃａｒｔｈａｍｕｓ　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ｕｓ　Ｌ．）属菊科红花属，
又名黄兰、红兰花、草红花、菊红花，为１年生草本双

子叶植物，是一种花油两用、栽培历史悠久的经济作

物。联合国粮农组织于１９７３年开始将红花作为油

料作物 正 式 列 入《联 合 国 粮 农 组 织（ＦＡＯ）生 产 年

鉴》的统计项目内。红花油是世界公认的具有保健、
美容功效的功能性食用油，在国际上被称为“绿色食

品”，其亚油酸含量是所有已知植物油中最高的，达

８０％，号称“亚油酸之王”［１］。我国红花栽培 历 史 悠

久，主要集中在新疆，其次为四川、云南、河南、河北、
山东、浙江、江苏等省份，种植面积约６．６万ｈｍ２，主
要是药用，部 分 油 药 兼 用［１－４］。云 南 独 特 的 气 候 和

生态环境 造 就 了 丰 富 多 样 的 红 花 种 质 资 源 类 型。
本研究经 过 多 年 田 间 试 验，对 红 花 种 质 资 源 的 主

要形态性 状 进 行 鉴 定 评 价，并 根 据 形 态 标 记 的 相

似性对红 花 种 质 资 源 进 行 系 统 聚 类 分 析，明 确 了

红花种质 资 源 的 不 同 类 型，旨 在 为 红 花 新 品 种 选

育提供参考依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１０１°５２′Ｅ、２５°４４′Ｎ，海拔１　１１８．４ｍ；

年均气温２１．９℃，≥１０℃年积温７　７８６℃，持续时

间３５０ｄ，终年基本无霜，该区光热资源丰富，年日照

时间２　６７０ｈ，日照百分率６２％，全年太阳总辐射量

６４１．８ｋＪ／ｃｍ２［５］；年降 雨 量６１５．１ｍｍ；土 壤 类 型 为

砂壤土，肥力中等。

１．２　供试材料
从已收集保存的３　０００余份红花种质资源材料

中，结合田间试验依据育种目标及用途筛选株高适

宜、茎秆粗壮、果球大、单株果球数多、丰产性好的材

料３６份，均 为 云 南 本 地 红 花 资 源 材 料（表１），于

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６日至２００９年４月３０日在云南省元

谋县试验农场进行试验。

１．３　试验方法

１．３．１　试验设计　每 个 材 料 种４行，行 长１．５ｍ，
每行留壮苗１０株，行距４０ｃｍ、株距１５ｃｍ，小区面

积２．４ｍ２。田间管理措施同大田一致。

１．３．２　形态指标的测定　观 测 项 目 包 括 叶 缘、叶

形、种子壳型、种子形状等植物学特征特性，同时进

行形态性状（标记）等记载。成熟时，每个小区随机

取样５株，按 照《红 花 种 质 资 源 描 述 规 范 和 数 据 标

准》［６］进行考种，数量性状取平均值。

１．３．３　形态性状分类及编码　将１２项特征分为以

下２种性状特征：（１）数量性状：数量性状无须编码，
采用实际测得的数值直接进行数学运算；（２）多态性

状：表现为２种形态以上的性状，按照文献［６］分别

编码。

１．３．４　聚类分析　运用ＳＰＳＳ　１９．０软件，采用欧氏

距离 和 Ｆｕｒｔｈｅｓｔ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法 对 数 据 进 行 聚 类

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红花种质资源的形态性状及编码结果
从表１可以看出，在所测定的红花种质资源的

１２项形态指标中，叶缘的多样性较丰富，有全缘、锯

齿、深裂、浅裂；叶形的多样性也较丰富，有椭圆形、
披针形、卵形、长椭圆形；叶刺分为无刺、多刺、中刺、
少刺；外部苞片形状多样性次之，分为椭圆形、披针

形和卵圆形；外部苞片刺数表现出的多样性较差，分
为无、多；盛花色的多样性最丰富，有橘红、橘黄、红

色、黄色、白色共５种；种子壳型有普通、条纹、部分

壳３种；种子 形 状 有 椭 圆、月 牙 形２种。根 据 表１，
对１２项形态指标的不同性状进行编码，见表２。

·２４· 河南农业科学 第４２卷　



表１　供试红花种质资源的形态性状测定结果

材料名称 叶缘 叶形 叶刺
外部苞
片形状

外部苞
片刺数

盛花色
株高／
ｃｍ

茎粗／
ｃｍ

顶果球
直径／ｃｍ

单株果
球数／个

种子
壳型

种子
形状

ＹＮ－１ｎｏｒ 全缘 椭圆形 无刺 椭圆形 无 橘红 １２６．４　 １．３　 ２．９　 ４０．３ 普通 椭圆

ＹＮ－１ｍｏｒ 锯齿 披针形 多刺 披针形 多 橘黄 １２２．０　 １．３　 ２．７　 ２５．０ 普通 椭圆

ＹＮ－２ｎｏｒ 锯齿 椭圆形 少刺 卵圆形 无 橘红 １３０．４　 １．５　 ２．３　 ２８．４ 普通 椭圆

ＹＮ－１ｍｏｆ 锯齿 长椭圆 多刺 披针形 多 橘黄 １２３．８　 １．３　 ２．３　 ２８．０ 普通 椭圆

ＹＮ－２ｍｏｒ 深裂 披针形 多刺 椭圆形 多 橘黄 １４９．８　 １．７　 ２．４　 １９．８ 普通 椭圆

ＹＮ－１ｎｏｆ 锯齿 披针形 少刺 椭圆形 无 橘黄 １２９．０　 １．２　 ２．１　 ２８．８ 条纹 月牙形

ＹＮ－１ｎｒ 锯齿 椭圆形 少刺 椭圆形 无 红色 １３４．６　 １．３　 ２．３　 ３１．６ 普通 椭圆

ＹＮ－３ｍｏｒ 锯齿 椭圆形 多刺 椭圆形 多 橘红 １４１．０　 １．４　 ２．４　 ２５．８ 普通 椭圆

ＹＮ－２ｍｏｆ 锯齿 椭圆形 多刺 椭圆形 多 橘黄 １３２．８　 １．２　 ２．３　 ３０．４ 普通 椭圆

ＹＮ－２ｎｒ 锯齿 椭圆形 少刺 椭圆形 无 橘红 １２１．４　 １．１　 ２．３　 ２１．６ 普通 椭圆

ＹＮ－１ｍｒ 锯齿 长椭圆 多刺 椭圆形 多 橘红 １４４．８　 １．３　 ２．７　 ２１．４ 普通 椭圆

ＹＮ－４ｍｏｒ 锯齿 椭圆形 多刺 椭圆形 多 橘红 １１８．２　 １．１　 ２．２　 １８．６ 普通 椭圆

ＹＮ－５ｍｏｒ 锯齿 披针形 多刺 椭圆形 多 橘红 １３２．６　 １．２　 ２．１　 ２３．０ 普通 月牙形

ＹＮ－６ｍｏｒ 锯齿 卵形 多刺 椭圆形 多 橘红 １１９．８　 １．１　 ２．３　 ２０．２ 普通 椭圆

ＹＮ－７ｍｏｒ 锯齿 椭圆形 多刺 椭圆形 多 橘红 １３３．２　 １．３　 ２．４　 ２４．０ 条纹 椭圆

ＹＮ－８ｍｏｒ 锯齿 长椭圆 多刺 披针形 多 橘黄 １４０．６　 １．３　 ２．５　 ２１．６ 普通 椭圆

ＹＮ－９ｍｏｒ 锯齿 卵形 多刺 披针形 多 橘黄 １２７．２　 １．３　 ２．２　 ２７．６ 普通 椭圆

ＹＮ－１０ｍｏｒ 锯齿 卵形 多刺 椭圆形 多 橘黄 １２１．６　 １．２　 ２．３　 ２５．０ 普通 月牙形

ＹＮ－１１ｍｏｒ 锯齿 披针形 多刺 椭圆形 多 橘黄 １０１．０　 １．１　 １．４　 ２９．２ 普通 椭圆

ＹＮ－１２ｍｏｒ 锯齿 椭圆形 多刺 披针形 多 橘黄 １１９．８　 １．４　 １．７　 ２７．４ 普通 椭圆

ＹＮ－２ｍｒ 浅裂 卵形 多刺 披针形 多 橘红 １１４．０　 １．３　 ２．０　 ２１．０ 普通 椭圆

ＹＮ－１ｍｆ 深裂 披针形 多刺 披针形 多 黄色 １０２．４　 １．２　 １．６　 ２３．８ 条纹 椭圆

ＹＮ－１４ｍｏｆ 锯齿 卵形 多刺 椭圆形 多 橘黄 １１５．２　 １．１　 ２．０　 １７．２ 普通 椭圆

ＹＮ－４ｎｏｒ 全缘 椭圆形 无刺 椭圆形 无 橘红 １３４．６　 １．４　 ２．１　 ２６．８ 普通 椭圆

ＹＮ－３ｎｒ 全缘 椭圆形 少刺 椭圆形 无 红色 １４２．０　 １．３　 ２．０　 ２４．８ 条纹 椭圆

ＹＮ－１ｍｗ 锯齿 披针形 多刺 披针形 多 白色 １３２．４　 １．６　 ２．５　 １７．２ 条纹 椭圆

ＹＮ－５ｍｒ 锯齿 卵形 多刺 椭圆形 多 橘红 １２８．２　 １．２　 ２．９　 １４．６ 普通 椭圆

ＹＮ－７ｍｒ 锯齿 披针形 多刺 披针形 多 红色 １２８．４　 １．２　 ２．３　 ２２．６ 普通 椭圆

ＹＮ－７ｍｆ 锯齿 披针形 多刺 披针形 多 黄色 １２４．６　 １．５　 １．８　 ５２．４ 普通 椭圆

ＹＮ－２７ｍｏｒ 锯齿 卵形 多刺 椭圆形 多 橘红 １０８．８　 １．１　 １．９　 ２９．６ 部分壳 月牙形

ＹＮ－２４ｍｏｆ 锯齿 卵形 多刺 椭圆形 多 橘黄 １００．８　 １．０　 ２．２　 １４．２ 普通 椭圆

ＹＮ－２５ｍｏｆ 深裂 披针形 中刺 披针形 多 橘黄 １３３．８　 １．５　 ２．３　 ７．５ 普通 椭圆

ＹＮ－２６ｍｏｆ 锯齿 长椭圆 多刺 椭圆形 多 橘黄 １２４．８　 １．２　 ２．７　 １０．４ 普通 椭圆

ＹＮ－６ｎｏｆ 浅裂 披针形 多刺 披针形 多 橘黄 １１６．６　 １．０　 ２．０　 １２．６ 部分壳 椭圆

ＹＮ－１ｎｆ 全缘 卵形 无刺 椭圆形 无 黄色 １１６．４　 １．０　 ２．３　 １６．６ 部分壳 椭圆

ＹＮ－２８ｍｏｒ 锯齿 卵形 多刺 椭圆形 多 橘黄 １０２．０　 ０．８　 ２．１　 １７．５ 普通 椭圆

表２　红花种质资源各性状形态标记及编码

形态标记 编码数 编码类型

叶缘 １＝全缘，２＝锯齿，３＝浅裂，４＝深裂 多态性状

叶形 １＝卵形，２＝矩圆形，３＝椭圆形，４＝长椭圆形，５＝披针形，６＝条形 多态性状

叶刺 ０＝无刺，３＝少刺，５＝中刺，７＝多刺 多态性状

外部苞片形状 １＝圆形，２＝卵圆形，３＝椭圆形，４＝披针形 多态性状

外部苞片刺数 ０＝无，３＝少，５＝中，７＝多 多态性状

盛花色 １＝白，２＝浅黄，３＝黄，４＝橘黄，５＝橘红，６＝红色，７＝紫色 多态性状

株高 － 数量性状

茎粗 － 数量性状

顶果球直径 － 数量性状

单株果球数 － 数量性状

种子壳型 １＝普通，２＝条纹，３＝少壳，４＝薄壳，５＝部分壳 多态性状

种子形状 １＝椭圆，２＝圆锥，３＝月牙形 多态性状

２．２　红花种质资源形态标记及其聚类分析
根据各红花种质资源形态指标的编码结果（表

３），采用欧氏距离 和Ｆｕｒｔｈｅｓｔ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法 进 行 聚

类分析，３６份云 南 地 方 红 花 种 质 资 源１２项 主 要 性

状的聚类分析 结 果 见 图１。由 图１可 见，在 欧 氏 距

离为１３．５处将供试材料聚为四大类群，类群Ⅰ包含

１４份材料，类群Ⅱ包含１１份材料，类群Ⅲ包含３份

材料，类群Ⅳ包含８份材料。

·３４·　第２期 郭丽芬等：地方红花种质资源的形态标记聚类分析



表３　编码后的红花种质资源形态指标

材料名称 叶缘 叶形 叶刺
外部苞
片形状

外部苞
片刺数

盛花色
株高／
ｃｍ

茎粗／
ｃｍ

顶果球
直径／ｃｍ

单株果
球数／个

种子
壳型

种子
形状

ＹＮ－１ｎｏｒ　 １　 ３　 ０　 ３　 ０　 ５　 １２６．４　 １．３　 ２．９　 ４０．３　 １　 １
ＹＮ－１ｍｏｒ　 ２　 ５　 ７　 ４　 ７　 ４　 １２２．０　 １．３　 ２．７　 ２５．０　 １　 １
ＹＮ－２ｎｏｒ　 ２　 ３　 ３　 ２　 ０　 ５　 １３０．４　 １．５　 ２．３　 ２８．４　 １　 １
ＹＮ－１ｍｏｆ　 ２　 ４　 ７　 ４　 ７　 ４　 １２３．８　 １．３　 ２．３　 ２８．０　 １　 １
ＹＮ－２ｍｏｒ　 ４　 ５　 ７　 ３　 ７　 ４　 １４９．８　 １．７　 ２．４　 １９．８　 １　 １
ＹＮ－１ｎｏｆ　 ２　 ５　 ３　 ３　 ０　 ４　 １２９．０　 １．２　 ２．１　 ２８．８　 ２　 ３
ＹＮ－１ｎｒ　 ２　 ３　 ３　 ３　 ０　 ６　 １３４．６　 １．３　 ２．３　 ３１．６　 １　 １
ＹＮ－３ｍｏｒ　 ２　 ３　 ７　 ３　 ７　 ５　 １４１．０　 １．４　 ２．４　 ２５．８　 １　 １
ＹＮ－２ｍｏｆ　 ２　 ３　 ７　 ３　 ７　 ４　 １３２．８　 １．２　 ２．３　 ３０．４　 １　 １
ＹＮ－２ｎｒ　 ２　 ３　 ３　 ３　 ０　 ５　 １２１．４　 １．１　 ２．３　 ２１．６　 １　 １
ＹＮ－１ｍｒ　 ２　 ４　 ７　 ３　 ７　 ５　 １４４．８　 １．３　 ２．７　 ２１．４　 １　 １
ＹＮ－４ｍｏｒ　 ２　 ３　 ７　 ３　 ７　 ５　 １１８．２　 １．１　 ２．２　 １８．６　 １　 １
ＹＮ－５ｍｏｒ　 ２　 ５　 ７　 ３　 ７　 ５　 １３２．６　 １．２　 ２．１　 ２３．０　 １　 ３
ＹＮ－６ｍｏｒ　 ２　 １　 ７　 ３　 ７　 ５　 １１９．８　 １．１　 ２．３　 ２０．２　 １　 １
ＹＮ－７ｍｏｒ　 ２　 ３　 ７　 ３　 ７　 ５　 １３３．２　 １．３　 ２．４　 ２４．０　 ２　 １
ＹＮ－８ｍｏｒ　 ２　 ４　 ７　 ４　 ７　 ４　 １４０．６　 １．３　 ２．５　 ２１．６　 １　 １
ＹＮ－９ｍｏｒ　 ２　 １　 ７　 ４　 ７　 ４　 １２７．２　 １．３　 ２．２　 ２７．６　 １　 １
ＹＮ－１０ｍｏｒ　 ２　 １　 ７　 ３　 ７　 ４　 １２１．６　 １．２　 ２．３　 ２５．０　 １　 ３
ＹＮ－１１ｍｏｒ　 ２　 ５　 ７　 ３　 ７　 ４　 １０１．０　 １．１　 １．４　 ２９．２　 １　 １
ＹＮ－１２ｍｏｒ　 ２　 ３　 ７　 ４　 ７　 ４　 １１９．８　 １．４　 １．７　 ２７．４　 １　 １
ＹＮ－２ｍｒ　 ３　 １　 ７　 ４　 ７　 ５　 １１４．０　 １．３　 ２．０　 ２１．０　 １　 １
ＹＮ－１ｍｆ　 ４　 ５　 ７　 ４　 ７　 ３　 １０２．４　 １．２　 １．６　 ２３．８　 ２　 １
ＹＮ－１４ｍｏｆ　 ２　 １　 ７　 ３　 ７　 ４　 １１５．２　 １．１　 ２．０　 １７．２　 １　 １
ＹＮ－４ｎｏｒ　 １　 ３　 ０　 ３　 ０　 ５　 １３４．６　 １．４　 ２．１　 ２６．８　 １　 １
ＹＮ－３ｎｒ　 １　 ３　 ３　 ３　 ０　 ６　 １４２．０　 １．３　 ２．０　 ２４．８　 ２　 １
ＹＮ－１ｍｗ　 ２　 ５　 ７　 ４　 ７　 １　 １３２．４　 １．６　 ２．５　 １７．２　 ２　 １
ＹＮ－５ｍｒ　 ２　 １　 ７　 ３　 ７　 ５　 １２８．２　 １．２　 ２．９　 １４．６　 １　 １
ＹＮ－７ｍｒ　 ２　 ５　 ７　 ４　 ７　 ６　 １２８．４　 １．２　 ２．３　 ２２．６　 １　 １
ＹＮ－７ｍｆ　 ２　 ５　 ７　 ４　 ７　 ３　 １２４．６　 １．５　 １．８　 ５２．４　 １　 １
ＹＮ－２７ｍｏｒ　 ２　 １　 ７　 ３　 ７　 ５　 １０８．８　 １．１　 １．９　 ２９．６　 ５　 ３
ＹＮ－２４ｍｏｆ　 ２　 １　 ７　 ３　 ７　 ４　 １００．８　 １．０　 ２．２　 １４．２　 １　 １
ＹＮ－２５ｍｏｆ　 ４　 ５　 ５　 ４　 ７　 ４　 １３３．８　 １．５　 ２．３　 ７．５　 １　 １
ＹＮ－２６ｍｏｆ　 ２　 ４　 ７　 ３　 ７　 ４　 １２４．８　 １．２　 ２．７　 １０．４　 １　 １
ＹＮ－６ｎｏｆ　 ３　 ５　 ７　 ４　 ７　 ４　 １１６．６　 １．０　 ２．０　 １２．６　 ５　 １
ＹＮ－１ｎｆ　 １　 １　 ０　 ３　 ０　 ３　 １１６．４　 １．０　 ２．３　 １６．６　 ５　 １
ＹＮ－２８ｍｏｒ　 ２　 １　 ７　 ３　 ７　 ４　 １０２．０　 ０．８　 ２．１　 １７．５　 １　 １

　　第Ⅰ类群包含１４份材料。其主要形态特征表

现为：叶缘除ＹＮ－２ｍｒ为浅裂外，其余均为锯齿；叶

形以卵形居多，椭圆形及长椭圆形次之；叶刺均为多

刺；外部苞片形状以椭圆形居多，披针形次之；外部

苞片刺数均为多；盛花色为橘红和橘黄各占一半；种
子壳型除ＹＮ－７ｍｏｒ为条纹外，其余均为普通；种子

形状均为椭圆。株高平均为１２３．０ｃｍ，茎粗平均为

１．２ｃｍ，顶果球直径 平 均 为２．３ｃｍ，单 株 果 球 数 平

均为２０．７个。该类群材料总体表现为株高适中、单
株果球数中等、花色为橘红色和橘黄色。

第Ⅱ类群包含１１份材料。这一类材料 特 征 表

现为：叶缘多为锯齿，深裂和浅裂次之；叶形以披针

形为 主，长 椭 圆 形 较 少；叶 刺 除 ＹＮ－２５ｍｏｆ为 中 刺

外，其余均为多刺；外部苞片形状以披针形较多，椭

圆形较少；外 部 苞 片 刺 数 均 为 多；盛 花 色 以 橘 黄 居

多，黄色次之，白色和红色较少；种子壳型普通居多，

条纹壳和部分壳次之；种子形状全部为椭圆。株高

平均为１２５．０ｃｍ，茎粗平均为１．３ｃｍ，顶果球直径

平均为２．２ｃｍ，单株果球数平均为２３．６个。总 体

表现为顶果球直径中等、单株果球数多，此类群可根

据育种目标选择条纹壳材料作为高含油量亲本加以

利用。
第Ⅲ类 群 包 含３份 材 料，分 别 是 ＹＮ－５ｍｏｒ、

ＹＮ－１０ｍｏｒ和ＹＮ－２７ｍｏｒ。这３份材料主要表现为：
叶缘均为锯齿；叶形多为卵形，披针形次之；叶刺均

为多刺；外部苞片形状均为椭圆形；外部苞片刺数全

部为多；盛花色以橘红居多，橘黄次之；种子壳型有

２份为普通，１份为部分壳；种子形状全部为月牙形。
株高平均为１２１．０ｃｍ，茎粗平均为１．２ｃｍ，顶果球

直径平 均 为２．１ｃｍ，单 株 果 球 数 平 均 为２５．９个。
该类群材料总体表现为株高适中、单株果球数多，可
根据育种目标选择性地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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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Ⅳ类群包含８份材料。此类群表现为：叶缘

为全缘和锯齿各占一半；叶形多为椭圆形，披针形和

卵形较少；叶刺多为少刺，无刺次之；外部苞片形状

均为椭圆形；外部苞片刺数均为无；盛花色以橘红居

多，红色次之，橘黄和黄色较少；种子壳型以普通居

多，条纹次之，部分壳较 少；种子形状除ＹＮ－１ｎｏｆ为

月牙形外，其余均为椭圆。株高平均为１２９．４ｃｍ，茎
粗平均为１．３ｃｍ，顶果球直径平均为２．３ｃｍ，单株果

球数平均为２７．４个。该类群材料表现为外部苞片刺

数均为无，植株略高，果球大，单株果球数多，可依据

育种目标选择无刺、红色花、条纹壳材料作为杂交亲

本加以利用。

图１　红花种质资源形态标记聚类分析结果

３　结论与讨论

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是育种工作的基础，本

研究运用系统聚类分析方法，判别种质资源间的形

态性状差异，简单快速，结果合理。所选性状可正确

有效地区分种质资源差异，了解种质资源间性状的

相似性状况，有利于更准确地选择种质资源特异的

材料［７］。实践证明，作物品种改良的关键是 种 质 资

源的有效利用［８］。形态性状的表现是遗传因素与环

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栽培种植条件一致和材

料数较多的情况下，形态性状可真实地表现资源间

的遗传多样性。本研究运用ＳＰＳＳ　１９．０软件，采用

欧氏距离和Ｆｕｒｔｈｅｓｔ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法，依据１２项形态

性状指标对３６份云南本地红花种质资源进行聚类

分析，结果表明，在欧氏距离为１３．５处将其聚为四

大类群，使性状相近的聚为一类。各个类群具有一

定的形态学特征，克服了仅以个别性状进行直观、经

验性分类的弊端［９］。

根据形态标记的相似性对红花品种资源进行系

统聚类分析，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种质资源之间亲

缘关系的远近，但易受环境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

本研究针对云南省红花种质资源的 （下转第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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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４５页）　形态性 状 进 行 分 析，明 确 了 红 花

种质资源的不同 类 型，由 此，可 根 据 育 种 目 标 选 择

性状互补 的 亲 本 配 制 组 合，使 红 花 育 种 中 亲 本 的

选配更趋 合 理 化［１０］。深 入 了 解 红 花 种 质 资 源，还

需要进一 步 对 其 进 行 品 质 分 析、抗 逆 性 鉴 定 以 及

分子水平的 研 究［１１］，从 内 在 遗 传 学 本 质 上 深 入 全

面、客观准 确 地 对 地 方 红 花 种 质 资 源 进 行 同 工 酶

标记和ＤＮＡ分子标记鉴 定，以 期 使 红 花 种 质 资 源

得到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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