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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水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水稻的产量增加、品质改良和抗性提高对解决全球粮食问
题、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减轻环境污染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水稻生产实践的历史证明，在增加产量、改善品质和提高抗性的诸多因素中，品种选育是最经济、最
有效且最具潜力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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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野生稻遗传多样性研究的意义遗传多样性在狭义上指种内不同群体之间或一个群体
内不同个体的遗传变异总和，本质是生物体在遗传物质上的变异，即编码遗传信息的核酸（DNA
或RNA）在组成和结构上的变异。
因此，遗传多样性成为保护生物学中的重要内容。
野生稻是栽培稻的祖先种，在长期的自然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遗传多样性，作为栽培稻将来培育
的重要基凶来源，野生稻遗传多样性对今后粮食生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及城市化进程加快，耕地的开垦和建设用地的增加，野生稻原生地受到了严重破坏
，群体数量急剧减少甚至濒临灭绝，野生稻的保护被提上日程。
通过对野生稻遗传多样性的分析，可以揭示野生稻在物种及居群水平上的进化历史，探讨其起源与演
化过程，最终为保护提供可靠的依据。
因此，野生稻遗传多样性的研究有益于正确制定遗传资源收集和保护的策略，还可为拓宽水稻育种的
遗传基础、提高育成品种的抗性提供理论指导。
2.野生稻遗传多样性研究进展（1）野生稻遗传多样性形态学研究形态特征的研究是最原始最直接的研
究方法，对野生稻表型性状的观察然后进行分类是最早采用的多样性研究，这个方法直观，简便易行
，在分子生物学手段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对野生稻的多样性研究起到了很大作用，现在仍然是野生稻
多样性研究的最重要环节之一。
周进等（1992）用数量分类方法，对产于湖南、江西两省的普通野生稻居群和性状进行了聚类分析，
初步揭示了分布于我国北界的普通野生稻居群的类型和性状间的关系，表明环境因素是决定居群类型
的重要原因，充分说明了海拔高度的特殊性和它们之间的遗传异质性。
庞汉华等（1996）根据10个能鉴别普通野生稻和栽培稻的形态性状对中国的500多份普通野生稻进行了
观察和聚类分析，将中国普通野生稻分为多年生和一年生两大类群并确定了多种变异类型；袁平荣等
（1998）经过原地观察及性状比较，认为云南元江的普通野生稻与栽培稻隔离得较好，是较纯且原始
的普通野生稻，适宜于作为中国栽培稻起源演化的对比材料。
潘大建等（2002）选择来自广东佛冈县地处山林区远离稻田的一个普通野生稻生境中的25份野生稻样
本，以国外多年生、一年生普通野生稻7份样本和广东地方栽培稻8个品种为对照进行种植观察，调查
了21个形态生物学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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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水稻遗传育种与品种系谱(1986-2005)》：“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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