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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选取采自黑龙江、内蒙古、陕西以及浙江地区的8 个居群的鼠尾藓为实验材料, 对不同居群的鼠尾藓叶片

的形态、叶细胞的大小及植物体的形态进行了观察比较, 同时运用随机扩增多态性DNA (RAPD)探讨了鼠尾藓的

遗传多样性。利用13 条随机引物共获得104 个条带, 其中多态性条带占84 .62%。鼠尾藓各居群间的Dice 遗
传距离为0. 37 ～ 0. 66。POPGENE32 软件分析得到种的Nei 基因多样性指数(H) 为0 . 3326 , Shannon 
指数(I) 为0 .4877 , 遗传分化系数(GST ) 为0 .3303。形态学观察的结果表明, 鼠尾藓的植物体及叶片的形态

在居群间变异较小, 很好地代表了这个种的特征; 而叶细胞的大小及叶尖长度的变异程度较大, 说明这些形态特征

易受环境影响, 代表了种下水平的差异。不同居群的鼠尾藓无论在遗传上还是在形态上都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 说
明鼠尾藓具有较强的适应环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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