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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栽食用玫瑰起源复杂？科学家提出新假说

 

中新网昆明1月17日电 (记者 胡远航)记者17日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获悉，该所植物分子遗

传与适应研究组收集了16个国内主栽食用玫瑰品系，构建了迄今为止涵盖蔷薇属所有主要分类群且最稳

定的质体基因组系统树，并提出中国主栽食用玫瑰的“复杂网状起源”假说。

玫瑰兼具园林观赏和药食两用等功能，为“四大切花”之首。中国具有悠久的玫瑰利用历史，早在

汉代就有了玫瑰应用的文字记载，至唐宋年间已育成连续开花的玫瑰品种，元明时期荼薇玫瑰被用于酿

酒行业，而云南人在明清时期已将玫瑰用于茶饮、玫瑰酱、玫瑰饼等制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食用玫

瑰产业蓬勃发展，形成了山东、甘肃、云南等多个食用玫瑰主产区；云南已形成以“鲜花饼”为主的食

用玫瑰产业，2017年鲜花饼产值已超20亿元，并拥有约6万亩的种植规模。

据悉，中国主栽食用玫瑰主要有重瓣红玫瑰、紫枝玫瑰、丰花玫瑰、墨红玫瑰、滇红玫瑰、八街玫

瑰、苦水玫瑰、荼薇玫瑰、金边玫瑰、‘大马士革’和千叶玫瑰等。2010年3月9日国家食品安全标准与

监测评估司明确规定重瓣红玫瑰可作为普通食品资源进行生产经营。然而，各地食用玫瑰品种形态各

异，多数与野生玫瑰及重瓣红玫瑰的关系不清，起源模糊，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食用玫瑰产业的规范发

展，造成潜在食品安全风险，且不利于品种改良。同时，除山东主产的平阴玫瑰外，多不具自主品种

权，且几乎不具连续开花习性，严重影响了中国食用玫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植物分子遗传与适应”研究组围绕植物开花习性及植物与环境互作模

式的多样性、机理与演化开展工作。前期课题组构建了无刺光叶蔷薇染色体水平高质量基因组，解析了

月季皮刺的遗传调控机制，提出了发育早期的皮刺具储水功能的假设，为月季生物学研究和新种质的培

育奠定了基础。针对中国主栽食用玫瑰种质的遗传关系不清且缺乏自主优良品种的问题，课题组收集了1

6个国内主栽食用玫瑰品系，通过叶绿体基因组重建和将核糖体rDNA基因区的ITS1/2序列进行分型等方

法，构建了迄今为止涵盖蔷薇属所有主要分类群且最稳定的质体基因组系统树，追溯了中国食用玫瑰种

质间的遗传关系及其可能野生近缘种。

研究结果表明，可能有6个野生种作为母本参与了中国主栽食用玫瑰种质的形成。麝香蔷薇为四倍体

品种千叶玫瑰、‘大马士革’、若水茗和三倍体品种金边玫瑰的共同母系祖先；云南本土品种YN01、YN0

2和商水玫瑰、定陶玫瑰均为四倍体，与中国古老月季月月粉拥有共同的母本祖先——单瓣月季花。墨红

玫瑰与具有相同叶绿体基因组序列的花蝴蝶或腺萼香水月季共享母本祖先。荼薇玫瑰的母本祖先为法国

蔷薇。重瓣红玫瑰、紫枝玫瑰、丰花玫瑰、妙峰山玫瑰和果玫瑰的共同母本野生祖先为中国原产的野生

玫瑰。苦水玫瑰的母本祖先与其他食用玫瑰均不同，自成一系。

基于核糖体rDNA区ITS1/2的精细分型研究发现，至少9个野生种参与了现有主栽食用玫瑰品种的形

成，野生玫瑰、‘大马士革’和法国蔷薇是参与多个食用玫瑰品种形成的主要贡献者。野生玫瑰参与了

所有的二倍体食用玫瑰品种和荼薇玫瑰的形成，而其它与‘大马士革’相关的品种没有发现野生玫瑰的I

TS贡献。结合叶绿体基因组和ITS分型方法，团队提出了中国食用玫瑰种质复杂的网状起源模型。

团队还发现，现有主栽种质中仅金边玫瑰和墨红玫瑰具连续开花习性，YN01、YN02、商水玫瑰、定

陶玫瑰和紫枝玫瑰具有偶尔二次开花现象，其他种类均为一次开花品种。现有可连续开花或偶尔二次开

花的食用玫瑰品种均与连续开花的中国古老月季有关。该研究将为食用玫瑰种质的安全评估、选择利

用、品种改良等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团队使用二代数据成功组装样本ITS序列单倍型的方法，也将为

ITS序列在亲本溯源、系统进化等方面的正确应用提供重要技术支持，相关技术已申请专利。

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园艺学顶级期刊Horticulture Research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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