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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中 包含“大蒜；种质资源；

RAPD；遗传多样性”的 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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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份大蒜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的RAPD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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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应用RAPD标记对大蒜18个品种的遗传多样性和亲缘关系进行分析。从38个随机引物中筛选出6个多态性

明显、反应稳定的引物，共扩增出36条谱带，其中多态性谱带27条。根据36个标记位点的信息，利用

POPGENE32软件计算相关参数。结果表明，在物种水平上，多态性位点百分率P＝75%，平均每个位点有效等

位基因数Ne=1.4964，Nei s基因多样性指数H＝0.2819，Shannon s多样性信息指数I＝0.4158。根据

Nei s遗传距离进行各类型间的UPGMA聚类分析，聚类结果将18个品种分为2大类群，成都二水早与其它地区

大蒜种质资源有较大差别。  

关键词   大蒜；种质资源；RAPD；遗传多样性    

分类号 S 633.4.024   

DOI:   

通讯作者: 
 
作者个人主页: 韩曙1;丁玉梅 2;王世华 3;李智梅 4;苗长辉 1;寸寿艳 1;杨正安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