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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用SSR分子标记、食味性状、农艺性状3种数据对来自国内外不同地域的食味表现优良的常规粳稻品种

（系）进行了多样性分析。72对SSR引物在60份供试材料中检测到290个等位基因变异，以第5染色体上平均等

位基因数目最多。大部分食味优良粳稻材料之间的遗传相似性较高，遗传相似系数范围为0 600~0 924，检

测的标记是以3~4个等位基因为主的SSR引物位点。利用SSR标记检测等位基因的材料分群结果表现出一定程度
的地域性，江苏省内大多材料可聚为一类，而其他少数及北方粳稻材料多与国外食味优异粳稻品种亲缘关系较
近，与其系谱分析结果基本一致。以食味鉴定表型性状为依据，部分产地来源不同而食味优良的材料明显聚为一
类，表明遗传基础是决定其食味的主要因素。农艺性状表现与材料来源有一致性，而与食味优良的关系有待进一
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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