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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广西钦州市钦北区新棠镇进行田间试验 , 观测 “钦州红荔” 株系和 “黑叶”、 “香荔” 品种单株的植株
形态和果实性状表现 , 采集营养梢老熟叶片进行过氧化物酶 ( POD)同工酶分析。结果表明: “钦州红荔” 植株

形态和果实性状保留有 “黑叶” 和 “香荔” 品种单株的一些特性 , 该株系早结丰产、 果形特大、 果皮鲜红色、 品
质优。 叶片 POD同工酶分析 , 它们具有相似遗传基础、迁移率 (R f )为 0. 33和 0. 54的 2条特征酶带 , 初步鉴

定认为 “钦州红荔” 株系是 “黑叶” 和 “香荔” 单株的自然杂交实生优良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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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eld test was carried out in Qinzhou city of Guangx i fo r inv estig ating

characteristics of Litchis Qinzhou Red Li tchi, Black Leaf and Xiang Li tchi and thei r peroxide

( PO D) isoenzyme w ere analy sed. The new st rain Qinzhou Red Li tchi retains several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other tw o varieties o f Black Leaf and Xiang Litchi , wi th early f rui t, high yield,

large f ruit fo rm, bright red rind and excellent quali ty. The POD isoenzyme from leaves

displayed tw o cha racteristic enzyme bands w ith resemble genetic founda tion and removed rates

of R f 0. 33 and R f 0. 54 respectively. Qinzhou Red Litchi is reg arded as a natural hybrid

pro geny. Its pa rents w ere Black Leaf and Xiang Li tchi.

Key words　 Li tchi, strain, iso enzyme

　　 “钦州红荔” 是 1993年发现于广西钦州市钦北

区新棠镇南局村的 “黑叶” 和 “香荔” 两株大树之间

的荔枝实生优良单株。 该单株丰产稳产 , 果形特大 ,

果色鲜红 , 品质优。 本研究通过田间调查观测比较

“钦州红荔” 株系和 “黑叶”、 “香荔” 品种单株的植

株形态和果实性状 ,并采集叶片做 POD同工酶分析 ,

旨在能较系统地了解 “钦州红荔”株系的生物学特性

及其遗传背景 ,为进一步作鉴定和栽培推广提供理论

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供试材料为 “钦州红荔” 株系 , “黑叶” 和 “香

荔”品种单株作为对照。田间试验在广西钦州市钦北

区新棠镇进行 , 1996年～ 1998年结合优良单株评选对

供试单株进行植株形态和果实性状调查观测 ,主要内

容有树形、 主干、 枝梢、 叶片、 果实外观和果实内质

等
[ 1]
。
POD同工酶测定: 1999年 4月 16日取当年抽生

的营养枝顶部老熟叶片 , 称取鲜样品 2 g加 Tris-盐

酸缓冲液研磨 , 经 4 000 r /min离心 10 min, 取上层

清液存于冰箱作为酶液备用。用垂直板聚丙烯酰胺凝
胶电泳和联苯胺染色 [ 2, 3] , 染色后制成干板保存供分

析。
酶谱和遗传距离分析:根据各酶带的相对迁移率

( Rf )及其深浅程度 ,描绘出同工酶酶谱模式图 ,比

较不同单株 (材料 )间酶谱差异 , 用欧氏距离法计算

出它们之间的遗传距离 [4 ] , 进行分析鉴定。

2　结果

2. 1　植株形态特性
“钦州红荔” 株系类似 “黑叶” 品种单株 , 长势

旺盛 , 树冠圆头形 , 枝条较为粗壮和张开 , 较丰产稳

产。该株系植株形态与 “黑叶”、 “香荔” 品种单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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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差异表现在: 新枝梢黄褐色 , 斑点较密 , 节间长 5

cm～ 7 cm , 平均 5. 9 cm; 小叶对数 2～ 4对 , 多为 4

对 ; 叶片长椭圆形 , 稍向内拆 , 较对照大且厚 , 长 11

cm～ 16 cm , 宽 3. 8 cm～ 5. 3 cm , 叶柄长 0. 3 cm～

0. 6 cm, “钦州红荔” 株系与对照单株主要植株形态

性状观测结果见表 1。

2. 2　果实性状

“钦州红荔” 株系平均单果重 44. 7 g , 最大单果

重 62 g ( 1999年 ) , 近圆形 , 纵径 4. 4 cm , 横径 4. 9

cm; 果皮鲜红色 , 缝合线不明显 , 龟裂片平滑 , 排列

整齐 ; 果蒂和果肩平 , 果顶浑圆 , 果实外观性状与

“黑叶” 品种单株相似 ; 肉质较爽脆 , 味清甜 , 有特

殊香味 , 品质优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16. 5% ,焦核率

36. 15% ,可食部分占果重 78. 89% ,果实内质性状偏

向于 “香荔” 品种单株。 “钦州红荔” 株系与对照单
株主要果实性状观测结果见表 2。

2. 3　叶片 POD同工酶分析

3种荔枝叶片样品的 PO D同工酶分析结果是:

它们的过氧化物酶同工酶酶带在迁移率 ( Rf ) 0. 04

～ 0. 54范围内 5个位置上表现。图 1中酶活性强的

P2 ( Rf 0. 33) 和 P5 ( R f 0. 54) 酶带 , 为它们共有

相似遗传基础的特征酶带 , 其中 “钦州红荔” 在 R f

0. 51, “黑叶” 在 Rf 0. 48位置上多出现一条酶活性

较强的酶带。 “钦州红荔” 这种酶谱表现 , 结合了两

个对照单株的酶带而出现的一个中间型酶谱表型 ,这

是由 3～ 5个等位基因控制的双显性结构
[5 ]
。 根据同

工酶各酶带表型频率 ,采用欧氏距离法计算出 “钦州

红荔”与对照单株之间的遗传距离分别为: D1 (“钦州
红荔”与 “黑叶” ) = 0. 2773,D2 (“钦州红荔”与 “香

荔” ) = 0. 2902。这种酶活性强的带型分化说明“钦州

红荔” 株系与对照单株在基因型上有一定差异 , 但

“钦州红荔” 株系较趋近于 “黑叶” 品种单株。
表 1　 “钦州红荔” 株系与对照单株主要植株形态特征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characterist ics among three litchi strain and varieties

品种
Variety

树形
Tree
form

主干 Trunk 新枝梢 Sh oo t 叶片 Leaf

颜色
Colo r

表皮
Epider
-mis

颜色
Color

斑点
Spo t

节间长
Leng th
of joint
(cm)

小叶对数
Pair

number
of leaf let

形状
Sh ap e

叶尖
Leaf
apex

叶缘
Leaf
f ringe

叶柄
Leaf
stalk
( cm)

长度
Length

(cm)

宽度
Wid th

(cm)

钦州红荔

Qinzhou
Red Li tchi

圆头

Sph ere

灰褐

Grey
brow n

光滑

Smooth

黄褐

Yel lowish
b row n

较密

Denser 5. 9 2～ 4

长椭圆

Long
ellipse

渐尖

Gradual
poin t

内拆

Fold 0. 56 13. 4 4. 4

黑叶 Black
Leaf

圆头
Sph ere

灰褐
Grey
brow n

粗糙
Rough

黄绿
Yel low sih
g reen

密细
Close 4. 3 2～ 3

披针
Lanceolate

渐尖
Gradual
poin t

波浪
Wav e 0. 50 12. 0 3. 0

香荔 Xiang
Li tchi

半圆

Semi-

sphere

黄褐

Yellow ish
brow n

粗糙

Rough

暗褐

Shade
b row n

密细

More
dense

4. 0 2～ 3

椭圆

Ellipse

渐尖或钝尖
Gradual
poin t

or blu nt

波浪

Wav e
0. 76 11. 8 3. 9

表 2　“钦州红荔”株系与对照单株主要果实性状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main fruit characteristics among the materials

品种
Variety

平均
单果重
Av eraye
w eight of
per f rui t

( g )

外观 Outward 内质 Inner Quali ty

果形
Frui t
shape

果肩
Frui t
sh ould
-er

果顶
Frui t
crow n

皮色
Rind
color

龟裂片
Tortoi se
f is sure
rind

缝合线
Suture

纵径
Length

of
v ertical
(cm)

横径
Length

of
cros sw is e
( cm)

肉质
Pu lp of
f rui t

品质
Grade

可溶性
固形物
Total
soluble
solid s
(% )

可食率
Edible
parts
rate
(% )

焦核率
Hypop-
las tic
s eed s
rate
(% )

钦州红荔
Qinzhou
Red Li tchi 44. 7

近圆
Approxi
-mate
ci rcle

平
Flat

浑圆
Perfect ly
round

鲜红
Gay
red

平滑
Smooth

不明显
Non-

obvious 4. 4 4. 9

爽脆 Crisp
and

ref reshing

上
Up

16. 5 78. 89 36. 15

黑叶 Black
Leaf

19. 6

圆形
Round

平
Flat

浑圆
Perfect ly
round

暗红
Dark
red

平滑
Smooth

不明显
Non-

obvious
2. 8 2. 6

韧软
Toughnes s
and sof tn ess

中
Mild

18. 5 69. 57 0

香荔 Xiang
Li tchi 21. 0

卵圆

Ovate

歪肩

Aw ry

钝圆

Blunt
round

紫红

Purple
red

隆起

Sw ell

明显

Obvious 3. 2 2. 9

爽脆 Crisp
and

ref reshing

上

Up 17. 1 76. 45 3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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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钦州红荔” 株系与对照单株 POD同工酶电泳图

谱及表型示意图

　　 Fig. 1　 Elec tropho resis patte rns of POD isoenzyme o f

thr ee litchi materials

1. 香荔 (单株 ) Xiang Litchi ( variety) ; 2. 钦州红荔 (株系 ) Qinzhou

Red Li tchi ( new s train) ; 3. 黑叶 (单株 ) Black Leaf (variety)。

3　讨论

几年来观察到 , “钦州红荔”株系的性状稳定 ,植

株形态、果实外观和栽培性状上与 “黑叶” 品种单株

的特性相似 ,果实内质性状又趋向 “香荔”品种单株。

但 “钦州红荔”株系果形特大 ,果色鲜红 , 肉质爽脆 ,

品质优 , 其综合性状优于 “黑叶” 和 “香荔” 品种单

株。这是自然杂交后经基因重组使杂种后代获得加性

效应和互作效应的结果 ,符合果树杂种变异趋势的遗

传特点
[6 ]
。

同工酶是基因表达的直接产物 ,过氧化物酶同工

酶酶谱表现型的差异 ,反映了遗传基因的差异 [3, 7 ]。本

研究从酶活性强的酶带区的酶谱表现型研究遗传基

础相似结构的特征及分化表现 , 与 R. A. Stern[ 5]和

C. Degani[8 ]等通过同工酶酶谱表型和反映品种等位

基因差异的遗传距离分析 ,鉴定荔枝品种和异质杂交

来源的观点是一致的。 “钦州红荔” 株系和对照单株

共有相似遗传基础的特征酶带 ,同时也表现出带型的

分化表明基因型存在差异 , 但 “钦州红荔” 株系较趋

近于 “黑叶” 品种单株 , 遗传距离测试也得到证实。

综合植株形态、果实性状和同工酶分析结果 ,可

以初步鉴定认为 “钦州红荔” 株系是 “黑叶” 和 “香

荔”品种单株的自然杂交实生优良后代。为了更准确

分析鉴定 “钦州红荔” 株系性状遗传多样性 , 仍需进

行分子遗传标记的 DNA基因组扩增分析 , 有待于进

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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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世界也有 “海市蜃楼”

新华社电　在沿海地带或大漠深处 , 由于大气层对光线的折射 , 有时会出现远处景物显示于空中或地面的奇异现象 , 即所
谓 “海市蜃楼”。美国科学家最新研究发现 , 在量子世界中也存在类似的效应。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 IBM )公司的一个小组
最近在英国 《自然》 杂志上介绍说 , 他们成功地将一个原子的信息从所在位置 , 传播至该原子并不存在的另一个地点 , 创造出
了有关该原子莫须有的 “幻象”。研究人员认为 , 这一被他们命名为 “量子海市蜃楼” 的效应 , 有望在未来作为一种崭新的技术
手段 , 制造出无需导线就可传输数据的纳米级电路。研究人员们利用扫描隧道显微镜对原子进行特殊操作后 , 发现了这种新型
的 “量子海市蜃楼” 效应。他们首先将数十个钴原子在金属铜表面排列成椭圆形的 “栅栏” , 随后将一个磁性钴原子置于该椭圆
“栅栏” 的一个焦点。椭圆形 “栅栏” 的另一焦点并无磁性钴原子 , 但研究人员在实验中却发现 , 在第二个焦点位置铜表面电子
的电子态产生了变化 , 仿佛该位置上存在一个真正的磁性钴原子。研究人员认为 , 这可看作在第二个焦点上出现了另一焦点磁
性钴原子的 “海市蜃楼”。他们比喻说 , 这一效应有点类似回音壁 , 在一个回音点可清晰地听到在另一回音点所发出的声音。研
究人员指出 , 现有电子线路尺寸正变得越来越小 , 这种微型化达到一定限度后 , 电子的特性会不再以粒子性为主 , 而更多表现
出量子力学所描述的波动性。即使是细微的导线 , 届时也将无法理想地传递电子。而新发现的 “量子海市蜃” 技术 , 有可能为
此提供解决办法。 另外 , 新技术据认为在远距离探测原子和分子等领域也有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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