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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笋两性株是一种特别珍贵的种质资源。 

芦笋雄株因不结种子而消耗养分较少，产量 比同期相 同生长条件 的雌株高出 25％ 以上。可以从芦笋两性株 

(Mm) 自交 (Mm×Mm--*1MM+2Mm+1mm即 3 6+1早)后代群体中筛选出超雄株 (MM)，以它作为杂交父本进行 

芦笋全雄育种 (mm×M — m，后代全部为雄株)，以提高芦笋产量。两性株的存在使得芦笋有可能像雌雄同花或同 

株作物一样进行遗传与育种研究，例如两性株通过自交可获得 “纯系”。 

以第3届国际芦笋品种区域试验中国区内36个芦笋新品种为试验材料，对其中的两性株进行调查并进行初步利 

用研究。在芦笋盛花期，对所有雄株按单株选取其上部4～5朵花，在Laica S6D立体显微镜下进行形态观察并拍摄成 

像，具两性花特征的单株被视为两性株，坐果后进一步观察，能结果的雄株也确定为两性株。所有结果雄株的种子均 

按单株采收，播种移栽，构建两性株s。群体，并在开花后对其中雄性单株进行测交。 

观察发现，两性花具有 6枚发育正常的雄蕊 ，还有发育程度不同的雌蕊，有柱头和子房，但子房比普通雌花小； 

两性株结果极少，一般每株不超过10个果，且易脱落，果实较小，椭圆形，不够饱满，果柄处往往有较长干瘪的残 

留花药；果实内所含种子很少，一般 1～3粒，6粒的很少 ，有的没有种子；种子种皮有的不全，有的甚至无种皮，裸 

露呈白色，粒小，不饱满，发芽率低。 

调查确认了芦笋两性植株共37株，收集其 自交种子构建了 157株芦笋两性株 S。群体 ；以 ‘Backlim’的 112株两 

性株s．群体作为试验样本，对芦笋性别决定基因进行遗传分析，其中雄性80株，雌性32株，经卡平方测验，其结果 

符合 1对等位基因差异所表现的3：1的分离比例 (X =1．7500<x =3．84)，验证了前人关于芦笋性别是由--x~等 

位基因控制的结论。 

截至2007年上半年，对芦笋两性株s。群体中提前开花的70株雄株进行了测交，已收获杂交种子，待2007年下 

半年播种成苗后，按单株提取DNA，进行分子标记检测，苗期快速鉴定植株性别，统计性别分离比例，筛选超雄株； 

从2006年秋季提前测交的4株雄株中，已筛选鉴定出 1株超雄株，以它作为父本与6株优选的雌性单株配组杂交， 

共6个组合，已收获杂交种子，近年有望经进一步组合比较试验，培育出我国第一个芦笋全雄品种。 

此外，还通过 ‘BackIim’中的两性株连续自交2代，获得了该品种的s 后代，拟连续自交5—6代来构建芦笋两 

性株 “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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