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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 ,又需同位素 ,因此仅在云杉等少数作物上应用

过〔2〕。

RAPD 即随机扩增的多态性 DNA ,它建立在 PCR

基础之上 ,通过设计或选择单个或多个随机引物 ,以

待测作物品种种子 DNA 为模板进行 PCR 扩增 ,引物

与模板 DNA 有特定的结合位点 ,这些结合位点在某

些区域的分布符合 PCR 扩增条件 ,就能扩增出 DNA

片段 ,品种不同时 ,这些特定区域中的碱基种类及序

列有差异 ,特异结合位点的数量和位置发生相应的

变化 ,PCR 扩增产物会增加、减少或发生分子量的改

变。据此可检测作物品种纯度。该法比 RFLP速度

快 ,程序简单 ,加之引物通用、准确度高 ,又不需同位

素 ,因此在种子纯度鉴测中显示了广阔的应用前景。

迄今 ,在花椰菜、小白菜〔3〕、西瓜、马铃薯、大豆、荞

麦、小麦、茄子等多种作物上 ,利用 RAPD 技术检测

种子纯度都已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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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动态 五 色 椒 新 品 系 的 选 育

　　五色彩椒 (紫、黄、橙、白、红) 果色稀特 ,营养丰

富 ,现已成为都市节日礼品菜和超市蔬菜佳品 ,更适

合于国内大饭店西餐配菜和沙拉生食。但目前五色

椒的供应主要靠荷兰、以色列等国家进口 ,而国外五

色椒鲜果和种子进口价格极其昂贵。为此 ,北京蔬

菜研究中心承担的北京市“九五”科技攻关项目“甜

(辣)椒抗病优质新品种选育”把适合都市农业和旅

游业发展的五色椒育种列入研究内容。多年来 ,已

从欧美的一些国家引进五色椒资源材料 58 份 ,通过

引种观察、加代选育和田间系统选育 ,育出了果色稳

定的自交系 ,然后通过人工杂交进行了不同果色之

间遗传关系的研究 ,并结合苗期人工接种抗病性鉴

定 ,筛选出了抗 TMV 的育种材料 ,目前已配制了五

色椒系列杂交组合 ,开始进入示范推广阶段。

黄果组合 9804 为中早熟甜椒一代杂种 ,果色光

滑 ,嫩果为深绿色 ,成熟果呈金黄色 ,单果质量 150 g

左右 ,肉厚 5 mm ,含糖量高 ,品质优 ,转色快 ,坐果率

高 ,每 667 m2 产量 3 500～4 000 kg。白果组合 9805

为中早熟 F1 杂交种 ,嫩果蜡色 ,单果质量 150 g 左

右 ,味甜质脆 ,转色快 ,坐果率高。紫果组合 9806 为

早熟甜椒 F1 杂交种 ,嫩果为紫色 ,果实灯笼形 ,单果

质量 120～150 g ,品质优 ,转色快 ,坐果率高。橙果组

合 9807 为甜椒 F1 杂交种 ,中早熟 ,果方灯笼形 ,单果

质量 150 g 左右 ,成熟果为橙色 ,含糖量高 ,品质佳 ,

转色快 ,坐果率高 ,耐低温性好 ,抗病毒病能力强。

上述五色椒系列新组合 1999 年已在北京市科技示

范园推广应用。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橙、黄为成熟果色 ,紫、白为

嫩果果色 ,种植时需错开播期 ,橙、黄组合需提前 25

～30 d(天)播种 ,紫、白组合可同时播种 ,这样才能在

同一时期采收到不同颜色的商品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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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热抗病的夏甘蓝新品系黑丰
　　黑丰甘蓝是江苏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利用

8110 和 8405 两个优良自交不亲和系配制而成的夏

甘蓝一代杂种。据江苏省的两年区域试验及一年生

产试验 ,结果表明 ,该品系有较强的耐热性、抗病性 ,

黑腐病发病率比对照夏光低 2. 4 倍 ,熟性较对照略

早 ,产量较对照增加 7. 2 % ,产值增加 14. 4 %。

黑丰甘蓝植株中等 ,长势健旺 ,株高 22 cm 左

右 ,开展度 60 cm 左右 ,外叶 11 片 ,叶色深 ,叶面平

展 ,叶球厚、扁圆形 ,单球质量 1. 0～2. 0 kg ,耐高温能

力强 ,对 TuMV、CMV、黑腐病等均有较强的抗性 ,VC、

蛋白质含量高 ,粗纤维含量低 ,品质较好。从定植到

采收 ,夏季 65 d(天) ,秋季 75 d(天) 。每 667 m2 产量

夏季 2 500～3 000 kg ,秋季 3 000～4 000 kg。在江苏

地区 5 月底～7 月底均可播种 ,株行距 35～40 cm ,每

667 m2 栽 4 000 株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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