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剑  麻 (Agave sisalana Perr.) 

种质资源数据质量控制规范 

 

1  植物学性状 

1.1  植株 

1.1.1  株龄 

从种植至观测时期的年数，以“y”表示。 

1.2.2  植株形状 

以该种质所有植株为观测对象，目测植株的外部形态。根据下列标准确定植株形状。 

1  叶片刚直（叶面纵向平直，叶缘成一直线） 

2  叶片弯曲（叶面不平，叶缘似波浪状） 

3  叶片下垂（叶面较平滑，叶缘线型弯曲） 

1.1.3  长势 

以该种质所有植株为观测对象，目测并确定植株的长势。 

1  弱 

2  中 

3  强 

1.1.4  植株高度 

以整个试验区的植株为观测对象，从每个小区随机取样10株，用直尺测量从地面至植

株叶片最高点的高度，计算平均值。单位为m，精确到0.01m。 

1.1.5  叶片伸展密度 

以整个试验区的植株为观测对象，从每个小区随机取样10株，目测观察植株叶片的着

生数量和密度。根据植株周年伸展叶片的数量和下列标准确定叶片伸展密度。 

1  稀疏（<35） 

2  中等（35～55） 

3  稠密（>55） 

1.1.6  叶片排列模式 

以整个试验区的植株为观测对象，从每个小区随机取样10株，目测叶片在茎上的排列模

式。根据剑麻植株叶轮的排列方式和下列标准确定种质的叶片伸展模式。  

1  螺旋状（叶片在茎上沿螺旋线生长） 

2  辐射状（叶片沿茎的四周放射状生长） 

3  莲座状（叶片着生位置在茎上成莲花状） 

4  其他（注明） 

1.1.7  吸芽数量 

在植株生长旺期，以整个试验区的植株为观测对象，随机取样 10 株，目测记载植株萌

发的吸芽数量，计算平均值。单位为株，精确到 1 株。 

1  无（无吸芽） 

2  少（吸芽 2 株以下） 

3  中等（吸芽3～5株） 

4  多（吸芽≥6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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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地下走茎 

在成龄植株生长旺期，以整个试验区的植株为观测对象，随机取样10株，目测观察离

开母株基部10cm以外的吸芽数量，计算平均值。根据下列标准确定种质的地下走茎类型。 

0  无（无吸芽） 

1  少（吸芽2株以下） 

2  多（吸芽 3 株以上） 

1.2  叶 

1.2.1  叶片颜色     

在植株生长旺期，以整个试验区的植株为观测对象，在正常一致的光照条件下，目测

并与标准色卡进行比对，确定种质叶片叶面颜色。 

1  灰绿 

2  黄绿 

3  绿 

4  蓝绿 

1.2.2  叶片长度  

以整个试验区的植株为观测对象，从每个小区随机抽样 10 株，每株在 45°展叶线上选

取 1 片生长正常的叶片，用直尺测量叶片基部至叶尖的长度。计算平均值。单位为 cm，精

确到 0.1cm。 

1.2.3  叶片宽度 

样本同 1.2.2。用直尺测量叶片背面最宽处的宽度，计算平均值。单位为 cm，精确到

0.1cm。 

1.2.4 叶片厚度 

样本同 1.2.2。用游标卡尺测量叶片最宽处的中部厚度，计算平均值。单位为 cm，精确

到 0.1cm。 

1.2.5  叶基厚度 

样本同 1.2.2。用游标卡尺测量叶片基部距麻茎 5cm 处的厚度，计算平均值。单位为 cm，

精确到 0.1cm。 

1.2.6  叶片斑纹 

以植株成熟叶片为观测对象，目测叶片表面的斑纹分布情况，根据下列说明，确定种质

的叶片斑纹类型。 

0  无斑纹（叶片表面颜色均匀） 

1  有虫斑（块状斑纹与点状斑纹交织散布在叶片表面） 

2  有条纹（条状斑纹纵向排列在叶片表面） 

3  其他（注明） 

1.2.7  叶片斑纹色 

以植株成熟叶片为观测对象，在正常一致的光照条件下，目测并与标准比色卡进行比较，

确定种质的叶片斑纹颜色。 

0  无（叶片无斑纹） 

1 白 

2 黄 

3 其他 

1.2.8 叶片腊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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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植株成熟叶片为观测对象，用目测和摩擦相结合的方法观察叶片表面蜡粉的有无和多

少。根据观测结果，确定种质叶片表面蜡粉的分级。 

0  无（无蜡粉） 

1  少（蜡粉不明显，但轻擦叶片表面显底色） 

2  多（蜡粉明显） 

1.2.9  叶片形状 

在植株生长旺期，以整个试验小区的植株为观测对象，目测并参照剑麻图1，按照最大

相似原则确定种质的叶片形状。 

1  剑形 

2  披针形 

3  棱形 

4  条形   

5  柱形 

              

1. 剑形         2.披针形             3. 棱形         4.条形       5.柱形 

     

剑麻图 1 叶片形状 

 

 

1.2.10  叶面 

以整个试验小区的植株为观测对象，目测并确定成熟叶片表面平整的程度。 

1  平整 

2  波浪状 

3  有纵沟 

1.2.11 叶缘 

以整个试验小区的植株为观测对象，目测成熟叶片的叶缘状况确定种质的叶缘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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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直（平滑流畅） 

2  波浪形（波浪状起伏） 

3  有丝状物（有丝状撕裂） 

4  有刺（有齿状突起） 

1.2.12 叶缘刺 

以整个试验小区的植株为观测对象，采用目测法观察成熟叶片的叶缘刺状况。参照剑

麻图2，并按照最大相似原则确定种质的叶缘刺类型。 

0  无刺 

1  少刺（叶缘刺零星分布） 

2  小刺 

3  钩刺 

4  锯刺 

                            

                        

1.无刺          2.少刺          3.小刺           4.钩刺           5.锯刺 

 
剑麻图2 叶缘刺类型 

 

 

1.2.13 叶顶刺 

以整个试验小区的植株为观测对象，目测并确定叶顶刺的有无和刺的类型。 

0  无刺 

1  钝刺 

2  锐刺 

1.3  花及花序 

1.3.1  花被形状 

在植株开花盛期，以整个试验小区植株上的花为观测对象，选择当天完全开放的花，

目测花被联合部分的形状。 

1  筒状（花被大部分联合成一管状或圆筒状） 

2  钟状（花被下部联合成宽而短的筒，上部扩大成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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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漏斗状（花被大部分联合成筒形，并由基部渐渐向上扩大成漏斗形） 

1.3.2  花序形状 

在植株开花盛期，以整个试验小区植株上的花序为观测对象，目测并按照最大相似原则

确定种质的花序形状。 

1  圆锥花序 

2  穗状花序 

3  总状花序 

1.3.3  花轴高度 

在植株开花盛期，以整个试验区植株上的花序为观测对象，从每个小区随机取样10

株，用直尺测量花轴从基部至顶部的高度，计算平均值。单位为m，精确到0.01m。 

1.3.4  花梗数量 

在植株开花期，以整个试验区植株上的花序为观测对象，从每个小区随机取样10株，观

测记载每个花序主轴上抽生的一级分枝的数量，计算平均值。单位为个，精确到１个。 

1.3.5  珠芽数量 

在植株开花、结果后期，以整个试验区植株的花序为观测对象，观测记载植株的珠芽萌

发数量。  

1  少（珠芽数量在500个以下） 

2  中等（500～1000个） 

3  多（1000个以上） 

1.4  果实 

1.4.1  果实类型 

在结果盛期，以整个试验区植株花序上的果实为观测对象，目测确定种质的果实类型。 

1  蒴果 

2  浆果 

1.4.2  结果状况 

在结果盛期，以整个试验区植株为观测对象，随机选取10个花序，记载植株果实数量，

计算平均值，确定种质的结果状况。 

0  无（自然状态下不结果） 

1  少（<20） 

2  多（≥20） 

1.5  种子 

1.5.1  种子数量 

在果实成熟期，以整个试验区植株上的果实为观测对象，从每个小区随机取样10株，每

株在花序中上部随机选取10个果，统计成熟种子数量，计算平均值。单位为粒，精确到１粒。 

1  少（<100粒） 

2  中等（100～150粒） 

3  多（≥150粒） 

1.5.2  种子千粒重  

在果实成熟期，采收每个试验小区植株花序中上部所有成熟的果实，剖种、干燥，清选

出成熟种子，从中随机取样 1000 粒种子，重复 4 次，用 1/100 天平称重，计算平均值。单

位为 g，精确到 0.0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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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种子形状 

以 1.5.2 中的种子样品为观测对象，目测，确定种质的种子形状，以最多出现的情形为

准。 

1  扁平 

2  其他（注明） 

1.5.4  种皮颜色 

以1.5.2中的种子样品为观测对象，目测确定种子的种皮颜色，以最多出现的颜色为

准。 

1  黑色 

2  其他（注明） 

 

2  农艺性状 

2.1  物候期 

2.1.1  花芽分化期  

以整个试验小区全部植株为观测对象，目测植株中心的叶片，记录植株新展叶片变窄，

变短而薄，色黄，直至呈长三角形的时期，作为花芽分化期。表示方法为“年月日”，格式

“YYYYMMDD”。           

2.1.2  花轴抽生期 

以整个试验小区的植株为观测对象，目测植株花芽分化后花轴抽生的情况，记录植株从

抽轴到第一个花梗抽生的时期。表示方法为“年月日-月日”，格式“YYYYMMDD-MMDD”。  

2.1.3  花序形成期 

以整个试验小区已抽轴的植株为观测对象，目测植株花序形成情况，记录植株从抽生第

一个花梗至花朵开始开放的时期。表示方法为“年月日-月日”，格式“YYYYMMDD-MMDD”。 

2.1.4  花期 

以整个试验小区的开花植株为观测对象，观测记载开花的起止日期，以第一个花序开始

开花的日期作为始花期，以最后一个花序开完花的日期作为终花期。表示方法为“年月日-

月日”，格式“YYYYMMDD-MMDD”。 

2.1.5  结果时期 

在植株开花后期，以整个试验区植株上的花序为观测对象，记录第一棵花序谢花到全部

果实成熟的时期。表示方法为“年月日-月日”，格式“YYYYMMDD-MMDD”。 

2.1.6  珠芽生长期 

在植株开花、结果后期，以整个试验区植株上的花序为观测对象，记录第一棵花序开始

抽生珠芽到最后一颗花序上的珠芽成熟开始脱落的时期。表示方法为“年月日-月日”，格式

“YYYYMMDD-MMDD”。  

 2.2 生命周期 

以整个试验区全部植株为观测对象，记录植株从定植到50%以上植株开花并长出珠芽

的年数。 

1  短（9年以下） 

2  中（10~15年） 

3  长（16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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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单叶重 

在叶片收获期，以整个试验区植株的叶片为观测对象，从每个小区随机取样10株，收

获心叶以下大于45°展叶线的完整叶片，清点叶片数量并称取鲜叶总重量，计算平均单叶

重。单位为g，精确到0. 1g。 

2.4  年增长叶片数 

在植株定植并恢复生长后的生产周期，以整个试验区植株的叶片为观测对象，从每个

小区随机取样10株，记载3年以上的数据，计算平均每年每株展开叶片的数量。单位为：片

/株•年。 

1  少（年增长叶片数少于35片） 

2  中（年增长叶片35~55片） 

3  多（年增长叶片55片以上） 

2.5  周期展叶数 

在植株定植并恢复生长后的生产周期，以整个试验区植株的叶片为观测对象，从每个

小区随机取样10株，计算整个生产周期中平均每株展开叶片的数量。单位为：片/株•周

期。 

1  少（350片以下） 

2  中（350~550片） 

3  多（550片以上） 

2.6  叶片纤维含量 

在叶片收获期，以整个试验区植株的叶片为观测对象，从每个小区随机取样10株，收

获心叶以下大于45°展叶线的叶片，称取鲜叶总重量，用机械抽取纤维、干燥,称取并记载

干燥纤维重量，计算叶片纤维含量。叶片纤维含量=纤维干重/鲜叶总重量×100%。计算周

期平均值，以％表示，精确到0.1%。 

1  低（4.0%以下） 

2  中（4.0%~5.0%） 

3  高（5.0%以上） 

2.7  纤维产量 

采用2.6中的干燥纤维重量的数据，计算纤维产量。纤维产量=单株纤维重量×单位面

积种植株数。根据计算结果确定纤维产量。  

1  低（3000kg/hm2） 

2  中（3000~4500kg/hm2） 

3  高（4500kg/hm2以上） 

2.8  皂素含量 

以2.6的方法获取剑麻叶片，称取一定量的叶片样品，捣烂，压出汁液，向汁液中加入

浓硫酸至7.5%的浓度，沸水水解4小时。冷后滤出水解物，水洗至中性。按每100g水解物

加入10g氢氧化钙，2g活性炭，拌合均匀，干燥。干物研细，用乙醇分次加热提取3次(每次

用90%乙醇100ml，加热迥流半小时)。合并提取液，减压浓缩至50ml，冷后置冰箱内2天。

滤出总皂苷元，乙醇洗2次(每次5ml)，干燥，称重。计算总皂苷元含量。以％表示，精确

到0.01%。总皂苷元含量=皂苷元总重量/叶片样品鲜重×100%。  

0  不能检出 

1  低（总皂苷元含量在0.2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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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总皂苷元含量在0.2 %~0.35%） 

3  高（总皂苷元含量在0.35%以上） 

 

3  品质性状 

3.1  纤维长度  

按2.6的方法获取纤维后，在每个小区提取的纤维中任意部位抽取1kg左右的纤维，整

理平直，对齐基部，用直尺量取其主体长度。单位为cm，精确到0.1cm。 

1  特短（<50cm） 

2  短（50~70cm） 

3  中（71~90cm） 

4  长（>90cm） 

3.2  纤维拉力 

按 2.6 的方法获取纤维后，在每个小区的纤维中任意部位抽取 1kg 左右的纤维，整理平

直，随机取出纤维一束，去除杂质，对齐基部，取其中部长为 300mm 的纤维束，用天平称

取 1g 重量作为试样，共称取试样 12 个；将试样平直整齐地夹入强力试验机上下夹钳的中

心，上下夹钳间距为 200mm，拉伸至纤维束破断时记录强力值。若试样断于夹钳处或发生

滑移则该试验值无效。取 10 个有效试验值的算术平均数作为该试验小区纤维的拉力。单位

为 N，精确到 0.1N。根据测量结果及下列说明描述纤维拉力。 

1  差（<600N） 

2  中（600N~800N） 

3  强（>800N） 

3.3  纤维色泽 

以 2.6 的方法获取的纤维为观测对象，目测并与标准色卡进行比较，确定纤维色泽。 

1  白色，有光泽 

2  浅黄，光泽差 

3  棕黄，无光泽 

3.4  纤维细胞长度  

以整个试验区植株的叶片为观测对象，从每个小区随机取样10株，每株在心叶以下第

30～35片叶中任选一片正常叶片，每片叶片割取中部5㎝一段，用FAA或60%酒精固定；然

后纵切成火柴梗大小，用解离液（10%硝酸:10%铬酸=1:1）解离，制成半永久片，在低倍

显微镜下用测微尺测量纤维细胞的长度，取500个观测值的算术平均数作为该试区的纤维细

胞长度值。单位为mm，精确到0.01mm。 

 

4  抗逆性状 

4.1  抗风性 

在 10 级以上强风过后，以该种质全部植株为观测对象，每个小区随机抽取 10 株，调查

记录叶片风折情况。 

剑麻风害分级标准： 

0 级： 无风害； 

1 级： 折叶在 5 片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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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级： 折叶在 6~10 片或植株被刮倾斜； 

3 级： 折叶在 11 片以上或植株被刮倒。 

根据调查结果，描述抗风性。 

1  极抗（植株不受影响，叶片无擦伤） 

3  高抗（植株无折叶，但有摩擦损伤） 

5  中抗（植株受风害达 1 级） 

7  低抗（植株受风害达 2 级） 

9  不抗（植株受风害达 3 级） 

 

4.2  耐矿物质毒性（待定） 

 

4.3   

每次寒潮过后，以整个试验区全部植株为观测对象，每个试验小区随机抽取 10 株，3 次

重复，调查记录叶片受寒害情况。 

剑麻寒害分级标准： 

0 级： 叶片基本无受害； 

1 级： 叶片受害面积<1/5； 

2 级： 叶片受害面积 1/5～2/5； 

3 级： 叶片受害面积 2/5～3/5； 

4级： 叶片受害面积>3/5。 

根据调查结果，描述剑麻植株对低温的敏感性。 

1  不敏感（叶片基本无寒害） 

3  差（叶片受寒害达 1 级） 

5  中等（叶片受寒害达 2 级） 

7  强（叶片受寒害达 3 级） 

9  极强（叶片受寒害达 4 级） 

  

5  抗病虫性状 

5.1  病害 

5.1.1 抗斑马纹病（Phytophhiora sp.） 

剑麻斑马纹病是一种传染性的真菌病害。斑马纹病菌侵害地上各部分，引起叶斑、茎

腐和轴腐。 

供试植株为隔离温室内进行正常肥水管理的盆栽植株。采用叶面针刺法接种，每份种

质5株，重复4次。每株在45°展叶线以下的叶片中于不同方向选取叶片4片，用大头针在叶

片中下部距离叶基部10cm处将叶面的表皮刺破，然后在刺伤处滴一滴游动孢子悬浮液，在

温度30～35℃的条件下保湿培养5～7天后进行抗性调查。 

斑马纹病危害症状分为5级： 

级别   病害情况 

0    叶片无病斑 

1    叶片出现病斑，但不扩展 

2    叶片出现病斑，并向叶基部扩展 

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平台 
国家作物科学数据中心

9 http://www.cgris.net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对低温的敏感性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3    病斑扩展到叶基部或茎部 

4    茎腐或轴腐 

 

病情指数计算公式： 

 

式中：DI＝病情指数，s＝发病级别，n＝相应发病级别的株数， 

i＝病情分级的各个级别，N＝调查总株数，4 为最高病情级数。 

 

种质抗病性依病情指数分 5 级，各级标准如下： 

抗病性级别        抗病性类型         病情指数范围 

1            高抗              （0≤DI＜15＝ 

3            中抗                （15≤DI＜25） 

5            抗              （25≤DI＜40） 

7            感                （40≤DI＜55） 

9            高感              （55≤DI）  

 

5.1.2 抗剑麻茎腐病（Aspergillus niger van Teigh） 

剑麻茎腐病是一种黑曲霉菌引起的病害。通过叶片伤口侵入，引起湿茎腐、干茎腐和

干基部茎腐等。 

供试植株为隔离温室内进行正常肥水管理的盆栽植株。采用割口接种法，每份种质5

株，重复4次。每株用锋利刀具割除45°展叶线以下的全部叶片，叶基长度保留约5cm，然

后用喷雾器在割口上均匀喷洒游动孢子悬浮液，在温度30～35℃的条件下保湿培养5～7天

后进行抗性调查。 

剑麻茎腐病危害症状分为5级： 

级别   病害情况 

0     叶片割口无感病 

1     1～4 个叶片割口感病 

2     5～10 个叶片割口感病 

3     11 个以上叶片割口感病 

4     整株叶片失去光泽或凋萎 

 

病情指数计算公式： 

 

 
100

4
 

N

SiNi 　
DI

 
100

4
 

N

SiNi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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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DI＝病情指数，s＝发病级别，n＝相应发病级别的株数， 

i＝病情分级的各个级别，N＝调查总株数，4 为最高病情级数。 

 

种质抗病性依病情指数分 5 级，各级标准如下： 

抗病性级别        抗病性类型         病情指数范围 

1            高抗              （0≤DI＜15＝ 

3            中抗                （15≤DI＜25） 

5            抗              （25≤DI＜40） 

7            感                （40≤DI＜55） 

9            高感              （55≤DI）  

 

5.1.3 抗剑麻炭疽病（Colletotrichum a gaves Cav.） 

鉴定方法参照5.2.1。 

5.1.4 抗剑麻黑斑病（Diplodia natalensis Evams.） 

鉴定方法参照5.2.1。 

5.1.5 抗剑麻叶斑病（Nectriella miltina） 

剑麻叶斑病主要是由于温、光、风等外界因素的变化，植株内部水分代谢和酶的活动

等生理反常而发生的病害，有白斑型和黄斑型之分。 

剑麻叶斑病的鉴定采用人工调节促使温度骤降，引发温差的方法。利用盆栽法在温室内

培育生长健壮的剑麻植株，每份种质10株，3次重复。然后将植株移至已设置好温度的冷库

内进行处理，冷库设置的温度与温室的温度差值为15℃。处理24小时后取回温室，10天后进

行抗性调查。 

剑麻叶斑病危害症状分为5级： 

级别   病害情况 

0     叶片基本无叶斑 

1     叶片叶斑面积小于整叶面积的 10% 

2     叶片叶斑面积是整叶面积的 11%～20% 

3     叶片叶斑面积是整叶面积的 21%～50% 

4     叶片叶斑面积为整叶面积的 50%以上 

病情指数计算公式： 

 

式中：DI＝病情指数，s＝发病级别，n＝相应发病级别的株数， 

i＝病情分级的各个级别，N＝调查总株数，4 为最高病情级数。 

 

种质抗病性依病情指数分 5 级，各级标准如下： 

 
100

4
 

N

SiNi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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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病性级别        抗病性类型         病情指数范围 

1            高抗              （0≤DI＜15＝ 

3            中抗                （15≤DI＜25） 

5            抗              （25≤DI＜40） 

7            感                （40≤DI＜55） 

9            高感              （55≤DI） 

5.1.6 抗剑麻褐斑病（Diplodia natalensis Evans.） 

鉴定方法参照5.1.1。 

5.2  害虫 

5.2.1 抗红蜘蛛 

红蜘蛛是朱甲螨（学名待定）在剑麻生产上的通称，属农业螨类中的害螨，整年都能

危害剑麻，其程度因季节性气候变化而有差异。主要危害45°展叶线以下的叶片，危害老

叶基部较多，严重时蔓延至叶片中上部，专门吸吮叶汁，使叶片干枯，影响叶片纤维质量

和光合作用。 

在隔离温室内，选择正常肥水管理生长一致的盆栽剑麻100株，在红蜘蛛高发季节进行

试验。将朱甲螨成虫接到盆栽的剑麻植株成熟叶片的基部叶面上，每株接虫100头，然后用

防虫网罩住，在温度25～28℃，湿度70%～80%的条件下，培养6～8周后进行抗性调查。 

红蜘蛛危害症状分为5级：  

级别   虫害情况 

0      叶片未见受害。  

1      叶片基部轻度受害，仅有少量红蜘蛛，有明显的水渍状小斑点。 

2      叶片中部轻度受害，基部受害较重，有虫斑，有较多虫量，但纤维少受影

响。 

3      叶片上部轻度受害，叶片中下部受害较重，有较多虫斑，虫量多，纤维质

量受影响。 

4      整片叶片受害重，叶面叶背布满虫斑，叶片因之失水干枯。 

根据叶片的受害级别，计算虫害指数 

 

式中：DI＝虫害指数%，S＝为害级别，n＝各级为害株数， 

i＝虫害的各个级别，N＝调查总株数，4为最高虫害级数。 

抗虫性依虫害指数分为5类，各类型标准如下： 

虫害指数        抗虫性类型        虫害指数范围 

1              高抗          （DI＜5） 

3              中抗          （5≤DI＜20） 

5              抗            （20≤DI＜35）  

7              低抗          （35≤DI＜50） 

9              不抗          （≥50） 

 

5.2.2 抗褐圆蚧（Chrysomphalus ficus Ashmead） 

抗性鉴定方法参照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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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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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抗橄榄蜡蚧（Saissetia oleae Bern.） 

抗性鉴定方法参照5.2.1。 

 

6 分子标记 

对进行过指纹图谱分析或重要农艺性状分子标记的剑麻种质，记录指纹图谱或分子标

记的方法，并注明所用引物、特征带的分子大小或序列以及所标记的性状和连锁距离。 

6.1 随机扩增多态性 DNA（RAPD） 

准确标明试验条件及产物分子量大小(适用于核基因组)。 

6.2 扩增片段长度多态性(AFLP) 

标明引物组成及产物的分子量大小(适用于核基因组)。 

6.3 简单序列重复区间扩增多态性(ISSR) 

标明引物序列及产物大小(适用于核基因组、叶绿体基因组)。 

6.4 简单重复序列(SSR) 

 标明引物序列及衍生(扩增)出的核苷酸序列(适用于核基因组、叶绿体基因组及线粒体

基因组)。 

6.5 其他分子标记 

 

7  细胞学性状 

7.1  染色体数目 

染色体是剑麻遗传的主要物质基础。在剑麻细胞核内有一组染色体称为单倍体（1X=30）；

在剑麻细胞核内有两组染色体称为二倍体或双倍体（2X=60）；在剑麻细胞核内有三组以上

染色体的通称为多倍体，如三倍体（3X=90），四倍体（4X=120），五倍体（5X=150），六倍

体（6X=180），八倍体（8X=240）等；剑麻品种许多是具有三组以上染色体的多倍体。  

数据采集方法：剑麻细胞染色体镜检是鉴别剑麻种质资源染色体数目的主要方法，在剑

麻染色体镜检中，多采用挤压制片法，所用染色剂多为醋酸系列染色剂；样品选取，一般选

择细胞分裂旺盛、组织幼嫩的根尖部位。 

根尖的染色体镜检：鉴别剑麻染色体数目时，需先将幼苗水培催根，待幼根长至 1 厘米

左右时，从尖端取其一段，作为样品，马上投入醋酸乙醇固定剂中，固定半小时以上，移入

软化剂（醋酸、盐酸、硫酸软化剂）中软化 3～5 分钟（见样品由白色变为半透明为止），然

后放到载玻片上，加上盖玻片，并在盖玻片上加压，将样品压薄，再用针尖将盖玻片挑开一

个缝隙，用滴管沿缝隙加一滴染色剂（1%醋酸地衣素或 1%铁醋酸洋红或 1%醋酸酚蓝），染

色 3 分钟后进行镜检，挑选处于四分体阶段的细胞进行染色体记数，调查样本数一般为 30

个细胞以上，即可确定该剑麻染色体数目。 

7.2  染色体倍数 

剑麻种质经 7.1 染色体数目检测，确定其染色体倍数。 

1  二倍体（2X=60） 

2  三倍体（3X=90） 

3  四倍体（4X=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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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五倍体（5X=150） 

4  六倍体（6X=180） 

    5  八倍体（8X=240） 

6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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