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瓠瓜[Lagenaria siceraria（Mol.）Stand]属葫芦科

葫芦属一年生蔓性草本植物（2n=2x=22），又名蒲

瓜、蒲仔、瓠子、长瓜、夜开花、葫芦、瓢瓜等[1]，源于

赤道非洲南部热带低地，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糖分、

有机酸及多种微量元素，既有很好的医疗保健功

能，又是炎热夏季食用的凉性蔬菜[2-3]，是我国栽培

的葫芦科蔬菜中最古老的一种，因其雌雄花大都在

夜间及早晚光照弱时开放，故又称“夜开花”。在热

带非洲、印度、东南亚和我国大部分地区作为食用、

药用、观赏、工艺加工品等广泛栽培，是长江流域及

南方各省份效益农业的重要蔬菜品种之一，其中浙

江年均种植面积稳定在 1 万 hm2左右。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开始进行瓠瓜育种，

先后育成了不同类型、不同成熟期及不同抗性的瓠

瓜新品种，在瓠瓜品质育种、抗病育种和抗（耐）逆

性育种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一定程度上实现了

我国主栽瓠瓜品种的国产化、良种化和杂优化。目

前，对瓠瓜遗传基础及育种方面研究进行归纳总结

的相关报道较少，笔者就近年来瓠瓜种质资源、品

种选育、育种遗传基础、生物技术育种等方面的研

究进行归纳总结，提出目前瓠瓜育种研究中存在的

问题并进行展望，旨在为瓠瓜育种的深入研究提供

依据和参考。

1 瓠瓜种质资源

种质资源是现代种业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育

种的基础材料。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分别于

1955—1958 年、1983—1985 年开展了两次全国性

大规模的农作物种质资源征集及多次专项考察搜

集工作。“七五”期间（1986—1990 年），由中国农业

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牵头，组织全国 29 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蔬菜科研、教学单位协作攻关，收集

整理蔬菜种质资源并上交国家种质资源库长期保

存。全国共收集并保存 171 份瓠瓜资源，其中福建

瓠瓜遗传基础及育种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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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bottle gourd has a long cultivation history, breeding and genetic research started fairly late and

lagged behind other major cucurbit vegetables. The current genetic research on bottle gourd focuses on heterosis, and

genetics of agronomic traits, stress resistance（ tolerance） and bitterness. We summarized research progress of

germplasm resources, variety breeding, inheritance and biotechnology application in this article. The aim was to provide

basis and reference for further research efforts on breeding of bottle gou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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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交最多（50 份），湖南次之（17 份）。截至 1998

年，全国共收集瓠瓜资源 242 份[4]。2015 年农业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印发了《全国农作物种质

资源保护与利用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2030

年）》，并于 2015—2020 年实施了第三次全国性农

作物种质资源普查和收集，其间，浙江收集到瓠瓜

地方种质资源 51 份[5]，广西 38 份[6]，福建 24 份[7]，为

瓠瓜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

在我国，瓠瓜可分为瓠子、长柄葫芦、腰葫芦、

圆葫芦四个大类[8]，瓠瓜在我国已有 7000 多年的栽

培历史 [9]，目前年栽培面积约 13.33 万 hm2 [10]，主要

分布于浙江、福建、云南、上海、广东、湖北、四川等

地[1，5]。长期以来，经过自然选择和人工选育，各地

形成了许多优良的品种群，如湖北、湖南、江西、江

苏等地区主栽品种有早熟的孝感瓠子、宜昌葫芦、

神农架瓠子、洪湖葫芦、汉龙碧玉瓠瓜、面条瓠子，

长势强的兴蔬短瓠，大葫芦形的圆瓠 1 号，优良的

农家种三江口瓠子等品种 [11]，及上海、杭州的长瓠

瓜，南京的面条瓠子，浙江的长葫芦，福州的芋瓠

等。广东地区主栽品种有早蒲 2 号、永乐、青秀、短

瓠蒲瓜、正源 3 号蒲瓜、早佳蒲瓜等[5]，广西地区有

梧州早蒲瓜、桂林瓠子瓜、金城江瓠子瓜、牛角瓜、

南宁牛腿瓠等地方品种。

2 瓠瓜品种选育

近年来，由于消费者口味偏好、市场定位、近亲

繁育等，瓠瓜品种间种质资源遗传基础愈发狭窄，

不同的育成品种间基因差异逐渐缩小，导致其种性

退化，因此，生产中迫切需要选育出更多更丰富的

瓠瓜品种来满足实际生产的需求。瓠瓜育种目标

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以植株生长势强、

抗病抗逆性强、产量高、品质优作为育种首要目

标。第二，根据瓠瓜变种类型、品质确定育种目标，

菜用瓠瓜需选择具有早熟、果皮薄、肉质嫩软多汁

等性状的品种；用作容器的瓠瓜，可选择果大、质

硬、葫芦形状的品种；用作砧木的瓠瓜，可选择生长

势强、抗病性强的品种。第三，根据栽培目的来确

定育种目标，如以冬春或夏季栽培为目的，应选择

耐寒或耐热性强及对长日照不敏感的品种。瓠瓜

育种途径一般包括引种、常规选种、杂交育种和分

子育种等。

2.1 引种

目前，我国瓠瓜生产普遍应用地方品种，引种

不失为充实地方瓠瓜种质资源的一条重要途径，通

过从国外或国内不同地区间引种的方式，能够加快

全国各地瓠瓜生产和丰富瓠瓜种质资源。据文献

记载，熊培桂[12]最早开始瓠瓜引种试验，成功解决了

限制瓠瓜在西宁地区发展的品种因素，接着关振

中[13]利用平安地区气候条件对瓠瓜的引种技术进行

了研究。近年来，瓠瓜引种相关报道较多，浙蒲二

号瓠瓜新品种及配套爬地栽培技术可在江、浙、沪

一带水稻区推广，且已在嘉兴、余杭、宁波、绍兴和

江苏等地区进行推广，应用效果显著[14]。早浦 2 号

通过引种试验，适宜在广东阳江市春、秋两季种

植[15]。

2.2 常规选种

瓠瓜地方品种间易于杂交，常出现混杂分离情

况，如品质变劣、产量降低、出现苦味等，可采用混

合选择、单株选择等常规选种技术在地方种植品种

中选育出新品种。2003 年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在全

省率先选育出抗病、优质、丰产的常规品种美丰一

号瓠瓜[16]，接着，广东各地先后育成了美丰一号、美

绿一号和粤丰一号等瓠瓜常规品种[5]。陈先知等[17]

从苍南地方品种五月早瓠瓜变异单株中经系统选

育获得瓠瓜新品种温圆蒲 1 号。邹宜静等[18]将杭州

长瓜经过严格自交提纯复壮改良育成了改良杭州

长瓜品种。

2.3 杂交育种

受黄瓜、西瓜等瓜类作物杂种优势明显的启

发。华中农业大学向长萍团队从 20 世纪 90 年代

开始进行瓠瓜杂交育种研究，用收集的瓠瓜品种纯

化为自交系后进行杂交，选育出我国第一个瓠瓜杂

种一代品种华瓠杂 1 号[19]。此后，瓠瓜的杂交育种

研究才逐渐发展起来，瓠瓜杂种一代新品种选育逐

渐取得了显著成效。近年来，根据生产上不同需

求，我国选育出了不同类型的瓠瓜品种（表 1）。

瓠瓜除作菜用，因其抗性优良，与西瓜亲缘关

系接近，常用作西瓜及其他葫芦科蔬菜作物的砧木

材料。因此，除表 1 所列出的菜用瓠瓜品种外，国

内一些科研单位相继筛选、培育出适合作为砧木的

瓠瓜品种，如庞兆良等[40]培育出的瓠瓜砧木杂交种

雪峰强砧 1 号，与西瓜嫁接亲和性好，共生亲和力

强，适宜于我国南方前期低温寡照条件下嫁接育苗

及西瓜重茬区进行嫁接栽培。

3 瓠瓜遗传规律研究

3.1 瓠瓜主要农艺性状的遗传研究

只有了解了瓠瓜各种性状的遗传规律，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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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设计育种方案，才能将不同的优良基因综合到瓠

瓜个体中。目前，对瓠瓜遗传规律的相关基础研究

主要集中在抗病性、抗耐（逆）性[41]、瓜形、鲜味[42]及

苦味[43]等方面。瓠瓜的形状、皮色、单瓜质量等 3 个

果实性状的遗传多样性最丰富，利用果实形状和单

瓜质量可以初步判断瓠瓜种质之间的亲缘关系[44]，

瓠瓜瓜长、瓜长生长系数、蛋白质含量等性状遗传

符合加性-显性模型，小区产量、雌雄花开花期、铁离

子含量等性状遗传符合加性-显性-上位性模型，杂

种生长势优势与杂种产量优势关系密切[45]。瓠瓜果

形遗传调控机制复杂，可能存在一因多效或紧密连

锁的基因[46]。砧用瓠瓜对枯萎病的抗病性与根系生

长具有相关性，可以根据根系生长情况快速评价砧

用瓠瓜对瓠瓜枯萎病的抗性表现[47]。

3.2 抗病性

白粉病与病毒病是瓠瓜生产上的两大主要病

害，有关瓠瓜抗病性遗传研究主要集中在危害症

状、防御措施、生理特性和基因组学方面。20 世纪

90 年代，Robinson 等[48]研究指出瓠瓜对白粉病的抗

性受 1 对隐性基因控制。王玲平等[49]的研究也证实

了此结论。瓠瓜对白粉病抗性与其携带有利等位

变异数目呈正相关[50]，对白粉病的抗性受 1 对隐性

基因控制，硅能提高酚类代谢的酶活性，提高瓠瓜

对白粉病的抗病能力[51]。砧用瓠瓜世代群体对瓠瓜

枯萎病的抗性由多基因控制，抗性遗传符合“加

性-显性”模型，以加性效应为主，且抗病对感病表现

为部分显性。不同家系对瓠瓜枯萎病的抗性遗传

模型为“加性-显性-上位性”，抗病亲本中显性基因

多于隐性基因[52]。

3.3 抗耐（逆）性

国内在瓠瓜抗耐性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耐

湿涝、耐低温等方面。瓠瓜作物根系生长速度、叶

绿素含量、POD 活性及 MAD 含量可作为瓠瓜苗期

耐涝性相关指标，综合判断瓠瓜苗期耐涝性[53]。瓠

瓜亲本 JZS 的耐湿涝特性由 1 对显性单基因控制，

F1的不定根数目比耐湿涝亲本 JZS 增多，表现出超

亲优势[54]。采用外部形态指标和生理生化指标可以

正确评价蒲瓜的耐热性 [55]，相对电导率、Pro 与

MDA 含量与冷害指数可以作为选择瓠瓜抗寒性品

种的指标[56]。

3.4 苦味遗传

遗传特性是苦味产生的内因，有研究证实，瓠

瓜变苦与栽培管理及外界条件没有关系，苦味是由

显性基因 Bt 和另一对基因 II 和 ii 决定的，只有植

表 1 我国育成的主要瓠瓜品种

品种

正源 3 号

浙蒲 9 号

鄂瓠杂 4 号

温圆蒲 1 号

金蒲 1 号

福圣

浙蒲 1 号

浙蒲 2 号

浙蒲 6 号

浙蒲 8 号

早杂 7 号

越蒲 1 号

越蒲 2 号

榕瓠 1 号

甬瓠 1 号

甬瓠 2 号

早春一号

嘉蒲 2 号

华瓠杂 2 号

华瓠杂 3 号

鄂瓠杂 3 号

熟性

早中熟

中早熟

早熟

早熟

早熟

早熟

早熟

早熟

早熟

中早熟

早熟

早熟

早熟

早中熟

早熟

早熟

特早熟

早熟

早熟

早熟

早熟

瓜长/cm

19.5（葫芦形）

25

27.4

15（葫芦形）

40

42

45~50

40

36

30

35

25~35

35~40

30~40

50

50

55

40~50

40

54

42~45

长势

强

强

强

中等

强

强

强

中等

中等

较强

中等

强

较强

强

强

强

-

强

强

强

强

育种单位

广东和利农农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武汉市蔬菜科学研究所

温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省金华三才种业公司

武汉市蔬菜科学研究所

浙江省农科院园艺所

浙江省农科院蔬菜所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浙江之豇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省绍兴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省绍兴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福建省福州市蔬菜科学研究所

浙江省宁波市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浙江省宁波市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湖北省咸宁市蔬菜科技中心

浙江省嘉兴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华中农业大学园艺林学学院

华中农业大学园艺林学学院

湖北省农科院经作所

抗性

耐热、耐寒、耐旱、耐涝

抗枯萎

-

耐低温、耐弱光照

中抗枯萎病和白粉病

较抗白粉病、炭疽病

耐低温弱光

耐低温弱光

耐低温弱光、耐盐碱，抗枯萎病，中抗病

毒病和白粉病

耐高温，对枯萎病和白粉病抗性强

耐低温弱光，较耐枯萎病、白粉病和病毒病

较抗白粉病

中抗白粉病

耐热性好，抗枯萎病、白粉病和霜霉病

耐低温弱光，较抗枯萎病、霜霉病

抗病毒病和枯萎病

-

耐高温、强光，耐湿，耐渍，抗病毒病和白粉病

较耐白粉病和霜霉病

较耐白粉病和霜霉病

较耐白粉病，较抗霜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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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文献中没有相关性状表述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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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同时存在 Bt 和 I-时才使果实形成一种糖甙——

葫芦甙而产生苦味的性状，基因互补作用是造成瓠

瓜变苦的原因，其含量以果实的外果皮部分最高，

叶部、茎部、卷须、花冠上均无苦味物质存在，所以

瓠瓜不能在其开花结果前判断其是不是苦味瓤

瓜[57]。张谷曼[58]研究发现瓠瓜果实苦味的产生涉及

2 对基因的互补作用，需要显性苦味基因 Bt 与显性

基因 I 的共同存在，缺一不可。

但也有研究发现，苦味的产生与环境因子有一

定的关系，嫩叶含氮量过低或嫩瓜中含氮量过高会

明显导致苦味瓜的出现[59]，推测是因为在瓠瓜生长

过程中，异常的 N 代谢导致苦味素在瓠瓜中产生并

积累，从而引发苦味产生[60]。可见，氮素与苦味的发

生有一定相关性。也有研究表明瓠瓜变苦是一种

返祖遗传现象[58，61]，具体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4 瓠瓜生物技术育种研究

4.1 瓠瓜分子标记辅助育种

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是育种中常用的手段。尽

管瓠瓜基因组相对较小（约为 630 Mb），从分子水平

检测瓠瓜不同种质间遗传多样性的研究还较少。

近年来，瓠瓜的基因组序列信息和位点特异性分子

标记研究开始被重视起来。

4.1.1 瓠瓜相关基因的分子标记开发 基因分子

标记研究是进行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分离和克

隆基因的基础。目前已公开的与瓠瓜有关的标记种

类、数量相对较少，见表 2。利用瓠瓜转录组数据进

行 SSR 标记开发，可为其遗传多样性分析和遗传图

谱构建提供更丰富可靠的标记选择[62]。王玲平等[49]

开发了国际上首个瓠瓜白粉病标记 GPDSATG/

CTC75，与白粉病抗性基因的连锁距离为 9.6 cM，

可用于瓠瓜抗白粉病品种的辅助选育；宋慧等[63]首

次通过分子标记分析瓠瓜耐涝性，筛选到瓠瓜 SSR

引物 S87/88-230 bp，与瓠瓜耐湿涝相关的不定根数

目基因的连锁距离为 8.8 cM，为进一步利用分子标

记辅助选育耐湿涝瓠瓜新品种提供有效标记。

表 2 瓠瓜相关性状的分子标记与定位

相关性状

瓠瓜白粉病抗性基因

耐湿涝特性

标记类型

AFLP

SCAR

SSR

引物名称/引物序列（5′-3′）

E-ATG/M-CTC

GPDSATG/CTC751：CATGAAAGAAAATCGGCTTGG

2：TAACTCCAGCACTCCCTTCCC

S87/88

连锁距离/cM

9.6

9.6

8.8

片段长度/bp

105

105

230

参考文献

[49]

[49]

[63]

4.1.2 瓠瓜遗传图谱的构建与基因定位 李国景[64]

挖掘开发了大量 SSR、SNP、InDel 等分子标记，构建

了含 3186 个标记的首张高密度瓠瓜分子遗传图

谱，定位了 37 个与果形关联的 QTLs，其中包括 1

个控制长形果向圆形果转变的主效 QTL，筛选到与

苦味互补基因连锁的一对 InDel 标记，可以预测品

种果实是否会出现苦味。汪颖等[46]团队构建了包含

12 个连锁群和 68 个 SNP 标记的遗传连锁图，总长

度达 826.3 cM，共检测出 24 个果形相关性状的

QTL，随后在 F2群体中检测到一个控制瓠瓜果实由

圆形到长棒形转变的主效 QTL，并鉴定出 3 个主要

瓠瓜果形调控关联区域[65]，对揭示瓠瓜复杂果形的

遗传调控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宋慧等[54]获得了甬砧

系列瓠瓜的分子指纹图谱，该图谱能有效区分甬砧

系列及其对照，起到品种鉴定与保护的作用。

4.1.3 瓠瓜亲缘关系和遗传多样性 分子标记技

术以其准确性高、速度快、周期短而较多地应用于

瓠瓜种质亲缘关系分析和种质资源多样性检测方

面。世界范围内瓠瓜可以以大洲为界限划为不同

类群，非洲、亚洲的瓠瓜种质是相对独立的，新大陆

（美洲）的种质起源于非洲，但受到了亚洲种质的一

些影响[66]，源自日本的瓠瓜品种与源自中国和泰国

的瓠瓜品种存在地理分化现象，分属于不同的分

支[67]。瓠瓜地方品种间的形态多样性是人类长期选

择、近亲繁殖、自花传粉的共同结果，瓠瓜类群分布

主要与种质资源的地理位置相关，不同产地瓠瓜品

种间存在丰富的遗传变异和地理分化现象，瓠瓜的

农艺性状分类和地理分布与分子标记存在一定的

相关性[68-70]。还可以通过分子标记对收集的瓠瓜地

方种质资源进行表型鉴定和遗传多样性分析[6]，为

开展瓠瓜育种研究、指导亲本选配以及构建瓠瓜种

质库提供依据。

4.1.4 瓠瓜种子纯度鉴定 要发挥瓠瓜杂交种的

优势，最根本的是要保持杂种一代的纯度。随着

DNA 分子标记技术的发展，瓠瓜开始使用不同类型

DNA 分子标记鉴别种子的真伪和纯度，已有相关报

道研究使用 AFLP、SSR、RAPD、SRAP、InDel 等分

子标记技术进行瓠瓜种子纯度鉴定[71-73]，但操作性

复杂、难度大、推广难，而利用 SNP 分子标记对瓠瓜

种子纯度进行鉴定，不失为一种准确、简便、快速的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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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鉴定和纯度检测方法[74]。

4.2 瓠瓜基因克隆

近年来，育种家逐渐在瓠瓜抗病育种上开始运

用基因克隆技术，并取得了一些进展。赵芹等[75]首

次对瓠瓜逆转录酶序列进行克隆分析，利用 Ty1-co-

pia 逆转座子转录酶保守序列设计简并引物，得到

25 条逆转录酶序列，为利用逆转座子开发分子标记

研究瓠瓜遗传变异及进化途径奠定了基础，并从大

籽瓠抗性材料基因组 DNA 中分离抗病基因的同源

序列，获得 23 条瓠瓜 NBS 抗病同源序列，为进一步

克隆瓠瓜功能性抗病基因以及分子标记辅助选择

抗病品种奠定了基础[76]。

4.3 瓠瓜组织培养

瓠瓜组织培养研究报道较少，李劲松等[77]系统

地研究了瓠瓜子叶外植体直接发生不定芽，以及不

定芽生根壮苗培养的影响因子。结果表明，以子叶

基段打孔或切开产生不定芽频率较高，以 MS 培养

基，添加 1.0 mg·L-1的 6-BA 对于诱导瓠瓜子叶外植

体分化出不定芽比较理想，附加 1.0 mg·L-1的 NAA

可用于不定芽的生根壮苗培养，可获得健壮的完整

植株，其根系发育良好，平均单株根数达 5.3 条。

4.4 瓠瓜基因组测序

随着测序技术的发展和测序成本的大幅度降

低，我国传统特色蔬菜作物瓠瓜开始有了全基因组

方面的研究。中国瓠瓜种质资源的基因组大小为

329.11~344.56 Mb[78]，建立了瓠瓜基因组信息相关

数据库[79]，可为瓠瓜基因组文库构建、测序深度分析

和基因组组装提供理论依据。Wu 等[80]首次对瓠瓜

自交系 USVL1VR-Ls 进行基因组 De Novo 测序分

析，揭示了葫芦科植物基因组进化史。许端祥等[81]

对福州芋瓠瓠瓜叶片进行了高通量无参转录组测

序分析，共获得 664 252 268 个 reads 片段，经序列

组装共计获得 87 518 个 Unigene，总长度高达

91 405 320 bp，76.03%的 Unigene 长度主要集中在

1~1000 bp。

5 问题及展望

5.1 重视瓠瓜品种多样化和种质资源的收集鉴定

中国种植瓠瓜历史悠久，全国各地均有栽培且

品种十分丰富。国内已在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和

主要蔬菜作物上建立了核心种质库，但瓠瓜的核心

种质库尚未建立。虽然结合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

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部分省区如福建、浙江、广

西等地对瓠瓜种质资源进行收集鉴定，但整体来

看，对瓠瓜种质资源的系统研究不够深入，也缺乏

对我国瓠瓜种质遗传多样性的全面分析。因此应

加强对瓠瓜野生特异种质的引进与发掘利用[62]，从

世界各地收集、挖掘优异的瓠瓜种质资源，挖掘并

利用其中优良抗性、品质等性状基因来丰富育种资

源，对资源性状进行精深系统的分析、鉴定和评价，

利用新技术、新方法创新瓠瓜育种资源。

5.2 应加强瓠瓜育种相关的基础研究

我国开展瓠瓜育种研究较迟、基础较薄弱，虽

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相对葫芦科其他瓜类作物，

瓠瓜重要性状遗传学基础研究起点低、起步晚，远

远落后于西瓜、黄瓜、甜瓜和南瓜等其他瓜类作

物。利用常规育种、杂种优势等方法进行产量、抗

病、品质育种仍占主导地位，国内还未见诱变育种

的相关报道，分子育种也处于起步阶段，对瓠瓜主

要性状遗传规律、性状遗传力等基础性研究也不

多。应利用现代生物技术打破传统育种的局限性，

加强对瓠瓜遗传规律、种质遗传力等基础研究，为

瓠瓜育种提供可预见性。

5.3 抗性育种仍然是瓠瓜育种的重要方向

我国对瓠瓜大部分的研究集中在标准化栽培

技术、品种选育、生理特性方面，而目前市场上瓠瓜

品种的抗病性、抗虫性、耐冷凉、苦味性问题仍然存

在。国内育种家应加强瓠瓜兼抗或高抗主要病害

及对逆境（干旱、湿涝、低温）的强抗逆性方向的育

种工作，紧密结合市场受欢迎的外观性状和内在性

状及产量等。育种方向从单抗性品种向多抗性品种

转变，可以减少农药的使用和对环境的污染，生产绿

色有机农产品，满足人们对健康低碳生活的需求。

5.4 加强分子育种研究

分子育种技术在瓠瓜遗传育种研究中处于初

级阶段，与传统育种结合起步较晚，如基因编辑技

术等现代生物技术等还未完全进入实用阶段，使新

品种选育进程偏慢，自主选育的瓠瓜品种还不能完

全满足社会需求。现代生物技术对一些重大问题

如提高抗病虫性、突变体保存利用、优良材料快繁

技术、种质资源筛选等方面起有效的辅助作用，如

瓠瓜分子遗传图谱构建、重要性状基因定位、遗传

转化、指纹图谱数据库建立、分子标记选择育种等，

对瓠瓜育种材料和育种技术的创新、重要农艺性状

基因挖掘产生较大效果，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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