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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用 基 因 图 谱 改 良 马 铃 薯

—利用分子生物学工具扩大国际马铃薯

中心 ��� 尸�遗传资源的应用

在国际马铃薯中心的常规育种技术不断

促进马铃薯生产并被广泛应用的同时
，

遗传

资源学家和育种专家对分子生物学工具的用

途也 日益重视起来
。

例如
，

利用诸如限制性片断长度多态形

������等更为灵敏的生化方法
，

我们可

以更精确地确定特定基因型的遗传结构
�

因

此
，

通过充分鉴定种质资源的特征特性可以

使其对育种专家更为有用
。

由于可以尽可能

广泛地保存种质资源
，

我们就可以得到有关

样品遗传组成的更全而的知识
。

此外
，

一些

特殊的用途还包括 �
分析样品的遗传变异

、

确定基因型的
“

指纹图潜
” 、

鉴别重复收集的

样品以及组成核心样品
，

� 遗传图谱

早在经典遗传学创立初期
，

科学家们就

已经理解了基因连锁的概念
。

一些基因库有

时也利用标识 �酶类�来分析和绘制基因连

锁图
，

这些连锁图可以通过细胞学的染色体

显带技术看到
。

当分 广生物学发展到木 世纪

�� 年代
，

科学家们发明了许多新的技术用

于绘制随机 ��� 片断图潜
，

或者克隆染色

休组序列来绘制基 因连 锁 图或 ���� 图

�普
。

这些图�普给遗传资源学家和植物育种学

家在广泛应用遗传资源方而开创了新的起

点
。

口前正在对许多垂要的作物如马铃薯
、

甘薯
、

水稻
、

玉米
、

小麦
、

甘蔗
、

番茄
、

辣

椒和茄 户进行 ���� 图谱分析
。

这一工作

在作物进化和生物系统学方面开创了许多令

人感兴趣的研究领域 ����������� 等�
，

如

高干物质番茄的选育 ��������� 等�
。

� 用于系统发育分析的 ����标识

许多科学家利用 ���� 连锁图标 识对

系统发育树进行了研究
，

并取得令人关注的

结果
。

此外
，

还对一些作物的物种
，

如结块

茎 的 茄 �属 种 ����������� 等
，

�����

�������等
，

������ 芸茎属种 �����等
，

����� �兵豆�买种 ������ 和 � ���������
，

����� 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

利用有限数 目的

标 识和酶类相对易于弄清系统发育的遗传
。

马 铃 薯 的 该 项 工 作 已 由 ���������� 等

������和 �������等 ������完成
。

图 �

是对一些茄属种和番茄的系统发育研究的结

果
。

这类研究极大地丰富� 我们对于遗传资

源及其相互关系的了解
。

� 核心样品的概念
“

核心样品
”

代表了特别重要的性状或普

遍遗传变异的流动样品
。

����技术非常有

助 �
飞

从全部样品中选取有代表的遗传变异
。

选定
“

核心样品
”

后
，

有关材料可长期保存
。

“

核 心样 品
”

�一 般 只 占全部样 品 的

���或更少�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优点 �①繁

殖种子 �②在其它基因库贮存备用种子 �③满

足如国家农业研究系统 ������ 等用户的

需求�④确定汰除病原的重点�⑤评价引进材

料的价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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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李
��� ��� �� ��� ��� ��

� � �� ��� ��� ��� ��� ��� ��� ������������。 巧 ���

汽 �

图 � 基于 �� 个茄属种和 �个番茄属种的

全部 ���� 片断获得的遗传距离���估计值的系统树图

图中采用标准物种缩写

� 种质资源

遗传资源在保存生物多样性以及为植物

改良上作提供基础材料方面具有关键作用
。

对一些主要的作物物种而言
，

遗传资源在作

物改 良工作中的作用不可低估
。

然而利用远

缘杂交引人新性状需要较长的时间
，

并且这

是 一 个 很 复 杂 的 过 程 ��������� 等
，

����� ����� 等
，
�����

。

这种复杂
·

�生通常

是由 �
�

不利性状的连锁造成的
，

这些不利性

状应通过持续的回交工作被除去
。

����标

识在监测期望性状的逐渐引人方面
，

极大地

提高了其效率
。

通过精心应用这些新的方法
，

育种学家

可以更好地利用遗传多样性的财富
。

应用诸

如 ����技术还具有其它一些优点 �①无需

后代测验即可确定基因型 �②基于基因型而

非表现型收集
，

筛选和选择 �③监测数量遗

传性状 �④使多倍体作物的育种工作较为便
利

，

因为多倍体作物的选择效率低
，

且比二

倍体作物需要更大的群休
、

更多的劳力以及

后勤保障
，

在实生苗
一

阶段皿����丁进行研究而无

需等到若干年后 �扩它成株性状
”

� ��� 的 ����工作

通过对全 世界从事马铃薯生物技术工作

的科学家们进行了一次非正常的调查之后
，

��� 开 始 了 ���� 研究 工作 ������ 和

�� ����
，
�����

。

口前的工作包括与如下几

个研究 单位进行的马铃薯合作研究或协议研

究项 日�①美国 ������� 大学
，

基础技术研

究以及抗病毒病和抗虫性状的基因定位 �②

日木 � ���大学
，

抗病毒病和农艺性状的基

因定位 �③美国 �������
� 州立大学

，

加工

品质性状 的基 因定位 �④德国 ��� ������

研究所
，

野生种的生物系统学及性状研究
，

以 及 抗 晚 疫 病 性状 的 基 因定 位 �⑤ 英 国
�以���� ����

，

检测遗传资源保存过程 中的

体细 胞 变异 �⑥ 美 国 �
��������� 州 立 大

学
，

监测野生种基因逐渐引人栽培马铃薯基

因库的情况
。

���总部的研究�作始于 ����年
，

当

时我们采用通过合作或协议研究项 口而得到

的成熟技术
。

�
一

�前我们主要开展以下两方而

的工作
�①从 ��� 多态形和制约马铃薯生

产的因索人手
，

调查可利用的米木基因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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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对一些制约马铃薯生产的主要的抗性基因

进行基因定位
。

目前正在调查二倍体马铃薯种质资源抗

青枯病以及抗一些病毒病的 ��� 多态形
。

在 ��� 已经建立了 ����技术
，

并且试图

采用非放射性标识探针
，

现已选定了两个群

体用于抗细菌病
、

病毒病以及 ���� 的基

因定位
。

作为 ��� 基因库工作的一部分
，

现 已开

展了一项向一些合作研究组织转送 ��� 样

品的小规模项口
。

一 月
�

这个体系确定
，

通过

合作项 目分发 ��� 样品将十分便利
。

� 分子生物学持续的需要以及未来的用处

在马铃薯中
，

分子生物学新技术将十分

有用
，

这是 因为 �①马铃薯是四倍体作物
，

并且具有四倍体以及四倍体遗传特性
。

由
一

于

四倍体的分离比二倍体复杂
，

因此即使对简

单遗传性状的选择也十分困难 �②许多育种

目标性状都是数量性状且存在强烈的基因型

与环境的互作
，

这就使这些性状的表达十分

复杂 �③遗传标识物的数量不够
，

因此它们

在育种中的作用十分有限 �④采用常规的细

胞遗传学方法鉴别单个染色体十分困难
，

并

且也很难在杂交 中监测期望基因的逐渐引

人
。

将来
，

应用 聚合酶链反应 �����合

成的随机扩增的多态形 ��� ������可

以简化和完善 ����技术
。

综合使用这些

技术调查有用的基因
，

监测这些基因的渐渗

过程
，

合成这些基因以及通过转化或其它的

基因转移方法将这些合成的基因转移到期望

的马铃薯基 因型 中 ������和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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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研究》 ����年征订启事

《作物研究 》 系湖南省作物学会主办的作物科技期刊
，

它立足湖

南
，

而向全国
。

主要报道作物科技新成果
，

新技术和各类信息
。

主要栏

目有 � 作物专论
，

研究报告
， 一

试验简报
，

技术推广
，

生产意见
，

问题讨

论
，

信息窗等
。

是各级农业科技人员
，

农业院校师生
，

农技推广人员和

广大种植业者的良师益友
。

《 作 物研 究 》 为 季 刊
，

每 季 末 月 �� 出 版
，

国 内统 一 刊 号

����一川���
，

��开
，

��页
。

每期定价 �
�

��元
，

全年 �
�

��元
。

木刊

为白办发行
，

欲订阅者
，

请直接汇款至长沙市东郊湖南农学院 《作物研

究》 编辑部
，

邮政编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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