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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生生态所对植物表皮毛发育调控的研究取得进展
  文章来源：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发布时间：2010-07-13 【字号： 小  中  大 】 

植物科学研究权威期刊Plant Cell于7月9日在线发表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生生态所植物分子遗传国家

重点实验室陈晓亚研究组最新研究成果： miR156－靶基因SPL调控拟南芥表皮毛的分布。 

植物表皮毛覆盖于植物地上组织的表面，具有多种不同的生理功能，有些还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如棉纤维。

表皮毛的分布受到时空调控。模式植物拟南芥在营养发育时期，表皮毛主要生长于莲座叶的近轴面；而当植物进入

生殖发育期，表皮毛的数量随着花序轴的延伸而减少，直至花器官（除花萼外）基本无毛。这一分布特征表明表皮

毛发育的调控与植物发育的时相转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SPL (SQUMOSA PROMOTER BINDING PROTEIN LIKE)是基因编码重要的转录因子。SPL家族的大部分成员是

microRNA156的靶基因，它们在植物进入生殖生长期的时相转换过程中起关键的调控作用。过量表达miR156 

(p35S::MIR156f)导致SPLs水平降低，花序轴上部和花柄器官均出现异位毛生长；反之SPL基因高表达导致茎杆上表

皮毛数量下降甚至光滑无毛。在拟南芥表皮毛发育过程中，GL1-GL3-TTG1蛋白复合体正调控表皮毛发育，而棉纤维

发育也由类似复合体控制。另一类单MYB转录因子TRICHOMELESS 1 (TCL1) 和TRIPTYCHON (TRY)在蛋白水平上与GL1

竞争结合GL3，从而阻断表皮毛发育。研究表明，SPL9通过直接结合TCL1和TRY的启动子来激活这两个负调控因子，

抑制表皮毛生长。 

上述结果表明，受miR156调控的SPLs基因家族是连接植物发育进程和表皮毛发育的桥梁。棉花植物中miR156的

含量很高，其对棉纤维发育的调控作用值得进一步探讨。 

该项工作得到了国家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学院的经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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