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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进展

菟丝子介导寄主间氮系统性信号传递取得新进展

文章来源:资源植物与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  |  发布时间：2020-11-18  |  作者:张井雄  |  浏览次数：  |  【打印】 【关闭】

　

　　菟丝子是一种茎寄生植物，与其他寄生植物一样，菟丝子通过特化的器官——吸器从寄主中获取营养物

质。自然界中，菟丝子经常会寄生多株植物，形成“微群落”。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吴建强研究团队

的前期工作表明，菟丝子能够在不同寄主间传递抗虫信号，增强相邻植株的抗虫性；此外，盐胁迫信号也能

通过菟丝子传递，增强相连寄主抗盐胁迫的能力。相比昆虫取食和盐胁迫，植物更频繁面对的是营养缺乏。

氮元素是最重要的营养元素之一，在土壤中分布常常不均。菟丝子能否够传递营养胁迫信号，目前还没有研

究报道。 

　　近日，该团队继续利用上述系统，综合使用转录组学、甲基化组学及同位素标记等方法，揭示了菟丝子

介导寄主间氮系统性信号及氮交流的生物学现象。研究人员通过菟丝子连接不同寄主，设置严格对照组，详

细分析不同寄主氮缺乏诱导的的转录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氮胁迫条件下，最早2小时，胁迫信号就能够通

过菟丝子传递到相连未受胁迫的寄主，并影响其转录组变化，这种变化持续了至少两天。甲基化组数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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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表明，这种系统性氮胁迫信号，还能引起相连寄主的甲基化水平修饰的变化。重要的是，他们研究发现，

氮系统性信号不仅可以从氮缺乏的寄主传递到不缺氮的寄主，也同样会从不缺氮的寄主传递到氮缺乏的寄

主，这是首次发现菟丝子能够在寄主间双向传递移动信号（图1）。有趣的是，与寄主相比，菟丝子只有极少

数的基因发生差异表达，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1,2，这说明菟丝子对大多数寄主产生的移动信号可能

并不敏感。深入解析菟丝子和寄主的转录组数据还发现，菟丝子和寄主间有大量的mRNA交流（从2个到3878不

等），而且这种寄主和菟丝子间移动的mRNA数量还会随着寄主所处氮环境变化而变化。 

　　研究团队还通过同位素标记的实验方法发现，当菟丝子连接大豆和黄瓜后，黄瓜产生的氮缺乏的系统性

信号却可以通过菟丝子诱导了临近大豆寄主的氮吸收，间接促进了整个微群落的总氮量的增加（图2）。 

　　本研究首次研究了菟丝子连接的寄主间通过氮元素及氮系统信号的相互作用，本研究揭示氮系统性信号

的双向性对理解植物系统性信号也有重要意义。该研究成果以“Parasite Cuscuta campestris enables

transfer of bidirectional systemic nitrogen signals between host plants”为题发表在Plant

Physiology杂志上，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张井雄为该论文第一作者，吴建强研究员和申国

境助理研究员为通讯作者。该项目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项目、中科院十三五信

息化计划项目等经费的支持。 

　　文章链接 

 

图1.菟丝子介导寄主间氮系统性信号的交流，导致菟丝子连接寄主转录组的剧烈变化（数字表示以CN+为对照，不同处理时间

的差异表达基因）。 

https://academic.oup.com/plphys/advance-article/doi/10.1093/plphys/kiaa004/5985538


 

图2. 该研究提出的工作模型。 

菟丝子介导了氮系统性信号的传递，能够引起菟丝子连接的寄主转录组和DNA甲基化组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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