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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国勇

    2013-06-13 17:23:02 来源：生命科学学院 ()          浏览数：831

　　姜国勇，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园艺学会番茄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山东省转基因安全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园艺学会会员；

中国遗传学会会员。《生物技术通报》编委，《中国农业科学》、《农业生物技术学报》审稿专家。1982年毕业于山东莱阳农学

院，获农学学士学位；2003年毕业于福建农林大学作物育种专业，获得博士学位。1991年赴印度新德里参加由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NIDO）举办的“RFLP分子标记在植物育种中的应用”培训班，开始了功能基因的克隆和分子生物学的研究；1993年赴美国进

修一年。1996年主持山东省科委课题“抗病毒番茄的种质创新及培育”， 2000年获得山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2000年主持山东

省“30”工程课题“番茄基因工程育种”的研究，2002年获得了国家教委出国留学基金资助，在荷兰的格罗宁根大学做了为期18个

月的访问研究，主要研究方向是植物抗病基因的分子机制及其编码蛋白对病毒的基因相互作用。在过去的十年里，姜国勇教授主要从

事了两项重要的研究工作，一是番茄抗病毒基因Tm-2nv基因的抗病机制的研究；二是野生种质资源NBS-LRR抗病基因的克隆及其功

能的研究。

　　在番茄抗病毒基因Tm-2nv基因的抗病机制的研究方面，姜国勇教授先后主持并完成了三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研究工作：2004

年完成的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利用Cre/Lox定位重组系统进行番茄转化的精确整合和定位表达”（30170633），其主要任务是实施

番茄Cre/Lox重组定位体系的建立及其基因转化的定位表达，在番茄的转基因体系中引入基因精确定位与重组系统。2008年主持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0771440），实施番茄Tm-2nv突变基因抗病机制的研究，研究抗病毒基因Tm-2nv的基因定位、功能及其抗病

机制的研究。2011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0771440），研究抗病毒基因Tm-2nv在乙烯信号调控下的抗病机制。2006年参

加了863重大课题“番茄重要功能基因的克隆与验证”的课题研究（2006AA10A116），建立了46个野生番茄潘那利（L.pennelli

i）与栽培番茄M82(L.esculentum)基因渐进系的F2群体和BC2群体，并实施了番茄的NBS-LRR抗病基因的定位与基因克隆。到目前

课题组已经克隆了番茄斑纹病毒、番茄斑点病毒、番茄疮痂病、番茄黄化花叶病毒、番茄叶霉病、灰霉病、番茄根结线虫病以及马铃

薯晚疫病等一系列的抗病基因，为培育高产抗病的番茄新品种储备了大量的基因资源。2006年参加国际茄科作物基因组计划SOL，2

008年参加并完成了第三号染色体的基因测序工作。2012年与14个国家的科学家一起完成了番茄基因测序的研究工作，番茄基因测

序的研究成果于2012年5月31日在《Nature》上发表。    在植物种质资源NBS-LRR抗病基因的克隆及其功能的研究方面，课题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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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姜国勇教授在 “十一五”、“十二五”期间，参加了国家转基因重大专项课题“重要功能基因的克隆和功能验证”（2008ZX080

09-003，2008-2010；2011ZX08009-003，2011-2015）的研究工作（详见附件8、9），已经在番茄第九号染色体上克隆了Tm-2

nv、Sw-5等几个基因，在辣椒上克隆了Tm-2nv的等位基因Tm-2ca（FJ 605517），该基因与Tm-2nv之间有71％相似性。同时还

克隆了NBS－LRR类型的抗病毒基因的5‘UTR（HM027885），长度627bp，该调控序列与Tm-2nv基因的抗病反应以及PCD的形

成、乙烯信号转导有直接关系。在野生绿豆中克隆了两个抗大豆花叶病毒病的NBS-LRR基因（RYm-1）。其中野生绿豆（Vigna  ra

diata L.)的NBS-LRR类的抗病毒病基因RYm-1与大豆的R1抗病基因的编码蛋白有77%的同源性。上述基因的克隆和转化，可应用于

茄科作物与豆科作物的抗病毒病育种和分子聚合育种。

　　2011年负责人主持的课题组实施了“NBS-LRR抗病毒基因克隆和功能验证”、“大豆NBS-LRR类抗病毒基因克隆” （2011ZX

08009-003-001-003）的研究工作，以豆科植物为材料，克隆具有高抗的抗大豆花叶病毒病的NBS-LRR抗病毒基因。其主要研究目

的是：1）克隆能显著提高大豆抗主要大豆花叶病毒（SC-3、SC-7、N3毒株）或者多个病毒菌株复合抗病性能力的功能基因；2）

实施抗病毒基因关键结构域的基因重组和转化体的构建，研究重组的抗病基因抗病的分子机制，诱导并形成PCD的细胞学和分子生物

学的成因，PR相关基因的诱导表达以及基因互作的内在联系；3）利用重组基因转化栽培大豆的原生质体和成熟胚，通过分子生物学

技术方法筛选和鉴定，并获得转基因大豆的再生植株和株系。

　　至今已经发表文章 30余篇，申请专利7项，获得专利3项。 

　　教育背景与工作经历： 1978．9－1982.7 山东莱阳农学院 农学系 农学专业 本科；1982．7－1988.3 山东莱阳市农业局工作，

助理农艺师；

　　1988．3－2002.11  莱阳农学院农学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

　　1993．4－1994.4 赴美国明尼苏达州和弗罗里达州进修学习；

　　2000．9－2003.6 福建农林大学 遗传育种专业 博士研究生；

　　2002. 11－至今   莱阳农学院生命科学学院 研究员，教授；

　　2002．10－2004.4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做访问研究 客座研究员；

　　2005.6 受聘 山西农业大学遗传育种专业  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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