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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因发现可能会引发大豆植物新品种的出现 

图片说明：普渡大学的Jianxin Ma（左边）和博士后研究员Zhixi Tian利用野生型大豆和现代

美国大豆品种杂交发现和识别出了新基因。 

图片来源：普渡大学农业信息化照片/Tom Campbell 

仅仅在大豆基因组被测序几个月之后，美国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的科学家就发现了一个能

够控制植物主茎生长的基因，这将有助于大豆植物新品种的出现，也使得生产者将大豆所需属性融入

到当地品种成为可能。 

一个农学助理教授Jianxin Ma利用模式生物拟南芥发现控制植物主茎是否在开花后继续生长的大豆基

因。这个发现对多样化大豆品种以及使得种植者能够在世界各地种植大豆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在这个研究中使用的方法证明我们可以快速地发现大豆中的基因并对其进行定性。”Ma说。他

的研究结果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上。“因为拥有基因组资源和信息，我们仅花了6个月（仅为大豆生长一代的时间）就识别

和确定了这个候选基因。” 

大豆植物一般可以分为两大类：限定植物和不限定植物。限定植物的主茎茎尖在开花后停止生长，而

不限定植物的主茎在开花后继续生长。在美国，不限定大豆主要种植在北部各州，而限定大豆则种植

在南部各州，Ma表示。一个美国北部种植者可能也想拥有只在限定大豆中具有的属性，但是却不能够

成功地在北部培育出这种限定大豆。 

Ma将已知的控制拟南芥茎生长模式的基因与大豆基因组进行对比，以此确定了大豆中的四个候选基

因。然后在不同大豆家族中测序这些基因，包括野生大豆，大豆品种的野生型；地方品种大豆，它是

在亚洲数千年前通过选育建立起来的品种；优良品种，当今主要在美国生长。 

结果发现，基因Dt1中的单一碱基对核苷酸突变体是一个植物是限定品种的真正原因。 

“野生大豆都是不限定的，在经历数千年古代农民的挑选后，这个突变体使得野生大豆变成限定大

豆。”Ma说。“限定茎生长对古代农民来说似乎是一个有利的特性。”Ma利用一个不限定大豆的Dt1

基因将拟南芥植物从限定型转变成不限定型检测了这个发现。Ma认为古代农民挑选了植株相对比较矮

的限定植物，因为这样植株就没有那么容易出现茎倒伏。 

Ma表示，他下一步的目标是确定使得大豆半限定的基因。 

 

原文检索：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0/04/1004271421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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