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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作水稻与花生混作体系中接种根瘤菌对植株生长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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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盆钵旱作实验 ,通过杂交水稻品种汕优 6 3与花生品种鲁花 9号混作 ,并对花生接种根瘤菌ATCC14 134,
于水稻拔节期、水稻抽穗期、水稻收获期采样分析。结果表明 ,在有根瘤菌接种的混作体系中 ,植株的生长和氮

素供应得到了显著的促进 ,植株全氮和干重分别达 2 9.96mgN/g、6 7.5 5g,高于花生单作接种 (2 6 .2 

9mgN/g、6 0 .32g)和水稻单作 (8.17mgN/g、2 6 .5 9g)6 

混作中接种花生根瘤菌的固氮酶活性比单作接种的也有显著提高 ,混作接种组的土壤相对 2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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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白菜耐热性分子标记的研究14 

郑晓鹰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 北京100089  
王永建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 北京100089  
宋顺华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 北京100089  
李丽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 北京100089  

于栓仓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 北京10008915 

收稿日期   修回日期   网络版发布日期     接受日期    

摘要  采用单粒传的方法从大白菜耐热品种 177和热敏感品种 2 76杂交后代获得遗传性稳定的重组近交系群

体 ,以此为材料用同工酶以及RAPD和AFLP分子标记技术鉴定了与大白菜耐热性数量性状相关的遗传标记 ,单因

子方差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 ,有 9个与耐热性QTL紧密连锁的分子标记 ,包括 5个AFLP标记 ,3
个RAPD标记和 1个PGM同工酶标记 ,这些标记对耐热性遗传的贡献率为 4 6 .7%。 9个标记中有 5个分布在

同一连锁群上 ,其他4个标记与任何一个标记无连锁关系 ,表明上述 9个标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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