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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访问： 10451]

田大成/杨四海团队在水稻广谱高抗稻瘟病内在机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发布时间：[2019-08-27] 作者：[生命科学学院] 来源：[科学技术处] 字体大小：[ 小 中 大 ]

我校生命科学学院田大成/杨四海团队在水稻抗稻瘟病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研究成果“Large-

scale identification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of NLR genes in blast resistance in the Tetep rice

genome sequence”（水稻特特普基因组NLR基因群的大规模鉴定与功能分析）在国际重要综合性期

刊PNAS在线发表。我校杨四海教授与芝加哥大学生态与进化学系及台湾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的李文

雄院士是该论文的通讯作者，王龙副教授、博士生赵丽娜、高级工程师张小辉和江苏省农科院张启军

研究员是该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

稻瘟病是水稻主要的病害之一，对其安全生产够成重要的威胁，而防治稻瘟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

是利用水稻自身的抗性基因。目前，虽然已经有不少抗稻瘟病基因被鉴定与克隆，但相比于提供抗病

基因的亲本品系而言，这些基因存在抗谱窄、抗性持续时间短的缺点，很难直接应用于生产实际，究

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对植物自身广谱高抗的内在机制缺乏了解。

本研究以在生产上长期使用的广谱高抗水稻品系特特普为研究对象，经过对其基因组重新组装、

全基因组范围的大规模克隆与功能鉴定、结合系谱分析对其已育成的抗性品系的系统分析以及多基因

合作模式的探索（图1），发现：（1）抗性基因的功能冗余、多抗性基因的参与及互作是引起单一品

系广谱持久抗性的主要原因；（2）根据这些基因的抗性特征与分布规律，提出了“抗病基因簇”的概

念，通过一次性引入包含多个NLR基因的区段，不仅能够获得更好的抗性，而且大大提高了抗病育种

的效率；（3）开发了一种成对NLR基因(paired NLRs)的信息学检测方法，并通过生物学功能验证证

实了方法的可靠性；（4）提供了大量的抗病基因组数据与NLR分子标记，为抗病研究与生产利用打

下了基础。本研究最大的特点在于，利用田间抗性材料及其育成抗性品系为材料，从全新的角度探讨

了植物持久抗性的特点与机制，并为作物精准抗性育种提供可行的范例与方向。

本研究得到转基因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以及江苏协同创新中心的支持。该研究的顺利实

施，也得到南京大学仙林校区作物分子遗传实验站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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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成对NLR基因的特征。（A）成对NLR基因在演化上较为保守，倾向于以成对方式复制；

（B）完整转入一对NLR基因对明显增强感性品种的穗颈瘟抗性；（C）日本晴基因组当中成对基因表

现出明显的一一对应镜像演化关系；（D）成对NLR基因当中行使信号传导的helper保守程度较高。

（生命科学学院 科学技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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