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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涛团队应邀在The Plant Cell撰写菌根与根瘤共生综述文章

　　2022年2月14日，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王二涛研究员团队受邀在The Plant

Cell撰写题为“Innovation and Appropriation in Mycorrhizal and Rhizobial Symbioses”的综述论

文，系统总结了菌根共生和根瘤共生的研究进展，提出植物与微生物共生中面临的挑战及解决办法。

　　氮元素和磷元素是植物生长发育所必需的大量营养元素。在长期的进化中，大多数陆生植物能与

丛枝菌根真菌建立共生,高效从土壤中获取磷、氮等元素。其中，豆科植物还能与根瘤菌建立共生，根

瘤菌将空气中的氮气转化为可被植物利用的铵，促进植物氮营养的获得。

　　该综述分为四个部分：1）详细总结了植物识别菌根真菌和根瘤菌的分子机制，比较植物识别病

原微生物和共生微生物的差异，提出植物识别共生微生物的起源；2）总结植物识别共生微生物的信

号通路；3）总结共生特化器官形成和其维持的分子机理，重点比较菌根共生和根瘤共生的相同特性

和不同特性，提出菌根共生营养交换和调控的基本框架；4）总结了环境调控菌根共生和根瘤共生的

机制。在未来展望部分提出了菌根共生和根瘤共生研究领域面临的挑战，提出了放线菌共生是丛枝菌

根共生向豆科植物根瘤共生演化的中间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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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王二涛团队的王大鹏博士和董文涛博士为该论文并列第一

作者，王二涛研究员和Jeremy Murray研究员为共同通讯作者。本项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中

国科学院的资助。

　 　 论 文 链 接 ： https://academic.oup.com/plcell/advance-article-

abstract/doi/10.1093/plcell/koac039/6528331 (https://academic.oup.com/plcell/advance-

article-abstract/doi/10.1093/plcell/koac039/6528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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