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提示，指端W的遗传方式不是由外显充分的

单基因常染色体显性或隐性遗传。相原弼德提

出，W是遗传性状，如果双亲的W多，则子女的

W出现率亦增大。本文结果支持上述观点。从

表3,4可以看出，随着父母指端W数量的增加，

子女中具有W的出现率亦进行性增加，这说明，

指端W在父母与其子女之间有着明显数量上的

伴随关系。

父母婚配方式从 一一 x一一 到 WWx

wW，其子女出现一W的百分率由7增 加到

10.52，而出现WW的百分率则由26.67增加至

88.91，这提示双侧指端具有W的个体，其遗传

的可能性大于单侧手的个体。

国外学者普遍认为大多数皮纹学的特征都

是多基因遗传。根据 Falconer第一公式计算

指端W的遗传度为65.6沁，与潘素英‘63调查计

算的结果较接近（72%a)，明显低于 Cochbran

的报道(80外）。这说明指端W的遗传具有民

族间的差异。

相原弼德和潘素英认为指端纹型以多基因

遗传的可能性大。本文调查资料亦支持多基因

遗传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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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外源基因导入植物细胞是植物基因工程的关键 光微束逐个照射每个细胞。照射后用KM,P培养液
步骤之一。用激光微束技术转化动物细胞已经取得了 换掉小室内的 DNA溶液。 25'C暗培养24小时后，

成功，并证明外源基因已整合到细胞染色体上。最近又 按Jefferson的组织化学方法检测GUS基因在水稻

证明激光微束可穿透植物细胞壁和细胞膜，将 pBR322 细胞中的瞬时表达。用。.3％ 甲醛处理45分钟，固定

DNA导人植物细胞和细胞器。 本实验在利用激光微 水稻细胞，用 5-澳-4氯-3-酬垛葡萄糖昔酸 (X-Gl uc)

束技术将外源基因导人水稻培养细胞上进行了探索。 染色，两天后在显微镜下观察，已被 GUS基因转化并

所用外源 DNA是 pBI121质粒，该质粒带有 得到瞬时表达的细胞呈深蓝色，未被GUS基因转化的

CaMV3，启动子和(3-葡萄糖普酸酶 (GUS)基因，用 细胞和对照细胞没被染色。

碱法提取质粒 DNA,溶于TE缓冲液中，置冰箱保存 激光微束法将外源基因导人细胞具有操作简 便，

备用。 转化频率高，并能将外源 DNA定向导人叶绿体、线粒

水稻品种129悬浮细胞系先酶解半小时使细胞分 体等优点，是一种潜在的很有前途的植物细胞转化方

散，然后用 50微米筛网过滤，过滤后小细胞团一般在 法。美国、日本、西德等国的多家实验室正在深入 研

10个细胞以下。在 Ros“小室底部铺一层溶于 N6培 究。本实验在现有仪器设备条件下做了技术方法上的

养基的低融点琼脂糖凝胶（约0.5ml)。在凝胶凝固 探索，为今后使用功能更优良的Nd:YAG紫外激光显

前，约30 0C，加细胞悬浮液0.5mlo凝固后，单细胞和 微照射装置进一步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小细胞团固着在凝胶表面，加2008/m1 pBI121质拉 —

DNA，封闭小室。用波长为514.5nm，脉宽为0.02一 本文于199。年10月6日收到，

4.05秒，样品表面功率为0.13-0.16W的单脉冲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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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激光微束法将外源基因导人水稻细胞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