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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摘　要：丙二醛（ＭＤＡ）是膜脂过氧化的终产物，其含量可用来反映植物对逆境条件的反应强弱。利用由２４７个株系组
成的珍汕９７Ｂ／密阳４６重组自交系（ＲＩＬ）群体及其分子标记连锁图谱，检测了控制水稻丙二醛（ＭＤＡ）含量的数量性状基因座
位（ＱＴＬ）。所测性状在 ＲＩＬ群体中出现超亲分离。在第１染色体的 ＲＧ５３２－ＲＧ８１１和ＲＧ３８１－ＲＧ２３６标记区间，共检测到
２个控制水稻叶片 ＭＤＡ含量的 ＱＴＬ，加性效应分别来自母本珍汕９７Ｂ和父本密阳４６，贡献率分别为４．３３％和４．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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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植物体内的自由基反应及由此引起的脂质过氧化问题

对植物物质代谢具有重要的作用，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热

点 7�［１］ 7�。在长期进化过程中植物形成了完善和复杂的酶类（如

超氧化物歧化酶）和非酶类（如抗坏血酸等）抗氧化保护系统

来清除活性氧，从而使植物在正常生长条件下，自由基的产

生和清除处于动态平衡状态，表现出对氧化胁迫的抗性 7�［２］ 7�。

实验表明，在胁迫或叶片衰老过程中，水稻体内对抗活性氧

毒害的内源保护酶类的活力下降，细胞内氧自由基大量存

在，形成许多的过氧化产物，如丙二醛（ＭＤＡ） 7�［３-６］ 7�。

7�丙二醛是细胞内膜脂过氧化或脱脂产物的一种，它能交

联脂类、核酸、糖类及蛋白质，强烈地与细胞内各种成分发生

反应，降低膜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降低膜电阻及膜的流动

性，增加电解质泄漏量，改变质膜的结构和功能，从而引起一

系列生理代谢的变化 7�［７-８］ 7�。

7�近１０余年来，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渗透，使数

量性状的遗传剖析成为现实 7�［９］ 7�，ＤＮＡ分子标记及其分子连

锁图谱已成为定位单个ＱＴＬ的有效方法和工具。目前大量

的ＱＴＬ分析已应用于不同作物定位控制生理性状的

ＱＴＬ 7�［１０］ 7�，但是将水稻的遗传特性和生物化学特性结合在一

起的ＱＴＬ分析还很少 7�［１１］ 7�。

7�本研究应用珍汕９７Ｂ／密阳４６重组自交系群体，对水稻

幼苗叶片 ＭＤＡ含量进行了遗传分析和基因定位。

7�１　材料与方法

7�１．１　试验材料

7�水稻（ＯｒｙｚａｓａｔｉｖａＬ．）珍汕９７Ｂ／密阳４６的重组自交系

7�（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ｉｎｂｒｅｄｌｉｎｅｓ，ＲＩＬ）群体由２４７个株系组成。

２００４年春，将亲本和ＲＩＬ群体种植于中国水稻研究所富阳

实验基地，２个重复，每个重复种植亲本和ＲＩＬ１２株，株行距

１７ｃｍ×２０ｃｍ，常规田间管理。当幼苗生长到６叶期时，剪

取叶片，冷冻保存。

7�１．２　叶片丙二醛含量的测定

7�参照李柏林等 7�［１２］ 7�的方法测定叶片丙二醛含量。取１ｇ

稻叶剪碎，加８ｍＬ０．０５ｍｏｌ／Ｌ（ｐＨ７．８）的磷酸缓冲液，冰浴

7�中研磨，在４℃、１５０００ｒ／ｍｉｎ下离心３０ｍｉｎ，稀释５倍后用

于丙二醛含量的测定。取１．５ｍＬＭＤＡ提取液加入２．５ｍＬ

7�０．５％硫代巴比妥酸（溶于２０％三氯乙酸）溶液，沸水浴中煮

沸１５ｍｉｎ，迅速冷却过滤。测定滤液在５３２ｎｍ和６００ｎｍ处

7�的吸光值，按１５５ｍｍｏｌ 7�－１ 7�ｃｍ 7�－１ 7�消光系数计算丙二醛的含量

（ｍｍｏｌ／ｇ，以鲜质量计）。

7�１．３　ＱＴＬ分析

7�利用该ＲＩＬ群体业已构建的包括２０７个分子标记的遗

传图 谱 7�［１３］ 7�，采 用 复 合 区 间 作 图 法 原 理 设 计 的 软 件

7�ＱＴＬＭＡＰＰＥＲ１．６ 7�［１４］ 7�检测控制 ＭＤＡ含量的主效应 ＱＴＬ，

以 Ｐ＜０．００５和ＬＯＤ＞３．０为阈值来判断ＱＴＬ的存在，并

计算它对性状的贡献率和加性效应。ＱＴＬ 的命名采用

7�ＭｃＣｏｕｃｈ等 7�［１５］ 7�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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