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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了适应对我国现代农业科技发展全面推进新形势下而编写的。
全书共分15章分四个方面阐述了高粱常见病害丝黑穗病、蚜虫和螟虫如何采用生理生化分析手段、分
子标记等方法对高粱抗病虫的抗性分子机理进行研究，明确高粱抗性机制，进而定位抗性基因，为高
粱抗性优良品种选育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高粱主要病虫害抗性分子机理研究》可供农学、医学和农科领域的科技人员参考，也可供有关
研究部门管理者和相关农、医类高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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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邹剑秋(1965－)，女，无党派，博士，研究员，硕士生导师，沈阳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1987年7月毕业于沈阳农业大学，获农学学士学位，1990年7月在沈阳农业大学硕士学位，2005年7月在
沈阳农业大学获博士学位。
1995年赴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进修一年，从事高粱育种方面的研究工作；多次赴国际热带半干旱地区
作物研究所(ICRISAT)进行高粱抗螟虫资源的鉴定、筛选、标记与应用研究工作。
现任辽宁省农业科学院作物所副所长、兼任国家高粱改良中心副主任；国家高粱产业技术体系唯一的
国家级首席科学家、国际高粱合作项目中国首席科学家；担任国家高粱品种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农业
部小宗粮豆专家指导组成员、中国农学会杂粮分会常务理事、辽宁省植物学会理事等多种社会职务；
荣获2009年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和“辽宁省三八红旗手标兵”称号，并被评为辽宁省第五批“百千
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人选。

　　5年来，共主持完成国际合作、863计划和省部级项目11项，现主持在研项目6项。
育成高粱杂交种20个，引进资源300余份，育成不育系和恢复系20余个。
获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省自然科学三等奖1项、省厅级科技创新奖8项。
申报国家专利1项。
培养研究生3人。
出版专著9部，发表论文20余篇。
其科技创新成果“高粱雄性不育系7050A的创造与应用”，在杂交亲本选择、育种技术方法、A2细胞
质转育上都具有创新性，全面提高了不育系的配合力和抗性水平，实现了不育系的更新换代，解决了
在高粱生产实践中长期存在的产量低、抗性差、遗传单一等多种难题。
这项成果的总体水平达到国际领先地位。
全国有6个农业科研单位应用7050A育成并审定推广了10个高粱杂交种，现已累计推广1200万亩，增产
粮食12亿公斤，增收13.27亿元。
此外，育成和推广的能源专用高粱品种辽甜1号至7号7个新品种，填补了我国没有能源专用高粱杂交种
这一空白，有力地促进了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发展。

　　李玥莹(1966～)，女，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
1986年毕业于沈阳师范大学，1998年在沈阳农业大学获理学硕士学位，2001年在沈阳农业大学获博士
学位，2003年从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出站。
2002年9月到2003年2月在联合国国际热带半干旱地区作物研究所(ICRISAT)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进行高粱
抗螟虫分子标记研究工作；2003年4月至7月，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比利时根特大学农学院进行研究工
作；2006年7月在美国国家农业部植物研究所交流学习。
现任辽宁省教育厅“生物系统进化与农业生态”重点实验室主任，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硕士点负责
人，2004年被评为辽宁省第三批百千万人才工程千人层次人选。

　　多年来一直从事高粱抗病虫抗性分子机理的研究工作，主持承担并完成省部级科研项目8项。
国际合作一项；2006年主持的研究项目“高粱抗蚜基因的分子标记及基因定位”获辽宁省自然科学奖
三等奖和沈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培养研究生12人；发表论文20多篇；同时承
担生物化学、基因工程、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研究进展、高级生物化学研究技术等多门课程的本科
及研究生的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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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高粱的生物学特点
　　　1.2.1　光合效率高
　　　1.2.2　抗逆性强
　　　1.2.3　杂种优势强
　　1.3　高粱的经济学优势
　　　1.3.1　高粱食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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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其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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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RFLP
　　　2.2.2　RAPD
　　　2.2.3　S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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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S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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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S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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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0RGA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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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构建遗传图谱
　　　2.3.3　研究植物遗传多样性
　　　2.3.4　鉴定品种纯度
　　　2.3.5　用于基因克隆
　　　2.3.6　分子标记辅助选择
第二篇　高粱丝黑穗病抗性分子机理研究
　第3章　丝黑穗病及其对高粱生产的影响
　　3.1　高粱丝黑穗病的分布
　　3.2　高粱丝黑穗病的发病症状
　　3.3　高粱丝黑穗病病原菌及其生理分化
　　　3.3.1　高粱丝黑穗病病原茵
　　　3.3.2　高粱丝黑穗病菌的生理分化
　　3.4　高粱丝黑穗病发病因素与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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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高粱丝黑穗病的防治措施
　　3.5　高粱抗丝黑穗病鉴定技术
　　　3.5.1　土壤接种法
　　　3.5.2　病圃鉴定法
　　　3.5.3　菌粉拌种法
　　　3.5.4　苗期注射接种法
　　　3.5.5　苗期鉴定法
　　　⋯⋯
第三篇　高粱抗蚜虫抗性分子机理研究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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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然而前人研究结果均是对感病后材料的分析来判断，仅李海英等（2002）在对大豆灰斑病研究中
曾发现，接种前，抗感灰斑病品种可溶性糖含量并无明显差别。
本实验通过对抗感丝黑穗高粱三个不同生长阶段对照分析，得出结果：高粱在苗期表现为可溶性糖含
量抗丝黑穗病品种显著高于感病品种，而在拔节期和抽穗期抗感高粱品种叶片内可溶性糖含量则无明
显差异。
根据结论可以把可溶性糖含量作为苗期鉴定高粱抗丝黑穗病的生化指标，以便于对苗期抗丝黑穗病的
高粱品种进行辅助筛选。
5.3.3抗、感高粱细胞壁酶与抗丝黑穗病的关系　　禾本科植物的细胞壁主要由纤维素、木聚糖和果胶
质等成分构成，这些成分构成了植物体的天然屏障阻碍了病菌侵入。
因此，在入侵过程中病菌产生的一些细胞壁降解酶是决定病原菌成功入侵植物的重要因子。
其中，PG是以果胶质为基质的水解酶，而CX能分解纤维素并使其最终水解成葡萄糖。
　　本实验中对抗感丝黑穗高粱品种不同生长阶段叶片内PG、CX含量进行了全面的测定，PG活性在
拔节期和抽穗期抗性亲本及其FZ代明显高于感性亲本及其F：代，在苗期抗感丝黑穗病高粱品种却无
明显差异；而CX活性在苗期、拔节期和抽穗期抗感高粱叶片内都无明显差异。
通过对三个时期抗感丝黑穗病高粱品种叶片内PG、CX活性测定，我们可以把PG作为鉴定拔节期和成
熟期高粱抗丝黑穗病的生化指标，诱导机制下使酶活性升高来增强植株的抗病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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