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豌豆花 )A N导人小麦对籽粒蛋白质的影响
’

朱新产 赵 文明
( 西北农业大学分子生物学研究室

,

陕西杨陵 7 12 1 0 0 )

摘 要 小麦不同生育期导入豌豆花 D N A 的效果不同
。

返青期导入 D N A 使小麦种子

蛋白质含量增加 22
.

61 %
,

新增加 47 K D 和 71 K D 两种组分
,

而且这种变异可以遗传给 F
:

代 ,拔节
、

抽穗
、

开花期导入 D N A 仅使小麦种子千粒重增加 10 % ~ 12 %
,

而对小麦种子蛋白

质组分无影响
。

关键词 小麦
,

豌豆 D N A
.

种子蛋白质
,

导入

中图分类号 5 3 3 1
,

5 5 1 2
·

1 0 3
·

2

用直接转移技术将外源 D N A 导入植物体内
,

已在小麦
、

水稻
、

玉米
、

高粱
、

棉花等农

作物 的远缘杂交育种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 一` 〕

.

但对改 良种子蛋白质营养品质方面研

究无多大进展
。

为此
,

我们将豌豆花 D N A 直接注射到小麦体中
,

研究它对种子蛋白质的

影响
,

为小麦分子育种研究提供参考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植物材料

陕西商县白豌豆 ( lP’ su m : at ivu m )
,

白色
、

圆粒
、

白花豌豆
,

小麦 ( T irt ic “ m a es t z’t, o m )品

种为小堰 6号
。

1
.

2 方 法

1
.

2
.

1 碗豆花 的采集 选择 田间生长整齐一致的豌豆植株
,

在盛花期采集一次全开花

朵
,

立即投入液氮中固定
,

然后保存在一 8 0 ℃冰箱中
,

供提取 D N A 之用
。

1
.

2
.

2 D N A 的提取 将冷冻的豌豆花放入消毒过的研钵中
,

加入少量液氮
,

研磨成细

粉
.

加 2
.

5 倍 ( w / w ) D N A 提取液 ( p H S
.

3 的 0
.

2 m o l
·

L
一 ’

的 T r i s
一

H C I缓冲液
,

内含 0
.

2 5

m o l
·

L
一 `

的 N a C I
,

0
.

0 2 5 m o l
·

L
一 ’

E D T A 和 0
.

5% S D S )
,

提取 D N A
.

然后加 6 0℃热酚

( 内含 1 m o l
·

L
一 ’

的 T r i s )和抓仿
:

异戊醇 ( 2 4
: I v / v )

,

分离 D N A
,

4℃下离心 ( 10 k r
·

m in
一 ’
)4 0 m in

,

收集上清液
,

加等体积的抓仿
:

异戊醇 ( 24
: 1 v/ v) 混合液

,

混合均匀后离

心
,

收集上清液
,

并加 1/ 3 体积的 p H S
.

2 的 3 m ol
·

L
一 ’

N a A 。
缓冲液和 1/ 2 体积的异丙

醇
,

用玻璃棒慢慢搅动
。

取出 D N A 细丝
,

放入盛 70 % 乙醇的离心管 中
,

离心 2 m in
,

弃去清

液
,

保留残渣
,

如此重复 2 次以纯化 D N .A

1
.

2
.

3 晾 脂糖电泳 将上述 D N A 残渣悬浮溶解在 T E 缓冲液 ( p H S
.

0 的 10 m m ol
·

L
一 ’

T r i s
一

H CI 缓冲液
,

内含 1 m ol
·

L
`
E D T A ) 中

,

用 0
.

7%琼脂糖进 行 电泳
,

以 鉴定所提

D N A 纯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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豌豆花N D A导入小麦对籽粒蛋白质的影响 1 5 0

异
,

使小麦种子蛋白新增组分
,

含量提高
。

2
.

4 D N A 导人对籽粒千粒重的影响

由图 3 看出
,

小麦返青期注射豌豆花 D N A 仅降低当代种子千粒重 (下降 21
.

8% )
,

但

增加种子蛋白质组分和含量
。

小麦返青后注射豌豆花 D N A
,

只作为一种营养物质供植株

利用
,

从而改善 了植物的营养状况
,

因此有利于千粒重的增重 (增加 10 %一 12 写 ) t
,

·
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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