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酚和硅饱和效应
,

当硅与酚的摩尔浓 度之 比接近

1 : 1 时
,

硅的沉淀量最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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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稻麦玉米重要基因的鉴定和利用途径的基础研究

”
通过验收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于 2 0 0 3 年 3 月中旬组织以杨弘远院士为组长的验收专家组对华中

农业大学张启发教授主持的基金重大项 目
“

稻麦玉米重要基因的鉴定和利用途径的基础研究
”

进行了验收

评议
.

专家们认为该项目很好地完成了计划的研究内容
,

达到了预期目标
,

取得 了一批有影 响的研究结果
,

在以下几方面有较突出的进展
:

1
.

在产量性状和杂种优 势的数量性状位 点 ( Q T )L 定位及遗传基础研究方面
,

采用 比较周密的实验设

计
,

在构建
“

汕优 63
”

重组 自交系的基础上
,

进一步构建了
“

永久 2F
”

群体
,

结合其他研究群体
,

对水稻

杂种优势形成的机理进行 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

该研究结果表 明显性
、

超显性
、

上位性都可成为杂种优势形

成的遗传组分
,

可在同一遗传体系中共存而不是非此即彼
.

这一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加深 了对水稻杂种优势

形成的遗传机理的认识
,

研究结果发表在 ( P or
C

.

N alt
.

A ca d
.

cS i
.

( P N A S ) 》 (美国科学院院报 )和 ( G en et i cs 》

上
.

2
.

在比较基因组研究方面
,

通过水稻与大麦抗稻瘟病 的比较基 因组研究
,

发现 4 个 Q T L 在水稻和大

麦中表现出位置上的对应性
,

其 中 2 个 Q T L 呈现完全相 同的小种专化性
,

表明数量抗性也存在小种专化

性
,

对水平抗性的持久性提出了有创意的解释
,

结果发表在 P N A S 上
.

3
.

在基因定位和统计分析方法研究方面
,

创立了基于混合线性模型分析原理的新的基因定位和统计分

析方法
,

能对双单倍体 ( D H )
、

重组 自交系 ( IR )L 和 2F 群体在多环境中的复杂实验资料进行分析
,

无偏估计

出 QT L 的主基因效应
、

各基因之间的互作效应以及 Q T L 与环境互作的效应
,

开发了相应的计算机 Q T L 分

析定位软件和作图软件
,

得到 国内外同行 的关注和应用
.

结果发表在 ( T h eo r
.

A p IP
.

G en et
.

》
,

该论文在 3

年中被 S C I收录的刊物引用 29 次
.

4
.

在新基因鉴定方面
,

鉴定出人工合成小麦 M 53 携带新抗 白粉病基因 P m
一

X
,

确定了小麦抗条锈基因

Y r2 6 来源于我国宁夏 圆锥小麦农家种磨坝兰麦的 y 射线辐射品系 y 8 0
一

1
,

纠正了国外将该基 因定位在染色

体 6 V S 上的错误
,

以该工作为内容的博士论文获 2 0 0 0 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
.

项 目执行过程中
,

还取得 了应用性成果
.

培育出
“

川农 12
”

和
“

川农 17
”

两个抗条锈病的优质小麦新

品种
,

缓解了四川省对抗病品种的迫切需要
,

被四川省政府定为重点推广小麦新品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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