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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玉米,/0!. 1 黄早四)234 群体中"应用 552 分子标记连锁图谱"运用 678 9:4 ;<=>0?=<@AB= C(-" 对两

种供氮水平下的穗长性状进行 9:4 定位分析$ 结果表明"在高氮水平下检测到 ! 个控制穗长的 9:4"位于第 ! 染色

体上#在低氮水平下检测到 * 个穗长 9:4D"第 ! 和第 # 染色体上各 ( 个"说明穗长 9:4D 与供氮水平之间可能存在

交互效应$ 基于这种互作效应及研究中观察到的两个供试亲本对低氮胁迫的耐性差异"推测仅在低氮水平下检测到

的穗长 9:4D 可能与玉米对低氮胁迫耐性有一定的关联$

关键词! 玉米#穗长#9:4 分析#供氮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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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素是玉米从土壤中吸收数量最多的营养元

素"对玉米生命活动%产量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但是

化学氮肥的长期大量施用也带来了玉米生产成本提

高%肥料利用率降低%环境污染等一系列对农业可持

续发展的负面影响" 培育耐低氮胁迫玉米品种是解

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目前"国内外对玉米氮利用

率的 9:4 分析和分子机理的研究相对较少"研究的

玉米资源范围很有限" 已定位的控制氮利用率的

9:4 也多是微效的$ 因此"扩大玉米资源的研究范

围" 进一步对玉米氮利用率 9:4 进行定位分析"对

于更为有效地利用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改良玉米氮利

用率显得尤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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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 究 运 用 /0!.b黄 早 四 的 234 群 体 的 552
标记连锁图谱"通过对两种氮水平下玉米穗长 9:4
的定位分析"来推测存在耐低氮胁迫基因的可能性$

! 材料与方法

>?> 试验材料

本研究采用 ,/0!. 1 黄早四R234 群体的分子连

锁图谱"该图谱拟合了 %a 个 552 标记"覆盖了玉米

!" 条染色体的 &a 个 P78 位点" 全长 ! +&*-+ ;/"平

均图距为 !+-%( ;/"满足初级定位的要求$
>?@ 田间试验

(""* 年春在四川省南充市分高氮%低氮两个处

理"分别种植 c!%c( 和 (+% 个 234 株系$ 试验地 " d +"
;X 土壤含有机质 !-"(e"全 I "-"%(e"全 c "-"&( %e"
全 f !-!(e"碱解 I #& X? 1 Z?"速效 c *-% X? 1 Z?"速

效 f !!( X? 1 Z?$ 两处理的试验设计相同"随机区组

设 计"重 复 + 次"单 行 区"小 区 长 +-.# X"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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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行种 "# 株!单株种植!株距 $% &!!密度为 ’( (((
株 ) *!+" 高氮处理施纯 , -(( ./ ) *!+#0+1# 2+3 ./ )
*!+#4+1 +5# ./ ) *!+$ 低氮处理的所施 0#4 肥与高

氮组相同!不施氮肥"所有肥料全作基肥于 6 月 6 日

施用" 其它栽培管理与玉米国家区试7西南组8相同"
收获时每行选 3 株测定果穗长度! 其均值作为该株

系重复内性状值! 以重复间的平均值作为性状值进

行 9:; 分析"
!"# $%&’ 检测

采用 <=> 9:; &?@AB/@?C*D@ E$F( 软件的 复 合 区

间作图法7GD>/!"HHI8!对玉米穗长进行 9:; 检测!
同时进行加性效应及相对贡献率分析"

$ 结果与分析

("! 描述性统计分析

高氮水平下!亲本 JB25 的穗长为 2-F5$ &!!高

于亲本黄早四的穗长 2(FI2 &!$ 低氮条件下 JB25
穗长是 2-F2 &!!也高于黄早四的长度 3FH5 &!" 由此

看出! 在两种供氮水平下亲本间穗长性状差异十分

明显"但在两种氮水平下亲本的穗长差异却不一致%
高氮水平下相差 -F-2 &!!低氮水平下相差 IF2- &!"
说明穗长在两亲本间的遗传背景差异的表达受到一

定的限制" 同时在低氮水平下各亲本的穗长相对于

高 氮 水 平 均 有 所 降 低! 不 过 所 降 低 程 度 不 一 样!
JB25 降低了 (F’$ &!! 而黄早四却降低了 2FII &!!
说明二者对低氮胁迫的耐性存在一定差异" 两种氮

水平条件下偏度和峰度值均小于 2! 基本呈正态分

布!适合于进行 9:; 作图分析7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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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析

高氮水平下检测到 2 个穗长 9:;!位于第 2 染

色 体 的 K>L/2253MK>L/I-H 区 间 ! 相 对 贡 献 率 为

"(F%%N!加性效应值为 (F5’ &!!表明该 9:; 增加穗

长的等位基因来自母本" 低氮条件下检测到 I 个控

制穗长的 9:;O" 其中 $ 个 9:;O 位于第 " 染色体的

K>L/""53MK>L/I-H 区 间 和 0*=(("MK>L/"3’’ 区 间 !
贡献率分别是 "’F3%N和 ’FI$N!加性效应值为 (F5%
&! 和 (FI’ &!!其增加穗长的等位基因均来自母本$
另 外 $ 个 9:;O 位 于 第 % 染 色 体 上 的 K>L/"((’M
PQCOO@"( 和 PQCOO@"(MR!&2H’’ 两 个 相 邻 区 间 !加

性效应值分别为M(F5H &! 和M(F%- &!! 表明其增加

穗长的等位基因均来自父本7表 $#图 28"
与 $ 个以上 9:; 连锁的标记区间的下标记标有下划线

图 ! 两种氮水平下玉米穗长 $%&’ 位置

- 讨 论

很多研究均表明!不同环境下检测到 9:; 有不

一致的现象"P?E=ES72HH38对照了 JB25TUHH 组合的

V$W- 和 V’W5 在胁迫7低温#湿润8和非胁迫两种环境下

检测的产量及穗粗#穗长#单株穗数#粒重 I 个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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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性状的 9:;!结果表明!总计在所检测到的 5H
个 9:; 中!仅有 "( 个 9:; 具有一致性"李新海7$((-8
在对黄早四T掖 "(5 组合的耐旱性 9:; 研究中!总

计检测了 $( 个 9:;! 然而没有发现一个 9:; 可以

在两种水分环境下同时检测到" 方萍# 季天委等人

7$(($8在两种供氮水平下对控制水稻穗长的 9:; 进

I 期 "(-郑祖平等%两种供氮水平下玉米穗长 9:; 定位分析



行研究! 在所检测到的高氮水平条件下 ! 个水稻穗

长 "#$%! 在低氮水平条件下检测到 & 个水稻穗长

"#$%!’ 个 "#(% 中仅有 ) 个具有一致性!说明环境

对 "#( 的影响很大"
本研究结果显示! 在高氮条件下检测到 ) 个控

制玉米穗长的 "#(! 而在低氮条件下检测到 * 个

"#(%"显然!穗长 "#( 与供氮水平存在明显的互作"
我们知道!数量性状不仅具有复杂的遗传控制!还受

到环境条件的制约" 在合适的环境条件下控制性状

的基因效应可得到充分的发挥+ 环境不适时其基因

效应的表达将受到制约+ 而制约的程度又受到对环

境胁迫耐性基因的控制" 本研究发现!亲本 ,-). 的

穗长在两种氮水平条件下均比黄早四的长! 说明穗

长性状在两个亲本间存在较大差异"然而!遇低氮胁

迫时二者的表现却并不相同" 在低氮处理下!,-).
的穗长降低 /012 34!降低了 50627#而黄早四却降

低 )0** 34!降低了 )8098:" 说明两亲本对低氮胁迫

的忍耐能力存在一定差异"由此推测!在供氮不足时

检 测 出 的 "#(% 中 将 有 一 部 分 跟 低 氮 胁 迫 耐 性 有

关" 本研究中共检测到 6 个玉米穗长 "#(%!其中位

于第 ) 染色体 ;<=>)).9?;<=>58@ 区间的 "#( 在两

个供氮水平同时被检测到! 其贡献率较大! 分别为

)A066:和 )1096:!且两者的增效等位基因均来自长

穗亲本 ,-).!说明这是控制玉米穗长性状的 ) 个主

效 "#(" 位于第 6 染色体上的 2 个 "#(% 和第 ) 染

色体 BCDAA)?;<=>)9E1 区间的 "#(! 仅在低氮胁迫

条件下被检测到! 这 8 个 "#(% 可能跟玉米对低氮

胁迫耐性有一定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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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富 友 + 号 上 !]M 处 理 的 丝 黑 穗 发 病 率 为

+%#(h!明 显 低 于 接 菌 对 照 *+N%)#h,和 未 接 菌 对 照

*P%Q)h,!并且低于黑穗净处理!其它 " 个品种上发

病略低于黑穗净! 但对茎腐病和纹枯病的防效均优

于黑穗净#

" 讨 论

烯唑醇是一种高效广谱杀菌剂! 同时又具有调

节植物生长作用# 防治小麦腥黑穗病$散黑穗病$玉

米丝黑穗病等病害效果突出# 目前国内多用烯唑醇

可湿粉处理种子7但脱落率高!同时对小麦$玉米的

出苗及生长又有明显的抑制7常形成负面影响# 解决

其负面作用的方法是降低药量!这必将降低其防效!
木霉菌作为一种重要的植物病害生防因子一直受到

广泛的关注# 有报道木霉菌对玉米丝黑穗菌冬孢子

的萌发有抑制作用! 而植物内生细菌广泛存在于各

种植物的根$茎$种子等组织中!对人畜及环境无害!
并能提高植物的抗逆性和抗病性# 如能充分利用三

者的优点!势必能增强烯唑醇的安全性!降低对土壤

和水的污染#
本研究将烯唑醇与生防木霉菌和内生细菌复配

制成种衣剂!结果发现在 [b0 平板上烯唑醇和内生

细菌对木霉菌的菌丝生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但对

孢子萌发没有影响! 烯唑醇对内生细菌也有抑制作

用! 但当将本种衣剂成膜于种子表面! 播种于土壤

后!情况却远异于 [b0 平板!萌发的木霉菌孢子迅

速脱离种衣膜层! 种衣中的内生细菌由于与土壤接

触也先于化学原药脱离种衣膜层! 此后生防菌在根

围建立保护圈!木霉菌菌丝穿行于土壤颗粒大缝隙!
内生菌则附着在土壤颗粒表面和进入微缝隙中!并

随着根系发育进入到玉米体内!发挥其生防作用#盆

栽和大田防效研究表明!]M 复合种衣剂对丝黑穗的

防效与 ()h的黑穗净相当!对茎腐病$纹枯病的防

效优于黑穗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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