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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耐逆育种的挑战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恶化，作物耐逆性育

种成为农业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

大逗作为模式植物的优势

大逗具有生长周期短、基因组小、遗传转化

效率高等优点，是研究植物耐逆机制和遗传

转化的理想材料。

遗传转化技术的重要性

遗传转化是植物基因工程的核心技术，能够

实现外源基因的导入和表达，为作物遗传改

良提供有力工具。

研究背景与意义



大逗遗传转化的研究现状
目前，大逗的遗传转化体系已经建立，但转化效率、基因表达的稳
定性和可重复性仍需进一步提高。

耐逆育种的研究进展
在耐逆育种方面，已经鉴定出多个与耐逆性相关的基因和QTLs，
为耐逆品种的选育提供了基础。

遗传转化技术的发展
近年来，遗传转化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如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
术的出现为精准基因改良提供了可能。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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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优化大逗的遗传转化体系，提高转

化效率和基因表达的稳定性，为耐逆育种提供技术支持。

研究内容

优化大逗的遗传转化条件，包括农杆菌浓度、侵染时间、

共培养条件等；

建立高效的大逗遗传转化方法，如基因枪法、花粉管通道

法等；

验证优化后的遗传转化体系的效率和稳定性，通过分子生

物学和遗传学手段对转化植株进行鉴定；

将耐逆相关基因导入大逗中，创制耐逆性状的转基因植株，

并对其耐逆性进行评价。

研究目的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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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逗遗传转化方法及优化



农杆菌介导法

利用农杆菌的天然转化能力，将

外源基因导入植物细胞，具有转

化效率高、基因整合稳定等优点。

基因枪法

通过高速微弹轰击植物细胞或组

织，将外源基因直接导入细胞内，

适用于多种植物类型。

花粉管通道法

在植物授粉过程中，利用花粉管

作为通道，将外源基因导入受精

卵细胞，实现遗传转化。

常用遗传转化方法介绍



大逗遗传转化方法选择及优化策略

方法选择

针对大逗的遗传特性，选择适合的转

化方法，如农杆菌介导法或基因枪法。

优化策略

通过改进转化条件、提高转化效率、

降低基因沉默等方式，对所选方法进

行优化。



受体材料选择

选择生长旺盛、再生能力强的大

逗品种作为受体材料，提高转化

成功率。

转化条件优化

调整农杆菌浓度、侵染时间、共

培养条件等参数，提高转化效率。

筛选标记应用

利用筛选标记基因，如抗除草剂

基因或荧光标记基因，快速筛选

转化成功的细胞或植株。

转化效率提升措施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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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逆育种中大逗遗传转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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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克隆技术

通过PCR技术从耐逆植物中克隆出目标基因，为后续构

建表达载体提供基础。

表达载体构建

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将目标基因与表达载体连接，构建成

可用于遗传转化的重组表达载体。

转化方法选择

根据大逗的遗传特性，选择合适的转化方法，如农杆菌

介导法、基因枪法等。

耐逆性状基因克隆与表达载体构建



耐逆性状观察

通过观察转化植株在逆境条件下的生长状况，初步判
断其耐逆性。

生理生化指标测定

测定转化植株在逆境条件下的生理生化指标，如叶绿
素含量、脯氨酸含量等，以评估其耐逆性。

分子生物学检测

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对转化植株进行目标基因表达检
测，确认目标基因是否成功导入并表达。

转化植株耐逆性鉴定与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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