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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OP1A和)OP18这一对光敏核不育水稻等位突变系的N8KD分析，比较了N8KD，7ND=及

78KD检测=)N多态性的相对效率。结果表明，这三种分子标记的=)N多态性检出效率依次为N8KD#7ND=#
78KD；找出了水稻N8KD分析的最适反应条件；通过N8KD和集群混合分析（6-’M:CF:<.:<+?B,<+,+’/FBF，6AN），筛

选出了一批与水稻光敏核不育（DQRA）基因连锁的多态性N8KD产物，已完成了对9个多态性N8KD产物的克隆，

A&-?H:.,杂交证明其中#个为单拷贝顺序，另外#个为低拷贝顺序。对上述三种分子标记各自的优缺点及它们在

=)N多态性检测中的适用之处进行了分析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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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敏核不育（DQRA）水稻的发现和在杂交育种

中的应用，对杂交水稻生产和水稻遗传学的发展都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了寻找与DQRA基因紧

密连锁的分子标记以便将其精确定位，进而分离

DQRA基 因，我 们 曾 用 等 位 突 变 系 )OP1A 和

)OP18为材料，通过78KD和7ND=分析寻找与

DQRA基 因 连 锁 的 分 子 标 记［#］。由 于 )OP1A和

)OP18之间的多态性是很少的，上述两种分子标记

方法又存在其本身的局限性，因此结果不理想。最

近发展起来的N8KD方法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分子标

记［4"3］，可以在短时间内提供巨大的信息量，因此，

通过对)OP1A和 )OP18的N8KD分析，建立 其

N8KD分 析 系 统，就 有 可 能 在 短 期 内 筛 选 到 与

DQRA基因更紧密连锁的分子标记，为最终克隆

DQRA基因打下基础。

% 材料和方法

%&% 水稻材料

)OP1A是石明松先生从粳稻)OP1中发现的

光敏核不育（DQRA）材料［1］，)OP18是湖北农科院

粮作所从农垦P1A中挑选出的可育恢复突变体，然

后将)OP1A和)OP18杂交，再以)OP18为轮回

亲本，经过多代回交及以后的连续选育、鉴定，直到

)OP1A和)OP18在形态和农艺性状上表现一致，

只是育性不同，因此，本研究中使用的)OP1A和

)OP18是一对等位突变系。

以)OP1A和)OP18为亲本构建含有P$$个单

株的8#分离群体，挑选极端可育和极端不育的个体

各!P株组成极端可育和极端不育两个基因池，用于

6AN分析。

%&’ ()!制备

水稻=)N按照通用的标准程序制备［0］，并严

格防止各种污染造成的部分降解。

%&* +"#$和+!$(分析

按照我们以前报道的方法进行［!$］。

%&, !"#$分析

N8KD分析采用QBLE&267K公司生产的N8KD
试剂盒T，并严格按照厂家提供的说明书进行。U#
引物是上海生工试剂公司合成。（#244D）N;D购自

英国NV:.FH+V公司，（#24#D）N;D购自北京亚辉生

物医学工程公司。DW7反应是在DX291$DW7仪上

完成的，N8KD扩增产物在PY的变性聚丙烯酰胺序

列分析胶上电泳分离，条件是!$$Z，#$$$%，约4H，

凝胶经干燥后，在[3$\曝光#"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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