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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用PCR 方法从目前极少被报道的真双子叶基部类群10 种植物的总DNA 中扩增出CHS 基因外显子2的部分序列

进行分析, 经克隆后测序, 共得到26 个不同的片段。分析表明, 所有序列具有较高的同源性( > 70%) , 每种植物

有2～4 个不同的拷贝, 在金鱼藻中发现有一个拷贝(CedeCHS3) 含有一段长29 个碱基的缺失, 可能已失去了该

基因的功能, 而来自银桦的GrroCHS8 拷贝具有较多活性位点的变异, 可能具有了新的功能。在对碱基含量的分

析中表明, 只有来自雀舌黄杨的序列有一定的GC 偏好, 特别是第三位的GC 含量达70%以上。用贝叶斯法、最大

简约法和邻接法构建的CHS 基因的分子系统树均由3 个主要分支构成,其中一个分支由来自金鱼藻的4 个序列聚

在一起构成了subfamilyⅡ, 来自昆栏树的2 个序列聚在一起网接于subfamily Ⅲ中; 来自独叶草的3 个序列分

散于同一亚家族(subfamilyⅠ) 的不同分支中; 而多数种的序列分散在相距较远的两个分支中, 构成了两个主要的

亚家族subfamilyⅠ、subfamily Ⅲ。从所建分子系统树看真双子叶基部类群植物的CHS 基因家族成员来源于

该类群形成前的两个祖先拷贝, 在不同植物这两个祖先拷贝经历了不同的进化过程, 这些进化上的差异可能与不同
植物的生活习性及生存环境的多样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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