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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相关文章 

· 
印莉萍 首都师范大学生物系  
· 北  

铁胁迫小麦根DDRT-PCR分析及ABC基因的表达差异  

印莉萍 首都师范大学生物系 ,北

印莉萍 首都师范大学生物系 ,北京100037  
刘维仲 首都师范大学生物系 ,北京100037  
刘祥林 首都师范大学生物系 ,北京100037  
黄勤妮 首都师范大学生物系 ,北京100037  
柴东方 首都师范大学生物系 ,北京100037  
邱泽生 首都师范大学生物系 ,北京100037  

王凌诗 北京教育学院 ,北京1000441 

小麦2 

根3 

铁素营养4 

mRNA差别显示5 

PCR6 

基因表达7 
采用ＤＤＲＴ－ＰＣＲ技术比较了正常供铁和缺铁胁迫下铁高效型小麦（京－４１１）和铁低效型小麦（三属麦
－３）的基因表达差异模式。利用从ＤＤＲＴ－ＰＣＲ中挑选出的ＡＢＣ的ｃＤＮＡ片段为探针进行Ｎｏｒｔｈ

ｅｒｎ杂交，证明它的基因表达受缺铁胁迫的抑制 2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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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回归系数法、稳定性参数法和高稳系数法 ,对我国北部高原地区新育成的 18个新品种 (系 )的高产

稳产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参试品种多数产量较高 ,占 5 5 .5 % ,但其中产量稳定性较差的占多数 ,高产稳

产的品种较少 ,仅有铁 93- 115、95汾选 3和承谷 8号 ,占 16 .7% ,其余的均为低产稳产和低而不稳的类

型 ,各占 2 2 .2 %。这可能与品种性状的适应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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