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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小麦大麦优异种质资源发掘与创新利用创新团队揭示了西藏杂草大麦的起源演

化，证实其由栽培大麦经杂交重组脱驯化产生。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植物通讯（Plant Communications）》上。

据杨平研究员介绍，栽培大麦由二棱野生大麦人工驯化而来，后者具有籽粒成熟前穗轴断裂、籽粒脱落的脆穗特性。西藏杂

草大麦，又被称为西藏野生大麦或西藏半野生大麦，不同于栽培大麦和野生大麦。它是一类特殊的大麦资源，具有六棱脆穗性的

特征，自1938年以来，先后在四川、青藏高原等多个地区被发现。由于其具有与二棱野生大麦相同的脆穗特性，因而青藏高原

地区一度被认为是大麦的起源或驯化中心之一。

研究团队对西藏杂草大麦、野生大麦、栽培大麦地方品种和选育品种四类资源进行群体遗传学分析发现，西藏杂草大麦与青

稞的遗传关系高度相似，其携带了与青稞、南亚地方大麦品种相同的特殊血缘。按落粒性，国家库现存的西藏杂草大麦可以分为

脆穗、非脆穗两个亚群。对两个控制落粒性关键基因进行序列单倍型分析发现，西藏杂草大麦携带的序列单倍型与栽培大麦相

同；野生大麦特有单倍型数目多、每个单倍型在群体内的频率低。由此证实，西藏杂草大麦由驯化后的栽培大麦经杂交重组脱驯

化产生，而非栽培大麦的祖先。研究还指出，西藏杂草大麦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在野外已然适应青藏高原地区高寒、缺氧、贫

瘠等恶劣环境，进化出耐高寒、强休眠、低温萌发、营养高效等非生物逆境耐受性的优异性状，对其深入研究有望发掘出优异基

因，支撑大麦绿色高效新品种培育。

作科所博士生高广奇为本文第一作者，杨平研究员为通讯作者。该研究得到了中国农科院科技创新工程、作物基因资源和育

种全国重点实验室等项目的资助。

全文链接：https://doi.org/10.1016/j.xplc.2024.10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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