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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科作物转基因研究进展

于天祥张明方

(浙江大学园艺系杭州 310029)

葫芦科作物是重要的世界性经济作物，品种丰

富 ，种类繁多，在蔬菜作物中占有极重要位置。 其果

实中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矿物质和抗坏血酸。

葫芦科作物中的西瓜、甜瓜果实中还富含陈化酶，能

帮助分解食物中的蛋白质，深受人们喜爱。 西瓜、甜

瓜均被列入世界十大水果之列，我国的栽培面积和

总产量均占世界的 1/2 左右。 葫芦科作物的遗传改

良被世界各国所重视。 迄今为止，利用转基因技术

已经培育出抗病、抗逆、延迟成熟和高品质的葫芦科

作物品种，本文就转基因葫芦科作物的研究进展及

其发展方向作一简要综述。

一、转基因体系的建立

通过有效的方法将外源基因导人植株是转基因

技术的关键。葫芦科作物的子叶外植体具有高效的

转化再生频率，广泛用于转基因再生体系。常用的

外源基因导人方法主要有农杆菌介导法[J] 、花粉管

通道法[2] 、 DNA 浸胚法[3] 和基因枪法[4] ，其中农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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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介导法是葫芦科作物最常用的基因导人方法。

在葫芦科作物转基因植株的筛选中，新霉素转

磷酸酶(N盯11)基因和ß-葡萄糖昔酸酶(GUS)分别

为常用的选择基因和报告基因，相继用农杆菌介导

法建立了甜瓜[5] 、西瓜[6] 和黄瓜[7] 等的高效转化体

系。萤火虫荧光素可以在光照下发出荧光，将荧光

素酶基因作为报告基因导人植株可对转基因植株进

行监测。 1996 年， Sapountzakis 等[8] 将萤火虫荧光

素酶基因转人黄瓜，代替常规的 GUS基因进行转化

植株的筛选。

二、抗病转基因研究

1.抗病毒转基因研究

葫芦科作物病毒病是世界性的病害，凡种植地

区几乎都有发生，严重影响了葫芦科作物的产量和

品质。常见病害有黄瓜花叶病毒( Cucumber Mosaic 

Virus , CMV) ，西瓜花叶病毒( Watermelon Mosaic 

Virus , WMV) ，南瓜花叶病毒 (Squash Mosaic 机zr

us ，SqMV) ，西葫芦花叶病毒 (Zucchini Yellω Mo-

. saic Virus , ZYMV) 等。 其中最严重的是 CMV ，

SqMV 和 CMV-2。 他们单独或者混合侵染给葫芦

科作物生产带来严重威胁。 传统的育种方式对抗病

基因的筛选监测非常困难 ， 同时通过常规育种育成

的抗病品种，根据基因对基因假说，病毒又要不断分

化出新的株系，要不断育出新的品种增加对病毒的

抗性;并且常规育种周期长，难度大，获得的性状不

易稳定[9] 。 通过基因工程育种创造新种质为这些问

题的解决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成为葫芦科作物品

种改良的前沿生物技术。目前，人们已将许多种来

自病毒本身的基因导入植物，获得了抗病毒的工程

植物。 如外壳蛋白 ( CP)基因 ，病毒 RNA 基因和病

毒核酸等。

利用病毒本身的一些基因或经过改造的基因导

人植物，可获得抗病毒的转基因植株。最早获得成

功的例子是使用病毒外壳蛋白 (CP)基因[川，又称为

外壳蛋白介导保护(∞at protein-mediated protectin , 

CPMP)。病毒 RNA进行复制要脱去本身的外壳蛋

白，通过导人的 CP 基因在植株内表达，干扰病毒的

正常增殖而达到抗病目的[ 11] 。 将病毒 CP 的 cDNA

片段导人植物基因组成为基因工程产生病毒抗性品

种的常用方法。

1990 年， Slightcxn 等[川将 α1V CP 编码基因导

人黄瓜，转化的黄瓜植株对α机7高抗，并可遗传。导
人病毒α编码基因的黄瓜[乱 13] 、南瓜[4.川8] 、西瓜[4] 、

甜瓜[4 . 队 16]植株，在相应病毒侵染下都表现出不同程

度的抗性。 1995 年，Grorge 等[ω] 将 WMV 和2YMV

的 CP基因整合到一个质粒载体，分别导人南瓜和甜

瓜，转化的南瓜和甜瓜植株对相应的病毒都有抗性，

经济产量显著高于对照。 1995 年， Tri∞，Ii 等[ 17] 获得

了抗2YMV、CMV 和 WMV 三种病毒的南瓜品种;

1997 年， Fuchs 等[却]获得了抗2YMV、αW 和 WMV

三种病毒的甜瓜品种。

导人核酸酶基因可以将人侵的病毒核酸降解，

从而达到抗病毒效果。将核酸酶基因导人植物获得

对病毒抗性的品种为瓜类作物抗病毒基因工程提供

了一条新的选择途径。 1999 年， Huttr町等[21] 分别

将 ZYMV 和 WMV-2 多聚核酶基因导人甜瓜，转化

植株分别对 ZYMV 和 WMV-2 病毒产生高抗性。

大田试验结果表明，抗 WMV-2 甜瓜植株的后代在

大田试验中对 WMV-2 表现为免疫[22] 。

2. 抗真菌转基因研究

西瓜枯萎病是由尖抱镰刀菌西瓜专化型

(Fusarium oxysporm f. sp. ni7.后um (E. f. Smith) 

Synder et Hansen)引起的土传毁灭性病害，世界各

地均有发生。辄瓜适应性广，对西瓜枯萎病免疫。

将辄瓜的 DNA 导人西瓜，有可能获得高抗西瓜枯

萎病或具特异性状的新材料 ， 1997 年，肖光辉等[3]

采用 DNA 浸胚法，将外源辄瓜 DNA 导人西瓜，变

异株的生长势明显增强，主要表现为叶片增大，叶色

加深，叶柄增长，主蔓增长，节间长度增加。 E丑植株

叶部病害较轻，元枯萎病;而对照西瓜叶部病害较

重。

1998 年，Chen-Shaw Chen 等[2]通过花粉管途径

将抗镰刀枯萎病基因导入西瓜。 从南瓜叶子中提取

了对枯萎病抗性的总 DNA，携同花椰菜花叶病毒

CaMV35S启动子与 GUS 基因注射导人西瓜 F1 代

杂种的胚珠，通过人工授粉获得转基因杂种。 转化

植株表现出枯萎病抗性，用 RAPD 分析，检测出和

南瓜相同的特异扩增条带。

几丁质酶(Chitinase)可以有效的保护作物免受

真菌性病害侵染。灰霉病是黄瓜栽培中的主要病

害， 1996 年， Racharjo 等[刀]用农杆菌介导法将水稻

几丁质酶 cDNA(RCα)转人黄瓜。 Northern 杂交

试验表明，rcc2基因可以在黄瓜中正常表达，转化植

株对灰霉病表现出高抗性。 对抗性黄瓜株系进行杂

交试验，在后代中呈现出 3 : 1 的分离比例，表明灰

霉病抗性性状受一对显性基因控制，可以在黄瓜后

代中稳定遗传[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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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 Szwacka 等[剖用农杆菌介导法将甜蛋

白基因 thaumatin II cDNA 导人黄瓜 ，蛋白质杂交

结果表明 ， thaumatin II 可以在黄瓜叶子和果实中

正常转录，霜霉病接种试验结果显示转化黄瓜植株

能够抑制霉菌在植株体内的扩散，对霜霉病表现出
较高的抗性[药]。

三、耐逆境转基因研究

酵母菌 hlaI 基因具有较高的盐抗性，可以在高

浓度 NaCl 下生长。 1992 ，Seηano 等[♂] 用农杆菌介

导法将 hLaI 基因转人甜瓜。 Southem 杂交和

northem 杂交试验结果表明 ， hlaI 基因转入甜瓜基

因组，并能正常转录。在 10g . 1"1 NaCl 培养基下，转

入 hlaI 基因甜瓜在离体培养状态有 15% -20% 的

茎尖端可以正常生根，而未转人对照只有 2%可以

正常生根，导入的 hlaI 基因对 NaCl 产生较高抗性。

转入 hlal 基因的西瓜[却]在离体培养状态也对 NaCl

产生较高抗性。

1993 年， Kodama 等[却]用基因枪法将发根基因

rol 导人黄瓜，由uthem 杂交结果表明 rol 基因整合

到黄瓜的基因组，转化的黄瓜植株生根能力明显增

强，在离体培养状态，不使用激素就可以正常生根 ，

提高了黄瓜逆境生存能力。

细胞膜是冷冻伤害的原初部位，而冷冻低温引

起的氧自由基积累引发膜脂过氧化是导致细胞膜伤

害的主要原因，植物本身也有分解氧自由基的解毒

体系一一抗氧化酶系统，因而植物抗冻力与其对氧

自由基的清除力密切相关[到]0 1994 年， Ohkawa

等[3 1]通过基因枪法将抗坏血酸氧化酶基因导入黄

瓜，GUS监测结果显示抗坏血酸氧化酶基因导人黄

瓜，转化黄瓜植株抗寒能力显著增强。

四、延熟转基因研究

葫芦科作物果实的成熟过程属于呼吸跃变型，

成熟过程快，容易过熟而变质。 目前在用基因转化

技术抑制细胞壁的降解和乙烯的合成以延迟瓜类的

成熟，防止其腐烂方面取得较好的效果，反义mR

NA技术在抑制乙烯合成，延长果实的储藏和保鲜

研究中取得了成功。用农杆菌将反义 Aα 氧化酶

基因导人植株，表达反义 ACC 氧化酶的西瓜[32] 、甜

瓜[圳等，果皮色素含量、细胞壁降解酶的活性明显

降低，在空气中放置不能正常成熟，不出现呼吸高

峰，只有经过乙烯或丙烯处理才能表现出正常果实

的颜色、风味。

五、品质转基因研究

1.果实特异调控基因工程

外源基因在转化植物中的定向 、高效特异表达，

一直是基因工程研究的热点和难点。 随着分子生物

学研究的深入，利用基因工程手段定向控制果实的

发育、改良果实的品质成为可能。 1997 年， Shetty 
等[34]将烟草发病机理相关基因扩臼的启动子序列

融合 gus 基因导人甜瓜 ， gus 基因在甜瓜果实中正

常表达，并且水杨酸处理可以增强 ρrLa 启动子的表

达。 在环境胁迫条件下或者用水杨酸处理可以利用

户la 启动子序列驱动目的基因在甜瓜果实中特异

表达。 为通过基因工程改良甜瓜食品加工相关的性

状和用甜瓜生产食品工业相关的特异蛋白提供了潜

在的可能。

2. 果实甜昧晶质基因工程

目前人们对食品饮料中低热量的甜味剂的要求

不断提高。 甜蛋白是一种高甜度、低热量，又不易为

细菌所利用的特殊蛋白质，并且还是一种味觉增进

剂，因此是一种很有发展前途的食品添加剂，具有很

高的经济价值。

1999 年，Sawacka 等[25]通过农杆菌介导法将甜

蛋白 thaumatin II 基因 cDNA 导入黄瓜，在转化黄

瓜植株的果实中 thaumatin 基因得到表达，并且可

以品尝出甜味。

六、葫芦科作物基因转化的前景

转基因作物存在着潜在的安全性问题。 抗病毒

转基因植物的风险来源于病毒的基因与侵染转基因

植物的另一病毒基因组可能相互作用，主要包括重

组、异源包壳和协生作用[35] 。 转基因植物还存在着

食品安全性问题，包括毒性、过敏性以及抗生素标记

的安全性等问题。 2001 年， R臼d-J 等[36] 用甘露糖，

6磷酸异构酶(PMI)基因取代常规的 nptII 作为一

种有效的选择标记。 PMI 可以促进果糖-6-磷酸和

甘露糖-6-磷酸的可逆转换。不含有这种酶的植物

细胞在用甘露糖作为碳源的培养基上不能生存。 表

达的 PMI 蛋白可以完全为哺育动物的胃液和肠液

消化，完全没有毒性。 PMI 作为一种新型的选择标

记，在瓜类的基因转化中将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抗病毒基因工程在植物基因工程中一枝独秀，

其应用前景十分引人瞩目。运用 CPMP 策略成功

得到不同程度的抗病毒葫芦科作物品种，但是随着

本领域研究的深入，多项数据表明，转基因植物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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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主要取决于 RNA 的表达程度，而不是 CP 基因在

植物体内的积累[37.38) 0 CP 高表达的植株并不一定

对该病毒高抗，但是 CP低表达的植株一定低抗[37] ，

RNA介导的保护而非 CPl\伊的机理更有说服力。

与 CPMP相比 ， RNA介导的抗性具有高抗或免疫、

抗病持久和生物安全性高的特点[11] ，而在葫芦科作

物中却鲜见报道。 RNA介导的抗性作为一种新的

抗病策略，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葫芦科作物枯萎

病是一种毁灭性的病害，而相应的抗源却非常稀少，

在生产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通过基因工程产

生抗枯萎病的品种将成为今后葫芦科作物转基因研

究的热点。

葫芦科作物的基因转化研究与生产正在蓬勃发

展， 1994 年，美国转基因抗病南瓜通过了农业部食

品安全性检验[别;同年日本的一个转 CMV-CP 的
甜瓜通过了日本农林部和渔业部的安全性检验闸 ，

并用于商业化生产。随着转基因技术的深入发展和

转基因植物的安全性进一步得到保障，葫芦科作物

基因转化工作必将得到飞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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