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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成员

编号 姓名 研究所 导师 研究方向

G3A 候琳琳 水稻所 高振宇 水稻硝态氮利用的遗传机制

G3B 段影青 水稻所 胡培松 稻米品质

G3C 朱黎欣 水稻所 钱前 水稻分蘖突变体研究

G3D 张佳玲 作科所 侯文胜 光周期调控基因作用机制



大豆韧皮部伴胞细胞中开花调控基因GmMRF1

序列分析
Sequence Analysis of FlowingRegulator in 

Soybean Phloem Companion Cell



主要内容

1.  背景介绍

2.  大豆MRF1蛋白序列分析

3.  大豆MRF1蛋白结构分析

4.  互作蛋白分析



背景介绍

大豆( Glycine max ( L. ) Merr. ) 起源于我国，是我国重要的油料作物和高蛋白粮饲兼

用作物，种植面积仅次于水稻、玉米和小麦，居第四位。然而多年来，我国大豆生产一直

停滞不前，并由于国内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小麦紧缺，大豆种植面积被逐步取代锐减。大

豆总产自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的世界第一位，滑坡到现在的世界第四。

随着国内消费结构升级，大豆需求快速增加，国内大豆产需缺口不断扩大。美国是全

球重要的大豆出口国，在世界粮食市场具有充分话语权，我国作为全球目前最大的大豆进

口国，而自中美贸易争端开始以来，中美两国在众多贸易领域产生摩擦并不断升级。

但国产大豆仅能满足国内食品加工消费需求，并且国产大豆价格高、产不足需，中国

大豆进口量持续攀升，大豆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为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积极应对复

杂国际贸易环境，促进我国大豆生产恢复发展，提升国产大豆自给水平，从 2019年起中国

实施大豆振兴计划，提高大豆产量减少大豆依赖。



背景介绍

大豆对光周期反应敏感，是典型的短日植物，绝大多数大豆品种只有在日照长度缩短

到一定限度后，才能从营养生长转入生殖生长，进而开花结荚。

大豆的这种光周期反应特性，造成大豆品种北移种植时，因生长季节日照加长，往往

表现为晚花晚熟、生长期延长，甚至不能开花或正常成熟；南移种植时，则因生长季节日

照缩短，一般表现为过早开花、生长期缩短，产量降低甚至不能正常生长。大豆开花期和

成熟期因受种植区域生长季节日照长度的影响严重，导致大豆品种适宜种植区域普遍比较

狭小。

因而研究大豆光周期反应特性以提高大豆品种区域适应性增加种植面积对大豆增产具

有重要意义。





研究利用 INTACT (Isolation of Nuclei TAgged in specific Cell Types)和高通量测序

研究了不同光周期条件下拟南芥韧皮部伴胞中转录组和表观基因组的动态变化。该研

究发现，在韧皮部伴胞中 H3K4甲基化水平与一些在伴胞中发挥重要功能的基因表达是

正相关的，这些基因参与代谢调节，生物节律，发育和表观遗传修饰。

该研究进一步鉴定了韧皮部伴胞中的 MRF1（MORN-MOTIF REPEAT PROTEIN 

REGULATING FLOWERING 1）基因，其表达受光周期强烈诱导。mrf1 突变后拟南芥

开花延迟，而过表达 MRF1 则促进开花。



相关信息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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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N domain

Transmembrane domain

1. 序列分析



XP_004499405.1 Cicer arietinum鹰嘴豆

PNY12856.1 Trifolium pratense三叶草

XP_020226743.1 Cajanus cajan木豆

KAF7829850.1 Senna tora决明子

XP_019414965.1 Lupinus angustifolius羽扇豆

XP_004488906.1 Cicer arietinum鹰嘴豆

XP_006596189.1 Glycine max大豆

XP_020238891.1 Cajanus cajan木豆

XP_015166173.1 Solanum tuberosum马铃薯

XP_030495188.1 Cannabis sativa大麻

XP_028950746.1 Malus domestica苹果

XP_009344106.1 Pyrus x bretschneideri白梨

XP_021810652.1 Prunus avium樱桃

XP_008219755.1 Prunus mume红梅

XP_007222382.1 Prunus persica巴旦木

XP_034201752.1 Prunus dulcis扁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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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发育树



启动子作用元件预测

顺式作用元件 功能 数量

G-box 参与光反应 5

Box 4 参与光反应 7

TCT-motif 光响应元件的一部分 2

GARE-motif 响应赤霉素 1

MSA-like 参与细胞周期调节 1

TGACG-motif 参与MeJA反应 2

CGTCA-motif 参与MeJA反应 2

TCA-element 参与水杨酸反应 1

MBS MYB结合位点参与干旱诱导 1

ABRE 参与脱落酸反应 3



SMART Pfam

2. MRF1蛋白结构

结构域预测



3D结构分析

二级结构为贝塔折叠，共两个亚基





4. MRF1互作蛋白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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