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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豆高光效育种》是作者课题组30年来在承担国家“六五”、“七五”、“八五”、“九五”
科技攻关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973”项目（光合作用高效转能机理及其在农业中的应用）期间
对大豆产量形成的光合生理生化特性、光合作用遗传控制和遗传传递规律及高光效种质遗传改进等进
行深入研究的成果，并汇以一些有关文献综述成册。
全书共分10章，主要内容包括光合作用研究的最新进展、高光效大豆的光合生理生化特性及光合作用
的遗传和种质改进等，提出大豆籽粒产量的提高主要取决于光能的截获、光能转换效率、CO2同化效
率及光合产物在籽粒中的高比例分配。
　　《大豆高光效育种》在通过增强C3作物本身固有类似C4光合途径运转、改善C3作物光能利用效
率方面提出了新的观点，即通过遗传改进可以使G作物的内源类似C4途径潜力大幅度提高。
　　《大豆高光效育种》指出大豆非叶器官--豆荚具有良好的光合结构与功能，在高产条件下，应充
分发挥这些器官的光合功能，提高大豆整体的光能利用效率。
　　《大豆高光效育种》就选育出的高光效种质哈79-9440、哈82-7799等和高光效品种黑农39、黑农40
、黑农41等及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选育高光效品种的生理生化指标及高光效高产育种体系作了详细阐
述。
　　《大豆高光效育种》指出，通过有性杂交和人工诱变或基因工程，修饰某些光合基因，均可将多
项高光效生理功能整合到高光效大豆品种中，特别是C3作物中固有C4途径酶的高效表达，可能是提
高C3作物光合效率的新突破点。
　　《大豆高光效育种》可供大豆或其他作物的遗传和育种研究工作者、教师和学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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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序二绪言编著者的话第一章 光合作用第一节 光合作用的结构基础：叶绿体的超微结构一、叶绿
体的结构二、类囊体第二节 光合膜超分子蛋白复合体一、光系统Ⅱ(PSⅡ)二、光系统I(PSI)三、细胞色
素bef蛋白复合体(Cytb6f)四、腺苷三磷酸合成酶(ATP合酶)第三节 光合作用的原初光能转化过程一、光
能的吸收与传递二、光合作用的原初光化学反应及光合电子传递三、光合放氧及光合磷酸化第四节 光
合作用的CO2同化过程一、C3途径(Calvin环)二、C4途径三、光合产物的合成、运输和分配第二章 光
合作用与产量之间的关系第一节 光合速率与产量呈正相关第二节 光合速率与产量不呈相关第三节 光
合速率与产量呈负相关第三章 大豆高光效育种的遗传基础第一节 大豆品种(系)，间光合速率的差异及
其稳定性一、大豆品种(系)间光合速率的差异二、大豆品种(系)间光合速率差异的相对稳定性第二节 
大豆有性杂交后代叶片光合速率的遗传控制一、F1世代表观光合速率优势状况二、F2APR在群体中分
布和广义遗传力三、互交组合表观光合速率的表现第三节 叶绿体光合器性状的遗传控制一、光合膜蛋
白超分子复合体的遗传控制二、CO2同化关键酶的遗传控制三、大豆叶绿素含量的遗传控制四、大豆
希尔反应活性的遗传控制第四节 C3和C4途径光合酶活性F1代优势状况第四章 大豆高光效育种的生理
生化基础第一节 高效受光态势的株型一、大豆高产理想型的生理特性二、特异高产株型的创新第二节
大豆叶片及叶绿体结构特点一、大豆叶片的结构特点二、大豆叶绿体超微结构第三节 高光效大豆叶片
的光合作用特性一、高光效大豆不同生育时期光合速率变化二、高光效大豆的光－光合作用曲线三、
高光效大豆的CO2－光合作用曲线四、高光效大豆的光饱和点和CO2补偿点五、与光合作用相关的其
他生理性状第四节 高光效大豆叶绿体的光能吸收、传递和转化一、不同大豆品种叶绿体的光能吸收二
、光合单位(PSIJ)密度三、光系统Ⅱ(PSII)反应中心的综合活力第五节 高光效大豆光合碳同化特点一、
光合作用暗反应的C3与C4途径酶活性二、C3与C4途径关键酶活性表达与光系统Ⅱ(PSII)反应中心光化
学活性及光合速率的关系三、光合产物的积累和分配第五章 高光效大豆的光抑制和耐光氧化特性及生
理机制第一节 不同大豆品种的光抑制特点第二节 光抑制的分子机理⋯⋯第六章 C3作物的C4同化第七
章 大豆非叶器官的光合作用特性第八章 大豆光合作用与根瘤固氮的关系第九章 大豆产量界限与高光
效育种高产理论第十章 C3作物大豆的遗传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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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豆的播种面积向北推进，扩大大豆的生产，注意选择能在较低温度条件下发芽、出苗的性状具有
重要意义。
在寒冷的春季，这类品种较早出苗，使大豆的光合生长期得到延伸。
分枝期：50％以上的植株在叶腋内出现侧芽生长的日期。
这是一个与生长有关的性状，涉及品种绿色体的繁茂度。
在开花期相同的品种间，分枝开始早的品种往往具有较强的生长能力，它们对生长温度的要求一般较
低。
开花期：有50％以上的植株至少开一朵花的日期。
大豆开花标志着生殖生长过程的开始。
进入开花期后，大豆绿色营养体的生长强度比苗期显著提高，逐渐达到最高峰。
根据大豆开花期的早晚，可以大体上判明品种的熟期类型和它们对光周期的敏感性等特点。
这是一个与品种地区适应性有关的性状。
结荚期：出现1cm长幼荚的植株数达50％以上的日期。
在结荚期营养体生长逐渐衰退，以豆荚和种子生长为特点的生殖生长增强。
这是与大豆产量有重要关系的时期。
鼓粒期：50％以上的植株豆荚的种子部位出现隆起的日期。
鼓粒期与种子饱满度和百粒重等产量因素有关。
成熟期：子实粒形复圆，种皮呈品种固有的色泽，种子与豆荚脱离，摇动植株时发出响声。
80％以上植株呈现上述特征的日期为成熟期。
出苗至开花日数：表示大豆营养生长延续的时间。
结荚日数：从开花至成熟的日数。
表示大豆生殖生长延续的时间。
全生育日数：从播种的第二天起到成熟的日数。
生育日数：出苗至成熟的日数。
大豆的生育时期主要依据Fehr（1977）提出大豆生育时期的鉴定方法。
此种鉴定方法划分大豆的生育时期较普遍应用于大豆生理、栽培和育种研究中。
1977年，Fehr提出大豆生育时间的鉴定方法。
他把大豆的生育过程划分为营养时期（V）和生殖时期（R）。
每个时期内又进一步细分为若干时期。
营养时期以主茎上的节数划分时期。
只有那些具有充分生长的叶片的节位才被计数。
确定某个节位是否被计数，主要根据和它相邻的上位叶的小叶片是否展开。
如上位叶小叶片的叶缘已分离呈半展开状，则该叶片被认为是充分生长的叶，该叶着生的节位可被计
数为营养时期的节数。
如上位叶小叶片的叶缘未分离，则该叶片被认为是未充分生长的，其下位叶着生的节位被计数为营养
时期的节数。
营养时期（V）出苗期（VE）：子叶在地面以上；子叶期（VC）：单叶半展开，叶片的叶缘已分离；
一节期（V1）：单叶充分生长，第一复叶小叶片的叶缘分离；二节期（V2）：单叶以上第一片复叶充
分生长；三节期（V3）：从单叶着生的节算起，主茎上有3个节的叶片充分生长；n节期（Vn）：从单
叶着生的节算起，主茎上有n个节的叶片是充分生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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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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