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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jor items of the lecture

1. Why silkworm? 

2. Silkworm Gene mapping and cloning

3. Silkworm Gene expression

4. Silkworm gene regulation

5.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ystem



已经鉴定的种类>100万
估计全部种类 >300万
占全部动物种类的75％

昆虫的重要性

昆虫种类多、与人类关系密切

卫生害虫 生态成员 经济昆虫农业害虫



昆虫对生命科学的贡献

在所有生物有机体中昆虫的贡献

对昆虫领域本身可能产生的贡献

对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的贡献

70％，进化，物种形成，生殖

系统发生、相互关系、基因组、功能基因

经济昆虫、害虫防治、生物多样性

昆虫的重要性



建立现代害虫防治体系

高密度

增强植物抗性

传统方法

辅助方法

农药+辅助方法

Bt, dsRNA, 抗性系

天敌，微生物，其他

低密度

现代方法
种群的遗传调节

通过致死基因

(经济阈值以下)

发育进化的重要性



基于基因调控的害虫防治思路
及在现代害虫防治中的地位

高密度

传统防治

化学农药
+
辅助方法

低密度

现代方法

(经济阈值以下)

环保农药
＋
杀虫蛋白
(Bt等)
+
生物防治

重要害虫

遗传不育

靶标基因

水平介导

沉默机理

环境安全评估

垂直介导

基因调控

致死机理

昆虫
自体

植物、
微生物

致死基因1

2

3
4

5

基因水平的害虫控制

RNA干涉

基因调控
+

基于基因调控的害虫防治思路
吾辈责任‐目标 目标二



社会稳定

产业

反应器

文化模式

1600多亿
50亿$

家蚕贡献

靶标基因

就业

？￥

家蚕的研究背景



家蚕产业提升面临的主要问题

传统育种周期过长

缺乏复合育种技术

蚕种抗逆性不强等

传统缫丝技术影响丝的质量

行业发展的瓶颈

精细饲养

粗放经营



产业提升的主要思路

生物反应器

专养雄蚕

建立抗性品系

实现鲜茧缫丝

？

10-15%

10-15%

>20%



家蚕面临的主要逆境因素

多种疾病

夏季的高温

对农药敏感性

氟化物

细菌
真菌
病毒
微孢子虫



主要研究概况

标记开发

图谱构建

基因定位克隆

种质创新家蚕基础研究

表达谱

目标序列

全长基因

基因功能研究

miRNA

靶标基因

表达调控

模式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