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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季不同生长发育时期叶片

同工酶谱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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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 完了月季不同生长发育时期叶 片 中 可溶性蛋白质
、

过氛化物酶同工晦和 醋

晦同工酶酶谱 的变化
。

结果表明
,

同工酶谱是 随生长发育的进程而 变化
一

的
,

并说明

在浏 定植物的生理活 动时应选择谱带最稳 定
,
而且最具表微性的功能叶作为浏试材

杆
,

飞

才能得到最可靠的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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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个体的生长发育进程是一系列基因在时
、

空上依次顺序表达的过程
。

对于这种基因

表达
,

可以通过对某些植物器官或组织同工酶的分析识别出来
仁`

” J 。

酶谱的变化先于植物形

态结构的变化
,

是形态结构变化的前因
,

而形态结构的变化以及生理机能的变化是酶谱变化

的后果
〔 “ ’ ` ’ 。

在测定植物的同工酶酶谱时
,

一般是选取叶片作试材
。

而叶片因年龄不同
,

也存在着从

幼叶分化 - 一争形态建成一 - ) 衰老死亡的过程
。

在这个过程中幼叶正在扩大
,

而老叶 巳处于衰

解之中
,

只有完成形态建成的功能叶才是当时生理活动的主要场所
。

并且随着生长发育的进

程
,

功能叶中的生理生化过程也在不断变化之中
,

这可以从对功能叶中某些同工酶酶谱的测

定反映出来
。

本试验也说明
,

测定同工酶必须注意对试材的选定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取样

分成 2 组
。

一组从早春芽子开始萌发时随时摘掉刚刚显现的花蕾
, ,

使其继续保持营养生

长状态 , 另一组让其正常现蕾开花
。

于上午 9 ~ 10 时
,

在新出枝条上再分别按三种叶龄取样
:

①幼叶
,

即枝条顶端尚未完全

展开的幼嫩叶片
; ②功能叶

,

系外围枝条中部刚刚完成扩大生长
、

叶色浓绿且叶形舒展的叶

本文于 1 9 8 7年 2 月 1 7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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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 ③老叶

,

指枝条下部显示褪绿的老化叶片
。

.

2 方法

采取样品
,

放置低温冰箱中固定 1小时
。

然后剪碎混匀
,

称取 g2
,

按 1 : 2 ( 克材料
:
毫升

提取液 ) 加入 p H S
.

o的 rT i s一甘氨酸缓冲液在冰洛中匀浆
,

匀浆液在 。 ℃下以 3 5 0 0转 / m in 离

心 15 分钟
,

取上清液置水箱中备测可溶性蛋白质 和过氧化物酶同工酶
。

醋酶同工酶提取液为

p H 7
.

4的 T r i s一 H C L 缓冲液
,

以叶片与提取液 1 : 2进行提取
。

其它步骤同上
。

用垂直管形不连续盘状聚丙烯酞胺凝胶电泳
〔` ” ’ ,

分离胶浓度为 7
.

5%
,

间隔胶浓度为

2
.

5%
,

点样 1 00 川
,

整个电泳过程在 5 ℃冰箱中进行
。

染色按吴少伯等
〔` ’
方法略加 改 进

。

之后用 C N T 一 2 00 型扫描仪记谱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可溶性蛋白质电泳谱带的变化

各种叶片可溶性蛋白质均在正极端
、

负极端和中段各有一个主带 ( 图 1 )
。

!

一

丫六讨行乍 丁刁下「下f
一

石而而示
.

图 1 月季营养生长叶片可溶性蛋白质 电泳扫描进

{{{ 1 1 } l
+++

图 2 月攀生殖生长叶片可溶性奋白质电泳扫描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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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植株上的幼叶
,

其 中的可溶性蛋白不仅有自己制造的
,

.

也有从

其它叶片输入的氨基酸进一步合成的
,

所 以谱带数目较多
。

老叶处于衰解之中
,

其可溶性蛋

白既有当时新合成的
,

也有结构蛋白的分解产物
。

所 以幼叶和老叶的变化都较大
,

不稳定
。

`

无论是营养生长植株上的功能叶
,

`

还是生殖生长植株上的功能叶
,

谱带都较 稳 定 和 相

似
,

`

}
表明功能叶具有表微性 ( 图 1

, 2 九
’ 、

一

、 ` 过威 , 。衬: 。`嵌
。 ,

. 。

祥氧化物酶同手酶是育种氧化还原酶类
,
它催化生物体内的许多氧化还原反应

,

所以与

生长发育关系密切
,

琳形态建成和环境变化的反应敏感
,

是一种赤微性很强的酶
。

在两种处理植株的幼叶中
,

过氧化物酶同工酶在偏负极端有二浓度较大的主峰带
,

并有

4~ 5条副带
。

}省在生殖生长植株的幼叶中过氧化物酶浓度较营养生长植株为低
。

两种处理植株中的功能叶在中段均有一个主带
,

两侧的另外各二个副瓶 它们的谱带均

较一致和稳定
,

表明功能叶最具表微性
。

两类植株的老叶酶谱近似
,

但在副带上 有 些 差 异
( 图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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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季从现蕾一
开花- 申结实的不同时期

,

在它们的功能叶中过氧化物同工酶酶谱有着

较大的变化
。

表明在植物生长发育的不同时期
,

功能叶中所进行的生理生化过程也是在不断

地 变化的 ( 图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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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月季功能叶在孕营
、

开花
、

结实期过妞化物阵同工醉扫描谱

2
.

3 醋酶同工酶谱的变化

醋酶是一种水解酶
。

在两种处理的植株中
,

其幼叶和老叶内酶谱变化 很 大
,

无规 律 且

不稳定 ( 图6 ,
7 )

」宜
一

」 . 卜
一

!! 一}} {困!卜州 影 i’l !卜

图 6 月攀营养生长叶片醋醉同工醉扫描谱

在两种处理的植株中
,

其功能叶的醋酶同工酶谱相 当稳定和近似
。

月季从现蕾” 开花 `

结实的不同时期
,

在它们的功能叶中醋酶同工酶谱也是极其相似和稳定的 (图 8 )
。

从以上对月季叶片中两种同工酶酶谱的测定表明
,

醋酶同工酶对植物种的遗传性具有显

明的表微性
。

而过氧化物酶同工酶能够表达植物内在生理生化变化的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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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8 月季在现 ,
、

开花
、

结实期功能叶中醋醉同工醉扫描讼

3 讨 论

3
.

1 由于植物生长发育进程的变化
,

在不同时期
、

不同叶龄的叶片中
,

其同工酶 谱 是

不同的
。

就同一叶子而言
,

在它的生长过程中
,

幼叶正处在形态建成的初期
,

既是生产者又

是消费者 , 老叶则处于李解时期
,

虽仍有部分生产能力
,

但是贮藏和绪构物质陆续分解输出
。

所 以在这两种吁子中的同工酶变化都很大
,

而且很不稳定
。

而功能叶形态已经建成
,

其同工

酶酶谱也是较为稳定的 :
;

具
够微件:

3
.

2 多年生植物的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交替进行
,

酶的类群和同工酶酶谱也是顺 序 地

周而复始地变化
。
它是一系列基因在时

、

空上依次表达的过程
。

这种信息可以从对某些同工

酶谱变化的分析反映出来
〔 ` ” ,

。

经过对月季叶片反复流定证测实
,

在 功 能叶中
,

过氧化物

同工酶谱随生长发育的迸程而变化
,

并且其变化格律的重复性很强
。

而醋酶同工谱在不同生

长发育时期的功能叶中都比较稳定和近似
,

它对植物种的遗传性有显著的表微性
〔 s1

。
·

3
.

3 在测定同工酶时
,

要根据研究的不同目的
,

选准相应的测试材料和酶类
。

如 欲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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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种性和起源
,

应取胚性细胞
;
欲了解分化

,

需取正在分化的细胞组织 , 欲测抗逆性
,

须取

反应最敏感且受抑制最甚 ( 或抗逆最力 ) 的部分
。

同时
,

要选准与研究目的直 接 相 关的
、

能作为信息表达 的那一种同工酶
。

在河定多年生木木植物生理指标方面
,

在选定功能叶时还要注意幼苗匕卖生苗 或 无 性

系 )
,

大树 ( 不同部位具有不同的生长发育年龄和异质性 )
,

枝条年龄与叶龄
,

着生于树冠

的部位 ( 外围或内膛
,

冠顶或墓部 ) 以及环境条件等等
,

都会影响测定的结果
。

所以
,

要拟

定严格的取样标准和测试项 目
,

才能获得正确的研究结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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