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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夫林10 抗条锈性与过氧化物酶

活 性 关 系 初 探

康振生 李振歧 刘松洁

( 西北农业大学植保系 )

摘 要

用条诱菌(P u e e i n ia S t r iif o r m is w
e s t ) 的不同菌系接种小 麦洛夫林

: 。

后
,

接种叶 片内的过氛化物酶活 性的增长 目菌系

—
寄主组合不同而异

。

在杭

病反应的组 合中
,

过乳化物酶活 性增长十分显著
。

而在感病反应组合 中
,

酶活

性增长不显著
。

由此表明
:

洛夫林
, 。

叶片内过氧化物酶活性的迅速增长与其抗

条锈性密切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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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主植物在受到病原物的侵染后
,

其植侏体内会相应地发生一系列的特殊 代 谢 反

应
,

其中过氧化物酶活性的变化颇受人们的注视
。

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
,

寄主植物体内

过氧化物酶活性的增长与其对多种真菌
、

细菌和病毒的抗病性有关
。

一般认为植物在遭

受到病原物的侵染后
,

酶活性的增强是植物抵抗病原物侵害的一种保护反应
。

关于过氧

化物酶活性变化与小麦品种抗锈性的关系
,

国外一些学者在小麦秆锈病和小麦叶锈病方

面做了一定的工作
。

M ac K沙
3 」 和 Jo hns oll

〔‘ 〕 等的研究表明
,

过氧化物酶活性增长与

小麦品种抗秆锈性和抗叶锈性密切相关
。

但是
,

关于过氧化物酶活性与小麦品种抗条锈

性的关系的研究
,

截止 目前尚未见报道
。

在研究小麦品种洛夫林
, 。

抗条锈性
“
丧失

”

的过程中
,

我 们先后发现了对洛夫林
; 。

致病的低温致病类型和常温致病菌系
〔’ 〕仁2 ’。

在常温 ( 16 ℃ ) 条件下
,

洛夫林
: 。

对常温

致病菌系表现感染即呈亲和反应
,

而对低温致病菌系表现抵抗形成枯死斑即呈非亲和反

应
, 然而

,

在低温 ( 8 ℃ ) 条件下洛夫林
, 。

对低温致病菌系表现感染而呈亲和反应
。

本

研究初步探讨了洛夫林
, 。

与条锈菌小种处于亲和
、

非亲和状态以及在低温
、

常 温 条 件

像不
,

其体内过氧化物酶活性的变化与其抗条锈性的关系
。

材料与方法

供试材料有小麦品种洛夫林
、 。 ,

小麦条诱菌洛夫林
, 。

低温致病菌系19 一 9 一 n 和常

温致病菌系跳一 1 一? 3 ,

均由本系锈病组提供
。

本文于 1公吕6年1月2 3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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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3 ~ 1 9 8 4年精选洛夫林
, 。

小麦种子
,

播种后置于 12 一16 ℃条件下培养
,

g 天后当

第一叶展平时进行接种
。

试验设两个处理
:

第一处理分别接种低温致病菌系19 一 9 一 n

和常温菌系83 一 l 一 73
,

经保湿后置于 16 ℃下光照培养
; 第二处理接种19 一 9 一 1 1

,

保

湿后分别置于16 ℃ 和 7
.

8℃ 下光照培养
。

两处理均以不接种幼苗为对照
。

第一处理于接种后的第 1 天至第10 天
,

第二处理于接种 后 的 第 1 , 3 , 6 , 8 ,

10
, 1 5 , 1 8 ,

20
,

22 天分别取接种叶片和相应对照叶片
,

测定叶内过氧化物酶活性
。

按 几 o H H H O K 〔5 1

的方法进行酶的提取和活性的测定
。

用分析天平精确称 样 0
.

3

克
,

于 2 5 %的硝酸钙溶液中研磨和浸提
,

然后在72 1型分光光度计上进行比色 测 定
。

按 A = 5 0 X 1 0 X Z

1 5 欠 a

5 3 又 C

又 n
公式计算酶活性

。

酶活性以 1 克分析物质所 含 酶 在

20 ℃ 条件下
, 1 分钟内氧化愈创木酚的微克分子数表示

。

酶活性的相 对增长率 ( % )
_ 接种叶片酶活性

对照酶活性
X 10 0

试 验 结 果

( 一 ) 亲和组合和非亲和组合酶活性的变化

在16 ℃ 条件下
,

低温致病菌系19 一 9 一11 洛夫林
; 。

无致病力呈 。 ;反应
,

寄主

—
病

菌表现为非亲和性
; 常温致病菌系83 一 l 一73 可感染洛夫林

、 。 ,

寄主

—
病菌表现为亲

和性
。

洛夫林
, 。

幼苗分别接种19 一 9 一 n 和83 一 1 一73 后
,

这两组反应的酶活性变化见

表 l 和图 1
。

表1 不同菌系接种洛失林
, 。

后过氧化物酶活性变化情况

⋯ 接 种 后 天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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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氧化的愈创木 酚微克分子数
。

接种 2 4小时后
,

在亲和或非亲和组合中过氧化物酶活性较未接种对照的增长要快
。

但是在非亲和组合中
,

接种 2 4小时后
,

酶活性已显著增长
,

较对照高6 6
.

8 % ,
而在亲和

组合中
,

仅较同一对照高5
.

18 %
。

在随后的几天中
,

非亲和组合的酶活性一直 显 著 增

长
,

到开始形成枯斑的第 7 天酶活性达最大值
,

较对照高 129
.

12 %
。

尔后
,

酶活性表现

出略微下降的趋势
,

最终叶片出现枯死斑而表现抗病
。

在亲和组合中
,

其潜育期内酶的

活性增长缓慢
,

到接种后第 8 天现袍时
,

酶活性达最大值
,

较对照高5D %
,

随后酶活性

趋于下降
,

在此组合中寄主最终表现感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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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菌系接种洛夫林
1 。

后过

氧化物酶活性变化情况
·

ZO
.

C下
, 1克分析物质所含酶在 ] 分钟内氧化愈创木酚

的微克分子数
。

1
。

1 9一 9一n 2
.

83 一 1一 7 3 3
。

对照

( 二 ) 不同温度条件下过氧化物

酶活性的变化

粼舜洛夫林
, 。

低温致病菌玲一 9一 1 1
,

在 ]0 ℃以下可引致洛夫林
、 。

发病
; 在

常温 ( 16 ℃ ) 下对洛夫 林
, 。

无 致 病

力
。

洛夫林
1 。

幼苗 接 种 19 一 9 一 1 1

后
,

分另lJ置于 16 ℃ 和 7
。

8℃ 下
,

即处

于抗病和感病状态中
,

其接种叶片内

酶活性的变化见表 2
。

放在低温 ( 7
.

8 ℃ )和常温 ( 16 ℃ )

下的幼苗
,

不论接种与否
,

其叶片内的

酶活性都随时间而增长
,

但接种叶片

的酶活性增
一

长较未接种的要快
。

处于

常温条件下的幼苗
,

接种叶片的酶活

性增长十 分显著
,

接种后第 3 天较对

第在照高3 8
.

2 6 %
,

第 6 天高6 1
.

80 %
,

8 天高90
.

8 2%
。

在此条件下
,

随着酶活性的不断增长
,

接种叶片逐渐产生枯 死 斑
。

低温条件下
,

接种叶片内酶活性们 增长与对照相比不明显
,

除第 3 天较对照高2 2
.

6 % 以

外
,

在随后的时间中酶活性增
一

民都未超过对照的10 %
。

在低温条件下接种叶片第18 天出

现袍子堆
,

第2 2天充分发病
,

反应型为 3 一 4 型
。

表2 不同温度下 19 一 9 一”菌系接种后过氧化物酶活性变化情况

项 目

⋯、 . 丫号丫下下蔺
{ 刘 照 {

1。。
.

1 。
⋯
1 1 3

.

8 1
⋯
1 3 0

.

8 1
⋯
1 3 7

.

6 6
⋯
1 3。

.

1。
} ; ⋯ }

坚{;i
;、裁;;⋯⋯

:i)⋯{:⋯
:)){}{⋯

:)))))⋯
:::{:)⋯:{:⋯))⋯

:;i⋯:{⋯
::}{:{⋯

:){⋯{:
以上两组试验结果表明

,

虽然不同小种接种洛夫林
, 。

后所得的过氧化物酶活性的变

化结果
,

与同一小种接种洛夫林
, 。

而置于不同温度下所 获得的结果有一定差异
,

但分析

整个潜育期中酶活性变化
,

两组试验的结果是基本一致的
。

当洛夫林
, 。

接种常温致病菌

系83 一 1一73 后
,

或接种低温致病菌系19 一 9 一 1 1置于低温后
,

这两组反应均为感病反

应
,

接种叶片的过氧化物活性的增长与其对照相比是不显著的
; 然而当洛夫林

, 。

接种低

温致病菌系19 一 9 一11 置于常温后
,

此反应为抗病反应
,

其过氧化物酶活性增长迅速
,

同时叶片出现过敏性坏死斑
。

由两组试验结果可知
,

洛夫林
, 。

体内过氧化物酶活性的迅

速增长与其抗条诱性有密切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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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植物组织中的过氧化物酶参与多种生理代谢过程
,

如植物生长素和酚类化合物的氧

化以及乙烯的形成等
。

当然
,

受病菌侵染后植物体内过氧化物酶活性的增长
,

并不是病

菌代谢中的酶活性和寄主酶活性相加的结果
,

而是病菌在寄主体内的扩展
、

侵害寄主细咆

和寄主为抵抗病菌的危害而相互作用的结果
。

本试验结果表明
,

过氧化物酶活性的增长

速度与病菌
—

寄主之间不同的组合密切相关
。

亲和组合酶活性增长不显著
,

非亲和组

合酶活性增长十分显著
。

以往的研究表明
,

过氧化物酶的活性往往随植物抗 病 性 的 表 现而 迅 速 增 长
。

Jo h ns o n ,

等
「‘ ’用小麦叶锈菌接种小麦抗病品种 LK

, 。 , 9 天后过氧化物酶活性较未接种

对照高10 9 %
,

而感病品种 T lla tch
o r
在同一时间仅较对照高20 %

。

Mac k o
等

〔3 ’用小麦秆锈

菌进行研究得到相同的结果
,

并且在具过氧化物酶的人工培养基上秆锈菌菌丝生长受到

抑制
。

因此他们认为寄主体内的过氧化物酶在抗性表现中是一重要的 因素
。

在本试验中

我们用同一小麦品种
,

分别接种不同类型的条锈菌 系
,

或 接 种同一菌系后
,

分别置于

不同的温度条件下
,

所得结果与上述研究结果相一致
,

即过氧化物酶活性迅速增长与小

麦品种抗条锈性密切相关
。

本文两组试验所得结果从整体分析是基本一致的
,

但仍存在一定的差异
,

如在第一

组感病反应 中
,

洛夫林
, 。

接种83 一 1 一73 后
,

酶活性最高时较对照高5 0
.

6 6 % ;
而 在 第

二组感病反应中
,

洛失林
, 。

接种低温致病菌19 一 9 一11 置于低温条件下
,

酶活性最高时

仅较对照高9
.

80 %
。

其两组结果差异的原因在于两组试验的组成方式不同
。

第一组感病

反应在常温下 ( 16 ℃ ) 进行
,

菌系为83 一 1一7 3 ; 第二组感病反应在低温 ( 7
.

8℃ ) 下进

行
,

菌系为 19 一 9 一 1 1
。

这表明酶活性的变化与接种不同菌种和不同环境条件有一定关

系
。

从试验结果看到
:
未接种叶片内的过氧化物酶活性随时间变化而不断增长

,

在第二

组试验中
,

处于低温 ( 7
.

8℃ ) 下的对照的过氧化物酶活性增长较常温 ( 16 ℃ )
’

下的 对

照要高
,

这说明低温条件对酶活性的增长具影响作用
。

植物寄主组织的过敏性坏死反应即抗病反应是一涉及因素较多而极为复杂的相互作

用的过程
。

许多研究结果表明
,

过敏性坏死反应与植物保卫素
、

过氧化物酶
、

过氧化氢

酶
、

苯丙氨酸解氨酶等的活性变化有密切关系
。

那么在抗病反应中
,

植物体内过氧化物

酶活性的迅速增长究竟起何作用
,

它是抗病的原因还是其结果还不清楚
,

并且有的研究

所得结果与上述结果相反
。

因此
,

关于过氧化物酶在植物抗病反应中的作用及其机制 目

前尚不能做出结论
,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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