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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了小麦突变体返白系返白现象发生的生理基础及抑制春生分萦的机制
。

结

果表明
,

与对照相 比
,

返 白系小麦在返白过程中
,

气孔阻力增大
,

蒸腾
、

净光合及呼吸速率下

降
;
叶片可溶性糖及 A T P 含量降低

、

淀粉含量略有上升
,

复绿过 程中上述变化均可逐渐恢复

到对照的水平
.

分析认为
,

返白现象发生时
,

植株的生理活动减弱
,

有效地限制了春季无效分

粟的发生
;

复绿过程其生理活动又迅速增强
。

关键词 小麦突变体
,

蒸腾作用
,

光合作用
,

呼吸作用
,

返 白阶段

中图分类号 5 5 2 2
.

1 0 1
,

Q 9 4 5
.

l

小麦返 白系发现后
,

由于其胞质遗传的特性
、

特殊的代谢特 点及潜在的应用价值
,

引

起了国内外不少学者的关注
「̀」。

特别是返 白特性抑制春季无效分 萦产生已在育种实践中

得到初步应用 ” 」。

本文对返白系在返 白阶段 (包括返 白过程一产生春季无效分葵的时期和

复绿过程 )蒸腾
、

光合及呼吸作用的变化规律进行 了初步研究
,

目的在于了解返 白现象发

生的生理基础以及抑制春生分粟的机制
。

1 材料和方法

以冬小麦 ( T ir t icu m ae 爪 cu 、 )返 白系和矮变 1号 (野生株
,

作为对照 )为材料
〔’ 〕 。

生理指

标测定在晴夭上午 1 1 :

00 ~ 1 2 :

00 时进行
。

气孔阻力 ( R
:

)
、

蒸腾速率 ( T )
、

净光合速率 (尸
.

)

及呼吸速率 ( R )的测定均同前文 2[]
,

气孔导度 ( C )以 1 / R
:

表示
,

p
,

或 R 的相对值表示为

(返白系绝对值 /对照绝对值 ) x 100 % ; 可溶性糖和淀粉含量用葱酮法测定
〔’ 〕 ; A T P 含量

测定用发光法
「̀月 ,

以发光强度 ( )I 表示 A T P 的相对含量
,

萤光素酶购自中科院上海植物生

理所
。

2 实验结果

2
.

1 气孔阻力 ( R
:
)和蒸腾速率 (I )的变化

返 白阶段返白系的 R
,

和 T 变化规律相反
。

图 1显示
,

返 白过程中 R
:

上升得快
,

且幅度

大
,

全 白时期 (3 月 26 日 )达到高峰 ; 复绿过程中又迅速下降
。

T 在返 白过程中下降
,

复绿过

程中上升
;而对照 T 在返白阶段则呈上升趋势

。

4月 7 日为拨节期
,

T 的高峰可能是生育期

的影响
。

收稿 日期
: 一99 5一 04一 0 5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2
, 3现分别在山西省生物研究所 (太原市 0 3 00 0 6) 和中国科学院徽生物研究所 (北京市 10 0 0 8 0) 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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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气孔阻力和蒸腾速率的变化

1
.

矮变 l号蒸腾速 率 ; 2
.

返 白系燕腾速率 ; 3
.

矮变 l号气孔阻力 . 4
.

返白系气孔阻力

2
.

2 气孔导度 ( C )和净光合速率 ( P
二

)的变化

由图 2可见
,

C
:

和 P
.

的变化规律相似
,

返 白阶段二者均低于对照
,

返 白过程中下降
,

尸
.

先于 C
: ,

复绿过程 中上升
,

C
,

先于 P
, ,

和对照接近
,

整个过程中 P
.

上升都较慢
,

至全绿

时 (4 月 22 日 )仍然低于对照
。

2
.

3 叶片呼吸作用的变化

由图 3可见
,

返 白初期 (2 月 24 日一 3月 8 日 )返白系相对呼吸速率高于对照
,

且呈上升趋

势 ;
此后随叶色 白化的加剧而迅速下降

,

低于对照
,

全白叶 ( 3月 2 0 日 )仅为对照的 5 0% ;
复

绿时
,

相对呼吸速率在 4月 3一 8 日又迅速上升
,

高出对照约 40 %
,

之后略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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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4 叶片内碳水化合物及 AP T含最的变化

由图4 可知
,

在返 白阶段
,

返 白系可溶性糖含量下降
,

复绿过程中又上 升
; 返 白系淀粉

含量与对 照的变化基本相似
,

返 白过程中略上升
,

复绿过程中略下降
。

返 白系和对照可溶

性糖在测定后期较前期降低
,

可能与产物运输加快等因素有关
。

叶片内 A T P 含量的变化与可溶性糖含量的变化相似 (见图 5 )
。

返 白阶段
,

对照 A T P

含量相对较高
,

且变化不大
;返 白系 A T P 含量则在返 白过程中下降

,

复绿过程中上升
。

返

白系 A T P 含量可能与叶片光合
、

呼吸速率的下降或上升有关
,

从而影响到光合磷酸化与

氧化磷酸化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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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叶片内可溶性糖和淀粉 含量的变化

1
.

矮变 1号可溶性搪 ; 2
.

矮变 l号淀粉 :

3
.

返 白系可溶性搪 ; 4
.

返白系淀粉

图 5 叶片内 A T P 含量的变化

1
.

矮变 l号 ; 2
.

返 白系

3 讨 论

气孔是水分蒸腾和 C O
:

同化的门户
。

R
,

可间接地反映气孔的运动情况
。

返 白阶段 风

的变化会影响到蒸腾和光 合这两个重要的生理过程
。

从时程上分析
,

T 和 R
:

的变化相吻

合
;而 尸

.

在返白过程先于 C 下降
,

复绿过程又滞后于 C 上升
,

这可能说 明气孔因素并不

是限制 P
,

的主要因素
。

前文报道 返白阶段叶绿体结构的退化和恢复
〔̀ 〕 、

叶绿素合成的阻

抑和解阻抑阁及 R u ib s o o 量的减少 〔̀ 〕
,

这些恰是构成非气孔因素的重要方面 t[]
。

尸
.

的变化

导致 了叶片内可溶性糖含量的减增
,

也可能通过底物供给影响呼吸作用
。

P
.

和呼吸速率

( R )的弱与强造成了叶片内 A T P 含量的低与高
。

A T P 的供给又会影响到气孔的运动
〔 , 〕 ,

气孔运动状况造成 了蒸腾作用的变化
。

因此
,

返 白系返 白阶段蒸腾
、

光合和呼吸作用变化

的中心可能是光 合作用的变化
。

同时
,

由于光合速率在返 白过程中的降低
,

不仅减少了碳

素养分的输出
,

而且会影响氮素营养的同化
「“ 〕 ,

从而减少了生长部位的养分供给
.

月见草

( oe
n ol h er

a 厉en ln’ , )质体突变体会因碳素同化及光合磷酸化受阻 (不能 自然恢复 )而危及

生命闭
.

返白过程正值植株产生春季分萦的时期
,

返白系同化 力的减弱
,

虽然限制了植株

苗期的生长
,

但更有效地抑制了春生无效分孽的产生
,

为植株构建合理的群体结构提供了

条件
,

使植株养分消耗减少
,

从而保证 了后期生长和籽粒结实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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