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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灌浆过程中硝酸还原酶活性
与籽粒蛋白质的积累

①

孙宝启 ② 李玉 京
种子科学系

植物氮素 营养的生理生化及遗传调控研究是培育高产
、

优质作物品种的理论基础

之一
。 一 是植物吸收 的主要形式 硝酸还原酶 是 一 同化过程中的第一个关

键酶
。

因此 自 年代被发现以来
,

许多学者对硝酸还原酶活性 与 吸收
、

同化
、

分

配
、

积累
、

转移和再分配间的关系作过研究
,

并试图以 作为育种工作中改 良 吸收
、

利

用和转移效率的选择指标 孙宝启和李玉京
, 。

与作物产量和品质性状的关系倍

受有关学者的重视
,

但研究结果却相互矛盾
。

和 的研究表明
,

无论通

过何种分析与选择方法
,

以 作为选择指标不可能从低产家系中分离出高产家系 离体

和活体 与籽粒产量和籽粒蛋 白质含量的相关均不显著 田间试验条件下
,

与小

麦籽粒蛋 白质含量及还原 的积累能力相关不密切
。

然而
,

等 的报道却与此

相反
,

小麦 与籽粒蛋白质含量的表型相关显著
,

的遗传力估计随取样时间而异
,

最高达
,

高于籽粒蛋 白质含量和茎叶含 量的遗传力
,

因此可以将 作为小麦

育种中蛋 白质含量高和 利用效率高的基因型的间接选择指标
。

朱德群等 认为
,

开

花后旗叶 及叶 量维持较高水平且衰退慢的基因型
,

其 分配到籽粒的效率较高
。

本实验旨在研究小麦灌浆过程中 与籽粒蛋白质积累的关系
,

以期为 能否作

为小麦育种中的间接选择指标提供参考
。

实验材料为普通小麦品种京
、

北京
、

北京
、

中麦 品
、

农大
。

材料种

植于中国农业大学科学园
。

随机区组设计
,

行区
,

行长
,

点播
,

次重复
。

选取花期一致
、

形态相近的主茎挂牌
,

标明开花 日期
。

灌浆过程 中旗 叶组织 中 的变化 从花 后第 天 开始取样
,

每 取一次
,

至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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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止
。

取旗叶置于冰盒中
,

立即转入 ℃冰箱
。

叶片先用 自来水冲洗
,

再用去离子水冲

洗
。

用刀 片将叶片中段切成 左右的小段
,

混匀
。

称取 叶段于三角瓶中
,

加入
一 · 一 ’

磷酸缓冲液
,

以无 一 的磷酸缓冲液 为对

照
,

摇匀
,

用真空泵抽气
,

其间放气两次
。

再置于 ℃恒温箱
,

保温
,

摇匀
,

取

出 溶液加入试管
,

并分别加 磺胺
, 一

蔡胺
,

摇匀
,

‘

保温
。

然后将试管置于冰水中
,

迅速以 型分光光度计测 下的光吸

收
。

的单位为 一 拼
· 一 ‘ · 一 ’

鲜重
。

在灌浆过程中 逐渐下降
。

花后 时
,

不同品种的 在 牙 一 拌
·

一 ’ · 一 ‘

鲜重 之 间
,

到花后 时降至 拼
· 一 ’ · 一 ’

鲜重之

间
,

但不同品种下降幅度有差别
,

其中以农大 下降幅度最大
,

北京 下降幅度最小
。

籽粒蛋白质积累量 从花后第 天开始取样
,

每 取一次
,

至成熟期止
,

测定籽粒干

重 在 ℃烘箱中烘
。

用半微量凯氏法测定籽粒含 量
。

籽粒蛋白质含量 一

,

籽粒蛋白质积累量 一籽粒干重 蛋 白质含量
。

籽粒蛋白质积累量的变化以

方程 一 一 ’

拟合
,

其中 为籽粒蛋 白质积累量
,

为开花后天数
, 。 为 自然

对数的底数
。

当用 方程拟合籽粒蛋白质积累曲线时
,

拟合度 尸
。

表明拟合状

况 良好
。

籽粒蛋 白质积累曲线呈 ,’
”形的

“

慢
一

快
一

慢 ”规律性变化
。

京
、

北京
、

北京 和中麦 品 的籽粒蛋 白质积累平均速率 拼
·

粒
一 ‘ · 一 ‘

依次为
, ,

和 籽粒最终蛋 白质积累量
·

粒
一 ‘

依次为
, ,

和
。

在本实验中
,

灌浆过程中籽粒蛋白质含量随粒重增加而降低
,

直到灌浆后期

才趋于稳定
。

报道籽粒蛋白质含量在籽粒发育中呈上升趋势
,

整个灌浆过程

中籽粒 积累速率总是相对高于碳水化合物积累速率
。

另有报道说小麦灌浆过程中籽粒蛋

白质含量呈
“ ”

形变化
,

即初期含量高
,

灌浆高峰期则含量下降
,

后期含量又升高
,

这是因为

初期与后期蛋白质积累速率相对较高
,

而灌浆高峰期则碳水化合物积累速率相对较高
。

实验

结果的不同
,

可能是由于实验材料
、

环境条件等的影响
,

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灌浆过程中 与籽粒蛋白质积累参数的表型相关 灌浆过程中的各个时期旗叶

组织 中 与籽粒蛋 白质积累的最大速率
、

平均速率以及与籽粒最终蛋白质积累量的相

关系数介于 一 之间
,

且在统计上均达不到显著水平
,

这表明
一
还原与

还原后的 向籽粒中转移这两个过程相关不很密切
。

因此
,

很难用籽粒灌浆过程中旗叶

来预测籽粒中蛋 白质的积累及 由茎叶向籽粒中的转移状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