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

极性运输的自动抑制及其
在组织中的代谢

李春俭 ①

植 物 营 养 系

摘 要 用 处理豌豆植株
“ ”

形外植体主茎残端
,

抑制了
一

在侧枝茎段中的极性运输
,

并导致

该组织中游离
一

与
一

总量比值的减小和 乙烯释放量的明显增加
。

用乙烯作用抑制剂 十 处理

侧枝可显著提高侧枝茎段组织中游离
’ 一

的比值
,

但并未消除主茎切 口施用的 对
一

极性运

输的抑制作用
。

试验结果表明
,

主茎切 口上施用的 是通过直接抑制作用完成对
一

极性运输的抑

制的
。

关扭词 豌豆 极性运输 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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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植体 自动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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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研究不同植物器官间的优势现象时采用改进的
“

供体
一

受体技术
”〔‘口 ,

证明了生长素

极性运输的自动抑制现象
,

即在运输系统中先期存在的 可抑制后进入运输系统

的标记
一

的极性运输
,

并导致组织中的游离
一

与
一

总量比值的降低
。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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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说明
一

的代谢增强或者钝化增加
。

但关于
一

的极性运输受到抑制以及它在

组织中的代谢增强这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尚不清楚
。

即 是由于
一

的极性运输首先受

到抑制
,

导致它在组织中积累从而诱导
一

的代谢增加
,

还是由于先期存在的 刺激
了组织中的乙烯产生

,

乙烯又促进了 的代谢川
,

使组织中游离 减少
,

从而使运输

受到抑制
。

笔者通过试验解释了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
,

并在本文继续探讨这一问题
。

材料和方法

材料培养与
“ ”

形外植体的切取

豌豆 种子播种在蛙石中
,

生长温度 ℃
,

光强 拼
· 一 · 一 ’

光照
,

每天补浇 巨们营养液
。

幼苗萌发后第 夭在其第 节间上部去顶
,

使

第 节侧芽长出
。

侧芽长出后切取
“ ”

形外植体
。

外植体由部分第 节间
,

部分在

第 节长出的侧枝 和部分第 节间 组成
,

结合部位为第 节 表
, 。

一

在
“ ”

形外植体一侧的极性运输的测定

切取外植体的前 天用含不同浓度 的羊毛脂处理主茎残端 第 节间切 口
,

表
,

或用含
· 一 ’

的羊毛脂处理主茎残端的同时用
· 一 ‘

的 溶液涂

抹植株的侧枝 表
。

切取外植体后均立即插入受体琼脂块中
,

并在侧枝切 口的供体琼脂块

上加入
一 。

经过一段时间运输后测定供体
、

受体中的
一

量
,

并将外植体切成长为

的小段
,

测定各段中的
’ 一

总量和游离
, 一

与
一

总量的比值
。

每一处理

个重复
。

乙烯释放 的测定

用不同浓度 处理主茎残端后第 天切取侧枝茎段和主茎第 节间的组织
,

分别放

入容积为 的密闭容器中
,

在 ℃下放置 后从中抽取 气体
,

用气相色谱仪

测定 乙烯释放量
,

比较两部分组织 乙烯释放

量的差异 表
。

结果

处理对
一

极性运输和乙烯释放 的影响

随着在主茎残端加入的 浓度的增高
,

经运输后到达受体中的
一

不断减少
,

侧

枝组织中游离
一

与总量的比值也不断减小
,

尤属外植体结合部位最低 表
。

但侧枝

组织中的乙烯释放量随 浓度的增高而相应增加
,

且明显高于主茎第 节间 表
。

对
, 一

极性运输及其代谢的影响
用

· 一 ’

处理主茎残端的同时用 ‘ 溶液处理侧枝
· 一 ‘

· 一 ‘ 十 可明显提高运输结束后侧枝及结合部位组织中游离
一

的比值
,

部分

甚至高于对照
,

但却不能使
一

的极性运输恢复到对照水平 相反使组织中
,

特别是结

合部位和第 节间组织中的
一

总量低于另两个处理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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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 同浓度 处理主茎残端对
一

在豌豆植株外植体侧枝中的运输和代谢 的影响

羊毛脂中的 浓度 扣
·

’

,

羊毛脂 士

第二 间间间

‘‘

间间第一

所有处理均为 个重复
,

数字后相同大写字母表示无显著性差异
,

下同
。

①每一小茎段中总的放射强度

②每一小茎段中游离
一

与
一

总 的比值

③运输试验终止后受体中的放射强度

表 ‘ 处理侧枝后
’ 一

的极性运输和代谢

处理

羊毛脂 士 陈
· , 对照

·

·

一
曰 甲

一
放射强度 比值 放射强度 比值

、 〔 ‘

塑鱼贝旦业 坦 细
放射强度 比值

飞 、

第二枷 侧枝 觉匀仁 ’些胜 刃
·

七 ,公飞 兰
·

色笋乞 刀
·

七
日加

力

万 邹

乃 石

第一 豫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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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随着在豌豆植株
“ ”

形外植体一

侧施用 的 浓度 的增高
, ’ 一

在另一侧的极性运输所受到的抑制及

其代谢也相应增强 表
,

这与以前

的结果相同
。

已知 可诱导组织

中 乙 烯 的产 生
,

因 而 随着施 用 的

浓度的增高
,

组织中的乙烯释放

量也不断增加
,

但侧枝组织 乙烯的释

放量 总是高于 主茎第 节间 表
。

表 不 同浓度 处理主茎残端后外植体不同

部位组织 的乙烯释放量

鲜重
, · 一 ‘ · 一 ’

羊毛脂中的 浓度
一 一

侧枝切段 主茎第 节间

尽管 只能在主茎中极性向下运输而不能够进入侧枝〔 〕,

但这并没有使第 节间组织的

乙稀释放量高于侧枝组织
。

这种现象说明施于主茎残端的 通过抑制侧枝中
一

的

极性运输
,

造成
一

在侧枝切段中积累
,

从而导致侧枝组织中产生的乙烯增加
。

乙烯释

放量的增加又加剧了
’ 一

的代谢
,

这种代谢在 极性运输的自动抑制发生处尤为剧

烈
,

因为在所有处理中
, “ ”

形外植体两
“

臂
”
结合部位的游离

一

比值最低 表
, 。

用

乙烯作用抑制剂 困处理侧枝后
,

虽然可以抑制乙烯的生理作用
,

明显提高组织中游离
一

的比值
,

却不能使
’ 一

的极性运输恢复到对照水平
,

相反使组织中的
一

总

量低于其他处理 表
。

上述结果说明
,

主茎切 口上施用的 是通过直接抑制作用抑制

了
’ 一

的极性运输
,

而不是通过增强
一

在侧枝中的代谢间接完成这种抑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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