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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片细胞每年在经历了一连串的遗传过程后都会被杀死，从而导致树叶在秋季纷纷落下。（图片

提供:Jupiter Images） 

随着季节的轮替，树叶的色泽变换与凋落总能给诗人带来灵感，让孩子们兴高采烈，同时也提醒人

们拿出扫把打扫庭院。然而究竟是什么样的遗传学机制使得叶片细胞一个个地消亡，直至树叶一片片落

下，科学家们对此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如今，尽管依然有一些研究人员怀疑是否真的找到了导致这一切

的罪魁祸首，但无论如何，一项新的研究已经大致勾勒出一种杀死叶片的遗传学连锁反应。 

 

通过将拟南芥——十字花科的一种小型开花植物，是研究植物生物学的模式生物——的一个突变种

和野生株的老化过程进行比较，韩国浦项科学与技术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Hong Gil Nam和他的同事，对

叶片细胞每年如何死亡进行了研究。突变种的叶片通常要比野生株的叶片存活时间更长。 

 

Nam的研究小组追踪了突变种和野生株之间的遗传差异，并找到了一个特殊的基因——oresara 1

(ORE1)。研究人员发现，ORE1能够形成一种蛋白质，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后者含量的增加能够导致叶绿

素的减少，以及其他可以造成叶片老化的过程。 

 

研究小组同时发现，在年轻的叶片中，ORE1被小核糖核酸（RNA）——一种能够控制基因表达的小

分子——所抑制。一种名为miR164的小RNA则被认为在拟南芥的老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同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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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随着叶片老化而改变的一个复杂基因链的一部分。随着叶片的老化，一种名为EIN2的基因的活性逐渐

增加，而miR1647则受到了抑制。这使得ORE1越来越多，从而加速了叶绿素的损失，并在叶片中触发了

其他的老化过程。Nam说，所有这一切“使得老化过程很难避免”。研究小组在2月20日出版的美国《科

学》杂志上报告了这一研究成果。 

 

这篇论文所得到的赞扬与其所遭受的质疑一样多。加拿大沃特卢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John 

Thompson认为：“新发现的遗传学机制引人注目。”然而美国安阿伯市密歇根大学的植物生理学家

Larry Noodén却指出，Nam所追踪的叶片光化效率以及其他因素并不是致命的老化过程。而康奈尔大学

的分子生物学家Susheng Gan就表示，研究小组所使用的突变体仅仅表现出了些微的叶片衰老延迟，因

此它并不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研究模型。 

 

不管到底是这一机制还是另有机制控制着叶片的衰老，研究人员都希望在拟南芥中发现的老化过程

能够适用于其他植物。除了增加对叶片凋亡的理解外，研究人员的另一个目标便是完善农作物的生产。

在某些农作物中，推迟叶片的老化有朝一日将能够带来更多成熟的谷物和果实，增加粮食的产量。

Thompson表示：“真正关系到农业生产的是由生病的生物体和环境压力导致的早老和死亡。” 

 

（群芳 译自www.science.com，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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