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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本科植物光合作用中

二磷酸核酮糖矮化酶的测定

. 蓝衍奎

. 牡丹江师范学院

摘 要 利用圆盘电泳浏定 玉米中二磷晦核酶糖 (R U D P)狡化酶
,

搞清 R U D P 一 苹果酸酶

在 C
;

植物中存在的部位和活性
,

为研究 C
‘

植物尤合作用 的机理提供可 靠的理论依据
。

并讨

论 了形成较 高产量的因素和 条件 L1J
。

关键词 二碑酸核桐糖 (R U D P) C
‘

植物 光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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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聚丙烯酞胺凝胶圆盘 电泳
,

测定玉米

中 R U D P 梭化酶和 NA D P一苹果酸酶只存在

于维管束鞘细胞中
。

在研究 C
;

植物光合作用的

机理上
,

确定光合作用中主要同功酶的活性存

在部位
,

并讨论光合作用的主要特点
。

近几年来

很大的注意力集中在研究 C
‘

植物光合作用的

机理上
。

因为在自然界的 CO
:

浓度下
,

C
‘

植物

能够形成很高产量
,

而忽略了主要同功酶的活

性特点和定位部位
。

本文试图通过对 R U D P 梭

化酶和 N A D P

—苹果酸同功酶的测定
,

确定

C
‘

植物光合作用的能力
,

补充 C
;

植物光合作

用生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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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鼠的消化系统具植食性特征
,

有发达的门齿

和平颊齿
、

门齿锋利呈 凿形
,

适于啮咬切断食

物
,

肠道细而长
,

为体长的 9
.

8 倍
,

有粗大的盲

肠
。

虽然试验证明松鼠采食近 30 种野生植物
,

但是野生松鼠在春夏的繁殖季节里所采食的植

物种类
,

仍需进一步调查研究
。

学机理的不足
。

试验证明 C
;

植物的磷酸烯醇式

丙酮酸 (PE P )梭化酶最初在 叶肉细胞中
,

而第

二步梭化作用 R U D P 竣化酶和 N A D P

—苹

果酸酶则局限在维管束鞘细胞中
。

从而确定了

几种同功酶的活性及定位部位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材料 水培玉米幼苗 20 一30 天左右
; 二

硫苏木糖
,

磷酸二氢钠
,

磷酸氢二钠
,

聚丙烯酞

胺凝胶
,

氯化镁
,

硫醇
,

抗坏血酸
,

蔗糖
、

二硫代

乙醇等
;
恒温生化培养箱

;
圆盘电泳仪

。

1
.

2 方法

L 2. 1 用组织破碎法提取叶肉细胞中的叶绿

体和维管束鞘细胞中的叶绿体
‘,

。

1. 2. 2 利用聚丙烯 酸胺圆盘 电泳分离 鉴定

R U D P 梭化酶和 N A D P

—苹果酸酶
。

2 结果与讨论

2
.

1 结果 C
‘

植物叶片中 R U D P 梭化酶的活

性较低图
,

然而在我们的实验 中证明 R u DP 梭

化酶的活性较高
,

只是局限的部位不同
。

R U D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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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化酶大量存在于维管束鞘细胞 叶绿体中
,

而

叶肉细)Jfa 的叶绿体中含量较少
。

从分离得到的

叶肉细胞
,

维管束鞘细胞及两种类型细胞的混

合物进行聚丙烯 酞胺凝胶 电泳
,

结果维管束鞘

细胞和两种细胞混合物中出现两条明显的红色

区带
。

而叶肉细胞则没有区带出现
。

N A D P -

一 苹果酸酶局限在维管束鞘细胞

的叶绿体中
,

光合作用形成的 C ‘

酸是 C a lxyi n 循

环的 C O
:

洪体
。

我们用 圆盘凝胶 电泳鉴 定
,

N A D P 苹果酸酶在维管束鞘细胞中有 1 个十分

宽的带
,

叶肉细胞并没发现有区带出现
。

A B

苹果酸酶的活性
,

在叶肉细胞中并没有发现
。

C
;

植物光合作用的主要特点是叶 肉细胞

和维管束鞘细胞间代谢的分隔
。

最初的梭化作

用磷酸烯醇式丙酮酸 (PE P )梭化酶局限在叶肉

细胞中
,

而第二步梭化作用 R U D P 玫化酶局限

在维管束鞘细胞中
,

这是 C ‘

植物进行 C
‘

途径

的关键步骤
。

梭化作用又是固定 C O
:

的关键环

节
,

是产量形成的主要因素
。

总之
,

叶肉细胞中

PE P 梭化酶固定 CO
: ,

经过 C
‘

途径把苹果酸运

到维管束鞘细胞 中
,

再分解为丙酮酸与 CO
: ,

因

而提高 了维管束鞘细胞 中 CO
:

浓度
,

促进 了

R U D P 拨化酶的活性
,

抑制了 R U D P 的加氧酶

作用
,

从而抑制光呼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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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防腐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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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U D P 按化酶和 N A D P一一 苹果酸酶在

玉米叶肉 (八 )和维管束鞘细胞 (B )的分布

a
.

没有二硫苏木糖醇

b
.

带有二硫苏木糖醇

1
.

1之U D P 玫化酶 (万少乏带 )

2
.

N A D P 苹果酸酶 (宽带 )

2
.

2 讨 论 由 此 可 见 R U D P 段 化 酶 和

N A D P

—
苹果酸酶 只存在于 维管束鞘细 饱

中
,

而叶肉细胞的叶绿体可能不具备这种梭化

作用的能 力
。

用强氧化剂 2 一硫代乙醉或二硫

苏木糖作抑制剂
,

在同样条件下
,

只有从维管束

鞘细胞里观测到 D R D P 梭化酶 和 N A D P
-

一

日本东京农 业科才支大学新

近研 究 出一 种木材防腐技 米
。

同传统 方法 一样
,

这 种新技术

也 是给 木材 施 用化 学防腐药

品
。

但 不 同的是先采用激 光米

在木材上打孔
,

再施用 药品
,

这

样
,

化 学药品就 可渗透全身
,

使

木材防腐时间更长
,

更可靠
。

(朱光 摘自《明报》1 9 9 3一 0 2一 2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