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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胁迫对高山离子芥试管苗膜脂过氧化及

ＡｓＡ－ＧＳＨ循环系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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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

摘要：通过研究高山离子芥细胞在不同低温胁迫中活性氧代谢及ＡｓＡ－ＧＳＨ循环中生理指标的动态变化，揭示其响应
低温胁迫的部分生理机制．以天然抗寒性植物高山离子芥试管苗为材料，研究了脂质过氧化产物，活性氧和抗坏血酸

－谷胱甘肽（ＡｓＡ－ＧＳＨ）循环系统对其冷冻低温胁迫（４℃、０℃和－４℃）的反应．结果显示低温胁迫下，高山离子芥细
胞中相对电导率、丙二醛（ＭＤＡ）、Ｈ２Ｏ２ 含量和ＧＳＨ不同程度的提高；抗坏血酸过氧化酶（ＡＰＸ）、单脱氢抗坏血酸
还原酶（ＭＤＨＡＲ）及谷胱甘肽还原酶（ＧＲ）活性在４ ℃和０ ℃胁迫下呈波动性变化，在－４ ℃胁迫下，ＡＰＸ和

ＭＤＨＡＲ活性处于抑制状态，显著低于对照（Ｐ＜０．０５），而ＧＲ活性则呈现出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低
温胁迫下，高山离子芥试管苗发生不同程度的膜脂过氧化，并可能通过增加细胞内 Ｈ２Ｏ２ 含量来促进其抗氧化保护能
力；同时ＡｓＡ－ＧＳＨ循环代谢中抗氧化酶（ＡＰＸ，ＭＤＨＡＲ，ＧＲ）与抗氧化剂（ＧＳＨ）共同协调作用，以减轻低温所造成
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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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山离子芥是高山冰缘植物的典型代表，属于

十字花科离子芥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它生长于天山

雪线附近的高山流石堆，苏联、巴基斯坦、阿富汗

也有分布，生长期在每年的６月至９月，具有先锋

植物的特点，能适应低氧分压、高山冻融过程中剧

烈的气温波动和强紫外线辐射的环境，是改良十字

花科作物抗冷冻性的宝贵野生种质资源，也是研究

植物抗逆机理最为理想的材料［１］．
细胞膜在植物抗逆性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膜系

统的稳定性与植物的抗逆性密 切 相 关［２－４］．在 低 温

胁迫下，细胞内活性氧代谢的平衡被破坏，产生过

多的活性氧，引发或加剧膜质过氧化作用，造成细

胞膜系统 的 损 害［５］．因 此，活 性 氧 的 清 除 是 细 胞

膜保 持 良 好 稳 定 性 的 关 键．抗 坏 血 酸－谷 胱 甘 肽

（Ａｓｃｏｒｂａｔｅ－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ＡｓＡ－ＧＳＨ）循 环 在 清 除 活

性氧过程中 发 挥 着 极 其 重 要 的 作 用［６］，其 抗 坏 血

酸过氧化物酶（Ａｓｃｏｒｂａｔｅ　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ｓｅ，ＡＰＸ）以抗坏

血酸（ＡｓＡ）为底物将Ｈ２Ｏ２ 还原成Ｈ２Ｏ，同时生成

单脱氢 抗 坏 血 酸（Ｍｏｎｄｅｈｙｄｒｏａｓｃｏｒｂａｔｅ，ＭＤＨＡ），
由于 ＭＤＨＡ不稳定，一部分可被单脱氢抗坏血酸

还 原 酶 （Ｍｏｎｄｅｈｙｄｒｏａｓｃｏｒｂａｔｅ　 ｒｅｄｕｃｔａｓｅ，

ＭＤＨＡＲ）还原为ＡｓＡ，另一部分可进一步氧化生

成脱氢抗坏血酸（Ｄｅｈｙｄｒｏａｓｃｏｒｂａｔｅ，ＤＨＡ）．ＤＨＡ
又可以 还 原 型 谷 胱 甘 肽（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ＧＳＨ）为 底

物，在 脱 氢 抗 坏 血 酸 还 原 酶 （Ｄｅｈｙｄｒｏａｓｃｏｒｂａｔｅ
ｒｅｄｕｃｔａｓｅ，ＤＨＡＲ）的 作 用 下 生 成 ＡｓＡ，同 时 产 生

氧 化 型 谷 胱 甘 肽（Ｏｘｉｄｉｚｅｄ　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ＧＳＳＧ），

ＧＳＳＧ 又 可 在 谷 胱 甘 肽 还 原 酶 （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
ｒｅｄｕｃｔａｓｅ，ＧＲ）的催化下被还原成ＧＳＨ［７］．Ｒａｏ［８］

等认为适度的逆境条件能够刺激植物ＡｓＡ－ＧＳＨ循

环中酶活性升高，增强对活性氧的清除能力．刘正

鲁等［９］的 研 究 结 果 也 表 明 维 持 ＡｓＡ－ＧＳＨ 循 环 的

快速有效运行是嫁接苗耐盐性优于自根苗的一个重

要方面．因此本试验以高山离子芥试管苗为研究材

料，探讨低温胁迫下其膜脂过氧化以及ＡｓＡ－ＧＳＨ
循环中相关酶等生理指标的动态变化，旨在揭示高

山离子芥细胞响应低温胁迫的部分生理机制，为进

一步探讨高山冰缘植物高山离子芥的低温适应性机

制，并为农作物的抗低温育种、改善作物抗冻性提

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与处理

１．１．１　高山离子芥试管苗的培养　本研究采用的

高山离子芥取材于新疆天山乌鲁木齐河源区．将高

山离子芥（Ｃｈｏｒｉｓｐｏｒａ　ｂｕｎｇｅａｎａ）去 皮 种 子 用７０％
乙醇浸泡３０ｓ，然后用０．１％升 汞 浸 泡６～８ｍｉｎ，
无菌水冲洗３次，子叶直接接种于含有３％蔗糖的

ＭＳ培养 基 中（不 含 任 何 激 素），在 光 照 培 养 架 上

（２５℃，２　０００ｌｘ，１２ｈ光照）培养．待种子萌发，长至

４ｃｍ左右时，试管苗转移至含蔗糖３％，１ｍｇ·Ｌ－１

６－ＢＡ的 ＭＳ培 养 基 中，在 光 照 培 养 架 上（２５℃、

２　０００ｌｘ、１２ｈ光照）继代培养３～４次后，用于试

验．
１．１．２　试验材料处理　将在２５℃培养的高山离子

芥试管 苗 放 置 到４℃、０℃和－４℃进 行 低 温 胁

迫，胁迫时间分别为６ｈ，１２ｈ，２４ｈ，４８ｈ和７２ｈ，
收集不同胁迫时段的叶片用于指标的测定，每次试

验３个重复．以２５℃条件下培养的未胁迫处理的

高山离子芥试管苗为对照．
１．２　测定方法

相对电导率（ＲＥＣ）的 测 定 参 照 龚 富 生 和 张 嘉

宝［１０］的方法；硫代 巴 比 妥 酸（ＴＢＡ）法 测 定 丙 二 醛

（ＭＤＡ）含 量［１１］，单 位 以μｍｏｌ·Ｌ
－１表 示；过 氧 化

氢（Ｈ２Ｏ２）含量的测定参照张治安和陈展宇［１２］的方

法，单位以μｍｏｌ·ｇ
－１表 示；抗 坏 血 酸 过 氧 化 物 酶

（ＡＰＸ）活性测定 参 照 李 忠 光 等［１３］的 方 法，以 毎 消

耗１μｍｏｌ·Ｌ
－１的 抗 坏 血 酸 为１个 酶 活 单 位；单 脱

氢抗坏血酸还原酶（ＭＤＨＡＲ）活性测定参照孙园园

等［１４］的方 法，以１ｍｉｎ内 ＯＤ３４０值 变 化０．０１为１
个酶活力单位、谷胱甘肽还原酶（ＧＲ）活性测定 参

照刘 正 鲁 等［９］的 方 法，以１ｍｉｎ内 ＯＤ３４０值 变 化

０．１为１个酶活单位，单位均以Ｕｇ－１　ｆｒｅｓ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ＦＷ）表示．谷胱甘肽（ＧＳＨ）含量的测定参照陈沁

和刘友良［１５］的方法，单位以μｇ·ｇ
－１表示．

１．３　数据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　１７．０统 计 软 件 进 行 数 据 统 计，用

Ｄｕｎｃａｎ方法 进 行 单 因 素 方 差 分 析，用 Ｃｏｒｅｌｄｒａｗ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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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作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低温胁迫对高山离子芥试管苗叶片相对电导

率的影响

细胞膜通透性的大小可间接的用组织的相对电

导率衡量，组织相对电导率越高，说明细胞膜完整

性遭到破坏的程度就越大．如图１所示，高山离子

芥试管苗叶片 细 胞 在４℃和－４℃胁 迫 初 期（０～
２４ｈ），相对电导率低于对照水平，胁迫后期（４８～
７２ｈ）相 对 电 导 率 升 高 至 与 对 照 相 当 的 水 平；而

０℃胁迫则显著高于对照水平（Ｐ＜０．０５），且在胁

迫２４ｈ时 出 现 峰 值，约 为 对 照 水 平 的３００．００％，
之后，相对电导率保持在较高水平．

　　同色柱形图中不 同 字 母 表 示 差 异 显 著Ｐ＜０．０５（下 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ｏｒ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Ｐ＜０．０５）

图１　低温胁迫对高山离子芥试管苗叶片

相对电导率的影响

Ｆｉｇ　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ｏｗ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ｎ　ＲＥＣ

ｏｆ　Ｃ．ｂｕｎｇｅａｎａ　ｐｌａｎｔｌｅｔｓ　ｌｅａｖｅｓ

２．２　低温胁迫对高山离子芥试管苗叶片ＭＤＡ含量

的影响

ＭＤＡ是膜脂过氧化作用的最终产物，是膜系

统受害的重要标志之一．如图２所示，高山离子芥

试管苗在４℃和０℃胁迫过程中，细胞中 ＭＤＡ含

量围绕对 照 组 上 下 波 动，呈 现 先 下 降 后 上 升 的 趋

势，最终保持了与对照相当的水平；并且在４℃胁

迫时，２４ｈ出 现 峰 值，约 为 对 照 的１４７．８６％，并

维持该水平至４８ｈ；在０℃胁迫时，ＭＤＡ含量于

４８ｈ达到 最 大 值，为 对 照 的１９０．６０％；而－４℃
胁迫时，ＭＤＡ含量在６ｈ内快速升高，为对 照 的

１６４．９６％，并维持该水平至１２ｈ，随后，ＭＤＡ含

量降至与对照相当的水平，随着胁迫时间的延长，
在胁迫进行的４８ｈ达到峰值，为对照的１８５．４７％，

并维持该水平至７２ｈ．

图２　低温胁迫对高山离子芥试管苗叶片

丙二醛含量的影响

Ｆｉｇ　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ｏｗ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ｎ　ＭＤＡ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Ｃ．ｂｕｎｇｅａｎａ　ｐｌａｎｔｌｅｔｓ　ｌｅａｖｅｓ

２．３　低 温 胁 迫 对 高 山 离 子 芥 试 管 苗 叶 片Ｈ２Ｏ２ 含

量的影响

Ｈ２Ｏ２ 是细胞有氧代谢的产物，激素等信号以

及生 物、非 生 物 胁 迫 刺 激 均 可 诱 导 植 物 细 胞 内

Ｈ２Ｏ２ 的大量积累．由图３可以看出，４℃、－４℃
两种温度胁迫下，较之对照组 Ｈ２Ｏ２ 含量都显著上

升（Ｐ＜０．０５），且均在４８ｈ达到最大值，分别为对

照的１７５．６２％，２８２．３１％；０℃胁 迫 时，０～１２ｈ，

Ｈ２Ｏ２ 含量保持在与对照相当的水平，在２４ｈ达到

最高，为对照的１５１．０５％．

图３　低温胁迫对高山离子芥试管苗叶片

过氧化氢含量的影响

Ｆｉｇ　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ｏｗ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ｎ　Ｈ２Ｏ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Ｃ．ｂｕｎｇｅａｎａ　ｐｌａｎｔｌｅｔｓ　ｌｅａｖｅｓ

２．４　低温胁迫对高山离子芥试管苗叶片ＡｓＡ－ＧＳＨ
循环中ＡＰＸ活性的影响

ＡＰＸ对 Ｈ２Ｏ２ 的 亲 和 力 很 高，是 细 胞 中 清 除

Ｈ２Ｏ２ 的重要酶类之一．如图４所示，高山离子芥

试 管 苗 细 胞 在４ ℃和０ ℃胁 迫 的 整 个 进 程 中，

ＡＰＸ活 性 始 终 围 绕 对 照 值 上 下 波 动；－４℃胁 迫

下，ＡＰＸ的 活 性 显 著 低 于 对 照（Ｐ＜０．０５），酶 活

性处于抑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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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低温胁迫对高山离子芥试管苗叶片

抗坏血酸过氧化物酶活性的影响

Ｆｉｇ　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ｏｗ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ｎ　ＡＰＸ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Ｃ．ｂｕｎｇｅａｎａ　ｐｌａｎｔｌｅｔｓ　ｌｅａｖｅｓ

２．５　低温胁迫对高山离子芥试管苗叶片ＡｓＡ－ＧＳＨ
循环中ＭＤＨＡＲ活性的影响

由图５可知，不同低温处理对高山离子芥试管

苗细胞 中 ＭＤＨＡＲ的 活 性 有 显 著 性 的 影 响（Ｐ＜
０．０５）．４℃，０℃两种温度胁迫下，ＭＤＨＡＲ活性

呈现出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但随着胁迫时间

的增加，不同温 度 胁 迫 下 的 ＭＤＨＡＲ活 性 变 化 有

差异，４℃胁迫下在１２ｈ达到了 ＭＤＨＡＲ活性的

最大 值，为 对 照 的１３６．２０％，而 在０℃胁 迫 下，

ＭＤＨＡＲ 活 性 １２ｈ 时 出 现 峰 值，为 对 照 的

１２２．９４％；在 胁 迫 后 期，无 论 是４ ℃还 是０ ℃，

ＭＤＨＡＲ活性均降至低于对照的水平．－４℃胁迫

下，ＭＤＨＡＲ活性显著低于对照（Ｐ＜０．０５），酶活

性处于抑制状态．

图５　低温胁迫对高山离子芥试管苗叶片单脱

氢抗坏血酸还原酶活性的影响

Ｆｉｇ　５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ｏｗ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ｎ　ＭＤＨＡ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Ｃ．ｂｕｎｇｅａｎａ　ｐｌａｎｔｌｅｔｓ　ｌｅａｖｅｓ

２．６　低温胁迫对高山离子芥试管苗叶片ＡｓＡ－ＧＳＨ
循环中ＧＲ活性的影响

如图６所 示，４℃，－４℃两 种 温 度 胁 迫 下，

ＧＲ活性呈现出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但随着

胁迫时间的增加，不同温度胁迫下的ＧＲ活性变化

有差异，４℃胁迫下在２４ｈ达到了ＧＲ活性的最大

值，为对照的３１４．１１％，而 在－４℃胁 迫 下，ＧＲ
活性６ｈ时出现峰值，为对照的１９２．０３％；０℃胁

迫下，ＧＲ活 性 表 现 为 先 升 高 后 降 低 再 升 高 的 趋

势．

图６　低温胁迫对高山离子芥试管苗叶片

谷胱甘肽还原酶活性的影响

Ｆｉｇ　６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ｏｗ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ｎ　Ｇ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Ｃ．ｂｕｎｇｅａｎａ　ｐｌａｎｔｌｅｔｓ　ｌｅａｖｅｓ

２．７　低温胁迫对高山离子芥试管苗叶片ＧＳＨ含量

的影响

ＧＳＨ是ＡｓＡ－ＧＳＨ循环中重要的抗氧化物质，
从图７可以 看 出，在 整 个 胁 迫 进 程 中，ＧＳＨ 含 量

都比对照组有所提高，且在不同低温胁迫过程中呈

现不同的变化趋势．４℃胁迫初期（０～６ｈ）ＧＳＨ含

量增加 迅 速，随 后 降 至 与 对 照 相 当 的 水 平，胁 迫

４８ｈ时 达 到 最 大 值，为 对 照 的２１６．０７％，之 后，

ＧＳＨ含 量 下 降 至 高 于 对 照 的 水 平．０℃胁 迫 时，

ＧＳＨ含量在６ｈ内达到最大，为对照的１７１．４７％，
之后，ＧＳＨ含量 始 终 围 绕 峰 值 上 下 波 动．－４℃
胁迫时，ＧＳＨ的含量随 胁 迫 时 间 的 延 长 呈 持 续 上

升的 趋 势，在 ７２ｈ 时 达 到 最 大 值，为 对 照 的

１６６．３２％．

图７　低温胁迫对高山离子芥试管苗叶片

谷胱甘肽含量的影响

Ｆｉｇ　７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ｏｗ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ｎ　ＧＳＨ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Ｃ．ｂｕｎｇｅａｎａ　ｐｌａｎｔｌｅｔｓ　ｌｅａｖ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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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３．１　低温胁迫下高山离子芥试管苗细胞中膜脂过

氧化程度及Ｈ２Ｏ２ 含量的变化

逆境胁迫下植物细胞内活性氧代谢失衡，导致

自由基的积累和膜脂过氧化，引起植物细胞水平的

氧化伤害［１６］．相 对 电 导 率 的 变 化 可 以 反 映 植 物 细

胞膜的伤害程度，可作为抗寒性大小的重要指标应

用［１７］．本试验 中，高 山 离 子 芥 试 管 苗 叶 片 细 胞 在

４℃和－４℃胁迫初期（０～２４ｈ），相对电导率低于

对照水平，胁迫后期（４８～７２ｈ）相对电导率均升高

至与对照相当的水平，推测可能是由于高山离子芥

试管苗在初 期 接 受 冷 及 冻 胁 迫 时 应 激 产 生 特 殊 机

制，关闭部分离子通道引起的，而在胁迫后期其对

４℃和－４℃的低温胁迫产生了适应，表现为相对

电导率维持 在 与 对 照 相 当 的 水 平．孔 淑 贞［１８］在 研

究香蕉幼苗的低温生理时发现在５℃低温下，香蕉

幼苗冷害严重，叶片电解质渗出率明显增大；仲强

等［１９］在研究浙 江 天 童 常 绿 木 本 植 物 的 叶 片 抗 寒 性

时发现，在－５℃低温处理下，各植物叶片相对电

导率均显著增大，这与本试验结果中相对电导率的

反应不同，说明高山离子芥细胞响应低温胁迫时在

电导率的反 应 方 面 存 在 不 同 于 上 述 植 物 的 响 应 机

制，这可能与物种特异性有关．在本试验中，０℃
胁迫的相对电导率的反应有别于４℃和－４℃的冷

冻胁迫，显 著 高 于 对 照 水 平（Ｐ＜０．０５），分 析 认

为，０℃作为临界温度，相对电导率来自物理和化

学方面的多种因素影响了细胞膜的完整性，包括细

胞间隙可能形成冰核造成原生质脱水，甚至细胞结

冰等，从而 导 致 膜 完 整 性 的 破 坏 和 选 择 透 性 的 丧

失，引起质膜透性的显著升高．

ＭＤＡ是细胞原生质膜在不适宜的生长条件下

发生脂质过氧化的产物，能够抑制细胞保护酶活性

和降低抗氧化物的含量，从而加剧膜脂过氧化［２０］．
高山离子芥试管苗在４℃和０℃胁迫过程中，细胞

中 ＭＤＡ含量围绕对照组上下波动，呈现先下降后

上升的趋势，最终保持了与对照相当的水平，这与

高福元［２１］在－１０℃低温下研究紫叶矮樱和美国红

栌丙二醛含量的变化所得出的结果一致．胁迫初期

ＭＤＡ含量表现出略微下降的趋势，可能是在低温

胁迫初始时植物保护酶产生的一种防御反应，酶活

力增强，清除活性氧和自由基的能力增强，植物体

内 ＭＤＡ含量也随之下降；随着低温胁迫时间的延

长，胁迫程度加强，酶活力也随之下降，清除活性

氧和自 由 基 的 能 力 减 弱，体 内 ＭＤＡ 含 量 相 对 升

高．总 体 来 看，整 个 胁 迫 过 程 中，冻 害 温 度

（－４℃）下的 ＭＤＡ含量明显高于非冻害温度（４℃
和０℃）下，说明 ＭＤＡ对温度胁 迫 的 反 应 与 胁 迫

程度正相关．

Ｊａｎｄａ及Ｃｈｅｎ等 提 出，植 物 体 内 Ｈ２Ｏ２ 的 积

累会使植物产生抗逆反应，增加的 Ｈ２Ｏ２ 被认为是

引起 植 物 系 统 获 得 抗 性 的 重 要 信 号 分 子，同 时

Ｈ２Ｏ２ 含量的增加可能还有助于植株诱导其他保护

机制［２２－２３］．本试验 中，三 种 胁 迫 温 度（４℃，０℃，

－４℃）下 Ｈ２Ｏ２ 含 量 均 不 同 程 度 的 提 高，且 随 胁

迫程度的增加，在冻胁迫时（－４℃）的 Ｈ２Ｏ２ 含量

积累程度明显高于冷害胁迫（４℃和０℃），反映出

Ｈ２Ｏ２ 含量积累与温度胁迫程度相关，因此推测高

山离 子 芥 试 管 苗 在 低 温 胁 迫 下 通 过 增 加 细 胞 内

Ｈ２Ｏ２ 含量来促进其抗氧化的保护能力．

３．２　低温 胁 迫 下 高 山 离 子 芥 试 管 苗 细 胞 中ＡｓＡ－
ＧＳＨ循环的变化

ＡｓＡ－ＧＳＨ循环各组分主要涉及ＡＰＸ、ＤＨＡＲ
和ＧＲ等几种抗氧化酶及ＡｓＡ、ＧＳＨ二种非酶抗

氧化剂［２４］．ＡＰＸ是叶绿体中清除 Ｈ２Ｏ２ 的重要酶，

在植 物 逆 境 胁 迫 中 具 有 重 要 的 抗 氧 化 作 用．对

ＡＰＸ响应低温胁 迫 的 研 究 表 明，４℃和０℃胁 迫

的整个进程 中，ＡＰＸ活 性 始 终 围 绕 对 照 值 上 下 波

动；－４℃胁 迫 下，ＡＰＸ活 性 被 显 著 抑 制．说 明

ＡＰＸ对低温非常敏感，随着胁迫程度的加深ＡＰＸ
活性降低，这与本试验中－４℃胁迫下 Ｈ２Ｏ２ 含量

显著积累的结果一致，所以 ＡＰＸ活性降低部分造

成了细胞中 Ｈ２Ｏ２ 的 过 多 积 累．ＡＰＸ 要 发 挥 正 常

的催化作用，需要依赖 ＭＤＨＡＲ和ＤＨＡＲ源源不

断地 再 生 ＡｓＡ［２５］，本 试 验 中，－４ ℃ 胁 迫 下，

ＭＤＨＡＲ活性显著低于对照（Ｐ＜０．０５），该酶活性

处于抑制状 态 而 无 法 有 效 再 生 足 够 的 ＡｓＡ，所 以

我们认 为 这 也 是－４℃胁 迫 下，ＡＰＸ活 性 被 抑 制

的原因之一．４℃，０℃两种温度胁迫下，ＭＤＨＡＲ
活性呈现 出 先 升 高 后 降 低 的 变 化 趋 势，在 胁 迫 后

期，ＭＤＨＡＲ活 性 均 降 至 低 于 对 照 的 水 平．说 明

在一定的低 温 范 围 内，机 体 可 以 通 过 ＭＤＨＡＲ清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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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植物体内由胁迫产生的活性氧，不致造成膜脂过

氧化；但 当 温 度 过 低 或 低 温 持 续 时 间 延 长，

ＭＤＨＡＲ活性被抑制，由此可以看出 ＭＤＨＡＲ活

性与低温胁迫强度及胁迫时间存在相关性．

ＧＳＨ具有能直接清除Ｈ２Ｏ２ 以及间接减少Ｏ－２·

和ＨＯ－·的作用，对于维持生物体内合适的氧化还

原环境起着 至 关 重 要 的 作 用［２６］．作 为 高 山 离 子 芥

中的功能性物质和 抗 氧 化 剂，ＧＳＨ 除 了 可 以 自 身

合成外，也可由ＧＲ催化ＧＳＳＧ还原成，促进生物

体内ＧＳＨ的循 环 再 生，维 持 细 胞 内 ＧＳＨ 的 水 平

并间接参与生物体对自由基的清除［２７］．本研究中，

高山离子 芥 试 管 苗 细 胞 在 三 种 低 温 胁 迫 下，ＧＳＨ
含量均高于对照组水平，反应出高山离子芥试管苗

细胞通过增加ＧＳＨ以减少氧自由基伤害作为手段

之一来积极响应了胁迫；ＧＲ活性在４℃，－４℃两

种温度胁迫下，呈现出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

０℃胁迫 下，ＧＲ活 性 始 终 围 绕 对 照 值 上 下 波 动．
可见，在 低 温 胁 迫 下，高 山 离 子 芥 试 管 苗 细 胞 内

ＧＳＨ 含 量 的 提 高 与 ＧＲ 活 性 的 增 加 并 不 同 步，

ＧＳＨ的增 幅 远 远 大 于 ＧＲ活 性 增 加，因 此 认 为，

低温 胁 迫 下，ＧＳＨ 的 一 部 分 来 源 是 ＧＲ将 ＧＳＳＧ
还原为ＧＳＨ，但最主要 的 来 源 仍 是 高 山 离 子 芥 试

管苗自身合成能力的增强．这一结论也支持了朱为

民等［２８］在研究Ｃｄ２＋ 胁迫对番茄幼苗抗坏血酸－谷胱

甘肽循环代谢的影响时所得出的观点．
综上所述，高山离子芥试管苗在受到低温胁迫

时，随胁迫强度的加深及胁迫时间的延长，高山离

子芥试管苗 通 过 统 一 协 调 机 体 细 胞 内 的 膜 脂 过 氧

化、活性氧和ＡｓＡ－ＧＳＨ循环系统等多因素共同作

用，完成 抵 御 低 温 胁 迫 的 生 理 响 应．值 得 关 注 的

是，本研究的几种测试 指 标（Ｈ２Ｏ２ 含 量、ＡＰＸ活

性、ＧＲ活性和ＧＳＨ含量）在０℃胁迫时没有表现

出明显规律，呈波动变化，这可能与０℃这种特殊

的临界温度下细胞响应不同有关，而关于低温胁迫

的研究报道很多，但关注０℃胁迫的却少见报道，

本研究中所发现的现象说明对０℃胁迫下细胞响应

机制尚不明确，这为我们揭示植物抵抗低温胁迫机

理提出了新的深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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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ｏｌｏｇｙ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Ｓｅｒｉｅｓ，１９９２，８８：１４３－１６０．
［１８］　孙 淑 贞．香 蕉 幼 苗 的 低 温 生 理 及 抗 冷 性 研 究［Ｄ］．

广州：华南师范大学，２００３．
［１９］　仲强，康蒙，郭明，等．浙 江 天 童 常 绿 木 本 植 物 的

叶片相对电 导 率 及 抗 寒 性［Ｊ］．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学 报：

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１（４）：４５－５２．
［２０］　ＰＲＡＳＡＤ　Ｔ　Ｋ．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ａｌａｌａｓｅ　ｉｎ　ｉｎｄｕｃｉｎｇ　ｃｈｉｌｌｉｎｇ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ｐｒｅ－ｅｍｅｒｇｅｎｔｍａｉｚｅ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Ｊ］．Ｐｌａｎｔ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７，１１４（４）：１３６９－１３７６．
［２１］　高福元，张吉 立，刘 振 平，等．持 续 低 温 胁 迫 对 园

林树木电导率和丙二醛含量的影响［Ｊ］．山东农业科

学，２０１０，８１（２）：４７－４９．
［２２］　ＪＡＮＤＡ　 Ｔ， ＳＺＡＬＡＩ　 Ｇ， ＴＡＲＩ　 Ｉ， ｅｔ　ａ１．

Ｈｙｄｒｏｐｏｎｉｃ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ｓａｌｉｃｙｌｉｃ　ａｃｉｄ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ｌｌｉｎｇ　ｉｎｊｎｒｙ　ｉｎ　ｍａｉｚｅ（Ｚｅａ　ｍａｙ　Ｌ）ｐｌａｎｔｓ

［Ｊ］．Ｐｌａｎｔａ，１９９９，２０８（２）：１７５－１８０．
［２３］　ＣＨＥＮ　Ｚ，ＳＩＶＡ　Ｈ，ＫＬＥＳＳＩＧ　Ｄ　Ｆ．Ａｃｔｉｖｅ　ｏｘｙｇ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ｂｙ　ｓａｌｉｃｙｌｉｃ　ａｃｉｄ［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３，２６２：

１８８３－１８８６．
［２４］　ＦＯＹＥＲ　Ｃ　Ｈ，ＨＡＬＬＩＷＥＬＬ　Ｂ．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　ａｎｄ　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　ｒｅｄｕｃｔａｓｅ　ｉｎ　ｃｈｌｏｒｏｐｌａｓｔｓ：

ａ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ｒｏｌｅ　ｉｎ　ａｓｃｏｒｂｉｃ　ａｃｉｄ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Ｊ］．

Ｐｌａｎｔａ，１９７６，１３３（１）：２１－２５．
［２５］　高永生，陈集 双．盐 胁 迫 下 镧 对 小 麦 幼 苗 叶 片 抗 氧

化系 统 活 性 的 影 响 ［Ｊ］．中 国 稀 土 学 报，２００５，

２３（４）：４９０－４９５．
［２６］　陈坤明，宫 海 军，王 锁 民．植 物 谷 胱 甘 肽 代 谢 与 环

境胁迫［Ｊ］．西 北 植 物 学 报，２００４，２４（６）：１１１９－
１１３０．

［２７］　ＳＭＩＴＨ　Ｉ　Ｋ，ＶＩＥＲＨＡＬＬＥＲ　Ｔ　Ｌ，ＴＨＯＲＮＥ　Ｃ　Ａ．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　ｒｅｄｕｃｔａｓｅ　ｉｎ

ｐｌａｎｔｓ［Ｊ］．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ａ　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１９８９，７７（３）：

４４９－４５６．
［２８］　朱为民，丁 海 东，齐 乃 敏，等．Ｃｄ２＋ 胁 迫 对 番 茄 幼

苗抗坏血酸－谷胱甘 肽 循 环 代 谢 的 影 响［Ｊ］．华 北 农

学学报，２００５，２０（３）：５０－５３．

（责任编辑　俞诗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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