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9章光形态建成



 光对植物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

1）光是绿色植物光合作用所必需  

    的；

         光合作用的产物（麦粒、大米光合作用的产物（麦粒、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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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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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x.hnkjcg.com/


2）光调节植物整个生长发育，

以便更好地适应外界环境。

种子经历根芽等的分化形成幼苗，幼苗长成

成苗后进行花芽分化，然后开花、结果 ，

这些过程都是受光 调节的。    

http://www.tuzhan.com/html/200603/3a7468c8f6f78edd8c77e20a11e2e025.html
http://www.cgris.net/kp/%E6%A1%83.htm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CC%D2%BA%CB&in=19&cl=2&cm=1&sc=0&lm=-1&pn=18&rn=1
http://jpkc.zju.edu.cn/kj/k/509/shiyan/6/3.htm


  光形态建成（photomorphogenesis）：

            

         依赖光控制细胞的分化、结构和

功能的改变，最终汇集成组织和器官

的建成，就称为光形态建成，亦即光

控制发育的过程。



    相反，暗中生长的植物表现出各种

黄化特征，    如茎细而长、顶端呈

钩状弯曲和叶片小而呈黄白色，这

种现象称为暗形态建成

（skotophotomorphogenesis ）。它

虽具全部遗传信息，但因缺乏光，

大部分基因不能表达出来。



光下生长的玉米           暗中生长的玉米          光下生长的大豆              暗中生长的大豆



         光在光合作用中与光形态建成中的

作用不同，光合作用是将光能转变为

化学能，而在光形态建成过程中，光

只作为一个信号去激发受体，推动细

胞内一系列反应，最终表现为形态结

构的变化。 

          如给黄化幼苗一个微弱的闪光，就

可以观察到去黄化反应。

 



光调节发育的简单过程：
                                       例如：菊花接受短日照这

光（刺激信号）           个信号后，将其传达给体

                                       内的受体，受体接受信号

受体（接受信号）       后，做出应答反应，表现

                                       为花芽分化、开花。

 植物体内的其他信

使（传达信号）

  植物做出应答反应



目前已知在植物体内至少

存在3种光受体：
1）光敏色素：感受红光及远红光区

                          域的光；

2）隐花色素：感受蓝光和近紫外光

                          区域的光；

3）UV-B受体：感受紫外光B区域

                            的光。



第一节光敏色素的发现和分布

1.  光敏色素的发现
         美国农业部马里兰州贝尔茨维尔
农 业 研 究 中 心 的 Borthwick和
Hendricks以大型光谱仪将白光分离

成单色光，处理莴苣种子，发现红
光促进种子发芽，而远红光逆转这
个过程。



莴苣种子在黑暗、
红光和远红光下
的萌发



          从以上的图表观察，莴苣种子萌发率      

    的高低决定于最后一次曝光波长，红光下

    萌发率高，远红光下低。     



          1959年，Butler等发现，经红光处理后，

黄化玉米幼苗的吸收光谱中红光区域减少，

而远红光区域增多；如用远红光处理，则红

光区域多，远红光区域消失。而且这种可逆

可重复发生。根据这种情况判断这种红光—
远红光可逆反应的光受体可能是具两种存在

形式的单一色素。
           他们以后成功分离出这种吸收红光——
远红光可逆转换的光受体（色素蛋白质），

称之为光敏色素。



          目前已知，绿藻、红藻、地衣、

苔藓、蕨类、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

中许多生理现象都和光敏色素的调

控有关。例如：种子的萌发，花诱

导，叶片脱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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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kepu.gov.cn/zlg/tuke/t172.htm


          真菌没有光敏色素，另有隐花

色素吸收蓝光进行光形态建成。在

植物进化的历史长河中，吸收隐花

色素的植物种类越来越少，而吸收

光敏色素的越来越多，所以光敏色

素在植物进化过程中的意义越来越

大。



  2.  光敏色素的分布

          光敏色素分布在植物各个器官中，但

含量极低，多集中在细胞的膜表面，在黄

化幼苗中光敏素含量较高，其浓度约为
10-7～10-6mol/L。黄化幼苗的光敏色素含

量比绿色幼苗高20~100倍。一般来说，

蛋白质丰富的分生组织中含有较多的光敏

色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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