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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体玉米茎尖直接形成雌、雄花序过程中的内源激素含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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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我们实验室建立的离体玉米茎尖培养体系

(李学红和张举仁 1999)，测定了离体玉米茎尖分
生组织直接形成雌、雄花序过程中的内源 ZRs、
DHZRs、iPAs、IAA、GA1/3、ABA的含量变化。
玉米(Zea mays L.)自交系‘515’的种子经0.1%HgCl2

溶液灭菌后，置暗箱中萌发。剥取无菌苗(3~4 d
龄)的茎尖分生组织置于含有 500 mg·L-1水解酪蛋

白、2 mg·L-1 6-BA和 3%蔗糖的改良MS培养基上
暗培养 40 d。培养期间定期观察玉米茎尖分生组
织的生长状况，并随机取样(重复 3次)，样品称
重后放入液氮中速冻，置于 - 7 0℃的冰箱中保
存，用于测定内源激素含量。

根据我们以前的观察(李学红和张举仁1999)，
玉米自交系‘515’的茎尖分生组织诱导培养8~10 d
时有不定芽形成，多数茎尖产生 2~3个不定芽。
25 d左右时，外植体上出现微小苞叶，包围着尚

未伸长或已经伸长的生长锥；35~40 d时，生长
锥经过迅速膨大和伸长形成肉眼可见的花序轴，

标志着茎尖分生组织由营养生长转向生殖生长。

因此，实验选取 10~40 d的离体培养茎尖作内源
激素含量测定。以 3~4 d龄无菌苗的茎尖分生组
织为对照，标记为 0 d。测定内源激素时，先将
样品于液氮环境中研磨成细粉，加入预冷的甲醇

后于冰浴环境中匀浆(需在弱光下操作)。匀浆液
于 4℃下以 5 000×g离心 10 min，取上清液定容后
置于-40℃冰箱中暗保存备用。取 300 µL上清液
经氮气吹干去除甲醇，以溶剂(乙酸乙酯)萃取法
纯化内源植物激素后用于含量测定。Z R s、
DHZRs、iPAs、IAA、ABA和 GA1/3试剂盒由南

京农业大学植物激素研究室生产，参照周燮等

(1996)文中方法和 ELISA试剂盒使用说明书。得
到如下结果(表 1)。

表 1  玉米自交系 ‘515’茎尖离体培养过程中的内源激素含量变化

                                                                    内源激素含量 /pmol·g-1 (FW)
  培养时间 /d

          ZRs        DHZRs        iPAs       IAA        GA1/3        ABA         CTKs/IAA

  0 (对照)   63.22±49.38   30.01±12.11 81.66±12.59 19.27±5.67   5.78±1.32       痕量     —
1 0     74.4±34.44       7.7±5.14 10.34±3.37 16.03±0.78 22.08±7.35 0.049±0.006   5.77
2 0   81.93±44.02   60.37±20.05 33.47±7.72 17.34±1.72 21.07±5.21 0.016±0.012 10.34
2 5 156.91±45.47   63.49±12.35 63.42±8.66 20.41±7.22 22.02±0.97 0.021±0.014   9.01
3 0 198.05±91.91   79.53±9.84 51.21±3.34 28.00±3.34 24.56±4.95 0.034±0.012 10.67
3 5 165.09±10.70 199.27±64.24 42.48±2.32 14.37±6.50 25.42±7.24 0.043±0.011 28.11
4 0   77.92±29.48 113.41±47.61 65.88±12.20 11.44±6.18 37.31±5.17 0.043±0.012 22.56

1．离体培养后 30~35 d细胞分裂素总含量明
显增加。离体培养初期(10~20 d)，茎尖分生组
织中内源 ZRs、DHZRs含量较低，随着培养时间
的延长，CTKs于 40 d、ZRs和DHZRs含量分别
于 30 d、35 d左右达到最高值，显示 CTKs可能
参与玉米茎尖分生组织生长状态转变的前期调节。

iPAs含量在整个离体培养期内未出现明显的峰值
增加，显示出与茎尖分生组织生长状态转变之间

无直接关系。

2．茎尖分生组织中的内源赤霉素在整个离
体培养过程中持续增加，培养开始时(0 d)，GA1/3

含量很低，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内源 GA1/3含

量呈现持续增加趋势，40 d时(即花序产生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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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6.45倍。表明培养初期(0~10 d) GA1/3急剧增

加可能与此时茎尖中茎节的轻微伸长有关，而后

期则可能参与促进茎尖分生组织的发育分化，也

就是说与茎尖分生组织由营养生长转向生殖生长有

关。

3．离体培养初期，茎尖分生组织中内源 IAA
含量逐渐增加，25~30 d增至峰值。35~40 d时
开始下降，此时正是营养生长转向生殖生长时

期，显示 IAA参与茎尖分生组织发育的调控，但

未显示其与生长状态的转变有直接联系，它可能

是间接参与调控茎尖由营养生长转向生殖生长的。

4．内源ABA的含量变化不明显，显示其与
花序发生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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