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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干旱胁迫条件下光叶珙桐叶片含水量和蛋白质含量的变化。 ［方法］采用 ＰＥＧ 模拟干旱胁迫，分析光叶珙桐幼苗叶
片含水量、蛋白质含量变化。 ［结果］光叶珙桐幼苗在耐受范围内短时间对干旱胁迫的低水平变化并不十分敏感，但对于短时间的高强
度干旱胁迫和长时间的低强度干旱胁迫的耐受力明显下降，在干旱胁迫条件下可以通过应激反应加强叶片的代谢，以合成更多的蛋白
质抵御干旱威胁，但随着胁迫强度的增加，植物叶片蛋白质合成能力逐渐降低。 ［结论］该研究为更好地分析光叶珙桐的抗旱性提供理
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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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珙桐（Ｄａｖｉｄｉａ 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ａ）属珙桐科（Ｎｙｓｓａｃｅａｅ）珙桐属

落叶乔木，又名水梨子、鸽子树，为国家一级保护物种［１］。 其

天然种群仅分布于云南、四川、贵州、湖南、湖北、陕西、甘肃 ７
省区，以云贵高原北部、川东、湘西及鄂西等边远山区较为集

中［２］。 珙桐在晚白垩纪和第三纪时期广泛分布于世界许多

地区，由于第四纪冰川的影响，目前仅在我国受冰川活动影

响小的地区存活下来，为第三纪孑遗植物，有“活化石”之称，
是世界著名的木本观赏植物。 其生长于温暖凉爽、湿润多

雨、多雾、夏凉冬暖的山地环境，年均气温 ９～１７ ℃，年降雨量

６００～２ ６００ ｍｍ，不能耐受 ３８ ℃以上的温度，喜肥沃深厚的土

壤，因此其生活范围狭窄，分布不连续，资源量较少，干旱是

限制珙桐生长的主要生态因子［３］。
目前，有关珙桐的研究集中在形态学［４－８］、生态学［９－１９］、

引种驯化等方面，对其抗逆性研究较少［２０－２３］。 珙桐迁移引种

存在不适应当地气候、生态环境等问题，导致开花少等现象。
这与光叶珙桐原生地的湿润、凉爽气候有关。 因此要解决引

种种植及其他利用，提高其抗旱性以适应迁移地尤为关键。
研究表明，干旱胁迫导致植物在各种损伤出现之前，对胁迫

做出适应性调节反应，植物体诱导蛋白的形成以抵御干旱胁

迫［２４－２５］。 植物因干旱胁迫引起代谢的变化与调整，从而导致

蛋白质含量的动态变化。 笔者研究干旱胁迫条件下光叶珙

桐叶片含水量和蛋白质含量的变化，以期为更好地分析光叶

珙桐的抗旱性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１ 年生珙桐幼苗购于三江口林场，用花盆栽

培 ２ 年即得 ３ 年生幼苗。
１．２　 试验方法　 试验于 ２０１７ 年 ３—７ 月在昭通学院化学与

生命科学学院植物生理实验室进行。 选取生长状况基本一

致的壮苗，洗净根部泥土，置于不同 ＰＥＧ 质量浓度的处理液

中，模拟不同程度的干旱胁迫。 设清水对照（ＣＫ），模拟干旱

胁迫 ＰＥＧ 浓度分别为 ５％（Ａ）、１０％（Ｂ）、１５％（Ｃ）、２０％（Ｄ）
４ 个水平，分别处理 ０、２４、４８ ｈ，采集叶片样品后速封袋封装，
置于超低温冰箱存放。
１．３　 测定项目与方法　 蛋白质含量采用考马斯亮蓝法测定，
叶片含水量采用烘干称重法测定。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干旱胁迫对光叶珙桐叶片含水量的影响　 ＣＫ 样品叶

片含水量无显著差异，４ 个胁迫组样品叶片含水量随着 ＰＥＧ
浓度的增加而下降（图 １），随着胁迫时间从 ０ 到 ４８ ｈ，各组样

品叶片的含水量均下降（图 ２）。 ＣＫ、５％、１０％、１５％、２０％不

同浓度 ＰＥＧ 模拟干旱胁迫处理的光叶珙桐叶片处理 ２４ ｈ，
５％、１０％、１５％ＰＥＧ 处理的叶片含水量无显著差异，但与 ＣＫ
和 ２０％ＰＥＧ 处理叶片含水量差异显著。
２．２　 干旱胁迫对光叶珙桐叶片蛋白质含量的影响　 由图 ３
可知，５％、１０％、１５％、２０％ ＰＥＧ 模拟干旱胁迫处理的光叶珙

桐叶片蛋白质含量随着 ＰＥＧ 浓度的增加呈先升高再降低的

趋势，２４ ｈ 处理样品叶片蛋白质含量从 ＣＫ 的 ４．２４ ｍｇ ／ ｇ 增

加到 ５％ＰＥＧ 的 ４．５７ ｍｇ ／ ｇ、１０％ＰＥＧ 的 ４．９０ ｍｇ ／ ｇ、１５％ＰＥＧ
的 ５．２０ ｍｇ ／ ｇ 后下降至 ２０％ＰＥＧ 的４．９９ ｍｇ ／ ｇ，４８ ｈ 处理样品

叶片蛋白质含量也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４ 个胁迫组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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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不同 ＰＥＧ胁迫浓度对光叶珙桐叶片含水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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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不同干旱胁迫时间对光叶珙桐叶片含水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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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蛋白质含量随着 ＰＥＧ 浓度增加从 ＣＫ 组的 ４．５３ ｍｇ ／ ｇ 增

加到 ５％的 ４．８０ ｍｇ ／ ｇ，然后降低至 １０％ＰＥＧ 的 ４．７２ ｍｇ ／ ｇ、
１５％ＰＥＧ 的 ４．４９ ｍｇ ／ ｇ 和 ２０％ＰＥＧ 的 ４．４２ ｍｇ ／ ｇ。

图 ３　 不同干旱胁迫浓度对光叶珙桐叶片蛋白质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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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 ４ 可知，样品处理 ２４ ｈ，除 ５％ＰＥＧ 处理外，其他

ＰＥＧ 处理样品叶片蛋白质含量均在 ２４ ｈ 达到最高，然后随

着 ＰＥＧ 处理浓度的增加迅速下降。 ５％ＰＥＧ 处理样品叶片

蛋白质含量 ２４ ｈ 无明显增加。
３　 结论与讨论

（１）植物叶片含水量是植物抗旱性评价的重要指标［２６］。
植物叶片含水量随着土壤含水量的降低而逐渐减少。 分别

用 ５％、１０％、１５％、２０％不同浓度的 ＰＥＧ 模拟干旱胁迫处理

的光叶珙桐叶片含水量均低于 ＣＫ，说明光叶珙桐幼苗不耐

图 ４　 不同干旱胁迫时间对光叶珙桐叶片蛋白质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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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水，不适于在土壤含水量低的环境中生长。
（２）虽然随着胁迫时间的延长和胁迫强度的加大，光叶

珙桐叶片含水量呈持续下降趋势，但在 ２４ ｈ 处理时间内，
５％、１０％、１５％ＰＥＧ 处理的叶片含水量无显著差异，但与 ＣＫ
和 ２０％ＰＥＧ 相较，光叶珙桐叶片含水量差异显著，表明光叶

珙桐幼苗在耐受范围内对短时间干旱胁迫的低水平变化并

不十分敏感，但对于短时间的高强度干旱胁迫和长时间的低

强度干旱胁迫的耐受力明显下降。 因此，对光叶珙桐的保护

和栽培而言，保证充足的水分是关键因素之一。
（３）干旱胁迫条件下光叶珙桐叶片蛋白质含量的变化表

明，光叶珙桐叶片可以对干旱胁迫做出多方面的响应，随着

干旱胁迫强度的加强和胁迫时间的延长，光叶珙桐叶片含水

量下降，蛋白质含量呈先逐渐升高再降低的趋势，说明光叶

珙桐在干旱胁迫条件下可以通过应激反应加强叶片的代谢，
以合成更多的蛋白质抵御干旱威胁，但随着胁迫强度的增

加，植物叶片蛋白质合成能力逐渐降低，细胞膜受到不同程

度的伤害，影响光叶珙桐叶片的正常形态和抗逆性，导致叶

片萎蔫进一步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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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移动和雨强的变化一致，浅薄中尺度低涡是此次暴雨过

程的主要影响系统，低涡东侧及东南侧为暴雨主要落区，这
与汛期江淮暴雨低涡的暴雨落区相对低涡中心位置的统计

结果相同。
（２）未来 ２ 种温室排放情景下暴雨移动路径均主要为东

北路和东路，但 ＲＣＰ ８．５ 情景下偏北路径的低涡也达到了

１８．２％；从各类路径典型暴雨低涡强度随时间的变化上来看，
ＲＣＰ ４．５ 情景下的暴雨低涡强度随时间变化整体强度弱于

ＲＣＰ ８．５ 情景，且低涡变化趋势较 ＲＣＰ ８．５ 情景更加稳定。
高温室排放情景下低涡强度的增强以及变化趋势的复杂性

都能影响低涡暴雨的强度发生改变，说明更高的温室排放情

景有利于产生更强的低涡暴雨，因此研究不同温室排放情景

对暴雨低涡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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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号的用法；三开哈芬的字身为 ｍ 字母的 １ ／ ３，相当于中文中的短横线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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