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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发育中的玉米胚为材料, 研究了玉米胚脱水耐性的发育变化及其与抗氧化系统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 授
粉后18 d 的胚获得萌发能力, 但不耐脱水; 授粉后36 d 的胚开始获得耐脱水能力, 并随着发育逐渐增加。随着发

育, 胚的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抗坏血酸过氧化物酶(APX) 、谷胱甘肽还原酶(GR) 和脱氢抗坏血酸还原酶

(DHAR) 的活性逐渐降低, 过氧化氢酶(CAT) 活性逐渐增加。授粉后16～22 d 的玉米胚中检测不到抗坏血酸, 
24 d 后胚中抗坏血酸的含量显著增加; 还原性谷胱甘肽含量在整个发育过程中逐渐增加。脱水胚的SOD、APX 
和DHAR 的活性比对照( 未脱水) 胚低, 而GR 和CAT 活性在发育早期比对照胚低, 在发育中、后期高于对照胚。

脱水胚的抗坏血酸和还原性谷胱甘肽含量明显低于对照胚。胚中丙二醛的含量随着发育逐渐下降, 脱水胚的丙二

醛含量显著高于对照。这些结果说明CAT 活性和谷胱甘肽含量的增加以及脂质过氧化产物丙二醛含量的下降与玉
米胚脱水耐性的获得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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