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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生生态所植物激素互作与性状调控研究取得进展

  文章来源：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发布时间：2013-08-30 【字号： 小  中  大 】 

  种子从休眠向萌发转变是植物生命周期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种子休眠是高等植物长期进化选择的结果，对于

植物物种繁衍和渡过恶劣环境条件具有关键性作用。在农业生产方面，种子的休眠性能有效地防止种子成熟后在潮

湿环境下穗发芽而导致产量和品质下降。前人的研究表明，ABA是唯一已知的能诱导和维持种子休眠的激素。中科院

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何祖华研究组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生长素是第二个可以诱导和维持种子

休眠的激素。相关研究成果于8月28日在线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上。  

  何祖华研究组在研究生长素（auxin）介导的植物免疫（抗病性）与生长发育的关系中发现，从上游到下游的一

系列auxin信号缺失突变体的种子休眠性都不同程度的减弱，而且auxin合成缺陷的突变体的休眠性也减弱了，新鲜

种子很容易发芽。相反，auxin合成过量突变体的种子休眠性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图）。ABI3是种子休眠的一个关键

调控因子，进一步研究发现，auxin通过下游ARF10和ARF16转录因子调控了ABI3基因的表达，从而控制了种子的休眠

性。研究证明，auxin和ABA两种信号途径是诱导和维持种子休眠所必需的。这些发现拓展了种子休眠的分子调控网

络，为改良农作物种子的休眠性，解决穗发芽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该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