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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研究耐旱植物有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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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利用从太阳那里获取的能量，合成生命得以延续的各种化学物质。在强光下，许多植物

失去了叶子上的深绿色，出现黄斑，最终枯萎和死亡。如果天气非常炎热，这一过程将发生得更

快。    植物的这一现象被称为活性氧核素（ROSs）的化学物质的过量。 R OSs是植物在太阳

光下分解细胞间隔（叶绿体）中的水时产生的化学物质。通常情况下，ROSs在光合作用时被快速

地用于制造糖和其它合成化学物质。但如果光线的供给超过了植物对分解ROSs的需要时，就会造

成对叶绿体壁的损害。    植物有多种方法来减少和平衡过量的ROSs，叶黄素就是其中的一

种，它能够使多余的光线减轻对植物的伤害，同时可以担当ROSs牺牲品的作用。    英国谢菲

尔德大学的彼特·霍顿和他的研究小组在一种野草基因组中植入一种酶的基因，这种酶能够促进

叶黄素合成的速度。他们使这种草叶绿体中拥有2倍的叶黄素。结果，这种野草在摄氏40度的高

温、光线强度相当于正午赤道上太阳光强度一大半的环境中，而且在两周内仍然比普通植物更

绿、更健康。 （转自《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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