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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耐热性鉴定方法及热胁迫应答机理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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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小麦是全球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ꎬ高温特别是开花期和灌浆期的高温胁迫严重影响小麦的产量和品质ꎮ 本文分

别从直接鉴定法和间接鉴定法两个方面入手ꎬ介绍了小麦耐热性的评价指标ꎻ阐述了在高温胁迫下温度信号的感知和传递ꎬ
以及植物对高温的响应机理ꎻ从传统育种方法和基因工程策略两个方向综述了小麦耐热性改良的研究进展ꎮ 最后ꎬ提出了小

麦耐热性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措施ꎬ以及今后小麦耐热性研究的发展方向ꎮ
　 　 关键词:小麦ꎻ高温胁迫ꎻ耐热ꎻ机理ꎻ研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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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是全球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ꎬ世界上

４０％的人口以小麦为主粮ꎮ 按照目前世界人口增长

趋势ꎬ全球小麦产量必须每年增产 ２％ 才能满足消

费需求[１]ꎮ 然而ꎬ目前每年通过遗传改良途径增加

的小麦产量不到 １％ [２]ꎬ高温特别是开花期和灌浆

期的高温胁迫严重影响小麦的产量和品质[３]ꎮ 因

此ꎬ研究小麦的耐热机理ꎬ培育耐热性小麦品种对于

保障小麦的安全生产有重要意义ꎮ
本文综述了小麦耐热性评价指标、小麦耐热性

机理和耐热性小麦品种培育的研究进展等ꎬ为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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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开展耐热小麦分子育种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小麦耐热性的评价指标

当环境温度超出植物所能适应的温度阈值时ꎬ
植物的生长发育会逐步减缓甚至停止ꎮ 植物生长发

育停止时的外界环境温度被称为植物的高温胁迫点

温度ꎮ 小麦灌浆期的适宜温度为 １８ ~ ２２ ℃ꎬ上限

温度为 ２６ ~ ２８ ℃ꎬ如果日平均气温在 ３０ ℃以上ꎬ
通常伴随着干热风天气ꎬ提早结束灌浆ꎬ形成青枯

逼熟ꎬ千粒重降低ꎮ 在华北地区ꎬ小麦生育后期常

出现高温天气ꎬ尤其是在干燥条件下ꎬ形成典型的

干热风ꎬ导致小麦高温逼熟ꎬ减产幅度可达 １０％ ~
３０％ ꎬ成为北方广大麦区小麦生产的主要胁迫因

子之一[４] ꎮ
小麦的不同物种之间或同一物种不同品种之间

的高温胁迫阈点温度是不同的ꎮ 这种不同品种间高

温胁迫阈点温度的差异性是培育耐热性小麦品种的

基础ꎮ 因此建立合理的小麦耐热评价指标ꎬ筛选耐

热性小麦ꎬ进而研究小麦耐热分子机理是开展耐热

小麦品种改良的重要基础ꎮ 小麦的耐热性鉴定方法

可以分为直接鉴定法和间接鉴定法两种ꎮ
１. １　 直接鉴定法

直接鉴定法是指在大田或在温室模拟大田环境

下对小麦不同品种的耐热性进行评价ꎮ 直接鉴定方

法具有评价客观的特点ꎬ缺点是环境温度易发生变

化、试验重复性差ꎬ试验一般需要多年多点的设计ꎬ
费工费时ꎮ
１. １. １　 田间直接鉴定法　 田间直接鉴定法是指在

自然高温条件下ꎬ以作物较为直观的性状变化指标

为依据来评价作物品种的耐热性ꎮ 这种方法比较客

观ꎬ但试验结果易受地点和年份的影响ꎬ重复性较

差ꎮ 为获得可靠的结果ꎬ须进行多年多点的重复

鉴定ꎮ
小麦生长期遭遇高温危害主要是干热风造成

的ꎮ 小麦开花期遇干热风而受害ꎬ表现为麦芒干枯ꎬ
叶子萎蔫ꎬ颖壳发白ꎬ引起授粉不良而产生瘪粒ꎻ乳
熟期遇干热风ꎬ则会使小麦植株体内的水分平衡失

调、生理机能紊乱ꎬ加速衰老死亡ꎻ干物质积累提前

结束ꎬ导致青枯逼熟ꎬ千粒重下降而减产ꎬ一般减产

５％ ~ １０％ ꎬ严重的减产幅度可达 ３０％ 以上[５￣７]ꎮ
因此ꎬ小麦直观的农艺性状可以作为是否耐高温的

依据之一ꎮ
黄玲等[８]研究表明ꎬ同一品种蜡质含量的多少

和干旱、高温等胁迫程度有关ꎮ 抗旱耐高温的品种

叶片蜡质含量高ꎬ产量也较高ꎮ Ｒ. Ａ.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等[９]

对具有霜状蜡质的小麦品系研究发现ꎬ叶片表面蜡

质能在正午时降低冠层温度ꎮ 控制蜡质的基因数目

和时空表达特性不同ꎬ蜡质在叶、茎、穗上分布的位

置和多少不同ꎬ同时环境因素(如光强、温度、湿度、
冷害等)也会影响蜡质的分泌ꎮ 目前ꎬ关于蜡质含

量与抗旱抗热性关系的研究还鲜有报道ꎮ
另外ꎬ据报道小麦出苗至分蘖期遭遇较高的温

度会导致分蘖数目减少ꎻ拔节至开花期的高温则导

致单株穗数、穗粒数或每穗小穗数和粒重等性状减

少或降低[１０￣１６]ꎻ此外ꎬ高温还导致株高降低和总干

物重下降[１０] 以及开花期提早[１２]ꎬ最终使产量明显

下降ꎮ 小麦开花后至成熟期的温度条件主要影响子

粒的发育及其品质性状ꎬ在开花后不久遇高温会导

致子粒败育、畸形以及子粒变小ꎻ而灌浆成熟期高温

虽能加快灌浆进程、缩短灌浆期最终会使小麦粒重

降低[１０ꎬ１２￣１３]ꎮ 许为钢等[１７] 认为高温胁迫下千粒重

下降率可作为小麦耐热性评价的经济性状指标ꎮ 董

建力等[１８]以宁夏灌区大面积种植的 ３５ 个小麦品种

(系)为供试材料ꎬ在小麦灌浆后期通过人工升温鉴

定耐热性ꎬ结果表明不同基因型热胁迫处理与正常

环境相比千粒重降低幅度在 １. ２％ ~ ３０. ２％ 之间ꎬ
穗粒重降低幅度在 ０. ５％ ~４０. ０％之间ꎮ
１. １. ２　 人工模拟直接鉴定法　 人工模拟直接鉴定

法是指在模拟的高温胁迫条件下通过直观性状变化

指标对作物耐热性进行评价ꎮ 这种方法能克服田间

鉴定的缺点ꎬ逆境条件容易控制ꎬ但并非所有自然条

件均能完全模拟ꎬ且受设备投资和能源消耗等因素

的限制ꎬ不能对大批材料进行鉴定ꎮ
在模拟的高温胁迫条件下ꎬ可依据经济性状的

变化进行耐热性评价ꎬ也可用热感指数来鉴定小麦

的耐热性ꎮ 陈希勇等[１９] 借助塑料大棚人工升温的

办法模拟大田生产条件下小麦子粒灌浆期的高温胁

迫环境ꎬ研究其耐热性表现和耐热性评价方法ꎮ 结

果表明ꎬ小麦不同基因型之间产量性状的遗传表达

与耐热性呈显著相关ꎬ认为可以采用千粒重或穗粒

重热感指数和几何平均产量两个指标相结合来鉴定

和评价小麦品种的耐热性ꎬ这样可避免仅针对热感

指数进行正向选择而遗失具有较高产量潜力和较高

耐热性基因型的可能性ꎬ并定义耐热品种热感指数

Ｓ ﹤ １ꎬ不耐热品种热感指数 Ｓ > １ꎮ
１. ２　 间接鉴定法

在高温胁迫下ꎬ植物会产生应激性的生理反应ꎮ
研究发现ꎬ耐热性不同的小麦品种在细胞膜的热稳

４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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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冠层温度、叶绿素含量和活性氧清除相关酶类

等生理指标方面存在显著差异ꎬ这些可以作为评价

小麦耐热性的间接指标ꎮ 同直接鉴定法相比ꎬ间接

鉴定法有鉴定快速准确ꎬ不受植物生长季节的影响

等优点ꎻ缺点是单一的指标不能客观反映小麦的耐

热性ꎬ需要综合考虑ꎬ最终还需要大田试验ꎮ
１. ２. １　 细胞膜的热稳定性　 植物的细胞膜是由磷

脂和蛋白质组成的一层薄膜ꎮ 细胞膜在维持细胞正

常的生理和生化反应中发挥重要作用ꎬ特别是在调

控离子转运方面ꎮ 细胞膜的组成会在高温胁迫下发

生适应性的变化ꎬ具体表现为当植物细胞膜感受到

高温胁迫时ꎬ细胞膜的磷脂过氧化程度增加ꎬ膜的稳

定性下降ꎬ电解质渗透率增加ꎮ 耐热性不同的小麦

品种在高温胁迫下ꎬ细胞膜的稳定性不同ꎮ 因此ꎬ电
解质渗透率可以作为一个筛选耐热性小麦的指标ꎮ
Ａ. Ｂｌｕｍ 等[２０]最早在研究中应用电解质渗透率作为

筛选耐热性小麦的指标ꎻ进一步研究发现热稳定性

高的小麦品种在高温胁迫下的增产潜力高ꎬ并且膜

热稳定性和产量呈正相关[２１]ꎮ 因此ꎬ细胞膜的热稳

定性可以用作鉴定耐热性小麦的生理指标之一ꎮ
１. ２. ２　 冠层温度　 由于蒸腾作用ꎬ作物叶片温度低

于周围空气的温度ꎮ 冠层温度即空气温度和叶片温

度的差值ꎮ 冠层温度可以间接反映植株的水分状况

和呼吸速率ꎮ 不同小麦品种的冠层温度存在差异ꎬ
耐热性小麦品种的冠层温度显著低于高温敏感性小

麦的冠层温度ꎬ研究表明冠层温度是鉴定耐热性小

麦的优良指标之一[２２]ꎮ 耐热性小麦在灌浆结实期

(开花到成熟)和标准品种相比冠层温度与之相当

或持续偏低ꎬ且具有良好的代谢功能、组织结构和较

强的抗逆性ꎬ非常利于高产、稳产[２３]ꎮ 如耐热品种

陕 １６０、小偃 １０７ 和陕 ２２９ 始终保持相对较低的冠层

温度ꎬ耐热性差的西农 １３７６ 则表现出较高的冠层温

度ꎮ 大量研究表明ꎬ冠层温度低的小麦品种在田间

表现为高产、适应性强、适宜种植区域广ꎬ说明冠层

温度和小麦产量的增加呈正相关[１７]ꎮ
１. ２. ３　 叶绿素含量与叶绿素荧光值　 叶绿素是植

物色素的一种ꎬ叶绿素缺失会形成黄萎病ꎬ引起作物

生长减缓ꎬ最终导致减产[２４]ꎮ 研究表明ꎬ当植物响

应周围环境胁迫时ꎬ植物的叶绿素发生降解ꎮ 不同

小麦品种在高温胁迫下ꎬ叶绿素降解的速率不同ꎬ耐
热性小麦在高温胁迫下保持较高的叶绿素含量ꎮ 利

用叶绿素仪可以快速测量不同小麦品种的叶绿素含

量ꎬ为筛选耐热性小麦品种提供一种快速的选择

指标ꎮ

叶绿素 ａ 荧光是由叶绿素分子吸收光量子后重

新跃迁为基态时发射的长波红光ꎮ Ｆ０ 即最小荧光

(也叫初始荧光)是指经过暗适应的叶片在给予不

足以引起 ＰＳⅡ中心色素激发的弱光而产生的稳定

荧光信号ꎮ 借助分析叶绿素荧光参数ꎬ科学家已对

小麦的耐热性进行了广泛的研究[２５]ꎮ 研究表明ꎬＦ０

大小与样品的光化活性无关ꎬ而与类囊体膜的结构

和状态有关ꎮ 由于热胁迫会引起膜结构和状态的改

变ꎬ因而 Ｆ０ 可作为检测热胁迫作用的灵敏生理指

标ꎮ 陈贻竹等[２６] 研究发现ꎬ在热胁迫状态下ꎬ类囊

体膜结构发生改变ꎬ首先反映的是 Ｆ０的上升ꎮ 耐热

性强的作物品种在高温下具有较低的荧光信号(即
Ｆ０)ꎬ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已在很多作物包括小麦中

被报道[２７]ꎮ 因此ꎬ荧光参数也可作为间接鉴定小麦

耐热性的评价指标ꎮ
１. ２. ４　 植物光合速率指标　 植物在高温胁迫下ꎬ光
合速率严重受阻ꎬ同化产物合成减缓ꎬ植物生长延

缓ꎮ 光系统Ⅰ和光系统Ⅱ复合物是参与光合反应的

重要组成部分ꎬ而类囊体膜则是二者附着的支架ꎮ
高温引起植物光合反应的抑制ꎬ类囊体膜的稳定性

对高温条件下作物的光合效率有直接影响ꎮ 马晓娣

等[２８]研究发现ꎬ高温下细胞的超微结构显示叶绿体

膜出现不同程度的断裂ꎬ类囊体膜片层松散ꎬ排列紊

乱ꎮ 类囊体膜在高温条件下发生改变ꎬ引起 ＰＳⅡ的

失活ꎬ包括 ＰＳⅡ外周天线和放氧复合物的脱落[２９]ꎮ
此外ꎬ在高温条件下类囊体膜脂饱和程度的提高也

能够增强膜的稳定性ꎬ从而有利于植物抵抗高温胁

迫[３０￣３１]ꎮ 在高温胁迫下ꎬ由于不同小麦品种的光合

速率存在差异ꎬ因此ꎬ光合速率可以作为评价小麦耐

热性的生理指标ꎮ
１. ２. ５　 自由基清除酶类　 高温胁迫下ꎬ植物的叶绿

体和线粒体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ꎬ破坏细胞的膜系

统ꎬ造成叶绿体和线粒体等亚细胞组织的损伤ꎮ 自

由基清除酶类如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ꎬｓｕ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ｄｉｓｍｕｔａｓｅ)、过氧化氢酶(ＣＡＴꎬｃａｔａｌａｓｅ)和过氧化物

酶(ＰＯＤꎬ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ｓｅ)等可以快速清除自由基对细胞

的毒害ꎬ保护细胞膜系统ꎮ 刘萍等[３２] 研究表明ꎬ高
温胁迫可诱导活性氧清除酶系统 ( ＳＯＤ、 ＰＯＤ 和

ＣＡＴ)活性下降ꎬ植株体内保护酶系统趋于衰弱或崩

溃ꎬ高温导致膜脂过氧化程度(ＭＤＡꎬｍａｌｏｎｄｉａｌｄｅ￣
ｈｙｄｅ)加剧ꎬ衰老速度加快ꎮ 高温胁迫条件下ꎬ随着

温度的升高ꎬＳＯＤ、ＰＯＤ 和 ＣＡＴ 活性呈下降趋势ꎬ
ＭＤＡ 含量呈上升趋势ꎮ 郭天财等[３３] 报道ꎬ后期高

温促进了小麦根系和地上部的衰老ꎬ表现为叶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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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系 ＳＯＤ、ＰＯＤ 活性先升高后下降ꎬ且叶片酶活性

下降较早ꎬ下降的幅度也较大ꎮ 因此ꎬ通过分析自由

基清除酶系统活性可以间接鉴定不同小麦品种的耐

热性ꎮ
综上所述ꎬ小麦耐热性的鉴定目前尚无统一指

标ꎬ利用单个指标评价小麦的耐热性局限性很大ꎮ
因此ꎬ对于小麦耐热性的评价需要综合不同的鉴定

方法ꎬ从生产实际出发ꎬ了解作物对热胁迫的反应ꎬ
并结合直接鉴定和间接鉴定的方法ꎬ找出适宜的评

价指标ꎬ从而为探索正确可靠且快速的耐热性鉴定

方法提供先决条件ꎮ

２　 小麦耐热性机理

小麦在生长发育过程中会受到各种非生物因子

的胁迫ꎮ 近年来ꎬ随着全球“温室效应”的加剧ꎬ气
温上升ꎬ温度对小麦生长发育的影响加剧ꎮ 一般认

为ꎬ当温度高于环境温度 １０ ~ １５ ℃时ꎬ植物就会产

生热激反应ꎬ在数小时内迅速获得耐热性ꎬ以抵御致

死高温ꎻ但是ꎬ高温会影响小麦的各种生理生化过

程ꎬ如抑制光合作用、改变细胞膜稳定性、改变激素

和次级代谢物的合成ꎬ甚至导致小麦植株死亡[３４]ꎬ
因此ꎬ探究小麦耐热性机理和分子机制对于提高小

麦耐热性及小麦的引种选育都具有指导意义ꎮ 小麦

耐热性机理研究主要包括小麦如何感知外界高温信

号以及小麦对高温胁迫的适应性响应ꎮ
２. １　 温度信号感知和传递

植物细胞感知周围高温胁迫并传递胁迫信号到

细胞内ꎬ引起细胞相应的保护性响应是植物产生耐

热性的关键步骤ꎮ 在微生物和昆虫中已发现相应的

感知外界温度的传感器系统ꎮ 高温下ꎬ细菌的传感

器系统为 ＲＮＡ 发夹结构的降解程度ꎮ 昆虫通过触

角来探测环境温度ꎬ最近科学家在果蝇身上发现了

能探测环境温度的大型脑热响应神经元ꎬ脑神经元

通过激发 ｄＴｒｐＡ１ 离子通道来对温度做出反应ꎬ该离

子通道本身担任着温度传感的职责[３５]ꎮ 然而ꎬ至今

还没有在植物中找到对应的传感器系统ꎮ
近年来ꎬ有几种可能的植物温度传感器系统已

经被几个研究小组报道ꎮ 如高温下植物细胞膜的流

动性发生显著变化ꎬ推测高温的最初感知体位于细

胞膜内ꎬ但是现在还没有具体实验证明[３６]ꎮ 细胞膜

中的高温感知体感受高温信号后ꎬ将信号传递到位

于细胞膜的 Ｃａ２ ＋ 通道蛋白ꎬ引起 Ｃａ２ ＋ 内流ꎬ导致细

胞质内 Ｃａ２ ＋ 浓度增加ꎮ 高温导致的 Ｃａ２ ＋ 内流会调

控细胞内的多条信号通路[３７]ꎮ 首先ꎬ细胞质内

Ｃａ２ ＋ 浓度增加会激活钙调蛋白的表达上调[３８]ꎬ促进

热激转录因子(ＨＳＦꎬｈｅａ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的表达ꎬ最终导致热激蛋白 (ＨＳＰꎬｈｅａｔ ｓｈｏｃｋ ｐｒｏ￣
ｔｅｉｎ)的大量表达[３９]ꎮ 其次ꎬ细胞质内 Ｃａ２ ＋ 浓度增

加会激活钙依赖性蛋白激酶 ( ＣＤＰＫｓꎬ ｃａｌｃｉｕｍ￣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ｋｉｎａｓｅｓ)的表达ꎬ进而激活丝裂原活

化蛋白激酶(ＭＡＰＫｓꎬｍｉｔｏｇｅ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ｋｉｎａ￣
ｓｅｓ)或具有降低活性氧功能的 ＮＡＤＰＨ 氧化酶

( ＮＡＤＰＨꎬ ｎｉｃｏｔｉｎａｍｉｄｅ ａｄｅｎｉｎｅ ｄｉ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 ｐｈｏｓ￣
ｐｈａｔｅ) [４０]ꎮ 李利红等[４１]研究发现灌浆期叶面喷施

１０ ｍｍｏｌ / Ｌ ＣａＣｌ２可以显著提高小麦的耐热性ꎬ进
一步说明 Ｃａ２ ＋ 浓度增加会导致小麦产生耐热性

响应ꎮ
Ｈ２ Ｏ２ 作为信号分子也参与高温信号的传

导[４２]ꎮ 热激条件下ꎬ１５ｍｉｎ 内拟南芥的 Ｈ２ Ｏ２ 浓度

显著增加[４３]ꎮ Ｈ２Ｏ２信号可以传递高温信号到自由

氧途径进而调控热激转录因子的表达ꎬ产生热激蛋

白提高植物的耐热性[４４]ꎮ Ｈ. Ｋｏｎｉｇｓｈｏｆｅｒ 等[４５] 研究

发现ꎬ３２°Ｃ 到 ３８°Ｃ 的快速升温会导致烟草细胞中

的 Ｈ２Ｏ２产生短暂的刺激积累ꎬ而且 Ｈ２Ｏ２是热信号

通路最初的成分ꎬ会迅速地响应膜流动性的变化及

ＳＨＳ 合成所需的磷活化ꎮ 此外ꎬ组蛋白也是一种高

温传感器ꎮ 高温会引起组蛋白的乙酰化、甲基化、泛
素化、磷酸化和糖基化等作用[４６]ꎮ 这些组蛋白氨基

酸末端的修饰会抑制或激活核小体中与组蛋白结合

的基因的表达[４７]ꎮ 最近ꎬ在拟南芥中发现组蛋白

Ｈ２Ａ. Ｚ 出现在 ＨＳＰ７０ 和其他高温胁迫下上调表达

基因的启动子区[４８]ꎮ 推测组蛋白 Ｈ２Ａ. Ｚ 可能作为

一个直接温度传感器ꎬ通过核小体占用的方式调控

高温响应基因的表达ꎮ
２. ２　 小麦对高温的响应机理

２. １. １　 相容渗透剂　 高温下ꎬ小麦主要通过合成大

量小分子量的相容渗透剂来维持其细胞离子的稳定

性ꎮ 常见的小分子渗透剂包含糖类、脯氨酸、季胺盐

和叔胺盐等ꎮ 其中甜菜碱作为一种相容渗透剂在保

护植物细胞结构的完整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ꎮ 研究

发现ꎬ脯氨酸和甜菜碱能够提高小麦的耐热性主要

是通过减少小麦细胞的过氧化原电势ꎬ限制自由氧

的产生ꎻ在高温胁迫下ꎬ脯氨酸以特定的形式加强蛋

白质的水合作用ꎬ从而减弱蛋白质的变性失活程度ꎬ
有利于小麦在高温胁迫下维持细胞的结构和功能ꎬ
而且游离脯氨酸积累程度与品种耐热性呈正

相关[４９]ꎮ
２. １. ２　 热激蛋白　 在长期进化过程中ꎬ无论是真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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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还是原核生物都形成了自身特有的完整的高温

胁迫响应机制ꎮ 当高温胁迫发生时ꎬ生物体内会产

生一系列的应激反应ꎬ迅速合成相当数量的新生蛋

白以维持细胞内部生理状态的平衡ꎬ这些蛋白中最

主要的就是热激蛋白ꎮ 作为分子伴侣的热激蛋白可

以帮助靶蛋白重新折叠、稳定、组装、胞内运输和降

解[５０]ꎬ缓解或者解除高温胁迫造成的破坏ꎬ使植物

在逆境中得以生存ꎮ
热激蛋白的积累是生物对于高温的基本响应ꎬ

这个反应从细菌到人类都存在[５１]ꎮ 根据分子量的

大小ꎬ热激蛋白分为 ３ 类:ＨＳＰ９０、ＨＳＰ７０ 和小分子

热激蛋白ꎮ 高温下ꎬＨＳＰ９０ 和 ＨＳＰ７０ 的表达量的变

化倍数一般在 １０ 倍左右ꎬ小分子热激蛋白的表达倍

数在 ２００ 倍左右ꎮ 热激蛋白通常分布在细胞壁、叶
绿体、核糖体和线粒体中[５２￣５３]ꎬ这些组织都是高温

传感器分布的部位ꎮ 在正常生理状态下ꎬ热激蛋白

主要存在于细胞质中ꎻ应激状态时ꎬ热激蛋白迅速进

入细胞核和核仁行使功能ꎮ 小分子热激蛋白形成的

热激因子在高温胁迫下分解是植物细胞在持续的高

温胁迫下保持活性的首要条件[５４]ꎮ 此外ꎬ在拟南芥

中研究发现ꎬＨＳＰ７０ 正向调控细胞的耐热性ꎬＨＳＰ９０
负向调控细胞的耐热性[５５]ꎮ 耐热性的表现和消失

与热激蛋白的诱导积累和降解呈显著正相关[５６]ꎬ不
能产生热激蛋白的突变体在热诱导时不能获得耐热

性ꎮ Ｃ. Ｂｌｕｍｅｎｔｈａｌ 等[５７] 曾对 ５ 个小麦品种的热激

蛋白与耐热性进行了研究ꎬ发现具有不同耐热性的

品种在亚致死温度条件下ꎬ热诱导产生热激蛋白的

种类、所需时间和获得热保护时间的长短等都存在

着较大的差异ꎮ
２. １. ３　 热激响应信号传导机制　 在分子水平上ꎬ高
温会诱导热激蛋白的迅速合成与积累ꎬ而热激蛋白

的表达主要受热激转录因子的调控ꎮ 在高温胁迫

下ꎬ热激转录因子与热激蛋白启动子区热激元件

(ＨＳＥꎬｈｅａｔ ｓｈｏｃｋ ｅｌｅｍｅｎｔ)特异性结合ꎬ从而调控热

激蛋白基因的开启与关闭ꎬ完成相应的生物学功能ꎮ
关于小麦热激转录因子和热激蛋白之间的关

系ꎬＡ. Ｈａｈｎ 等[５８]提出了一个模型:(１)在通常情况

下ꎬＨｓｆＡ１ａ(Ａ１)与 Ｈｓｐ７０、Ｈｓｐ９０ 结合并以一种非激

活状态 存 在ꎬ 而 ＨｓｆＢ１ 保 持 低 程 度 的 表 达 量ꎮ
(２)高温胁迫发生时ꎬＨｓｆＡ１ａ 和 ＨｓｆＢ１ 从 Ｈｓｐ７０ /
Ｈｓｐ９０ 上解离下来ꎬ并受到高温诱导表达ꎬＨｓｆＡ１ａ
和 ＨｓｆＢ１ 共同调节热激基因的表达(Ｈｓｐ７０、Ｈｓｐ９０、
Ｈｓｐ１７ 和 ＨｓｆＡ２)ꎬＨｓｆＡ１ 和 ＨｓｆＢ１ 复合体可以募集

ＨＡＣ / ＣＢＰ 组蛋白乙酰转移酶ꎮ (３)长时间的高温

胁迫使得 ＨｓｆＡ２ 积累并形成 ＨｓｆＡ１ / ＨｓｆＡ２ 超级复

合体ꎮ 一部分新合成的热激蛋白和 ＨｓｆＡ２ 聚集成了

高分子量的热激颗粒(ＨＳＧꎬｈｅａ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ｇｒａｎｕｌｅｓ)ꎮ
(４)在高温胁迫退却阶段ꎬＨｓｆＡ１ 和 Ｈｓｐ７０、 ＨｓｆＢ１
和 Ｈｓｐ９０ 恢复结合ꎬ使得热激蛋白的量急剧下降ꎬ
Ｈｓｐ９０ 和 Ｈｓｐ７０ 从 ＨＳＧ 上解离下来ꎮ 从中可以看

出ꎬ小麦热激转录因子和热激蛋白之间存在着复杂

的相互作用关系ꎮ
实际上ꎬ热激转录因子调控热激蛋白的表达只

是高温胁迫响应过程中的一小部分ꎮ 细胞膜、细胞

骨架、包括新陈代谢网络在内的细胞内其他部分都

能感知温度的变化并产生诸如 Ｃａ２ ＋ 、ＮＯ、ＲＯＳ、代谢

产物和脂质等信号ꎬ而这些信号也有可能参与高温

胁迫响应[５９￣６２]ꎮ 对植物而言ꎬ高温胁迫往往伴随有

水分缺失、营养流失、光照胁迫、氧化胁迫等ꎮ 另外ꎬ
除了热激转录因子之外的其他类型的转录因子[６３]、
胁迫诱导蛋白、新陈代谢产物、ｍｉＲＮＡ、激素(ＥＴＨ、
ＡＢＡ、ＳＡ 和 ＪＡ)等都会参与到这些复杂的胁迫响应

过程中[４０ꎬ６３]ꎮ 由此可见ꎬ包括高温胁迫在内的各种

胁迫响应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信号传

导网络ꎬ因而仅仅关注热激响应本身是不够的ꎮ

３　 小麦耐热性遗传改良

通过遗传改良的方法提高小麦的耐热性可以通

过两条途径:传统育种方法和基因工程的方法ꎮ
３. １　 传统育种方法

植物耐热性是一个受多基因控制的复杂数量性

状ꎬ因而给育种带来一定困难ꎮ 目前ꎬ我国小麦耐热

性育种尚处于初级阶段ꎬ对耐热种质的地理分布还

没有详细的研究ꎮ 但从物种进化的观点来看ꎬ在一

些严重热胁迫的地区可能存在着许多耐热的种质资

源ꎻ如我国北方冬麦区ꎬ特别是小麦生长后期高温频

率较高、干热风常发生的地区ꎬ以及干旱半干旱地区

的小麦品种很可能具有不同类型的耐热优良种质资

源ꎮ 另外ꎬ由于小麦生长后期气温日趋增高ꎬ所以早

熟可以被认为是发育特性的避热方式ꎬ另一方面晚

熟品种也可能具有较好的耐热性ꎮ 因此ꎬ广泛地开

展小麦抗热性种质资源方面的有关研究是小麦抗热

性育种的基础ꎮ
育种方法对育种成效至关重要ꎮ 孙其信[６４] 对

四倍体小麦耐热性基因染色体定位的研究表明ꎬ
３Ａ、３Ｂ、４Ａ、４Ｂ 和 ５Ａ 染色体上具有耐热基因位点ꎬ
而细胞膜热稳定性—般也认为属于数量遗传ꎮ Ｗ.
Ｃ. Ｗａｎｇ[６５]曾报道小麦细胞的耐热性与某些特殊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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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蛋白的产生呈显著正相关ꎬ并通过离体细胞选择

技术获得了耐热性明显优于对照的耐热细胞系ꎮ Ｊ.
Ｍ. Ｍｏｆｆａｔｔ 等[６６] 根据叶绿素荧光测定的研究认为ꎬ
小麦品种的耐热性具有较高的—般配合力和具有一

定的细胞质效应ꎬ而且认为轮回选择也是积累小麦

耐热基因的有效途径ꎮ 正确选择小麦抗热性育种方

法ꎬ进一步深入研究小麦的耐热性遗传机理ꎬ将使小

麦耐热性的育种途径日趋清晰ꎬ更好地提高小麦的

耐热性ꎮ
３. ２　 基因工程辅助技术

增强小麦耐热性ꎬ选育耐热小麦新品种将是缓

解灌浆期遭遇高温造成产量损失的有效途径ꎬ也是

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小麦遗传育种工作面临的重要任

务之一ꎮ 但是ꎬ我国小麦耐热种质资源尚缺乏系统

的鉴定ꎬ育种材料单一ꎬ小麦产量提高速度趋缓ꎬ单
产处于徘徊状态ꎮ 因此ꎬ迫切需要研发快速、高效的

定向改良品种的新方法、新技术ꎮ 挖掘小麦耐热基

因ꎬ利用转基因和常规育种技术相结合ꎬ创制转基因

耐热小麦新种质、选育转基因耐热小麦新品种将显

得更为迫切ꎮ
通过基因工程的方法可以定向改良小麦的耐热

性ꎬ加速选育进程ꎮ 提高转基因植株耐热性的基因

包括逆境传递信号网络中的激酶或者磷酸酶、渗透

压保护剂和抗逆直接相关基因[６７]ꎮ 然而ꎬ植物的抗

逆性是一个多基因参与的协同防御反应ꎬ因此ꎬ利用

一个关键调控基因促进多个功能基因的表达ꎬ增强

植物的抗逆性ꎬ已经成为国际植物抗逆基因工程的

新策略ꎮ
转录因子通过与靶基因启动子中的顺式元件结

合ꎬ调控一组防御性基因的表达ꎬ接收信号传递启动

下游基因表达ꎮ 转录因子的功能及其作用机制的研

究成为植物分子生物学等领域的研究热点ꎮ 转录因

子分 为 若 干 个 家 族ꎬ 如 ｂ￣ＺＩＰ、 ＭＹＢ / Ｃ、 ＷＲＫＹ、
ＤＲＥＢ、ＥＲＦ 和 ＨＳＦ 等ꎮ 近年来ꎬ对介导热胁迫信号

传导的转录因子的研究倍受关注ꎮ
据报道ꎬ热激转录因子在提高植物抗性中起着

重要的作用ꎮ 已经证实ꎬ植物 ＨｓｆＡ２ 受高温胁迫的

强烈诱导ꎬ并在高温胁迫响应过程中起至关重要的

作用[６８￣７３]ꎮ 如番茄 ＨｓｆＡ２ 可以在高温胁迫条件下

迅速积累ꎬ自身形成同源三聚体ꎻ另外可以与 ＨｓｆＡ１
形成异源复合体ꎬ这两种形式都可以促使热激蛋白

基因的表达ꎮ 对 ＨｓｆＡ２ 基因缺失突变体进行多种胁

迫处理发现ꎬ拟南芥 ＨｓｆＡ２ 除了参与高温胁迫响应

之外ꎬ还可以通过调控 ＧＯＬＳ１(ｇａｌａｃｔｉｎｏｌ ｓｙｎｔｈａｓｅ １)

和 ＡＰＸ２(ａｓｃｏｒｂａｔｅ 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ｓｅ ２)的表达而参与光照

胁迫、氧化胁迫和缺氧胁迫的信号传导[７１ꎬ７３]ꎮ 拟南

芥 ＨｓｆＡ２ 过表达植株较野生型植株不仅表现出更高

的耐高温水平ꎬ而且在耐盐、耐氧化、耐缺氧胁迫等

方面的能力也有很大提高[４３]ꎮ 此外ꎬ水稻 ＨｓｆＡ２ｅ
在植物抗高温胁迫和盐胁迫方面的作用也已经被证

实ꎮ 热激转录因子是植物热胁迫响应基因转录水平

上的中心调控者ꎬ在植物耐热性产生过程中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ꎬ将其超表达可以增加 ＨＳＰｓ 和其

他胁迫相关基因的表达提高耐热性ꎬ这类基因在提

高植物耐热性过程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７４]ꎮ 因

而ꎬ热激转录因子可以作为改良植物耐热性的主要

候选基因之一ꎮ
ＤＲＥＢ 转录因子也参与了植物耐热响应ꎮ 据报

道ꎬ拟南芥 ＤＲＥＢ２Ａ 调节干旱、高盐和低温等多种

胁迫响应ꎮ 有研究显示ꎬ 当受到高 温 胁 迫 时ꎬ
ＤＲＥＢ２Ａ 可以直接结合 ＨｓｆＡ３ 的启动子并启动 Ｈｓ￣
ｆＡ３ 的表达ꎬ从而提高植株耐高温能力ꎻ而 ＤＲＥＢ２Ａ
的缺失突变体则表现为耐高温能力下降[７１]ꎮ 这说

明 ＤＲＥＢ 转录因子不仅在干旱胁迫响应方面发挥作

用ꎬ而且可能是高温胁迫信号通路的一部分ꎮ 因而ꎬ
ＤＲＥＢ 转录因子也可以作为改良植物耐热性的主要

候选基因之一ꎮ
翻译延伸因子(ＥＦ￣Ｔｕꎬｅｌｏｎｇ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是参与

蛋白翻译延伸的一类重要的蛋白质ꎬ通过在核糖体

上催化氨基酸链的延伸而推动、控制蛋白质的合成ꎬ
其中延伸因子 ＥＦ￣Ｔｕ 是细胞内与翻译机制有关的

蛋白质中含量最高的蛋白ꎬ在原核生物以及植物线

粒体和质体等细胞的蛋白质合成延伸阶段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７５]ꎮ Ｊ Ｆｕ 等[７６]推测 ＥＦ￣Ｔｕ 基因的过量表

达可能会加强作物的耐热性ꎮ 在耐热玉米系 ＺＰ￣
ＢＬ１３０４ 的研究中ꎬ最早报道了质体 ＥＦ￣Ｔｕ 的诱导表

达和积累ꎬ并初步认为是 ４５ｋＤ 的热激蛋白[７７]ꎬ在玉

米的一些杂交种中质体 ＥＦ￣Ｔｕ 的积累与耐热性呈

正相关[７８]ꎮ 在高温胁迫(或高温干旱双重胁迫)条
件下能够诱导质体 ＥＦ￣Ｔｕ 蛋白的合成和积累[７９]ꎻ在
成熟春小麦中热胁迫可以同时诱导 ＥＦ￣Ｔｕ 和 ＥＦ￣１α
的表达和积累[８０]ꎬ可以看出 ＥＦ￣Ｔｕ 对植物耐热性起

着重要的作用ꎮ
近年通过转基因手段获得了一些转基因植

株[８１]ꎮ 目前ꎬ通过多个抗性遗传背景快速聚合ꎬ或
通过一个或少数几个重要功能调控基因的导入来调

控下游一系列基因的快速、高效表达ꎬ以提高作物抗

性的转基因育种方法是近年来基因工程育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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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ꎮ
利用转基因小麦特异种质ꎬ通过温室加代、幼胚

培养、分子标记选择、有限回交 /滚动回交等手段ꎬ开
展转基因小麦新品系、新种质的快速、定向培育ꎬ提
升我国小麦品种耐热性的总体水平ꎬ是对常规育种

技术的改良ꎮ 该技术的优点是可以用当地推广品种

为回交材料ꎬ将转基因技术与回交育种技术相结合ꎬ
可以定点改良当地品种的某一缺点ꎬ准确性更高ꎻ另
外通过连续回交加速了目的基因在后代植株中的纯

合与稳定ꎬ大大缩短了育种年限ꎮ
由此可见ꎬ挖掘农作物耐热关键基因ꎬ采用转基

因、分子标记、抗旱性选择手段与常规育种技术的密

切结合ꎬ开展转基因小麦育种是改良小麦耐热性的

有效途径之一ꎬ也是今后小麦耐热育种的一个发展

方向ꎮ

４　 问题与展望

高温胁迫是影响农作物生长和限制作物产量提

高的主要的非生物胁迫因素之一ꎬ培育耐高温农作

物品种是当前和今后作物育种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

课题ꎮ 目前ꎬ关于植物耐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拟南

芥、水稻等少数植物ꎬ而小麦耐热基因的克隆与功能

分析则鲜有报道ꎬ对于小麦耐热机理的研究仍处于

起始阶段[８２]ꎮ 近年来ꎬ小麦的耐热性研究逐渐成为

小麦研究的热点ꎬ合理高效耐热种质资源的筛选、现
有植物感受高温信号通路的研究和小麦耐热机理的

揭示都将为培育耐热性小麦奠定良好的基础ꎮ
通过基因工程改良小麦耐热性的难点在于优良

耐热基因的发掘与小麦的遗传转化效率的提高ꎮ 尽

管我国小麦转基因研究已经有了很大发展ꎬ但是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有育种价值的重要基因(尤其耐

热基因)不多ꎬ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有重要利用价值

基因的挖掘工作ꎮ 目前ꎬ小麦基因组测序已经完

成[８３]ꎬ这将会显著提高耐热小麦基因的挖掘速度ꎮ
进一步明确小麦中的高温传感器和高温胁迫传导通

路上的关键点是小麦耐热性研究的重点ꎬ这也将为

以后用基因工程的方法研究和培育新的耐热性小麦

品种奠定良好的基础ꎮ

参考文献
[１] 　 Ｒｏｓｅｇｒａｎｔ Ｍ ＷꎬＣｌｉｎｅ Ｓ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２００３ꎬ３０２:１９１７￣１９１
[２] 　 Ｓａｙｒｅ Ｋ ＤꎬＲａｊａｒａｍ ＳꎬＦｉｓｃｈｅｒ Ｒ Ａꎬｅｔ ａｌ. Ｙｉｅｌ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ｓｈｏｒｔ ｂｒｅａｄ ｗｈｅａｔ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Ｍｅｘｉｃｏ [ Ｊ] . Ｃｒｏｐ Ｓｃｉꎬ１９９７ꎬ
３７:３６￣４２

[３] 　 Ｎａｇａｒａｊａｎ Ｓ. Ｃａｎ Ｉｎｄｉａ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ｅｎｏｕｇｈ ｗｈｅａｔ ｅｖｅｎ ｂｙ ２０２０?

[Ｊ] . Ｃｕｒｒ Ｓｃｉꎬ２００５ꎬ８９:１４６７￣１４７１
[４] 　 王绍忠ꎬ郑天存ꎬ郭天财ꎬ等. 河南小麦育种栽培研究进展

[Ｍ]. 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ꎬ２００７:２５０￣２５５
[５] 　 柴春祥ꎬ施婉君ꎬ蔡悦ꎬ等. 电子鼻检测鸡肉新鲜度的研究

[Ｊ] . 食品科学ꎬ２００９ꎬ３０(２):１７０￣１７３
[６] 　 刘辉ꎬ牛智有. 电子鼻技术及其应用研究进展[ Ｊ] . 中国测试ꎬ

２００９ꎬ３５(３):６￣１０
[７] 　 贾宗艳ꎬ任发政ꎬ郑丽敏. 电子鼻技术及在乳制品中的应用研

究进展[Ｊ] . 中国乳品工业ꎬ２００６ꎬ３４(４):３５￣３８
[８] 　 黄玲ꎬ张正斌ꎬ崔玉亭ꎬ等. 小麦叶片蜡质含量与水分利用效

率和产量的关系[Ｊ] . 麦类作物学报ꎬ２００３ꎬ２３(３):４１￣４４
[９]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Ｒ Ａꎬ Ｒａｗｓｏｎ Ｈ Ｍꎬ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Ｄ Ａ. Ｇｌａｕｃｏｕｓｎｅｓｓ ｉｎ

ｗｈｅａｔꎻｉ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ｗａｔｅｒ￣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ꎬｇａｓ ｅｘ￣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ｔｉｓｓｕ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 Ｊ] . Ａｕｓｔ Ｊ Ｐｌａｎｔ
Ｐｈｙｓｉｏｌꎬ１９８６ꎬ１３:４６５￣４７３

[１０] 　 Ｆｉｓｃｈｅｒ Ｒ ＡꎬＭａｕｒｅｒ Ｏ Ｒ. Ｃｒｏｐ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ｙｉｅｌ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ｎ ａ ｄｗａｒｆ ｓｐｒｉｎｇ ｗｈｅａｔ [ Ｊ] . Ｃｒｏｐ Ｓｃｉꎬ１９７６ꎬ１６:
８５５￣８５９

[１１] 　 Ｈｅ Ｚ ＨꎬＲａｊａｒａｍ 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ｂｒｅａｄ ｗｈｅａｔ 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ｓ ｔｏ ｈｉｇ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Ｊ] . Ｅｕｐｈｙｔｉｃａꎬ１９９４ꎬ７２:１９７￣２０３

[１２]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Ｒ ＣꎬＫａｎｅｍａｓｕ Ｅ Ｔ.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ｉｎ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 ａｔ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Ｊ] . Ａｇｒｏｎ Ｊꎬ１９８３ꎬ７５:５６１￣５６５

[１３] 　 Ｓｍｉｋａ Ｄ ＥꎬＳｈａｗｃｒｏｆｔ Ｒ Ｗ.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ｕｓｉｎｇ ａ ｗｉｎｄ ｔｕｎｎｅｌ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ｈｏｔ ｗｉｎｄ ｏｎ ａ ｗｈｅａｔ ｃｒｏｐ [ Ｊ] . Ｆｉｅｌｄ
Ｃｒｏｐ Ｒｅｓꎬ１９８０ꎬ３:１２９￣１３５

[１４] 　 Ｒａｈｍａｎ Ｍ ＳꎬＷｉｌｓｏｎ Ｊ Ｈ.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ｉｋｅｌｅｔ ｎｕｍｂｅｒ ｉｎ
ｗｈｅａｔ ＩＩＩ.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ｖａｒｙｉｎｇ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ｅａ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Ｊ] .
Ａｕｓｔ Ｊ Ａｇｒ Ｒｅｓꎬ１９７８ꎬ２９:４５９￣４６７

[１５] 　 Ｆｒｉｅｎｄ Ｄ Ｊ Ｃ. Ｅａｒ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ｓｐｉｋｅｌｅｔ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ｗｈｅａｔ ｇｒｏｗｎ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ｇｈ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Ｊ] . Ｃａｎ Ｊ Ｂｏｔꎬ１９６５ꎬ
４３:３４５￣３５３

[１６] 　 Ｆｒａｎｋ Ａ ＢꎬＢａｕｅｒ Ａ.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ｎ
ａｐｅｘ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 ｗｈｅａｔ [ Ｊ ] . Ｃｒｏｐ Ｓｃｉꎬ １９８７ꎬ ２７:
１１３￣１１６

[１７] 　 许为钢ꎬ胡琳ꎬ盖钧镒ꎬ等. 小麦耐热性研究[ Ｊ] . 华北农学报ꎬ
１９９９ꎬ１４(２):１￣５

[１８] 　 董建力ꎬ李树华ꎬ王敬东ꎬ等. 热胁迫下春小麦品种产量性状
耐热性差异及相关分析[ Ｊ] . 西北农业学报ꎬ２００８ꎬ１７ (２):
７０￣７３

[１９] 　 陈希勇ꎬ孙其信ꎬ孙长征ꎬ等. 春小麦耐热性表现及其评价
[Ｊ] .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ꎬ２０００ꎬ５(１):４３￣４９

[２０] 　 Ｂｌｕｍ ＡꎬＥｂｅｒｃｏｎ Ａ. Ｃｅｌｌ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ｓ ａ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ｏｆ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ｈｅａｔ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ｗｈｅａｔ [ Ｊ] . Ｃｒｏｐ Ｓｃｉꎬ１９８１ꎬ２１:
４３￣４７

[２１] 　 Ｂｌｕｍ ＡꎬＫｌｕｅｖａ ＮꎬＮｇｕｙｅｎ Ｈ Ｔ. Ｗｈｅａｔ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ｔｈｅｒｍｏ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ｙｉｅｌｄ ｕｎｄｅｒ ｈｅａｔ ｓｔｒｅｓｓ [ Ｊ] . Ｅｕｐｈｙｔｉｃａꎬ２００１ꎬ１１７:
１１７￣１２３

[２２] 　 Ｂａｌｏｔａ ＭꎬＡｍａｎｉ Ｉꎬ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Ｍ Ｐꎬｅｔ 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ｔｈｅｒｍｏ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ａｎｏｐｙ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ｓ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ｔｒａｉｔｓ ｆｏｒ ｈｅａｔ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ｗｈｅａｔ [Ｍ]. Ｍｅｘｉｃｏ:ＣＩＭＭＹＴꎬ１９９３

[２３]　 张嵩午ꎬ刘党校. 冷型小麦品质稳定性的研究[ Ｊ] . 自然科学
进展ꎬ２００７ꎬ１７(１):２９￣３０

[２４] 　 Ｋｈｏｓｈｋｈｏｌｇｈｍ ＡꎬＡｎｄｏ Ｂ.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ｏｏ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ꎬ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ｌｙ ｓｏｄｉｕｍ 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Ｃ４
[Ｃ] /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Ｔｈｉｒｄ Ｃｒｏｐ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Ｉｒａｎ. Ｉｒａｎ:Ｔａ￣
ｂｒｉｚ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１９９５

[２５] 　 Ｋｌｉｎｋｏｖｓｋｙ ＴꎬＮａｕｓ Ｊ.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Ｆｐｉ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ｃｈｌｏ￣
ｒｏｐｈｙｌｌ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ｅａｖ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ｈｅａｔ ｓｔｒｅｓｓ [ Ｊ] .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 Ｒｅｓꎬ１９９４ꎬ３９:２０１￣２０４

[２６] 　 陈贻竹ꎬ李晓萍ꎬ夏丽ꎬ等. 叶绿素荧光技术在植物环境胁迫
研究中的利用[Ｊ] . 热带亚热带植物学报ꎬ１９９５ꎬ３(４):７９￣８６

[２７] 　 Ｍｏｆａｔ Ｊ ＭꎬＳｅａｒｓ ＧꎬＣｏｘ Ｔ Ｓꎬｅｔ ａｌ. Ｗｈｅａｔ ｈｉｇ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ｏｌｅｒ￣
ａｎ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Ｉ.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ｆｌｕ￣
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Ｊ] . Ｃｒｏｐ Ｓｃｉꎬ１９９０ꎬ３０:８８１￣８８５

[２８] 　 马晓娣ꎬ王丽ꎬ江矛ꎬ等. 不同耐热性小麦品种在热锻炼和热

９１２１



植　 物　 遗　 传　 资　 源　 学　 报 １４ 卷

胁迫下叶片相对电导率及超微结构的差异[ Ｊ] . 中国农业大
学学报ꎬ２００３ꎬ８(３):４￣８

[２９] 　 刘东焕ꎬ赵世伟ꎬ高芙孚ꎬ等. 植物光合作用对高温的响应
[Ｊ] . 植物研究ꎬ２００２ꎬ２２(２):２０５￣２１２

[３０] 　 Ｓｕｎｄｂｙ ＣꎬＭｅｌｉｓ ＡꎬＭａｅｎｐａａ Ｐꎬ ｅｔ 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ｔｅｎｎａ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ｓｙｓｔｅｍⅡ: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ｌｅ ｃｏｎ￣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ｓｙｓｔｅｍ ＩＩα ｔｏ Ｐｈｏｔｏｓｙｓｔｅｍ ＩＩβ[ Ｊ] . Ｂｉｏｃｈｉｍ Ｂｉｏ￣
ｐｈｙｓ Ａｃｔａꎬ１９８６ꎬ８５１:４７５￣４８３

[３１]　 Ｐｅｔｅ Ｇ.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ｒｍｏ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ｉｇｍｅｎｔ￣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ｓ ｏｆ
ｐｅａ ｔｈｙｌａｋｏｉｄｓ ｆｏｗｌｉｎｇ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ｌｉｐｉｄｓ
[Ｊ] . Ｂｉｏｃｈｉｍ Ｂｉｏｐｈｙｓ Ａｃｔａꎬ１９８６ꎬ８４９:１３１￣１４０

[３２]　 刘萍ꎬ郭文善ꎬ浦汉春ꎬ等. 灌浆期高温对小麦剑叶抗氧化酶
及膜脂过氧化的影响[ Ｊ] . 中国农业科学ꎬ２００５ꎬ３８ (１２):
２４０３￣２４０７

[３３]　 郭天财ꎬ王晨阳ꎬ朱云集ꎬ等. 后期高温对冬小麦根系及地上
部衰老的影响[Ｊ] . 作物学报ꎬ１９９８ꎬ２４(６):９５７￣９６２

[３４]　 Ｗａｈｉｄ ＡꎬＧｅｌａｎｉ ＳꎬＡｓｈｒａｆ Ｍꎬｅｔ ａｌ. Ｈｅａｔ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ｐｌａｎｔｓ: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Ｅｘｐ Ｂｏｔꎬ２００７ꎬ６１:１９９￣２２３

[３５]　 Ｈａｍａｄａ Ｆ ＮꎬＲｏｓｅｎｚｗｅｉｇ ＭꎬＫａｎｇ Ｋꎬｅｔ ａｌ.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ｓｅｎｓｏ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ａ [ Ｊ] . Ｎａ￣
ｔｕｒｅꎬ２００８ꎬ７２(１):２１７￣２２０

[３６]　 Ｗａｒｄ Ｊ Ｍ. Ｐｌａｎｔ ｉｏｎ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ｇｅｎｅ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ꎬ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Ｊ] . Ａｎｎｕ Ｒｅｖ Ｐｈｙｓｉｏｌꎬ２００９ꎬ７１:５９￣８２

[３７] 　 Ｒｅｄｄｙ Ａ Ｓ. Ｃｏｐ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ｓｔｒｅｓｓｅｓ:ｒｏｌｅｓ ｏｆ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ａｎｄ ｃａｌｃｉｕｍ /
ｃａｌｍｏｄｕｌｉ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ｇｅｎ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 Ｊ] . Ｐｌａｎｔ Ｃｅｌｌꎬ２０１１ꎬ２３:
２０１０￣２０３２

[３８]　 Ｓｎｅｄｄｅｎ Ｗ ＡꎬＦｒｏｍｍ Ｈ. Ｃａｌｍｏｄｕｌｉｎ ａｓ ａ ｖｅｒｓａｔｉｌｅ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ｓｉｇ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ｅｒ ｉｎ ｐｌａｎｔｓ [Ｊ] . Ｎｅｗ Ｐｈｙｔｏｌꎬ２００１ꎬ１５１:３５￣６６

[３９] 　 Ｌｉｕ Ｈ Ｃ.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ｌａｓｓ Ａ１ ｈｅａｔ ｓｈｏｃ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ＨＳＦＡ１ｓ)ｉｎ ｒｅ￣
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ｓｔｒ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Ａｒａｂｉｄｏｐｓｉｓ [ Ｊ] . Ｃｅｌ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Ｃｈａｐｅｒｏｎｅꎬ２０１１ꎬ３４:７３８￣７５１

[４０] 　 Ｍｉｔｔｌｅｒ ＲꎬＶａｎｄｅｒａｕｗｅｒａ ＳꎬＳｕｚｕｋｉ Ｎꎬｅｔ ａｌ. ＲＯＳ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ｗ ｗａｖｅ? [Ｊ] . Ｔｒｅｎｄｓ Ｐｌａｎｔ Ｓｃｉꎬ２０１１ꎬ１６:３００￣３０９

[４１]　 李利红ꎬ杨亚军ꎬ赵会杰ꎬ等. 外源 Ｃａ２ ＋ 对高温强光胁迫下灌
浆期小麦叶片光合机构运转的影响[ Ｊ] . 植物生理学通讯ꎬ
２００９(９):８５１￣８５４

[４２]　 Ｎｅｉｌｌ Ｓ ＪꎬＤｅｓｉｋａｎ ＲꎬＣｌａｒｋｅ Ａꎬｅｔ ａｌ.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ａｎｄ ｎｉ￣
ｔｒｉｃ ｏｘｉｄｅ ａｓ ｓｉｇｎａｌｌｉｎｇ 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 ｉｎ ｐｌａｎｔｓ [Ｊ] . Ｊ Ｅｘｐ Ｂｏｔꎬ２００２ꎬ
５３:１２３７￣１２４７

[４３] 　 Ｂａｎｔｉ ＶꎬＭａｆｅｓｓｏｎｉ ＦꎬＬｏｒｅｔｉ Ｅꎬ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ｈｅａｔ￣ｉｎｄｕｃｉｂｌｅ ｔｒａｎ￣
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ＨｓｆＡ２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ａｎｏｘｉａ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Ａｒａｂｉｄｏｐｓｉｓ
[Ｊ] . Ｐｌａｎｔ Ｐｈｙｓｉｏｌꎬ２０１０ꎬ１５２:１４７１￣１４８３

[４４] 　 Ｖｏｌｋｏｖ Ｒ ＡꎬＰａｎｃｈｕｋ ＩꎬＭｕｌｌｉｎｅａｕｘ Ｐ Ｍꎬｅｔ ａｌ. Ｈｅａｔ ｓｔｒｅｓｓ￣ｉｎ￣
ｄｕｃｅｄ Ｈ２ Ｏ２ ｉ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ｆｏｒ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ｔ ｓｈｏｃｋ
ｇｅｎｅｓ ｉｎ Ａｒａｂｉｄｏｐｓｉｓ [Ｊ] . Ｐｌａｎｔ Ｍｏｌ Ｂｉｏｌꎬ２００６ꎬ６１:７３３￣７４６

[４５]　 Ｋｏｎｉｇｓｈｏｆｅｒ ＨꎬＴｒｏｍｂａｌｌａ Ｈ ＷꎬＬｏｐｐｅｒｔ Ｈ Ｇ. Ｅａｒｌｙ ｅｖ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ｉｇ￣
ｎａｌｌｉｎｇ 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ＢＹ２ ｃｅｌｌ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ａｌｔｅｒ￣
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ｆｌｕｉｄ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 [Ｊ] . Ｐｌａｎｔ Ｃｅｌ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ꎬ２００８ꎬ３１:１７７１￣１７８０

[４６] 　 Ｃｌａｐｉｅｒ Ｃ ＲꎬＣａｉｒｎｓ Ｂ Ｒ. Ｔｈ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ｎ ｒ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ｓ [Ｊ] . Ａｎｎｕ Ｒｅｖ Ｂｉｏｃｈｅｍꎬ２００９ꎬ７８:２７３￣３０４

[４７]　 Ｌｉｕ ＣꎬＬｕ ＦꎬＣｕｉ Ｘꎬｅｔ ａｌ. Ｈｉｓｔｏｎｅ 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Ｊ] . Ａｎｎｕ Ｒｅｖ Ｐｌａｎｔ Ｂｉｏｌꎬ２０１０ꎬ６１:３９５￣４２０

[４８]　 Ｋｕｍａｒ Ｓ ＶꎬＷｉｇｇｅ Ｐ Ａ. Ｈ２Ａ. Ｚ￣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ｎｕｃｌｅｏｓｏｍｅｓ ｍｅｄｉ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ｈｅｒｍｏｓｅｎｓｏｒ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ｉｎ Ａｒａｂｉｄｏｐｓｉｓ [ Ｊ] . Ｃｅｌｌꎬ２０１０ꎬ１４０:
１３６￣１４７

[４９]　 Ｗａｈｉｄ ＡꎬＧｅｌａｎｉ ＳꎬＡｓｈｒａｆ Ｍꎬｅｔ ａｌ. Ｈｅａｔ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ｐｌａｎｔｓ: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Ｅｘｐ Ｂｏｔꎬ２００７ꎬ６１(３):１９９￣２２３

[５０]　 Ｂｏｓｔｏｎ Ｒ ＳꎬＶｉｉｔａｎｅｎ Ｐ ＶꎬＶｉｅｒｌｉｎｇ Ｅ.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ｃｈａｐｅｒ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ｆｏ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ｐｌａｎｔｓ [ Ｊ] . Ｐｌａｎｔ Ｍｏｌ Ｂｉｏｌꎬ１９９６ꎬ３２ (１￣２):
１９１￣２２２

[５１]　 Ｖｉｅｒｌｉｎｇ Ｅ.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ｈｅａｔ ｓｈｏｃｋ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ｉｎ ｐｌａｎｔｓ [ Ｊ] . Ａｎｎｕ
Ｒｅｖ Ｐｌａｎｔ Ｂｉｏｌꎬ１９９１ꎬ４２:５７９￣６２０

[５２]　 Ｎｉｅｔｏ￣Ｓｏｔｅｌｏ ＪꎬＭａｒｔíｎｅｚ Ｌ ＭꎬＰｏｎｃｅ Ｇꎬｅｔ ａｌ. Ｍａｉｚｅ ＨＳＰ１０１ ｐｌａｙ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ｓ ｉｎ ｂｏｔｈ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ａｎｄ ｂａｓａｌ ｔｈｅｒｍｏ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ｒｏｏ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Ｊ] . Ｐｌａｎｔ Ｃｅｌｌꎬ２００２ꎬ１４:１６２１￣１６３３
[５３] 　 Ｙａｎｇ ＫꎬＬｉｍ Ｃ ＪꎬＨｏｎｇ Ｊ Ｋꎬｅｔ 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ｅｌｌ ｗａｌｌ ｇｅｎｅｓ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ａ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ｖｅ ｈｉｇ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ａｂｂａｇｅ
[Ｊ] . Ｐｌａｎｔ Ｓｃｉꎬ２００６ꎬ１７１:１７５￣１８２

[５４] 　 Ｍｉｒｏｓｈｎｉｃｈｅｎｋｏ ＳꎬＴｒｉｐｐ ＪꎬＮｉｅｄｅｎ Ｕꎬｅｔ ａｌ. Ｉｍｍｕｎｏ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ｈｅａｔ ｓｈｏｃｋ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ｐｒｅｖｅｎｔｓ ｔｈｅｉｒ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ｉｎｔｏ
ｈｅａ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ｇｒａｎ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ｃｅｌｌ ｄｅａｔｈ ａｔ ｓｕｂｌｅｔｈ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
ｔｕｒｅｓ [Ｊ] . Ｐｌａｎｔ Ｊꎬ２００５ꎬ４１:２６９￣２８１

[５５] 　 Ｙａｍａｄａ ＫꎬＦｕｋａｏ ＹꎬＨａｙａｓｈｉ Ｍꎬｅｔ ａｌ. Ｃｙｔｏｓｏｌｉｃ ＨＳＰ９０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ｈｅａｔ ｓｈｏｃｋ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ｈａｔ ｉ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ｈｅａｔ ａｃｃｌｉ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ｒａｂｉｄｏｐｓｉｓ ｔｈａｌｉａｎａ [Ｊ] . Ｊ Ｂｉｏｌ Ｃｈｅｍꎬ２００７ꎬ２８２:３７７９４￣３７８０４

[５６] 　 Ｍａｃｌｅｏｄ Ｌ Ｃ.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ｓｔａｒｃｈ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ａｃｔｉｖｉ￣
ｔｙ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ｅｎｄｏｓｐｅｒｍ ｏｆ ｂａｒｌｅｙ ｐｌａｎｔ ｇｒｏｗｎ ａｔ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ｔｅｍ￣
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Ｊ] . Ｆｕｎｃｔ Ｐｌａｎｔ Ｂｉｏｌꎬ１９８８ꎬ１５:３６７￣３７５

[５７] 　 Ｂｌｕｍｅｎｔｈａｌ Ｃ. Ｔｈ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ｒｍｏｔｏｌｅｒ￣
ａｎｃｅ ｉ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ｗｈｅａｔｓ [Ｊ] . Ｆｕｎｃｔ Ｐｌａｎｔ Ｂｉｏｌꎬ１９９０ꎬ１７:３７￣４７

[５８] 　 Ｈａｈｎ ＡꎬＢｕｂｌａｋ ＤꎬＳｃｈｌｅｉｆｆ Ｅꎬｅｔ ａｌ. Ｃｒｏｓｓｔａｌｋ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ｓｐ９０ ａｎｄ
Ｈｓｐ７０ ｃｈａｐｅｒ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ｏｍａｔｏ
[Ｊ] . Ｐｌａｎｔ Ｃｅｌｌꎬ２０１１ꎬ２３:７４１￣７５５

[５９] 　 ＭｃＣｌｕｎｇ Ｃ ＲꎬＤａｖｉｓ Ｓ Ｊ. Ａｍｂｉｅｎｔ ｔｈｅｒｍｏ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ｐｌａｎｔｓ:ｆｒｏｍ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ｕｔ￣ｐｕｔ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ｓ ｏｆ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Ｊ] . Ｃｕｒｒ Ｂｉｏｌꎬ２０１０ꎬ２０(２４):１０８６￣１０９２

[６０] 　 Ｒｕｅｌｌａｎｄ ＥꎬＺａｃｈｏｗｓｋｉ Ａ . Ｈｏｗ ｐｌａｎｔｓ ｓｅｎｓ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Ｅｘｐ Ｂｏｔꎬ２０１０ꎬ６９:２２５￣２３２

[６１] 　 Ｓａｉｄｉ ＹꎬＰｅｔｅｒ ＭꎬＦｉｎｋａ Ａꎬｅｔ ａｌ.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ｌｉｐｉ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ｆ￣
ｆｅｃｔｓ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ａｔ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ｓ Ｃａ２ ＋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ｈｅａｔ
ｓｈｏｃｋ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Ｊ] . Ｐｌａｎｔ Ｓｉｇ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ꎬ２０１０ꎬ５１:１５３０￣１５３３

[６２] 　 Ｓａｉｄｉ ＹꎬＦｉｎｋａ ＡꎬＧｏｌｏｕｂｉｎｏｆｆ Ｐ. Ｈｅａｔ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ａｌｌｉｎｇ ｉｎ
ｐｌａｎｔｓ:ａ ｔｏｒｔｕｏｕｓ ｐａｔｈ ｔｏ ｔｈｅｒｍｏ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 Ｊ] . Ｎｅｗ Ｐｈｙｔｏｌꎬ
２０１１ꎬ１９０:５５６￣５６５

[６３] 　 Ｋｏｔａｋ ＳꎬＶｉｅｒｌｉｎｇ ＥꎬＢａｕｍｌｅｉｎ Ｈꎬｅｔ ａｌ. Ａ ｎｏｖｅｌ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ｅ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ｒａｂｉｄｏｐｓｉｓ [Ｊ] . Ｐｌａｎｔ Ｃｅｌｌꎬ２００７ꎬ１９:１８２￣１９５

[６４] 　 孙其信. 四倍体小麦耐热性基因的染色体定位[Ｃ] / / 第二届
全国青年作物遗传育种学术论文集. 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１:９３￣９６

[６５] 　 Ｗａｎｇ Ｗ Ｃ.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 ｃｅｌ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ｗｈｅａｔ [Ｊ] . Ｐｌａｎｔ Ｃｅｌｌ Ｒｅｐꎬ１９８８ꎬ８:１０８￣１１１

[６６] 　 Ｍｏｆｆａｔｔ Ｊ Ｍ. Ｗｈｅａｔ ｈｉｇ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ｇｒｏｗｔｈⅠ.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Ⅱ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 Ｊ] .
Ｃｒｏｐ Ｓｃｉꎬ１９９０ꎬ３０:８８６￣８８９

[６７] 　 Ｋａｔｉｙａｒ￣Ａｇａｒｗａｌ ＳꎬＡｇａｒｗａｌ ＭꎬＧｒｏｖｅｒ Ａ. Ｈｅａｔ￣ｔｏｌｅｒａｎｔ ｂａｓｍａｔｉ
ｒｉｃ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ｅｄ ｂｙ 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ｓｐ１０１ [Ｊ] . Ｐｌａｎｔ Ｍｏｌ Ｂｉ￣
ｏｌꎬ２００３ꎬ５１:６７７￣６８６

[６８] 　 Ｈｅｅｒｋｌｏｔｚ ＤꎬＤｏｒｉｎｇ ＰꎬＢｏｎｚｅｌｉｕｓ Ｆꎬ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ｉｍ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ｍａｔｏ ｈｅａ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ＨｓｆＡ２ [Ｊ] . Ｍｏｌ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ｌꎬ２００１ꎬ２１:１７５９￣１７６８

[６９] 　 Ｍｉｓｈｒａ Ｓ ＫꎬＴｒｉｐｐ ＪꎬＷｉｎｋｅｌｈａｕｓ Ｓꎬｅｔ 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ｆａｍｉｌｙ ｏｆ
ｈｅａ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ꎬＨｓｆＡ１ ｈａｓ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ｒｏｌｅ ａｓ ｍａｓ￣
ｔｅ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ｒｍｏ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ｏｍａｔｏ [Ｊ] . Ｇｅｎｅ Ｄｅｖꎬ２００２ꎬ
１６:１５５５￣１５６７

[７０] 　 Ｓｃｈａｒｆ Ｋ ＤꎬＲｏｓｅ ＳꎬＺｏｔｔ Ｗꎬｅｔ ａｌ. Ｔｈｒｅｅ ｔｏｍａｔｏ ｇｅｎｅｓ ｃｏｄｅ ｆｏｒ
ｈｅａ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ｗｉｔｈ ａ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 ｈｏ￣
ｍ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ｔｈｅ ＤＮＡ￣ｂｉｎｄｉｎｇ ｄｏｍａ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ａｓｔ ＨＳＦ [Ｊ] . ＥＭＢＯ
Ｊꎬ１９９０ꎬ９:４４９５￣４５０１

[７１] 　 Ｓｃｈｒａｍｍ ＦꎬＧａｎｇｕｌｉ ＡꎬＫｉｅｈｌｍａｎｎ Ｅꎬ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ｈｅａ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ｔｒａｎ￣
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ＨｓｆＡ２ ｓｅｒｖｅｓ ａｓ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ｒ ｏｆ ａ ｓｕｂｓｅｔ
ｏｆ ｇｅｎ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ｉｎ Ａｒａｂｉｄｏｐｓｉｓ [Ｊ] . Ｐｌａｎｔ Ｍｏｌ
Ｂｉｏｌꎬ２００６ꎬ６０:７５９￣７７２

[７２] 　 Ｃｈａｒｎｇ Ｙ ＹꎬＬｉｕ Ｈ ＣꎬＬｉｕ Ｎ Ｙꎬｅｔ ａｌ. Ａ ｈｅａｔ￣ｉｎｄｕｃｉｂｌｅ ｔｒａｎ￣
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ꎬ ＨｓｆＡ２ꎬ ｉ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ｆｏｒ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ｔｈｅｒｍｏ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Ａｒａｂｉｄｏｐｓｉｓ [ Ｊ ] . Ｐｌａｎｔ Ｐｈｙｓｉｏｌꎬ ２００７ꎬ
１４３:２５１ ￣２６２

(下转 １２２６ 页)

０２２１


	植物遗传2013年第6期_部分231
	植物遗传2013年第6期_部分232
	植物遗传2013年第6期_部分233
	植物遗传2013年第6期_部分234
	植物遗传2013年第6期_部分235
	植物遗传2013年第6期_部分236
	植物遗传2013年第6期_部分237
	植物遗传2013年第6期_部分2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