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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于多年从事小麦抗逆性的研究，尤其是在抗旱分子生物学方面的工作进展，我们在总结前人研究的
基础上，结合近年来在该领域中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并且参考了国内外部分学者最新的研究进展，从
而编著了本书。
出版这本书的目的，旨在对从事小麦抗旱研究的同行能有所帮助。
    全书内容共分为五章。
第一章、第二章和第四章为王爱萍撰写；第三章和第五章为董琦撰写。
第一章介绍了高等植物脱水的分子反应；第二章主要介绍了高等植物水分胁迫的生理生化方面的基础
知识；第三章和第五章主要对干旱胁迫有关基因的基因工程研究进展和小麦的几个重要抗旱基因的研
究进展作了一些介绍；第四章则是对小麦的抗旱研究常用的相关分子生物学实验原理和方法作了介绍
。
    随着全球自然环境的变化和灾害天气的有增无减，干旱的发生日趋显著，而且为害程度愈来愈重，
因此在小麦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深入开展的今天，对小麦抗逆性的研究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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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高等植物脱水的分子反应　第一节　植物水分胁迫的有关知识　第二节　用于分子研究的植
物物种和试验体系　第三节　ABA　第四节　水分胁迫的感知  　一、组氨酸激酶  　二、水分亏缺反
应的激酶和磷酸酶  　三、钙信号    　四、异源三体G－蛋白    　五、磷脂信号　第五节　转录控制    
一、ABA反应元件    二、脱水反应元件    三、SAP域    四、Myb和螺旋－环－螺旋域      五、同源域蛋白 
  六、RNA是信号分子吗？
     七、网络中的信号位置  　第六节　脱水激活的蛋白    一、适合溶质的积累    二、编码保护性功能蛋
白的基因      三、活性氧中间产物　第七节　结论和看法第二章　高等植物水分胁迫的生理生化基础　
第一节　植物抗旱性　第二节　干旱胁迫对植物的伤害机理    一、抑制植物生长    二、伤害光合作用
系统    三、活性氧的氧化伤害  第三节　植物的抗旱机理    一、气孔行为      二、信号传导    三、渗透调
节    四、代谢调节    五、脱水保护    六、抗氧化防御系统    七、损伤修复    八、脱落酸作用      九、水通
道蛋白    十、光合作用调节第三章　干旱胁迫有关基因的基因工程研究进展  第一节　水分胁迫诱导表
达的基因    一、调节基因      二、功能基因  第二节　植物抗旱基因工程    一、功能基因的基因工程    二
、调节基因的基因工程  第四章　小麦抗旱研究相关分子生物学试验方法  第一节　基因的分离技术及
应用    一、基因文库技术    二、生物芯片技术　⋯⋯第五章　小麦抗旱基因研究进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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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高等植物脱水的分子反应　　第一节　植物水分胁迫的有关知识　　水分是植物所有生
理活动的重要分子，水分有效性的利用决定了植物的分布和它们的产量。
水分对植物体的所有生理过程都很重要，在细胞水平上，它是运输代谢物和营养物的主要介质。
水分占据植物体非木质部分叶片和根生物量的80％～90％。
另外，水还是连结土壤、植物、大气生态链的介质。
水分的存在使植物体保持了同有形态，维持了植物正常生长体温等。
如果一个植物体的水分不足，植物表现为水分亏缺，或者植物受到水分胁迫，一般称为干旱。
水分胁迫一般是水分不足的广泛形式。
当植物的水分状态处于相对较小的范同内进行变化时即是水分胁迫。
干燥则是植物体丧失了大量水或大部分原生质的自由水，只剩下束缚水的存在。
十燥是脱水的极端形式，也是植物体有活力进程的结果，植物忍受十燥时有相应的保护系统来保护植
物体免受致命的伤害。
干旱主要用于农业上作物遭受的水分亏缺或水分胁迫。
水分亏缺或脱水表示水分的供应不足对细胞的新陈代谢和抑制植物生长和发育方面有直接的影响。
水分亏缺不仅仅因为水分的缺少引起，而且由其他环境胁迫比如低温或者高盐引起。
各种胁迫反应包括许多共用分子化合物。
不同的胁迫对植物造成的影响是导致植物减产。
　　植物组织的水势体现了植物体内水分的能量状态，可与土壤和大气中的水分联系起来，直接决定
着植物对水分的吸收、运输和散失过程。
在干旱条件下维持较高的叶水势是植物抗旱性的一个重要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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