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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植物生理学》分为12章，内容包括植物的水分生理、植物
的矿质营养、植物的光合作用、植物的呼吸作用、植物体内有机物的运输与分配、植物体内的细胞信
号转导、，植物生长物质、光形态建成、植物的生长生理、植物的生殖生理、植物的成熟与衰老生理
、植物的抗逆生理。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植物生理学》编写过程中强调基本概念的准确性，注重基础理
论及其应用，努力反映新的科学成就，既保持课程自身体系的完整性，又尽量减少与其他相关课程的
重复，力求做到内容先进、完整、精练、实用，编排合理，便于教学和自学。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植物生理学》既可作为高等院校教材，也可供其他教学科研人
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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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呼吸作用不仅提供植物生命活动所需要的大部分能量，而且其中间产物在作物体内各主要有机物
之间的转变起着枢纽作用，因此，呼吸作用在作物的生长发育、物质吸收、运输和转变方面起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
所以，许多栽培措施都是为了直接或间接地保证作物呼吸作用的正常进行。
　　例如，早稻浸种催芽时，用温水淋种和时常翻种，目的就是控制温度和通气，使呼吸顺利进行，
加快萌发。
水稻育秧通常采用湿润育秧，寒潮来时灌水护秧，寒潮过后，适时排水，都是使根系得到充分氧气，
以达到培育壮秧防止烂秧的目的。
水稻虽然有通气系统可以从地上部运送到根部，但仍不能保持根系正常呼吸，所以水稻田要及时中耕
和露田、晒田增加土壤氧气。
因此，水稻的露田、晒田，作物的中耕松土，黏土的渗沙，等等，都是为了改善土壤通气条件，增加
土壤中的氧气，促进作物呼吸作用正常进行。
　　由于光合作用的最适温度比呼吸作用的最适温度低，因此，作物种植不能过密，封行不能过早，
在高温和光线不足的情况下，呼吸消耗过大，净同化率降低，影响产量的提高。
温室或塑料薄膜覆盖栽培中，如果温度高，光照不足，则呼吸作用大于光合作用，作物体内有机物消
耗过多，导致减产；温室或棚内通风不良致使氧气浓度低，温度增高，抑制正常呼吸代谢。
　　作物栽培中出现的许多生理障碍，也是与呼吸直接相关的。
涝害淹死植株，是因为无氧呼吸进行过久，累积酒精而引起原生质中毒。
干旱和缺钾能使作物的氧化磷酸化解偶联，导致生长不良甚至死亡。
低温导致烂秧，原因是低温破坏线粒体的结构，引起代谢紊乱。
水田中还原性有毒物质（如H：s）过多，会破坏呼吸过程中的细胞色素C氧化酶和多酚氧化酶的活性
，抑制呼吸作用。
4.8.2呼吸作用与粮食（种子）贮藏　　影响种子贮藏或粮食贮藏的因素很多，都直接或间接与呼吸代
谢有关，从而影响种子贮藏寿命和粮食的品质。
粮食呼吸速率高会大量消耗有机物；呼吸放出的水分又会使粮堆湿度增大，粮食“出汗”，呼吸加强
；呼吸放出的热量又使粮温增高，反过来又促进呼吸增强，同时高温高湿使微生物迅速繁殖，最后导
致粮食变质。
因此，在贮藏过程中，必须降低呼吸速率，确保贮粮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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