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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晓亚、薛红卫主编的《植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第4版)》内容包括“
植物分子遗传与基因组学”、“植物细胞生物学”、“光合与呼吸”、“营养、物质代谢调控”、“
植物生长发育与调控”、“植物信号与信号转导”
、“植物与环境”、“植物生物技术及其应用”等八篇43章，基本涵盖了当代植物生理和分子生物学
的各个领域，汇总了当前的最新进展。
本书突出体现了从分子生物学角度对重要生理现象和过程的解析，便于读者在分子遗传和细胞层面理
解植物生命活动的规律。

《植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第4版)》既是研究生教材，又是相关科研人员的重要参考书，主要阅读对象
是生命科学、农业科学和环境科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生、教师和科研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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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9.2 表达谱／转录组分析 高等生物的不同组织，甚至不同细胞在不同时间以及不同刺激下都会表
达出大量的不同基因。
某一特定组织或细胞在特定条件下表达出的全部转录本可以认为该组织或细胞在该条件下转录的一个
蓝本或图谱，因而被称为表达谱（expression profile），或借用基因组学的概念称为转录组
（transcriptome）。
表达谱和基因座位的物理图谱和遗传图谱有很大差别，它能更为直接地显示不同基因的功能甚至不同
基因间的互作关系。
基因芯片是基因表达谱／转录组研究早期最为有力的手段之一。
早期的转录组研究是在酵母中进行的。
早在第一张DNA微阵列制成后不久，DeRisi等（1997）就利用该微阵列研究了酵母从无氧发酵到有氧
呼吸转变过程中的表达谱，发现了一系列的基因变化和它们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以及相互关系。
高等植物中的转录组研究随后也快速发展起来。
以植物在盐胁迫下的转录组为例，自从2001年Kawasaki等（2001）利用cDNA芯片研究水稻幼苗根系在
高盐胁迫下的转录组以来，有水稻、拟南芥、大麦、玉米、烟草以及西红柿等多种植物的多种组织甚
至单细胞类型的转录组得到研究。
这些研究对阐明植物对盐胁迫的适应机制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和线索。
如Kawasaki等的研究发现，水稻抗感品种对盐胁迫反应的差异主要在于其对于胁迫所作出的基因重新
程序化（reprogr-amming）的快慢。
Chao等（2005）也发现水稻的耐盐性不仅在于大量解毒基因的快速诱导，还在于它们在盐胁迫下的转
录组的巨大差异。
而Kreps等（2002）对拟南芥的研究显示，植物根系和地上部分在盐胁迫下的转录组有很大的差异。
这些研究对于理解植物在盐胁迫下的分子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转录组的研究还能为植物信号转导通路的研究提供线索和证据。
Price等（2004）通过比较拟南芥在添加葡萄糖或无机营养元素的情况下的转录谱变化发现葡萄糖作为
信号分子参与的信号转导通路，以及这些通路和其他信号分子，如乙烯介导的信号通路的交叉
（cross-talk）。
以上研究表明转录组在功能基因组研究中的作用是非常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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