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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细胞中质体的转化 
唐时鸿 (湖南省石门县第一中学 415300) 

植物组织培养中用到的实验材料主要是离体的 

植物器官、组织或细胞 ，其中的组织可以是芽 ．茎尖、 

根尖或者是花药 ．根据细胞的全能性，实验材料通过 

脱分化、再分化得到的根、芽，最后培养成植物体。实 

验中用到的芽、茎尖、花药在培养前细胞中是有叶绿 

体，但是在培育成的植物体的根等后，细胞中却没有 

了叶绿体。根尖细胞中没有叶绿体的，培育成的植物 

体中却出现了叶绿体，以及在“细胞质遗传”中的卵细 

胞中也是存在叶绿体，但经过受精作用后，种子经萌 

发、生长、发育而成的植物体，叶绿体也只存在于幼嫩 

的茎和叶中。 

上述这些细胞在增殖和分化成不同的组织、器官 

的过程中叶绿体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教学中很多 

老师常被这个问题所困，同时也遇到很多的学生问到 

这个问题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有关质体的几 

个方面知识来谈起。 

l 质体的类型 

质体是一类与碳水化合物的合成与储藏有关的 

细胞器，根据色素的不同，可以将质体分成 3种类型： 

叶绿体、有色体和白色体。 

叶绿体是进行光合作用的质体，只存在于植物的 

绿色细胞中，其中的色素有叶绿素、叶黄素和胡萝 卜 

素。叶绿体是双层膜结构的细胞器，有基粒和基质结 

构的存在。 

有色体中的色序只含有叶黄素和胡萝 卜素，由于 

二者比例不同，可使有色体分别呈黄色、橙色或橙红 

色。有色体存在于果实、花瓣或植物体的其他部分，如 

胡萝 卜的根呈金黄色。有色体的形状多种多样 ，如红 

辣椒果皮中的有色体呈颗粒状，旱金花瓣中的有色体 

呈针状。 

白色体不含色素，呈无色颗粒状 ，普遍存在于植 

物体各部分的储藏细胞中，起着淀粉和脂肪的合成中 

心的作用。 

有色体和白色体表面也有双层膜包被，但内部没 

有发达的膜结构，不形成基粒。 

2 质体的发育 

质体的发育一般认为是由存在于根和芽分生组 

织的幼小细胞中的前质体发育而来的。 

前质体是一种较小的无色体，能分裂，直径约为 

lxl0-3～3xl0-3 em。最初，在幼小细胞内有一些为双层 

膜所包被的卵圆形或球形小体，其内为均匀的基质， 

无片层结构，但含有 DNA、核糖体和淀粉或其他糖 

类。在未发育的前质体中，内膜内折形成小管状的类 

囊体原基。 

前质体的进一步的发育与光照条件有关，在光照 

条件下，由内膜内折形成的小泡或小管连结成链状， 

与内膜断开，在基质中逐渐生长、融合与重排，形成扁 

平的小囊即基质类囊体。有的部位扁囊叠置成多层， 

组成基粒。在类囊体发育的同时，也合成了光合色素， 

前质体即发育成叶绿体。 

在黑暗的条件下，前质体形成的小泡转变成小管 

状，小管相互之间规则连接构成三维晶体结构 ，称为 

前片层体。具有这种结构的质体被称为白色体或黄化 

质体。这些质体不形成色素，这是黑暗中生长的植物 

会出现黄化的原因。 

3 质体的转化 

如果把黄化的植物再放到光下 ，白色体又可以 

发育成正常的叶绿体，但是有色体不是由前质体直 

接发育而来的，而是由白色体或叶绿体转化而来 

的。例如发育中的番茄，最初含有白色体，以后转化 

成叶绿体，最后，叶绿体失去叶绿素而转化成有色 

体 ，果实的颜色也随之变化 ，从白色变成绿色，最后 

成为红色 。 

但是有色体也能转化成其他的质体，例如胡萝 卜 

根的有色体暴露于光下，就可发育为叶绿体。还有茎 

的厚角组织在光照下 ，发育出叶绿体，但是厚壁组织 

却不能这样，因为它的原生质通常已经死亡，只包括 
一

些细胞壁的死细胞，这也是为什么在幼嫩的茎也有 

叶绿体的原因。 

现在可以归纳出植物体内的三种质体是可以相 

互转变的。前面所提到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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