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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温量子产率附件在植物叶片光合作用研究中的应用 

前言： 

植物叶片的荧光一直以来被用来作为光合作用研究的指标，荧光强度及光谱特性提供

了在光照下，能量转移过程的相关信息。这些信息被用来研究在植物光化学过程中的

环境因素的影响，如温度，光照等。�

光合系统 I 和 II（PSI 和 PSII）是处于叶绿体内的蛋白质复合物，主要作用是驱动

光合作用中的电子传递链。光系统包含色素，通过光激发，可以开始一个自由基反应

链，从而产生化学能。绿色植物中的主要光合色素是叶绿素和类胡萝卜素。类胡萝卜

素是辅助色素，叶绿素是对光合作用链非常重要的光响应电子给体。作用原理图如下：�

 

Figure 1: 简化的光合作用原理图  

P680 和 P700 是光合系统 I 和 II 中的叶绿素中心 

PSI 和 PSII 的吸收和荧光转换并不相同不同，尽管他们之间的光谱有很大部分的

重叠。由于在叶子内部与基质相互作用，孤立的光合系统的发射光谱会发生改变。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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