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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以 为主剂
,

研究 了不 同配方保鲜剂对月季切花瓶插寿命及其水分平衡值等相关指标的影响
。

结果表明
,

与对照相 比
,

处理 八 蔗糖
一

八
砂

极显著延长 了月季切花瓶插寿命

延长 和盛开时间 延长
,

花径增大 尸 。 ,

明显延缓 了水分平衡值的下降及花枝鲜重

变化率零值的到来
,

其各项指标均优于其他配方
,

为最优保鲜剂
。

〔关扭词 」 月季 蔗糖
一

经基喳琳 瓶插寿命 保鲜效果

〔中圈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一 一 一

月季切花 勺 作为 当今世界四大切

花之一
,

其使用量在切花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

但

月季切花品种繁多
,

采后衰老生理差异大
,

其保鲜问

题仍未得到很好解决川
。

鲜切花采后保鲜主要从抗菌防腐
、

营养补充
、

抑

制乙烯及阻止失水等方面对切花进行处理
。 一

轻基

喳琳
一

是 目前最常用的切花防腐保鲜剂 〔’
·

“一‘ 〕,

其适宜切花保鲜 的浓度为 一 , 〕,

在月

季上有明显延长切花瓶插寿命的效果川
。

蔗糖被认

为是补充切花营养较理想的碳水化合物 ,
一‘ 〕。

采用适

当浓度的蔗糖处理切花
,

可 以减少花瓣可溶性糖的

降低幅度
,

从而延长瓶插寿命
。

乙烯抑制剂包括乙

烯合成抑制剂 氨基氧代 乙 酸
、

丙烯基麟酸

及多胺等 和 乙烯受体抑制剂 硝酸银
、

硫代硫酸银复合物 等
,

虽然其也可用

于切花的保鲜
,

但无广谱性
、

效果也不稳定 〔‘
·

“一

〕,

且
。
和 等抑制剂均含有

,

易污染环境
。

近 年 来 乙 烯 抑 制 剂 的 替 代 品
一

甲 基 环 丙 烯
一

在切花和 盆栽植物上 的保鲜效果 已获得

公认
,

美国已首先批准其在花卉保鲜商业 中使用
。

据

报 道
, 一

可 使 月 季 货 架 寿 命 延 长
,

个别品种的货架寿命甚至被延长 倍川
。

但

一

作为一种气体
,

其商业用 固体附着剂粉末 乙

烯阻封剂 成本 昂贵
、

造价高
、

使用条件

要求严格
、

操作不便
,

且对其在某些切花及切花品种

的差异性 尚不清楚〔
一

〕。

因此
,

如何从抗菌防腐
、

营养补充
、

抑制乙烯及

阻止失水等方面综合筛选 出一种高效
、

经济
、

无毒
、

无污染的月季切花保鲜剂就显得尤为必要
。

作

为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
,

其抑制乙烯
、

及 叶绿

素分解 的效果显著
,

在月季切花保鲜方面仅见采

前喷施图
,

采后瓶插处理研究还 尚未见报道
。

本试验

选用对主要 乙烯抑制剂反应无 明显效果阁
,

且为月

季切花主栽品种之一 的
“
红衣主教

”

作为试材
,

通过

以 为主剂
,

结合 目前最常用的切花防腐保鲜剂
一 ,

与营养物质蔗糖间不 同浓度 的相互配 比
,

研

究其对月季切花的保鲜效果
,

以期筛选 出室温下适

合切花保鲜的最优保鲜剂
。

材料方法

供试材料

试验 于
一

进行
。

供试 品种
“

红衣 主教
”

勺
·

由江苏省常熟市

设施农业示范园提供
。

选花蕾饱满
,

枝条健壮
,

粗度

收稿 日期 〕
一 一

仁基金项 目 」 常熟理工学院植物学重点学科项 目
一

〔作者简介 〕 朱东兴 一
,

男
,

陕西永寿人
,

讲师
,

硕士
,

主要从事园艺产品采后生理与贮藏保鲜研究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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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近
,

无病虫害及机械损伤
,

开花指数 级的花枝
。

剪去 。 左右
,

使花枝长度为 并保留 枚

切 口距花蕾
。

切 口 用文火烧炙后
,

用湿报纸包 复叶
。

本研究试验方案如表 所示
,

对照 采用

扎花枝
,

将其迅速置于盛有冰块的泡沫塑料箱中运 蒸馏水处理
。

每处理重复 次
,

单重复有 枝切花
。

回实验室
。

将 各 处 理 的 切 花 置 室 温 土
,

相 对 湿 度

试验方法
,

室内散射光处培养
,

且定期测定各项

当瓶插时
,

将花枝切 口浸人水中
,

用剪刀 在水下 指标
。

衰 不同处班保鲜荆的砚比

处处理 蔗糖
· ’ 一

处理 蔗糖
· 一 , 一 ‘

’ · 一 · , 一 , , ,

”一 ”
·

’
」 一 ””

,

燕馏水

测定项 目

瓶插寿命 自瓶插之 日起
,

每 日记录各处理

从瓶插至盛开所需时间和盛开持续时间
,

瓶插寿命

是两者之和细 〕。

开花极数 参考 等的标准仁, ’〕,

将蕾期至 盛开末期划分为 个级 别 。级
,

曹 片直

立 级
,

尊片水平 汪 级
,

曹片下垂
,

花瓣开始松散

级
,

初开
,

外层花瓣展开 级
,

盛开
,

多层花瓣展开

级
,

盛开末期
,

花朵露心
。

花径 变化 即当 日最大花径与前一天最大

花径之差
,

用桂林精密仪表厂生产的闭式带表游标

卡尺 测定
。

,

水分平衡值与花枚鲜重 变化率 从切花插

人保鲜液的当天开始
,

每 日测定瓶重 溶液重
,

两次

连续称量之差
,

为花枝的吸水量 每 日测定花枝鲜重

瓶重十溶液重
,

用两次连续称量之差计算花枝的

失水量
。

水分平衡值一 花枝的吸水量 一花枝的失水

量 花枝鲜重变化率一 当日切花鲜重 一前 日切花鲜

重 前 日切花鲜重 皿二
。

结果与分析

不同处理对月攀切花保鲜效果的形晌

由表 可 以看出
,

各处理瓶插寿命与盛开时间

均极显著高于对照
。

处理 瓶插寿命与

盛开时间最长
,

分别为 和
,

均明显高于

其他处理
。

且处理 的瓶插寿命与处理
, ,

差异

显著 尸
。

各处理花径变化均明显大于对照
,

除处理
,

外
,

其他各处理的花径变化与对照的差

异均达显著水平
,

且处理
, ,

的花径变化与对

照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处理 花径变化显著高于处

理
, , , , ,

和
,

极显著高于处理 与
,

虽

也明显高于处理 与
,

但差异未达显著水平
。

由表 还可以看出
,

蔗糖浓度为 的处理

小
, ,

其叶片均 出现明显的失水枯斑征兆
,

而对

照和蔗糖浓度较低的处理均未 出现此征兆
,

这可能

与蔗糖浓度过高引起叶片脱水烧伤有关比 ”」。

裹 不同处理对月攀切花的保鲜效果
一

处理
瓶插寿命心

显著性

‘ 川

盛开时间
显著性 显著性 叶片失水枯斑征兆

爬

巧 韶 、

粼糯﹄

玩

又 〕

】

无明显症兆

无明显症兆

无明显症兆
,

无明显症兆

无明显症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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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处理
瓶插寿命

显著性
盛开时间

显著性 显著性
了粼﹄﹄﹄

叶片失水枯斑征兆

,

以二

二

口

。

二

,

无明显症兆

无明显症兆

无明显症兆

无明显症兆

出现明显症兆

出现明显症兆

出现明显症兆

出现明显症兆

注 多重 比较采用 、新复极差 法
。

、
·

以上分析表明
,

处理
, ,

对月季切花 的保 筛选 出最佳保鲜配方
。

鲜效果均优于其他处理
,

而处理 的效果要优于处 种处理对月季切花水分平衡值与花枝鲜孟

理 和
,

但处理 的瓶插寿命
、

盛开时间和花径 变化率的影响

变化 与 处 理 和 差 异 均 未 达 显 著 水 平 尸 处理
,

和 对月季切花水分平衡值与花枝
。

因此
,

本试验将从切花水分平衡值及衰老征 鲜重变化率的影响见图 和图
。

兆出现等方面进一步研究这 种处理间的差异
,

以

兰脚。,令滋、韶日号。怡品后月

芝僻牟俐阁节娜椒

勺、︸,自

目一曰牡三一芝
妙划招卜尔书

瓶插时间
瓶插时间

图 处理
,

和 对月季瓶插期间

水分平衡值的影响
,

,

由图 可知
,

在月季切花瓶插期间
,

处理
, ,

与对照水分平衡值均呈先升后降的趋势
。

在月季

切花瓶插 后
,

由于花枝的吸水量大于失水量
,

使

得各处理水分平衡值均有所上升
,

其中对照上升幅

度最低 由于处理 的吸水量远远大于失水量
,

其

图 处理
,

和 对月季瓶插期间

花枝鲜重变化率的影响
,

,

水分平衡值上升到最高
,

达
。

此后各处理水分

平衡值均呈下降趋势
。

在切花瓶插的第 天
,

对照

水分平衡值降为零
,

此后继续失水
,

水分平衡值出现

负值
。

处理 与 水分平衡值出现零值的时间分别

为第 天和第 天
,

分别较对照推迟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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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切花瓶插的第 天
,

处理 的水分平衡值仍大

与零
,

为 。 ,

明显高于其他处理
,

其水分平衡值

较对照 沙处理 和 分别增加了
,

和
。

在切花瓶插的第 天
,

处理 的水分平

衡值降为零
,

较对照
、

处理 与 分别延迟 了
,

和
。

月季瓶插期间花枝鲜重变化率 图 与水分平

衡值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
,

即均呈先升后降的趋势
。

相关分析表明
,

两者呈极显著正相关 相关系数
。

由此可见
,

处理 对月季切花鲜重的保持

是通过调节其水分平衡的变化实现的
。

种处理对月季切花衰老征兆的影响

对照及处理
, ,

都以最早出现衰老征兆指

标的时间作为瓶插寿命结束的标志时间
。

由表 可

见
, , ,

种处理及对照 出现褪色
、

蓝变的时间

均早于萎蔫与弯颈的时间
,

故均以褪色
、

蓝变出现的

时间作为其瓶插寿命结束的时间
。

处理
,

和

出现蓝变的时间均明显晚于对照
,

其中以处理 最

晚
,

于第 天 出现
,

即处理 的瓶插寿命最长
,

为
, ,

较对照
、

处理 和 分别延迟 了
,

和
。

由此可见
,

处理 延长切花瓶插寿

命的效果较处理 和 明显
。

表 处理
, ,

和 衰老征兆 出现的时间统计
一 ,

处理 萎蔫时间 褪色
、

蓝变时间
一

弯颈时间 瓶插寿命

小结与讨论

由本研究可知
,

种处理均不 同程度地延长 了

月季切花瓶插寿命与盛开时间
,

增大了切花开放的

最大花径
,

延迟 了水分平衡值及花枝鲜重变化率的

下降进程
。

与对照相 比
,

处理 能极显著延长切花

瓶插寿命
、

盛开时间 尸
,

全面提高切花的观

赏价值
,

在本试验中为最优保鲜剂配方
。

本试验中各处理采后花径开放均不同程度大于

对照
,

而后期花朵衰老又不同程度晚于对照
,

即各处

理对月季开放表现出前期促进
,

后期抑制的效果
。

这

可 能 与 促 进 生 长 以 及 抑 制 衰 老 的 作 用 有

关 ,
一

”一 ,

具体机理还需进一步验证
。

月季切花瓶插液

适宜的
。

浓度为
一 ,

略不 同于其采前喷

施的 浓度仁, 二
。

这可能是由于施用方式及品种差

异所致
。

切花保鲜剂 中加人蔗糖
,

主要 目的是为切花提

供呼吸基质
,

维持其正常能量来源川
。

本试验中
,

蔗

糖浓度较低 的处理 蔗糖
,

其水分平衡值

及花枝鲜重变化率波动较大
,

均不稳定
。

由此可见
,

蔗糖浓度过低不仅会影响正常的呼吸作用及代谢作

用阵 ’ , ,

也不利于水分平衡的保持
。

本研究蔗糖浓度

为 的各处理 中
,

月季叶片均出现失水枯斑征

状
。

这可能是由于蔗糖浓度过高
,

叶细胞渗透压调节

能力下降
‘

·

’ 」,

叶片失水引起细胞质壁分离所致
。

有

研究义认为
,

月季切花品种
“

红衣 主教
”

叶片的蔗糖

伤害浓度为
,

但本研究发现当蔗糖浓

度为 时
, “

红衣主教
”

叶片无失水枯斑征兆
。

已有研究表明
,

月季衰老时
,

组氨酸
、

赖氨酸
、

精氨酸

种碱性氨基酸含量持续增加
,

导致 值急剧上

升
,

引起月季花瓣蓝变
,

导致切花品质下降川
。

而且
,

当月季切花衰老时
, 、

活性下降
,

也是导致

月季衰老的原因之一
。

本研究中各处理加人
一 ,

其主要作用除了能抑菌
、

增加花枝吸水能力外
,

还能

提高月季切花叶片中 和 的活性
,

提高清

除 自由基的能力
,

减少花瓣受 自由基伤害
,

从而达到

延缓衰老的 目的乞’‘二。

有资料川表明
,

一

的
一

对 月 季切 花 是较 适 宜 的
,

本 试 验 选
一 一

处理月季
,

其对切花保鲜效果 良好
。

月

季切花出现萎蔫是由于花枝失水量大于吸水量
,

水

分平衡遭到破坏所致
。

本研究表明
,

对照及各处理出

现萎蔫
、

弯颈的时间相差不大
,

且都在蓝变后出现
,

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惑’‘了是一致的
。

此外
,

在月季切花保鲜 中
,

最佳配方保鲜剂若能

与其他措施配合
,

如采摘时切 口 用文火烧炙
,

瓶插前

花枝在水下斜剪
,

均有利于增大花茎维管束的吸水

能力川二,

延缓水分平衡零值的到达
,

从而延长其瓶

插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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