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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开花前叶面喷施 6-BA和 KH 2PO，为主要成分的复台化学制剂可以明显提高 

花朵鲜重t增加株高和花茎长度；在开花中后期能使叶绿素、可溶性蛋白庾含量以及花瓣含水 

量维持较高水平；处理后花瓣中的SOD、CAT和pOD 3种保护酶活性明显高于对照．MDA 

含量则相对较低。且花朵衰老过程中SOD和CAT活性变化与MDA的累积呈显著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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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金香(1、ulipa gesneriana L．)是一种观赏性很强的世界著名花卉 自引入我国以 

后，对其形态结构浇 培、生理等方面已进行了比较深人的研究 ]，在切花保鲜、延缓衰 

老方面也取得一些进展 ] 然而对于其花朵的衰老机理特别是在露地栽培条件下的研 

究报道不多，结果也不尽一致 一般认为，植物的器官衰老与细胞活性氧代谢失调有 

关“ ，因而引起膜脂过氧化和生物大分子的降解。Halevy和Mayak指出，外加 Vc或苯 

甲酸钠等抗氧化剂和自由基清除剂具有延迟衰老的效应，并认为细胞分裂素可以作为 

ABA和乙烯促衰作用的拮抗剂而起延缓衰老作用‘ 。王华等也曾用苯钾酸钠处理郁金香， 

切花，取得了明显的保鲜效果 。本研究采用6-BA和KH。PO 为主要成分的复合化学制 

剂，于开花前处理叶面，探讨其对露地栽培郁金香的延衰效果和保护酶活性的影响，为阐 

明其衰老机理提供证据，并为花卉生产上的延衰保鲜工作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材料 供试郁金香品种为黄色牛津(Golden oxford)。选用露地栽培生长一致的植株 

6O株，分为2组，一组用复合化学制剂处理，另一组用自来水作对照。于5O 的植株现蕾 

时喷施第 1次，1周后再喷第 2次。以花蕾顶部开始裂开小口，露出黄色时为开花，并挂牌 

记录开花时闯。于开花当天开始取样测定，直到花瓣凋萎后结束。 

复合化学制剂组成 6-BA、KH zPO 、硼砂和氯霉素等，以不同比例混合后，调节pH 

至 6．5． 

测定方法 株高：于开花当天，量取]0株有代表性植株的高度和花茎长度，计算1O 

次的平均值。鲜重和干重：取 3～4朵伺天开放的花朵称取鲜重后，立即放人 105℃烘箱保 

持30 rain，然后在80C下烘至恒重，计算平均重量。SOD、CAT、POD恬性及可溶性蛋白 

质 MDA含量：①称取新鲜花瓣 0．5 g 加人预冷的 50 mmol／L、pH7．8的磷酸缓冲液(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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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10 g／L PVP)5 mL·冰浴下研磨提取，2c下 1 5 000 r／min离心，取上清液备用；②SOD 

活性用光化学还原法 ；CAT活性采用碘量法m?~POD活性用愈创木酚法，在 5 mL反 

应体系中含有25 mmol／L愈创木酚0．5 mL，50 m~ol／L pH7．0的磷酸缓冲液3．0 mL， 

酶液 0．2mL，混匀后，301c下预热 5min，用 50mmol／LH：O 启动反应；可溶性蛋白质含 

量用考马斯亮蓝法，MDA含量参照文献 12]的方法；叶绿素含量用阿依法。 

2 结果与分析 

2．1 化学制剂对株高和外部形态的影响 

测定结果表明，该化学制剂有显著促进郁金香株高和花茎长度的作用 处理植株平均 

高度为27．4 cm，花茎长19．8(2121，对照分别是23．7和16．2 till，处理植株株高和花茎长 

度分别比对照提高 15．6 和22．2 (图1)。 

从外部形态观察发现，复合化学朴剂能增加叶 

片宽度和厚度，而且颜色浓，花朵色泽鲜亮，花茎也 30 

比对照粗壮。这可能是由于药剂中的无机元素在增 

加植株养分的同时提高了叶片的光合效率和物质 ， 

运输能力，并且增加了根系的吸收能力，从而促进 点 

了植株的健壮生长。同时，6-BA具有促进叶绿素和 霉 

蛋白质合成，以及促使细胞横向扩张生长的生理功 一 

能，并能改善植株体内的激素代谢平衡。 

表 1 花朵鲜重、干重和相对含量水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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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叶绿素和可溶性蛋白质含量变化 

叶绿素和可溶性蛋白质含量变化有相似之处，但又略有不同。叶绿素含量在开花第 1 
～ 3 d表现为稳中有升，4 d后开始明显下降，直到花朵凋萎时，叶片仍然保持绿色，但此 

时叶绿素含量已经降低到开花第 l d的58．7 ．对照的变化趋势与处理相似．但含量低于 

处理(图2)。可溶性蛋白质含量处理在开花的第3 d，对照在开花第2 d出现明显的上升过 

程，此后便开始迅速下降(图2)。这与苯甲酸钠对切花的延衰教应有相似之处 。 

cK＼ 
、 

cK＼＼ 

时问／d 

28 

24 一 

20{ 
哪 
缸  

l6蟮 
皿  

嘲 

I2 

图2 复合化学制剂对叶绿索和可溶性蛋白质含量的影响 

2．4 s0D、CAT和POD活性的变化 

复合化学制剂处理可显著提高3种保护酶的相对活性。随着花朵开放再到萎蔫，SOD 

和CAT活性逐渐下降，但前3 d变化比较小．自开花第4 d以后开始迅速下降，对照下降 

幅度大于处理；至第 6 d对照 SOD和CAT活性分别是处理的40．7 和 25．0 ．POD活 

性变化与SOD和CAT活性变化有所不同，表现为前期上升，随后才开始下降，但从第 4 

d开始也同样下降很快，而且对照下降速度大于处理，至第6 d对照花瓣中POD活性为 

处理的 44 (表 2) 

表2 花瓣中SOD、CAT和POD活性变化 btmo[·mg ·rain一 

从表2的结果进一步证明，复合化学制剂能够增加细胞内保护酶系统的相对话性，而 

且 3种保护酶具有基本相似的变化趋势．这就有可能使花朵中活性氧代谢处于协调平衡 

状态，并有效地清除活性氧自由基．从而延缓花朵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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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MDA含量的变化 

在研究保护酶系统活性的同时，也研究了脂质过氧化产物MDA含量的变化。结果发 

现，MDA含量随着花朵衰老而增加，尤其从开花第 4 d以后，每天以z0％以上的速度递 

增，至第 6 d处理中MDA含量增加了74．4 ，对照增加了 114．6 (图3)。并发现 MDA 

的累积与SOD和CAT活性呈显著负相关(图4)．相关系数分别为一O．97和一0．95．以上 

结果表明，复合化学制剂可以降低脂质过氧化程度，并且与提高保护酶活性的效果是一致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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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复舍化学制剂对MDA含量的影响 图4 MDA台量与SOD和CAT活性之问的关系 

3 讨 论 

郁金香花朵从开放到凋谢，其间经过了生长和衰老两个阶段。其生长阶段主要指花朵 

盛开之前的细胞扩张生长过程，而衰老阶段则指花朵体积和重量达到最大值以后，花瓣逐 

渐失水，同时伴随着鲜重迅速下降而发生萎蔫、凋谢的过程。在此两个阶gt#-_闻，要经过一 

个处于动态平衡状态下的生长静止期，然后迅速进入衰老阶段。如果能延长生长静止期或 

减缓衰老进程．就能延长花期，从而提高花朵观赏价值。 

关于好氧生物体衰老的作用机理，一般认为是细胞和组织中活性氧产生而又不能得 

到及时清除所造成 ” 。而清除活性氧能力大小主要与生物体内防御系统有关。这一方 

面与细胞内抗氧化物质含量有关，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与细胞内酶促防御系统的活性关系 

十分密切。如果其活性降低，细胞内超氧自由基和过氧化氢浓度就会升高，引起脂质过氧 

化水平增高，使膜的结构或功能遭到破坏．并产生一些有毒物，对植物体造成伤害．从而加 

速衰老和死亡。本研究结果表明，使用以6 BA和KH PO 为主要成份的复合化学制剂能 

显著提高花期生长和衰老过程中SOD、CAT和POD 3种保护酶的相对活性(表 2)，使花 

朵鲜重、叶绿素和可溶性蛋白质含量均高于对照(图2)；同时，由于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3 

种保护酶的相对活性，从而增强了体内活性氧的清除能力，使 MDA含量低于对照(图 

3)。并且 SOD和CAT活性变化与 MDA的累积呈明显负相关(图4)，这提示在郁金香花 

朵衰老过程中，活性氧伤害是加速衰老的重要因素。复合化学制剂的主要作用可能就在于 

对活性氧的有效清除和调节其代谢过程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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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ompound Chemicals on Tulip Growth and Senesc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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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ray of compound chemicals mainly composed of 6-BA and KH2PO4 

on tulip leaf can obviously increase the flower fresh weight and the heights of plants and 

the flower stalks before flowering and can maintain the contents of chlorophyll，soluble 

protein and the water content in flowers to high level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flowering 

seasons．The protective enzyme activities of SOD ．CAT and POD in flowers in the treat— 

ment are much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1．except that the M DA content is 1ower． 

Also，the paper indicates that the activity change of the 3 kinds of protective enzymes 

during the flower senescence has a nege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accumulation of MDA． 

Key words tulip，protective enzyme，senescence，6-BA,KH2PO‘ 

i ： 6 }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