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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讨丁百合切花绿蕾经两种催花保鲜剂处理 后的效果，结果表明 ．催 花保鲜 

剂能促进绿蕾提前开花 ，同时对开花后的百台切花有延缓衰老的作 用．减少丁切花在瓶插期 

间叶绿索与蛋 白质含量的降解．提高丁切花的品质和商品价值 。处理 I增加丁开放率和花营 

长度 ，处理 Ⅱ增 加丁花瓣长和花径大小 ．同时在试验过程中揭示丁百台切花经催花剂 处理后 

的水分生理变化规律 ．筛选出最佳的催花保鲜剂为处理 I。 

[关键词]巨 L “ )；竺重；堡垄堡竺型；水分生理 j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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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系百合科百合属 ，品种繁多．大多数品种耐寒 ，分布于世界各地 近年来随着花卉 

市场的繁荣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百合赢得越来越多人的喜爱。为使百合花提前开放或 

在越冬前防止陆地栽培百合发生冻害，对百合花提前采收 ，用催花液进行处理 ，可促进绿 

蕾提前开放，从而调节淡旺季以及节 日时鲜花供给 本试验 旨在解决百合绿蕾的催开与保 

鲜问题 ，为生产上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供试材料选 自陕西省宝鸡市秦岭百合公司花卉基地。品种为“精萃”(Elite)桔红色 ， 

“乐黄”(Pollanna)黄色 。试验选取长势 比较整齐一致、无病 虫害、花蕾呈现 绿色 ，营长 

2．5～3 cm(商品蕾 5～7 cm)花枝为供试材料。 

1．2 瓶插期间环境条件 ’ 

试验于 l 999年秋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实验室进行。室内温度 18~20℃，空 

气湿 度 7O ～80％。 

l，3 方 法 

每品种设 2个处理 ，处理 I主要成分为蔗糖 +硫酸铝 +柠檬酸 +8HQ+6-BA+F 

渡 ，处理 I为蔗糖+硫酸铝+柠檬酸+8HQ+F液，以清水为对照 每处理重复 3次，每次 

测定 3枝花，每枝花 2～3个绿蕾，1 5～1 7片叶。瓶插时将花枝置于水 中斜切去基部 ，每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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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长约 4O cm。然后分别插入盛有 500 mL处理液的广口瓶中，瓶子大小形状一致 。 

1 4 测定项 目 

(1)水分平衡值 ，鲜重的测定用称量法lI]。 

(2)干重的测定采用烘干恒重法口]，叶绿素1删定用分光光度计 比色法口J，蛋 白质含量 

的测定用考马斯亮蓝 G一250法 J。 

(3)形态指标观察。对瓶插花枝每隔 3 d进行观察，其观察标准为①开花级别 ：分为蕾 

期 、初开期、盛开期 、开始衰败期 i②萎蔫程度：0级、1级 (+)花瓣变暗、2级(++)变皱变 

软 、3级(+++)明显萎蔫变软 4级 (++++)花瓣干枯；③叶色 ：1级深绿、2级浅绿、3 

级黄绿、4级黄褐色；④对花瓣 长度，花径 ，花营长度分别用游标卡尺进行测定(花朵未开 

花前测花营长度，开花后测花瓣长 ，量花瓣长时 晟外边的花瓣长为准) 

2 结果与分析 

2．1 对百合切花鲜重变化率的影响 

从图 1可以看出，处理和对照对精萃和乐黄的鲜重变化影响趋势基本一致 ，即鲜重变 

化率先升后降 ，从瓶插开始到瓶插第 8天 ，鲜重变化趋势不大 。第 8天后，鲜重发生较明显 

的变化。处理 I、I不同程度地增加了花枝鲜重 ，处理 18 d后 ，鲜重增加率为处理 I>处 

理 Ⅱ>CK，但处理 Ⅱ对精萃与乐黄品种的效果不同，乐黄的鲜重始终高于瓶插的起始鲜 

重 ，而精萃切花的鲜重在 14 d后开始下降，低于起始值，并且处理 I在增加鲜重方面优于 

处理 I。 

(i)精军 (2)乐黄 

图 1 不同处理 百合切花鲜重的变化 

●一CK； 0一 扯理 l 一 ^ 扯理 I 

2．2 对百合切花水分变化的影响 

2．2．1 对百合叶片和花朵吸水量及失水量的影响 从图 2，3可以看出，各处理吸水、失 

水存在着较大的波动，其原因是在花蕾发育成熟(花蕾长度增长缓慢或停止增长)时吸水 

量与失水量均大幅下降t随着花朵的开放，吸水量与失水量均开始上升，又随着花朵的衰 

老呈下降趋势 。瓶插初期 CK与处理的吸水量、失水量在前 2 d变化均较大，且吸水量大 

于失水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吸水量与失水量逐趋减少，至 12 d时，精萃品种的吸水量达 

-、■誊蠼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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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高，乐黄品种 8 d时达到最高，乐黄与精萃品种失水量均在 16 d时达到最高 在百合 

催花保鲜瓶插过程中，精萃品种吸水量和失水量出现 3次高峰 ，分别在 2，12，16 d，而乐黄 

品种失水量与吸水量出现 2次高峰，分别在 9，16 d，处理 I Ⅱ对不同品种的吸水量与失 

水量的影响为精萃品种>乐黄品种，对精萃品种的水分影响则是处理 Ⅱ>处理 I，对乐黄 

品种的水分影响则是处理 I>处理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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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处理百合切花的嗳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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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乐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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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d 

(1)精萃 (2)乐黄 

图 3 不同处理百合切花的失水量 

一 CK1 0一处理 I； ▲ 处理 I 

2．2．2 对百合切花水分平衡值的影响 从图 4可见，在瓶插处理期间，对照及各处理 的 

水分平衡值变化趋势大体相似 ，随着瓶插时间的延长，水分平衡值呈下降趋势 不同处理 

的水分平衡值为 0的时间不一样，从围 4可 看出，乐黄 CK在第 8天平衡值为 0，而处理 

的水分平衡值则下降缓慢 ，0值出现的时间远比对照推迟，处理 I第 l4～15天平衡值为 

0，比对照推迟 6～7 d，处理 Ⅱ第 12~13天水分平衡值为 0，比对照推迟 4～5 d；精萃不同 

处理水分平衡趋势同乐黄，但效果不及乐黄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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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乐 黄 (2)精萃 

圈 4 不同处理对百合切花水分平衡值的影响 

+ CK}一C一 处理 【；一 -卜 处理 I 

水分平衡值 降为 0时，吸水量一失水量 ，此后，水分平衡值便为负值，花枝开始失水 ， 

且水分平衡值降为 0的时间和瓶插寿命呈极显著正相关口]，所以催花液能改善切花水分 

代谢，使水分平衡值保持较高的水平 ，抑制花枝由于过度失水而引起的衰老。 

2．3 不同处理对百合催花干重的影响 

从表 1可见 ，乐黄 品种在瓶插期间各个处理的花干重先缓慢下降 ，9 d后又逐渐回升 

达最高值 ；精萃品种前 3 d花干重增加，随后下降 ，晟后又增高。叶干重总体上是先降低后 

升高 ，并达到最高值 ，CK尤其明显 。此外 ，在催花保鲜期间，叶的干重百分含量大于花，观 

察中发现 ，叶的衰老早于花，对于精萃切花干重在 l2～15 d最低，而叶则在 6 d时达到最 

低值 ，乐黄品种无论花干重还是 叶干重均在第 9天达到最低值 。 

表 l 不同处理对百台切花干物质含量的影响 mg·g 

2．4 对百合切花叶片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从图 5可看出，在整个瓶插期间，精萃品种各处理的叶绿素含量始终高于对照 ，前 6 d 

叶绿素变化不大，此后逐渐下降，9 d时达到最低值，13 d时叶绿素含量达到最高，随后急 

剧下降；乐黄品种前 9 d叶绿素的变化不大，1 2 d后叶绿素含量处理 I大于处理 I和 CK， 

而处理 I与 cK 叶绿素含量几乎在同一水平上。 

2．5 对百合切花叶片蛋白质含量的影响 

从图 6看出，精萃品种处理 I的蛋白质含量第 3天左右达到瓶插时期的最高值 ，随后 

开始下降，到第 9天降到最低值 ，随后又重新 回升，而对照与处理 I的蛋白质含量从开始 

3  O  3  6  9  2  5  

耀 求*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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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逐渐下降 ，到第 9天达到最低值 ，随后 叉上升 ，乐黄前 3 d处理 Ⅱ与 CK的蛋白质含量 

都下降+第 12天达最高值，后叉下降，而处理 Ⅱ变化鞍缓 ，但处理 I 12 d前始终大于处理 

(1)精草 cz)乐黄 

围 s 不同姓理百台叶片叶绿素含量的变化 

-- @--CK； ● 处 理 I：一▲一处 理 I 

(1)精萃 I2)乐黄 

图 6 不同处理对百合蛋 白质含量的影响 

一 ．_-CK； 处理 I ■一处理 f 

2．6 不同处理对瓣长 、蕾长 、花径及开放率的影响 

由表 2可见 ，不同处理 下百合花叶片持续绿色 而对照 7 d以后叶片由下而上慢馒变 

黄 。在所有的处理 中．精萃 品种处理 Ⅱ的花瓣长度太于精萃品种处理 l、乐黄品种处理 I 

及 CK，花瓣长度按大小排列为处理 l>处理 i>CK。蕾长的变化趋势各个处理总体上 

相同，先增大后减小 ，在第 9天时营长达到最高值 ，而乐黄处理 I在第 15天时达到最高 

值 在整个瓶插期间，精萃和乐黄处理的蕾长～直高于对照，其中处理 I的蕾长比处理 l 

和对照长，前期营长增长迅速 后期营长增长缓慢，说明处理 I前期主要促进花蕾伸长 ，后 

期具有一定的保鲜作用，催花处理效果为处理 I>处理 I>CK 经催花剂处理的花径均 

比对照大 ，对精萃切花处理的效果是处理 Ⅱ优于处理 I，而乐黄切花处理的效果是处理 I 

优于处理 Ⅱ和 CK。从表 2还可以看出，不同处理下百合切花催花开放率大小排名为精萃 

品种处理 l>处理 Ⅱ>CK．乐黄品种处理 I>CK>处理 I，显示了处理 I、处理 l对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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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另外 +处理 I、处理 Ⅱ增加了花的开放率和花营长 ，而且处理 I的 

催花效果是 CK的 2倍，处理 l是 CK的 1．2倍。 

表 2 不 同处理对百台花外部形态及催开效应的影响 

品 种 时间 ，d CK 

7 9 

花 巳落 

瓣长／曲 营长 m 花径／cm 

CK 

12．1 

花 已落 

CK 
—  

o 

o 

o 

o 

开兢率／ 

精萃 

14．3 

12 3 

13 7 

16．9 

16．5 

14 3 

11．1 

33．3 

55．5 

66．6 

33．3 

11．1 

l1．1 

乐黄 

14．2 

13．8 

12．o 

2．2 

1．4 

0 

注：每十处理为 IO朵花的平均值。 

3 讨 论 

3．1 催花剂成分与切花保鲜作用的关系 

催花剂对百台催花保鲜 的作用主要取决于催花剂的主要成分 ，处理 I主要含有 6-BA 

和 A1”，而处理 Ⅱ主要 含有 6-BA，其余成分相同。6-BA对花的生理作用主要是延缓了花 

和叶片的衰老，6-BA一致被认为是延缓衰老最有效的植物生长调节剂 ，对离体叶片具有 

显著的保绿效果，笔者的试验也证实了这点。处理 I与处理 I均 比对照保绿效果好 ，A1“ 

对切花的作用是多方面的 4]，它能降低溶液的 pI-I值 ，抑制微生物生长，促使气孔关闭，降 

低蒸腾作用，促进水分平衡，维持植物的膨胀状态 ，所 处理 I的催开与保鲜效果优于处 

理 I。 

3．2 水分平衡与切花生理活动的关系 

植物体 内保持一定的膨压是一切植物细胞维持正常代谢活动的基础。花枝的紧张度 

取决于吸水速度和水分散失之 问的平衡 ]，只有在吸水量>失水量时，花枝才能获得较好 

的新鲜度。花枝寿命的长短不仅取决于花枝吸水量的绝对值，而且也取决于吸水与失水同 

的平衡关系。催花期间重量的减少及其后期的萎蔫是 由于花茎的吸水能力减弱 ，吸水不足 

难以补偿失水而破坏了水分平衡 ，吸水力的下降主要是由于木质部的导管受堵。细菌是造 

成导管堵塞的主要原因，酸性条件可抑制微生物 的生长 ，而 A1”的生理作用恰好是抑制 

微生物生长 ，防止导管堵塞 ，促进水分平衡，所以说处理 I的效果优于处理 I。 

3．3 蛋 白质含量 ，叶绿素含量与切花生理的关系 

在催花前期 ，由于花朵都未开放 ，切花蛋白质含量较高 ，从花露瓣开始 ，切花蛋白质含 

量开始下降。由于切花是一个离体的活体，一般合成代谢较弱。催花荆处理的花枝开放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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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2 d蛋 白质含量略有上升，使离体切花依然存在营养物质源 ，继续保持新陈代谢，蛋白 

质的代谢及其转化正常进行 ，处理 I下降较对照缓慢 ，所 以处理 I的催开保鲜效果较 

好 ]。此外，后期蛋白质上升可能是花迅速萎蔫丧失水分 ，鲜重下降，相对蛋白质含量上升 

的缘故。催花剂对瓶插过程中叶绿素的保护以及瓶插后期降解的延缓 ，再次证 明了催花剂 

对百合花枝瓶插前期有促进花蕾生长和开花的作用，后期延缓了叶片的衰老，避免了叶片 

因叶绿素降解而出现的褪绿 、褐斑甚至部分黄化现象，提高了叶片质量 ，延迟了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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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chemical preservatives Oil commodity preservation 

and water physiology of Lilium green buds 

LIU Ya-It，WANG Fei，DING Qin，GAO Yan 

Col~ge of H。“ic t ·Northwest Science and Tefhn~ogy Un evcrs~'t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ing，Shaa~ '7121O0．China) 

Abstract：The effects of two chemical preservatives on the water physiology of 

Lilium green buds we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mmoditv 

preservation and the preservatives could nol only promote the green buds into flowers， 

but also decline the senescence rate of the Lilium cut flowers．It als0 showed that the 

preservatives could decrease the degradation of the proteins and the chlorophyll of the 

CUt—flower during vase period，so that they could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prolong the life 

of the CUt—folwers as commodity．And，Preservatives I could increase the bloomjn 

percentage and the length of the green buds，and Preservatives Ⅱcould increase tee 

length of the petal and the size of the CUt tolwer diameter
． Also，the changes of the watef 

physiology of the Litium CUt—folwer were revealed and the preservatives of the best 

e~eets were screened Out in the experiment． 

Key words：Lilium ；green bud；chemical preservatives；water phys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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