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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瓜种子乙烯释放量酶活性 

与品种性型的关系 

于志章 王永熙 刘丽平 
’  

吾五 五大学酉乏 丽 桶瞳． 121D。】 
午z 己 L 

摘 要 用节成性不同的黄瓜品种，研究了种子萌发 中乙烯释放量，过氧化氢酶 

(CAT)、过氧化物酶(POD)活性与品种性型表现的关系．结粜表明．刚吸胀的种子无乙烯释 

放，将萌发时乙烯量迅速上升一靖发盛期出现第一十高峰，捌根出现时达最高峰，后能降} 

CAT和POD活性在种子萌发中波动上升l三者均与雎花节辜呈正相关，相 关 系数 分别 为 

0．99Z5一 ．0．9768’．0．9481‘．乙烯直接影响性型．CAT和 POD通过乙烯影响性型，与乙烯 

释放量的相关系数依次为 0．9964一和 0．9959̈  

关键调
。 

·i ， 堡型一圣塑·过氧化氧酶一过氧化物酶 
中田分羹号 $624 201{$642．202．3 

乙烯(c：H。)是瓜类植物性别表现的内源调节剂“ ，研究证明，瓠瓜、黄瓜幼苗茎尖 

的乙烯释放量、氧化酶活性均与植株的雌性化程度呈正相关 ]。但关于黄瓜种子萌发过 

程中的乙烯释放量、酶活性 与品种雌性化程度的关系尚末见报道。本文以性型显著不同的 

黄瓜品种为材料，研究了种子萌发过程中乙烯释放量、过氧化氢酶、过氧化物酶活性的变 

化规律及其与品种性型表现的关系，为种质资源研究和杂种优势育种中雌花节率预测提 

供理论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供试品种 

选用雌花节率 (ep雌花节数／总节效 ×100 )差异极大的节成种 雌性系 8458G”，半 

节成种“长春密刺 和非节成种 西农 58号”为供试品种。播后经田间宴测，雌性 系 8458G 

的雌花节率为 90．4％，长春密牵6为 49．6 ，西农 58号为 29．8 ．各品种种子同年采收， 

活力相同 ]。种子精选后温汤浸种 6 h，授毕沥水后在 28"C恒温下催芽。 

1．2 乙烯释放量测定 

分别称取精选出的各品种种子 2 g，温汤授种后催芽。在催芽 O～54 h期间，每隔 5 h 

将催芽种子置于一定容积的三角瓶 中，严格密封 I h，由瓶内抽出 I mL气体，用 日本产 

GC-9A型气相色谱仪测定乙烯含量。测定条件 ：固定相 GDX-502，柱温 90"C，进样口温度 

240"C。载气流速；N2 50 mL／min，H2 0．5 kg／cm ，空气 0．5 kg／cm。，用 FID检测器共测 

1O次，每次设 3个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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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酶活性测定 

在催芽 0～54 h期间，每隔 6 h在 25℃下用碘量法测定过氧化氨酶活性，用寂剖术酚 

法m测定过氧化物酶活性 ，重复 3改 。 

2 结果与分析 

2．1 黄瓜种子萌发中乙烯释放量的变化规律 

黄瓜干种子和刚吸水膨胀的种子无 乙烯释放，催芽 6 h，长春密刺和西农 58号仍无 

乙烯释放，而雌性系 8458G释放少量乙烯；催芽 12 h，种子即将萌发时乙烯释放量迅速增 

加；催芽 18 h即在大多数种子。露白 的萌发盛期，乙烯释放量出现第一个高峰。在胚根突 

破种皮后数小时内，乙烯释放量略有下降，从催芽24 h起开始回升。此后随着胚根伸长， 

侧根分化，乙烯释放量急刚增加，催芽 48 h侧根出现后达最高峰。此后由于种子内贮藏养 

分的大量消耗，生理代谢水平骤降，故乙烯释放量睫然下跌(图 1)。 

2．2 乙烯释放量与品种性型的关系 

从图 1可以看出，种子萌发过程中，三个性型不同的品种乙烯释放量的变化规律相 

似 ，但量值不同，特 别 是 峰 值 差 异 明 显(在第一个高峰期，雌性系 8458G较长春密刺 

高1．85 nL／g．h，较西农 58号高6．̈ nL／g．h，长春密刺较西农58号高4．26 nL／g．h。在 

第二个高峰期，雌性系 8458G较长春密刺高 13．81 nL／g．h，较西农 58号高 24．73 nL／g． 

h，长春密剌较西农 58号高 1O．92 nLlg．h)。说明品种雌性化程度愈高，其种子萌发过程 

中的乙烯释放量愈高，在峰值期两者的相关系数为 0．9755和 0．9925 达显著和极显著水 

平(见附表)。 ． 

附衰 雌花节牢、乙蜷释放量、酶活性问的相关jI}教 

注，1B，24h为催芽持续时间．★为 0．05水平显著．★★为 0．01水平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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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过氧化氢酶活性与品种性型的关系 

图 2表 明，吸水膨胀的黄瓜种子．过氧化氢酶已具有较高活性 ，此后逐渐增强波动上 

升 ，当大多数种子“露白”(催芽 18h)时，出现第一个高峰 }旺根显著伸长(催芽 36h)时出现 

第二个高峰，侧根出现后(催芽 48h)出现第三个高峰，此后迅速降低。图 2还表 明，品种雌 

性化程度高，其种子萌发过程中过氧化氢酶活性 也高，但和乙烯释放量相 比，两者间的相 

关程度稍低 ，仅催芽 48 h的相关系数 0．9768达显著水平(见附表)。 

2．4 过氧化物酶活性与品种性型的关系 

从图 3看出，黄瓜种子吸水膨胀过程中过氧化物酶 已经活化 ，种子萌发前缓慢上升， 

萌发后随胚根伸长和侧根分化迅速增强，在催芽 48 h侧根出现时达最高峰，此后急剧降 

低。从图 3还可以看出，雌花节率高的品种 ，其种子萌发过程中过氧化物酶活性也高，两者 

的相关系数在催芽 18 h时为 0．9481，选显 

著水平(见附表)。 

2．5 乙烯释放量与酶活性的相关性 

植物体内过氧化物酶能间接参与乙烯的 

生物合成，乙烯也能提高过氧化物酶的活性， 

二者的关系极为复杂 ”。本试验 中两种酶 

均在种子开始释放 乙烯之前 已经 活化，且活 

性与乙烯释放量呈极显著正相关(见附表)， 

可以推断，乙烯直接影响品种的性型，而过氧 

化氢酶和过氧化物酶则是通过改变乙烯含量 

间接影响品种的性型，这和前人以黄瓜幼苗 

为材料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3 讨 论 
圈 3 种子萌发中过氧化物酶活性变化 

黄瓜植株的性型表现既受基因控制，又 

受环境条件和外源激素影响，这些内外因子最终是通过改变植株体内乙烯和赤霉素的含 

量来影响性型的“。 。 

种子是植物传宗接代的器官，通过种子将上代植株的全部基因传递给子代。黄瓜种子 

萌发过程中乙烯释放量、过氧化氢酶与过氧化物酶活性的规律变化，是基因在 时间和空 

间上顺序表达的结果。这些基因是在胚胎发育和种子形成过程中就已进行了转录，所以黄 

瓜种子萌发过程中乙烯释放量、过氧化氢酶和过氧化物酶活性的差异，实质上反映了产生 

种子的植株在性型上的差异，也反映了由种子发育成的植株在性型上的差异。因之种子萌 

发过程中乙烯释放量、过氧化氢酶和过氧化物酶活性 ，可以作为品种雌花节率早期预测的 

生理指标。其中乙烯释放量与雌花节率的相关性更为密切，各峰值期的相关系数均达显著 

或撅显著水平，故乙烯释放量是基本预测指标，两种酶的活性可作为辅助预测指标。本试 

验以种子为材料与应振土等 以幼苗为材料的研究结论完全一致，但以种子为材料进行 

雌花节率预测，具有更早、更简便快速、节省人力物力和不受环境条件影响，结论更加可靠 

等优点，因而在黄瓜种质资源研究、杂交育种和杂种优势育种等方面，具有更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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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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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 of Sex Expression of Cucumis Sativus tO 

Endogenous Ethylene Releasing and the Oxidase Activity 

in the Germination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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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variations in ethylene releasing and the activities of eatalase and per— 

oxidase during seed germination and the relation of sex expression to them were studied 

using cucumber cultivars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t percentage of female flower nod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13．o release of ethylene iust when seeds became 

swelling；the release of ethylene increased sharply just before seed germination,the first 

releasing peak appe ared when the side roots were obviously elongated；After that the 

curve steeply fell：the catalase and peroidase reached high activity after seeds became 

swelling．The activities fluctuatedly went up during seed germination．The posityve cor— 

relations found among the percentages of female flower nodes of different cultivara and 

the activities to catalase and peroxidase．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as 0．9925，0．9768 

and 0．9481 respectively．Ethylene affected the sex expression directly．and CAT and 

POD affected the sex expression through ethylene．The co rrelation coeffident in relation 

with the release of ethy]en as 0．9964 and 0．9959 respectively． 

Key words cucum ber，seed，cultivar sex expression，ethylene，catalase，peroxid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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