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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诺之炎朵发育与衰谷断呈中嘲鼠捧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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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构成小苍兰 穗状花序的十几朵小花自花序顶端至基部表现出明显的发育与衰

老顺序
。

伴随着花朵的发育与衰老
,

花瓣组织的可溶性蛋白质含量明显下降
,

细胞膜相对透性

显著上升
,

表示膜脂过氧化水平的丙二醛含量逐渐增加
,

在衰老后期增加更显著
,

与此相对

应
,

饱和脂肪酸所占百分比增加
,

脂肪酸不饱和指数 IU F A 明显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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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6 0年代末 以来
,

生物 自由基代谢的研究进展较快 lj[
。

已有资料表明
,

生物体内自由

基产生与清除的平衡对维持生物体正常的生命代谢具有重要作用
,

当其平衡遭到破坏时
,

过剩的 自由基就会引发或加剧膜脂过氧化作用
,

造成细胞膜系统损伤
,

代谢紊乱
,

导致衰

老甚至死亡 2[ 一 `〕。

目前有关膜脂过氧化对植物细胞膜系统和代谢过程的伤害机理
,

以及有

关膜脂过氧化与植物逆境胁迫关系的研究报道虽然很多 1j[
,

但材料主要是农作物
、

蔬菜和

水果等
。

而有关花卉方面的研究则较少
。

本文以冬季重要鲜切花小苍兰 ( F er es l’a 理 fr a c at

kl at t) 为材料
,

研究了其花朵发育与衰老过程中的膜脂过氧化作用
,

为揭示切花衰老的机

理
、

制定有效的鲜切花保鲜措施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材 料

试验于 1 9 9 2和 1 9 9 3年春季进行
,

以温室正常生长的小苍兰为材料
。

将其穗状花序上的

小花按发育与衰老程度分为4级
: 1级 (花蕾期的小花 ) ; 2级 (初开期的小花 ) ; 3级 (盛开期的

小花 ) ; 4级 (衰败期的小花 )
。

当穗状花序顶端小花仍处在花蕾期 l( 级 )而基部小花已失水

萎蔫时 (4 级 )
,

剪取整个花序
,

取处于上述各级花朵的花瓣作分析测定
。

1
.

2 分析方法

细胞膜相对透性用电导法测定 5j[
;
可溶性蛋白质含量用考马斯亮蓝 G

一

2 50 法测定
; 丙

二醛 (M D A )含量按文【6〕报道的方法测定 ;
脂肪酸组份及含量按文「7〕报道的方法测定

。

2 结果分析

2
.

1 花朵外观形态及花瓣中可溶性蛋白质含 t 的变化

小苍兰穗状花序上的十几朵小花 自花序顶端至基部表现 出明显的发育与衰老顺序
。

外观形态上
,

当花序顶端的第 2
,

3朵小花还为花蕾状 l( 级 )时
,

花序基部的小花 则 已 开 败

(4 级 )
,

花瓣边缘失水
,

起皱纹
,

表现出明显的衰老特征
,

位于花序中部的小花依次为始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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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 (2级 )和盛开状 3 (级 ); 花瓣中可溶性蛋白质含量随花朵的发育与衰老 (从 1级至 4级 )逐

渐下降 (图 1 )
,

特别在花朵开放 (2 级 )以后迅速下降
。

3级花的可溶性蛋白质含量比 1级花减

少约 12/ (为 1级花的 50
.

8% )
,

说明在花朵始开 (2 级 ) 时
,

花瓣的衰老即已开始
,

随着衰老的

加剧
,

花朵外观形态上表现出明显的衰老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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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花瓣发育与衰老过程中可溶性蛋白质含量
、

M D A 含量及细胞膜相对透性的变化

1
.

M D A 含 t
; 2

.

细胞膜相对透性
. 3

.

蛋 白质含 t

2
.

2 花瓣组织丙二醛 (M D A )含 t 及细胞膜相对透性的变化

由图 1可见
:

花瓣组织中 M D A 含量在花朵发育初期 (1 级 )含量较低
,

随着花朵开放 (2

级 )
,

M D A 含量显著增加 (为 1级花的 1倍以上 )
,

在花朵开放期间 (2 ~ 3级 )
,

M D A 含量变

化平缓
; 但 3级以后

,

M D A 又迅速增加 (4 级花的 M D A 含量为 3级花的 1
.

2倍 ) ;细胞膜相对

透性也随着花朵的发育与衰老逐渐上升 (图 1 )
,

特别在花朵开放 (2 级 )以后
,

迅速提高
。

3级

花的细胞膜相对透性是 2级花的 1
.

3倍以上
。

这说明在花朵衰老过程中
,

膜脂过氧化程度增

高
,

细胞膜受到损伤
,

膜透性增加
。

2
.

3 花瓣组织细胞膜脂肪酸组分及含 t 的变化

表 1和 图 2的结果表明
,

随花朵发育与衰老
,

不饱和脂肪酸 ( 1 8
: 3

,

1 8
: 2

,

1 8
:

l) 的含量逐

渐下降
,

其 中亚油酸 ( 1 8
: 2 )

、

亚麻酸 ( 1 8
:

3) 下降较多
,

饱和脂肪酸 ( 1 6 : O
,

18
:

0) 含量上升
,

尤以棕搁酸 ( 1 6
,

0) 增 加较多
。

随着花瓣组织衰老 (3 级花以后 )
,

出现饱和脂肪酸豆范酸

( 1 4 1
` o )

。

饱和脂肪酸所占百分 比增加
,

脂肪酸不饱和指数 (I U F A )下降
。

说明在花朵发育

与衰老的过程 中
,

膜脂趋于饱和化
。

表 1 小苍兰花朵发育与衰老过程中的脂肪酸组份及含 t

l一八U
月峡Oó,
J

、Jú月了月了月了0̀飞曰一Où,二月了盛兮

饱脂(
酸量花级别

C ?
.

C ?
。

C l o C?a

豆范酸 棕桐酸 棕搁油酸 硬脂酸

C !a

油 酸

C于。 C玉。 未知
亚麻酸 花生烯酸 总

和

肪酸 I U F A
.

0
.

0 0 0

0
.

0 0 0

1
.

3 1 2

0
.

8 6 7

1 7
.

2 9 7

1 9
.

4 1 0

2 3
.

6 9 7

2 8
.

5 5 0

1
.

7 8 0

1
.

7 2 3

1
.

1 9 2

0
.

8 3 7

2
.

4 0 7

2
.

3 3 3

2
.

7 8 3

3
.

8 5 8

2
。

9 6 1

1
.

83 5

1
.

37 4

0
.

95 7

亚油酸

4 5
.

7 4 1

4 4
.

6 9 9

4 0
.

6 0 1

3 8
.

3 7 6

2 4
.

3 5 7

2 3
.

2 3 8

19
.

0 8 6

15
.

9 8 1

2
.

35 2

3
.

76 6

2
.

4 6 6

1
。

3 1 8

4
.

9 08

4
。

7 2 0

8
.

6 8 0

10
。

0 9 3

17 1
.

5 9 2

16 6
.

4 3 6

1 43
.

4 9 2

1 2 7
.

8 0 7

注
: `
示脂肪酸不饱和指数

,

其值为 16 , l m o l% + 1 5
: l m o l% + 15

: Z m o l% + 15 : 3 m o一% + 2 0 : l i m o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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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级花和 4级花脂肪酸组分及含量分析的气相色谱图

3讨 论

当小苍兰穗状花序基部盛开的小花花瓣开始失水萎蔫表现出明显衰老特征时
,

花序

顶端的小花还为花蕾状
,

正处于旺盛生长阶段
。

作为衰老指标的可溶性蛋白质含量
,

在花

朵始开后就开始下降 8[ 一 ’ 。〕 ,

说明花瓣的衰老在外观上表现出明显特征以前即已开始
。

随

着后期衰老加剧
,

花朵外观上才表现明显的衰老特征
。

在花朵发育与衰老过程中
,

表示膜脂过氧化程度的丙二醛 (M D A )含量和表示细胞膜

损伤程度的细胞膜相对透性均显著上升
,

但二者变化趋势略有不同
。

M D A 含量的上升表

现为快一慢一快
;
细胞膜相对透性的增加则表现为慢一快一慢

,

即 M D A 含量在花朵始开

时已 明显增加
,

而细胞膜相对透性则稍晚其后
,

在花朵开放中
,

后期上升显著
;
在衰老后

期
,

M D A 又迅速增加时
,

细胞膜相对透性的增加则较缓慢
,

这与汪宗立在玉米 叶片上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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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结果 〔 l0j相似
.

说明衰老的初期
,

膜脂过氧化作用加剧 (M D A 含量增加迅速 )
,

当 M D A

含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时
,

细胞电解质外渗剧增
,

细胞膜相对透性显著上升
。

已有的研究 1[] 指出
,

膜脂过氧化对生物膜的损伤主要是由膜蛋 白的变性及膜 中类脂

的变化引起的
.

本试验结果表明
,

随花朵的发育
、

衰老
,

花瓣组织饱和脂肪酸所占百分 比增

大
,

I U F A 下降
,

膜脂趋于饱和化
。

由此可以认为
,

在小苍兰花朵发育
、

衰老过程中
,

自由基产生与清除之间平衡破坏
,

自

由基积累
,

引发膜脂过氧化作用
,

使膜结构发生变化
,

膜的完整性受损
,

导致代谢失调
,

最

终导致了花朵的衰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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