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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甲酸钠及硫代硫酸钠对郁金香

切花膜脂过氧化的影响

王 华
`

张继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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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郁金香切花在瓶插过程中
,

自由荃清除剂苯甲酸钠 (S B) 处理可显著减缓蛋 白

质含量的下降
,

降低膜脂过氧化产物 M D A 的积累
,

维持膜的完整性
,

减缓膜脂的饱和化趋

势
,

对膜系统有一定保护作用
,

提高切花观赏品质
。

而 自由荃像硫代硫酸钠 (N匀 s : O : )则加速

切花瓶插过程中蛋 白质含 t 的下降
,

增加 M D A 含 t 和膜透性的上升幅度
,

促使膜脂趋于饱

和化
,

加速切花的衰老
。

关键词 郁金香
,

切花
,

膜脂过氧化
,

苯甲酸钠
,

硫代硫酸钠

中图分类号 5 6 8 2
·

26 3
,

Q 9 4 5
·
1 8

关于膜脂过氧化与植物衰老关系的研究报道很多
〔。 。

大量的试验结果表明
,

在植物的

衰老中
,

伴随膜脂过氧化产物的增加
,

外源的自由基源可增加膜脂过氧化产物的积累
,

促

进衰老
,

而外源的 自由基清除剂则可减缓膜脂过氧化产物的积累
,

延缓衰老
。

说明植物的

衰老与自由基的代谢密切关联
。

但以花卉为材料进行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
。 一 `〕 。

本文以郁金香为材料
,

用外源的 自由基清除剂笨 甲酸钠及外源的自由基源硫代硫酸

钠处理
,

探讨它们对切花瓶插过程中膜脂过氧化作用的影响
,

为切花衰老生理研究及切花

保鲜工艺提供理论依据
。

1 材料和方法

n 材料及处理

试验于 1 9 9 2 年春季至 1 9 9 3 年春季进行
。

试材为百合科郁金香 ( T ul t’P a
ge sn 脚an

a L
.

)
,

品种为黄色牛津
.

清晨剪取生长一致
、

花蕾已转成品种 固有色的花枝 (带 2 片叶子 )进行瓶插处理和有关指标的测定
。

以蒸馏水为对照
,

设 2 个处理
:

自由基清除剂苯 甲酸钠 (S B ) ;
自由基源硫代硫酸钠

( N a Z
S

Z
O

3
)

。

处理液浓度均为 1 00 m g
·

L
一 ` ,

将花枝分别插入上述处理液中
。

每处理设 7 个

重复瓶
,

每瓶插 8 枝
。

观察瓶插期间花朵及叶片的形态变化
,

并于采后当天及瓶插第 3
,

6
,

9 和 1 2 d 取花瓣和叶片进行有关指标的测定
。

各测定重复 3 次
.

1
.

2 测试项 目及方法

花瓣鲜重
:

取花瓣 10 片
,

称重
; 细胞膜相对透性的测定用电导法

〔7 , ;
可溶性蛋 白质含

量测定用考马斯亮蓝 G
一

25 0 法 ; M D A 含量测定按文献 〔8〕的方法
;
脂肪酸组分及含量分

析参照郭金城等的方法
〔, , 。

收稿 日期
:
1 9 9 4

一 0 1一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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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果及分析

2
.

1不同处理对瓶插期郁金香切花可溶性蛋 白质含里及花朵鲜饭的影响

表 1不同处理对郁金香切花瓶插期可溶性轰己质相对含 t的影响

瓶擂时间
) ( d

花 瓣

S B CK N a,
S
一
O

,

叶 片

N a : S : 0 :

1 10
。

2

1 0 0

8 5
。

5

10 0

7 3
-

9 82
。

0 7 4
。

4 6 7
。

7 7 8
。

5 7 2
。

4 5 3
。

6

切\帜滋

试验表明
,

不同处理对叶片及花瓣瓶插期可溶

性蛋白质含量的变化影响不同 (表 1 )
.

在瓶插第 6 d

经 自由基清除剂 S B 处理的
,

花瓣组织可溶性蛋 白

质含量 比瓶插第 l d 有所 上升
;
而对 照 比瓶插第

l d 下降了 14
.

5% ;用 自由基源 N a多
2
0

:

处理的则

下降幅度更大 (2 6
.

3% )
。

随瓶插天数的延长
,

各处

理 花瓣组织的可溶性蛋 白质含量均迅速下降
,

但

S B 处理的在瓶插第 g d 仍维持高于 C K 的水 平
,

N a : 5
2
0

:

处理的则显著低于 C K 的水平
。

各处理叶片的可溶性蛋 白质含量均随瓶插时

间的延 长迅速下降
,

但 S B 处理 的下降幅度小 于

C K
,

N a :
5

2
0

3

处理的下降幅度显著大于 C K
,

在瓶插

第 6 d
,

N a Z
S

Z
O

3

处理的可溶性蛋白质含量 比瓶插第

l d 下降 44
.

5%
.

从瓶插第 g d 花 瓣鲜重 的测定结果 (图 l) 看

出
,

S B 处理的花瓣鲜重显著高 于 C K
,

而 N a :

52 0
3

N a z
S

:
0

3
C K

处理

图 1 不同处理对花瓣鲜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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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各处理花瓣细胞膜相对透性变化

(瓶插第 g d
,
1 0 片花瓣 )

处理的花瓣鲜重显著低于 C .K

以上结果说明
,

自由基清除剂 SB

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郁金香切花观赏

品质
,

而外源 自由基 源 N a Z
S必

3

则加

速郁金香切花的衰老
。

2
.

2 不 同处理对瓶插期郁金香切花

细 胞 膜 相 对 透 性 及 丙 二 醛

(M D A )含 t 的影响

试验结果 (图 2
,

3) 表明
,

各处理花

瓣及叶片组织的细胞膜相对透性均随

瓶插时间的延长而升高
,

但花瓣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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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幅度显著大于叶片
。

N aZ
S

Z
O

:

处理的花瓣和叶片细胞膜相对透性的上升始终高于 CK
,

而 S B 处理的上升幅度始终低于 C K
.

说明 S B 对保护膜的完整性有一定作用
,

而自由基源

N a :
S

:
0

3

则加速细胞膜的损伤
。

N “
.

卜 《 、

2 3

) 夕

.

~
-

~ ~ ~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卫

l{J七牙卜时 l、『] d

图 3 各处理叶片细胞膜相对透性的变化

由试验结 果 (图 4) 看出
,

瓶插过程 中叶

片及花瓣的 M D A 含量不断增高
。

但用 S B 处

理
,

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切花瓶插期 M D A

的积累
,

而 N az S
Z
O

:

处理则促进 M D A 含量

的增加 (图 5 )
。

说明自由基引发 的膜脂过氧

化作用是导致瓶插期切花衰老的原因之一
。

2
.

3 不同处理对瓶插期郁金香切花细胞膜

脂肪酸组分含里的影响

试验结果 (表 2
,

3) 表明
,

各 处理花瓣和

叶片的细胞膜脂饱和脂肪酸所占百分比均随

瓶插时间的延长而增加
,

脂肪酸不饱和指数

(I U F A ) 则随瓶插时间延长而降低
.

说 明切花

细胞膜脂在瓶插期逐渐饱和化
。

但 自由基清

次\荤咽ó喊一井豁晏界

除剂 SB 处理的饱和脂肪酸所占百分比增加幅度及 IU F A 下降幅度均小于 C K
.

自由基源

N a Z
S

Z
O

:

处理的
,

饱和脂肪酸所占百分 比增加幅度以及 I U F A 下降幅度均大于 C K
.

说明

前者对细胞膜系统有一定保护作用
,

而后者则加速膜脂饱和化
。

各处理对叶片的效果在瓶

插后期 (第 12 d )表现较显著
,

对花瓣的效果在瓶插中期 (第 g d) 就较明显
.

刃夕/
/夕之/ /之乡//二
洲

今介今夕/不
尸尸

北
\ù州ù曰ó一\

了通
鉴

目份口1OU

汉\妈代匀二ù找三找
曰二。吕之酬如试口芝

6

瓶插时间 d/ 显运
图 4 花瓣及叶片 M D A 含量的变化 图 5 不同处理对 M D A 含量的影响 (瓶插第 g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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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不同处理对瓶插期花铸组织细胞膜脂脂肪酸组分及含 t的影响

瓶插时间 处 理
膜脂脂肪酸组分 (% )

IU rA

第 ld

第 3d

采回

Na : S: 05

C K

S B

第叼 Na : 3 0:

C K

S B

1 2
. 0

1
。

41 8

l
。

14 6

0
。

4 2 5

0
。

8 22

2
。

3 95

2
。

0 94

l
。

4 4 3

1毛 , 0

2
。

40 7

3
。

08 4

3
。

1 62

3
。

80 4

5
。

0 65

4
。

2 89

3
.

5 36

16 : 0

16
。

4 83

19
。

4 78

18
。

73 5

17
。

5 1 6

16
。

75 0

18
。

15 2

18
。

6 19

0
。

6 34

0
。

962

0
。

952

1
。

0 11

l
。

14 0

0
。

88 2

l
。

2 44

18
1 0

1
。

19 1

1
.

3 50

1
。

2 19

l
。

5 72

1
。

8 9 3

1
.

65 2

1
.

54 3

3
。

6 90

2
。

9 70

3
。

2 26

3
。

2 44

3
。

6 13

2
。

714

3
.

40 3

18 : 2

29
.

3 03

2 6
。

174

2 7
。

99 2

20
.

14?

21
。

5 23

23
。

屯71

22
.

741

18
:
3

42
。

5 0 9

4 1
。

25 8

4 1
。

16 8

48
。

2 34

4 1
。

2 34

4 1
。

2 0 5

4 5
。

0 2 4

饱和脂肪
未知 酸 (% )

2
。

49 3

3
.

57 8

3
。

1 15

3
。

64 6

6
。

3 29

5
。

534

2
。

44 3

2 1
。

4 99

2 5
。

0 5 6

2 3
。

54 1

2 3
.

7 14

26
.

10 3

26
.

1 87

2 5
.

132

191
.

192

180
。

04 8

13.3 了08

18 ,
。

25 1

171
。

65 1

174
。

15 3

18.5 2 13

表 3 不同处理对瓶插期叶片组织细胞膜脂脂肪酸组分及含 t 的影响

瓶擂时间 处 理
膜脂脂肪酸组分 (% )

1 6
1 0 1 6

1
1 1 2

: 0 12
2
1 12

1
2 18

一 3

饱和脂肪 】1 1F A

第 1 2 d

采 回

N a : S : 0 5

C K

S B

N a : S: 0
3

C K

S B

1 2
.

2 23

1 3
。

1 6 2

1 3
。

0 5 3

1 3
。

3 8 8

1 4
。

6 5 6

1 4
.

5 0 9

1 3
.

7 8 5

0
。

8 9 7

l
。

0 0 7

1
。

4 3 7

l
。

2 4 1

1
.

8 8 3

1
.

4 9 2

l
。

4 18

0
。

4 5 1

O
。

4 5 3

0
。

5 0 8

0
。

0 1

0
。

6 1 3

0
.

1 4 5

0
.

5 0 1

0
。

7 10

1
。

04 3

1
。

1 2 4

0
.

7 5 1

2
。

0 1 1

0
。

8 3 8

l
。

5 1 5

13
。

5 2 3

13
。

7 7 3

1 5
。

8 3 0

1 3
。

4 5 0

1 7
。

9 1 3

1 7
。

8 8 1

1 8
。

6 7 1

7 2
。

19 8

70
。

5 5 9

68
.

0 4 5

70
。

85 8

6 2
。

92 0

8 5
。

2 9 7

3 6
。

4 7 1

酸 (% )

1 2
.

6 7 4

1 3
.

6 1 5

1 3
。

5 5 9

1 3
.

3 8 7

1 5
。

2 6 9

1 4
.

9 2 4

14
.

2 8 6

2 4 5
。

2 4 1

2 4 1
。

2 7 3

23 8
。

3 5 8

24 0
.

3 8 4

2 28
.

4 8 0

2 33
。

9 4 3

2 3 5
.

3 2 4

3 讨 论

可溶性蛋白质含量可作为衰老的重要指标之一
〔 l 。一 ` , , 。

S B 可显著减缓蛋 白质含量的

下降
,

而 N a Z
S

Z
O

:

则加速蛋 白质含量的下降
.

不同处理对花瓣鲜重的影响不同
,

瓶插第 g d

花瓣鲜重表现为 S B ) e K > N a :
s

:
0

3
.

说 明用 自由基清除剂 S B 处理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郁金香切花观赏品质
,

减缓切花

衰老进程
。

而 自由基源 N a Z
S

Z
O

:

则降低切花观赏品质
、

加速切花的衰老
。

膜透性的高低可以反映细胞膜受伤害的情况
〔幻

。

本试验表明
,

各处理的叶片
、

花瓣细

胞膜相对透性均随瓶插时间延长而上升
,

但上升 的幅度各处理间有显著差异
:
N a :

S必
3

>

C K > S B
.

M D A 是膜脂过氧化作用的主要产物之一
,

其含量的高低可反应细胞膜脂过氧

化的程度
〔` ”

’ ` ·

” , 。

S B 可降低瓶插期 叶片
、

花瓣 M D A 的积累
,

而 N a :
5

2
0

3

则提高 M D A 含

量的增加幅度
。

对瓶插期的叶片
、

花瓣细胞膜脂肪酸组分及含量分析结果表明
,

饱和脂肪

酸所占百分 比增加幅度以及 I U F A 下降幅度表现为 s B < c K < N a :
S

:
O

:
.

以上结果说明
,

自由基的增多造成 自由基的产生与清除失去平衡
,

加剧自由基引发的

膜脂过氧化作用
,

使膜受损伤
,

导致衰老
。

而自由基清除剂则缓解或抑制膜脂过氧化作用
,

保护膜的完整性
,

延缓衰老
.

可以认为
,

自由基引发的膜脂过氧化作用
,

是导致瓶插期切花

衰老的原因之一
,

在切花保鲜中应采取对性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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