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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把一分光光度法测定油菜籽

硫营含量的研究
`

黄继英 王 绥璋 李素梅
(陕西 百 次业科学院

,

陕西杨陵 7 1 2 10 ())

摘 要 和 用生物统计方法对用于低硫昔油菜育种后代材料筛选
、

定量的的氯化把一分

光光度法操作的可靠性 及适用条件进行 了分析
,

结果表明
:

①采用 1 次重复测定可对硫昔含

量差值为 。
.

0 4 8 m g / g 的种子样品作出正确的分辨
,

用于育种后代材料筛选
;

②采用 2 次重复

测定的平均值可对油菜一类种子的硫普含量给出较准确 的估计
。

关键词 油菜
,

硫普分析
.

氯化把一分光光度法

中图分类法 Q 叫 6
.

8 3 9
,

5 56 5
.

4

硫朴 (原名硫代葡萄糖试 )是芸苔属植物种子中的有害物质
。

油菜种子破碎后
,

在 内源

酶及 自身水分和不同 p H 条件下
,

能分解成毒性极强的睛
、

氰及恶哇烷硫酮等化合物
。

油

菜籽中约含 3 % 一 8 % 的硫昔
,

畜禽食后引起不同程度 中毒
。

选育低硫昔 品种是解决这一

问题的有效途径
。

因此
.

选择一种满足育种批 量材料筛选及定性的快速
、

简易测定方法就

成 为一项关键技术
。

由于育种的需要
,

研究人员提 出测定硫普的方法很多
,

包括直接测定硫昔
,

测定解离

产物葡萄糖
、

硫酸根 及芥子油或 其衍生物 ` ’ 一 ’
· ’ ` 一 。

这些方法以不同测试条件满足不同研究

要求均可得到相应效果
。

其中 W
. ’

r h , c s 提 出并经中国农科院油料所 引入
、

改进的氯化把

一 分光光 度法
,

由于 简 易且适 于批 量育种材料 测 定
,

已普遍 用于国 内油菜育种材料筛

选 「’
·

2
·

` 。

该方法基于氯化把 可与硫背形成在酸性介质 中较稳定 的有色复合体
,

然后在分

光光度计 45 0 n m 波长处测 出消光值
,

最后根据复 合体的消光值与硫昔含量的 回归方程

( y 一 12
.

2 2x 一 1
.

1 33 )或 标准曲线图求出种子的硫昔含量
。

但是
,

多年育种材料筛选测定

发现
,

由于操作过程中 多种因素影响
,

超常误差估计时有发生
。

如何对这一方法测定结果

进行客观估 计及保证在 育钟过程中应用
,

未见报道
,

本文将就此进行讨论
。

1 材料和方法

将硫昔含量高 ( r l )
、

低 ( L ) 不同的 2 个 品种
:

①分 别以 10 0 ;石( r l )
、

9 0 % ( H ) + 1 0 % ( L )

… … 1。% ( H ) + 9 。% ( L )及 1 0。 % ( L )的 比例组成 n 个样 品
,

再用氯化把一分光光度法分

析其硫昔含量 ; ②以 2 个品种 1 00 %种子的 5 次重复分析平均值作为各 自的理论值
,

并以

此计算其余 9 个样品的理 i仑含量
,

共得到 n 个样品的理论含量
;③将 n 个样品 5 次重复

分析值再按 裂
、

C
、

C ;
、

酬
、

C 可能组成的 5 组单次分析值
,

10 组 2 次
、

10 组 3 次
、

5 组 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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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1 组5 次重复的平均值共1 3 组
,

依次与理论组值进行成对 t 比较测验
,

计算出差数标

准差 ( s
`

刹需票
及 , 值 ( : 一

抨嘉
)【olj

。

当 自由度 .D .F 一 l
卜卜

1。 时
,

以 ,

一 0
.

05
,

ot
.

。 、
一 2

.

22 8 为标准
,

在测值 t < 2
.

22 8 时
,

表示被测组与理论组硫昔含量一致
,

该

方法分析的硫昔含量可靠
、

准确
。

硫昔含量的测定是将定量烘干的样品于试管中
,

加入沸水并在 90 ℃水浴中使种子 内

源酶钝化
,

同时提取硫昔
,

然后冷却
、

定容
,

过滤后加入氯化把溶液
,

待 充分形成有色复合

体后
,

测定消光值和硫昔含量
。

2 结果与分析

对 31 组氯化把一分光光度法测定结果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 (附表 )
。

1 ) 5 组单次测定结果的统计分析 中
,

1 组 ( I ) 的 ot
.

。。
~ 2

.

54 02
,

大于 2
.

2 28 的界限
,

说

明根据 1次重复测定结果判断样品的硫昔含量
,

出现错误的机会为 20 %
。

但作为分辨差

值为 0
.

0 48 m g / g 的 n 份样品的硫昔含的高
、

低趋势是完全正确的
。

2 ) 1 0 组 2 次重复 及 10 组 3 次重复 测定的平均 结果统 计分析
,

ot
.

。 、
一 1

.

4 4 0 5一 .2

2 0 2 2
,

均小于误差界限 2
.

2 28
,

也说明
,

根 据 2 次重复测定结果的平均值估计所测样品的

硫昔含量是可靠的
。

无疑
,

5 组 4 次及 1组 5次重复的平均值更接近于理论含量 (统计资

料略 )
。

3 讨 论

l) 本文是在 已往研究者对氯化把一分光光度法作出肯定结论前提条件下
,

讨论消除

误差
、

防止错误的操作技术
。

本研究设计的 11 份样品相邻硫昔含量值为 0
.

0 48 m g / g
,

极

差为 0
.

48 m g / g
,

基本上符合低硫育种材料变异范围
。

2) 在熟练的操作技术 条件下
,

利用氯化把一分光光度法 1 次重复测定结果完全可以

满足育种后代大量材料的筛选要求
。

对于少量高代材料硫昔含量估测可采用 2 次或 3 次

重复的平均值得到可靠的结果
.

3) 为保证该方法定量的可靠性
,

应注意样 品的前处理每一操作环节及 电子仪器工作

时的状态
,

内源酶的钝化
,

硫昔提取时 间
,

称量及定容的准确性
,

并随时用标准样品校正仪

器的稳定性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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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 o n w i t h o n e r e p e a t a t i o n e a n p r o d u e e a e o r r e e t d i f f e r e n t i a t i o n f o r t o t a l g lu e o s i n o l a t e

e o n t e n t o f B
r a s s i e a s 0 11

s e e d s w i t h d i f f e r e n t v a l u e s o f 0
.

0 4 8 m g / 9 f o r t h e m a t e r i a l

s e r e e n i n g in e a r ly g e n e r a t i o n ; 2
.

a v e r a g e v a l u e d e t e r m i n e d w i t h t w o r e p e a t a t i o n s e a n r e -

s u l t i n a n a e e u r a t e e s t i m a t e f o r B r a s s i e a s 0 1! s e e d
.

K e y w o r d s r e p e s e e d
,

g l L一e o s i n o l a t e a n a l y s is ,

p a l l a d i L一m e h lo r id e s p e e t r o n l e t r 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