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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对黄瓜幼苗乙烯释放量和

电解质渗出率的影响

刘建辉 崔鸿文 王 飞 周 琼
《西北农业大学园艺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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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 2 1。。)

摘 要 用耐冷力不同的黄瓜品种
,

研究了低温胁迫再回温后幼苗子叶的乙烯释放量
、

电解质渗出率的变化及其与品种耐冷力的关系
。

结果表明
:
o℃ 低温处理引起乙烯释放量急剧

增加
,

但耐冷力不同的品种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耐冷力强的品种乙烯释放量高

,

且增加持续

的时间较长
, 一 3℃处理反而明显降低乙烯释放量 ,电解质渗出率随低温胁迫加剧而递增

,

与

品种耐冷力成相反趋势
.

乙烯释放量所反映的品种耐冷力与电解质渗出率反映的结果相一

致
。

关健词 黄瓜
,

品种耐冷力
,

低温胁迫
.

乙烯释放量
,

电解质渗出率

中图分类号 5 6 4 2
.

2
,

5 6 0 3
.

4

黄瓜 ( C uc u m t’s sa
`ivu

、 L
.

)起源于亚热带
,

对低温非常敏感
。

冷害是黄瓜生产中经常

发 生的 自然灾害
。

近年来
,

黄瓜冷害问题受到广泛的重视
,

尤以冷 害的抗性生理研究较

多 〔 ,一 ` , 。

有关抗冷性的鉴定方法与指标报道较少
。

w
a

gn 和 A da m s
研究证明

〔 ,一 ` , ,

低温诱导黄瓜果实乙烯释放量的增加
,

果实的冷害与

乙烯释放量有 明显的相关性
。

C he
n 和 P at t er s

on
〔 7 ,以几种不同作物叶片为材料

,

进一步研

究证明
,

低温诱导后的乙烯释放量是作物抗冷性的一 个敏感指标
。

但关于低温胁迫对不同

耐冷力黄瓜品种乙烯释放量的影响
,

尚未见报道
.

本试验 以不同耐冷力的黄瓜品种子叶期幼苗为材料
,

研究低温胁迫对乙烯释放量及

电解质渗出率的影响
,

并分析其与品种耐冷力的关系
,

为黄瓜抗冷育种提供理论依据和种

质鉴定的方法
。

1 材料和方法

L l 试验材料

选用耐冷力不同的 4 个黄瓜品种
:

黑单 1 号和农大 11 号耐冷力较强
,

津研 7 号和西

农 58 号耐冷力较弱
.

供试品种的种子经常规浸种催芽后
,

选萌发的种子均匀点播于播种盘中
,

基质为湿润

硬石
。

播后置于人工气候箱中培养
。

培养温度
:

前 2 d 28 ℃恒温
,

以后控制昼温 25 ℃
,

夜温

18 ℃ ,

光照强度 30 o 00 lx 旧 照时数 12 h
,

空气相对湿度 80 % ~ 85 纬
.

幼苗培养至子叶展

开
。

1
.

2 试验处理

各品种的幼苗分为 4 组
,

置 于 人 工气候箱中分别进行 2 5
r

C (对照 )
,

3士 0
.

5 ℃
,

。士

收稿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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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和 一 3士 0
.

5℃处理
.

时间各分为 6
,

18 和 36 h
.

处理期间
,

保持 80 % ~ 85 %的空气

相对湿度和黑暗条件
。

1
.

3 乙烯释放 t 测定

经低温处理和对照的幼苗置 20 ℃条件下保留 4 b〔卜
7 ,后取样

。

每处理称取幼苗完整

子叶约 2
.

5 9
,

分别装入 75 m L 三角瓶中密封
,

置 20 ℃条件下保留 l h
,

然后分别从瓶中

抽取 1 m L 气样
,

用 G C
一

g A 气相色谱仪测定乙烯释放量
.

测定条件
:

固定相 G D X
一

50 2
,

柱

温 9 0℃
,

进样 口 温度 2 4℃
,

载气流速
:
N

:
5 0 m L /m i n

,
H : 0

.

5 k g / e m
, ,

空气 0
.

5 k g / e m
,

.

每处理 3 次重复
,

每重复测定 5 次
。

1
.

4 电导率测定

低温处理和对照的幼苗同时取样
,

置 20 ℃条件下保留 4 h 后测定
。

幼苗用蒸馏水冲

洗干净
,

用吸水纸吸干
。

切取子叶
,

用打孔器取子叶中部直径为 1
.

5 c in 的圆片
,

每重复 12

个
,

放入 20 m L 的指形成管中
,

用无离子水冲洗 2 次后
,

加入 10 m L 无离子水
,

用真空泵

抽气 10 m in 后
,

在室温条件下振荡浸提 90 m in
,

用 DJ S 型电导仪测定溶液的电导率 ( R )
,

然后用热水浴煮沸 5 m in
,

以杀死细胞
,

冷却后再测定溶液的总电导率 ( r )
,

按公式 ( R /

侧 ) 又 10 0%计算相对电导率
。

用以表示细胞 电解质渗出率
.

2
.

1

结果与分析

低温胁迫对幼苗子叶乙烯释放里的影响

2
.

1
.

1 低温胁迫时 .j] 对乙蜂释放童的影响 禾经低温处理 (对照 )时
,

各品种幼苗子叶的

乙烯释放量均很低
,

品种间几乎无差异
。

经 。士 0
.

5℃处理 6
,

18 和 36 h
,

再回温至 20 ℃并

保留 4 h 后
,

各品种乙烯释放量均 明显增加
,

表明低温能诱异黄瓜幼苗乙烯释放量的增

加
。

但不同品种 间乙烯释放量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

黑单 1 号乙烯释放量最大
,

其次为农大

n 号
。

二者幼苗子叶的乙烯释放量随处理时间的延长呈递增趋势
;
津研 7号和西农 58 号

幼苗乙烯释放量均较小
,

二者幼苗乙烯释放量在 18 h 之 内
,

随处理时间延长而递增
,

但处

理延长至 36 h
,

其 乙烯释放量并未相应增加
,

甚至略有降低 (图 I A )
。

说明不同品种之间
,

乙烯释放量增加持续的时间有明显的差异
。

2
.

1
.

2 低温胁迫强度对 乙烯释放量的影响 经 3士 0
.

5
,

O士 0
.

5
,

一 3士 0
.

5℃和 25 ℃ (对

照 )处理 18 h
,

再置 20 ℃下保留 4 h
,

各品种幼苗子叶乙烯释放量见图 I B
.

结果表明
: 3℃

低温处理
,

各品种 乙烯释放量略有增加
; 0 ℃处理

,

乙烯释放量迅速增加
,

并表现出品种间

的明显差异
,

黑单 1 号和农大 n 号的乙烯释放量明显大于津研 7号和西农 58 号
。

但当低

温胁迫进一步加剧时
,

各品种幼苗的乙烯释放量反而明显降低
.

这说明一定的低温胁迫
,

可以诱导乙烯的释放
,

过强的低温胁迫对乙烯释放反而有抑制作用
。

2
.

2 低温胁迫对黄瓜幼苗电解质渗出率的影响

电解质渗出率是检验植物受逆境胁迫后细胞膜透性的重要指标
,

电解质渗出率的变

化与作物耐冷力呈相反趋势
〔,一 ’ ·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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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不同处理对黄瓜品种幼苗子叶乙烯释放量的影响

A
.

。℃ 低沮处理
; B

.

处理时间 18 卜 ; 1
.

黑单号 1号
; 2

.

农大 n 号
; 3

.

津研 7 号
: 4

.

西农 58 号

经 18 h 不同低温处理
,

各品种幼苗子叶 电解质渗出率随低温胁迫加剧而递增 (图

Z A )
,

与幼苗外部伤害表现相一致
; 3℃条件下

,

幼苗未见伤害
,

电解质渗出率几乎无增加
;

0 ℃处理
,

幼苗轻度伤害 (少数子叶下垂 )
,

电解质渗出率增加幅度较小
; 一 3℃处理后

,

幼苗

严重伤害 (多数子叶下垂
,

部分幼苗倒伏 )
,

电解质渗出率急剧增加
。

ō
只q
·

1 2 3 4

沙曰蕊\喇楼睦缓日

6 1 8 3 6 2 5 ( C K ) 3

处理时间 h/ 温度 / ℃

图 2 不同处理对黄瓜品种幼苗电解质渗出率的影响

A
.

处理时间 18 卜 , B
.

处理沮度 C ; 1
.

黑单 1 号
; 2

.

农大 11 号 ; 3
.

津研 7 号 ; 4
.

西农 58 号

。℃低温处理 6~ 36 h 时
,

各品种电解质渗出率增加幅度不大
;经一 3 ℃低温处理 6 h

,

各品种电解质渗出率急剧增加
。

此后
,

持续增加 (图 ZB )
。

当处理 36 h 后
,

各品种幼苗全部

死亡
。

处理 6 和 18 h 时
,

电解质渗出率表现 出品种间的明显差异
:

黑单 1号和农大 n 号

电解质渗出率增加幅度较小
,

表明其幼苗受伤害程度较轻
,

耐冷力较强
;
津研 7 号和西农

5 8 号 电解质渗出率明显高于前两个 品种
,

表明其幼苗受伤害程度较重
,

耐冷力较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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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乙烯释放 t与幼苗冷害的关系

从图 I B和 图 ZA的结果看
,

黄瓜幼苗未受伤害时
,

乙烯释放量增 加较小
,

轻度伤害

时
,

乙烯释放量反而明显降低
。

这说明
,

在产生轻度伤害低温条件下
,

幼苗体内代谢活动已

发生明显变化
,

向着乙烯合成的方向进行
。

当幼苗发生严重伤害时
,

其代谢活动首先受到

破坏
,

因而乙烯释放量随之降低
。

由此看出
,

低温胁迫条件下的子叶乙烯释放量变化能够

明显反映幼苗的伤害程度
。

2
.

4 乙烯释放里与品种耐冷力的关系

从图 I A 看
, 。℃低温胁迫后

,

在 20 ℃ 回暖条件下
, 4 个黄瓜 品种幼苗子叶的乙烯释放

量均明显提高
,

但耐冷力强的品种黑单 l 号和农大 n 号乙烯释放显著高于耐冷力弱的品

种津研 7 号和西农 58 号 (附表 )
.

同时还看出
,

在 O℃低温不同持续时间影响下
,

耐冷力强

的品种
,

乙烯释放量增加持续的时间较长
,

耐冷力弱的品种持续的时间较短
。

说明适度低

温胁迫后
,

幼苗子叶的乙烯释放量大小与品种的耐冷力呈一致趋势
。

附表 在 。℃不同处理时间下黄瓜品种乙烯释放 t 的变化 产L / g
·

h

品 种

黑单 l 号

农大 11 号

津研 7号

西农 58 号

0
.

6 0 9

0
。

4 7 9

0
。

3 8 3

0
。

4 0 1

0
。

7 7 8

0
。

77 8

0
.

6 19

0
。

5 5 7

A a _

A S B

B b

B b

0
。

9 2 1

0
。

9 2 1

0
。

6 1 8

0
。

5 3 8

A a

人丑b

cB

kI

3 讨 论

l) 植物对低温的适应性
,

是植物在一定低温条件下
,

诱导了体内相应的酶系统和代谢

过程而改组的结果
〔` , .

从本试验绪果看
: 0℃低温引起黄瓜幼苗 乙烯释放量急剧增加

,

当温

度降至一 3℃时
,

乙烯释放量明显降低
.

这与前人以其他植物为材料的研究结果一致
〔 ,一 ” 。

说明在 O℃低温诱导下
,

黄瓜幼苗体内代谢活动向着 乙烯合成的方向进行
.

这可能是一种

对低温适应性的生理反应
.

当低温胁迫进一步加剧时
,

代谢活动首先受到破坏
,

乙烯释放

量随之降低
,

进而表现为组织遭受破坏
,

细胞膜透性增大
。

2) 关于低温胁迫后
,

乙烯释放量大小与植物耐冷力的关系
,

试验表 明
: 0 ℃低温处理

18 和 36 h
,

耐冷力强的两个黄瓜 品种乙烯释放量显著高于耐冷力弱的两个 品种
,

且耐冷

力强的品种乙烯释放量持续增加的时间较长
,

其机理有待进一步研究
.

3) 黄瓜品种耐冷力强弱与乙烯释放量大小呈一致趋势
,

与电解质渗出率成相反趋势
,

但二者反映的品种耐冷力完全一致
。

因此
,

经低温胁迫后
,

幼苗子叶的乙烯释放量可作为

黄瓜 品种耐冷力的鉴定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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