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蒜瓣伤害刺激对大蒜休眠生理的影响 

张恩让 程智慧 
t西北 ：军面 系， o0] 

摘 要 对 改良蒜 和。苍山蒜 蒜瓣进行不同方位和程度的刀伤朝激，然后定期测定其 

芽瓣比和生理指标。结果表明t背部伤害和腹部伤害都加快了芽瓣比的增加进程，同期测定最 

大值是对照的1．5倍，效果是腹伤大于背伤)POD活性由于伤害而在前期出现一个峰值，最 

高是对照的 2．7倍，不同方位的影响差异不明显，程度上是重伤大于轻伤 1AA氧化酶活性 

在测定过程中不断下降，处理的下降速度大于对照t方位和程度的影响不规律；蒜瓣内还原糖 

和单宁含量及PO D活性有相似的变化趋势，峰值分别为对照的 3．4倍和 3倍 两品种表现基 

本相同· 

关键词 曼蓬，堡查墅壅，堡璺生理 
中田分类号 $一633．4，$604-1 亨 · ； 

大蒜体眠期的长短主要受遗传及环境因子的调节控制，环境因子包括光、温、湿、气、 

伤害及病菌等，这些环境因子刺激都可能引起内部生理生化过程变化，进而影响遗传基因 

的表达。程智慧等 试验表明，低温高湿或冷凉处理能提前解除鳞茎的体眠，并对处理后 

大蒜鳞茎内部的一些生理生化过程进行过研究 但其它环境因子对大蒜鳞茎体眠的影响 

未见报道，本研究旨在探讨不同的刀伤刺激对大蒜形态及生理的影响。 

1 材料和方法 

供试品种为“改良蒜”和“苍山蒜”。设两个伤害处理，背部刀伤和腹部刀伤 每处理设 

两个水平，轻伤(深度不到芽孔)和重伤(伤过芽孔) 伤害后播于沙盘中，置20X2士2℃、空 

气相对湿度为94 士2 的环境条件下，定期统计芽瓣比和测定有关生理指标。还原糖含 

量用水杨酸比色法测定；单宁含量用磷钼酸钨酸钠比色法测定)POD活性用愈伤术酚法 

测定；IAA氧化酶用定量比色法测定。 

2 结果与分析 

2．1 对太蒜芽瓣比的影响 

休眠期相对较短的改良蒜在受到伤害刺激后，芽瓣比的增加进程快于对照(表1) 在 

同期测定中，腹部重伤效果最好，7月21日和30日测定，都比对照高1．5倍以上。苍山蒜 

在受到伤害刺激后，7月29日之前基本和对照持平；8月8日测定，各处理的芽瓣比都略 

低于对照；在8月15日后，除背部重伤外，其它处理很快增加超过了对照。说明伤害刺激 

加快了苍山蒜芽瓣比的增加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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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对 POD和 IAA氧化酶活性的影响 ， 

2．2．1 POD活性 两品种在伤害刺激后．POD活性急剧升高，出现一个峰值。不论是背 

部还是腹部，重伤刺激的效果大于轻伤，苍山蒜腹部重伤后的第 2次测定(7月29日)． 

POD活性为对照的2．7倍。此后POD活性降低，随时间的延长而缓慢升高(表2)。 

表 2 伤害刺激对休眠大蒜鳞茎内 POD活性的影响 △A·g ·min一 

2．2．2 1AA氧化酶活性 IAA氧化酶活性在试验过程中一直呈下降趋势，不同方位的 

伤害刺激均加速了这一过程，两品种趋势相同。以伤害程度做比较可见，重伤刺激促进 

IAA氧化酶活性下降的效果大于轻伤(表3) 

表 3 伤害刺激对休眠大蒜鳞茎内IAA曩化酶活性的影响 ·h叫·mL 

2．3 对还原糖及单宁含量的影响 

2．3．1 还原糖含量 伤害刺激使大蒜蒜瓣内还原糖含量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苍山蒜 

增幅较大，不同方位相比，腹部刺激后的还原糖最高含量是对照的 2．8倍(改 良蒜 8月18 

日测定结果)．背部刺激的最高比值是 3．4倍(改良蒜 8月12 13测定结果) 从伤害程度来 

看．两品种还原糖最高含量都出现在重伤刺激后(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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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伤害刺激对休眠大蒜鳞茎内还原糖含量的影响 

窑 睿 改良蒜(月／13) 苍山蒜f月／日) 

都位 程度 7／25 8／6 8／12 9／18 7／20 7／29 8／8 。 { 5 8／23 

背部 ：．~ 6 7；：．~ 5 9： “ 

腹部 ：．． 6 7； 32 ： ,30：：．．。4：8；： ．60 ：．．。4：6：：．~ 18： ．34 ：．~ 2。5； 
对j!}【 0．6 0．568 0．248 0．344 n 605 0．338 0．1 71 0·195 0·431 

注：糖古量以占大蒜鲜重的百分数表示c下表同)． 

2．3．2 单宁含量 伤害刺激后蒜瓣单宁含量均高于对照(表5)。以效果而论，两品种不 

同部位伤害刺激使单宁含量有高有低，没有相同的趋势，从伤害程度上比较，重伤刺激的 

效果大于轻伤刺激。 

裹 5 伤害刺激对体眠大蒜鳞茎内单宁含量的影响 

3 讨 论 

在洋葱鳞茎的研究中，Miedema P，Lunis W E和Kil SUn 等 人都曾利用机械伤 

害或部分切除提早解除了体眠。本实验证明这一方法同样适用于大蒜鳞茎，衡量体眠解除 

的芽瓣 比在伤害刺激后的测定结果说明了这一点。 

POD活性和组织衰老密切相关，伤害刺激加速了组织的衰老，表现在POD上是活性 

升高，衰老过程中的一些生理生化过程可能引起了体眠的解除。 

程智慧等嘲试验证明．较高水平的1AA代表了蒜瓣体眠的解除。本研究表明，促进 

1AA降解的IAA氧化酶活性在解除体眠过程中迅速下降，据此可知，蒜瓣内1AA水平在 

休眠解除时升高。 

单宁含量和伤害的关系在其它材料上有很多研究报道，但与体眠的关系未见报道，蒜 

瓣受到伤害刺激后，单宁含量上升，此过程是否与体眠解除有关，尚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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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love's W ound Stimulus on the 

Dormancy Physiology of Garlic 

Zhang Enrang Cheng Zhihui 

(D 口 r H。 出 、  ̂ f Agricultural University，Yang~ng，Shaan~ 712100) 

Abstract The ratio of bud／clove and physiological index of garlic bulbs from CVS． 

Gailing and Cangshan to the wound stimulus at different positions and degrees were 

studied．The results showed：The wound on clove's back and abdominal parts qtlickened 

the increase trend of the ratio of bud／clove；The peak's maximum value determined at 

the same time was 1．5 times as that of the control；The effect of abdomina1 wound was 

greater than that of back wound：POD activities had a peak in early stage because of the 

wound with 2．7 times at the greatest as that in the contro1{The effect of heavy wound 

was greater than that of light wound；The activity of IAA oxidase dropped gradually 

during the determination at a faster speed than that in the contro1；The effect of wound 

：．4ifferea~positions and degrees was not regular The contents of tannin and reducing 

sugar in the cloves had the same change trends as the POD activity with the peak~value 

of 3．4 times and 3 times as in the contro1；The two cultivars were the similar． 

Key words garlic clove，wound stimulus，dormancy physiology 

P 

，  

I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