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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氧野尻霉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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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是一种哌啶类生物碱" 一种高效的
!!

糖苷酶抑制剂" 具有

显著的降血糖功效$

#"4

%

& 目前" 人们所知的天然植物中" 桑树
!"#$% &'(&

中
123

质量分数最高 $

$

%

" 而且

作为桑树的主要产物'((桑叶" 其
123

约为
#%5% 6

)

76

"#

" 是降血糖天然药物开发的优质原料& 大量学者

对桑叶中的
123

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8"##

%

" 但大多仅限于其质量分数" 而作为植物生长及代谢的重要因素

的肥料却少见相关报道" 尤其是配方施肥对桑叶
123

质量分数及其总产量的影响" 迄今尚未见相关报

道& 基于以上设想" 本实验初步探讨了 *

4$#$

+ 配方施肥对桑叶
123

质量分数和产量的影响" 并进一

步拟合肥料效应函数" 获得推荐施肥参数" 为建设
123

高产优质桑园提供参考,

#

材料与方法

!"!

主要仪器试剂和
#$%

的测定方法

#5#5#

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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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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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产品.

?!@<A)9(,+</(BC+< 0C<)9)D)9/>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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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美国
@<A0>

公司产品. 乙腈色谱纯为中国天津市凯通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出品. 其他试剂皆

为分析纯-中国/. 试验用水为自制双蒸水,

&5&5!

仪器
1.),(* 8%%G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为美国
1.),(*

公司产品" 色谱柱为科瑞
H(,AI!;&J!8A

" 检

测器为
KH1&L%K

紫外检测器" 分析软件为
1.),(* 0C9)/(<()*

工作站.

MNO!#PN

台式离心机-中国/"

QR!

P%%

型超声波清洗器-中国/" 电子恒温水浴锅-中国/" 旋涡混合器-中国/等均,

#5#54 123

的测定方法 参照
QSE

等 $

#!

%报道的方法的基本原理" 按照
T.,

等 $

#4

%描述的方法测定,

"

测

试样品的提取0 称取待测桑叶粉
4% /6

" 加入
# /O %5%8 /)<

)

O

"#盐酸 -

:;<

#" 涡流
# /.,

" 超声波处理

$% /.,

"

#! %%% 9

)

/.,

"#离心
4% /.,

" 收集上清液" 沉淀物再按上步重复抽提
#

次" 合并
!

次上清液"

定容至
! /O

" 即得样品提取液,

#123

的衍生化0 取桑叶粉提取液
#$% $O

于
#58 /O

的离心管" 加入

%5$% /)<

)

O

"#硼酸钾缓冲液-

U: J58

#

#P? $O

" 再加入
8 //)<

)

O

"#的衍生化试剂
@EF;!;<

-溶解于体积分数

为
8%#

乙腈中#

!8% $O

" 混匀"

!8 $

恒温水浴中反应
!% /.,

" 加入
#5%% /)<

)

O

"#的甘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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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O

中和

剩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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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终止反应" 再加体积分数为
##

的醋酸溶液
PP $O

" 用水定容至
L%L $O

" 最后用孔径

%5! $/

尼龙膜过滤" 收集滤液" 即得测试液,

%

测定方法0 采用反相高效液相层析-

VW!:WO;

# 法测定"

色谱柱为科瑞
H(,AI!;#J!8A

" 检测器为
KH1#L%K

紫外检测器" 检测波长
!8$ ,/

" 流动相为乙腈
%

体积

分数
%5#X

醋酸
&&& % &P

-体积比#" 流速为
&5% /O

)

/.,

"&

" 进样量
!% $O

, 分析软件为
1.),(* 0C9)/(<()*

工

作站" 外标法分析计算, 所有样品均测定
4

次" 平均值为其
123

质量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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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点基本情况

试验于
!%&%

年在四川省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潆溪科研试验桑园进行, 该试验地土壤类型为紫色

土,

!

月测定
%Y!% 0/

土层的土壤肥力为0 有机质
445&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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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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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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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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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效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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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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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
U: L5L!

, 试验桑园栽植桑树品种为川
J!P

" 树龄
P >

, 桑树栽植株

行距为
%5PP / ' &544 /

" 栽植密度为
&& $%%

株)
C/

"!

" 各小区均设置隔离带,

&

月上旬修枝整形" 枝条
J

根)株"&

" 其他田间管理与常规管理相同,

!"'

试验设计

采用现代肥料二次回归*

4$&$

+ 试验设计
Z

在试验设计中对氮磷钾
4

因素
$

水平
&$

个处理-表
&

#" 随

机排列, 设计中
$

个水平0

%

水平指不施肥"

!

水平指当地推荐施肥量"

&

水平为
!

水平
' %58

"

4

水平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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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 &58

-该水平为过量施肥水平#, 各种处理为
4

个试验小区" 小区面积为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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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有机肥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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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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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布置各施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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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采用尿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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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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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下旬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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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方法

&5$5&

肥料对桑树不同部位叶
123

质量分数的影响
!%&%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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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查看并标记正常发育" 树形较

好的桑树, 各小区选择
P

株桑树" 每株桑树选择
!

条典型桑枝,

P

月
&%

日在相同部位分别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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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嫩

芽1 嫩叶1 成熟叶1 老叶" 各处理的各小区的各部位叶分别混合"

P% $

烘干后" 研磨过
!%%

目筛" 测

定各处理桑树不同部位叶的
123

质量分数&

&5$5!

肥料对桑叶
123

产量的影响 各处理实收测产调查" 收集各处理所有的桑叶"

P% $

烘干后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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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互之间桑叶中

E#F

质量分数均没有显著差异' 但前者
E#F

显著高于后者' 嫩芽和嫩叶中
E#F

最高质量分数分别为

30".. &

)

%&

!1和
30/"2 &

)

%&

!1

& 磷肥对春季成熟叶中
E#F

影响较大' 随着施磷量的增加' 成熟叶中
E#F

也

显著增加' 在
)

!

水平时达到最大值
!0/2! &

)

%&

!1

'

)

3

水平时又显著降低' 但仍显著高于
)

1

水平& 随着施

磷量的增加' 春季老叶中
E#F

也显著增加' 在
)

!

水平时达到最大值!

10241 &

)

%&

!1

"'

)

3

与
)

!

之间没有显

著差异&

!0103

施钾量对桑叶中
E#F

质量分数的影响 选取
#

!

)

!

,

-

'

#

!

)

!

,

1

'

#

!

)

!

,

!

和
#

!

)

!

,

3

' 探讨施钾量对桑

叶中
E#F

质量分数的影响!图
1$J

"& 结果表明* 在同一处理中' 春季上位叶中
E#

质量分数大于下位叶*

嫩芽＞嫩叶＞成熟叶＞老叶& 嫩芽中
E#F

质量分数在
,

-

'

,

1

和
,

3

水平上均没有显著差异' 但均显著低

于
,

!

水平的嫩芽中
E#F

质量分数!

30".. &

)

%&

!1

"+ 嫩叶, 成熟叶和老叶中
E#F

随着施钾量的增加表现相同

殷 浩等* 配方施肥对春季桑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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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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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和
&

#

相互之间均没有显著变化" 但前者显著高于后者 "

()*

最大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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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和
#+-./ 0

#

10

!/

$

!"!

桑叶平衡施肥设计肥料效应模型的配置

采用
2322 /'+%

统计软件" 利用当年的肥料和
()*

价格! 氮%

)

&

$+/%

元#
10

!/

" 磷%

3

!

4

5

&

'+!%

元#
10

!/

" 钾

%

&

!

4

&

5+%%

元#
10

!/

"

()*

为
!+%% " /%6

元#
10

!#及表
#7!

" 建立以桑叶总
()*

产量为函数" 氮磷钾为因子

的肥料效应函数" 求算出最佳施肥量及最佳产量$

!+!+#

三元二次肥料效应函数 桑叶三元二次肥料效应函数!

!###+'5-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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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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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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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5

&$ 由上述全因子模型" 求出最佳施肥量及最佳产量$

!+!+!

多种肥料效应函数的施肥决策信息 桑叶中总
()*

最佳经济产量为
!'+!' 10

#

89

!!

" 推荐施肥指

标氮%

)

&为
!6-+# 10

#

89

!!

" 磷%

3

!

4

5

&为
,5+! 10

#

89

!!

" 钾%

&

!

4

&为
#5,+- 10

#

89

!!

$

'

讨论

氮磷钾是植物生长的
'

种基本要素" 但不同的植物对其需要量及其比例是不同的" 不同肥力水平的

图
#

施氮量
!

放磷量和施钾量对桑叶
()*

质量分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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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卷第
!

期

土壤! 施用肥料的最佳用量差别很大! 尤其是药用植物! 对其精准施肥的研究不仅要追求其含量及其产

量! 还要注重次生代谢产物的产量" 张燕等 #

#$

$报道% 单施氮肥对益母草
!"#$%&%' ()*#$+,%'

中水苏碱和

总生物碱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足量的磷元素与氮元素的合理配饰可以提高氮的肥效" 纪瑛等#

#%

$研究表明%

施用氮肥能显著提高苦参
-#*.#&) /0)1"',"$'

中总生物碱的含量及其产量! 但过量施用则呈降低趋势" 陈

泉等#

#&

$报道% 施肥并不能显著影响植物生物碱的含量! 只是显著提高植物干物质产量! 从而增加了生物

碱产量" 其他相关研究结果也证明氮素对植物体内生物碱含量具有提高和促进效应#

#'!#"

$

" 肥料对桑叶中

()*

的质量及其产量的影响的相关研究报道较少"

+,-

等#

#.

$报道了不同氮素形态及其配比均能显著影响

桑叶中
()*

质量分数" 而本试验结果表明% 氮磷钾单因素均能显著影响春季桑叶中
()*

的质量分数!

不同氮磷钾施入量及其配比能显著影响春季桑叶
()*

产量" 氮素是
()*

合成的必需元素! 所以施氮量

对其质量分数及其产量的影响较大! 而磷钾元素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
()*

的合成& 过量施肥! 桑叶

()*

不会提高! 甚至会显著降低! 这可能是破坏了土壤环境的养分平衡或
()*

达到一个平台后表现的

饱和反应"

本试验利用肥料效应函数得到桑叶
()*

的最佳产量及其最佳施肥指标! 为以桑叶为主要原料! 并

以
()*

为主要成分的产品开发! 提供获得高产优质原料的施肥方法! 为解决人工栽培中存在的药材质

量不稳定等问题提供参考"

植物次生代谢产物的合成过程较为复杂! 生物因素和非生物因素均能显著影响其含量#

!.

$

! 所以对它

们仍需系统的研究! 尤其是影响
()*

生物合成的具体机制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

$

结论

氮磷钾的施肥水平能显著影响桑叶中的
()*

质量分数" 在单因素水平时! 随着施肥量的增加! 桑

叶中
()*

也随之显著增加! 在
)

!

/

!

0

!

水平时达到最大! 再增施肥料! 其质量分数基本没有变化或者显

著降低! 所以科学施肥能显著提高桑叶的
()*

产量" 通过建立肥料效应函数! 得到桑叶的推荐施肥指

标和
()*

最佳经济产量% 桑叶中总
()*

最佳经济产量为
!12!1 34

'

56

!!

! 推荐施肥指标氮(

)

)为
!7&2# 34

*

56

!!

! 磷(

/

!

8

%

)为
"%2! 34

*

56

!!

! 钾(

0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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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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