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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切花月季 %卡罗拉&

7"4& *68$-9&

%

7+8+99:

& 为材料! 通过在瓶插液中添加褪黑素"

;<9:=+3,3

!

>!

乙酰
!%!

甲

氧基色胺'! 研究了外源褪黑素对切花月季 %卡罗拉& 保鲜效应的影响( 结果表明$ 与对照瓶插液"蒸馏水'相比!

!6 !;+9

)

?

"'褪黑素
@

基础瓶插液*

/" A

)

BA

"'蔗糖
@!%6 ;A

)

?

"'

$!

羟基喹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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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柠檬酸#复合瓶插液显著提高切

花月季 %卡罗拉& 花径张开度和切花水分平衡值*

:＜6.6%

#! 减缓切花鲜质量变化率下降速度! 且抑制了瓶插液中

细菌的增长! 对切花月季 %卡罗拉& 保鲜效应最佳! 其次是
!6 !;+9

)

?

"'的褪黑素瓶插液和基础瓶插液+ 图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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褪黑素+

;<9:=+3,35 FP

'是由哺乳动物和人类的松果体产生的一种胺类激素" 具有清除自由基, 抗氧

化和抑制脂质的过氧化反应, 保护细胞结构" 防止细胞损伤, 降低过氧化物含量的作用" 使得动物体可

以提高机体免疫力" 延缓衰老的过程)

#

*

- 褪黑素在绝大多数生物有机体中作为一种生理调节剂" 存在于

高低等植物和动物中)

!

*

- 近几年来" 褪黑素对高等植物的生理反应研究十分热门- 褪黑素可以促进植物

生根" 提高种子萌发速率" 调节植物开花" 充当类生长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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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体内保护酶的活性! 维护黄瓜膜系的稳定性! 提高叶片光合能力! 缓解高温胁迫对黄瓜幼苗造成的伤

害"

&

#

$ 褪黑素灌根处理能够有效地抑制干旱胁迫下番茄
!"#$%&'()*$+ &(*,-&+.,/

幼苗叶片内活性氧的产

生! 提高抗氧化酶的活性! 缓解干旱对番茄幼苗造成的损伤"

'

#

$ 随着褪黑素在植物生理研究上的深入!

中国科研人员开始尝试了褪黑素在植物采后保鲜方面的研究$ 西北大学发表了褪黑素应用于果蔬保鲜的

研究专利! 试验发现褪黑素可显著降低储藏过程中果蔬的失重率! 并抑制了果蔬的呼吸作用"

$

#

% 中国农

业大学在外源褪黑素对番茄果实采后成熟的影响研究中发现! 褪黑素在果实成熟过程中可以介导乙烯的

信号转导与调控机制"

(

#

$ 但到目前为止! 褪黑素在鲜切花保鲜方面的研究尚未有报道$ 鉴于此! 本课题

研究了褪黑素对切花月季 &卡罗拉'

0$(1 2"3')41

&

)*+*,,-

' 瓶插期间花径张开饱满度( 鲜质量变化率和

水分平衡值等的影响! 旨在初步探讨褪黑素瓶插处理对切花月季保鲜的效应! 为褪黑素在鲜切花保鲜上

的应用提供参考! 以期丰富市场上保鲜剂的种类$

.

材料与方法

!"!

试验材料及处理

选取新鲜的( 规格一致的切花月季 &卡罗拉' )购自云南斗南花卉市场*! 将其花枝长度截为
!/ 01

!

且只留取
!23

片复叶作为试验材料$ 将处理好的花材单枝插入盛有
!/% 14

瓶插液的锥形瓶中! 瓶口用

保鲜膜覆盖! 以防止瓶中水分蒸发!

!%

枝+处理!#

! 重复
3

次$ 最后将插有月季的锥形瓶一起放入室温

为
!/23% "

! 相对湿度为
!/526%5

的实验室内$ 每天
#$7%%

进行测量! 并记录瓶插切花的相关生理指

标$ 本试验总共设计了
6

个不同的处理)表
#

*$

表
!

试验处理

8-9,: # ;<=:+>1:?@-, @+:-@1:?@A

瓶插液配方

5 蔗糖B)C+DC
!#

*

! 柠檬酸E)C+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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羟基喹啉E)C+4
!.

*

* 褪黑素E)!1*,+4
!.

*

% % % %

3% !%% !/% %

% % % !%

3% !%% !/% !%

处理

对照)蒸馏水*

基础瓶插液组

褪黑素瓶插液组

基础
F

褪黑素复合液组

编号

G

H

)

I

!"#

测定方法

花径, 瓶插期间每天采用十字法测量每朵花的直径最大值与最小值! 取其平均值$ 鲜质量变化率"

.%

#

,

花枝鲜质量变化率
J

瓶插期间每天测定花枝的鲜质量
E

瓶插当天初始花枝鲜质量
$.%%5

$ 瓶插寿命"

..

#

, 每

天观察切花的形态变化! 以
/%5

花瓣失水萎焉凋落( 花茎自然弯折( 花蕊出现或花瓣为僵死花)一直紧

包不开放*则都视为寿命终结日! 统计瓶插寿命)

K

*的平均值$ 水分平衡值 "

.!

#

, 将花插入瓶插液当天开

始! 用天平称量)花枝鲜质量
F

瓶插液
F

锥形瓶质量*的总质量为)

6

%

*! 将切花取出! 测得瓶插液与锥形瓶

质量之和为)

6

.

*% 隔
!6 L

后测量)花枝鲜质量
F

瓶插液
F

锥形瓶质量*之和)

6

@

*! 瓶插液和锥形瓶质量之

和)

6

!

*% 花枝失水量为)

6

@

!6

%

*% 花枝吸水量为)

6

!

!6

.

*% 水分平衡值
J

吸水量
!

失水量$

细菌培养试验, 在瓶插的第
%

!

3

!

&

天! 分别吸取各处理的
%M. 14

瓶插液培养于牛肉膏培养皿

)直径
( 01

*中! 然后放在
3' "

的培养箱中进行培养! 并于
!6 L

时记录各处理的细菌数量$ 重复
/

个+

处理!.

$

!"$

数据分析

用
NONN .&M%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采用
;<0:,

进行数据处理和作图! 采用
IP?0-?

法进行多重比较分

析)

7＜%M%/

*$

!

结果与分析

#"!

褪黑素对切花月季花径张开度的影响

由图
.

可以看出, 瓶插当天! 切花月季 &卡罗拉' 的花径为
'M.62'M3/ 01

! 各处理间差异不显著$

瓶插第
.

天! 花径增加很快! 随后则趋于缓慢$ 在整个瓶插期间! 基础瓶插液中月季花径张开度最小!

($!



第
!"

卷第
"

期

与对照组达显著差异!

!＜#$#"

"# 褪黑素和基础
%

褪黑素复合瓶插液组与对照差异不显著$

图
&

不同瓶插液对切花月季 !卡罗拉" 花径张开度的影响

'()*+, & -..,/0 1. 2(..,+,30 4+,5,+670(13 518*0(13 13 09, 4,078 2(7:,0,+ 1. /*0 +15,

%

;1+1887

&

基础瓶插液组 褪黑素瓶插液组 基础
%

褪黑素复合液组

"<2

!"!

褪黑素对切花月季鲜质量变化率的影响

从图
=

可以看出' 瓶插期间# 各处理切花月季鲜质量变化率均呈下降趋势( 瓶插第
&

天# 复合瓶插

液组!基础
%

褪黑素"的鲜质量变化率最低# 与对照达显著差异!

!＜#$#"

"( 瓶插第
=>?

天# 褪黑素瓶插液

组鲜质量变化率显著下降 !

!＜#$#"

"# 其他各处理下降趋势不显著( 在第
"

天时# 基础瓶插液组和复合

瓶插液组!基础
%

褪黑素"鲜质量变化率显著高于对照和褪黑素瓶插液组!

!＜#$#"

"( 在瓶插后期# 各处理

鲜质量变化率呈下降趋势#复合瓶插液组!基础
%

褪黑素"鲜质量变化率高于其他处理# 且差异达显著水平

!

!＜#$#"

"$

图
=

不同瓶插液对月季 !卡罗拉" 鲜质量变化率的影响

'()*+, = -..,/0 1. 2(..,+,30 4+,5,+670(13 518*0(13 13 09, @,()90 /973), +70, 1. /*0 +15,

%

;1+1887

&

基础瓶插液组 褪黑素瓶插液组 基础
%

褪黑素复合液组

"<2

!"#

褪黑素对切花月季水分平衡值的影响

由图
!

可见' 各处理切花月季水分平衡值均呈下降趋势$ 瓶插第
&

天# 各处理的水分平衡值均为正

值( 瓶插第
=

天# 基础
%

褪黑素复合瓶插液组与基础瓶插液组的水分平衡值为正值# 其他均为负值# 不

同瓶插液处理水分平衡值与对照差异达显著水平!

!＜#$#"

"( 瓶插第
!>?

天# 基础
%

褪黑素复合瓶插液组

水分平衡值最大# 对照水分平衡值最小# 差异达显著水平!

!＜#$#"

"( 瓶插第
">A

天# 基础
%

褪黑素复合

瓶插液组和褪黑素瓶插液组水分平衡值均高于基础瓶插液组和对照# 差异达显著水平!

!＜#$#"

"$

!"$

褪黑素处理对瓶插液中细菌数量的影响

从图
?

可以看出' 瓶插第
#

#

!

和
B

天# 随着时间的延长# 各处理细菌数量呈递增趋势$ 基础
%

褪

黑素复合瓶插液组和褪黑素瓶插液组的细菌数量较少# 与对照组差异不显著( 基础瓶插液组的细菌数量

最多# 且在第
B

天时细菌数量达最大值# 显著高于其他处理组!

!＜#$#"

"$

!"%

褪黑素对切花月季瓶插寿命的影响

由表
=

看出' 与对照相比# 各保鲜液均能延长月季 %卡罗拉& 的切花瓶插寿命
&>= 2

$ 其中基础
%

罗彤彤等' 褪黑素对切花月季 %卡罗拉& 保鲜效应的影响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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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不同瓶插液处理对切花月季

!卡罗拉" 瓶插寿命的影响

&'()* ! +,,*-. /, 01,,*2*3. 42*5*26'.1/3 5/)7.1/3

/3 6'5* )1,* /, -7. 2/5*

!

8/2/))'

"

试验处理 寿命
90

对照#蒸馏水$

:;!% ! %;<= -

基础瓶插液组
=;=> ! %;## (

褪黑素瓶插液组
>;=: ! %;#? '

基础
@

褪黑素复合液组
>;>? ! %;<? '

说明% 平均值
!

标准偏差& 字母不同表示

在
%;%:

水平上差异显著

褪黑素复合保鲜液组和褪黑素保鲜液组的延长时间最长& 为
! 0

& 且与对照和基础保鲜液组相比达显著

差异#

!＜%;%:

$' 其次是基础保鲜液组& 延长时间为
< 0

& 且与各处理相比差异达显著水平#

!＜%;%:

$(

?

讨论

鲜切花保鲜剂是指用以调节鲜切花生理生化代谢& 达到人为

调节鲜切花开花和衰老进程& 减少流通损耗& 提高流通质量或观

赏质量等目的的化学药剂 )

<?

*

( 从以往的研究中不难发现 )

<A"<>

*

& 保

鲜剂的主要成分为碳水化合物& 如蔗糖+ 果糖+ 葡萄糖& 杀菌剂&

酸性物质& 乙烯抑制剂& 植物生长调节剂类及表面活性剂& 金属

离子& 抗氧化剂等( 但是在研究中也发现& 各种保鲜剂的成分在

处理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是单一的& 对于不同的花材作用也不一

致& 所以目前尚未研发出万能型#广谱性$的保鲜剂( 因此在一些

标准化管理的切花生产中& 选择一种保鲜剂是否适合该品种的切

花& 就必须先进行试验筛选& 当筛选出适宜的配方与浓度后& 再

图
A

不同瓶插液中细菌数量比较

B1C72* A 8/D4'215/3 /, ('-.*21') 37D(*2 13 .E* 01,,*2*3. 42*5*26'.1/3 5/)7.1/35

基础瓶插液组 褪黑素瓶插液组 基础
@

褪黑素复合液组对照#蒸馏水$

图
?

不同瓶插液对月季 !卡罗拉" 水分平衡值的影响

B1C72* ? +,,*-. /, 01,,*2*3. 42*5*26'.1/3 5/)7.1/3 /3 F'.*2 (')'3-* /, -7. 2/5*

!

8/2/))'

"

基础瓶插液组 褪黑素瓶插液组 基础
@

褪黑素复合液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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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到实际生产中!

在本试验中发现"

#$ !%&'

#

(

!)褪黑素
*

基础瓶插液$

!$ +

#

,+

!-蔗糖
*#"$ %+

#

(

!-

."

羟基喹啉
*#/$ %+

#

(

!-

柠檬酸%配方与对照相比" 能延长瓶插寿命
#0! 1

" 且在第
2

天后" 该配方处理的花瓣依然新鲜" 茎秆

直立" 花径张开度还未达到最大" 后期仍具有观赏价值& 切花月季的正常生理代谢取决于吸水值与失水

值的平衡'

-.

(

" 当吸水值＞失水值时" 植物细胞吸水" 生命力旺盛和代谢正常" 使得花瓣具有一定的膨

压" 从而正常开放) 但当吸水值长时间小于失水值时" 植物细胞渐渐失水萎蔫" 而吸水值的减少一般是

由于切花茎部的失水" 导致空气进入导管形成气栓阻碍水分运动) 而细菌* 真菌等的大量繁殖也会造成

木质部阻塞" 导致茎中导管运输水分能力下降'

-3

(

" 但在本试验中由于褪黑素在后期仍具有高效的抑菌能

力" 所以在第
2

天时" 它的水分平衡恢复的值为最大& 其次是单独的褪黑素瓶插液" 在细菌的培养中与

普通的
."

羟基喹啉杀菌剂相比" 杀菌效果差异显著" 但由于瓶插液中缺乏碳水化合物的调节" 因此它对

月季 +卡罗拉, 的保鲜效果略差于基础液
*

褪黑素瓶插液组" 最后是普通的基础液配方$

!4 +

#

,+

!-蔗糖
*

#"$ %+

#

(

!-

."

羟基喹啉
*#$$ %+

#

(

!-柠檬酸%&

月季作为国际上重要的鲜切花品种之一" 其中切花月季 +卡罗拉, 因其颜色鲜艳" 花朵为红色" 且

与中国传统的红色相符" 所以受到广大消费者的热烈喜爱& 但由于保鲜剂对不同品种的鲜切花保鲜效果

不同" 目前市场上尚未研制出通用型的保鲜剂& 因此" 当前月季保鲜技术的研究工作还需进一步深入开

展" 以促进中国月季鲜切花产业的发展& 而本研究中也发现褪黑素作为瓶插液的主要新型杀菌剂成分"

其保鲜效果相比与其他处理有明显优势" 这也预示着新型杀菌剂褪黑素在花卉保鲜方面有着良好的应用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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