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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 露 草 微 核 技 术 对 两 种 保 鲜 剂 的 诱 变 测 试

黄宁珍 陈锐 章

(广西 植物研 究所 桂林 54 10 06 )

摘要 某些用在果蔬保鲜上的杀菌 剂
,

其 毒性和诱变性对人 类健康均可 能 存在危害
,

但

人 们常常只 注重其毒性而 忽视其诱变性
.

以紫露草微 核技术对苯 来特和托布 津在其最

低 有效浓 度 (0
.

1%和 0
.

07 % ) 下进 行诱变试验
,

以未加氛的 自来水作空 白对照
.

马 来

酥 饼 伍旧日) 为阳性对照
.

结果表 明
:

苯来特 (。
.

1肠 ) 的突变 率与 空白对照相 比差异极

显 著
,

且有 许多四分体核
、

质分辩不清 (均染深色 )
,

浓度稀释 至 。
.

05 沁的 突变率 比

。
.

1。%的还要高
,

但核
、

质分辩不清的 四分体很 少
,

这表 明它 不仅是一种强 的诱变剂
,

而且可破坏 内膜 系统
,

使细 胞 质和核内物质混 合
.

托布津在试验中表现 出的诱变性亦极

强
,

结 果表明
,

也是一 种诱变剂
.

关链词 保鲜剂 最 低有效浓 度 诱变性

在我 国
,

广 泛 应用 于 果蔬 保鲜 的杀 菌剂或抑菌剂
,

对人类 健康 潜在 的危 害例如 致突变性

和 致癌性 等等
,

常常为 人 们所 忽视
,

我们 以紫露草微 核技术 对常 用于 水果 保鲜的两 种杀 菌剂

在其最低 有效 浓度 下进 行诱变 测试
。

紫露 草微 核技术是 测定环 境诱变 剂最有效 的方 法 之 一 山
。

原理 是花 粉母 细胞 在 减数分裂

时期若 受诱变剂 的作用
,

将受到 损伤而 产生染色体碎片
,

这 些碎 片在 四 分体时 期形 成微 核
。

在

一定的剂量 范围 内微核 率 的大 小与 剂量呈正 相关关 系
。

1 材料和方法

植物材料 的 培 养
、

处 理及 制 片 和 数据 处 理 等检 测 技术 参考 马 德修
、

王 英 彦所 报道 的方

法匕” 进行
.

试验用的两 种保鲜 剂及其 浓度是
:

苯 来特 0
.

1%
,

托布津 0
.

07 %
,

浓度为它 们的最低有

效浓度
,

以 自来水 (未加氯 的井水 ) 为空 白对照
,

以 4opp m 的马来 酞麟 (M H ) 为 阳 性对 照
.

在实验中由于 0
.

1%的苯来特对 细胞有严 重的杀伤作 用
,

因此 增加 。
.

05 % 苯来特 的对 比处理
。

2 结果与讨论

所得 的数据处理后列 于 表 l
:

表 1 的数据表明
,

苯来特和 托 布津 的平均 微核 率 远高 于 空 白对 照 ; 统 计检 验结果
,

各 处理

与对照之间差异均极显 著 ; 说明这两种物 质在试验所 用的各浓 度下均具 有极强 的诱变性
。

其中

以苯来特的诱变能力尤强
, 0

.

05 % 的苯来 特诱变率甚至 高于 阳性对 照物 马来酥麟
,

马来酞麟 是

1, 外吟 收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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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国际上 公认 的诱 癌物 质
,

因此苯来特 的诱 变性 很值得人 们注意
。

托 布津 的 突变率 虽然偏

低
,

但统 计检验结 果表 明它仍是 一 种强的诱 变剂
,

这 与我们另外 的一个实 验川结果相 一致
。

在 l 萦尽草徽核技术对苯来特和托布津的诱变侧

试结果表

处理 样本数 四分
n 位翻盼

平均徽核 与空 白对照

率 (% ) 差异显 著性

407967356.0.1.1.0.1自来水 5

苯来 特
( 0

.

1% )

1500

1500

苯 来特
( 0

.

5肠 )

托 布津
( 0

.

07% )

M H
5

吸4 OP p m 少

150 0

150 0

150 0

二

二

份 .

二
“ , , ”

表示差异极显著 (p < 。
.

01 )

同时我 们在 镜检过 程中发现
, 0

.

1%苯来

特处 理组产生 的四 分体 中有许多核
、

质分辩

不 清 ( 即核 部分和质 部分均染 成深色 )
,

说 明

苯来 特在最低有 效浓度 (0
.

1% ) 下不仅具强

的诱 变性
,

而且还 可能破坏 细胞 内膜 系统
,

使

核质 混和
,

从而影 响徽核 的观察
,

因而出现
0

.

1% 苯来特处 理组 的徽核 率 小于 0
.

05 %处

理组 的现 象
。

。
.

05 %苯 来特处理组 微核率虽

然较高
,

但核
、

质模栩 不清的 四分体很少
。

苯 来特 是 目前荔枝保 鲜试验 中被认为 较

有效 的药剂 之一
。

托布津则 已广泛应用于农

作物 的杀菌
、

抑菌及 苹果
、

柑橙 等水果的保

鲜
,

本实验发 现这 两种药剂在常用 浓度下却

有很强 的诱变性
。

据此 可认为它 们对人 类健

康可能存在着潜在 的威 胁 ` 由此提醒人们在

这方面应 引起 足够 的重 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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