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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别以 0. 5 mmOl L 1~ 1. 0 mmOl L 1~ 2. 0 mmOl L 1~ 5. 0 mmOl L 1和 10. 0 mmOl L 1浓度的水

杨 酸( SA)处理高温季节的香石竹 (Dianthns cal}oph}ll/s) 切花 通过与对照相比较 探讨 SA 对香石竹切花

的保鲜效果 O 结果表明 SA 浓度在 0. 5~ 10. 0 mmOl L 1下 均有不同程度地增加切花鲜重 ~ 增大花径的作

用 ; 0. 5~ 2. 0 mmOl L 1SA 能延长切花瓶插寿命 提高切花外观品质 维持较高水平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活性和蛋白质含量 延缓膜透性的增加 其中以 1. 0 mmOl L 1和 2. 0 mmOl L 1浓度 SA 保鲜效果最好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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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ract: his  a er re Orts the ef fects Of salicylic acid ( SA) On the vase life Of cut carnatiOn.
 he results indicate: SA can increase f resh  eight and diameter Of cut carnatiOn f lO er under
the cOncentratiOn Of 0. 5~ 10 mmOl L 1;  SA can  rOlOng vase life im rOve the  uality Of
Out ard a  earance maintain  ell the activities Of SOD and the rOtein cOntents decrease the cell
mem rane  ermea ilities Of cut carnatiOn under the cOncentratiOn Of 0. 5~ 2 mmOl L 1;  he
1 mmOl L 1 and 2 mmOl L 1 SA shO the  est  reservative ef fects.
 ey wordS: cut f lO er  reservatiOn Dianthns cal}oph}ll/s salicylic acid

水杨酸( SA)是广泛存在植物体内的酚类物质 
在植物体内有多种重要的生理作用 1 2  曾被用于控

制香蕉 ~ 马铃薯的真菌感染和应用于延长切花寿命

等 3 4  但 尚 未 见 到 SA 对 香 石 竹 (Dianthns
cal}oph}ll/s) 切花保鲜研究的报道 O 本研究以不同

浓度的 SA 处理高温季节的香石竹切花 通过与对

照相比较 探讨 SA 调节香石竹切花瓶插期间的生

理作用和保鲜效果 为 SA 在切花保鲜中的应用提

供理论依据 O

 材料与方法

香石竹取自桂林市蔬菜研究所花卉开发中心 O

剪取 40cm 长的含苞待放花枝 分别插入内盛 300ml
保鲜剂的圆形带盖瓷缸中 每瓶 3 枝 O 试验设 6 个处

理:对照(蒸馏水) ~ 0. 5 mmOl L 1 SA~ 1. 0 mmOl 

L 1 SA~ 2. 0 mmOl L 1 SA~ 5. 0 mmOl L 1 SA 和

10. 0 mmOl L 1 SA 每个处理 3 个重复 O 置于室内

散 射光下瓶插保鲜 O 瓶插期间环境的 温 度 为 22~
2   相对湿度 60 ~ 0 O

花 枝 鲜 重 采 用 称 重 法 以 处 理 开 始 时 鲜 重 为

100 计算瓶插期鲜重变化率 O花茎用直尺测量 以外

层花瓣严重失水萎蔫作为瓶插寿命结束的标志 O 取

花 瓣 0. 5g 测 定 超 氧 化 物 歧 化 酶 ( SOD)活 性 按

GiannO litis和  ies的方法 5  以每单位时间内抑制

光 化还原 50 的氮蓝四唑 ( N  )为一个酶活性 单

位 ( U) O 花瓣可溶性蛋白质含量 用  Olin 酚 法 6 测

定 O 花瓣细胞膜透性 采用电导法   测定 O



2 结果与分析

2.  SA 对切花鲜重的影响

从表 1 可知96 种处理的切花鲜重变化均呈 先

上升后下降趋势9对照处理的切花 4:后鲜重达高峰

值9以后逐渐下降9第 6 天后降至起始重量以下 O 水

杨 酸 处 理 的 花 枝 鲜 重 增 加 幅 度 比 对 照 大9如 1. 0
mmol L-1 SA 和 2. 0 mmol L-1 SA9鲜重最大值

比对照增加 2. 2%和 2. 5% 9且 SA 处 理 的 鲜 切 花9
鲜重降至起始重量的时间向后推迟9除 5. 0 mmol 

L-1 SA 和 10. 0 mmol L-1 SA 处理外90. 5 mmol 

L-1 SA~ 1 mmol L-1 SA~ 2. 0 mmol L-1 SA 分别

到 8:~ 10:~ 10:才降至起始期 O 说明适宜的 SA 浓度

处理可以增加切花鲜重9推迟鲜重降至起始期的时

间9这与蔡永萍[4]在月季切花上的实验结果类似 O
表  SA 对香石竹切花鲜重和花径的影响

保鲜
天数

(:)

0mmol
 L-1

0. 5mmol
 L-1

1. 0mmol
 L-1

2. 0mmol
 L-1

5. 0mmol
 L-1

10. 0mmol
 L-1

鲜重

( g)
花径

( cm)
鲜重

( g)
花径

( cm)
鲜重

( g)
花径

( cm)
鲜重

( g)
花径

( cm)
鲜重

( g)
花径

( cm)
鲜重

( g)
花径

( cm)

0 11. 70 2. 5 12. 60 2. 3 12. 76 2. 5 12. 06 2. 4 11. 78 2. 4 12. 66 2. 5
2 12. 04 3. 2 13. 44 3. 4 13. 50 3. 7 12. 88 3. 9 12. 76 4. 8 13. 58 4. 5
4 12. 30 3. 5 13. 34 4. 0 13. 60 4. 6 12. 34 5. 2 12. 40 5. 7 13. 28 5. 6
6 12. 08 3. 7 13. 14 4. 3 13. 70 5. 2 12. 98 6. 0 12. 18 5. 8
8 11. 24 2. 6 12. 68 4. 5 13. 06 5. 6 12. 78 6. 2
10 10. 20 2. 2 11. 96 4. 2 12. 86 5. 0 12. 32 5. 9
12 10. 32 3. 2 12. 00 4. 2 10. 20 5. 6

2. 2 SA 对切花花径及瓶插寿命的影响

从表 1 和表 2 可以看出9SA 能明显增加切花的

花 径9如 瓶 插 4:时90. 5 mmol L-1 SA~ 1. 0 mmol
 L-1 SA~ 2. 0 mmol L-1 SA~ 5. 0 mmol L-1 SA
和 10. 0 mmol  L-1 SA 与 对 照 比 较9依 次 增 加

33. 9% ~ 44. 0% ~ 76. 6% ~ 97. 5%和 84. 0% O 最大花

径 分 别 增 大 0. 8cm~ 1. 9cm~ 2. 5cm~ 2. 1cm 和

1. 9cmO 与对照相比较9除较高浓度 5. 0 mmol L-1

SA 和 10. 0 mmol L-1 SA 外90. 5 mmol L-1 SA~
1. 0 mmol L-1 SA~ 2. 0 mmol L-1 SA 处理的瓶插

寿命分别延长 2:~ 4:和 4:9达最大花径的时间比对

照延长 2:~ 2:和 3:9这可能是与 SA 抑制切花乙烯

的合成[298]有密切相关 O
对 照 的 切 花 在 瓶 插 第 8 天 时 已 严 重 萎 蔫90. 5

mmol L-1 SA 处 理 的 切 花 开 始 出 现 萎 蔫9而 1. 0
mmol L-1 SA~ 2. 0 mmol L-1 SA 处 理 尚 未 出 现

萎蔫 O 外观品质以 2. 0 mmol L-1 SA 处理最好9观
赏 价 值 最 高9 1. 0 mmol  L-1 SA 次 之 O 5. 0

mmol L-1 SA 处理瓶插第 6 天后个别花枝弯颈折

断910. 0 mmol L-1 SA 处理瓶插第 5 天大部分花

枝基部变黄白色9且弯颈折断9同时观察到花枝切口

处腐烂9这可能与 SA 浓度偏高导致保鲜液偏酸而

影响花枝硬度有关 O这有待于进一步进行实验验证 O
表 2 SA 对切花最大花径和瓶插寿命和影响

处理

(mmol L-1)

瓶插寿命

(:)

最大花径

( cm)

达最大花径的瓶插时间

(:)
对照 6( 100) 3. 7 6( 100)
0. 5 8( 133. 3) 4. 5 8( 133. 3)
1. 0 10( 166. 7) 5. 6 8( 133. 3)
2. 0 10( 166. 7) 6. 2 9( 150. 0)
5. 0 6( 100) 5. 8 6( 100)
10. 0 4( 66. 7) 5. 6 4( 66. 7)

括号中的数字为百分比 O

2. 3 SA 对切花花瓣蛋白质含量的影响

图 1 表 明9香 石 竹 切 花 对 照 处 理 在 瓶 插 的 前

3:9花瓣中可溶性蛋白质的含量增加9后期下降91. 0
mmol L-1和 5. 0 mmol L-1SA 两种处理前 6:蛋

白质含量上升9然后逐渐下降 O SA 处理推迟了蛋白

质含量的下降9维持了瓶插期间花瓣中较高的蛋白

质含量 O 这与石贵玉[9]和高勇[10]在香石竹和月季切

花上所测得的瓶插前期蛋白质含量上升9后期下降

的结果相一致 O

图 1 水杨酸对香石竹切花蛋白质含量的影响

D,   ; , 1. 0mmol L-1; , 5. 0mmol L-1

2. 4 SA 对切花花瓣 SOD 活性的影响

图 2 显示9香石竹切花花瓣中的 SOD活性在瓶

插的前 3:逐渐增加9之后则迅速下降9但与对照相

比9SA 处理的下降较为缓慢9说明 SA 处理能保持

切花较高的 SOD活性 O

图 2 SA 对香石竹切花 SOD 活性的影响

D,   ; , 1. 0mmol L-1; , 5. 0mmol 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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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 SA 对切花花瓣细胞膜透性的影响

从图 3 可以看出 随着切花的衰老 各处理的花

瓣细胞膜的透性都增加 对照增加最快 SA 与对照

相比 增加的速度较为缓慢 o 说明 SA 处理有延缓切

花花瓣膜透性的增加 维持细胞膜稳定的作用 这与

SA 处理能提高切花花瓣 SOD 活性相吻合 o

图 3 SA 对香石竹切花细胞膜透性的影响

D:CK; : 1. 0mmol L-1; : 5. 0mmol L-1

3 讨论

Leslie[3]和 蔡 永 萍[4]认 为 SA 在 植 物 体 内 具 有

抑制乙烯合成的作用 o 乙烯是促进植物衰老的主要

因素之一[11]o 本研究中 SA 处理可以增加香石竹切

花的鲜重 增大花径直径 延长切花瓶插寿命 其作

用之一可能是与 SA 抑制香石竹切花中乙烯的生成

相关 o
香石竹切花采后的衰老 亦与切花中的蛋白质 

可溶性总糖和蔗糖的含量相关[9] 总糖和蔗糖表现

为随着切花采后时间的延长 体内含量逐渐下降 蛋

白质含量则表现为前期上升 后期下降的结果 o SA
处理使香石竹切花在瓶插期间保持较高含量的蛋白

质 推测可能与 SA 能阻碍蛋白质降解速度 诱导特

异性的抗性蛋白质的合成有关[2]o
植物衰老是细胞和组织中不断进行着自由基损

伤反应的总和[12]o 氧自由基伤害细胞的机理之一在

于参与启动膜脂过氧化作用 导致膜透性增加和细

胞代谢紊乱 SOD 是生物体内清除氧自由基的重要

酶 其活性大小与清除氧自由基和维持膜的结构有

着密切关系[13]o 本试验说明采后香石竹切花的衰老

与切花中 SOD 活性下降 不能有效清除氧自由基相

关 o SA 处理能延缓香石竹切花的衰老 延长切花的

保鲜时间 推 测 可 能 与 SA 能 保 持 较 高 SOD 活 性 
有效抑制花瓣中活性氧的伤害和维持细胞膜的稳定

性有关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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