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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伤流液中保绿活性物质的分离与初步鉴定

许 鸿 源
(广西衣学院植物生理教研室 )

摘要 通过化学与物理学方法
,

从甘蔗 ( S “ g “ r 一ca ” “ } 伤流液中分离出五种活性因素
,

对离体叶片有

不同程度的保绿效应
。

依其化学性质判断
,

应属缥岭化合物
,

可能是细胞分裂素物质
。

关键词 甘蔗伤流液
:

保绿作用 ; 嚓岭 ; 细胞分裂素

众所周知
,

离体叶片比正常叶片容易变黄枯死
。

C h ib ” “ 11华, 的研究证明卜只要能诱导

::端:薰戴翼{弘器短端麟躁黔
题比较理想的实验材料

。

六十年代初期
,

金成忠等 曰 J
、

k e o d e “ ` 1和韩碧文等峥 I 分纂目在丝

瓜
、

向日葵和玉米的伤流液中发现了种类不同的保绿活性物质
。

近年
,

莫家让 ” 事报告甘蔗

伤流液对离体叶片也有明显的保绿效应
,

只是对有效成分未能进一步分离鉴定句本之报查甘
尸 甲 ” ~

沐 尸 , 汀
~ 论 ~

蔗伤流般中保绿活性物质的分离及初步鉴定结果
。 … 、

材 料 和 方 法

一
、

材料 实验用甘蔗品种为
“ 台糖 1 3 4 ” 。

4 月份种植
,

8 一 10 月价生长屁盛期采

集伤流液
口

二
、

方法

.1 伤流依的采收与处理
:

为避开昼间高温
,

减少污染
,

伤流液的采集 在 下午 e 点钟至

第二天早晨 8 点钟进行
。

从地面以上第二个节间 切 断 茎 杆 ( 谨访劈裂 )
,

按图 1所乳 用

酒精消过毒的橡胶奶头
、

玻璃弯管和三角烧瓶收集伤流液
。

-

伤流收回后
,

逐瓶用精 密 p H试纸检查
,

将 p H

《 6
。

0 的
一

各瓶合并
。

然后抽滤
,

除去可能会有的 茎

髓残湾
.

.2 仿流液的初步分离
: 根据我们 对 玉米伤流

液研究的结果 工” 1
,

估计甘蔗伤流 液 中的保绿活性

成分也是嗦岭化合物
。

因此
,

利用嚷吟可与银盐生

成专性沉途的原理 f ” 1
,

直接进行分离
。

用 量 筒取

一定体积的伤流液
,

加硫酸调 至 p H 二 1
.

0 ~ 1
.

5
,

再加 2众% A g N O 3
,

至沉淀完全
。

离心 ( 2
,

0 00 转 /

扮住扮考寸今
图

_

1

a 。

橡胶奶头
.

c
。

三角烧瓶
,

甘蔗伤 i急}令的收集
甄

、

d
-

玻翔鸯督 ,

甘蔗残寨
。

本项工作得到莫家让
、
林炎坤先生的支持

.

并承汪嵘
、

刘景丽同志帮助
,

谨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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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
, _

2 5分钟 ) 收 集 沉 淀
。

用 预先冰冻好的稀 A g N O
:

反复洗涤沉淀 3 次
,

离心除去洗涤
液

。

然后在。。℃恒温水浴上用。
.

。 N H c l 对 沉 淀提取 5 次
,

每次半刁
、 时

。

合异提取液
,

在

6 0℃恒温下浓缩至干
。

再反复加适量重蒸馏水
,

反复蒸干
,

以除去 H C I
。

将浓缩物稀释成一

定浓度
,

做生物鉴定
,

或者继续做薄层分离
。

3
.

银盐沉淀物的薄层分离
:

取一定体积伤流液 的 银盐沉淀
,

溶于 95 % 乙醇中
,

用定量

毛细管点样
。

吸附剂为微晶纤维素
,

展开系统为正丁醇
: 异丙醇 : 浓氨水

:

水 二
一

1 : 6 , 2 :

1
。

在 30 ℃下展开 4 5分钟
。

然后在 2 5 4 n m 紫外光下检查萤光斑点
,

并配合A g N O : 一嗅 酚 兰

试剂显色进行斑点定位 I ’ 名 , ` “ 〕 。

用不锈钢铲刮下载有萤光斑点的纤维素
,

移入 试 管中
,

用重

蒸馏水反复洗脱
,

至检查不出萤光为止
。

合并洗脱液
,

调至一定浓度进行生物鉴定
。

4
.

生物鉴定 : 保绿活性鉴定所用材料为 蒲公英 (D
a n d e l io n) 叶圆片 ( 诱 cI m )

。

在币7

一 9 c m 的培养皿中
,

先垫上用重蒸馏水饱和了的滤纸
,

再注入一定浓度的被试样品溶液
,

最

后均匀摆入叶圆片
。

每个样品处理 3 个重复 ( 3 只培养皿 )
,

每个重复 10 个叶圆片
。

在室内

散射光及 20 一 25 ℃条件下进行培养
,

逐日观察叶色的变化
。

以重蒸馏水或纤维素的重蒸馏水

提取液为对照
。

实 验 结 果

一
、

康伤流液的保缘作用 对照 ( 重蒸馏水 ) 组的叶圆片一般能存活 3 一 4 天
,

而伤流

液处理的叶圆片可存活 6 一 8 天
,

从而证明甘蔗伤流液确有保绿作用
。

这 与 莫家让 [ 么 l用甘

蔗离体叶片所做的实验结果是一致的
。

二
、

银盐沉淀物的保绿作用 用重蒸馏水将银盐沉淀物配成相当原伤流液浓度不同倍数

的溶液进行保绿试验
,

结果见表 1 。

表 1 银 盐 沉 淀 物 的 保 绿 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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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说明甘蔗伤流液中的保绿活性物质可 以生成银盐沉淀而被分离出来
。

同时
,

对离心

分离时的上清液进行生物试验
,

证明这种分离基本是完全的
。

三
,

菊层分离斑点的化学性质及保像作用 实验证明
,

甘蔗伤流液的银盐沉淀物经纤维

素薄层分离
,

在 2 5 4 n m紫外光下可检查出 6 个萤光斑点
。

自下而上依次编号为 ( 1 )
、

( 2 .)

( a 》
、

( 4 )和 ( 5 )
,

如图 2 所示
。

其中N o .

《 1 )
、

( 3 )
、

( 5 )在紫外光下呈紫褐色
,

( 2 )
、

( 4 )呈亮绿色
。

因为它们都能在酸性条件下与银盐生成沉淀
,

并可被 A g N
。 : 一澳酚兰试剂显

色
,

所以可能是嗦吟类化合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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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鉴定的结果 (见表 2) 表明
,

上述 5 种嗓吟化合物均有不囿

程度的保绿作用
。

其中 ( 忿 )
、

( 4 ) 最强
,

( 1 )最弱
。

但是从层析斑点

八
,

} 的大刁、 来判断
·

` “ ,
、

` 4 ,在伤流液中的含量较少
,

` 5 ,

雌
多

。

U ( 5 ) !

( 4 )

( 3 )

O六U

( 2 )

( l )

图 2 银盐沉淀物的薄层分离

吸附剂 : 纤维素
。

展开剂
:

正 T醇 ( b
u t a及 0 1 ( 1 ) )

、

异丙醇 ( p r o P各 n o l
一

(名 ) )
、

氨水

( Z a% )
、

水 ( 1 : 6 : 2 1 : i )
。八Un甘.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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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叶圆片的原始绿色记为
“ 十 十 + + 十 ” .

变黄而未死记为
“ + ” 。

“ + + + + + ” 二 T h e o r i g i n a l g r e o n o o
l
o r a t i

o n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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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u r皿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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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a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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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

甘蔗伤流液中至少存在五种保绿活性物质
。

虽然还有待进一步鉴

定其化学结构 ` 但是根据它们都能在酸性条件下与银盐生成沉淀
,

并可被 A g缸 O卜潦箭 兰

试剂显色等化学性质及在紫外线下呈现萤光的物理学性质来判断
,

可能是银岭钻合物
,

夜属
细胞分裂素类物质

。

由于结构上的细小差异
,

使它们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生物活性
,

一
’

hc ib 鲜 llt
s , 和 c a 6 , 二 , , `

二
`

早年都提出过根系以激素或 核 酸衍生物影响地上薇育活
力的假设拼E nt s

hc 和 L
e ht a m 等 ` 7 J根据近些年的研究工作指出

: “
细胞 分 裂蜜这案植物

内源激素是在根系合成
,

并通过木质部移往地上器官调节那里的发育与衰老犷
。

我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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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对上述观点显然是个支持
,

尽管根系不一定是植物合成细胞分裂素的唯一器官
。

1t a il
. , ’ 。 〕

和A kt 抽 “ ’ 等人更认为
,

细胞分裂素是把土壤条件 ( 温度
、

水分和营养等 ) 变化 的信息送

向苗端的传递者之一
。

也就是说
,

细胞 分裂素和根系合成的其他激素在栽培措施和农作物的

地上生长之间起着重要的纽带作用
。

我们在用银盐沉淀分离保绿物质的同时
,

也确实发现上

清液中含有促进离体叶片衰老变黄的物质 ( 另文报告 )
。

因此
,

进一步弄清不同的栽培措施

怎样影响土壤条件的变化
,

这些变化又如何影响根系对细胞分裂素的合成及其与别种内源激

素的动态平衡等问题
,

对于人们能动地调控农作物的地上生长
,

提高栽培的经济效益
,

无疑

是有积极意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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