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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叶木通果实生物学特性及营养成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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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学院园艺系

,

北京 1 0 2 2 0 8 ) ( 西北农业大学园艺系
,
陕西扬睦 7 1 2 1 0 0 )

摘要 本文报道了陕西省野生三叶木通果实的生物学特性及营养成分
.

三叶木通座果率低
,

落果高峰在 5 月下旬
,

以短缩枝结果为主 ; 果实纵横径生长呈双 S 曲线
,

食用部分是发达胎座 ; 果

实类型有紫红皮和黄褐皮
,

或随圆形和卵圆形
。

成熟果实富含矿物质
,

可溶性糖主要是果搪
,

有

机酸主要是乳酸
,

蛋白质氨基酸主要是谷氨酸
、

天门冬氨酸
、

赖氨酸和亮氨酸
.

脂肪酸主要是抽

酸和亚油酸
。

种子脂肪酸主要是油酸
。

果实可食率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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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植物三叶木通 ( A壳e b i a 才r `f
o

l i a 亡a K o id z
) 在 民间常作为药材 [ ` 〕 、

水果 c么 ] 和园林

绿化 〔“ 2材料利用
。

但是
,

对于其果实生物学特性和营养价值人们了解不详
。

因而
,

我们 进

行了这方面的研究
。

材料和方法

本研究自1 9 8 6年元月开始
,

1 9 8 8年 5 月结束
。

设点于陕西省柞水县城关纸房沟
,

以自然

生长的三叶木通为试材
。

统计调查
:

选择生长势大体一致的三叶木通 15 株
,

花期统计全部雌花数
,

以子房 长 1
。

O

。 m
、

宽 0
.

sc m 为座果标准
。

座果率计算如下
.

座果率 =
座果花数

总 花 数
义 1 0 0%

座果后随机标记幼果 83 个
,

每周 统计一次落果数
。

落果期后随机抽查35 个果
,

统计座果

部位
。

生长量浏量 :
标记有代表性果实 17 个

,

每周测量其纵横径
。

果实形态观察
:

采集有代表性的成熟果实 30 个
,

观察记载其性状
。

营养成分分析
:

选择有代表性果实 5 个
,

去皮后用尼龙纱网袋滤去种子
,

果 肉作为测定

营养成分的样品
。

用 U V I K N O 81 0型紫外一可见分光光度计测定蛋 白质
、

淀粉
、

总糖
、

可

溶性糖
,

A L C / G P O 20 1型高压液相色谱仪测定维生素 B : 、

B : 、

B 。 ,

W A T E R S 公司组合型

高压液相色谱仪测定维生素 C 和有机酸
,

日立 6 63 一30 型气相色谱仪测定脂肪酸
,

日立 18 0一

80 型偏振光塞曼效应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测定钙和铁
,

矾铂黄比色法测定磷
,

烘干称重法测

含水量
。

结果分析与讨论

一
,

座果润查

盛花期
,

15 株三叶木通上共有雌花 307 朵
,

到座果期仅余 17 朵雌花有座 果
,

座 果 率 为

5
.

5 %
。

到落果期仅余 2 朵雌花所座果未落
,

可靠座果 0
.

65 %
。

雌花一般有 3 一 6 枚子房
,

如

果从子房数目来统计
,

座果率会更低
。

落果高峰在 5 月下旬 ( 表 1 )
。

落果期后
,

有7 4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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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果实着生于短缩枝顶端
,

2 5
.

7% 的果实着生于一年生

缠 绕 枝 3 一 7 节 位
。

剥芽

观察成花情况
,

短缩枝顶端

和缠绕 枝 3 一 7 节 的 花 芽

形成比例较高
。

因此
,

三叶

木通以短缩枝顶 端 结果 为
主

,

其次 是 缠绕 枝 3 一 7

节位
。

_

营养物质是花芽形成
、

开花和座果的基础
,

如果不

能满足一定的营养
,

就会影

响芽
、

花和幼果的发育
。

花

芽和花的质量均 影 响 着 座

果
。

短缩枝停长早
,

其上簇

生叶能充分供应顶芽营养
。

因此
,

这些部位的芽体和幼

果
,

在形成和发育过程 中
,

臂养条件比较好
,

形成花芽

质量好
,

相对花质量较高
,

容易座果
。

二
、

果实生长发育过程
_

三叶木通果实发育期历

时 4 个半月 ( 4 月底至 9 月

中旬 )
,

从子房膨大开始
,

经过座果
、

纵横径伸长
、

果

肉软化
、

果皮开裂
,

完成发

育过程
。

果实纵横径伸长呈双 S

曲线 (
`

图 1 )
。

全生长期 1 14

天
。

据图 l 可将果实发育划

分成四个时期 ( 表 2 )
。

第

一期中纵横径均迅速生长
,

至期末平均 比幼果刚显时的

纵径增加 4 36 %
,

横径 增 长

月 / 城

图 1 三叶木通果实生长曲线

表 1 果实脱落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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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9` 8% , 进入第二期即缓长期 , 日均生长量比速长期下降 3 一 4 倍 , 至停长期
,

日 均 生
一

长

量比缓长期下降 2 一 3 倍 , 到熟前生长期
,

日均生长量 比缓长期还大
。

在整个发育过程 中
,

纵径生长稍早于横径生长
,

纵径 日均生长量比横径 日均生长量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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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三叶木通果实营养成分 ( 100 克) 三叶木通果肉蛋白质氨基酸含 t 1( 。 O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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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氨酸 ( Th r )

颧氨酸 ( V a l )

蛋氨酸 ( M e t )

异亮氨酸 ( I i e u )

亮氨酸 ( I e u )

苯丙氨酸 ( P h e )

赖氨酸 灯L y s )

组氨酸 ( H i s )

精氨酸 ( A r g )

1 6
.

9

2 1
。

7

氨酸 1 2
。

6

门冬氨酸 ( A s p )! 5 5
.

9

丝氨酸 2 1
。

6

16
.

1 }谷氨酸 7 1
。

5

2 9
。

4 I脯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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胧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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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

0

1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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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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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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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0

1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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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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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果肉与种仁脂肪酸组分含盆 (声 )

CCC饱和脂肪酸

.二.二几口`二

CC

,.,舀.二口.

CC

不饱和脂肪酸

种皮在 7 月中旬变成黄褐色
,

8 月 下

旬变成黑褐色
,

种 子 成 熟
。

在 果 实 速 长

期
,

种子体积不断增加
,

缓长期种 子 内 部

物质积累
,

停长期为胚发育阶段
,

熟 前 生

长期果肉逐渐变软
,

可 能是淀粉转化 成 可

溶性糖时期
。

三
、

果实形态与类型

成熟果实为浆果 ( 植物学 上称为 浆 果

状普荚果 )
,

基部圆形凹
。

果实平均长 8
.

37

o m
,

宽 6
。

1 4e m
,

厚 4
。

6 1 c m
,

重 9 8
.

09 , 食

豆 兹 酸

棕 搁 酸

芥 酸

油 酸

亚 油 酸

豆冠烯酸

花生烯酸

2 2
.

7 4

0
.

1 2

2 5
。

4 2

0
.

0 2

3 6
。

0 0

3 9
。

3 1

5 0
。

6 2

2 2
。

6 4

0
.

0 3

0
.

9 1

用部分是发达多汁的胎座即果肉
,

长 7
.

0 0c m
,

宽 2
.

7 c9 m
,

重 23
.

7 9 , 子房壁发育成果皮
,

厚

7
。

s m m
,

重 6 8
.

7 9 ; 种子平均有 1 7 3粒
,

总重 5
.

6 0 9
,

种子长 6
.

6 8 m m
,

宽3
.

9 2 m m
,

厚 1 J 2

m m
; 胚直生

,

平均长1
.

34 m m
,

宽。
.

34 m m
。

果皮 占果实重量 6 9
.

1 %
,

种子占6
.

2 %
,

果肉占

2 4
。

7 %
。

果皮颜色有紫红色和黄褐色
。

紫红皮光滑
,

美观
,

具有一定观赏价值 , 黄褐皮较粗糙
。

果形有椭圆形和卵圆形
。

椭圆者果 肉长柱状
,

果皮厚
,

裂 口小 , 卵圆者果 肉较粗
。

四
、

果实营养成分及种子脂肪酸组成

三叶木通果 肉中
,

蛋白质
、

矿物质钙
、

磷
、

铁
,

淀粉
,

有机酸含量均较高 ( 表 3 )
。

钙

和磷是构成人体骨骼和牙齿的成分
,

钙维持肌 肉神经的正常兴奋
,

参与凝血过程 , 磷是组织

细胞中核酸
、

磷脂以及某些酶类重要的原料
,

参与糖和脂肪的吸收与代谢以及能量转移
,

维

持酸碱平衡
。

铁参与氧的转运
、

交换和呼吸 曰 〕 。

淀粉既是营养物质
,

又可增加人体免 疫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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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抗肿癌能力 〔“ 〕 。

含酸量高
,

对营养物质起保护作用
。

在蛋白质氨基酸组分中
,

含量较高的有谷氨酸
、

夭门冬氨酸
、

赖氨酸
、

亮氨酸 (表 4 )
。

谷氨酸参与尿路循环 〔 “ 〕 ,

赖氨酸与亮氨酸是人体必需氨基酸
。

赖氨酸有助于智力发育 ; 亮氨

酸是生酮氨基酸
,

参与胆留醇的生物合成 [ “ ] 。

果肉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 ( 表 5 )
,

其中亚油酸是人体必需脂肪酸
。

种子含油 3 6
.

8 4

%
,

其中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
,

亚油酸含量亦不 少
。

三叶木通果实含多种营养物质
,

可用于鲜食
、

酿酒
、

制饮料等 , 种子脂肪亦具有食用价

值
。

因此
,

三叶木通是一种值得开发利用的果树资源
。

但皮厚
,

种子多
,

可食率低
,

有待进

一步改 良
。

目前
,

在利用方面应主要以药用和观赏栽培为主 , 作为果树
,

应将重点放在优株

选育上
。

通过普查资源
,

选育无籽或少籽
,

质优皮薄
,

可食率高的优 良单株
,

扩大试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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