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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烯利对甘蔗分蘖期茎三种酶活性 

的影响及其与分蘖 的关系 

周传凤1，3，李杨瑞 ，2*，杨丽涛1 
(1．广西大学 农学院，南宁 530005；2．广西农业科学院，南宁 530007；3．青岛农业大学 生命科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9) 

摘 要：在分蘖前期喷施适宜浓度(100 mg／L)乙烯利提高了蔗茎的过氧化物酶活性和 IAA氧化酶的活性。 

用 100 mg／L乙烯利处理后，两个品种根部的过氧化物酶和 IAA氧化酶活性明显高于上部的活性，并且比对 

照和400 mg／L乙烯利处理的效果明显。乙烯利处理后新台糖 16号上部节间的酸性转化酶活性始终高于下 

部节间的酶活性，其中100 mg／L乙烯利处理下部节间的明显低于对照的；乙烯利处理后新台糖 22号茎内的 

酸性转化酶活性也低于对照的，但与对照的差异相对比新台糖 16号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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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rtase in sugarcane in correlation to till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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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nin 530007。China：3．Colle P 0 f Life Sclences。Q ngdao Agricuhural Universitv，Qingdao 266109，China) 

Abstract：Foliar application of 100 mg／L ethephon at tillering stage increased the activities of IAA oxidase and perox- 

idase in sugarcane plant．It was obvious that the activities of IAA oxidase and peroxidase in top internodes were high- 

er as compared with those in bottom internodes．The treatment with 100 mg／L ethephon was the most efficacious in 

all the treatments．For ROC16，after ethephon treatment，the acid invertase activity in the top internodes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bottom internodes from beginning tO end，and the treatment with 100 mg／L ethephon recorded high— 

er activity in the bottom internodes than that in the contro1．For ROC22，both the treatments with 100 mg／L and 400 

mg／L ethephon recorded lower acid invertase activities in the bottom internodes than that in the contro1． 

Key words：ethephon；tiller；peroxidase；acid invertase；IAA oxidase 

甘蔗分蘖前期喷施乙烯利，蔗叶和蔗茎过氧化 

物酶活性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李杨瑞，1990；潘有 

强等 ，1997；姚瑞亮等，1999)，而同时这一阶段蔗株 

的分蘖率都比对照高，过氧化物酶可以氧化分解生 

长素(王水平等，1985)，推测它通过调节生长素在植 

株内的分配来促进分蘖的增加。甘蔗分蘖与 IAA 

氧化物酶活性的关系目前还无相关的研究报道。酸 

性转化酶是一个与甘蔗生长关系密切的酶类，其活 

性与甘蔗生长呈正相关，在甘蔗一生中酸性转化酶 

活性表现出明显的季节变化，生长前中期活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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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生长后期活性较低(王水平等，1985)。本研究的 

目的是探讨在甘蔗生长前期叶面喷施乙烯利促进分 

蘖发生的过程中过氧化物酶、酸性转化酶和 IAA氧 

化酶活性的变化，试图找出他们之间的相关性，为提 

高蔗糖产量的研究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供试甘蔗品种 

分蘖力较强的新台糖 16号(ROC16，在文内图 

表中用“A”表示)和新台糖 22号(ROC22，在文内图 

表中用“B”表示)。 

1．2供试药品 

上海澎浦化工厂生产的乙烯利，有效成分 40 9，6。 

1．3试验设计 

试验在广西大学农学院试验农场中等肥力的土 

壤上进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主区为品种，设 

ROCl6和 ROC 22两个品种；副区为乙烯利叶面喷 

施，设三个不同浓度处理，即 0 mg／L，IOO mg／L， 

400 mg／L，在文内图表中分别用“1”、“2”、“3”表 

示。设三次重复，每个小区处理为 5行区，行长 5．5 

rn，行距 1．1 1TI，小区面积 30．25 rn。。于 2003年 2 

月 27日下种，下种量为 10．5万芽／hm ，双芽苗。 

采用一般生产田管理措施。每公顷施用复合肥 750 

kg作基肥，磷肥和尿素分别为 450 kg。2003年 5 

月 16日甘蔗分蘖初期进行乙烯利叶面喷施处理，对 

照喷清水，施用量以充分喷湿叶面但无水滴滴落为 

度。 

1．4取样 

分别于 2003年 5月 24日、6月 2 El、6月 7 El、 

6月 11日、6月 18日下午取样。各品种每处理选取 

有代表性的植株 5株的茎，分别取上、下两部分节间 

(上部取茎尖 以下第三个节 间，下部 取新 生分 蘖节 

间；在文内图表中分别用“S”、“X”表示)供酶活性测 

定用 。 

1．5酶的提取 

酶的提取参照姚瑞亮(2000)的方法，略作修改。 

1．6酶活性的测定 

1．6．1过氧化物酶 过氧化物酶活性的测定参照李 

杨瑞(1990)的方法。以 AOD470／gFW ·rain表示 

酶活性。 

1．6．2酸性转化酶 酸性转化酶活性的测定参照 

姚瑞亮(2000)的方法。以单位时间内生成的葡萄糖 

量表示酶活性(ugG／gFW ·h)。 

1．6．3 IAA氧化酶 IAA氧化酶活性测定参照华东 

师范大学生物系植物生理教研组(1980)编的《植物 

生理学实验指导》和张志良(1990)的方法。以单位 

时间内分解 IAA量表示酶活性(／~glAA／gFW ·h)。 

1．7分蘖率、后期分蘖率 

定期进行 田间调查取得。 

2 结果与分析 

2．1乙烯利处理对分蘖率的影晌 

从图l可以看出，新台糖 l6号和新台糖 22号 

i00 mg／L乙烯利处理的分蘖率和后期分蘖率明显 

高于对照和400 mg／L处理的，并且以新台糖 22号 

的高于新台糖 l6号的。 

A1 A2 A3 B1 B2 B3 

Var ieties 

图 1 分蘖初期不同浓度乙烯利处理对 

甘蔗分蘖率及后期分蘖率的影响 

Fig．1 E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ethephon 

at tillering stage on tillering rate and late 

tillering rate of sugarcane 

2．2乙烯利处理对过氧化物酶活性的影响 

从图 2看出，乙烯利喷施 l周后，即 5月 24日 

第一次测过氧化物酶的活性时，两个品种下部节间 

活性不占优势；而 6月 7日新台糖 16号除了 400 

mg／L乙烯利处理的不明显以外，其他处理均是下 

部节间活性高于上部节间，此种情况持续到分蘖期 

结束。6月 7 El测定的新台糖 22号下部节间活性 

继续升高直至超过上部节间，且保持到 6月 18日分 

蘖末期，说明乙烯利对过氧化物酶活性的影响因甘 

蔗品种而异，新台糖 22号表现比新台糖 16号略迟 

一 些。从 6月 7日测定的结果看，新台糖 l6号 100 

mg／L乙烯利处理的下部节间酶活性高于对照和新 

台糖 22号各处理的。从分蘖盛期到末期，两个甘蔗 

品种 100 mg／L乙烯利处理的下部节间始终保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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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对照高的活性，而 400 mg／L乙烯利处理的活性 

低于对照。这说明适宜浓度的乙烯利处理能提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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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分蘖初期不同浓度乙烯利处理对甘蔗上部节间和下部节间过氧化物酶活性的影响 
Fig．2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ethephon at tillering stage on peroxidase activity of top 

and base internodes of sugarcane 

_I_I⋯I I I_I． ．I_l_I_I I I 
篓主鲎重差重言主蓉酉基盍 芝主鲎重曼重兰言基吞誊誊 譬2 蛊盘 譬譬 品昌 

差主鲎委 差重 兰耋蓉蓉 羞誊 兰 主萎 委 差 主耋 耋 蓉 苕基 

图 3 分蘖初期不同浓度乙烯利处理对甘蔗上部节间和下部节间酸性转化酶活性的影响 
Fig．3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ethephon at tillering stage on acid invertase activity of 

top and base internodes of sugarcane 

2．3乙烯利处理对酸性转化酶活性的影响 

从图3可以看出，乙烯利处理对甘蔗茎内酸性 

转化酶活性的影响因品种不同而异。新台糖 l6号 

乙烯利处理的上部节间酸性转化酶活性始终高于下 

部节间的活性，但无论上部和下部节间乙烯利处理 

的酶活性始终低于对照，表现出明显的抑制效应。 

乙烯利处理后的新台糖 22号则整体表现变化不大， 

除了6月 18日分蘖末期的测定结果外，乙烯利处理 

后下部节间的酸性转化酶的活性始终低于对照的， 

说明乙烯利处理在整个分蘖盛期中都抑制了蔗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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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IÎ ＼0 — 

～>一 om ∞∞m ∞>c一 一o《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652 广 西 植 物 27卷 

酸性转化酶活性。 

2．4乙烯利处理对 IAA氧化酶活性的影响 

由于 IAA氧化酶活性在甘蔗生长初期比较弱， 

所以从 6月 7日分蘖中期起才测出它的活性。从图 

4看出，乙烯利处理对新台糖 22号 IAA氧化酶活 

性的影响要比对新台糖 16号的大。且在分蘖后期 

影响大，在 6月 18日测定中，新台糖 22号下部节间 

的酶活性明显高于上部节间，且 100 mg／L乙烯利 

处理的下部节间酶活性高于对照和 400 mg／L乙烯 

利处理的，400 mg／L乙烯利处理的则低于对照的。 

这可能与 100 mg／L乙烯利处理的蔗株后期分蘖芽 

多有关。从图上还看出分蘖中后期新台糖 22号的 

啬盖 暑 啬 啬 啬盖 啬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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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分蘖初期不同浓度乙烯利处理对甘蔗上部节间和下部节间 IAA氧化酶活性的影响 
Fig．4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ethephon at tillering stage on IAA oxidase activity of 

top and base internodes of sugarcane 

IAA氧化酶活性明显高于新台糖 16号，这可能是 

新台糖 22号后期分蘖芽较新台糖 16号多的重要原 

因之一。 

3 讨论 

酶在调节激素含量的分配上起关键性的作用。 

IAA氧化酶和过氧化物酶的关系异常复杂，有分工 

与协同作用(Pande等，1998；Rama等，1982a，b)。 

这两种酶的主要作用之一是通过氧化分解 IAA，调 

节植物体内 IAA的含量(董合忠等，1999)。而蔗株 

分蘖和 CTK／IAA比值是密切相关的。适宜浓度的 

乙烯利处理提高了蔗茎的过氧化物酶活性和 IAA 

氧化酶的活性(李志刚等，2002)，根部 IAA氧化酶 

和过氧化物酶活性强，使从茎端生长点经韧皮部运 

输过来的IAA氧化分解加速，有利于 CTK／IAA的 

值增大，促进分蘖。在本研究中，100 mg／L乙烯利 

处理根部的 IAA氧化酶和过氧化物酶活性比对照 

和400 mg／L乙烯利处理的活性强，其分蘖也比对 

照和 400 mg／L乙烯利处理的多。在本研究中，分 

蘖前期喷施适宜浓度乙烯利(100 mg／L)能提高甘 

蔗茎下部的酸性转化酶活性，利于下部侧芽生长，增 

加分蘖。特别是 100 mg／L乙烯利处理后的下部节 

间酸性转化酶的活性高于 400 mg／L乙烯利的处理 

和对照，与该处理较多分蘖的表现相一致。在本研 

究中，在分蘖后期，新台糖 22号经乙烯利处理后蔗 

株根部的过氧化物酶、IAA氧化酶和酸性转化酶活 

性仍然比新台糖 16号的三种酶活性高，这可能与乙 

烯利处理后新台糖 22号比新台糖 16号的后期分蘖 

率高有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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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昭 47272；琼海：九曲江，钟义 4698；通什：海南东队 

86 1 Philippine：Union Province，R．Lete 282。 

本种常与其它几种一起，因子房 2室，曾于 1833 

年被 Choisy建立为月光花属(Calonyction Choisy)， 

1897年也为 Hal1．f．所记载，但后来被列为番薯属(／p— 

omoea)的一个组 sect．Calonyction(Choisy)Gfiseb．(F1． 

Brit．W．Ind．Is1．466．1864)，再后来又被列为亚属 ／po- 

moea subgen．Calonyction C B Clarke(in Hook．f．F1． 

Brit．Ind．4：197．1883)；而且在 1922年，Hal1．f．又将其 

列为亚组 Ipomoea subsect．Calonyction(Choisy)Hal1． 

f．。《中国植物志》英文版亦将其归入番薯属。形态上， 

本种两性器官伸出，花冠高脚碟状，花冠管狭圆柱状， 

萼片常具长芒，花梗棒状，与该属其它种可相区别。 

本种常与金钟藤混生在一起，危害其他植物，或 

可单独缠绕其他植物使之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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