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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胁迫下三种三角梅的生理反应

丁印龙１， 杨盛昌２， 周　 群１， 刘雪霞１， 王　 振１

（ １． 厦门市园林植物园， 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３； ２． 厦门大学 环境与生态学院， 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１０２ ）

摘　 要： 该研究对勤花三角梅（Ｂｏｕｇａｉｎｖｉｌｌｅａ ｂｕｔｔｉａｎａ ‘Ｍｉｓｓ Ｍａｎｉｌａ’）、樱花三角梅（Ｂ． ｇｌａｂｒａ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Ｄｅｌｉｇｈｔ’）
和金心鸳鸯三角梅（Ｂ．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ａ ‘Ｔｈｉｍｍａ’）三个三角梅品种的幼苗进行人工干旱胁迫，分析了干旱胁迫对三角

梅品种的外观形态和生理生化水平的影响，探讨了不同品种三角梅对干旱胁迫的适应能力。 结果表明：随着干

旱时间的延长，三角梅品种的叶片出现下垂、皱缩、变黄、脱落，最后植株死亡；过氧化物酶 ＰＯＤ 活性先升高后降

低，而超氧化物歧化酶 ＳＯＤ 活性则逐渐降低，降低速度因品种而异；ｑＰ 值降低、ｑＮ 值升高、ＰＳⅡ反应中心光化学

效率（Ｆｖ ／ Ｆｍ）、ＰＳⅡ潜在活性（Ｆｖ ／ Ｆｏ）均呈现降低。 该研究结果为三角梅的栽培应用和品种选择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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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为活动加剧了温室气体的排放，使得全球气

候逐渐变暖。 温度增高加剧了森林的蒸腾作用和

土壤水分的蒸发，土壤因水分蒸发而导致的干旱提

高了森林的死亡率（Ａｌｌ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 土壤干旱胁

迫对植物的影响及其植物的响应机制是科学家们

一直关注的热点之一，相关研究反映在植物光合作

用（Ｔａｔｔｉｎ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抗氧化还原酶系统、类胡萝

卜素、脯氨酸、可溶性糖、蛋白质含量以及相关基因

表达及调控等多个方面（Ｍｏｈａｍｍａｄｐｏｕ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
三 角 梅 （ Ｂｏｕｇａｉｎｖｉｌｌｅａ ） 隶 属 于 紫 茉 莉 科

（Ｎｙｃｔ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又称簕杜鹃、叶子花，全世界约有

１４～１８ 种，自然分布于南美洲的巴西、秘鲁、厄瓜多

尔、阿根廷、哥伦比亚等地区（徐夙侠等，２００８）。 目

前，具有较高园艺价值的三角梅观赏品种已超过

３００ 个，分属于 ３ 个自然种以及 １ 个杂交种，其中自

然种为普通三角梅 （ Ｂ． ｓｐｅｃｔａｂｉｌｉａ）、光叶三角梅

（Ｂ． ｇｌａｂｒａ）以及秘鲁三角梅（Ｂ．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ａ），杂交种

为杂交三角梅（Ｂ． ｂｕｔｔｉａｎａ），前两个种较为常见，杂
交品种花色较多（周群，２００８）。 三角梅喜阳光、水
分充足的环境，水分控制可以调节其花期（邵志芳

等，２００６），谢志南等（２００９）研究了失水胁迫对三角

梅插穗叶片光合作用的影响。 有关三角梅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栽培养护技术（吴淑梅，２００２；何礼军

等，２０１１）、花卉繁殖技术（周群，２００８）以及低温胁

迫响应（邢海盈，２０１３）等方面。 三角梅在中国南方

等地区大面积栽培，并在天桥绿化等方面应用逐渐

增多，但三角梅的定期维护不容易，因此筛选出抗

旱性较强的三角梅品种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而不

同品种三角梅对干旱胁迫的适应能力尚未见有相

关报道。 本研究从干旱胁迫对三角梅的外观形态

和生理生化水平影响的角度出发，探究不同品种三

角梅对干旱胁迫的适应能力，以期为三角梅的栽培

应用和品种选择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供试材料为勤花三角梅（Ｂｏｕｇａｉｎｖｉｌｌｅａ ｂｕｔｔｉａｎａ
‘Ｍｉｓｓ Ｍａｎｉｌａ’）、樱花三角梅（Ｂ． ｇｌａｂｒａ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Ｄｅ⁃
ｌｉｇｈｔ’）、金心鸳鸯三角梅（Ｂ．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ａ ‘Ｔｈｉｍｍａ’）三
个品种。 均为半年生、长势一致、健壮的盆栽扦插苗

（每盆 １ 棵），栽培基质为田园土 ∶ 腐殖土（１ ∶ １），扦
插盆内径 ２０ ｃｍ，高度 ３０ ｃｍ，于厦门市园林植物园隔

离温室常规培养。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干旱处理　 试验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 日在厦门市

园林植物园隔离温室内进行，温室内白天平均气温

为 ３６ ℃，夜晚平均气温为 ２８ ℃，平均相对湿度为

４２．２％。 针对各三角梅品种，取 ４８ 盆（每品种）参试

植株进行控水干旱处理，试验前一次性浇透水，之
后终止补充水分，每隔 ３ ｄ 观察并记录三角梅的外

观形态变化，测定土壤相对含水量（土壤相对含水

量＝土壤含水量 ／田间持水量），同时采摘植株的成

熟叶片（第 ５ 至第 ８ 位功能叶片），对不同控水时间

的参试植株进行叶片含水量、ＳＯＤ 酶活性、ＰＯＤ 酶

活性以及叶绿素荧光参数的测定。 以定期浇水，未
受控水干旱胁迫处理的植株为对照。
１．２．２ 生理指标测定　 记录叶子形态：观察叶子是否

发黄、皱缩、下垂、萎蔫等。
土壤相对含水量： 烘干法。
叶片含水量： 叶片含水量 ＝ （鲜重－８５ ℃烘至

恒重时的重量） ／鲜重 × １００％。
叶片的 ＳＯＤ 酶活性： 采用氮蓝四唑光还原法

（吕金印和郭涛，２０１０）。
叶片的 ＰＯＤ 酶活性： 采用愈创木酚法（吕金印

和郭涛，２０１０）。
叶绿素荧光参数：采用便携式叶绿素荧光仪

（ＰＡＭ⁃２１００），按照仪器使用手册进行叶片最大光

化学效率（Ｆｖ ／ Ｆｍ）、光化学量子产量（Ｙｉｅｌｄ）、ＰＳⅡ
潜在活性（Ｆｖ ／ Ｆｏ）、ＰＳⅡ光化学猝灭系数（ｑＰ）和 ＰＳ
Ⅱ非光化学猝灭系数（ ｑＮ）等指标的测定。 以上指

标的测定叶片为采取随机采样，数量 １０ 片，取 ３ 个

重复，每隔 ３ ｄ 测定 １ 次，每次测 ３ 个平行。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干旱胁迫下三种三角梅的形态变化

三种三角梅的外观形态随着干旱时间的延长而

变化如表 １ 所示，三角梅叶片的外观形态变化见图 １。
控水干旱处理 ３ ｄ（土壤相对含水量为 ３７．６％）时，樱
花三角梅和金心鸳鸯三角梅两种三角梅植株均开始

受到干旱胁迫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叶子的下垂。 随着

９６１１９ 期 丁印龙等： 干旱胁迫下三种三角梅的生理反应



表 １　 干旱胁迫下三种三角梅的植物形态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ｏｆ Ｂｏｕｇａｉｎｖｉｌｌｅａ ｕｎｄｅｒ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ｔｒｅｓｓ

干旱时间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ｔｉｍｅ
（ｄ）

土壤相对
含水量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

勤花三角梅
Ｂ． ｂｕｔｔｉａｎａ ‘Ｍｉｓｓ Ｍａｎｉｌａ’

金心鸳鸯三角梅
Ｂ．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ａ ‘Ｔｈｉｍｍａ’

樱花三角梅
Ｂ． ｇｌａｂｒａ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Ｄｅｌｉｇｈｔ’

０ １００ 叶子灰绿色
Ｇｒａｙ⁃ｇｒｅｅｎ ｌｅａｖｅｓ

叶子浅绿色
Ｌｉｇｈｔ ｇｒｅｅｎ ｌｅａｖｅｓ

叶子绿色
Ｇｒｅｅｎ ｌｅａｖｅｓ

３ ３７．６ 正常
Ｎｏｒｍａｌ

１ ／ ４ 叶片下垂
１ ／ ４ ｏｆ ｌｅａｖｅｓ ｄｒｏｏｐｅｄ

叶子开始下垂，卷曲
Ｌｅａｖｅｓ 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ｄｒｏｏｐ ａｎｄ ｒｏｌｌ

６ １７．２ １ ／ ２ 叶子下垂
１ ／ ２ ｏｆ ｌｅａｖｅｓ ｄｒｏｏｐｅｄ

１ ／ ２ 叶子下垂，少数叶子卷曲
１ ／ ２ ｏｆ ｌｅａｖｅｓ ｄｒｏｏｐｅｄ， ｌｅａｖｅｓ
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ｒｏｌｌ

２ ／ ３ 叶子卷曲，叶子变黄脱落
２ ／ ３ ｏｆ ｌｅａｖｅｓ 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ｒｏｌｌ ａｎｄ ｌｅａｖｅｓ ｂｅ⁃
ｇａｎ ｔｏ ｓｈｅｄｄｉｎｇ

９ ９．３ ２ ／ ３ 叶子下垂
２ ／ ３ ｏｆ ｌｅａｖｅｓ ｄｒｏｏｐｅｄ

２ ／ ３ 叶子下垂，卷曲
２ ／ ３ ｏｆ ｌｅａｖｅｓ ｄｒｏｏｐｅｄ， ｒｏｌｌｅｄ

叶子脱落，几乎死亡
Ｌｅａｖｅｓ ｓｈｅｄ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ｌｍｏｓｔ ｂｅｉｎｇ ｄｅａｄ

１２ ７．５ ２ ／ ３ 叶子卷曲，枯干
２ ／ ３ ｏｆ ｌｅａｖｅｓ ｄｒｏｏｐｅｄ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ｅｒｅｄ

叶子死亡脱落
Ｌｅａｖｅｓ ｄｉｅｄ

枯死
Ｐｌａｎｔｓ ｄｉｅｄ

处理间的延长，叶子开始卷曲、发干变黄、脱落，直
至死亡。 其中，樱花三角梅处理第 ９ 天时（土壤相

对含水量为 ９．３％），多数叶片发生脱落，第 １２ 天时

（土壤相对含水量为 ７．５％），植株全部枯死。 勤花

三角梅在干旱胁迫处理 ６ ｄ 时（土壤相对含水量为

１７．２％），出现部分叶片下垂现象，至 １２ ｄ 时（土壤

相对含水量为 ７．５％），多数叶子发生卷曲。 对比三

种三角梅，其抗旱能力从强到弱依次为勤花三角

梅、金心鸳鸯三角梅、樱花三角梅。
２．２ 干旱胁迫下三种三角梅叶片的含水量变化

三种三角梅的叶片含水量均随着干旱程度的加

剧而降低，但降低幅度不同。 金心鸳鸯三角梅的叶片

含水量呈下降趋势，但整体下降较为平缓，而勤花三

角梅和樱花三角梅在干旱胁迫 ３ ｄ 时，叶片含水量急

剧下降，与对照相比，下降幅度分别为 １６． １４％和

２５．６７％，随着干旱程度的加剧，叶片含水量继续下降，
当干旱 ９ ｄ 时，勤花三角梅、金心鸳鸯三角梅、樱花三

角梅的叶片含水量分别为对照组的 ７１．９１％、８３．５７％
和 ５５．８７％，说明樱花三角梅对干旱胁迫更敏感。
２．３ 干旱胁迫对三种三角梅叶片抗氧化酶活性的

影响

２．３．１ 干旱胁迫对三种三角梅叶片 ＳＯＤ 酶活性的影

响　 三种三角梅的 ＳＯＤ 酶活性均随着干旱时间的

延长而减小，因此，干旱胁迫会抑制三角梅的 ＳＯＤ

酶活性。 其中金心鸳鸯三角梅降幅最大，干旱处理

９ ｄ 后 ＳＯＤ 酶活性仅为对照的 ２０．８３％，差异性显

著。 勤花三角梅品种则缓慢降低，樱花三角梅减缓

速度居中。 由于干旱处理第 １２ 天时，各品种叶片萎

蔫严重，故未测定相关生理指标。
２．３．２ 干旱胁迫对三种三角梅叶片 ＰＯＤ 酶活性的影

响　 三种三角梅的 ＰＯＤ 酶活性随着干旱时间的延

长先增加后降低，说明短时间干旱胁迫可诱导三角

梅 ＰＯＤ 酶活性的增加，但随着干旱胁迫的加剧，
ＰＯＤ 酶活性开始降低。 樱花三角梅的 ＰＯＤ 酶活性

变化幅度最大，干旱处理 ３ ｄ 时达到最高，之后显著

下降，干旱处理 ９ ｄ 后 ＰＯＤ 酶活性降为对照的

４４％；勤花三角梅的 ＰＯＤ 酶活性至干旱处理 ６ ｄ 时

达到最高，之后降低。 金心鸳鸯三角梅的 ＰＯＤ 酶活

性变化不大，对干旱敏感度低。
２．４ 干旱胁迫对三种三角梅叶片叶绿素荧光参数的

影响

２．４．１ 干旱胁迫对三种三角梅叶片 Ｆｖ ／ Ｆｍ 的影响　
随着干旱处理时间的增长，三种三角梅叶片的 Ｆｖ ／
Ｆｍ 呈现降低的趋势，其中勤花三角梅在干旱处理

第 ６ 天时，Ｆｖ ／ Ｆｍ 达到最大值，其后下降。 樱花三

角梅在第 ９ 天之后成熟功能叶完全干旱死亡，其
Ｆｖ ／ Ｆｍ 为 ０，金心鸳鸯三角梅的叶片 Ｆｖ ／ Ｆｍ 下降速

度比勤花三角梅的 Ｆｖ ／ Ｆｍ 下降速度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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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干旱胁迫下三种三角梅叶片的外观形态变化　 Ａ． 樱花三角梅； Ｂ． 金心鸳鸯三角梅； Ｃ． 勤花三角梅。
Ｆｉｇ． １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ｏｆ Ｂｏｕｇａｉｎｖｉｌｌｅａ ｕｎｄｅｒ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Ａ． Ｂ． ｇｌａｂｒａ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Ｄｅｌｉｇｈｔ’； Ｂ． Ｂ．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ａ ‘Ｔｈｉｍｍａ’； Ｃ． Ｂ． ｂｕｔｔｉａｎａ ‘Ｍｉｓｓ Ｍａｎｉｌａ’．

图 ２　 干旱胁迫对三种三角梅叶片含水量的影响
Ｆｉｇ． 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ｆ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ｏｆ Ｂｏｕｇａｉｎｖｉｌｌｅａ

２．４．２ 干旱胁迫对三种三角梅叶片光化学量子产量

的影响　 干旱胁迫显著降低了三种三角梅的光化

图 ３　 干旱胁迫对三种三角梅 ＳＯＤ 酶活性的影响
Ｆｉｇ． 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Ｄ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ｏｆ Ｂｏｕｇａｉｎｖｉｌｌｅａ

学量子产量。 前 ６ 天干旱胁迫过程中，勤花三角梅

变化幅度最小，金心鸳鸯三角梅居中，樱花三角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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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干旱胁迫对三种三角梅 ＰＯＤ 酶活性的影响
Ｆｉｇ． 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Ｄ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ｏｆ Ｂｏｕｇａｉｎｖｉｌｌｅａ

图 ５　 干旱胁迫对三种三角梅 Ｆｖ ／ Ｆｍ 的影响
Ｆｉｇ． ５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ｖ ／ Ｆｍ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ｏｆ Ｂｏｕｇａｉｎｖｉｌｌｅａ

的光化学量子产量变化幅度最大；干旱处理 ９ ｄ 时，
勤花三角梅、金心鸳鸯三角梅和樱花三角梅的光化

学量 子 产 量 分 别 为 对 照 的 ６５． ７１％、 ５４． ９２％、
３６．１６％。
２．４．３ 干旱胁迫对三种三角梅叶片 ＰＳ Ⅱ潜在活性

Ｆｖ ／ Ｆｏ 的影响　 三角梅的 Ｆｖ ／ Ｆｏ 受干旱胁迫影响的

变化趋势和 Ｆｖ ／ Ｆｍ 的变化趋势大致相似，勤花三角

梅品种的 Ｆｖ ／ Ｆｏ 随着时间的增长先升高再降低，而
樱花三角梅和金心鸳鸯三角梅均表现出下降的趋

势，其中樱花三角梅 Ｆｖ ／ Ｆｏ 的下降速度比金心鸳鸯

三角梅 Ｆｖ ／ Ｆｏ 的下降速度快，分别降至对照的

图 ６　 干旱胁迫对三种三角梅叶片光化学量子产量的影响
Ｆｉｇ． ６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ｈｏ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ｏｆ Ｂｏｕｇａｉｎｖｉｌｌｅａ

图 ７　 干旱胁迫对三种三角梅叶片 Ｆｖ ／ Ｆｏ 的影响
Ｆｉｇ． ７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ｖ ／ Ｆｏ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ｏｆ Ｂｏｕｇａｉｎｖｉｌｌｅａ

４３．２６％、３８．１８％。
２．４．４ 干旱胁迫对三种三角梅叶片 ｑＰ、ｑＮ 的影响　 热

耗散可以防御光抑制带来的破坏，是植物保护光系统

ＩＩ（ＰＳⅡ）免受伤害的重要机制。 干旱胁迫对三种三

角梅叶片的 ｑＰ、ｑＮ 的影响如表 ２ 所示。 干旱胁迫对

植物叶片的光化学猝灭系数 ｑＰ 和非光化学猝灭系数

ｑＮ 的影响不同。 三种三角梅的 ｑＰ 均表现出逐渐降

低的趋势，但降低的程度不同，干旱处理 ６ ｄ 时，樱花

三角梅、勤花三角梅、金心鸳鸯三角梅叶片的 ｑＰ 分别

为对照的 ８５． ３６％、９７． ２７％、８８． ６２％。 三角梅叶片

的ｑＮ则均随着干旱处理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升高，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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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干旱胁迫对三种三角梅叶片 ｑＰ、ｑＮ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ｑＰ ａｎｄ ｑＮ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ｏｆ Ｂｏｕｇａｉｎｖｉｌｌｅａ

干旱时间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ｔｉｍｅ

（ｄ）

金心鸳鸯三角梅
Ｂ．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ａ ‘Ｔｈｉｍｍａ’

ｑＰ ｑＮ

勤花三角梅
Ｂ． ｂｕｔｔｉａｎａ ‘Ｍｉｓｓ Ｍａｎｉｌａ’

ｑＰ ｑＮ

樱花三角梅
Ｂ． ｇｌａｂｒａ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Ｄｅｌｉｇｈｔ’

ｑＰ ｑＮ

０ ０．９１±０．０３ａ ０．０６±０．０１ａ ０．７７±０．０８ａ ０．０５±０．０１ａ ０．９２±０．０２ａ ０．０５±０．０１ａ

３ ０．８７±０．１２ａ ０．０７±０．０２ａ ０．７８±０．１１ａ ０．０５±０．０１ａ ０．８４±０．０６ａｂ ０．１２±０．０３ｂ

６ ０．８０±０．１０ａｂ ０．０７±０．０１ａ ０．７５±０．１３ａｂ ０．０６±０．０３ａ ０．７８±０．０７ｂ∗ ０．１９±０．０４ｃ

９ ０．６５±０．０８ｂ∗ ０．０８±０．０１ｂ ０．６１±０．０７ｂ∗ ０．０８±０．０１ｂ ０．３７±０．０９ｄ∗∗ ０．１２±０．０２ｄ

　 注： 同一指标的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性显著。
　 Ｎｏ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ｍｅ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三角梅的 ｑＮ 在干旱第 ６ 天时最大。

３　 讨论与结论

３．１ 干旱胁迫对三角梅外观形态和抗氧化酶活性的

影响

干旱胁迫对三角梅所有生理指标的影响均会

综合反映在叶特征的变化上，所以干旱胁迫下叶特

征变化可作为胁迫反应中的重要指标。 本研究中

三种三角梅叶片对干旱胁迫的敏感程度不一致，樱
花三角梅在第 ９ 天时，叶片死亡，对干旱胁迫较为敏

感，而勤花三角梅在干旱胁迫第 １２ 天时，叶片接近

枯死，对干旱胁迫相对不敏感。 ＳＯＤ 和 ＰＯＤ 作为植

物体内酶促防御系统的重要保护酶，在植物受到低

程度的干旱胁迫时，活性氧的形成和清除保持一种

动态平衡。 三种三角梅叶片的 ＰＯＤ 活性呈现先升

高后降低的规律，而 ＳＯＤ 活性则逐渐降低，这与时

忠杰等（２００７）研究板栗幼苗叶片对水分胁迫的活

性氧代谢和周广等（２０１０）研究井冈山杜鹃叶片对

高温胁迫的响应研究的结果不一致，这说明在三角

梅中，干旱胁迫造成的膜系统损伤，主要由 ＰＯＤ 酶

进行修复，随着干旱程度的加剧，三角梅不同品种

的 ＳＯＤ 活性和 ＰＯＤ 活性对干旱敏感度不同，樱花

三角梅的 ＰＯＤ 酶活性比勤花三角梅和金心鸳鸯三

角梅的 ＰＯＤ 酶活性高 ３ ～ ４ 倍，而 ＳＯＤ 酶活性相差

不大，说明在樱花三角梅中，干旱胁迫造成的损伤

主要由 ＰＯＤ 酶进行修复，并在一定的胁迫范围内，

维持植株正常生理活动的进行。 剧烈的干旱胁迫

造成两种抗氧化酶活性的降低，且降低的速度不

同，这与小麦幼苗在干旱胁迫下的两种保护酶活性

变化相一致（姜山等，２０１１），这可能是由于过度的

干旱胁迫引起膜脂过氧化作用，破坏了两种酶的结

构、活性中心或抑制酶的表达（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罗宏海等（２０１３）研究了干旱和复水对棉花根系及

叶片内源激素含量的影响，文章指出干旱处理结束

后复水，根系及叶片的 ＡＢＡ 含量并未随着土壤水分

条件的改善而降低，所以后续研究干旱胁迫对三角

梅的影响，可开展复水对三角梅扦插苗生理活性的

影响。
３．２ 干旱胁迫对三角梅光合特性的影响

叶绿素荧光参数中，叶绿素荧光的可变部分

（Ｆｖ）与最大荧光值（Ｆｍ）的比值（Ｆｖ ／ Ｆｍ）反映了开

放的 ＰＳⅡ反应中心捕获激发能的效率，是研究植物

胁迫的重要参数（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Ｆｖ ／ Ｆｍ 与光

合作用的净产率呈正相关，光化学效率的高低直接

决定叶片光合作用的高低。 因此，由于逆境因素造

成的光化学效率降低会成为光合作用的重要限制

因子（Ｋｒａｕｓｅ ＆ Ｗｉｓｅ， １９９１； Ｆｉｌｅ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 对

叶绿素荧光参数的研究表明：干旱胁迫下三角梅 ＰＳ
Ⅱ反应中心光化学效率（Ｆｖ ／ Ｆｍ）、ＰＳⅡ潜在活性

（Ｆｖ ／ Ｆｏ）降低，ｑＰ 值逐渐降低，而 ｑＮ 值逐渐升高，
这与张国伟等（２０１１）研究盐胁迫对棉花光合生理

响应的结论一致。 总体上抗旱性强的勤花三角梅

在干旱胁迫的一定范围内，勤花三角梅叶片的 ＰＳⅡ

３７１１９ 期 丁印龙等： 干旱胁迫下三种三角梅的生理反应



反应中心电子传递活性受干旱胁迫的影响在三者

中较小，光合机构的受损程度较低。 干旱胁迫降低

了 Ｆｖ ／ Ｆｍ 值，继而降低了植物的光合作用的净光合

速率，即植物正常的生长受到了限制。 三种三角梅

品种的叶绿素荧光变化与韩瑞宏等（２００７）研究紫

花苜蓿实验的结果相吻合，即干旱胁迫影响了三角

梅光合速率的大小，限制了三角梅的正常生长。 综

合各项指标的测定结果，可知三种三角梅的抗干旱

胁迫的能力从高到低依次为勤花三角梅、金心鸳鸯

三角梅、樱花三角梅。
刘瑞显等（２００８）研究了干旱条件下花铃期棉

花对氮素的生理响应，指出棉花花铃期土壤干旱条

件下增施氮肥虽然有利于水分利用效率（ＷＵＥ）的
提高，但却降低了棉花的光合性能。 干旱胁迫引起

三角梅一系列生理水平的变化，以及三角梅各项生

理指标的变化和分子机制的响应，探究干旱胁迫对

三角梅的各代谢通路和应激机制水平的影响，鉴定

不同三角梅品种的抗旱能力，对寻求提高三角梅抗

旱性的方法，具有很大的应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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