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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光照条件对山兰红色素的研究

杨 清 郑惠兰 罗明贤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

动腊
.

6 6 6 30 3)

摘 要 对三种不 同光照条件下 的五指 消兰 所提取的山 兰红 色素进行 O D 值
、

得率及有关理

化性质进行浏定
,

结果表明山 兰红在半荫蔽条件 下其 O D 值
,

稳定性最好
,

全光照条件下得率产量

最好 ; 通过对实验结果的分析和讨论
,

得 出 了一些有益的结论
,

对山 兰红 色素的生产和栽培有一定

的指导作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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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山兰 (P e r i s toP h e la , , c e o li a N e s s ) 系爵 2
.

2 三 种采样地的光照条件

床科植物
,

为直立草本
,

可利用其叶子和幼嫩枝 试验地都设置在西双版纳植物园的色素植

提取 山兰红 色素
,

为水溶性色 素
; 色 素溶液在 物收集区内

,

土壤属于砖红性土壤
,

三种样地除

PH 6
.

8 ~ 8
.

0 时最大 吸收峰波长为 5 8 0n m
,

颜 光照条件不同外
,

其它生态因子如雨量
、

海拔高

色随 PH 增大由橙红一紫红
,

对蔗糖
、

淀粉
、

食 度
、

气温等都基本上相同
;为了比较三种试验地

盐
、

钙等多种介质稳定
,

食用安全无毒
,

其主要 的光照条件差异性
,

于 19 9 4 年 6 月 30 日对三

色 素 成 分 为 天 兰 葵 宁一 3一p一葡 萄 糖 种试验地的光照度 (上午 n 点测定 ) 和光照时

( p e la r g o n id in 一 3一俘一g lu e
一

o s id o ) [小 由于在 间进行测定
,

其各种试验地的设置
、

光照度大小

山兰红色素提取过程中发现其 O D 值
、

得率变 和光照时间长短分述如下
:

化较大
,

所 以本文采用在相同的提取工艺对三 2
.

2
.

1 全光照条件
:
五指山兰种植在光照

种不同生态条件下的五指 山兰提取山兰红色素 条件较好
,

周 围没有任何遮荫物的平地上
,

光照

测定 O D 值
、

得率
,

同时测定其产量
,

以探讨 不 度为 9 44 o 0 L U X (勤克司 )
,

光照时间为 10 一 n

同生态条件对 山兰红色素的影响
,

为山兰红 色 小时 (8 点 2’0 分至 19 点)
。

素的生产和应用提供一些有益的依据
。

2
.

2
.

2 半荫生态条件
:

五指 山兰的周 围有

1 材料和主要仪器设备 红木密朦花
、

热带梨等植物
,

其光照时间和光照

材料
:

采用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种植的五 度都 比全光照条件的差
,

光照度为 48 20 0 L U X
,

指山兰
。

光照时间只有 8一 9 小时 ( 9 点 30 分至 18 点 )
。

主要仪器和设备
: 721 型分光光度计

,

分析 2
.

2
.

3 全荫生态条件
:

五指 山兰种植在株

天平
,

酸度计 (P H S一 2 型 )
。

行距 1
.

5 x l
.

5m 灌木黄桅子林内
,

其林内几乎

2 试验方法 没有 直 射光
,

只有 部 分 散 射 光
,

光 照 度仅 有

2
.

1 山 兰红 色素的提取工 艺 10 20 0L U X
。

取 五指山兰的 叶子和 幼嫩枝条 用水洗 干 2
.

3 山 兰红 色素的 o D 值
、

得率及产量的 m.I 定

净
,

置于锑锅中水煮沸 15 分钟
,

用纱布滤出色 每月采取阳
、

半荫
、

荫三种不 同生态条件下

素提取液
,

再加清水煮沸
,

重复 2一3 次
,

用色素 的五指山兰的叶子和 嫩枝提取 山兰红色素一

液置于磁盘中于水浴锅上加热蒸干
,

从盘 中剥 次
,

每次重复三次测定 O D 值
、

得率
,

取平均值
;

下干燥物
,

粉碎成粉即为 山兰红色素成品
。

产量以 4 x 4m 为一个样方
,

每种生态条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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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样方
,

每两个月测产一次 ; 其试验数据 (见表 1 )
。

表 1 不同生态条件下山兰红色素的 O D 值
、

得率
、

产 t 及五指山兰的产t

漂漂逻逻逻
9 2

、
111 9 2

、

222 9 2
、
333 9 2

、
444 9 2

、
555 9 2

、

666 9 2
、

777 9 2
、

888 9 2
、
999 9 2

、
1 000 9 2

、

1 111 9 2
、

1 222

阳阳阳 O D 值 (0
.

1 %
、

5 8 o
nm ))) 0

.

7 222 0
。

9 222 1
.

0 555 0
。

8 444 0
.

7 999 0
.

6 777 0
.

6 999 0
。

6 555 0
.

6 000 0
.

6 444 0
.

6 111 0
.

5 999

得得得 率(% ))) 6
.

555 6
。

999 8
.

777 6
.

000 5
。

666 5
.

444 5
.

777 5
。

888 5
。

666 5
.

888 6
.

000 6
.

333

五五五指山兰产量 (k g /亩))) 14 9
。

999 1 4 9
.

999 1 7 0
.

777 21 6
.

555 1 83
.

111 1 6 2
.

333

山山山兰红素产量(k g /亩))) 1 0
.

0 444 1 1
.

0 222 9
.

3 999 1 2
.

4 777 1 0
.

4 444 9
.

9 888

半半半 O D 值 (0
.

1 %
、

5 8 0 n m ))) 0
.

7 333 0
.

9 000 1
,

0 888 1
.

1 555 1
,

0 000 0
.

8 777 0
,

8 111 0
.

7 222 0
.

7 000 0
.

7 000 0
.

6 444 0
.

6 555

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荫

得得得 率 (% ))) 4
. ‘

999 5
.

222 5
.

666 5
.

666 4
.

777 4
.

333 4
.

555 4
.

444 4
.

555 4
.

222 4
.

444 4
.

777

五五五指山兰产量(k g /亩 ))) 1 4 1
.

555 1 3 3
.

222 1 6 2
.

333 1 9 1
.

555 1 7 0
.

777 1 4 9
.

999

山山山兰红素产量 (k g /亩 ))) 7
.

1 555 7
.

4 666 7
.

3 000 8
.

5 222 7
。

4 222 6
.

8 222

荫荫荫 O D 值 (0
.

1 %
、
5 8 0 n m ))) 0

.

6 555 0
.

7 000 0
.

7 555 0
.

7 999 0
.

7 222 0
. ‘

7 000 0
.

6 555 0
.

6 111 0
.

6 333 0
。

6 444 0
.

6 666 0
.

6 888

得得得 率 (% ))) 4
.

222 4
.

777 5
。

111 5
.

333 4
.

555 4
.

333 4
. ‘

222 4
.

333 4
.

333 4
。

lll 4
.

222 4
.

000

五五五指山兰产量 (k g /亩 ))) 1 4 5
.

777 1 2 4
.

999 1 24
.

999 1 8 3
。

111 1 5 8
.

222 1 4 9
.

999

山山山兰红素产量 (k g /亩 ))) 6
。

4 888 6
.

4 999 5
。

4 999 7
.

7 888 6
.

6 444 6
.

1 444

3
.

3
.

1 不 同光照条件下五指山 兰 的产量

由表 1 可知
,

在全光照条件下五指山兰的

产量最高
,

折合年产 1 5 4 8 7
.

5 k g /公顷
,

其次是

半荫条件下
,

折合年产 1 4 2 3 6
.

5 k g /公顷
,

全荫

荫!
荫韵阳

毗叫川叫甲件件呵时诞

3 结果与讨论

3
.

1 不 同光照 条件对山 兰 红色素 O D 值的影

响

从图 1 可知
,

在半荫蔽条件下五指山兰所

提取的山兰红色素的 O D 值最高
,

其次是全光

照条件下
;
从 O D 值一年的变化 可以看

.

出
,

2一4

月 O D 值最高
, 5一 10 月逐渐下降至平缓

,

n 一

12 月逐渐上升
。

结果表明在半荫蔽条件下种植

的五指山兰所提取的山兰红色素的质量比其它

两种生态条件下的要好
,

在干旱季节比雨季更

有利于提高山兰红色素的质量
;
同时

,

在五指山

兰的花期 2一 4 月提取的色素质量比其它 的时

期要好
。

3
.

2 不 同光照条件对山兰红色素得率的影响

由图 2 可知
,

全光 照条件下 山兰红色素的

得率最高
,

半荫条件下次之
。

以山兰红色素得率

一年的变化来看
,

2一 4 月最高
,

5一 10 月最低
,

且变化不大
,

n 一 1 月 又逐渐上升
;
结果表明

,

全光照条件下提取的山兰红色素的得率比其它

两种生态条件下要大
,

干早季节 比雨季大
。

3
.

3 不 同光照条件对山兰红色素产童的影响

1 2 3

图 l

4 5 ‘ 7 亏 9 10 11 12月

山 兰 红色素 O D 值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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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率(线)
9 卜

素产量一年的变化来看
,

山兰红色素产量在一

年内出现两个高峰期
,

分别在 3一 4 月和 7一 8

月
,

只是全光照条件下的两个峰值比其它光照

条件的要明显
。

产t (Kg /亩)
幼�6‘,孟, .盛

阳

半荫 11

荫 10

1 2 3 4 5 6 7
·

8 9
·

10 { 11 12 月

’

图 2 山 兰红色素得率变化曲线

条件下五指 山兰的产量最低
,

折合年产 1 3 3 0 0.

sk g /公顷
。

3
.

3
.

2 山 兰 红色素产童的计算

山兰红色素产量的高低直接影响色素的生

产
,

现利用所测得的数据计算不同光 照条件山

兰红色素的产量
。

计算式子
:

山兰红色素产量一 山兰红色素

得率 X 五指山兰的产量
。

式中山兰红色素得率以五指山兰测产相对

应的两个月的得率的平均值
,

如求半荫条件下

1一 2 月山兰红色素的产量为
:

2 3 4 5 6 7 5 亏一1万 1-i 不厄确

4
.

9 % + 5
.

2 %
、 , 。 , 。 。

—
产

、

乙1 “乙

.

5 = 1 0 7
.

2 5 (kg /公顷 )

不同光照条件下山兰红色素产量计算结果

(见表 1 )
。

3
.

3
.

3 不 同光照条件对山 兰 红 色素产全的影

响
。

由图 3 可知
,

全光照条件下山兰红色素产

量最高
,

折合年产 9 50
.

I k g /公顷
,

其次是半荫

条件下
,

产量为 6 69
.

1 5 k g /公 顷
,

全荫条件下最

差
,

折合年产 58 5
.

3 k g /公 顷
,

说明在 全光照条

件下更有利于 山兰红色素的生产
;
从山兰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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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山 兰红色素产蚤的变化 曲线

4 结 语

从山兰红色素的 O D 值
、

产量在 不同光 照

条件下的变化来看
,

半荫条件下 山兰红色素的

O D 值最高
,

质量最好
,

其次是全光照条件
,

虽

然全光照条件下 山兰红色声的产量最高
,

半荫

条件下次之
。

但是
,

从经济效益方面分析来看
,

在半荫条件下种植五指山兰的经济效益 比全光

照条件下要高
,

因为
,

在半荫条件可以种植一些

经济林木或经济作物
,

因而可大大提高经济收

入
。

经过儿年的人工栽培
,

五指山兰的栽培繁

殖较容易
,

直接可以用插条繁殖
,

病虫害较少
,

栽培技术和管理措施不高
,

不与其它经济作物

争地
。

所以在竹林
、

橡胶林以及其它经济林下比

较潮湿 的环境都可种植五指山兰
,

提高土地 利

用率
,

增加经济收入
。

同时
,

创造经济林下地面

植被
,

提高涵水性和微生物有效形成 良性的生

长环境
。

郑惠兰等
.

天然食用植物色素山兰红的研究
.

食品与发酵工业
,
l” 2 ( 5 ) :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