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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小粒种咖啡为材抖
,

研究稀土对咖啡叶细胞抗冷性的影响
,

结果表明
,

在越冬期及人工模

拟冷害下
,

浓度为70 0微克 / 毫升能稀土能增强叶细胞质膜的稳定性
。

与其它保护性物质 比 较
,

其作用顺序为
: K 士< R E “‘

< M g Z + ( 箱萄糖< C a “十 < 蔗糖
。

稀土处理提 高 叶 细 胞 生 存 力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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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氯化三苯基四氮哇相对还原率 ) 3
.

6 4 % ~ 1 2
.

15 %
,

降低叶片电解质渗 出 率10
.

88 %

~ 1 6
.

6 9
n

石
,

叶片电解质渗出率与 月平均气温变化高度相关 ( r = 一 0
.

8 4 1 2
,

df 二 1 1 )
。

5
.

。
“

c 为

小粒种咖啡的冷害低温
,

而非致死低温
。

稀土元素的某些盐类作为稀土微肥 ( 简

称稀土 )
,

在我国农业生产上已取得显著的

增产
、

抗逆效果 [ ”
。

本文以自然越冬 和 人

工冷害处理下的小粒种咖啡 (c of fe a ar ab i-

ca L
.

) 苗为材料
,

研究稀土对咖啡叶细胞

抗冷性的影响
,

以使稀土成为新型的热作抗

冷调节物质
,

为热带
、

亚热带地 区的咖啡引

种提供有利条件
.

1
.

2
.

1 田间栽培 1 9 8 8年3月定植 1 年生苗

于实验地
,

株行距 1 米
X Z 米

。

19 8 8年 8 月

开始喷施稀土处理
。

供试稀土为北京稀土农

用技术 中心生产的混合稀土 硝 酸 盐 (
“

常

乐
” 益植素 )

,

其中含铜 39
.

2 %
,

饰 3 8
.

7 %
、

00204,j, .......闷
.

入‘勺‘脚艺气噢
1 材扦与方法

1
.

1 样地概况

实验地位于厦门大学生物系热 作 引 种

园
。

实验期问各月平均气温
、

降雨量见图 1
。

实验地土壤质地为多砾质粗砂 土
, pH 值 为

6
.

05
,

有机质含量为2
.

05 %
,

总氮
、

总磷含

量分别为0
.

0 76 %
、

0
.

0 31 %
,

实验地有 杂木

荫蔽
,

荫蔽度为30 一40 %
。

1
。

2 引种及栽培

本实验引种小粒种咖啡 5 2 。 8

品种
。

气卜护

拟监
宜

3 4 5 6 7 8 9 10 、、12

时 闻 (月份)

图 1 厦门各月平均气温及月降雨t

( 1 9 8斜杯12 月一 拍8 9 性卜1 2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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铰 1 5
.

5
、

错 5
。

3 %
。

以蒸i绍水为对 照
,

以 硝

酸稀土总量计分别为3 0。
、

5。。
、

7 0。
、

1 0。。微

克 / 毫升稀土处理
。

每处理 20 株
,

5 株 一

组
,

随机区组排列
。

实验期间每月底向叶面

喷施稀土溶液
,

选择无雨天
,

下午 日落时喷

至叶面挂珠
。

1
.

2
。

2 盆栽低温处理 1 年生咖 啡 苗
,

用

样地土盆栽
,

撼处理20 株
。

置 田间生长
,

喷

施稀土70 0微克 / 毫升和蒸馏水对照处理
,

每

月 l 次
,

经 2 次处理后
,

置冷库中进行人工

低温 ( 5
,

0℃ ) 处理 6 天
,

每日照光10 小时
,

光照 强度为 40 00 L u : ,

相对湿度 7眯
。

处理后

置常温 (日均温2 1
。

5 ℃
.

1 9 3。年5月)下生长
。

1
。

3 生理指抓三改翅

旧间每月 2 5 日进 行采 {燕已定
,

叶样采 自

从顶芽下数第四轮 枝士
.

主长稳定 的叶
。

1
.

3
.

1
、

组织 电解质渗出率恻定 采用 电 导

法 [ ’ ; ,

测定组织电解质渗出率
,

仪器 为 天

津第二分析仪器厂生产的D D s 一 n 型电导仪
。

测定值为 4 次重复实验平均值
。

1
.

3
.

2 细胞质膜稳定性的测定 撕取 叶 下

表皮
,

置不同溶液中
,

经低温2
.

。℃ 处 理10

小时
。

采用质壁分窝法测定细胞质 膜 完 整

率
,

在光镜下统计肋 0个细胞
,

以质壁分离的

活细胞数占细脸总数灼百分率表示质摸完整

率
。

以蒸尸水处理沉得值为对照
,

得保护系

数 [ “ l
。

1
.

3
。

3 纬、胞生存力测定 以叶细胞还原 T T c

( 2
,

3
,

5 一 氧化三苯基四氮哩 ) 的能力 来 测

定 t ‘ l
。

( P < 0
.

01
,

df = n )
。

零上低温对热 带作
物的伤害

,

首先是对细胞膜系统从结构至功

能的破坏
,

植物组织浸出液的电导率即电解

质渗出率
,

反映了膜系的透过性能
,

巳成为

检验植物受害程度和抗冷能力的指标 工6 】
。

咖

啡叶片电解质渗出率与气温的高度相关性
,

说明这一指标对气温变化较敏感
,
是较理想

的冷害指标
。

表 1 稀土对咖啡苗叶片电解质渗出率

的影响 ( d f = 19
,

1马8 8年1 2月 )

稀土浓度 (微克/ 毫升 ) 电解反渗出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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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成组t侧验法
, 关
号表示差异显著

,

95 % 置

信 ; 料号表示羞并极显著
,

”% 置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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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与讨 该含

2
.

1 稀点对
,

一

井啡叶细胞质膜稳定性的作用

2
.

1
.

1 对叶片电解质渗出率的影响 5 00 微

克 / 毫升
、

7洲微克 / 毫升稀土都能显 著 地

降低叶少丫电解质外渗率 (见表 1 )
。

叶片 电

解质外渗率的龙化与月平均气温呈 负 相 关

(见图 2 )
, Y = 朋

.

拐 一 0
.

4 3x ( Y一电解

质渗出率
,

X 一月平均 气温 )
, r = 一 。

,

8 4 1 2

图 2 稀土对咖啡叶片电解质渗出率的

影晌 ( 1 0 5 5年1 2月一 2 0 8 9年2 2月 )

在低温 5 ℃下进行人工冷害模拟
,

实验

结果 (见图 3 ) 说明
:

在咖啡受冷害时
,

稀

土作用于细胞膜
,

使物质通透量减小
,

保持

细胞内环境的相对稳定
。

从低温处理到恢复

常温的过程中
,

咖啡叶片电解质渗出率明显

增大
,

说明变温对咖啡叶片的伤吉可能比持

续低温更为严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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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稀土对受冷害咖啡苗叶片电解质渗出率的影响

沁
尸
一丹沪2

.

1
.

2 几种物质对 咔细袍贡膜 的保于
,

作用

马克西莫夫 } 已 i 人为物质八 再了夜中刘加 ’!也
.

弓

保护 作用和物质门 陈共塔点
一

汀密 切关系
. 月扮

和其它有 祝的非电解贡能够 肖除盐 类计蛋自

质盐析 和凝结 汁川
,

阻碍原生质内含蛋 日 左

冷害时变性
。

我们的实验表明 (见 表 2 ) ; 帐

糖等 几种物质对冷否时的咖啡叶细胞质膜有

不同程度的拍定 作用
。

其作用 强弱顺序为
:

蔗糖 > C a “

夕 葡萄塘扮M g Z 十 > 稀 土 > K
十 。

V e r k le i J [ 了 ‘

认为 C a “

的作用使得叶 细 胞 讨,

膜脂双分子层中碳 氢链排列紧凑
,

从而减小

膜的透过性
,

提 南J质膜稳定性
。

稀 土对招咆

质膜的作用机理尚需进一步研究
。

表 2 几种保护剂对咖啡叶细胞质膜的

稳定作用

C代( O
叮 / 刃艺)

少 一心 T ( 7 9 0凡‘
夕, ,脚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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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口

、、

、 I

70印

曰常瓜长口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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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r 口 . . . 圈. . . 目 . . , , .

保 护 剂 保护抓数

氯化钾 。
.

肠 m ol 住 1
.

0 3

氯化镁 0
.

05 m ol 任 1
.

1 5

氯化钙 0
.

肠 m ol 气 1
.

肠

蔗 糖 1 .

00 m ol /l 1
.

3 1

葡萄糖 1 . 0 0 m o l / 1 1
.

] 9

稀 土 7 0 0 拼g / m l 1 .

14

之
.

2 稀土对咖啡叶细胞生存 力的影响

稀土处理使T T c 相对还原率提高 3
.

6 J%
一

~ 1 2
.

15 % ( 见图 4 )
,

说明稀上保护 了 细

滋中脱氢酶活性
,

提高了咖啡叶细胞后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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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山一一一 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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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0 “C 低 温处理时J’fl 沃
、

图 4 稀土对冷害下咖啡叶细胞生存 力

的影响

根据S t e p o n k
_

u s 户 } 和 K e 比h le s

的 研

究
,

植物遭受冷害时
,

如果 T T C相对还原率

下降至50 % 以下
,

被证明 (无论茎或叶 )是不

能存活的
, S u k u m a ra n

等 t “ 、也提出以 电 解

质渗出率出现5 0 % 的临界低温作为不可逆 致

死的临界温度
。

本实验 ( 见图 3
、

图 4 ) 结

果表明
,

根据 电解质渗出率及T T c 相对还原

率变化
, 5

.

0 ℃低温只接近临界致死温度
。

经

观察
,

咖啡嫩叶和芽在低温处理后 出现水渍

状伤右症状
,

但置常温下都能恢复生长
。

3 结论

在越冬期及人工冷言下
,

通过对咖啡叶

3名



细胞电解质渗出率的测定 和质膜完整率的观

察统计
,

证实浓度为70 0微克 /毫升的 稀 土对

细胞质膜有明显的稳定作用
。

稀土保护了细

胞内脱氢酶活性
,

傅叶细胞抗冷力得到增强
。

咖啡叶片电解质渗出率是较敏感的抗冷

性指标 , 利用这一指标
, ”

综合生理变化
,

确

定咖啡苗的致死低温
,

为热带
、

亚热带地区

的 引种咖啡提供抗冷性依据
。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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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腰果新种质研究

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 究院 热作所 江式郑 邓穗生

摘要 海南成龄腰果树 (实生树 ) 中
,

高产植株不到 1 %
,

平均年 公顷产仅的~ 15 。公斤
。

1 0 7 5

年起开展以种质为重点的配套丰产技术研究
,

至 1 9 8 9正培育 !妇1 8个高产无性系
,

其中经国家
’

牛定

的 5 个新种质 ( 无性系 ) 5 龄树每公顷产达 1 2 7 5‘1 3 5。公斤
,

G 龄树达 1 5 6 。公斤
。

利用新种质
,

将根本改变海南腰果生产低产
、

低效益的状况
。

世界腰果主产区均属不发达国家
,

腰果

面积近2 00 万公顷
,

大多尚处在野生和 半 野

生状态
,

年产果 40 ~ 50 万吨
,

虽然腰果面积

大
,

产量多
,

但种质工作一直未得到重视
,

仅印度
,

坦桑尼亚等少数国家进行过一些杂

交育种和无性繁殖工作
。

70 年代印度培育的

3 个高产杂种 ( 5 号
、

n 号和19 号树 ) 第 8

龄单株年产果分别为 1 7
.

24
、

2 3
.

1 8 和 2 2
.

3 2

公斤 { ’
r 。

坦桑尼亚N a zie n d ele农科 所 兼 负

腰果研究工作
,

于1 5 8 7年开始高接换冠试验

和无性系培育
,

单株年产果达20 公斤的母树

入选培育无性系
,

目的是筛选抗白粉病的品

系
。

泰国的s ri sa lca t园艺研究中心亦兼负腰果

科研
,

80 年代的 5 株入选母树
,

7 龄单株产

果 6 ~ 7 公斤
,

最高产的一株为 12 公斤
。

这

些研究尚停留在试验
、

观察阶段
,

还未见推

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