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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兰光合特性和秋水仙碱含量变化的研究

郭本森
(浙江农村技术师范专科学校

‘ ,

宁波 31 5 1 0 1)

刘胜桂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

动腊 6 66 乙()3 )

摘要 嘉兰整个生长期光合速率变化呈一单峰曲线
。

高峰期前
,

用促进茎
、

叶生长和延长有效光合

作用时间的方法
,

能在生长后期提高块茎的产量和秋水仙碱的含量
。

栽培条件下嘉兰的秋水仙碱

含量高于野生条件下生长 的
。

嘉兰的光补偿点在 l
,

。o 0L x ,

光饱和点在 35
,
。。。L x

。

嘉兰的光合作用

日变化呈双峰曲线
,

并表现出
“

午睡
”

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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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兰 G lor io sa su Pe rl, a 系百合科蔓生草本植物
,

其块茎等部位含有秋水仙碱图
。

秋水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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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在农业
、

医药上有广泛用途
。

有关嘉兰的引种
、

栽培
、

组培
、

块茎中化学成分和物质变化等研

究已有报道[3.
‘

,
’

·

’〕
。

本文报道嘉兰的光合特性和秋水仙碱含量变化
,

为提高其块茎的产量和秋

水仙碱的含量
,

提供一些依据
。

材料与方法

供试品种为云南动腊励仑品种
。

分大田和盆栽试验进行
。

大 田试验小区面积为 10 m
, ,

设有

重复
。

试验于 1 9 8 6 年进行
,

4 月 5 日播种
,

9 月 15 日收获
。

株行距 20 x 2 5c m
。

试验区以竹篱笆

遮荫
,

用 X G Z
一

1 型袖珍型照度计测定光的照度
,

控制荫蔽度为 40 %左右 自然光强
。

盆栽 35 盆
,

每盆栽 3 株
,

在室内培养箱 内进行
.

,

用国产 D D F 生物效应灯进行照光
,

箱内温度为 28 一 3 1 C
,

每日光照 9一n 小时
,

测定项 目有
:

(一 )光合速率的测定
:

采用改进半叶干重法 (5%三氯乙酸化学环割户 〕
,

T G
一

32 8 A 型电光

分析天平称重
。

(二 )叶绿素含量测定
:

按 A
r n o n 法仁, 〕

.

并用 7 21 型分光光度计进行测定
。

(三)秋水仙碱含量测定
:

按 Ki ng 法川略加改进
。

祥品用 7 。儿酒衍提取后
,

过滤
,

再用石油醚

反复提取
,

经氯化纳饱和
,

用氯仿提取
,

通过氧化铝层析柱
,

再用氯仿洗脱
,

洗脱液经减压蒸干和

盐酸经胺等处理后用 7 51 型分光光度计在 4 7 0 1: m 下测定光密度
,

按公式计算秋水仙碱含量%
。

(四 )植株干物重测定
:

按常规称重法进行
。

结果与分析

(一 )嘉兰不同生长期光合速率
、

植株生长和秋水仙碱含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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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 5 月下旬开始至 9 月中旬收

获前
,

每隔 10 天左右时间
,

测定一次植

株叶片光合速率
、

植株干物重和秋水仙

碱含量
。

结果表明
.

在嘉兰整个生长期
,

光合速率呈一单峰曲线 (图 1 )
。

从 5 月

中旬开始
,

随着植株茎
、

叶的迅速生长
,

光合速率逐、新上升
.

至 7 月中旬达到最

高值
,

以后又逐渐下降
。

由于 5 月中旬
,

嘉兰尚处于幼苗阶段
,

叶片小而嫩
,

光合

速率较低 ; 5 月中旬后
.

当地进入高温多

雨季节
,

植株生长旺盛
,

此期光 合速率也

�
�

次�-如早舒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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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 月 逐渐提高

,

至 7 月中旬达到最高值
; 7 月

图 1 嘉兰不同生长期的光合速率
、

地上部
、

块茎的生长

和秋水仙碱 含量的变化

1
.

秋水仙碱 含量
; 2

.

光 合速率 ; 3
.

地上部生长
; 魂

.

块茎 生长

下旬后
.

随着茎
、

叶生长势减弱和衰老
,

光合速率也逐渐降低
。

地上部分
、

块茎的

生长和秋水仙碱含量变化在 7 月中旬前

也具有相似变化趋势
。

块茎中干物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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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与秋水仙碱含量的增加
,

在这段时期内具显著相关性
: Y ~ 一 3

.

42 + 1
.

04 X
, r 一 0

.

9 4 8
。

因

此在栽培上
.

7 月中旬前
,

应促进茎
、

叶早发
,

延长有效光合作用时间
,

并在茎叶生长旺盛期到

来前
,

采取适当管理措施
,

以保持生长不致早衰而降低光合效能
,

这对提高后期嘉兰块茎产量

和秋水仙碱含量都有重要作用
。

(二 )栽培与野生条件下嘉兰叶片叶绿素含t
、

光合速率和秋水仙碱含t 变化

我们对栽培与野生条件下生长的嘉兰 (以下简称栽培种与野生种 )的叶片叶绿素含量
、

光

合速率和秋水仙碱含量进行了测定
。

结果表明
,

栽培种 (在占 40 % 自然光照下生长的 )嘉兰的

表 1 栽培与野生条件下名兰叶绿紊含t
、

光合速率和秋水仙碱含l 比较
‘

}
叶绿 , 含量

}
光合速率

}
秋水仙。含量

栽培种

野 生种

比比野 生 种高高 ( m g e o ZZZ 比野 生 种高高

(((% ))) d m 一 2
·

h一 l )))

, 7 月 14 日取样

秋水仙碱含量 比野生种增高了 8
.

8 % (表 1 )
。

栽培种由于人工创造了有利于块茎生长的环境条

件
,

使块茎生长良好
。

野生种往往由于荫蔽度过大或过小
,

常使植株生长细弱
,

从而影响地下部

块茎的生长
。

因此将嘉兰野生变为家种闭
,

常能明显增加块茎产量
,

从我们后期测定结果也表

明
:

栽培条件下嘉兰块茎中秋水仙碱含量也较高
。

(三)光照强度对嘉兰的光合速率和秋水仙碱含t 的影响

试验在实验室培养箱内进行
,

采用国产 D D F 生物效应灯照光
,

人工调节不同光强
。

测定了

嘉兰已成株的叶片光合速率
,

结果表明
:

在 1
,

o o oL x 弱光下
,

光合速率较低
,

随着光强的增加
,

表 2 光的照度对名兰光合速率和秋水仙碱含皿变化的影响
’

光合速率

(m g e o Z
· ‘
1
1、、一 ‘ ·

l
刀一

1 )

秋水仙碱 含量

( % )

2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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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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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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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2 5
.

0 0 0

3 0 0 0 0

3 5
.

0 0 0

升一

—

6 0 , 0 0 0

1 7
.

6 9

1 5
.

5 8

, 温度 为 2 8一 3 l C

光合速率逐渐增加
,

当光的照度增加到 3 5
,

o 00 L x 时
,

光合速率最高
,

超过 3 5
,

0 00 L x
时

,

光强

再增加
,

光 合速率反而降低 (表 2 )
。

反映出半阴性植物嘉兰的需光特性
。

根据试验结果测定嘉

兰的光饱和点为 3 5
,

0 0 0 L x 左右
,

光补偿点在 l
,

00 0 L x 左右
。

在生长后期
,

我们测定了地下部



块茎在不同光强下的秋水仙碱含量
,

结

果表明
,

在上述光饱和点范围内
,

秋水仙

碱含量相对也较高
,

由于试验是在室内

盆栽条件下进行的
,

故其秋水仙碱的含

量低于大 田栽培条件下块茎的含量
。

舀 (四 )亮兰光合作用的 日变化

侧 嘉兰光合作用 日变化
,

在正常天气

一 条件下具有双峰 曲线 (图 2)
,

第一个高

峰出现在上午 10 时左右
,

此后光合速率

明显下降
,

1 3 时最低
,

出现低谷
,

此后又

逐渐上升至 巧 时左右又出现第二个高

峰
.

但此峰值低于第一个峰值
。

在阴天或

下雨气候条件下
,

光合速率较低
,

且变化

幅度也较小
。

据许大全研究认为
,

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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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菇兰光 合作用的 日变化

1
.

正常天气条件下
: 2

.

阴天气候条件下 午睡
”

现象 比较普几
,

作不是某一些植

物所特有[lj
。

我们认为作为起源于热带短 日植物的嘉兰是 否存在
“

午睡
”

现象
,

值得进一步探

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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