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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不同浓度的梭甲基壳聚糖 处理玉米种子
,

其种子发芽势
、

发芽率
、

幼苗株高及幼苗叶

片的叶绿素含量均有不同程度提高 用 处理玉米种子及幼苗
,

萌发种子胚乳中
一

淀粉酶
、

幼苗茎叶

中硝酸还原酶活性分别提高 和
,

但幼苗蛋白水解酶活性降低 写
,

处理开花期玉米果穗

和花丝
,

收获的种子中贮藏蛋白含量平均提高 左右
,

其中主要组分醉溶蛋 白 含量提高近
。

这一初步结果表明
,

梭甲基壳聚糖对玉米的碳
、

氮代谢具有一定生物调节功能
,

作为一种天然生物调节剂
,

有可能在很多作物
,

特别是那些蛋白质含量较低的作物中具有广泛应用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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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
,

在农业生产中应用的生物调节剂多为人工合成
,

并主要通过促进作物生长

与发育提高作物产量
。

梭甲基壳聚糖
一 ,

简称 是天然几丁

质 。 的衍生物〔‘
,

幻 ,

无生物毒性 〔
, ‘ 〕,

在医药
、

食品
、

生物化工等多种工业中具有广泛应

用圈
。

几丁质衍生物具有抗真菌
、

诱导植物几丁质酶活性的作用
。

并对作物生长和营养代

谢具有调节功能川
。

但国内尚未见该方面的研究报道
。

本文以玉米为材料
,

就梭甲基壳聚糖

对某些生理作用的影响及其调节的研究做一初步报道
。

材料与方法

材料

梭甲基壳聚糖由无锡轻工业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系提供
,

分子量 以下
。

供试玉

米材料为
“

苏玉 号
” 、 “

丹玉 号 ”
,

杂交种
,

分别由江苏农科院粮食所和安徽怀远农业局

提供
。

试验方法

种子处理 取刚收获未经后熟
、

籽粒饱满的
“

苏玉 号
”

玉米种子
,

分别以
,

,

和 的 溶液浸种
,

播种在蛙石中
,

恒温 发芽
。

每 日以

相应浓度的 喷洒
,

种子出苗后进行 自然光照
。

播种后第 天测定胚乳中
一

淀

粉酶活性
,

第 天测定叶片中叶绿素含量
。

设蒸馏水处理为对照
。

试验重复两次
。

“
丹玉 号

”玉米种子
,

用 浸种 后恒温 ℃ 下发芽生长
、

每日以

喷洒一次
,

设蒸馏水处理为对照
,

取萌发第 天的幼苗地上部测定硝酸还

原酶活性
。

取整株测定蛋 白水解酶活性
。

试验重复三次
。

植株处理 选生长在 田间
,

开花期一致
、

发育均匀的
“

丹玉
”

玉米植株授粉后
,

每果穗分别注射
, ,

和 的 溶液
,

并用 相应

浓度的 喷洒花丝
,

次 日重复处理一次
,

设蒸馏水处理为对照
。

玉米成熟后
,

每处理收

获大小均匀的果穗 枚
,

干燥脱粒
,

用于蛋白质组分分析
。

蛋白质组分分析

基本上参照董牛 方法
,

依次用
· 一 ‘

氯化钠
、

蒸馏水
、

乙醇
、 · 一 ’

盐酸和
· 一 ‘

氢氧化钠提取各组分
。

用
一

法测定各组分的含量
。



第 期 师素云等 梭甲基壳聚糖对玉米的生理调节功能初探

酶活性测定
一

淀粉酶活性测定 参照 〕和黎锡扬
‘〕方法

。

硝酸还原酶活性测定 参照陈薇等 口方法
。

蛋 白水解酶活性测定 参照吴光南等 〕方法进行
。

· ·

叶绿素含量测定 参照 “ 〕方法
。

结果与分析
狡甲荃充聚枪处理玉米种子对其萌发及幼苗生长的影响

发芽势
、

发芽率及幼苗株高 以不同浓度的 浸种
,

其发芽势
、

发芽率和幼苗

株高都明显高于对照 图
,

且浓度效应明显
,

。 浓度处理
,

种子发芽势和发

芽率比对照提高 以上
。

但 浓度增加至 时
,

种子发芽势
、

发芽率和幼苗株

高的增幅都有下降
,

但株高增长仍很明显
。

一

淀粉酶活性 谷物种子主要贮存物质是淀粉
, 一

淀粉酶是玉米种子中主要的淀粉

水解酶之一
。

处理种子
,

其胚乳中
一

淀粉酶活性显著高于对照 图
,

普遍提高

以上
。

的这一效果
,

从种子萌发过程中胚乳 。一

淀粉酶活性的消长动态也可看出

图
。

种子萌发后第 天到第 天
,

处理与对照样品胚乳中 。一

淀粉酶活性均逐 日增强
,

但

处理的样品酶活性普遍高于对照
。

第 天后活性均逐渐下降
,

但 处理的样品

酶活性下降幅度明显低于对照
,

表明 不仅提高种子萌发过程中
一

淀粉酶的活性
,

还

能使其活性稳定较长时间
,

保证淀粉充分水解
,

为种子苗的生长提供充足的营养
。

这可能是

处理之所以能提高玉米种子发芽势
、

发芽率及种子苗株高的内在原因之一
。

琴﹂︸灿
·︸﹄毛
·

日

匕甘

辈鹅遨窦始白

沙﹄︸知
·

劲三

圳如狱麟古

图 处理对玉米种子发芽势
、

发芽率及幼苗株高的影响

株高 ▲发芽率 △发芽势

图 不 同浓度的 处理 玉米种子

与胚乳中
一

淀粉酶活性的关系

叶绿素含量 不仅能促进玉米种子的萌发和幼苗的生长
,

而且也明显提高

幼苗叶片中叶绿素的含量 图
,

叶绿素含量的提高
,

使种子苗光合产物积累较早较多
,

也

有利于幼苗早发与生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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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灿旨训和低晰古
渗﹄︸卜

广卜

,‘

﹄翻日
。

二工

‘ ‘ ,

玉米幼苗生长天数

琴鹅滋霖沼
·匕

图 用 处理 玉 米种子
,

在萌发

过程 中
一

淀粉酶活性 的变化

图 处理对玉 米种子苗叶片 中

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叶绿素 叶绿素 △ 叶绿素 十

处理植株对玉米种子贮截蛋 白含 及组分的影响

处理授 粉后 的玉米果穗和 花 丝
,

种子贮藏蛋 白总量均 有不 同程度 的提高
。

的浓度在 范围内蛋白总量提高
,

平均提高 表

就不同组分而言
,

盐溶球蛋白 含量变化不大
,

水溶白蛋 白 有所下降
,

主要组分醇溶蛋 白 和谷 蛋 白 增加极为显 著
,

分别平均提高 和
。

表 处理花期玉 米对种子贮藏蛋 白含量及组分的影响

种子贮藏蛋白的含量 ’ 一 ‘
籽粒干粉

浓度
蛋 白组分 对照 士

平均蛋白

言 重

球蛋白

白蛋白

醉溶蛋白

谷蛋白

总蛋白

比对照 士 十

,

一

一

八︺甘八︺内内以,曰只︺口︷吕

⋯
八行︺﹃乙

处理种子对玉米幼苗硝酸还原酶和蛋白水解酶的影响

硝 酸还原酶 大多数陆生植物主要的氮源是硝酸盐
。

硝酸盐被植物吸收后经硝酸还

原酶的催化作用
,

还原成亚硝酸盐
,

再经亚硝酸还原酶作用还原成氨后
,

才能进一步转化成

有机含氮化合物
,

因此硝酸还原酶活性的增强
,

将有利于硝酸盐的同化
,

对植物生长发育
、

产量形成和蛋白质含量起着重要作用〔, 〕。

玉米种子从萌发第 天起
,

地上部的硝酸还原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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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不断上升
,

第 天达最高值
,

随后活性逐渐下降
。

处理的样品
,

硝酸还原酶活性

的消长动态与对照趋势一致
,

但与同期苗相比
,

处理苗比对照苗酶活性高
,

第

天后
,

对照苗酶活性迅速下降
,

而经 处理的苗酶活性下降缓慢 图
。

蛋 白水解酶 玉米种子萌发第 天至第 天
,

幼苗中蛋白水解酶活性不断上升
,

第

天开始下降
,

经 处理的幼苗与同期对照苗相 比
,

蛋白水解酶活性明显偏低
,

低幅

达
,

随苗龄增加
,

二者酶活性差距减少
,

但第 天酶活性达最大值时
,

处理苗酶活性

比对照仍低 图
。

处理种子及幼苗提高了硝酸还原酶活性
,

降低了蛋 白水解酶活性
,

这一试验结

果说明 对玉米幼苗氮代谢具有一定的生理调节作用
。

但这是否与种子贮藏蛋白的提

高有直接关系
,

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

钾一
厂户

⋯
乍
铀日。卜的哎心

划鹅易蓬书皿晰

沙﹄︸切
·一﹄︸日。,二。昌沙划雌堪医因翻誓

一 ‘ 二

王米幼苗生 长天数 万米幼苗生长天数

图 处理 对玉 米种子苗

硝酸还原酶活性 的影响

图 处理对玉 米种子苗

蛋 白水解酶活性 的影响

讨论

年首次报道利用壳聚糖 处理种子提高番茄植株叶绿素含量 , 二。

本文利用壳聚糖衍生物 处理玉米种子亦能提高玉米幼苗叶片叶绿素含量
,

表明二者

有类似的作用
。

由于后者有更好的水溶性
,

实际应用更为方便
。

处理后熟期的玉米种

子以促进种子萌发和种子苗生长尚属首次报道
。

表明 对作物碳代谢有一定的调节功

能
。

但尚需进一步系统研究
,

特别是 对作物光合产量的影响须倍加关注
。

等 年报道川
,

利用 处理果穗可以提高 玉米贮藏蛋 白中醇溶蛋 白

含量近一倍
,

但未进行其他组分的详细分析
,

本研究取得类似结果
,

但醇溶蛋 白含量

提高幅度远不及 的结果
,

特别是水溶白蛋白含量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

这一结果的差异

可能是由于彼此制备的 分子量不同 目前国内外市场尚无 商品出售
,

不同

分子量的 的生物活性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

这是今后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内容
。

另外
,

作物一生中参于氮代谢的酶很多
,

本文仅以硝酸还原酶和蛋白水解酶为例
,

以说

明 对玉米氮代谢的生理调节作用
。

对其他作物和一些氮代谢关键酶
,

如谷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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酞胺合成酶
、

谷氨酸脱氢酶 和谷氨酸合酶 的影响以及与提高贮藏蛋

白含量的关系等将做下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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