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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赤霉烯酮对棉花花芽分化的影响
①

李永文 ② 闽月美 韩玉珍 傅永福 赵德 刚 孟繁静
生 物 学 院

摘 要 玉米赤霉烯酮浇根处理可促进棉花早现蕾
。

内源激素检测表明
,

外施玉米赤霉烯酮能够增加细胞

分裂素含量
、

降低脱落酸含量
。

玉米赤霉烯酮能够促进棉花提早现蕾可能与其提高花芽分化期细胞分裂素

含量
、

降低脱落酸含量
,

改变了棉花发育过程中内源激素平衡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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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玉 米赤霉烯酮
,

是 玉米赤霉菌 的一种次生代谢产物 〔‘〕。

研究表 明

普遍存在于高等植物体内
,

是高等植物 内源产生的一类小分子生理活性物质
,

参与了

与植物生殖有关的许多关键过程仁
·

〕,

如春化
、

光周期诱导
、

开花等过程 〔‘一 〕。

本试验以棉花

中棉 为材料
,

研究外源 处理对棉花花芽分化的影响及其作

用机制
,

为生产上利用 合理调控棉花生长发育提供线索
。

材料与方法

材料培养

用 乙酸 乙酷漂洗棉花干种子
,

除去表面污染物
,

蒸馏水洗净后
,

将种子浸泡于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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汞中消毒
,

再用无菌水洗净
,

温水浸泡
,

将种子置于培养箱中 催芽
。

萌发后
,

选取萌发一致的种子穴播于盛有蛙石的塑料盆中 株
·

盆
一 ’ 。

从幼苗出土到子叶展开以
· 一 ‘

浇根处理 次 间隔
,

每 浇灌 营养液一次
, ·

盆 一 ‘ 。

当

植株长大后营养液用量增加为
·

盆 一 ’。

棉花材料种植于本校科学园人工气候室中
,

保

持有利于棉花发育的短 日照
, ,

人工补充 光照
,

光照度
。

真叶时一部分移栽于大 田
,

一部分仍在温室培养直至现蕾完成
。

本试验于 年度

进行
,

月下旬播种育苗
,

月初移栽
。

测定指标及方法

解剖镜镜检确定棉花发育时期 花芽分化期
,

大 田移栽棉株进行植株高度
、

每株现蕾数

目的调查统计 温室培养的棉花材料主要观察 处理对现蕾速率
、

现蕾节位的影响
,

和以

第一真叶和顶芽为检测对象
,

前期每隔 取材一次
,

进行内源植物激素的测定分析
。

棉花

现蕾以苞 片基部 为标准
。

几种内源激素的分析方法如下

玉 米赤霉烯酮 的提取 与测定 称取约 植物材料
,

用约 的乙酸乙醋研

磨提取
,

提取液及残渣转入离心管
,

用乙酸乙醋冲洗研钵
,

将冲洗液并入离心管
,

提取液在一
一

下保存待测
。

测定前在 下离心
,

吸出上清液后定容
,

取 溶液于指形管

内
,

吹干
,

复溶用直接酶联免疫分析法测定 含量图
。

细胞分裂素及脱落酸的提取 与测定 称取约 植物材料
,

用约 冷

甲醇研磨提取
,

提取液及残渣转入离心管
,

用 甲醇冲洗研钵
,

将冲洗液并入离心管
,

提

取液在 一 下保存待测
。

测定前在 下离心
,

吸出上清液后定容
,

取 溶液

于指形管内
,

吹干
,

复溶用直接酶联免疫分析法测定 和 的含量
,

测定程

序同
,

封板抗体及竞争反应中所采用的酶标抗原分别与所测激素相对应
。

实验结果
处理对棉花花芽分化和现蓄速度的影响

解剖镜观察发现
,

温室条件下
,

经

口曰

‘卜,门︸丹

次侧假扭留

处理的棉株花芽分化比对照 水

提早 了 周 对照花 芽分化期 为第

周
,

在第 周 已开始进行
。

处理

棉株花芽分花启动阶段在第 周前 已

经开始
,

对照这一变化过程则在第 周

前
。

随后对现蕾情况的调查表明
,

处理棉花幼苗现蕾速度明显加快
,

提前

一 达到 写现蕾 图
。

处理对真叶内源激素的影

响

细 胞分裂素 在棉花花芽启
图 玉 米赤霉烯酮对棉花现蕾速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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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阶段
,

处理和对照第一真叶内的三种细胞分裂素
, ,

均有含量高峰出

现
。

经 处理的棉花植株第一真叶内三种细胞分裂素的含量更高
,

从而加速 了花芽启动

过程的完成
,

也促进了花芽的发育
。

脱落酸 处理植株和对照植株其第一真叶中脱落酸含量变化均呈现出先升后

降的趋势
,

经 处理植株真叶中脱落酸含量在花芽分化期则明显低于对照
。

脱落酸是抑

制植物生长的植物激素
,

诱导条件下外施 对成花有抑制作用〔 〕,

处理能够降低脱

落酸含量
,

这将有利于棉花的成花转变和生长发育 表
。

处理对顶芽内源激素的影响

细 胞分裂素 棉花顶芽在花芽启动阶段有细胞分裂素含量高峰出现
,

处理提

高了此期顶芽 含量
,

这将有利于棉花由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转变
。

已有研究表明细胞

分裂素在花芽形成过程 中有重要作用
,

是细胞分裂不可缺少的激素物质
,

处理能

够提高内源细胞分裂素含量
,

特别在花芽启动和发育阶段对花芽形成有促进作用 表
。

表 处理 对棉花真叶和顶芽 中 及 含量 的影响
· 一 ’

鲜重

真 叶 顶 芽

周 处 理
真 叶 顶 芽

脱 落酸 棉花 由萌发到现蕾期 间
,

顶 芽 含量呈现 出由高到低再升高的趋势
。

经 处理能够降低顶芽中 的含量
。

特别在花芽启动阶段
,

处理对 含量降

低的更为明显
。

一般抑制花芽的发育
,

不利于花芽的形成
。

处理可降低棉花 内源

脱落酸的含量
,

从而解除了 对花芽发育的抑制作用
,

对棉花花茅分化非常有利
,

也加

速了花芽的形成 表
。

移栽试验

田间移栽实验表明
,

经 处理后
,

根 系发育良好
,

缩短了移栽后的缓苗期
,

有利于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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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移栽后的进一步发育
,

使其现蕾早
、

快
,

而且每株平均蕾数也 比对照高
,

棉株的平均株高 比

对照有所增加 表
。

表 处理对移栽后棉株现 蕾数 目及 植株 高度 的影响 株

日 期
项 目 处 理

—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门门︸﹄口︹匕冉卜曰冉卜

⋯⋯
﹃了八乃只︺八门

︵,胜自月寸八

每株现蕾数 目

植株高度

超过对照

超过对照

讨论
已有研究表明

,

处理可加速花芽的形成
、

促进成花
。

浸种能加快小麦生长发育
,

促

使其提前抽穗
,

并提高产量〔’。〕
。

还可促进烟草花梗薄层培养组织分化花芽〔川
,

以及促

进短 日植物青萍 在长 日条件下开花
’ 习。

对棉花外施处理结果表明
,

处理能够提早

棉株花芽分化时间
,

加速棉株现蕾速度
,

比对照提前 达到 现蕾
。

对内源激素检测

发现 处理能够增加真叶和顶芽中内源 含量
,

特别在花芽的启动及分化阶段

增加更加明显
。

因此 处理可能对根系细胞分裂素合成有促进作用
,

再运输到地上部器

官
。

处理同时还降低了花芽分化期间的真叶和顶芽中 含量
。

有报道表明细胞分裂

素是重要的成花信号物质〔’
·
’‘弓。

外施 一般均有促进植物成花的作用
。

在诱导条件下
,

植物花芽形成过程中有 内源 水平的变化
,

白芥等植物在成花转变期 间叶片和顶 芽均

有 水 平 升高
,

是 早期 花 芽 发端 阶段 分 生 组 织 进 入 有 丝 分 裂 可 传递 的刺激

物 〔’ 一 ’ 〕。

在棉花花芽分化期处理和对照均有 高峰出现
,

但 处理使真叶和顶芽中

含量更高
。

一般认为 抑制植物成花 「’ 〕,

处理降低了真叶和顶芽中 含

量
,

因而减少了对花芽启动和发育的抑制作用
。

因此 能够促进棉花花芽提早分化 提前

周
,

可能与其提高整个花芽分化期真叶和顶芽中细胞分裂素含量
,

降低内源 含量
,

即改变了植物体内内源激素的平衡有关
。

移栽实验也表明
,

同对照相 比
,

处理有利于移栽后棉花的进一步发育
,

植株根系发

育较快
,

现蕾早
,

植株高度增加
,

始花期也相应提早
,

开花数量也多
。

在棉花生产中
,

花芽分化

早
,

养分可以较早向果枝运输
,

使营养生长不致过 旺
,

植株可以早开花
、

早成熟
,

扩展了有效

铃期
,

延长结铃时间从而提高产量
。

可促进棉花花芽分化
、

提早花期
,

为生产上控制棉

花花期
、

增加棉花产量提供了可能的手段
,

具有一定的应用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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