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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小麦为试材 , 测定了氯�磺隆和苯磺隆对小麦种根的抑制作用。结果表明 ,氯�磺隆48 和72 h 对小麦种根的 EC50 分别为45 .65
和10 .99 mg/ kg ; 苯磺隆48 和72 h 对小麦种根的 EC50 分别为1 489 .65 和537 .44 mg/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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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measuredtherestraini ng activity of chlori muron-ethyl and tri benuron- methyl in wheat seed root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EC50 was 45 .65
mg/ kg and 10 .99 mg/ kg of chlori muron-ethyl in wheat seed root in 48 h and 72 h.The result also showed that the EC50 was 1 489 .65 mg/ kg and 537 .44
mg/ kg of Tri benuron- methyl in wheat seed root in 48 h and 72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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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磺酰脲类除草剂[ 1] 可被植物的根、茎、叶吸收, 在植物体

内进行上下传导, 由于具有用量少、活性高、除草效果好等优

点, 所以被广泛用于防除大豆田阔叶杂草。但因为在土壤中

残效期较长 , 对幼龄禾本科杂草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特别是

对小麦、大麦、棉花等作物, 所以在使用时应严格控制药剂的

使用量, 避免药害的发生。笔者测定了该药剂对小麦种子发

芽的敏感性大小, 为正确合理使用该除草剂提供参考[ 2] 。

1  材料与方法

1 .1  供试材料 供试药剂:20 % 氯�磺隆可湿性粉剂( 江苏

绿利来股份有限公司产) ;75 % 苯磺隆可湿性粉剂( 郑州中美

农资有限公司产) 。供试小麦品种为豫麦21 。

1 .2 试验方法 将麦种浸泡24 h , 催芽24 h , 至麦种露白, 挑

选麦芽大小一致, 露芽整齐的麦种放入垫有滤纸的9 c m 培养

皿中。然后将药剂配置成5 个浓度( 表1 、2) , 分别吸取8 ml

药液, 均匀置入载有麦种的培养皿中, 加盖; 另设清水对照。

一个培养皿里面放入10 粒小麦种子,2 次重复[ 3] 。将处理好

的小麦种子放入25 ℃生物培养箱内 , 一定时间后测量小麦

种芽长、根长, 计算该除草剂不同浓度处理的小麦种芽、种根

的生长抑制率, 分别建立回归曲线方程 , 求出小麦种芽、种根

对各该除草剂的抑制中浓度 EC50 值
[ 4] 。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浓度氯�磺隆对小麦种根的抑制作用  由图1 可

知, 不同浓度的氯�磺隆对小麦种根的抑制作用在48 和72 h

都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 通过数据分析 , 计算出48 和72 h 的抑

制中浓度分别为45 .65 和10 .99 mg/ kg 。

由表1 可知, F0 .01( 21 .2) > F( 13 .8) > F0 .05( 7 .7) , 说明

氯�磺隆对小麦根长48 和72 h 的平均抑制率差异显著, 而

且该药剂处理小麦种子后72 h 的抑制作用要大于48 h 的抑

制作用。

2 .2  不同浓度的苯磺隆对小麦种根的抑制作用  由图2 可

知, 不同浓度的苯磺隆对小麦种根的抑制作用在48 和72 h

都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 通过数据分析 , 计算出48 和72 h 的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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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氯�磺隆对小麦根长48 和72h 的平均抑制率比较 %  

处理时间

h

浓度∥mg/ kg

100 200 400 800 1 600
F F0 .05 F0 .01

48 61 .3 67.5 80 .3 82 .6 89 .5
72 71 .9 77.0 86 .4 86 .8 90 .8 13 .8 7 .7 21.2

图1 氯�磺隆对小麦种根48 和72h 的抑制回归线

制中浓度分别为1 489 .65 和537 .44 mg/ kg 。

图2 苯磺隆对小麦种根48 和72h 的抑制回归线

  由表2 可知, F( 284 .5) > F 0 .01( 21 .2) , 说明苯磺隆对小

麦根长48 和72 h 的平均抑制率差异极显著, 而且该药剂处

理小麦种子后72 h 的抑制作用要明显大于48 h 的抑制作用。

  表2  苯磺隆对小麦根长48 和72h 的平均抑制率比较   %

处理时间

h

浓度∥mg/ kg

375 750 1500 3 000 6 000
F F0 .05 F0 .01

48 28 .5 43.0 47 .2 63 .6 69 .5
72 44 .7 58.3 60 .2 75 .1 83 .5 284.5 7 .7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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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为 mIgG;2 为 mIgG C57BL/ 6J ;3 为 mIgG 83 # ♂founder 所生 F1

代 PCR 阳性转基因小鼠 ;4 为/ ;5 为9E10 ;6 为9E10 C57BL/ 6J ;

7 为9E10 83 # ♂founder 所生 F1 代 PCR 阳性转基因小鼠 ;8 为

天然 mSAP 蛋白。

图5 83# ♂founder F1 代阳性转基因小鼠蛋白水平鉴定结果

因阳性小鼠血清用9E10 单抗IP , 小鼠SAP 多抗 WB 检测, 在

25 kD 处有特异性一条带, 与天然小鼠SAP 蛋白阳性对照大

小一致, 而其余阴性对照在此大小处没有条带, 说明该F1 代

PCR 阳性转基因小鼠外源基因在蛋白水平有表达。

3  讨论

外源基因导入小鼠胚胎并建立转基因小鼠模型, 已成为

探索生物发育、细胞分化、遗传疾病基因表达调控等重要生

命现象奥妙的一项重要生物技术。血清淀粉样P 成分是人

与小鼠的主要急相反应蛋白, 在肝脏中大量表达的血清糖蛋

白, 其系统发生学非常保守 , 是一种古老的与自身免疫性疾

病相关的五聚体蛋白[ 5 ,10 ,11] 。建立 SAP 过表达转基因小鼠

模型将为研究SAP 的功能提供良好的实验素材。

3 .1  真核表达载体的选择 表达载体成功构建对转基因研

究至关重要, 在该研究中选择pCMV- Tag5A 表达载体, 该克隆

载体不仅含有T7 启动子、Kana 抗性基因、β- 半乳糖甘酶基因

编码的多克隆位点, 便于阳性克隆的选择, 而且其多克隆位

点下游带有 c- myc Tag 为后面外源 mSAP 基因蛋白水平检测

提供方便。

3 .2  转基因方法的选择  受精卵原核显微注射是一种发展

逐渐成熟, 也是目前应用最广的外源基因导入方法之一, 同

时导入线性化片段更利于外源基因整合到受体基因组中, 而

且具有遗传稳定性, 能够将外源基因稳定遗传给后代。但是

也存在许多问题, 例如插入位点随机, 整合率低, 拷贝数不均

一, 个体差异大 , 外源基因不表达或低水平表达等。该研究

采用此方法, 成功地获得能够稳定遗传的血清淀粉样P 成分

过表达转基因小鼠。

3 .3  外源基因的表达问题 转入的目的基因是否在转基因

动物中如期表达是转基因动物研究成败的关键。外源基因

的检测方法很多, 在该研究中设计了2 对检测引物, 但因其

中一对特异性低, 引物与基因组同源性高弃之, 而选用这对

特异性高 , 包含有部分mSAP 和质粒基因的引物,PCR 法检测

外源基因的表达, 因PCR 有时会出现假阳性, 一般实验至少

要重复1 次。同时结合免疫沉淀和免疫印迹技术在蛋白水

平检测了外源基因的表达情况, 免疫沉淀法是一种借助抗原

与抗体的特异性反应来检测目的抗原或抗体的有效方法。

在做免疫沉淀时抗体与ProteinA beads , 抗体、ProteinA beads 与

待测血清结合时间的长短, 抗体、血清使用量的多少都会影

响实验结果 , 最终优化了二者孵育时间及加入量, 成功地检

测到外源目的基因在蛋白水平的表达。

总之, 该研究成功构建了 pCMV- Tag/ mSAP 真核表达载

体, 制备了SAP 过表达F1 转基因小鼠, 为近一步建立SAP 纯

合子转基因小鼠模型提供必要条件, 使人类能够更好地研究

SAP 基因的功能提供实验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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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结果表明, 氯�磺隆在72 和48 h 的 EC50 均高于苯磺

隆, 说明氯�磺隆的药效在同样的环境条件下较苯磺隆好。

由表1 、2 可知 , 氯�磺隆和苯磺隆2 种药剂对小麦种

根的抑制作用都是72 h 明显高于48 h 。

该实验所采取的方法是将小麦种子浸泡于药液中, 故

测定结果比田间实际抑制作用要强 , 所以所测数据仅限于

给室内测定做参考。该药剂在田间的用药情况有待进一步

试验。

参考文献

[ 1] 唐除痴.农药化学[ 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260- 265 .
[2] 李立军.使用氯�磺隆要慎重[J] .农药科学与管理,1999,20(4) :40 .
[3] 马式廉, 袁树忠.小麦种芽对6 种酰胺类除草剂敏感性测定[J] .杂草科

学,1994(1) :8 .
[4] 李永红,刘斌.除草活性筛选方法规范化研究( Ⅱ) ———油菜平皿法[J] .

浙江化工,2000(31) :105- 107 .

4424              安徽农业科学                        2006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