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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空气污染是人类健康的十大威胁之一 [1]，而甲醛
是室内空气污染的主要物质 [2]，美国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
（NIOSH）已将甲醛列为人体可疑致癌物 [3]。目前，控制室内
甲醛浓度的方法主要有通风法[4]、物理吸附法[5]、光催化法[6]、
冷等离子体法[7]等，但存在处理周期长、成本高、易造成二次
污染等缺点。1973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 Bill
Wolverton博士发现，吊兰等绿色植物对甲醛等气体有明显
的吸收作用 [8]，为居室空气的净化指引了新的方向。用吊兰
吸收甲醛虽然成本低、无二次污染，但处理能力有限，仅适

用于低浓度甲醛污染的处理。因而，提高吊兰等居室植物的

甲醛吸收能力有实际意义，近年来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昆明理工大学的殷飞、宋中邦等利用转基因的方法提高植

物吸收甲醛的能力 [9-10]，但存在成本偏高和生物安全等问
题。赤霉素作为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可以通过激活部分基

因的表达来增强植物的同化作用 [11]，很有可能同样促进吊
兰对甲醛的吸收，但目前关于赤霉素对居室植物吸收甲醛

能力的影响的研究还未见报道。笔者试图通过探究赤霉素

对吊兰吸收甲醛能力的影响，找到一种简便快捷的提高居

室植物吸收甲醛能力的方法。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供试植物材料为生长情况相似，株高约 25 cm
的金边吊兰（Chlorophytum comosum）若干盆，由山东威海莱
太花卉公司提供，在实验室同等光照条件培养约 30 d。赤霉
素 BR级结晶粉由成都市科龙化工试剂厂提供。
1.2 方法

1.2.1 提取吊兰叶片。取形状、生长位置、叶龄相近的吊兰

叶片，擦净，弃叶尖及末端，用洁净的刀片切成长度为

2.4 cm的片段，混匀，随机分为 15份，每份 1.5 g。
1.2.2 配制赤霉素梯度溶液。取赤霉素 BR级结晶粉，首先

配制成浓度为 103 滋g/ml的赤霉素储备液，然后通过加入甲
醛标准溶液、蒸馏水配制成甲醛浓度为 96.5 滋g/ml的赤霉素
梯度溶液，设赤霉素的处理浓度分别为 0.25、0.50、2.00、
5.00、10.00、20.00 滋g/ml，同时以赤霉素浓度 0 滋g/ml为空白
对照。

1.2.3 赤霉素溶液处理吊兰叶片。上午 9：10将称取的 15份
吊兰叶片随机分配并投放到 15个含 44.8 ml赤霉素梯度溶
液的磨口三角瓶中；同时取一相同型号磨口三角瓶，加入等

体积等浓度的甲醛溶液做空白对照。盖上瓶塞，在温度为

18益，光照均质的条件下处理 160 min。
1.2.4 吊兰吸收甲醛量的测量。上午 11：50从空白及赤霉
素梯度溶液中各抽取 20.0 ml溶液转移到相应的 100 ml碘
量瓶中，用碘量法测定其甲醛浓度，从而得到在梯度赤霉素

的作用下，1.5 g吊兰叶片在 160 min内对甲醛的吸收量。
1.2.5 数据处理。利用 SPSS14.0软件对试验结果进行差
异显著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如图 1所示，在 0~5.00 滋g/ml的范围内，吊兰吸收甲醛
的能力随着赤霉素溶液浓度的上升有增强的趋势；在赤霉

素浓度为 5.00 滋g/ml左右时达到峰值，吊兰吸收甲醛量约
提升 146%；但随着赤霉素浓度的进一步增加，吊兰吸收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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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gibberellin on the formaldehyde absorption capability of Chlorophytum comosum.
[Method] The effect of gibberellin on Chlorophytum comosum was studied by measuring the formaldehyde absorbed by Chlorophytum comosum
leaf in gradient gibberellin solution. [Result] The absorption rate of formaldehyde by Chlorophytum comosum could be accelerated as the
concentration of gibberellin increased, but this effect would fade up as the gibberellin concentration further increased. [Conclusion] The
capability of Chlorophytum comosum absorbing formaldehyde could be improved by the treatment of a proper concentration of gibberellin
solution.
Key words Gibberellin；Chlorophytum comosum; Formaldehyde

图 1 赤霉素溶液浓度与吊兰吸收甲醛量的关系
Fig. 1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ibberellin concentration and

formaldehyde absorption by Chlorophytum comos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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醛的能力下降。

用 spss14.0统计分析软件对赤霉素施加与否吊兰吸收
甲醛的量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因数据不符合正态性，采用

非参数检验，得到差异显著性水平为 0.018<0.05，因而统计
差异性显著，说明赤霉素对吊兰吸收甲醛的能力有促进作用。

3 结论与讨论

由试验结果可以看出，通过合适浓度的赤霉素处理可

以提高吊兰叶片吸收甲醛的能力，为利用赤霉素提高吊兰

吸收甲醛能力来简便快捷地治理室内空气污染做出了初步

的探索，但还存在一系列有待解决的问题：淤前人的研究发
现，植物不仅通过叶片吸收甲醛，植物根系协同共生微生物

也是重要的吸收途径[12]，因而，赤霉素对吊兰根系吸收甲醛
能力的影响也值得进一步的研究。于该试验直接用赤霉素
溶液浸泡处理离体吊兰叶片，测定的是吊兰叶片吸收溶液

中甲醛的能力。用这种方法得到的赤霉素最佳处理浓度可

能与通过叶面喷雾提高吊兰植株吸收空气中甲醛的能力所

需的浓度有一定的差异。盂赤霉素对吊兰吸收甲醛能力的
促进作用的持续时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测定。榆该试验仅
针对一种植物激素对吊兰吸收甲醛能力的作用进行了研

究，使用多种植物生长调节剂协同作用有可能达到更明显

的促进吊兰吸收甲醛能力的效果。因此，下一步可以通过实

体试验来研究赤霉素对整株吊兰吸收空气中甲醛能力的影

响，进一步验证试验结果并找到最佳喷雾浓度。另外，通过

探究赤霉素与其他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协同作用，制备复合

制剂来进一步提高吊兰吸收甲醛能力，该方面将有广阔的

研究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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蔷薇的遗传距离均较近。这可能与它们分布在不同区域有

关，因为硕苞蔷薇原产于日本，在中国农业大学经过培育

后，又在渝西学院经过 3年的培育，而其他 4种蔷薇品种均
产于本地。关于物种间亲缘关系的远近，常青等和任军等都

发现与地理分布有关[16-17]。即地缘较近的物种间有着较多的
基因交流，亲缘关系较近，而地理分布中心区间隔较大的物

种间基因交流较少，亲缘关系也较远。

遗传相似系数越高，群体的表型性状就越一致，其遗传

就越稳定，高的遗传相似系数对于一个物种的优良性状至

关重要。5种蔷薇的遗传相似系数为 0.732耀0.947，平均为
0.824，说明蔷薇品种间具有较丰富的遗传多态性。因此，应
注意保种与开发利用相结合，通过品系繁育等途径，采用现

代遗传育种原理与传统选育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培育出更

多、更丰富的花型和花色的蔷薇品种或品系，以便更好地保

存物种基因和满足人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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