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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研究植物生长调节剂对不同叶位桑叶品质的影响。[ 方法] 用200 mg/ L 天丰素和缩节胺处理桑树选792 , 测定不同叶位桑
叶可溶性蛋白、可溶性糖和脂类的含量。[ 结果] 200 mg/ L 天丰素处理的桑叶可溶性糖含量以第4 叶位最高 , 其次是第1 叶位 ;200 mg/ L
缩节胺处理的桑叶可溶性糖含量以第11 叶位最高 , 第1 叶位最低。天丰素处理的第1 叶位可溶性蛋白质含量明显高于其他处理, 第8
叶位最低 ; 缩节胺处理不同叶位的蛋白含量均保持较高的含量。天丰素处理桑叶的脂类含量以第8 叶位最多 , 随着叶位的递增 , 脂类含
量均显著减少 ; 缩节胺处理桑叶的脂类含量第11 叶位最高, 高出含量最低的第1 叶位11 mg/ g。[ 结论] 天丰素对中下部偏老桑叶的品质
有较大改善 ; 缩节胺较大提高了上部偏嫩桑叶的可溶性糖分和脂类含量 , 而对下部偏老叶片的可溶性糖分和脂类含量有所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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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s of Plant Growth Regulators on Mulberry Leaf Quality
REN Pei- hua  ( Weifang Vocational College , Weifang , Shandong 261041)
Abstract  [ Objective] The purpose was to study the influences of plant growth regulators on the mulberry leaf quality on different leaf positions .
[ Method] Mulberry tree xuan 792 was treated with 200 mg/ L brassinolide and DPC, the soluble protei n, soluble sugar and lipi ds contents in mulberry
leaves on different leaf positions were determined . [ Result] The soluble sugar content in mulberry leaves inthe treat ment with200 mg/ L brassinoli de was
highest onthe 4thleaf position, secondary onthe 1st leaf position. The sol uble sugar content in mulberry leaves inthe treat ment with200 mg/ L DPC was
highest onthe 11thleaf position and lowest onthe 1st leaf position . The soluble protein content onthe 1st leaf positionin the treatment with brassinolide
was obviously higher thanthat inthe other treatments and lowest onthe 8thleaf position. The protei n was kept at higher content on different leaf positions
in the treatment with DPC. The lipids content in mulberry leaves inthe treat ment with brassinolide was highest onthe 8thleaf position , and reduced sig-
nificantly along withthe progressive increase of leaf position . The lipids content in mul berryleaves in the treatment with DPC was highest onthe 11thleaf
position , being 11 mg/ g higher than the lowest content onthe 1st leaf position . [ Conclusion] Brassinolide had bigger i mprovement onthe quality of older
mulberry leaves onthe mi ddle and belowposition . DPCenhanced sol uble sugar andli pids contents i nthe tender mulberry leaves onthe top , but restrai ned
that inthe older leaves onthe below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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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树在生长发育过程中, 由于发芽的先后顺序不同, 造

成不同叶位叶片的生长时间、环境条件不同, 进而影响了叶

片的品质, 同时叶片在生长过程中由于光合作用及蒸腾作用

的差异 , 也使得不同叶位的叶片在品质上出现差异。为此 ,

笔者采用不同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处理, 研究其对桑树不同叶

位叶片品质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供试植物为山东省主栽桑树品种选792( 7

年生) , 为低干拳式树形养成; 调节剂DPC 为国家科委北京协

办农村技术开发公司, 中国农业大学作物化学控制研究室生

产的≥97 % 原药( 又名缩节胺) 。芸苔素内酶为广东省江门

市农药厂生产的0 .01 % 乳油( 又名天丰素,BR) 。

1 .2 试验方法  试验在山东潍坊职业学院实习蚕场内进

行, 土壤为壤土 , 地力中等 , 于2007 年5 月初随机抽取生长势

基本一致 , 环境条件差异小, 相邻的旺盛生长的7 年生选792

各5 行, 两边2 行为保护行, 中间3 行为处理行, 行距200 c m,

株距35 c m, 肥水处理一致。

于5 月21 日下午16 :00 ～17 :00 , 对选792 品种分别进行

DPC 200 mg/ L、BR 200 mg/ L、清水( CK) 3 种处理 , 每处理15

株。每处理的第1 个3 株处理后用于测叶片可溶性糖分, 第

2 个3 株用于测叶片可溶性蛋白质, 第3 个3 株用于测叶片

脂类, 第4、5 个3 株用于叶片备份处理。6 月3 日于每3 株中

取一生长势相近的完整生长芽, 自下而上分别采第1 叶位、

第4 叶位、第8 叶位、第11 叶位、第15 叶位叶片为样本 , 除去

叶柄及主叶脉, 称量鲜重1 g , 装保鲜袋密封 , 液氮冷冻30 min

后放入冰箱中冷冻, 准备室内测定。

1 .3  生理生化指标测定  可溶性蛋白含量的测定方法用考

马斯亮蓝比色法; 可溶性糖含量的测定方法用苯酚法; 脂类

含量的测定方法用差重法。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叶位叶片可溶性糖分含量的变化  由图1 可知 ,

CK 叶片中可溶性糖的含量以第11 叶位含量最高, 均高于其

他处理, 随着叶位向上或向下含量均有所下降, 其中第1 叶

位含量最低。BR 200 mg/ L 处理的桑叶, 以第4 叶位含量最

高, 分别高出 DPC 处理31 mg/ g 及对照19 mg/ g , 其次第1 叶

位也明显高出其他处理。由此可见,BR 200 mg/ L 对枝条中

下部偏老叶的含糖量有较大提高;DPC200 mg/ L 以第11 叶位

含量最高, 其次为第8 叶位, 第1 叶位含量最低, 第11 叶位叶

片含量高出第1 叶位38 mg/ g , 由此可见,DPC 200 mg/ L 对枝

条中上部叶片的含糖量的提高有一定效果, 对中下部较老叶

片及上部嫩叶含糖量有一定抑制作用。

2 .2 不同叶位叶片可溶性蛋白质含量的变化  由图2 可

见, 可溶性蛋白质含量与可溶性糖的含量变化不同, 对照中

第15 叶位含量最高, 第1 叶位含量最低 , 由此符合桑叶蛋白

含量的变化动态, 叶片越嫩蛋白含量越多。BR 200 mg/ L 的

桑叶第1 叶位含量明显高于其他处理, 第8 叶位含量最小 ,

其他叶位则无明显差异, 可见对老叶的影响显著;DPC 200

mg/ L 对不同叶位蛋白质的含量无显著差异, 均保持了较高

含量, 对叶质有较好的作用。

2 .3 不同叶位叶片脂类含量的变化  由图3 可见, 对照叶

片脂类含量无明显变化, 含量最多的第15 叶位为20 mg/ g , 含

量最少的第11 叶位为15 mg/ g , 变化不明显;BR 200 mg/ L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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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不同处理对不同叶位叶片可溶性糖含量的影响

Fig . 1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 onsolublesugar inleaves at dif-

ferent leaf position

图2 不同处理对不同叶位叶片可溶性蛋白质含量的影响

Fig . 2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 on soluble proteinin leaves at

different leaf position

第8 叶位含量最多 , 明显高于其他处理, 并随着叶位的递增 ,

叶中脂类含量均显著减少, 第15 叶位明显少于其他处理, 即

枝条中部叶片含量多, 上部叶位含量少;DPC 200 mg/ L 的第

11 叶位脂类含量最高, 较含量最低的第1 叶位高11 mg/ g 。

由此可见, 桑叶中脂类含量变化较小, 通过处理后脂类含量

有较大变化;DPC 200 mg/ L 使枝条中上部叶片脂类含量增

加, 下部叶片含量减少, 其他叶位与对照无明显差异;BR 200

mg/ L 使枝条中部叶片脂类含量增加 , 而上部嫩叶脂类含量

减少, 其他叶位与对照无明显差异。

图3 不同处理对不同叶位叶片脂类含量的影响

Fig .3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 onsoluble proteininleaves at dif-

ferent leaf position

3  讨论

激素诱导能引起某些特异性酶的合成。在桑树上施用

生长调节物质后, 由于改变树体内激素含量, 引起特异性酶

的合成, 造成桑叶中可溶性糖、可溶性蛋白及脂类的合成与

分解, 从而影响树体内的含量。由该试验知, 天丰素处理“选

792”桑树品种后, 不同叶位叶片中各成分的含量有较大变

化, 其中可溶性糖分、可溶性蛋白质的含量( 第1 叶位、第8

叶位) 较对照有了较明显提高 , 即对中下部偏老叶片的品质

有较大改善; 缩节胺处理桑树后 , 桑叶叶片中可溶性糖、脂类

的含量第11 叶位最高, 而第1 叶位最低 , 明显低于其他处理 ,

而可溶性蛋白的含量均有较大提高, 可见缩节胺处理对枝条

中上部偏嫩叶片的可溶性糖分含量 , 脂类含量有较大提高 ,

而对枝条下部较老叶片的含量有所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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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在肠上皮刷状缘细胞表面, 与脂类、VD、钙、氨基酸、葡萄

糖等多种物质的吸收有关, 是肠黏膜上的标志酶, 可反映肠

道的发育情况及肠上皮细胞的吸收能力[ 12 - 13] 。当肠黏膜上

皮细胞受到其他物质的毒害作用时( 如高氟) , 碱性磷酸酶的

活性受到抑制, 同时也会导致碱性磷酸酶进入血液, 这些都

将影响小肠上皮细胞对营养物质的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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