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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试验研究了不同保鲜剂配方对切花月季品种“黑魔术”（,-./0 1.23/）的保鲜效

果，主要测定了鲜重、花蕾直径、叶绿素含量、过氧化氢酶活性和花瓣细胞膜透性等生理指标。结果

表明，4配方（#5 67!""82 9 : ;$<=47!#82 9 : 6>67&#"82 9 : 4?4-!·+<!@）对延缓切花月季衰老的

效果最佳。

%&’() 保鲜剂；切花月季；衰老；生理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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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季（B?CD <EFG3H. <?GIA）是 世 界 切 花 市 场 中

最重要的切花之一，切花月季在植物 分类学上分属

月季、玫瑰、蔷薇，是蔷薇科不同的种〔)〕。月季属于不

耐插的切花，在采后其主要问题是贮藏运输和瓶插

过程中水分、养分失调等造成品质下降，如花瓣萎

蔫、脱落、边缘褐变，叶片失绿，花朵不开或瓶插寿命

太短，以及过氧化酶活性过低，花瓣细胞膜透性过大

等〔!J&，%J;〕。为了延长切花的寿命，可供给必要的营养

物质（配方中的蔗糖）、防止导管堵塞（;$羟基喹咛

柠蒙酸）及抑制乙烯的生物合成（硫代硫酸银）三个

方面入手〔(J+〕。本课题在!""&J!""(年对切花月季进

行了五种处理，对各处理的鲜重、花蕾直径、叶绿素

含量、过氧化氢酶活性和花瓣细胞膜透性进行了测

定〔*J)"〕，筛选出保鲜效果较好的保鲜剂配方，以期在

月季切花生产上广泛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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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试验供试品种为西昌市川兴镇明珠苑花圃中

的切花月季品种“黑魔术”（,-./0 1.23/），其切花花

朵硕大，花色艳丽，瓶插寿命较长，还具有香味，因此

其观赏值价高，在市场上的卖价也高。花瓣的颜色为

深红色，花瓣重瓣、反卷。其长势、土壤肥力、管理水

平中等。清晨挑选花苞)个，花蕾直径(J#/8，大小基

本一致，花瓣从花苞中露出"A#/8左右，成熟度基本

一致的花枝〔)J;〕。选择株高)!"/8左右的植株，留枝长

+"/8J%"/8，叶#片，放入装有蒸馏水的桶中备用。

)A! 12-.
采回实验室后，分别用)"""8-的贮液罐装入蒸

馏水&"" 8-，每瓶插)"枝，在室温下浸枝!(小时，修

剪留枝长&"J("/8，留叶&片（花枝下部叶片剪去，留

上部叶片）。再插入)""" 8-的贮液罐中，加入保鲜剂

!""J&"" 8-，基部浸入!J&/8保鲜剂中，以蒸馏水为

对照。各处理的保鲜剂配方见表)。五个处理均重复

&次，每一重复内，即每贮液罐中均插)"枝月季，常规

保鲜寿命的观察&枝，如称重、花蕾直径的变化；衰老

生理指标的测定如过氧化氢酶活性&枝，过氧化氢酶

活性的测定用滴定法〔*〕；测定细胞膜透性&枝，膜透

性用电导仪法（仪器型号为KK6$))’ ）测定〔)"〕；叶

绿素含量的测定用叶绿素含量测定仪441$!""，单

位44L；剩余)枝作备用。置于无直射光、通风的室

内，&天换一次保鲜剂。室温控制在!"J!#M，相对湿

度控制在;"J;#5。每天记录花枝的重量、花蕾直径

及叶片中叶绿素含量，&天换一次保鲜剂，!天测定)
次花瓣的过氧化氢酶（4’>）活性和细胞膜透性。

第 )* 卷第 & 期

!""# 年 * 月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N?OGP.- ?Q R3/S.P2 4?--D2D·T.IOG.- 6/3DP/D UH3I3?P

V?-A)*WT?A&
6DXAW !""#



!! "#$%&’()*+,-./

处 理 保鲜剂配方 备 注

" #$ %&’(()*+ ,-./0 &!(()*+ 12 配制时使用蒸馏水

3 ’$ %&4(()* 5 + ,-./0&4’)* 5 + %6%&’()* 5 + 7-3" 同 上

0 ’$ %&4(()* 5 + ,-./0&4’)* 5 + %6%&8’()* 5 + 090:4·7.4; 同 上

< 8$ %&4(()* 5 + ,-./0&4’)* 5 + %6%&4(()* 5 + 0" 同 上

= 0>（对照，为蒸馏）

注：%：蔗糖 ,-./0：,-羟基喹咛柠蒙酸 %6%：硫代硫酸银 7-3"：7-苄基嘌呤 0"：柠蒙酸

4 01234

4?! 56789:2;<=>?@A
从切花月季瓶插开始，每天记录月季花枝的重

量（精确到小数点后二位），以准确确定切花月季鲜

重变化量（重量单位为*）。因为在鲜切花的采后衰老

表现中，呼吸高峰的到来（即表现为花枝鲜重的急剧

下降），是鲜切花衰老的重要指标。月季花蕾直径在

花朵开放前表现为不断增长。在本试验期间温度及

空气相对湿度的变化不大，瓶插期间平均温度（4’@
8）A，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B,’$，温、湿度对花朵

寿命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在切花的采后表现中，随

着衰老的来临其.4;4的含量会越来越低，而花瓣的

细胞膜透性会越来越大。

4?!?! 鲜重变化与衰老的关系 每天准确记录月季

花枝的重量，将所有花枝的起始重量（即#月!!日）设

为(，以后为每天增重的量，当花枝在衰老后期时，可

能出现花枝鲜重小于起始重量的情况，此时计为负

数。从表4可以看出，瓶插后，0处理前C天表现为鲜

重的增加，第C天达呼吸峰值，鲜重增加值为D?D,*；

"、3、<处理前’天表现为鲜重的增加，第’天达呼吸

峰值，鲜重增加值分别为#?D#*、7?77*和D?7!*；对照=
在前#天表现为鲜重的增加，第#天到达呼吸峰值，鲜

重增加值为8?!#*，以后逐渐失重。这说明保鲜剂0处

理比对照延长了8天瓶插寿命；保鲜剂"、3处理比对

照延长了!天瓶插寿命。

B4 $%CD’EFGHIJ *K

日期 !! 5 # !4 5 # !8 5 # !# 5 # !’ 5 # !7 5 # !C 5 # !, 5 # !D 5 # 4( 5 #

" ( !?!4 !?C4 8?8, #?D# 8?8! 4?!! !?! -(?,’ -!?7

3 ( (?D! 4?8D 8?D# 7?77 ’?,D 8?’! 8?(! 4?7C !?4!

0 ( !?’4 4?D4 #?8, D?7! D?,7 D?D, ,?7D C?7D 7?8C

< ( (?D4 4?#4 #?!’ ,?!! 7?4! ’?8! !?(’ (?D! (?C4

= ( (?’7 !?(8 8?!# 4?!8 4?!4 (?D! -!?4! -!?7! -4?D!

4?!?4 花蕾直径与衰老的关系 每天记录月季花蕾

直径，将所有花枝的起始直径（即#月!!日）设为(，以

后为每天增长的量，当花朵开放后继续测定花蕾直

径。从表8可以看出，瓶插后"、3、<三种处理第7天表

现为开花，而0配方第C天表现为开花，对照=第#天

开花，从天数来看0配方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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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 "#$%&’() *+, "#-

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0-/+$
1 - -/’& -/+$ -/,$ $/$* $/)’ $/!+ $/$’ -/*$ -/!$
2 - $/+( $/,+ ’/*+ !/,) &/)’ &/++ !/,( !/’! ’/’$
3 - -/,( $/$( $/+’ ’/*$ ’/+) ’/() ’/)! $/*) $/-’
4 - -/’& -/!) $/!( $/’$ -/+$ -/’$ 0-/($ 0-/)’ 0$/$&

’/$/! 叶绿素含量与衰老的关系 从表&可以看出，

瓶插后.、1、2、3四种处理叶片的叶绿素含量下降

较慢，而3处理叶片的叶绿素含量下降较快，所以.、

1、2、3配方效果均较好。

!& "./0/123456*+, 225-

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2 ($/! (-/$ &,/* &,/( &+/’ &*/- &!/! &$/) !,/’ !)/!
3 &+/, &*/’ &)/) &(/, &!/’ &$/$ !,/( !)/’ !( !&/&
4 &*/! &*/- &!/, !,/* !*/! !&/& !’/$ ’,/& ’+/+ ’!/’

’/$/& 过氧化氢酶与衰老的关系 表(是每分钟每6
花瓣被分解的7’8’的量即月季花瓣中7’8’的含量，

随着衰老的来临其7’8’的含量会越来越低，.、1、2、

3四种处理均出现下降趋势，对照4过氧化氢酶活性

最小。

7( ".2.989:56*+, #6%6;#:;-

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2 ’’/’) ’$/$’ $+/$- $$/’+ */)-
3 ’)/+! ’)/(+ ’!/)- ’-/!) ’-/$)
4 ’-/(& $&/!$ $-/*’ */’$ !/!$

’/’ <=>?@ABC
7) D=>?EF$".$GHIJ$%&’J7’8’ 89:J/0/1234KLMNO

花枝鲜重 花蕾直径 叶绿素含量 7’8’ 酶活性

平均数 差异显著性 平均数 差异显著性 平均数 差异显著性 平均数 差异显著性

. $/(’ <. -/(- <. &’/(( <. $(/,$ <.
1 !/-’ =1 -/+! =1 &$/-( <. $)/(( <1
2 )/$- =1 ’/,& "1 &(/(’ <. $)/-* <1
3 ’/,+ =1 $/*( "2 &$/+- <. ’!/($ <1
4 -/&’ "1 -/$, "2 !)/’$ <. $$/’’ =1

注：差异显著性用3>;"<;?@检验法，!A(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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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的方差分析结果，可以看出"配方在鲜

重、花蕾直径上与#、$、%三个配方间有极显著的差

异，说明其保鲜效果最好；而#、$、%配方与对照&有

差异，但不显著。在’()( 酶活性方面#、$、"、%四种

处理与对照&之间差异显著；四个配方与对照之间

的叶片叶绿素含量差异不显著，说明在切花衰老过

程中叶绿素含量对衰老的影响不明显。

* !"

从实验中我们发现#、$、"、%四 个 用 保 鲜 剂 处

理过的花枝，其颜色比对照鲜艳，花瓣在衰老后期不

出现脱色变萎现象，未出现花头弯曲现象；而对照花

朵颜色较浅，在瓶插+天后，花瓣出现脱色变萎现象，

同时出现了*枝有弯头的现象。

从试验中测定的生理指标来看，膜透性效果不

理想。原因可能是测细胞膜透性时，仪器的校正和膜

液测定时的温度不一致造成测定不准确，获得的数

据无法进行方差分析，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改进实

验。

总之，通过该试验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出#、$、

"、%四 个 配 方 对 延 缓 切 花 月 季 “ 黑 魔 术 ”（$,-./
0-12.）的衰老均有较好的效果，综合各种生理指标，

"配方对延缓衰老的效果最佳。使用保鲜剂后，对瓶

插期间保持切花月季花色的鲜艳，花梗的支撑力强，

花瓣脱落、延长月季的瓶插寿命等有较好的作用。通

过本试验对切花月季“黑魔术”保鲜剂的筛选，得到

了较好的保鲜剂配方，这对切花生产过程中的贮运、

保鲜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可在切花月季生产中推广

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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