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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假俭草抗寒性和绿期的影响

陈光宙!袁学军!李艳丽
#琼州学院生命科学学院!海南 三亚

78!###

$

摘要!为了提高暖地型草坪草假俭草"

!"#$%&'(%)%

*

'+,"%+-#.

#的抗寒性!延长其青绿期!设置了
9

个不同乙二胺

四乙酸铁
:

钠"

3;-,:<=

#剂量"

$

$

7

$

$#

和
$7>0

%

0

#!对盆栽假俭草进行处理&结果显示!在低温条件下!与空白

对照相比!不同处理假俭草叶片的叶绿素$可溶性糖和脯氨酸含量均有不同程度地提高!而其相对电导率均有不

同程度地下降'不同剂量
3;-,:<=

处理!提高假俭草抗寒效果不同!其中!以
$#>0

%

03;-,:<=

处理效果最好!

可延长假俭草青绿期达
$7?

&

关键词!假俭草'

3;-,:<=

'青绿期'抗寒性

中图分类号!

1794

@

(A#4(9

%

BA97(8

!!!

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

$##$:#6!A

#

!#$$

$

#$:#$$4:#9

"!

!

蜈蚣草属中唯一可用作草坪草的物种是假俭草

#

!"#$%&'(%)%

*

'+,"%+-#.

$!属于多年生草本植

物&

$:!

'

!是世界三大暖季型草坪草之一!其叶形优美!

植株低矮!生长缓慢(假俭草是以其耐瘠薄)病虫害

少及养护水平低而著称的世界著名的暖地型草坪

草!是绿化建设的优良材料!除在东南亚有少量分布

外!主要分布于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又称为

*中国草坪草+!广泛用于绿化和水土保持(但是假

俭草枯黄期较长!达
9

个月!全年绿期为
!##

"

!9#

?

&

4:7

'

!而且其枯黄的叶片是黄中带褐!不是金黄色!

这便降低了假俭草的景观效应和价值!因此提高其

抗寒性)延长青绿期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目前!关于铁能提高植物抗寒性的报道较多!如

王海生等&

6

'报道!乙二胺四乙酸铁
:

钠#

3;-,:<=

$

可提高高羊茅#

/#.0,&))",1-+1)&#)

$的抗寒性%刘

金平等&

8

'报道!不同季节叶施氮)铁可提高假俭草的

抗寒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关于铁对假俭草抗寒

性)枯黄期和返青期影响的报道(本试验以假俭草

3:$!6

为材料!较系统地研究铁对假俭草抗寒性)枯

黄期和返青期的影响!为通过栽培措施提高假俭草

的抗寒性)缩短其枯黄期提供试验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

材料和试剂
!

材料为盆栽假俭草
3:$!6

%试

剂为
3;-,:<=

母液#

8(97

C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
@

7(78

C

<=1D

9

,

8E

!

D

溶于
$0

水中$(

(()

试验设计

(()((

材料准备
!

在
!##7

年
A

月
$

日!剪取假俭草

茎先端的第
4

)

9

)

7

节!置于直径为
!7F>

)高度为
!#

F>

的花盆中!用纯沙栽培!每盆栽
$!

个节(正常浇

水)施肥)除草)及时摘除花序!并进行病虫害的综

合防治!在温室内越冬!冬季只浇水!不施肥(

(()()

试验处理
!

设置
3;-,:<=9

个处理剂量#

$

)

7

)

$#

)

$7>0

"

0

$!不处理为对照!每个处理
"

个重

复!其中
4

个重复作观察枯叶和返青之用!另外
7

个

重复作生理指标的测定(从
!##6

年
A

月
!7

日开始

到
$$

月
$7

日结束!每隔
$#?

分别喷洒
$

次
3;-,:

<=

溶液!直到叶片有少量液滴滴下为止(叶绿素)

可溶性糖)脯氨酸含量和相对电导率
9

个生理指标

分别测量
6

次!从
$#

月
7

日开始到
$$

月
!7

日结

束!每隔
$#?

测定
$

次!并观察枯黄日期和翌年春

季返青日期(

((*

测定方法

((*((

观察指标

草坪返青-绿叶的覆盖度达到
7#G

时即为草坪

返青%草坪枯黄-叶片的
$

"

4

枯黄即为枯叶!

6#G

的

草坪被枯叶覆盖即为枯黄草坪(

((*()

测量指标
!

叶绿素含量的测定采用乙醇提取

法&

"

'

%可溶性糖含量的测定采用蒽酮比色法&

"

'

电导率的测定采用电导仪法&

"

'

(

伤害率
H

处理电导率
5

对照电导率
煮沸电导率

5

对照电导率I$##G

((+

统计分析
!

采用南京农业大学王韶华教授提

供的
1-1-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

收稿日期-

!#$#:#4:#4

!!

接受日期-

!#$#:#A:$#

作者简介-陈光宙#

$A8$:

$!男!广东信宜人!讲师!学士!主要
从事热带雨林药用植物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

3:>JK'

-

FL=M

C

NJM

C

OL&N$!8

#

$64(F&>

通信作者-袁学军
!

3:>JK'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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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

不同剂量
3;-,:<=

处理下假俭草枯黄

期和青绿期的变化
!

不同剂量的
3;-,:<=

延

缓叶片枯黄的效果不同#表
$

$!但
3;-,:<=

处理后

明显延缓叶片的枯黄!

3;-,:<=

剂量过大或过小延

缓枯黄的时间都会缩短(其中
7>0

"

0

处理的效果

最好!可比对照延迟枯黄
"?

(

各处理假俭草翌年返青时间与对照均存在显著

差异 #表
$

$!

3;-,:<=

剂量过大或过小!返青提前

的时间均会缩短!但当处理剂量为
$#>0

"

0

时效果

最好!比对照提前
8

"

"?

返青!可延长绿期
$7?

(

表
(

!

不同
!"#$%&'

剂量处理下假俭草枯黄期和青绿期的变化

3;-,:<=

#

>0

"

0

$

返青时间

#月
:

日$

提前返青时间

#

?

$

枯黄时间

#月
:

日$

延缓枯黄时间

#

?

$

延长绿期时间

#

?

$

对照
#9:$"5#9:$A # $$:#95$$:#7 # #

$ #9:$75#9:$8 !

"

4 $$:#85$$:#" !

"

4 7

7 #9:$95#9:$7 9 $$:$!5$$:$4 " $!

$# #9:#A5#9:$$ 8

"

" $$:$$5$$:$! 6

"

8 $7

$7 #9:$!5#9:$4 6 $$:#"5$$:#A 4

"

9 A

"

$#

)()

不同剂量
3;-,:<=

处理下假俭草叶片

中叶绿素含量的变化
!

处理效果最佳的是
7

>0

"

0

#图
$

$(前期由于温度较高!假俭草还适于生

长!所以叶绿素的含量基本维持较高的状态(随着

处理时间的延长!温度越来越低!叶绿素的含量逐渐

下降!但各个阶段叶绿素的含量均以空白对照为最

低(

图
(

!

不同剂量
!"#$%&'

处理下假俭草叶片中

叶绿素含量随时间的变化

)(*

不同剂量
3;-,:<=

处理下假俭草叶片

中可溶性糖含量的变化
!

不同剂量
3;-,:<=

处理对假俭草叶片中可溶性糖含量均有显著影响

#图
!

$(前期由于温度较高!假俭草还可正常生

长!可溶性糖含量变动幅度较小%但是随着温度降

低!可溶性糖含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呈上升的趋

势!且不同剂量处理间差异显著!处理效果最佳的

是
7>0

"

0

处理!且各个阶段可溶性糖含量均以对

照最低(

图
)

!

不同剂量
!"#$%&'

处理下假俭草叶片中

可溶性糖含量随时间的变化

)(+

不同剂量
3;-,:<=

处理下假俭草叶片

中脯氨酸含量的变化
!

前期虽然温度较高!但处

理后的叶片中脯氨酸含量均显著高于对照#图
4

$%

随着温度的降低!不同处理叶片中的脯氨酸含量变

化趋势不同!除个别有下降趋势外基本呈上升趋势!

但上升幅度不同!当脯氨酸含量达到最大值后!开始

下降%在整个过程中脯氨酸含量均以对照最低%在所

有的处理中!效果最佳的是
7>0

"

0

处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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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

业
!

科
!

学 #第
!"

卷
#$

期$

图
*

!

不同剂量
!"#$%&'

处理下假俭草叶片中

脯氨酸含量随时间的变化

)(,

不同剂量
3;-,:<=

处理下假俭草叶片

电导率的变化
!

随着时间的推移!温度逐渐降低!

相对电导率逐渐升高#图
9

$(后期由于温度骤降!

相对电导率骤然升高!但前期由于温度基本适于假

俭草生长!相对电导率基本保持不变(随着枯黄叶

片增多!相对电导率逐渐变小(在整个过程中!

3;:

-,:<=

处理后叶片相对电导率发生明显的变化!不

同剂量处理效果不同!其中以
$#>0

"

0

处理的效果

最佳(

图
+

!

不同剂量
!"#$%&'

处理下假俭草叶片中

相对电导率随时间的变化

*

!

讨论与结论

不同的栽培管理措施可提高植物的抗寒性!刘

金平等&

A

'报道-使假俭草延长
6

"

"?

绿期的措施为

秋季叶施氮
9S

C

"

L>

!

)铁
#(60

"

>

!

%游明鸿等&

$#

'报

道钾肥能提高假俭草的抗寒性%徐艳丽等&

$$

'报道合

理施肥可提高草坪草的抗寒性(

在试验中用
3;-,:<=

处理盆栽假俭草!研究

了叶绿素)可溶性糖)脯氨酸含量和相对电导率的变

化!结果显示!当处理剂量为
7>0

"

0

时!

4

个生理指

标效果表现最佳!在处理效果排序中!不同的指标也

不完全一致(试验结果还表明不同剂量的
3;-,:

<=

处理!可不同程度地提高叶绿素)可溶性糖)脯氨

酸含量!降低相对电导率!且处理效果均比对照好!

因此!

3;-,:<=

也能提高假俭草的抗寒性(

在本试验中
3;-,:<=

的处理剂量为
$

)

7

)

$#

和
$7>0

"

0

!分别比对照提前返青
!

"

4

)

9

)

8

"

"

和

6?

!分别比对照延缓枯黄
!

"

4

)

"

)

6

"

8

和
4

"

9?

!

因此!青绿期分别延长
7

)

$!

)

$7

和
A

"

$#?

(综合
9

个生理指标和
4

个观察指标!根据处理效果的排列

顺序为
$#

)

7

)

$7

和
$>0

"

0

%从结果可以看出延缓枯

黄和提前返青之间可能没有必然的联系%一些学者

研究&

$!:$4

'不同水肥处理对草坪草返青也有类似的影

响(

关于铁能提高植物抗寒性机理的研究较少!据

潘瑞炽等&

$9

'报道!在低温条件下!叶绿素的合成受

到抑制!同时加速叶绿素的分解!原因是在叶绿素合

成过程中!有很多酶参与!低温大大降低了酶的活

性(铁虽然不是叶绿素的组成成分!但却是叶绿素

形成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同时铁还是植物体内许多

重要氧化还原酶的组成成分!因此!施用
3;-,:<=

后促进了叶绿素的合成!使叶绿素含量增加%铁是磷

酸蔗糖酶的活化剂!还是植物体内许多重要氧化还

原酶的组成成分!因此!施用
3;-,:<=

后促进糖分

转化和运输(在低温条件下!胞内可溶性糖含量提

高的原因为低温促进淀粉水解成可溶性糖!较高剂

量的可溶性糖!可降低冰点!并能防止细胞的过度脱

水&

$9

'

%由于脯氨酸具有保护酶的膜系统结构&

$7:$8

'

)

防止细胞脱水)降低冰点等的作用!因此!能稳定原

生质胶体及组织内的代谢过程!提高植物的抗寒性%

在正常情况下!细胞膜对物质的吸收具有较强的选

择透性!但在低温条件下!细胞膜的结构遭到破坏!

膜透性增大!外渗电解质增多!因此!电导率增

大&

$"

'

!本试验的结论也和上述观点是一致的(

本研究结果表明-

3;-,:<=

能提高假俭草的抗

寒性!最多可延长绿期
$7?

!其中草坪枯黄可延迟

!

"

"?

!返青时间可提前
!

"

"?

(假俭草属于典型

的暖季型草坪草!延长青绿期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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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合理施用铁肥#

3;-,:<=

$对提高假俭草的抗寒

性)延长青绿期是可行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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