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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月光花素（calonyctin）是从月光花的茎叶中提取的一种天然植物生长调节物。其化学结

构是由 11-羟基十六-烷酸及十四烷酸乙酯和 2-羟基-3-甲基-丁酸与四个鼠李糖所组成的糖苷。月

光花素在十几种农作物上均有很强的生理活性；特别是对植物愈伤组织的生长和分化有显著的调

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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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Calonyctin is a plant growth regulator isolated from leaves and stems of 

Calonyction aculeatum. It is determined to be an alycosida consists of one ethyl 11- 

hydroxy-hexadecanoate or ethyl 11-hydroxy-tetradecanoate, one 2-hydroxy-3-methyl- 

butyric acid and four rhamnoses. It has distinct effects on physiological activities in more 

than ten kinds of crops, especially for the growth and differentiation of plant cal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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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花素（calonyctin）是厦门大学植物激素研究小组从旋花科植物月光花（Calonyction 

aculeatum）的茎、叶中提取的一种天然植物生长调节物[1]，它在水稻、小麦、大豆、油菜、

胡萝卜等十余种农作物上均表现出明显的生理活性，特别是对甘薯、马铃薯、花生等有明显

的增产作用。在水稻、甘薯、烟草、彩叶芋等植物组织培养中，月光花素对愈伤组织的生长

和分化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在低浓度下能促进愈伤组织的生长，高浓度下表现抑制作用。适

当浓度的月光花素能促进绿点分化，提高成苗率。在生理效应方面表现对 IAA、GA 起颉颃

作用，而对 KT 表现为增强作用。 

    月光花素的发现，在第十届（1979 年美国）和第十一届（1982 年英国）国际植物生长

调节物质学术交流会上引起较大的反响。我国植物生理学家曹宗巽、吴相钰、潘瑞炽、王再

生等教授也很重视月光花素的研究，并将其内容编入植物生理学教材中。本文就月光花素的

研究作扼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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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光花素的研究历史 

20 世纪 50 年代，人们用月光花嫁接到甘薯后，使甘薯块根膨大[2]；1961 年,王再生等

在研究甘薯与月光花嫁接增产的原因时，用月光花叶提取物喷施甘薯叶片，结果表明，用相

当于 1%鲜叶重的提取物处理，对甘薯块根的发育开始表现抑制，大约在半个月到一个月取

样观察，甘薯块根的发育由抑制转向促进，并获得增产；而直接用 0.1%的月光花叶提取物

处理，一开始就表现促进，随后其增长活性减弱，最后仍获得增产。该试验在大田上重复了

甘薯与月光花嫁接后表现出的初期抑制、后期促进的效应，比较清楚地解释了甘薯与月光花

嫁接过程中，薯块发育受到月光花叶中生理活性物质调节的结果。随后，王再生等[3]用月光

花叶提取物在花生、大豆、蔬菜等十几种农作物上试验都获得增产 1)，说明它不仅能调控甘

薯的生长发育，而且对某些作物亦具有同样效果。 

1968 年，在福建省龙溪地区农科所的支持下，研究了月光花素的生物鉴定方法，比较

分析了 30 余个水稻品种对月光花叶提取物中生理活性物质的反应，结果发现，以粳稻最为

敏感，晚籼稻次之，早籼稻最不敏感。表明水稻亲缘类型不同对月光花叶生理活性物质具有

不同的敏感性。在此基础上我们确定了以粳稻为代表的生物鉴定方法——稻根抑制法测定月

光花叶生理活性物质。在大田生产上的应用表明，此法具有简单、稳定、灵敏、快速等优点。 

1973 年，郭奇珍等[3]从月光花叶提取物中分离获得白色结晶物称为月光花素甲，其熔

点为 161～162℃，对该结晶物进行了一系列生理活性试验[4]，证明它是一种生理活性很强的

生长调节物。用稻根抑制法作比较分析发现，对稻根的生长有很强的抑制活性。大田试验结

果表明，叶面喷施月光花素甲对花生、甘薯、马铃薯均有明显的增产效果。 

2  月光花素的化学结构 

    厦门大学植物激素研究组与中

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合作[5-8]，通过质

谱及核磁共振谱分析，确定月光花素

甲是 11-羟基十六-烷基酸乙酯和牵牛

子酸甲（nilicacid）与 4 个鼠李糖所组

成的糖苷(图 1)。这种糖苷是两个分子

相差 28a.m.u 的糖苷类同系物分子的

混合物，即 11-羟基十四或十六烷基

及牵牛子酸与鼠李糖所组成的糖苷。

这两个分子（简称为月光花素甲（I）

与月光花素甲（Ⅱ）（Calonyctin A1，

Calonyctin A2），分子量分别为 938 与

910。它们分别含有 3 个鼠李糖（1 个

α—异头碳构型，2 个β—异头碳构

型）和取代鼠李糖（β-异头碳构型），

                             
注：1) 厦门大学生物系“五七激素科研组”. 月光花叶提取物的生理活性和大田生产应用. 科技简报(厦门大学教革处编)，1971,(1). 

图 1  月光花素甲的分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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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光花素在植物组织培养中的应用 

4.1 月光花素对植物愈伤组织生长的调节作用 

月光花素对甘薯块根愈伤组织的诱导试验结果 2)表明，月光花素能抑制愈伤组织的生

长，在 0.2～1.0mg/L范围内，抑制作用随着浓度增加而增强，最高抑制生长量达 80%以上。

但在附加 NAA 0.2mg/L和 2,4-D 0.2mg/L的培养基中，月光花素浓度在 0.2～4.0mg/L的范围

内，表现促进甘薯愈伤组织的生长；在 8.0～20.0mg/L浓度时则表现明显的抑制效应，在一

定浓度范围内进行混合配比，较单独使用更具促进作用。 

    陈德海等[12]研究月光花素对彩叶芋愈伤组织影响的结果与上述结果类似。表明月光花

素对植物愈伤组织生长的调节作用与生长素类物质有关，在适合浓度的类生长素浓度下，低

浓度表现为明显的促进作用，高浓度表现为抑制作用。 

4.2 月光花素调节培养细胞的分化 

王再生等[13]在添加月光花素的 MS 培养基上培养水稻花药愈伤组织。结果表明，月光花

素能使生长迅速的水稻花药愈伤组织分化出绿苗，并使那些因根旺盛生长而绿点难于继续分

化的组织顺利分化出绿苗，起了抑制根生长、促进芽分化的作用。最适剂量为 1.0～3.0mg/L。 

陈德海等[12]在彩叶芋的组织培养中添加月光花素，结果表明，适量浓度的月光花素能

促进彩叶芋愈伤组织的体胚形成和植株再生，最适剂量为 1.0～2.0mg/L，高于此浓度则抑制

彩叶芋愈伤组织的生长，同时也抑制其细胞分化。 

倪德祥等[14]在研究植物激素对烟草愈伤组织的影响中发现，在适当浓度范围内，月光

花素能促进烟草愈伤组织的植株再生，有类似 BA 的作用。 

综上所述，适当浓度的月光花素不仅可以调节植物愈伤组织的生长，同时也能调节细胞

分化和发育。 

5  展  望 

倪德祥[15]和许智宏[16]等提出植物激素通过调控基因的表达而实现其作用，作用的分子

机制是植物激素与受体结合，通过信号传递，激活作用因子并作用于激素调控基因的顺式作

用区，调节基因的转录和翻译。 

李宗霆等[17]提出茉莉酸和茉莉酸甲酯能有效地促进植物的某些基因表达，诱导特殊性

酶、营养贮藏蛋白及次生物质的合成过程。 

月光花素与茉莉酮酸类化合物都属糖苷类化合物，具有类似的生理效应，由此可以推断,

月光花素的作用也是通过与激素受体结合，通过信号传递，影响细胞内的 RNA 翻译，并促

进特殊蛋白质合成，直接或间接地调节内源激素的平衡，从而调控植物细胞生长和发育。今

后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可以进一步研究其生理效应和作用机理，并揭示其内在的联系，可望

达到掌握月光花素调控植物体生长和发育的内在规律。 

                             
注：2) 王再生,等.  2,4-D、NAA、CTA(月光花素甲)对甘薯块根愈伤组织的诱导及其相互效应的初步分析. 厦门大学第九届科学

讨论会理科论文摘要汇编(内部刊物)，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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