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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用 60COγ射线对“台湾北蕉”（Musa AAA Group Cavendish）辐照诱变选育的“漳蕉 8 号”

株系抗损伤相关酶的生化指标和过氧化物酶同工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漳蕉 8 号”株系对 60COγ射线

造成的损伤已完成修复，其优良性状可稳定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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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eated with irradiation of 60Coγ ray, a new strain 'Zhangjiao No.8' was developed 

from 'Musa AAA Group Cavendish'. The bio-chemical indexes corresponding to anti-injury and 

POD isoenzyme of 'Zhangjiao No.8'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Zhangjiao No.8' strain 

had recovered from the irradiation injury and the excellent traits could be inherited sta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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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漳州是我国香蕉的重要产区，每年有大量香蕉销往国内外，因此，选育高产、优质、抗逆性

强的新株系或新品种将有利于香蕉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在国外，利用 60COγ射线进行香蕉诱变育种己

有成功的报导[1]。我们从 1992 年以来，对福建“台湾北蕉”离体试管芽进行 60COγ射线辐照育种研究，

已选育出性状稳定、高产、优质的“漳蕉 8 号”（原“漳农 8 号”）优良新株系[2-4]。为此，本文对该株

系抗损伤相关酶的生化指标和过氧化物酶同工酶进行分析，试图探讨“漳蕉 8 号”株系损伤修复和稳

定遗传的生化证据，为保持其优良性状奠定理论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试材为“漳蕉 8 号”香蕉新株系及其对照(“台湾北蕉”)。于大田随机采集以上两种试材的各 4

株吸芽苗，分别经组织培养后，相应取 4 瓶供分析用。各瓶取 0.5g，加入 5ml 50mmol/L 磷酸缓冲液

（pH7.8），冰液研磨，13 000×g离心 20 min，取上清液备用。 

1.2 方法 

（活性氧）生成速率测定采用王爱国等的方法[5]；MDA（丙二醛）含量的测定采用赵世杰等的

方法[6]；POD（过氧化物酶）活性测定采用 Trevor E. Kraus 等的方法[7]；SOD（超氧化物岐化酶）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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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采用王雅平等的方法[8]，以 3ml 反应体系中，与“漳蕉 8 号”O.D560nm值之差等于 0.1 定义为 1 个

酶活单位(U)；CAT（过氧化氢酶）活性测定采用 Trevor E. Kraus 等的方法[7]；POD 同工酶电泳分析采

用吴少伯的方法[9]。 

2 结果与分析 

2.1  生成速率、MDA 含量及相关保护性酶活性分析 

结果(表 1)表明，“漳蕉 8 号”与对照(“台湾北蕉”)  生成速率相近，所获得的 对 DNA、蛋

白质损伤和膜脂的过氧化作用程度相当，所以由其所导致的膜脂过氧化最终产物 MDA 表现出相似的

水平。SOD、CAT 和 POD 是植物防御体系中重要的保护酶，其活性水平在两组材料中表现出相似性，

具有类同的自我保护能力，因此，60COγ射线对“漳蕉 8 号”的损伤已得到修复。 

表 1  “漳蕉 8 号”及“台湾北蕉”的生化分析 
项  目 “台湾北蕉” “漳蕉 8 号” 

生成速率(×10-4μmol/min/mg fw) 0.26 ± 0.05 0.30 ± 0.03 
MDA 含量(×10-5μmol/ mg fw) 1.28 ± 0.20 1.27 ± 0.09 
POD(×10-5μmol/min/mg fw) 9.90 ± 0.80 9.11 ± 0.77 
CAT(×10-6μmol/min/mg fw) 15.20 ± 0.97 15.90 ± 0.86 
SOD(U/min/mg fw) 0.83 ± 0.06 0.91 ± 0.06 

2.2  POD 同工酶电泳分析 

POD 同工酶电泳分析结果（图 1）表明，两组的同工酶主带相同，而“台湾北蕉”的次带较为明

显，各组中不同植株的谱带均相同，说明“漳蕉 8 号”中与 POD 有关的基因已稳定遗传与表达。 

 
"漳蕉 8 号"        CK               "漳蕉 8 号"          CK 

图 1  “漳蕉 8 号”和“台湾北蕉”POD 同工酶电泳图谱 

 

3 小  结 

本文对 生成速率、MDA 含量以及 SOD、CAT 和 POD 等抗损伤相关酶活性的测定表明，“台湾

北蕉”和“漳蕉 8 号”株系的差异不大；两者的 POD 同工酶主谱带相同，而次带有所差异；“漳蕉 8

号”株系不同植株的谱带均一致，说明了“漳蕉 8 号”株系受 60COγ射线的损伤已完成修复，且稳定

遗传。 

致  谢：本文承蒙庄伊美教授审阅，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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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结与讨论 

紫球藻细胞对紫外线有较强抵抗能力，照射时间在 30s 以内，虽可使部分细胞缺刻变形，但培养

后基本可修复并生长。低剂量（10s）照射，能提高细胞生长速度；高剂量（20～90s）照射，能增加

单细胞代谢产物含量，因此，选择紫外线为诱变剂时，采用高照射剂量有利于分离到高产优质突变藻

株。导致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是紫外线对藻细胞内的酶和核酸等大分子有活化、损伤和致畸作用。但

这种诱变作用的效果随着继代培养而逐渐减弱，到藻细胞第二代培养物，紫外线对生长与代谢的影响

就已很小，可能是辐照后仅少量突变细胞，而且随着代谢作用与细胞分裂，有些变异细胞又被修复而

还原成野生型，培养过程中大量的野生型细胞群体效应完全掩盖了少量变异细胞。这也说明诱变后突

变株选择无法通过培养富集，也很难从液体培养中分离，最终途径是分离到连续性固体平板培养基上，

待形成藻落后再进行分离筛选突变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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