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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酮酸类物质与块茎形成
t

沈淞海 (浙江农业大学农学系
,

杭州 3 , 。。 2 9 )

郭奇珍 (厦门大学化学系
,

厦门 3 6 1。。5 )

一般认为
,

马铃薯块茎的形成受两种以

上的激素调控
。

赤霉素是促进伸长生长的激

素
,

它对块茎形成起抑制作用
。

由于块茎只有

在短 日照条件下才能分化形成
,

而此时叶片

中的赤霉素活性下降
,

因此
,

块茎形成的必要

条件是赤霉素含量降低
。

此外
,

还发现在块茎

形成过程中细胞分裂素的含量急剧增加
;
在

马铃薯地下甸旬枝的无菌培养试验 中
,

细胞

分裂素可诱导块茎形成
; A BA 含量在块茎形

成完成时达到高峰
,

它可防止块茎二次生长
,

使之进入休眠期
。

Gr eg or y 〔川认为在短 日照下的马铃薯 叶

中 含 有 块 茎 形 成 物 质 ( t u b e : i n d u e i n g S u卜

st na ec
,

TI S )
,

由于它向地下部迁移
,

从而促使

块茎形成
。

后来用短 日照培养的马铃薯作接

穗嫁接于长 日照的马铃薯上
,

也能使长 日照

马铃薯形成块茎
,

从而证明有 TI S 的存在
。

但

是 赤霉素
、

细胞分裂素
、

A B A 等 已 知的植物

激素显然不是 G r eg or y 所预言的块茎形成物

质
,

因为在块茎形成初期地下甸旬枝必须停

止伸长
。

因此
,

推测块茎形成物质是一种生长

抑制物
。

1 9 8 9 年日本北海道大学农学部的吉

原照彦和幸田泰则及其研究小组成功地从马

铃薯叶中分离出能诱导块茎形成的活性物质

T( SI :)[
,

8」
。

此后该研究小组发现茉莉酮酸类

许 多 物 质 具 有 诱 导 块 茎 形 成 的 活

性 , 一 6
,

9
,

` “ ,

’ ` ,

’ 5
,

`’ 〕。

本文即主要介绍茉莉酮酸

类物质的分离
、

鉴定
、

生理活性及其在植物界

的分布
。

l 块茎形成物质的活性测定
、

分离及结构测

定

在含有适当浓度的待测块茎形成物质的

培养基上
,

马铃薯黄化徒长茎节上长出的甸

旬枝可分化形成块茎
。

统计形成块茎的侧芽

数和茎段上发生的侧芽总数
,

二者之比即为

块茎形成率
,

也 就是块茎形成物质的活性

值〔” 〕
。

乙醇提取物需溶于水后再进行测定
。

块茎形成物质易溶于水和乙酸乙醋
。

K od a
等 l[ 3〕将马铃薯叶片用乙醇提取

,

浓

缩后依次用正 己烷
、

乙酸乙酷
、

水萃取
,

经进

一步纯化后
,

得到高活性的结晶物质
。

经测

定
,

其分子式为 c
l: H 28 0

。 ,

结构式为
:

O

戈赢切
一

压葡萄糖

即 * 轻基茉莉酮酸的葡萄糖昔
,

称为块茎酮

酸 ( tu 比 r o n ie a e i d )
,

化学名称是 3
一

氧
一

2
一

( 5 ` 一

压

D
一

毗喃葡糖氧基
一

2 ` 一

顺戊烯基 )
一

环戊烷
一

1
一

乙

酸 「3
一 o x o 一 2

一

( 5 ` 一

卜D
一
g l u e o p y r a n o s y lo x y

一

2
` -

c i s 一讲 n t e n y l )
一 c y c l o详n ta n e 一 1

一 a e e t ie a e id ]
仁’ 7 〕

。

2 茉莉酮酸及其类似物的块茎形成活性

块茎酮酸的配糖体 (普 元 ) 是 * 轻基茉

莉酮酸
,

它是茉莉酮酸的衍生物
。

茉莉酮酸及

其衍生物在植物界中普遍存在
,

被认为是植

物界分布很广的内源生长调节物质〔’ 了」
。

吉原

和幸 田 :[,
8〕测定茉莉酮酸及其类似物的块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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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成活性的结果 ( 表 l )显示
,

茉莉酮酸及其

甲酷和南瓜子酸均表现出强活性
,

其有效浓

度范围为 1 0 一 7

~ 10 一 s m ol
·

L
一 ` ; 二氢茉莉酮

酸 甲酷
、

二氢南瓜子酸和二氢茉莉酮具有较

弱的块茎形成活性
; 而二氢茉莉酮酸

、

茉莉酮

及前列腺素等茉莉酮酸的结构类似物却完全

没有块茎形成活性
。

可知高活性的结构要素

是环戊酮 (醇 ) 的
a 一

位具有戊烯基
,

阱位含有
-

C H Z C 0 o R ( R = H 或 CH 3
)基

。

表 l 茉莉酮酸及其类似物的块茎形成活性

浓度 / 1 0一 “ m ol
·

L 一 ’
相对活性 /%

①茉莉酮酸

②茉莉酮酸甲酷

③南瓜子酸

④二氢茉莉酮酸

⑤二氢茉莉酮酸甲酷

⑥二氢南瓜子酸

⑦茉莉酮

⑧二氢茉莉酮

⑨前列腺素

6 7+ 十

5 8+ +

7 1+ +

0

2 2

l 8

0

2 2

对照的相对活力为 O ,

十 + 示强活性
。

化合物结构式为
:

① ? ② 分

3 块茎形成物质的分布

吉原和幸 田 .z[
8 〕普查了一些植物

,

结果发

现甘薯
、

菊芋
、

甜菜
、

甘露子 ( 8必动笋
吕妇如“ 动

、

大豆
、

玉米
、

番茄及茄子的叶片均有块茎形成

物质
。

所有这些植物的两种萃取液均有不同

程度的活性
。

4 结语

马铃薯块茎形成过程是由其叶片中的块

茎形成物质— 块茎酮酸转移到地下甸旬枝

开始的
。

块茎酮酸是个抑制剂
,

可抑制赤霉素

的作用
,

阻止细胞长轴方 向的伸长
,

使块根或

甸旬枝停止伸长
,

同时诱导细胞分裂素的生

成
,

从而促进细胞分裂致使块茎膨大
,

最后 由

A B A 诱导休眠而终止其二次生长
。

因此
,

块

茎酮酸 在块 茎中对内源植物激 素起调控 作

用
,

导致块茎膨大
。

此外
,

我们分离到的月光花素甲也有促

进马铃薯和甘 薯块茎 (根 ) 形 成
、

膨 大 的作

用比
` 6〕

。

5 0 年代用月光花嫁接到甘薯上后其

块根迅速膨大
,

显示月光花叶片中可能含有

块茎膨大物 质
,

结果从 月光花叶中分离 出一

种强活性物质月光花素甲 ( ca lon yc t ni A )
。

经

结构测定
,

它是 由 1 1
一

轻基 l 4( 或 1 6) 烷酸和

牵牛子酸 甲 n( ili c
ac id) 与四个鼠李糖所组成

的糖昔叫
,

它也和茉莉酮酸类物质一样能促

进马铃薯和甘薯块茎 (根 ) 的分化形成以及后

期快速膨大 仁`
,

2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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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生长发育的化学控制 》一书读后

周 燮 (南京农业大学
,

南京 : 1。 09 5 )

高等绿色植物的生长发育不仅需要温
、

光
、

水
、

肥
、

气等环境条件
,

而且还受体内的多

种微量高效的生理活性物质— 植物激素的

调节
。

用这些激素及具有类似效能的其它化

学物质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基因的表

达
、

突破环境条件的限制
、

提高植物的产量和

品质
。

有关这方面的理论和技术引起研究者

的广泛关注并取得一定的进展
。

有一些国家

还将植物的化学控制列为优先启动的开发项

目
。

9 0 年代以来
,

我国使用赤霉素
、

缩节安
、

多效哇和乙烯利等调节剂的覆盖面 已达每年

两亿亩之多
,

取得 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

前景方兴未艾
。

然而
,

长期 以来在我 国却缺乏一部适合

于我国实情的植物化学调控原理和技术的专

著
。

潘瑞炽教授和他的助手李玲女士合写的

《植物生长发育的化学控制 》一书应运而生
,

已于 19 9 5 年秋问世
。

这部专著立论于近 30

年来我国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
。

全书篇幅适

中 (约 2 0 万字 )
,

图文并茂
,

收 集文献 多达

3 0 0 余篇 (其 中只有数篇来 自国外 )
。

从历史

上看
,

我国用于开发研 究的植物生长调 节剂

几乎全都引自国外
,

曾先后经历了生搬硬用
、

洋为中用
,

以及植根于我国生产实际
、

面 向农

技市场的需求等阶段
。

为了使读者易于学习

和查用
,

书中侧重 引用了国内资料
,

并都注明

出处
,

成为本书的特色之一
。

全书的体系与编排合理
。

第一章概述 31

种我国常用的调节剂
,

并把它们分为生长促

进剂
、

生长抑制剂和生长延缓剂三大类
。

尽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