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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青海沙棘果实中抗环血酸的动态分布研究

杨海荣 王生新 苏锡晓
(中 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沙棘 (FrJPPop杨 er加″″oi拓‘L.)植物果实中抗坏血酸的积聚过程受多种因素 的

影响,其中主要的有生境类型 (TpoΦnMO:,1976),沙 棘植株的个体特性 (HKpoMO:a等 ,

1977)和沙棘果实的生长阶段 (B血hnc,1943;HoBpFoB等 ,1983)等,探索这些变化

因素与抗坏血酸积聚过程的内在联系,对于提高沙棘资源开发利用的经济效益是有重要

意义的。

一、不同生长期沙棘果实中抗坏血酸含量的动态变化

沙棘果实从花后期幼果形成到成熟并逐渐干缩的整个过程,抗坏血酸的积聚和含量

变化遵循着一定的生理规律。花后期刚形成的幼果中抗坏血酸含量很低 ,其后随着果实

的生长发育而逐渐升高,到 8月 中旬果实接近成熟时达到最高点,果实完全成熟后则开始

下降,到 9月 中下旬降到最低值,接着又缓慢上升 ,直到次年初果实完全干缩。造成后期

这种回升现象的原因,可能不在于植物体内代谢过程的特异性 ,而是由于果实在过熟期代

谢功能降低 ,果实中水分逐渐减少,果汁自然浓缩引起的。

表 1列 出了普通沙棘的分析结果 ,普通沙棘果
.实

在发育成熟阶段抗坏血酸较快的积

聚 ,达到最高值后又迅速降低。从果实形成到抗坏血酸达最高值大约需要-40天,从最高

值降到最低值约 30天 ,下降的速度大于升高的速度。如果以利用抗坏血酸为主要目的 ,

则采果的最佳期限约 30天 ,西宁地区约从 8月 10日 至 9月 10日 占鉴于沙棘果实采摘比

较困难 ,且易损伤植株 ,有的地区推迟采收期,等果实冻结后采用敲落的办法,虽然这时抗

坏血酸含量降低,但从全面考虑 ,这个方法仍然是可行的。   i

二、沙棘果实中抗坏血酸含量与植株垂直分布的关系

sabalitschka等 (1946)人 在 40年代研究欧洲不同地区沙棘果实中抗坏血酸的含量

时 ,发现生长在高山地区的沙棘果实中含抗坏血酸比海岸附近的高 6倍多,后来的研究者

也发现了类似的规律 (「」Ia3卩。Ba等 ,1984)。 青藏高原海拔高,地理和气候条件复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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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1 甘通沙辟果实在不同生长期抗坏血鲤含△的动裔变化
Table l  r)ynarnic variatioils 。f ascorbic 8cid in Ccneral
sca-buckt∶Lorll fruits during the whole grOw· irlg stages.

果实采柒时间

san】 pling date
果 实 的 形 态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fruits iil grow.ing stages

抗坏血酸含量 (毫克/lO0克 )

Content 。f ascorbic

acid(mg/lOOg)

1986年 .7月 8日
B July, 〗986

7月 23日
23 July

8月 4日
4 Aug.

lO月 6日
6 0ct.

II

14
月
N

:4日

球形,嫩绿 ,直 径 2毫米
sphefical, light grten,
diameter 2 Inn△

近似球形,嫩绿 ,直 径 3毫米

^.pproxin1atc sphcrical, lightgrcen, dialncter 3 ‘nln

扁球形,嫩绿,直径 5毫米
()blate, light grcen,
diamcter 5 mm

扁球形,嫩绿,接近成热 ,直径 7耄米
C9blate, light gfcen,:lea r
ripe, dianlctcr 7 :il:n

888.l

lO74.6

lO58.2

!325.7

1254.I

873,4

714.6

778.9

961.4

848.I

854,2

886.3

963,8

8月 !9日
I5A ug.

8月 26日
26 Aug. 黄色 ,已成热 ,百 拉互 12.3

Yellow,ripc,the weig
of lOO fruits 12,38

深女 ,表面有光泽
Deep.〗

`c11o lv·

, Itlst【 o li s

克
ht

9月 6日
6 sept.

9月 16日
】6 sept. 深黄,梢过热

^ little overripc,deep yellow

过热 ,果 拉饱满
ovcrripc, ffuits p1。 inp

I0月 !6日
16 ()ct. 个别果拉变软

Very few· fiuitB BofteIli:lg

lO月 29日
29 0ct. 个别果拉皱缩 ,多 数变软

A f● △·fruits shri:lking,
n】 ost fruits goftening

l果拉皱缩
1`3 fruits shrinki11g

l1月 27日
27 公Iov~ 多数果杖皱缩

Most Iruits shrinki:lg

1987年 1月 9日
9, J:n·  I987 果粒均干缩 ,果汁甚少

^ll iruits shrive11ing,very little ji△ ice

态环境相差悬殊 ,生长在这个地区的沙棘果实是否也有达样的规律 ,这是目前莲勃兴起的

沙棘食品工业迫切要求回答的问题。

在研究中,为了减少其他因素的干扰 ,鲜果样品在全长 90公里的大通河谷于 1986

年 10月 11日 1天内采集。在每一海拔高度的代表植株 ,采样方位和采样枝条的选择 ,尽

可能保持一致。

如表 2所示,普通沙棘果实中抗坏血酸含量与植株的垂直地理分布,在海拔 2290-

3120米的范围内成一近似的直线关系,即抗坏血酸随海拔升高而有规律的增加。

以上研究结果与青藏高原沙棘果实中抗坏血酸含量高于低海 拔 地 区 的 结 论 相 吻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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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生长在不曰无按白皮的奋Ⅱ沙0果实中抗坏血口的含△
Tabte 2  ·rhe c。 ntents °t ascofbic acid in 〈;eneral seabuckthorn

fruits gf0、vin.8. at d.iffcre:lt altit1Ide al)ove sea leve1.

样  品   号

sainple No.

海 拔 高 度 (来 )

^Ititude(m)

抗坏血酸含量(宅克 /IO0克 )

Contents of ascorbic

:cid(mg/lOOg)

885.5

1116.4

l‘ 66,9

1310.9

1351.2

I645.9

1907.1

2290

2320

2620

279o

2900

30zo

3120

三、沙棘植株个体差异对果实中抗坏血酸含量的影响

同一生境,同 一类型而不同植株的沙棘果实中,抗坏血酸的含量是否相同?为了回答

这个问题,我们选择了地理和气候条件差别较大的 2个沙棘灌丛生长地点一 门源县塔
.龙

滩和西宁市西山湾,以普通沙棘为代表进行对比研究。采样范围限定在沙棘灌丛中直

径 30米以内,采样和取样时保证样品的代表性和均匀性。

为了便于定最地比较 2个采样点样品的分析结果 ,在 表 3中 引人 了 以下几个 概

念:不同植株的果实中,抗坏血酸含星的测定值与各测定值的平均值之差称为偏离值 ;

偏离值的绝对值的算术平均值称平均偏离;偏离值占平均值的百分数为相对偏离;相对偏

离绝对值的算术平均值为平均相对偏离。偏离值和相对偏离值表示各个测定值之间彼此

接近的程度,平均偏离和平均相对偏离表示各个沙棘群落中植株之间总体差异的 大 小。

平均偏离或平均相对偏离越大 ,表明生长在同一地点的沙棘群落中,各个植株在抗坏血酸

积聚动力学方面所表现的个体差异就越大。门源县沙棘灌丛各植株果实中抗坏血酸含量

的平均偏离和平均相对偏离分别为 110.6和 9.2%,比 西宁的 14⒍ 8和 14.5%要小得多,即

门源县沙棘群落中各植株之间的个体差舁比西宁的个体差异小得多。

沙棘果实中抗坏血酸的积聚过程受外界环境各种影响因素的支配,在同一生长地区

的一定范围内,尽管宏观的生境条件是相同的 ,但局部的小环境却不尽相同,如周围其他

沙棘植株或其他植物的分布,光照情况,地貌 ,局部的土壤结构 ,土壤的养分,土壤的酸度,

土壤的水分和温度等。在选定代表植株和采样时,虽然有统一的标准 ,但有些条件很难精

确掌握,如代表植株的年龄 ,果枝的年龄 (HoBpyao:等 ,1983)等。以上诸因素的综合影

响,形成了各植株之间抗坏血酸积聚过程的个体差异。门源县塔龙滩是一个开阔的河滩

地 ,海拔 2660米 ,地面平坦 ,小环境条件差异较小,因此 ,不 同植株的果实中抗坏血酸含量

虽有差别 ,但相对而言彼此比较接近。西宁市西山湾则是一个畸呕不平的陡坡山地 ,海拔

2290米 ,小环境条件差异很大 ,因而不同植株抗坏血酸含量的变化范围也很大,最高值与

最低值相差竟达528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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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坏血敌含邑(t克 /lO0克 )

ContentB of ascorbic acid

(ing/I00g)

1069.4

1042,5

I289.4

】23I.5

761.4

1098.】

888.3

885.5

860.6

l+

】200.5

lO15.9

1373.o

1338.9

1112,3

1140,3

1014.】

1387.4

1I40.4

1】 79.8

ll16,3

-I84“

172,5

138,4

-88.2

-‘ 00

186,9

-60.1

-20.7

-81,2

55.3

28.4

275.3

217,4

-252.7

84,o

-】 2⒌ 8

-128.6

-1)3,5

146.8

偏  离  值

E)evintion

values

t3 门△县坫龙汗和西宁市西山i●不自扭性的IⅡ沙0果实中拉坏血△的含△
Table 3 The contents of ascorbic acid i:l CenOrBl sca-buckthorn ffuitB

fron1 diffe:eIlt plailtlets at △
·
81ongtan, MeIlyuan county an(l thc bay of

th.e west n10untai∶l, XlniIlg city.

植抹号

Plantlet

No.

平均值

^.vcrage
· l l门 源县 Mcnyuan count`.

··2 西宁市 Xining city.

相对偏离(%)
Re18tive

deviatio】 ls(%)

1
2
3
4
5
一

6
7
8
9

-15,4

14.4

11.5

-7.3

-5.o

15.6

-5.o

-1.7

-7.o

5.5

z.8

27.l

21,4

一回4,9

8,3

-12,4

-12.`

-15.1

9,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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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lM【ICAL STuDIEs ON PLANTs OF 1曰rPPOpff^EL.
II. △

·
hc R.cgularity o￡  Dynanhic Contribution of A.scorbic Acid in

sca●Buckthorn fruits

Y·ang Hairong   `Vang shcngxin   su Xixiao

(Wo`氵 乃么‘
'e‘

JP`召 :●。
' `勿

‘:J:″

`' 
°

` B;。
`og,’

, 彳 cc'o″ |c siヵ 比 c)

1′he contcnts of ascorbic acid.in sca-buckthorn fruits arc affected by ina11y  factors of

environIncnt, for instance, the typcs of habitat,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f plantlets and

the growing stagcs of thc rruits.  It is important to find the rclations betl″ cen the contents of

ascorbic acid and thc extcrnal influcnti31 factors for cxploitiilg ilatural resources of sca-buck-

thorn,

It has bccn confirnled that ascorbic acid in fruits increascs with thc rising of thc clcva-

ti()il iil a range from.2290 to 3120 tnetres abovc sea.levc1.

The definitc regularity of the changc of ascorbic acid in thc proccss。 f thc fruit groⅥ吨h
during thc scaso11s is establishcd..  △

·
hc maxiillunl coiltCnts of asCorbic acid occurs zlcar thc ri-

pcIling of thc fruits, but aftcrwards thc content decreascs rapidly,  It is also 。bservcd that

thc ascorbic acid incrcases sincc the overripening of the fruits.

The fruits from the same varicty of fff`p口

`乃

四C rhamaoidcs and growing in thc same ha-

bitat are various in accumu18tion of ascorbic acid anao11g differcilt plailtl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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