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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 1 年生紫油厚朴( Magnolia officinalis) 为试验材料，采用盆栽试验，设置了多功能型、钠盐型、钾盐型 3 类保水剂处

理和空白对照，分别进行干旱和不干旱处理，研究紫油厚朴幼苗抗氧化酶活性、膜脂过氧化程度和次生代谢产物对干旱胁

迫的响应． 结果表明: 干旱胁迫下，丙二醛( MDA) 和超氧阴离子( O－·
2 ) 含量在 4 组处理中均显著增强( P ＜ 0． 05) ，过氧化氢

( H2O2 ) 含量和过氧化氢酶( CAT) 、过氧化物酶( POD) 、超氧化物岐化酶( SOD) 和抗坏血酸过氧化物酶( APX) 4 种抗氧化酶

的活性均增加，且均在空白对照和钠盐型保水剂组中分别达到显著差异水平( P ＜ 0． 05) ; 可溶性蛋白、脯氨酸和可溶性糖的

积累量在干旱胁迫下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P ＜ 0． 05 ) ; 次生代谢产物———厚朴酚与和厚朴酚的积累量均有不同程度的上

升，二者在钠盐型保水剂组中未增加，而在钾盐型保水剂组显著增加． 综上所述，钾盐和多功能型保水剂处理在厚朴幼苗受

到干旱胁迫时渗透调节物质积累增多，抗氧化酶活性提高，膜脂过氧化程度减轻，叶片的抗旱性增强; 更重要的是适度干旱

和适量钾肥有利于主要药效成分厚朴酚与和厚朴酚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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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super absorbent polymer ( SAP) on physiology of Magnolia officinalis，3 types of SAPs，inclu-
ding sodium ( Na) ，potassium ( K) and multifunctional ( X) were added to one-year-old seedlings，and changes in antioxidant
enzyme activities，lipid peroxida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osmoregulation substances in both drougt ( D) and regularly irrigated
groups were recorded． Ｒesults showed that contents of malondialdehyde ( MDA) and O －·

2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4 drought groups
( P ＜ 0． 05) ． H2O2 and all enzymes including catalase ( CAT) ，peroxidase ( POD) ，superoxide dismutase ( SOD) and ascorbate
peroxidase ( APX) in leave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groups of control under drought ( N + D) and Na-SAP under drought ( Na +
D) ． Accumulations of soluble protein，proline and soluble sugar all increased under drought stress ( P ＜ 0． 05) ． Under drought
stress，magnolol and honokiol levels elevated to some extent except staying the same in group Na + D，however，their levels in-
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groups of K + D． In conclusion，both K-and X-SAPs ameliorated drought stress for M． officinalis seedlings in
terms of accumulated osmoregulation substances，enhanced activities of antioxidant enzymes，and mitigated membrane lipid peroxi-
dation． More importantly，the main medicinal componds，magnolol and honokiol increased when K-SAP was applied．
Key words: drought stress; super absorbent polymer; Magnolia officinalis; antioxidant enzyme; physiological index; secondary me-
tabol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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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水剂又称为超强吸水剂，是一种强亲水性基团适度交联形成的具有松散网络结构的新型功能高分

子材料． 其既不溶于水也难溶于有机溶剂，能在短时间内吸收自身质量几百倍的水，并具有良好的保水性

能［1 － 4］． 随着保水剂应用的拓展，种类已越来越多，主要包括淀粉系列［1］、纤维素系列［2 － 4］及合成聚合物系

列． 前两类是以淀粉或纤维素为底物，接枝共聚亲水性或水解后有亲水性的单体，具有低成本、废物资源

化、易被降解的潜力［5］． 尤其纤维素类来源广泛，是具有广阔开发前景的环境友好型保水材料． 合成聚合

物类多直接由丙烯酸盐交联制得，虽然其反应简单易得且吸水率高，但试剂残留、危害健康、不宜被降解等

缺点，限制了这类保水剂的应用及研发［6 － 7］． 在干旱半干旱地区，种子萌发或育苗［8 － 9］时施用适量的保水

剂，不仅提高了种苗的萌发率和成活率，提高农作物如棉花［10］、马铃薯［11］、西瓜［12］、花生［13］的产量和品

质，对土壤沙化的治理和防护也具有显著效果［10］，但对乔木的应用还比较有限．
厚朴( Magnolia officinalis Ｒehd． et Wils． ) 为木兰科木兰属乔木，是我国特有的珍稀保护植物和珍贵中

药材，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和二级保护中药材［14 － 15］． 厚朴以树皮为药材，主要药效成分为和厚朴酚与

厚朴酚，具有抗过敏、抗抑郁、抑制酶活性、抗凝血、降胆固醇、降血压，抗菌消炎、抗肿瘤、抗焦虑［16 － 23］等作

用． 传统厚朴中药以野生资源为主，由于市场供不应求，许多产区无皮可产、无花可收［15］． 若能在干旱半干

旱地区推广种植提高产量，将有效缓解供求紧张． 但厚朴主要生长于较湿润地区，如何在保证品质的情况

下适应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生长条件亟待解决． 为此，保水剂作为土壤微环境的改良剂，为资源开发研究者

提供了方向．
本试验以恩施道地药材紫油厚朴为材料，通过盆栽试验对 1 年生幼苗进行干旱胁迫处理，测定其各项

生理指标及次生代谢产物积累量，研究在干旱胁迫下保水剂对其生理及品质的影响，为推广厚朴种植及提

高品质提供理论指导．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本试验所用的 1 年生紫油厚朴幼苗均由湖北省农科院中药材研究所华中药用植物园( 湖北恩施市新

塘乡长岭岗) 提供． 栽培基质为湖北民族学院后山的黄沙土，除去大块杂质后过 20 目筛，通风晾干． 钠盐

型和钾盐型保水剂购自广东省中山市恒广源吸水材料有限公司，为白色颗粒; 复合多功能型保水剂购于山

东省东营市华业新材料有限公司，粉末状． 其他试剂为国药标准．

1． 2 材料栽培与处理

1． 2． 1 处理设置 试验共设置 8 个处理: ( 1 ) 不添加保水剂且供水处理，记为处理 N; ( 2 ) 不添加保水剂

但干旱处理，记为处理( N + D) ; ( 3) 钠盐型保水剂和供水处理，记为处理 Na; ( 4 ) 钠盐型保水剂但干旱处

理，记为处理( Na + D) ; ( 5) 钾盐型保水剂和供水处理，记为处理 K; ( 6) 钾盐型保水剂但干旱处理，记为处

理( K + D) ; ( 7) 多功能型保水剂和供水处理，记为处理 X; ( 8 ) 多功能型保水剂但干旱处理，记为处理

( X + D) ． 每处理 3 个重复，即 3 株幼苗，共 72 株幼苗．
1． 2． 2 材料栽培 按 0． 4∶ 1 000( 保水剂与黄沙土的干物质质量比) 加入保水剂，即每盆装入约 2 kg 干

燥的黄沙土基质和 0． 8 g 的保水剂，处理 N 和 N + D 除外． 选取高矮、茎杆粗细一致的幼苗直立于盆中，保

水剂置于幼苗根部，覆上黄沙土． 每盆 1 株幼苗． 移栽后用 Hoagland 完全营养液［24］浇透基质，每隔 3 ～ 5 d
浇一次营养液，保证幼苗的正常生长．
1． 2． 3 干旱胁迫处理 待幼苗生长状态稳定，约 20 d 后对干旱处理组进行干旱胁迫． 用塑料袋套住幼

苗，花盆基部密封，防止土壤水分受自然蒸发及降雨的影响． 干旱胁迫处理组在干旱胁迫期间停止营养液

补给． 叶片出现萎蔫时即取样测定各项生理指标．

1． 3 生理指标及次生代谢产物测定

1． 3． 1 抗氧化酶系活性及生理指标测定 取样: 当干旱胁迫处理组出现萎蔫的叶片时，选取顶端往下第

3 ～ 4片叶片，置于冰上带回实验室． 用纯水洗去尘土并用滤纸擦净，用清洁的剪刀迅速剪碎，称取适量置于

冰浴预冷的研钵中，再加入适量石英砂和 pH 7． 8 的磷酸缓冲液． 研碎后转移到离心管中，在 4 ℃ 5 000
r·min －1离心 15 min，取上层清液测定各项生理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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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氧化氢酶( catalase，CAT) 、过氧化物酶( peroxidase，POD) 、超氧化物岐化酶(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和抗坏血酸过氧化物酶( ascorbate peroxidase，APX) 的活性测定采用经典比色法［25 － 26］; 可溶性蛋白

含量测定采用考马斯亮蓝 G-250 比色法［25 － 26］; 可溶性糖含量测定采用苯酚硫酸法［27］; 脯氨酸含量测定采

用磺基水杨酸法［26］; 丙二醛( malondialdehyde，MDA) 含量测量采用硫代巴比妥酸法( TBA 法) ［26］; 超氧阴

离子( O－·
2 ) 含量测定采用 Wang［28］的方法; 过氧化氢( H2O2 ) 含量测定采用二甲酚橙显色法［29］． 光密度( D)

均由 TU-1901 双光束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测定．
1． 3． 2 厚朴酚与和厚朴酚含量的测定 取样: 待上述各项生理指标测量完毕，取各处理组的幼苗 3 棵，剥

离茎皮，置于 60 ℃烘箱中烘干，粉碎，装入自封袋，室温保存于干燥皿中，待测．
制样: 称取 0． 20 g 茎皮干粉末置于具塞试管中，加入甲醇 25 mL，摇匀密塞，浸渍 24 h; 滤过，量取滤液

5 mL，定容至 25 mL，摇匀，吸取上述溶液 20 μL，过 0． 45 μm 膜，取 10 μL 进行高效液相色谱( 杭州赛析科

技有限公司) 分析．
标准曲线: 分别称取 10 mg 厚朴酚与和厚朴酚标准品，用甲醇溶解并定容至 10 mL，即 1 mg·mL －1的

标准溶液，再用甲醇依次稀释至 20、40、60、80 和 100 μg·mL －1的标准溶液，进样 10 μL，得厚朴酚标准曲

线方程: y = 3872x － 1649，Ｒ2 = 0． 9998; 和厚朴酚的标准曲线方程: y = 6897x － 1162，Ｒ2 = 0． 9998． 根据标准

曲线计算出茎皮的厚朴酚与和厚朴酚的含量．
HPLC 的条件［30 － 31］: 色谱柱 Lichrospher C18 ( 250 mm ×4． 6 mm，5 μm) 购自江苏汉邦科技有限公司，

流动相为甲醇—水( 78∶ 22) ，流速设为 1 mL·min －1，检测波长 294 nm，柱温设为 23 ℃ ．

1． 4 数据处理

所有数据用 SPSS 17． 0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保水剂对干旱胁迫下膜脂过氧化作用的影响

由图 1 可见，4 类保水剂干旱胁迫组的 MDA 含量均显著上升( P ＜ 0． 05) ，其中 N + D 和 Na + D 组是

其供水对照组的 3 倍多． 其次，K 和 X 供水和干旱处理组的 MDA 含量均低于 N 和 Na 组对应处理组． O －·
2

在 Na 组含量最高，分别是 N、K、X 组的 2． 33、4． 03、2． 87 倍; 干旱处理时，Na + D 组中 O－·
2 含量仍最高，分

别是 N + D、K + D、X + D 组的 1． 79、3． 14、2． 83 倍，但 Na 与 N + D 组无差异( 图 1) ． H2O2 含量在 Na 组与

N、K、X 组之间达到了显著差异水平( P ＜ 0． 05) ，而 N、K、X 组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 N + D 组与 Na + D、
K + D和 X + D 组之间，Na + D 与 K + D 和 X + D 组之间均达到显著差异水平( P ＜ 0． 05) ． 干旱胁迫下，K 和

X 组 H2O2 的含量均不受影响．

2． 2 干旱胁迫下 3 种保水剂对 4 种抗氧化酶活性的影响

由图 2 可见，干旱处理各组 CAT、POD、SOD 和 APX 4 种酶的活性均显著高于对照组，K 和 K + D 组的

SOD 含量除 外． 其 中 CAT、POD 和 SOD 活 性 较 高，N + D 和 Na + D 组 显 著 高 于 K + D 和 X + D 组

( P ＜ 0． 05) ，干旱胁迫下 4 种抗氧化酶活性在 N + D 和 Na + D 组较高，且 POD 的活性尤其高，在 N + D 和

Na + D 组中分别高达 1 428． 5 和 1 744． 2 U·g －1，在 K + D 和 X + D 组也高达 1 000 U·g －1 ． 抗氧化酶在植

物中起清除膜脂过氧化作用产生的自由基的作用． 在干旱胁迫下，抗氧化酶活性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说

明紫油厚朴在干旱胁迫下启动了自身的应急反应体系，来抵抗干旱引起的自由基的积累，减少对自身的伤

害． 试验结果表明，干旱胁迫下，各组中酶活性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起到了调节作用．

2． 3 干旱胁迫下保水剂对渗透调节物质的影响

由图 3 可见，可溶性蛋白和脯氨酸含量在对照及钠盐型保水剂组中较高，且 N 和 Na 组分别与 K 和 X
组、N + D 和 Na + D 组分别与 K + D 和 X + D 组达到显著差异水平( P ＜ 0． 05) ． 无论厚朴幼苗是否受到干

旱胁迫，可溶性糖的含量在钾盐型保水剂组中的含量始终最高，且 K 和 K + D 组分别与其它对应的各组之

间具有显著差异( P ＜ 0． 05) ，这可能是由于钾离子有利于叶绿素的合成，增强了钾盐型保水剂组中厚朴幼

苗的光合作用效率，使其可溶性糖的含量高． 但干旱胁迫组中可溶性糖含量整体高于对照组． 由此说明，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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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干旱胁迫有利于厚朴中可溶性蛋白、脯氨酸等渗透调节类物质的积累，降低植物体内外的渗透压差，

从而减少水分从植物体内散失，增强其抗旱性．

图中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P ＜ 0． 05) ．

图 1 干旱胁迫下 3 种保水剂对紫油厚朴叶片中 MDA，O －·
2 ，H2O2的影响

Fig． 1 Effects of 3 types of SAPs on MDA，O －·
2 ，H2O2 levels in M． officinalis leaves under drought stress

图中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P ＜ 0． 05) ．

图 2 干旱胁迫下 3 种保水剂对紫油厚朴叶片中 4 种抗氧化酶活性的影响
Fig． 2 Effects of 3 types of SAPs on antioxidant enzyme activities of M． officinalis leaves under drought stress

2． 4 干旱胁迫下保水剂对厚朴酚与和厚朴酚含量的影响

由图 4 可见，幼苗树皮中厚朴酚与和厚朴酚的含量在干旱胁迫时明显上升． 厚朴酚在 N 与 N + D 组、
K 与 K + D 组中分别出现显著差异( P ＜ 0． 05) ; 而和厚朴酚在除了钠盐型保水剂组外的其他 3 组中分别达

到显著差异水平( P ＜ 0． 05) ，且在未干旱胁迫条件下，各组中和厚朴酚的含量也有明显的差别，K 组中和

厚朴酚的含量最高． 在干旱胁迫下，K + D 组中和厚朴酚的含量比 K 组增加了 0． 75 倍，是 N + D 组的 1． 41
倍; N + D 比 N 组增加了 0． 4 倍，X + D 比 X 组增加了 0． 31 倍，而 Na 组只增加了 0． 04 倍． 通过比较发现，

钾盐型保水剂处理中二者的积累量均较高，说明适度的 K + 和干旱更利于厚朴酚与和厚朴酚的积累．

3 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本试验厚朴幼苗的各项生理指标在钾盐型和多功能型保水剂组中均表现良好，说明当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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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干旱胁迫时，这两种保水剂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缓解作用，延长了厚朴正常生长发育的时间，这与

Shi et al［32］的研究结果一致． 钠盐型保水剂中某些指标如 MDA、O－·
2 、H2O2，甚至比干旱对照组的数值更高，

说明钠盐型受到更严重的干旱胁迫． 一方面说明干旱胁迫和 Na + 是阻碍厚朴幼苗正常生长的因素，厚朴可

能不适合在严重缺水和 Na + 含量高的土壤环境中生存; 另一方面，钠盐型保水剂组中某些生理指标偏高，

可能由于厚朴幼苗受到水分和 Na + 的双重胁迫所致，由此证明钠盐型保水剂组中 Na + 的胁迫作用已超过

其作为保水剂的作用．

图中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P ＜ 0． 05) ．
图 3 干旱胁迫下 3 种不同保水剂对紫油厚朴叶片中渗透调节物质的影响

Fig． 3 Effect of 3 types of SAPs on osmo regulation substances in M． officinalis leaves under drought stress

图中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P ＜ 0． 05) ．

图 4 干旱胁迫下 3 种不同保水剂对紫油厚朴树皮中厚朴酚及和厚朴酚含量的影响
Fig． 4 Effect of 3 types of SAPs on magnolol and honokiol levels in M． officinalis bark under drought stress

在干旱胁迫下，4 种抗氧化酶的活性、脯氨酸、可溶性糖和游离脯氨酸的含量均呈上升趋势，与前

人［33 － 35］的研究结果一致． 且 4 种酶中 POD 的活性高，尤其在钠盐型保水剂组中高达 1 744． 2 U·g －1 ． 植

物性酶因较高的生物活性且对环境友好，是传统化学物理方法为主的农残检测的良好替代物［36 － 37］． 因此

厚朴的叶片也可以作为植物酶的来源之一，但其结构及理化特性还未见报道，若要开发利用需对其结构及

理化性质进行深入研究．
通过 HPLC 对厚朴酚与和厚朴酚的分析可知二者在钾盐型保水剂组中积累量较高，尤其是和厚朴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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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二者的结果比较一致，二者可能存在类似的生物合成途径，但合成机理需进一步地深入研究． Aninbon
et al［38］的研究发现干旱胁迫下酚类成分在植物叶片和茎中的含量会增加，这与本研究中厚朴酚与和厚朴

酚在干旱胁迫组中含量高的结果一致． Nichols et al［39］的研究结果显示酚类物质的积累有助于提高种间杂

交白车轴草的抗旱性． 但本试验厚朴幼苗的抗旱性可能是保水剂或酚类物质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原因需

进一步试验证明．
干旱是阻碍农林发展的重要环境影响因子之一． 现已证实植物抗旱性是多个基因共同控制的综合性

状，难以确定主效基因，且不同种类植物的抗性基因存在着差异，因此通过分子技术改善植物抗旱性仍面

临着巨大的挑战［40 － 41］． 保水剂通过改善土壤理化性质为植物提供利于生长的微环境，同时适度干旱有利

于次生代谢产物的积累，如紫油厚朴中厚朴酚与和厚朴酚的积累． 基于本试验结果，可考虑推广紫油厚朴

种植，防风固沙的同时收获厚朴中药材，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巨大的经济开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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