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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叶水稻叶内丙二醛测定中花青素干扰的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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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以紫叶水稻 ‘IR1552’ 为材料，对经典的双组分分光光度法进行改进。结果表明，这种改进了的方法能有效去除紫
叶稻内中花青素的干扰而又不影响丙二醛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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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组分分光光度法由于简便易行且测定结果

较准确而成为测定植物组织中丙二醛(malondialde-

hyde，MDA)含量的经典方法。但我们应用此法

测定紫叶水稻(Oryza sativa O. glaberrima)‘IR1552’

叶中 M D A 含量时，由于受花青素干扰，结果出

现几十倍的偏差。水稻 ‘IR1552’ 的叶片、叶鞘、

叶环、茎节和稃尖均含有大量花青素，因而外观

呈现为紫色，来源于国际水稻所。花青素的吸收

峰位于530 nm (张志良1990)，与MDA吸收峰532

nm 很接近，其对 ‘IR1552’ 叶中 MDA 含量测定的

影响极大。为此，我们在经典的双组分分光光度

法基础上，对如何排除紫叶水稻 ‘IR1552’ 叶中花

青素干扰而又不影响 MDA 含量测定的方法进行了

探 讨 。

材料与方法

1  材料

实验材料为紫叶水稻(Oryza sativa O. glaber-

rima)品种 ‘IR1552’，以水稻(O. sativa L.)早籼品

种 ‘ 特优 63’ 为对照。

2  方法

2.1  材料的速冻  于分化盛期取顶部向下第2完全

展开叶，准确称取 1 g 剪碎的叶片，用液氮速冻

后备用。

2.2  花青素的提取  将速冻后的材料置于烧杯中，

杯中加入30 mL的95%乙醇和1.0 mol·L-1  HCl (85:

15)混合液，杯口蒙以透明纸以防水分蒸发，置

于室温下分别浸泡 12、24 和 36 h，过滤，留取

叶片残渣。

2.3  MDA的提取和显色  参照赵世杰等(1994)的方

法，从上述叶片残渣中提取 M D A ，用经典的双

组分分光光度法测定。

3  数据处理

实验设3个重复，采用SPSS 12.0 进行数据

处理及分析。

结果与讨论

1  液氮速冻处理对MDA 含量的影响

如表1所示，作为对照的水稻品种 ‘ 特优 63’

经液氮速冻后再用95%乙醇和 1.0 mol·L-1 HCl浸

泡 12、24 和 36 h 与经典的双组分分光光度法测

定的 M D A 含量无显著差异，而未经液氮速冻的

MDA 含量显著高于经典双组分分光光度法测定的

值 。

2  不同浸泡时间对MDA 含量的影响

如表1 所示，液氮处理后用乙醇和 HCl 混合

液浸泡 12、24 和 36 h 后测得水稻品种 ‘ 特优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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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MDA含量与经典双组分分光光度法测定值无显

著差异(P<0.05)，表明这样的处理方法对叶片中

M D A 含量无明显影响。而对紫叶水稻品种

‘IR1552’ 来说，浸泡12 h的受花青素的影响明显

减少，测得 M D A 含量由双组分分光光度法的

78.89 mmol·g-1 (FW)降为23.78  mmol·g-1 (FW)，说

明该法能有效去除花青素的干扰。浸泡 24 h 的

MDA测定值已经比较恒定，为4.23 mmol·g-1 (FW);

继续浸泡到36 h的 MDA测定值不再显著下降，这

显示浸泡24 h是比较合适的时间，基本上可排除

花青素的影响。

从上可以得出 2 个结论：

(1)未经液氮速冻处理直接用乙醇和HCl混合

液浸泡而测得的 MDA 含量显著高于经典双组分分

光光度法测定的值，其原因可能是叶片在乙醇和

HCl 浸泡时离体成活了一段时间，并且产生一定

量的 M D A，以致总 M D A 含量增加。因此我们认

为，在提取花青素之前叶片进行速冻是必要的。

(2)材料经液氮速冻后，再用乙醇和HCl混合

液浸泡24 h的效果最好，基本上可以排除花青素

的干扰，且不影响 M D A 含量。从作为对照的水

稻品种 ‘ 特优 63’ 叶中 MDA 含量来看，改进了的

方法也适用于其它水稻品种叶中 M D A 含量的测

定。此法缺点是实验步骤稍微复杂了一些，实验

时间也长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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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液氮处理和不同浸泡时间对水稻叶中MDA含量的影响

                   
 双组分分光光度法测得MDA

　           改良的方法测得MDA含量/mmol·g-1 (FW) 　

        水稻品种

　       
        含量/ mmol·g-1 (FW)

               浸泡时间/h                 未经液氮处理                 液氮处理

‘ 特优 63’   3.78±0.13a 12   4.23±0.84b   3.82±0.12a

24   4.15±0.95c   3.84±0.09a

36   4.13±0.94c   3.81±0.11a

‘IR1552’ 78.89±4.78g 12 25.78±1.24f 23.78±2.35g

24   6.36±0.99d   4.23±0.14b

  36   6.29±0.97d   4.19±0.23bc

      表中的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