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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化水对玉米种子萌发和

幼苗生长的生理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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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用磁化水 8 0 oG S
、

8 o 10G S和2 40 oG S处理玉米种子
,

能促进种子的吸胀 作用和发芽

率多 对种子的胚芽
、

胚根的生长速度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

同时经磁化水处理后
, 种子

中淀粉酶活性和呼吸强度均有提高
。

用磁化水培育幼苗
,

叶片中叶绿素含量
、

苗系和根

系干物质积累也均有增加
。

磁化水在农业生产
、

工业和医学上已有应用
。

据国内外报导对水稻
、

小麦
、

玉米
、

棉花和蔬菜等许多作物都有不同程度的增产效应
: :主大 田生产中

,

经磁化水处理后
,

作

物出苗快
,
苗壮

,
叶色深

,

营养生长旺盛
, 籽粒干重增加等 川

“̀ (` ’ ; 庄生理 生 化 方

面 ,
磁化水能增产的效应是能提高酶的活性

,

增强呼吸强度
,

促进核酸合成
,

提高光合

作用 ,
为作物产量形成奠定了基础 川

“ ’ ` 5 ) `日’ 。

但对其机理尚在探 讨中
。

为了探索磁

化水对作物生长发育及其生理生化变化的影响
,

我们用不同磁场强度叼 磁化 水处 理玉

米
, 进行了种子萌发

、

生长速度
、

有关酶活性
、

呼吸强度
、

光合色素和干物质积累等方

面的研究工作
。

一
、

材料和方法

供试品种
“
陕单九号

” 玉米种子
。

用永磁式磁水器 处 理水
,

分 别为 8 00
、

1 8 0 0
、

2 4 0 0高斯 (下称 G )S
, 两次切割 , 用未处理的水作为对照

。

将供试种子分别用上述不同场强的磁化水浸种 8 小时
, 然后将试验分为两组进行

:

一组为种子萌发试验
, 将种子置于培养皿中培养

,

葫发 4 一 5 天进行测定 ; 另一组作为

盆栽试验
,

待苗生长至 25 天时
, 取样测定

。

各组试验温度均在 2 6一 27 ℃ 条 件下进行
。

在试验期间
,

均以相应的磁化水浇灌
。

晦和叶绿素含量阴测定用分光光度法 ; 呼吸强度

用化学滴定法 , 干重用重量法
。

本文蒙王韶唐教授
、

张君常
、

汪沛林付教授审阅
。

孙群同志协助部分技术
一

工作
,

特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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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试验结果

1
.

磁化水对种子吸胀和发芽的影响

萌发试验一用 8。。
、

8 00 1
、

2 4。。 G S的磁化水和未经处理的水
, 分别浸种 8 小时

、

24

小时
。

实验表明
夕

处理组种子吸水速率均比对照组增快
; 种子发芽势 提高 ( 见 表 1

、

2 )
。

表 1 磁 化水对种子吸胀的影响

浸种 8 小时吸 {相对百分 比 )浸种
2 4小时吸

处理

项 目 种子风干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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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磁化水对玉米种子发芽势的影响
.

处 理 { 对 照 }
8 0 O G S 1 8 0 0 G S 2 4 0 0 G S

发芽势 ( % )

.

浸种 8 小时

!

盆栽试验一在进行种子发芽试验的同时
,

我们又进行了盆栽试验
。

播种前各处理组

用磁化水浸种 8 小时
,

种植在盆中并以磁化水浇灌
夕
以未处理水作为对照

,

盆内水势均

维持 一 1 巴
。

试验表明
,

不 同高斯则磁化水对玉米种子发芽有显著促进作用 (见表 3 )
。

播种后第三天 1 8 0 0 G S处理组中 27 %的种子胚芽鞘突出表土
,

而对照组盆 内 没有一个胚

芽鞘突出表土
。

五天后
,

对照组出土的为 2 7 %
, 8 。。G S为73 %

, 1 8 o 0 G S为 84
.

6 %
, 2 4。。

G S为 6 1
.

5 %

表 3 磁化水对盆栽玉米种子萌发的影响
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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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后第五天 {
1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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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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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栽每处理组 13 盆
,

侮盆 4 株总株数 5 2株

2
.

磁化水对玉米萌发种子生长速度的影响

通过室 内实验观察表明
,

经过处理的种子
,

其芽和根的生长量与对照组相比都有增

长
,
但对发根数 目没有影响

。

由表 4 可 以看出
,
各处理组与对照组相比均 有 极 显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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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

而处理组之间无明显差异

表 4 不同 G S磁化水处理
,

芽和根生长量 ( 厘米 ) 的新复极差测验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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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化水对玉米萌发种子淀粉酶活性的影晌

用磁化水浸种 2 4小时
夕

当种子葫发 4 一 5 天时分别测定其淀粉酶活性
。

实验证明
,

经磁化水处理后的种 子
,

其 a
一淀粉酶活性显著增高

。

如第五天的萌发种子
, 8 00 G 5

、

1 8 OOG S
、

2崖O e G S处理组的测定值
,

分别比对照组高出 8 0%
、

I C6 %
、

17 3 % (见 表 5 )
。

表 5 磁化水对
a
一淀粉酶活性的影晌

a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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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化水对玉米萌发种子呼吸强度的影响

用磁化水处理后
,

当种子萌发至第五天时
,

分别测定各组萌发种子的呼吸强度
, `

七

验表明各处理组的呼吸强度均比对照组高 (见表 6 )
。

表 6 磁化水对玉米萌发种子呼吸强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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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磁化水处理对玉米叶片光合色素的影响

采用磁化水浸种并浇灌的盆栽玉米植株
,

分别测定各处理组和对照组玉米叶片叶绿

素含量
。

由实验结果可看出
,

各处理组植株叶片叶绿素含量均有增加
。

与对照相比
, 其

80 GG S叶绿素 偿
、

量 净增 17
.

1 %
、

1 8 OOG S为 21
.

鉴
、

别洲 G S为 2 3
.

4%
,

叶绿素 a 和 b相应

增加 (见表 7 )
。

表 7 磁化水对玉米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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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每处理组 12 株

6
.

磁化水对玉米幼苗干物质积累的影响

①种子萌发期实验 :
取不同磁化水处理后萌发五天的种子

,

剥去剩余胚乳 , 测定其

芽和根的干重
。

实验结果表明
,

凡经处理灼芽和根的干重都有所增加 (见表 8 )
,

说明

处理种子中胚乳贮藏养分转化较快
,

有利于芽和根的生长形态建成
。

表 8 磁化水对发芽种子芽和根干重增长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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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每处理组为切粒种子
,

重复 4 次
。

表 9 磁化水对玉米幼苗干物质积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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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每处理组 12 株

②盆栽实验 : 取 8。。G S
、

1 8 0 0 G S
、

2 4。。G S处理组和对照组栽培 25 天的 玉米幼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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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地
_ _

仁部和地下部分别烘干称重
。

实验证明
,

经磁化水处理组
,

其地上
、

地下干重增加

量均比对照组高 ( 见表 g )
。

三
、

讨 论

根据我们的试验
,

水经过磁场处理后
,

用于浸种或培育植株
,

都能不同程度的影响

植株内部的生理生化过程
。

由以上试验结果看出
,

经处理的玉米种子吸胀作用较快
,

渗透作用加强
,

有利于细

胞吸水
,

发芽快
,

出苗早
。

处理后的玉米种子在萌发过程中 , a
一淀粉酶活 性均比对照

组高
,

促进贮藏淀粉的转化
; 同时荫 发种子的呼吸强度

,

各处理组都 比对照组增高
,

因

而加速 了物质转化
,

提供了幼苗生长的生理生化基础 , 由试验表明
,

各处理组种子荫发

过程中
,

根和芽 !lf{J 生长量都 比对照组高
。

从盆栽试验 也可看出
,

用不 同高斯的磁化水分别 浇灌玉米幼苗
, 植株叶片叶绿素含

量增加
,

幼苗 (地上部和地下部 ) 干物质积累量均显著提高
。

表明磁化水能促进植物的

光合作用
。

据报导
,

磁化水能提高光合作用的原因是 叶绿素含量增加
, 使光合 作 用增

强 ; 另一方面是磁场能使水 电离产生质子 ( H
+

)
,

生成 N A D P H
,

电离 释放出的电子
,

供给叶绿素
,

促进 A T脚勺形成
。

所以磁化水在光合作用中可能直接参与 光 化学 反应
,

提供质子和 电子
, 促进同化力 ( N A D P H和 A r P ) 的形成

,

增加 同化产物
,

为植株产

量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 川
、 “ , ` ” , 。

各种作物适宜的磁 化水的磁场强度不同
“ ) `“ ’ 。

根 据 我 们 心 各 项试验可看出
,

80 OG S
、

1 8 。。G S
、

2 4 。。G S三种强度对玉米种子或幼苗的生理过程 都有不 同 程 度的影

响 , 但以 1 8〕〔G S效果较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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