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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升温电导
—

鉴定小麦抗旱性的一种新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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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出了鉴定小麦抗早性的一种新方法—
一

连续升温电导法
。

用本方法在玉米
、

高粱

上作试验
,

也有同样结果
。

l 仪器组成及测定方法

1
,

飞 仪器组成

本套仪器由D D S
一

n A型 电导率仪及 D JS
一
1型电导 电极

、

电热磁力搅拌 器
、

X W D I
一
100

型记录仪
、

o ~ 5 0℃
, 5 0 ~ 2 0 0℃ 精 密温度计 (最小分度值0

.

1℃ ) 各 i 支
,

5 o 0 m l烧杯及杯

盖 (自制 )
、

磁子 等组成
。

1
.

2 连续升温电导 的测定方法

用信号线连接好电导率仪及记录仪
。

选取小麦等作物一定叶位的叶片约 5 9
,

用自来水洗

净叶面
,

再用蒸馏水冲洗两次
。

吸水纸吸干叶面浮水
,

称取4
.

09 样品
,

剪成 1 c m 左右 的叶

段
,

」

放入 盛有 35 o m l蒸馏水的烧杯 中
,

置真空干燥器内抽气10 分钟
,

使叶段下沉
。

取出后
,

将

烧杯放在电热磁力搅拌器上
,

盖上插有温度计 和电导电极的杯盖
。

打开搅拌器开关
,

调好转

速
,

记录初始温度
。

同步打开 电导率仪的测定开关及记录仪的记录开关
,

同时将电热磁力搅

拌器的温度调节开关打到二档
,

开始测定
。

为了能在记录纸上标出温度值
,

当温度计指示某一欲测值时
,

瞬 间关闭测定开关
,

然 后

又迅速打回到测量档
。

这样
,

曲线右侧就打出一条温度标记 线
。

标记线与曲线交点 的 横 座

标
,

就是该温度下的电导率 (S )
。

从实验结果看到
,

从起始温度到 50 ℃电导率变化 不大
,

因而在50 ℃以前每隔 5 ℃标记一次温度 (5 。℃过后立即拔下 。~ 50 ℃温度计以免损坏 )
,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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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
,

则每隔全℃标记一次
a

沸腾启煮沸
一

州分钟
,

顿)褥电导率极值
一

(义动
,

停机 奋
、

这样
,

_

就

得到一条横座标表示 电导率
,

纵座标表示温度的电导率随温度升高而增大的s一 t曲线 (见图

‘’
。

否吵畔害真期
叶性断噢缈

状
卿讲

有参量静
,

2 数据处理方法
由记录纸上得到的曲线可划分为两个增长区段

,

用

数学方法拟合成两个曲线方程石 前一段
一

即电导率变化较

小的O T 段成指数曲线 (见图 1 )
,

后一段即 T M段成米

氏曲线
。 -

一
’

一
-

一
设O T段曲线的方程为

:

S , 二 A e ‘,

(t簇 t T ) ( 1 )

其中
:

S 飞

—
O T 段曲线上的电导率 (卜6 / c m ) ;

A 一一常数
,

为 t = o ℃时的电导率
;

t
,

一一常数
,

表示温度每升高 1 ℃时
,

电导率
、

自然

这走

吸U 〕

一 9 5

~ 90

8 5

:

遥葬萝石
‘5

一
55

一
- 一

一匀
_

一
朽

_

_一 旬
_ _

_ 多5
一 - -

一 多O

对数的增值
,

b = d In S
I

d t
、 ’ 。

一一
- 一 2 弓

二
一

士铭

也令年 (” 0 2 ‘ , . ,

e 一

一 自然对数的底
, C = 2

.

7 182 8.
· ·

⋯ ; 。 :
‘

二 图 1

一

,

一
温度 (℃

)o
_

“

方程 ( 1 ) 两边同时取 自然对数
,

则

In s l = In A + b t

令 In s : = y ; ,

In A = a ,

则方程变为

y l = a + bt

其中
, 二

—
回归截距

,
_

表示 。℃时溶液电导率的自然对数值 ;

一

b

—闻归系数
。 一

「

再设 T M段曲线的方程为
:

5 1 = S
二 . 二

+ e e D [ , 一

”〕 (t》 t : )

其中粉 5 1 下下, T M段曲线上的电导率
;

,

‘ ;
、

;

今。

—常数
,

,

沸腾10 分钟后的电导率极值
;

电导率随温度变化曲线

(名》

( 3 )

C
。

一常数
,

表示扮点电导率与电导率极值的差值
,

C = 5 1 ! t = t : 一 S二‘
,

(C< 0 )

e

一
自然对数的底

;
‘

D 一

‘常数
,

表示潜在的电导率下降值的 自然对数值
,

D = d In (5 . 。二
一 5 1 )

d t

(D < 0 )
‘

·

丫 t

一温度 ⋯(℃ ) ;

‘

, :

一拐
点温度 (助

。

对方程 ( 3 ) 进行变形
,

则
一

!
.

一
户二

. 1 、

一 I

一 ce
。
汗

t: ]
’

对变形后方程两边取自然对数
,

则

1, (5
. ‘ 二 一 ‘互) =

川C卜 D (t 一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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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In (S小
二‘

一 5 1 ) “ 夕 !
,

l叫乙}
兰 N ,

则 少 l = N 十 刀 (t 一 t矽 ( 4 )

其中
; 八一回归截距

,

表示拐点温度时植物组织 内未释 放的电解质潜在电导率的自然 对 数

值
;

君一回归系数

这样
,

前后两段的曲线方程经过转化 以后
,

都成为直线回归方程
。

现在的关键是求前后

两段 曲线的交点
。

交点即曲线拐点
,

可用浮动法求得
。

计算时
,

先对方程 ( 2 ) 进行直线回

归
。

约在55 ℃ 以后
,

每增加一组实验数据
,

计算一个相关系数 r
值 , 用该

r
值与前一个

r
值相

比较
, r
值减小时对应的那个温度和电导率值

,

就是后半段 曲线开始的温度及 电导 率
,

‘

即 曲

线的拐点
。

设 S
: 。

为 2 5 ℃时的电导率
,

S二
,

为煮沸10 分钟后的电导率极值
,

则 25 ℃时

质膜瞬时相对透性 (% ) =

势
又 , 。。

、

, . ‘二

3 实验结果

应用上述方法
,

对水地 品种郑引 1 号
、

旱肥地 品种渭麦 全号
、

旱薄她疚家品种红秃子进

行了连续升温电导 测定及数据处理
。

实验结果是
:

奉 数 郑引 1 号 (水地品种 ) 渭麦 4 号 七早肥地品种 ) 称充予 丈羊薄地农家种)

低高高中中低高 中低拐点沮度

电导率极值

25 ℃瞬时 相时进性

小麦种子经播前干早锻炼
,

其种苗抗早性增强
。

用连续升温电导法测定
,

经干早锻炼处

理的拐点温度比对照低
,

而电导率极值
、

25 ℃瞬时相对透性比对照高
, 与上述结果一致 , 一

4 讨 论
:

对抗早性 己知的不同品种
,

在水分供应充足条件下培苗
,

在施加连续升温处理条件下
,

测其叶片外渗液电导率的变化
,

找到了一些与抗早性差异有关的重要参数
,

如拐点温度
、

电

导率极值
、

瞬时 相对透性等
。

这样
,

就把抗旱性状量化
,

便于 品种 间进行比较
。

用此方法
,

对 12 个小麦品种
、

3 种玉米 自交系
、

2
‘

种高粱进行了测定
,

同其他方法得出的抗旱性结果t1J

一致
,

说明连续升温电导法用于小麦等农作物抗旱性鉴定是可靠的
。

根据苏联学者金杰里提出的播前干早锻炼方法
,

设计了一项辅助实验
。

测定结果表明
,

干早锻炼诱导的抗旱性增强
,

可被连续升温电导法灵敏地检测出来
。

这就进一 步证明热胁迫

下的电导率连续变化能够反映品种固有的抗旱性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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