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一l l a 
第21卷 第3期 西北农业大学学报 
1993年7月 Aeta Univ．Agric．B0r怕】h 

V01 21 No。3 

Ju1．1g93 

大豆不同生育期的叶取向现象 

杨 玲 
● — — — _ _ - — __ _ 一  

(浙江师范大学 生约幕 ，断江垒~．321004) 

摘 要 通过盆裁实验，魂察了“丹豆5号 大豆叶取向现象漕 果表明：趋 日运动和避日运 

动共存于。丹豆5号”叶片。水分适宜条件下，叶片营养生长期以趋日运动为主，生殖生长期以避 

日运动为主。水分胁迫诱导并加剧避 日运动。证明叶取向造动系大豆适应强光和水分亏缺的重 

要方式 · ‘ 

关键词 苎星· 
中圈分类号 $565．1Ol，Q944．3 - 

大豆是具有分枝的作物，叶大而窜，互相遮阴，防碍充分发挥 f：．片同化碳素的功能。 · 
因此对大豆动态叶片角即叶取向现象的研究，对促进高产大豆的育种具有重要意义。但到 

目前为止，国内尚没有开蘸这方面的士作 本文对大豆不同生育期的叶取向现象进行了研 
， ● 

究 ，以期为大豆育种提供理论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以 丹豆5号 大豆为试材。1988年5月至8月在西北农大玻璃房盆栽 ，每盆装4．5kg干 

土 ，留苗2株。土壤肥力中等。各生育期土壤水分状况(占田问最大持水量的百分数)为：幼 

苗期6O ～65 ，分枝期65 ～7O ，开花结荚期7O ～8O ，鼓粒期7O ～75 “ ．干旱 

处理：在测前3d断水，使其 自然干燥。所有测定均取 自顶叶倒数第4片三出复叶。 

叶片垂直倾斜角(BVA)和太阳叶片夹角(SLA)分别用量角器。 和太阳叶片倾斜仪“ 

测定；辐射强度用2F一1生理辐射仪测定；大气温湿度用毛发温湿度 自动记录仪测定；术质 

部水势用美国产3005型压力室测定。 

2 结果与讨论 

大豆复叶的三片小叶都具有叶取向现象，只是方式不同，末端小叶主要靠垂直角的变 

化 ，而侧生小叶主要是水平扭曲。为使问题简单化，我们取正东向末端小叶作为观测对象。 

通过对多种测定和表示叶片角的方法的 比较，选 出BVA和 SLA，前者较为简便，后者较 

为精确 

附图为第5复叶期(6月25日)和鼓粒初期(7月14日)的 BvA及 SLA 日变化进程。鼓 

粒初期的环境条件(附图c)较前一次(附图a)更适宜些，土壤湿度大，气温较低，蒸汽压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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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但叶片在较长时间里维持较大的 BVA，SLA在l6时以前维持在O～4O。．在营养生长 

期，SLA维持在40~80 ．因此可以说，“丹豆5号”既有趋 日性叶运动，又有避 日性 叶运动， 

营养生长期为前者，生殖生 长期以后者为主，此结果与 Wofford 的研究一致。不同生育 

期所表现的叶取向运动形式及程度的差异，可能与植物内在因素有关。开花至鼓粒期，大 

豆需水量多，约占总耗水量的45 ，是大豆需水的关键时期，蒸腾作用强度在这个时期达 

到高峰，干物质积累也直线上升“ 。所以尽管外界土壤及大气条件较营养生长期适宜 ．但 

困植物本身较大的需求 ．使内部处于水分微缺状态，因此叶片在10 00~16：O0的高辐射强 

度下表现出避 日性反应 ，利于节水 而营养生长期的趋 日性反应．能提高对光能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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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大豆不同生育期各指标的 日变化进程 

a·复时期 cb·营养生长期 _c-鼓粒初期|d．生殖生长期 F1．水平辐射强度 ；2．蒸 压亏|3，气温， 

4~114 ·5和5 ，6和6 分别示蘸水和干旱条件下的BVA，SLA，术质部水势 

在同样的大气环境条件下，干旱处理的叶片在l0 30~15tO0．比正常灌水的叶片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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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极显著的叶取向运动 。水分胁迫使 BVA增大，并维持较长的时问。营养生长期灌水叶 

片只有趋日性运动，而干旱叶片却表现为避日性运动；生殖生长期，干旱叶片在中午的避 

日性运动程度显著大于灌水处理。所以水分胁迫能诱导加剽大豆叶片的避 日性运动。太阳 

西落前干旱叶片表现出较好的趋 日性运动，可能是在植物内部水分状况稍好的情况下来 

弥补中午光的损失。有关避 日性运动是大豆抗旱的一种有效机制已经进一步的研究所证 

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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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ybean Leaflet Orientation During Different Growth Stage 

Yaag Ling 

(BiologicalDepartme．t-zht d gTeacher'sUnlversi -d1．h~ -zhi g-China-321004) 

Abstract Potted experiments were carried Out on Dan No．5 (Glycine maxL．)to ob— 

serve leaflet orient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oth d／ahellotropism and parahe— 

liotoopism existed．Under the well-watered conditions ，terminal leaflets were generally 

sun—tracking during the vegetative stage，whereas leaflets tended to be son—avoiding 

during the pod filling stage． W ith the development of water stress，paraheHotropism 

was substantla|ly induced and became more obvious．It was proved that leaflet orienta— 

tion is the main mechanism of soybean for adapting to water stress and high light inten— 

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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