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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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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黄瓜、菠菜、大豆幼苗进行水培试验，研究其在 NaCI胁迫下对氮素的吸收 

和累积。结果表明，NaC]胁迫下．黄瓜和菠菜幼苗的生长受到显著抑制，吸收和累积 NO7的 

量显著下降；而大豆几乎不受影响 NHt—N为氮源时，大豆对NH+的吸收受到抑制。3种 

作物 一 嚣 于吸NO7 累积，NH+吸收氪 鬟 关键词盐胁迫，作物幼苗。 吸收和累积， 吸收 每牛 ， 
中图分类号 sl 58．3，Q945．12 

不少研究表明“ ，盐胁迫会使禾本科作物 NO —N的吸收、还原及同化过程受到不 

同程度的影响，但尚未见到盐胁迫下蔬菜和豆科作物吸收和累积氮索的研究报道。本研究 

以大豆、黄瓜和菠菜为供试材料进行水培试验．旨在探讨一般认为不耐盐的豆类和蔬菜作 

物在盐胁迫下的氮素营养情况。 

1 材料与方法 

1．1 育苗 

将经过精选和消毒处理的黄瓜、菠菜和大豆种子浸泡数小时后，摆放在培养皿内湿滤 

纸上发芽。胚根伸长 2 cm后移至尼龙网孔内，使胚根浸于盛有 0．2 mmol／L CaSO 的容 

器内，继续培养。每天通气 1次，照光 12 h，隔3 d更换 1次CaSO 溶液。 

1．2 盐胁迫试验 

1．2．1 以NO；-为氮源的盐胁迫 大量元素采用霍格兰营养液(一)，但以柠檬酸铁代替 

酒石酸铁 。配方中Ca(NO3)2·4H 2O，KNO：，MgSO ·7H2O，KH PO 和柠檬酸铁分别 

为 1、18，0．51，0．49，0．14和 0．006 g／L．微量元素采用大泽营养液配方“ ，其中H3BOs， 

MnSO ·H2O，znsO4·7H2O，cusO{·5H!O，H2MoO{分别为 2．86，1．54，0．22，0．08， 

0．02 mg／L．营养液不舍cl一和Na ，NO；-=N浓度为1 2 mmol／L． 

盐胁迫试验设在营养液中NaC1含量分别为0(CK)，20．5，41．0，61 5 mmol／L，共 4 

个处理。将加人 NaCI或CK的营养液盛于棕色玻璃瓶内。每个处理又分为有、无植物两 

种情况 无植物时仅设1个重复作为用差减法计算离子吸收量时的对照；有植物时黄瓜和 

菠菜分别重复 3次，大豆重复 6次，3种幼苗苗龄均为 1 2 d，定植时黄瓜、菠菜、大豆密度 

依次为1 5，10，10株／瓶。在自制人工生长室内进行培养，每天用光照度为7 000Ix的日光 

灯照光 1 2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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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 4 d后观察幼苗形态，测定营养液中c1一，Na ，NO7的减少量 及植株中NOa- 

的累积量。 

1．2．2 融 NH}为 氮源的盐 胁迫 大量 元素按 68．5 mg／L KH：PO ，198 mg／L 

(NH )2SO4，174 mg／L K：SO4，246 mg／L MgSO4·7H2O，172 mg／L CaSOd·H：O 和 6 

mg／L柠檬酸铁进行配制。 ，微量元素配方同1．2．1．营养液配好后用KOH调节pH至 7． 

同样，营养液不舍cr和 Na一，NH4+一N浓度为 3．0 mmol／L． 

营养液中分别加人NaCI的浓度为0(CK)，8．5，17．0mmol／L，共3个处理，每个处理 

也分为有、无植物两种情况。有植物时定植20 d苗龄的大豆植株t重复4次。共培养 5 d． 

其余步骤同1 2．1． 

1 3 化学分析 

c1一用奠尔法测定 ，Na 用火焰光度计法测定，营养液中NH —N和NO7一N用连续 

流动分析仪测定，植株体内NOr经研磨、离心后，吸取上清液在连续流动分析仪上测定。 

2 试验结果 

2．1 NaC1胁迫对幼苗生长的影响 

形态观察表明，与未加 NaCI处理 墨 ￡．黄瓜 20．5mmol／LNaC1处理的部分植株叶 

片出现萎蔫，41．0与 61．5 mmol／L NaC1处理者，叶片呈现萎蔫；菠菜 41．0与 61．5 

mmol／L NaC1处理叶片全部萎蔫。不论 NO 为氮源，还是 NH4+为氮源，用NaC1处 

理大豆幼苗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萎蔫。 

盐处理不仅影响作物叶片形态，更重要的是使幼苗生长量受到不同程度抑制。NaCI 

处理对不同部位的抑制程度不尽相同：以NO7为氮源时，茎鲜重下降最突出，根系和叶 

片受抑制程度较弱；以NH 为氮源时，叶片受抑制程度最大，茎次之，根部几乎不受影响 

(表 1，2)。 

表 1 不同NaCI处理对大豆檀株生长的影响 

注：生长抑制( )=(对照鲜重一处理鲜t)／对照鲜重x1o。 与对照差异未达显著者未计算此值，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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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8 

53．90 

22 49 

5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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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NaCI对3种幼苗吸收和累积N0 的影响 · 

NaCI胁迫下。以NO —N为氮源，黄瓜和菠菜吸收NO 的能力显著受到抑制(表 3)。 

大豆与两种蔬菜作物不同，在 61．5和 41．0 mmo|／L NaC|浓度下，吸收NO 的能力与对 

照几乎一致，表明大豆有较强的抗盐渍能力(表3)。 

表3 NaC]处理对作物NO；吸收量的影响 m01．株 ·d 

从累积的NO —N看，3种幼苗有相同的规律，随NaCI浓度增加．累积量减少，但不 

同作物同仍有差异 黄瓜和菠菜N0 —N的累积，与吸收的规律一致，吸收少，累积量随之 

下降。大豆的累积与吸收情况不同。在不同NaCI浓度下，吸收无显著差别，而累积差别明 

显。造成后一现象的原因似乎在于介质NaCI浓度较高时，有利于吸收的NO 的还原和 

合成有机化合物，这还需进一步用严格的试验证明。另外，随盐胁迫程度加剧，大豆幼苗各 

部分中根与茎NO —N累积量下降幅度较大(表 4)。 

哀4 NaC]处理对作物NOi-曩积量的影响 mnol·株 

裹 5 NaC]胁迫对 3种幼苗吸收c1一和Na 的影响 m01．株 ·d 

3种作物幼苗对cl一与Na 的吸收测定结果表明(表 5)．加入 NaC1后．大豆和菠菜吸 

收的Na ，C1一量随营养液中NaCI含量增加而增加；而黄瓜吸 Na 量在 3种NaCI浓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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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差不大，吸c1一量则呈下降趋势 

2．3 NaCI胁迫对大豆幼苗吸收 NH ，C17和 Na 的影响 

测定表明(表 6)，NH+为氮源．介质中NaCi浓度为8．5mrnol／L时，大豆幼苗吸收的 

NH -N比对照减少 33．9 ；NaCI浓度为17．0mmol／L时，几乎不吸收NH+一N，结果营 

养液中NH+一N浓度高于未放植株时的对照。这与以NO —N为氮源时截然不同 大豆吸 

收的c1一和Na 量随NaC1含量提高而增加。以NH4+一N为氮源时，根、茎、叶3部分中均 

未检测出NO —N． 

袭 6 NaCI处理对大豆幼苗吸收 NH+，C1一和 Na 的影响 g．mol·抹叫·d 

注：负值表示定植大豆幼苗时营养液中NHt—N峨去无植物时营养液中的NHt量而计算出的 NH4+或酰胺的 

外溢速率。 

3 讨 论 

NaCI胁迫对NO 吸收的抑制作用，迄今有各种不同的解释。Bottacin et a1． 认为， 

NO 和cr之问吸收时存在着拮抗作用；而Aslam 则认为是NO 载体受到抑制的结 

果。本研究表明，NaCI胁迫也会抑制大豆对 NH4+一N的吸收。3种幼苗对 cl一和Na 的吸 

收速率高于氮素 已有研究表明 ．过量的Na 和cl一进人作物体内后，会造成代谢系统 

紊乱，抑制植物正常生长并造成伤害 本研究中发现，以 NH+为氮源，介质中NaCl浓度 

为17．0mmol／L时，有NH+或酰胺类物质的外渗。似乎在NaCl胁迫下，幼苗中部分可溶 

性蛋白分解，有游离酰胺和铵从根部向介质中外溢。 

参 考 文 献 

1 Levitt J．Response。f Plants to Enviromental Stress．New York：Academic Press．1980．385 

8 Ashm M ·Huffaker R C，Rains DW ．Early Effects of S~linky offNitrate Assimilation in Barley Seedlings．Plant 

Physiology，1984(76)：321～ 388 

3 Bottacin A、Cacco G，Saccomani M Nitrogen Absorption and Assimilation in NaCI—resistant and Naa —susceptib~ 

MilletGenotypes(PennLsetum Amerieanum)．The Canadian Journal of Botany，1988(63)z517～ 520 

4 龚 明·赵方杰．吴碗如等．NaCI胁迫对大麦硝酸盐吸收和有关的酶活性的影响．植物生理学通讯．1990(2)；13～ 

l8 

5 西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主编．农业化学研究法．北京：农业出版社，1 984：93 

8 高祖明t李式军·索长江等．硝酸态氨及亚硝酸态氮在不同pFI条件下对蔬菜生长的影响．南京农韭大学学报，1986 

(2)：80～ 75 

7 连兆煌主编．无土载培原理与技术．北京：农业出版社．1994：59 

8 南京农业大学主编 土壤农化分析．北京：农业出版社．1988：132~133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西北农业大学学报 第 26卷 

Influences of NaC1 Stress on Nitrogen Uptake and Accumulation 

of Soybeans，Spinach and Cucumber Seedlings 

T ian Xiaohong Li Shengxiu Liu Jianli Hou Jihua 

(Department of Natural Resource*4 E~wiromem Protection·Ⅳ ĉⅫ  m 

Agricuhural Unive~ rYangling—Shaanxi 71210o) 

Abstract Solution culture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with soybean，cucumber 

and spinach to study the effect of NaC1 stress on their uptake and accumulation of N． 

The results obtained show that under NaCI stress，the growth of soybean，spinach and 

cucumber seedlings were dramatically inhibited．The uptake and accumulation of NO?一N 

by spinach and cucumber seedlings was greatly decreased．However，the influence of Na— 

C1 stress on soybean uptake of NO —N was negligiable．NH+一N uptake was inhibited 

when NH+一N alone supplied as nitrogen source．The C1一and Na uptake rate by the 

three crops wa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nitrogen． 

Key words NaC1 stress，crop seedling，NO 一N uptake and accumulation，NH —N 

up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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