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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A 菌根对蚕豆吸收相
、

磷营养的研究

刘柏玉 雷泽周
(西南农业大学

,
6 30 7 1 6 )

摘 耍

在肥力较低的灰棕紫泥土上
,

研究了 v A 菌根 (Gl
o . , ‘

印‘,
。
。 . ) 对蚕豆(yi

。‘。 fo b .
)

的相
、

磷营养及其效应
。
盆栽试验结果表明

,

接种 v A 菌根不仅有利于植物对磷的吸收
,

而且

还有利于铂的吸收
。

并能促进根系生长和根瘤形成
,
进而促进地上部分生长

,

植株健仕
,

抗

赤斑病能力和抗衰老能力增强
,

从而使产最和品质等都优于未接种 vA 菌根处理的植株
。

其

中以 M 。 + P + v A 处理的植株最好
, M 。 + v A 处理的植株次之

.

关工润 v 人 菌根
,

紫色土
,

蚕豆
,

相磷营养

蚕豆广泛分布于我国南方各省
。

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

并具有养地培肥土壤的作用
,

又是优良的饲料
。

但是
,

在紫色土上产量较低
,

尤其在棕紫泥土上产量更低
。

据研究
, v A

菌根能促进植物对磷的吸收
,

并对宿主的生长和产量的提高有显著作用
ti 一 3] 。

近年来
, v A

菌根与微 t 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受到人们重视
。

Bo w en (1 9 7 1 )闭 报道
,

有菌根的南洋

杉根中锌的吸收里增多
。

e ia n in a z ii
一
Pe a r s o n

(1 9 5 3 )切 报道
,

菌根能增加果树叶中锌和

铜的含t
。

在灰棕紫泥土上 V A 菌根与蚕豆的铂
、

磷营养
,

及其之间的关系
,

迄今未见报

道。 本所究在于探讨这种关系
,

目的在于为应用 v A 菌根提供依据
。

奄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一) 试脸材料 v 人 菌根 (Gl
o . 。 , ‘g“

, . ) 系中国农科院土肥所赌
。

作物为中拉青皮蚕豆

(r ie抽 I一吞。 )
o

土坡为灰棕紫泥土属的砂土 : pH 6
.

1 ,

有机质 ,
.

3 9 / k‘
,

全氮 峪g / k g
,

全相 1
.

7 2 m g /

k , ,

碱解氮 3 0 m g lk ‘
,

速效磷 3二 g / k g ,

有效钥 0
.

0 ‘3 二 g lk g 。 土坡用 “c o 一丫

射线灭菌
。

(二 ) 栽培与处理 试验在西南农大露天网室进行
,

采用 20 x 2 0c m 米氏盆钵
,

每盆装灭菌土壤

‘k‘o 设四个处理 : (1) M o

(对照) ; (2 ) M o + v ^ ; (3 ) M o + p ; (4 ) M o + , + v A 。
重复 5 次

,

随机排列
。

相
、

碑分别用相酸恢
、

磷矿粉
,

其用 t 按 1 k g 土施铂酸钱 。
.

7 , m g
、

P刀
,

0
·

lg 计
。

(2 )
、

(D 处理每盆含有 y A 菌根的三叶草根际土城 30 9; (1 )
、

(3) 处理每盆接人灭菌的同t v A 菌根土

城
,

并加人通过双层林纸的菌土浸泡液 , ml
,

以提供除 v A 菌根外的其他微生物
。

各处理都接人蚕豆

根启菌
。

种子用 。
.

1肠H , cl
,

表面灭菌后
,
用无菌水洗净

,
经催芽播种

,

每盆留苗 3 株
,

生长过程中产格

按灭菌裸作管理
,
经常交换盆钵位置

。

(三) 洲定方法 土城有机质用重铬酸钾法 ;全氮用开氏法 ;全碑用碱熔比色法 ;全相和有效相用

催化极讼法 ; 碱解抓用扩散法 ;’速效碑用 N o H C O
:

法 ; p H 用电位法
。

植株全磷用 H .s o. 一氏 0
:

消

徽
,

钒铂黄比色测磷 ; 全铂用催化极谱法
。 v A 菌根侵染率按 Pbi lli P.

o

nd H ay 二
n

方法镜检
.

各项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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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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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经显著性测验
,

以比较其差异显著性
。

二
、

结 果 和 分 析

(一) V A 菌根住染率及其对蚕豆吸收粗
、

礴的影响

蚕豆生长过程中
,

分二次侧定 v A 菌根对蚕豆根系的侵染率和植株铂
、

磷含最
。

由

表 1 可见
,

M 。 十 V A 处理的植株 4 个月后 V A 菌根的浸染率为 80 务
,

M O + P + V A

的为 83 外
。 6 个月后前者为 86 外

,

后者为 90 关
,

表明供给磷素可以提高侵染率
,

并随时间

的推移而增加
。

同时由表 1 还可看出
,

V A 菌根能促进蚕豆根系吸收相和磷及其在植株

体内的分布
。

植株和籽粒含铂
、

磷量均为 M 。 十 P + v人 > M 。 + v A > M 。 + P ; 不同

器官的含钥
、

磷盘是籽粒 > 地下部分 > 地上部分 ; 不同生育期是营养生长期 > 生殖生长

农 l

T . ‘le l

v A 菌根任染率与植株相
、

礴含l (, 司川二t)

V A m 萝e o r r h i名a r a t e a n d the M o P e o n t e n t o f Plan t

I t. m
处理 T e a t m e n t

项 目
M o + V A M o 十 P I M o + P 十 V A

播种后月数

V A 菌根俊染率(肠) 止}上}上}上}上I上口不耳一二一}
-

上
一

{一竺一{一竺生}
-二一上二一

.

}一竺
-
!一竺一

协 0
.

0 8 4 4 0
。

0 2 8 1 ! 0
.

1 6 7 0 1 0
。

1 10 4 1 0
。

11 9 , 1 0
。

0 , 5 2 1 0
。

2 , l呜 】0
。

3 4 7 ,

含铝t

(m g lPl
a n t)

地上部分

地下部分

籽 粒

地上部分

地下部分

籽 拉

0
.

0 8 0 7 0
。

1 8 7 7 0
。

0 8 3 8 0
。

2 , 2 8

0
。

1 6 2 7 0
。

4 3 1 8 0
。

2 3 0 3 0
。

6 2 1 1

0
。

5 } 1 0
。

含礴t

(, ‘l护l
二。t ) 二二}二三

1 10
。

,

竺一}二l 肆
1 2

。

, l

3 3
.

7
{ {

: a
.

6

,
。

2

3 6
。

,

3.4一,.3

龟

期
。 .

(二 ) V A 菌根对蚕豆地下部分生长的影响

1
.

对根系生长的影响 : 由表 2 可见
,

凡是接种 v A 菌根的植株
,

主根长
,

须根密度增

加
。

主根基部粗
,

根千重均比未接种 V A 菌根的植株高
,

处理间差异均达显著水平
,

其中以

M 。 十 P 十 V A 处理的为最好
,

它的主根长分别比 M 。 + V A
、

M 。 + P
、

M 。 处理的植
,

株增加 2 6
.

7 0
、4 1

.

4 6多
、

8 6
.

4 8多 ;须根密度增加 ,
.

8 8多
、

峪0
.

0 0 %
、 5 9

.

17外
,

M o + v A 处理

的植株次之
。

这表明接种 v A 菌根能促进根系生长
,

扩大根系吸收范围
,

根上的菌丝又

进一步增加了根系吸收的表面积
,

从而改善植株的营养
,

为植株生长健壮打下了基础
。

2
.

对根瘤数的影响 : 从表 3 看出
,

凡是接种 v A 菌根的植株
,

根瘤的数量
、

大小都比

未接种 V A 菌根的植株多和大
,

处理间差异除 > 0. 8c 二 根瘤外
,

其余均达显著水平
,

其

中以 M。 十 P + V A 处理的植株根瘤最多
、

最大
,

它 > 0
.

sc m 的根瘤数分别比 M 。 +

V A
、

M o + P
、

M o 处理的植株增加 1 4 7
.

3 7外
、

6 7
.

8 6沁
、

1 9 3
.

7 5多 ; 0 , 5一 0
.

sem 的根瘤数

分别增加 10 2
.

7 4 多
、

2 3 4
.

6 9 多
、 5 8 3

.

3 3沁 ; 根瘤总数分别增加 53
.

0 8肠
、 8 8

.

4 1并
、 一, 0

.

8 5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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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2 V A 菌棍对报系生长的形响

T . ‘Ie 2 T ho in flu o n c e o f v A 口v c o r r 卜i z a
吸

o n r o o t g r o 份 th

IIIt e口口 处理 T r e a t m e n :::

项项 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
MMMMM o + P + V AAA M o + V AAA M o + PPP Mooo

主主根长长 1 2 ,
。

, Z aaa 10 2
。

5略bbb , l
。

8呜eee ‘,
。

6 7 000

(((
e . )))))))))))

扬扬根密度度 3 1
。

, o aaa 29
。

7 5a bbb 2 2
。

, o ccc 19
。

7 9 eee

(((条)))))))))))

主主根苍部粗粗 0
。

, 3aaa 0
。

峪‘bbb 0
。

4 4 eee 0
。

3 9 DDD

(((
e . )))))))))))

根根干 ,, 1 0
.

5 0 aaa 8
。

0 5 bbb 7
。

2 , b ccc 4
。

, SDDD

(((g )))))))))))

注 : 每橄行狱宇后面标以不同宇母衰示 p . 0
.

。, 差异显若(后面表类同)
。

须根密度指主根基部须根发生处以

下 Zc . 内的总根数
。

农 3 V ^ , 很对很. 橄的形晌

T . 目 . 3 T h e in flu en c e o f v ^ m , c o r r hiz . o n n u m b e r o f n o d u le -

处处 理理 根瘤数 N u 口 b e r o f o o d u le sss

TTT r.
. tm . n 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

>>>>> O
。

sc mmm 0
。

5一 0
。

sc mmm < O
。

, c mmm 总 数数

MMM o + P + V AAA [ l
,

7 5 aaa 4 1
。

0 0 --- 4 6 3
.

5 0 aaa 5 1 6
.

2 , aaa

MMM o + V AAA 4
。

7 5 aaa 2 0
。

2 , bbb 3 1 2
。

2 5 bbb 3 3 7
.

2 5 bbb

MMM O + PPP 7
。

0 0 吕吕 12
,

2 5 b eee 2 , 4
.

7 , b ccc 2 7 4
.

0 0 b eee

MMM 000 4
。

0 0 aaa 6
。

0 0 eee “,
·

, 。·

{{{
1 7 7

。

5 0ccc

奄

农 . V ^ 苗根对蚕豆地上部分生长的形响

? . 目 . 4 T h e i. flu e n e e o f V A m 萝c o r r hi: 一 o n th e g r o w t五 o f ‘e ric o l p a r t o f b r o ad b e 一n

顶顶 目目 处理 T r e a t m e n :::

IIIt.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MMMMM o + P + V AAA M o + V AAA ...
y
““

MMMMMMMMM o + PPPPP

植植株总高度度 今3‘
。

2 , aaa 4 2 4
.

, o a bbb 3 8 4
.

7 6 b ccc 2 6 4
.

7 , DDD

(((
e m )))))))))))

叶叶片总数数 峪9 2
。

, o aaa 4 0 0
。

0 0 a bbb 3 8 2
。

2 , eee 3 0 0
.

7弓DDD

(((片 l株)))))))))))

分分 枝 数数 2
.

, o aaa 2
.

2 5a bbb l
。

6 6 eee 0
。

9 9 DDD

(((个 l株)))))))))))

茎茎 千 ttt 1 6
。

4 2 aaa 1 4
.

1 9a bbb 10
.

74 b ccc ,
。

9 , DDD

(((‘)))))))))))

M 。 + v A 处理的植株次之
。

这表明接种 v A 菌根能促进根瘤形成
,

数量增多
,

根瘤增

大
,

在供给磷素的基础上这种作用更加明显
。

根瘤数的增加必然改善植株的氮素营养
,

进

而促进植株生 长
。

(三 ) V A . 根对盆豆地上部分生长的影响

表 斗可见
,

凡是接种 v A 菌根的植株总高度
、

分枝数等都比未接种 V A 菌根的植株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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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

它们之间的差异均达显著水平
。

M 。 + P + V A 与 M 。 + v A
、

M 。 + P
、

M 。 处理

的比较
,

植株高度分别增加 2
.

76 多
、

13
.

38 多
、

“
.

78 外 ; 叶片总数增加 23
.

13 外
、

28
.

84 多
、

6 3
.

7 6务 ; 分枝数增加 1 1
.

1 1务
、

5 0
.

6 0 务
、

1 5 2
.

5 3务; 茎干重增加 1 5
.

7 2多
、

5 2
.

8 9并
、 1 7 5

.

9 7肠
。

M 。 + V A 处理的植株次之
。

这表明蚕豆接种 V A 菌根能促进植株生长
,

增加分枝数
,

播

种时施用少量磷
,

这种作用更加显著
。

(四 ) V A 菌根对蚕豆抗逆性的影响

1
.

抗赤斑病 : 表 5 表明
,
M 。 十 P + V A 处理的一级

、

二级病叶百分率分别比 M 。+

v A
、

M o + p
、

M o
处理的植株低 2

·

3 4 务
、

4
.

9 8 多
、

1 7
.

9 9佑 ; 1
.

7 5沁
、

13
.

6 7并
、

1 3
.

2 1多
。

三

级病叶则分别高 3
.

32 书
、

16
.

16 %
、

29
.

01 多
。

M 。 十 v A 处理的植株次之
。

可见
,

接种 v A

菌根能增强抗赤斑病能力
,

降低发病率
。

各处理抗病能力依次为 : M 。 十 P + v A > M 。 +

V A > M o + P > M o

衰 5 V A 菌根对盆豆赤斑病发病率的影响

T a bl e 5 T h e 五n flu o n eo o f v ^ m ye o r r h i: a o n th e in e id e n c e o f B o t r 了ri. f a b‘e . a r d in a

处处理 T r
二 , m 一 }}}

M 。

{{{
M o + V AAA M o + PPP M o + P + V AAA

叶叶片总数(片))) 9 0 333 l, 9 777 12 , 111 1 70 555

一一⋯⋯
III 叶片数(片))) 1 9 999 10 222 1 1333 6 999

叶叶

}}}}}
百分率(% ))) 2 2

。

0 斗斗 6
。

3999 9
。

0 333 4
。

0 ,,

’’

⋯⋯⋯⋯⋯⋯⋯⋯⋯⋯⋯⋯⋯⋯⋯⋯⋯⋯⋯⋯⋯⋯⋯⋯⋯⋯⋯⋯⋯⋯⋯⋯⋯

IIIIIIII 叶片数(片))) 1 6 ,, 1 1 666 2 4 000 , 444

百百百百分率(% ))) 18
。

7 222 7
。

2666 19
。

1吕吕 5
。

5 111

111111 111 叶片数(片))) 5 1,, 1 3 2 111 8 6 888 l今6 777

百百百百分串(% ))) , 7
。

0 333 8 2
。

7 222 69
。

3 888 8 6
。

0 444

0000000 叶片数(片)))

}}} }
, “

··

⋯⋯ }
, ,,

百百百百分串(% ))) }}} }}} }}} 111

叮协

衰 6 V A 菌根对蚕豆抗衰老的形响

T . U二
T he in flu en c e o f V A m ye o r rh iz a o n rhe r e 一i st a n e o o f b r o o d b e a n to a g in g

项 目
处理 T r

M o + P + V A M o + V A

e . t 口l e n t

M o + P

豆英成熟后植株
叶片数(片/株)

, 卜 2 , a 24
.

9 2b 1 6
.

2 , b e

龟

2
.

抗衰老 : 表 6 可见
,

各处理豆英成熟后
,

植株的叶片数都以接种 V A 菌根的为最

务
,

其中 M。 + P 十 v A 处理的叶片数分别比 M 。 十 v A
、

M 。 + P
、

M 。 处理的高 2
.

1 、

3
.

2
、

,
.

0 倍
。

M 。 + V A 处理的次之
。

这表明接种 V A 菌根能增强植株抗衰老的能力
。

(五) V A , 根对蚕豆经济性状的影响

表 7 可 见
,

凡是接种 V A 菌根的植株其开花数
、

结荚数
、

籽粒干重都比未接种 v A 菌

根的植株高
,

处理间差异均达显著水平
。

其中 M 。 十 P 十 v A 处理的植株开花数分别比

Q I 级病叶为赤斑病导致
,
叶片坏死(宜) ; “ 级病叶为叶片坏死 l /3 ( 巾) ; 川 级病叶 为病斑< 3口口 , 且 混

少(轻) ; 。为未惑病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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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7 V A 曲根对盆夏经济性抉的形晌

T . M e 7 T h e 玉n flu en c e o f v A m 了c o r r h i: 。 o n t五。 。c o n o m ic

c h 一r . e t e r o f b r o 一d b ea 。

a

项项 目目 处理 T r ea t m e n ttt

IIIte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MMMMM o + P + V AAA M o + V AAA M o + PPP M OOO

开开花数(朵))) 2 2 8
。

2 5 aaa 2 0 8
。

0 0 bbb 2 0 1
。

2 5 b eee 13 6
。

7 , DDD

结结英数(个))) 2 5
。

Oo aaa 1 8
。

50 bbb 13
。

7 5 eee 1 0
。

0 0 DDD

杆杆位干盆 (g ))) 2 4
。

1 0 aaa 2 2
。

‘o a bbb l,
。

7 8 eee 9
.

8 8 DDD

M o + V A
、

M o + P
、

M o 处理的植株增加 9
.

7 4多
、

13
.

4 2 外
、

6 6
.

9 1外; 结荚数增加 3 5
.

14 %
、

名1
.

8 2关
、

15 0
.

0 0 务 ;籽粒千重增加 6
.

6 4 并
、

5 2
.

7 2多
、

1 43
.

93 关
。

其提高产量的顺序为
: M o +

P + V A > M o + V A > M o + P > M o o

(六) V A 菌棍对蚕夏 品质的影响

表 8 表明
,

接种 v A 菌根的植株籽粒含磷是和含蛋白质盆都比未接种 v A 菌根的

植株籽粒含t 高
。

M 。 + P + v A 处理的植株子粒的全磷最和 MO + v A 处理的差异不

显著
,

但和 M 。 + P
、

M 。 处理的植株籽粒相比较
,

全磷含盆分别增加 2 8
.

4 0多
、

3 7 .4 1沁 ;

蛋白质合盆分别增加 5. 3 1多
、

7
.

9 , 务
。

表 8 V A 菌很对蚕夏籽粗昌质的形响

T . b l. 8 T h e i n flu e n e e o f v A m yc o r rh泣z ‘ 0 0 th e 一e o d q u o lity o f b r o a d b e a n

布

项项 目目 处理 T r e a t m e n rrr

111 t e 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
MMMMM o + P + V AAA M o + V AAA M o + PPP M ooo

全全
臀

ttt 0
。

4 5 4略略 0
.

4 4 6 666 0
。

3 5 3999 0
。

3 3 0 777

班班白质含ttt 2 6
。

0 000 2 6
。

0 111 2 4
。

6 999 2 4
。

0 111

(((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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