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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施 一

陈振德

色氨酸对甘蓝产量和养分
吸收的影响

‘

黄俊杰 何金明 蔡 葵
青岛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

砧 田

摘 要

本文就土施 一 色氨酸即 一 对盆栽甘蓝产量和养分吸收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

结

果表明
,

在移植前一周土施 一  
,

能明显提高甘蓝产量和干物质积累
,

并明显促进 了

甘蓝植株对
、 、

的吸收
,

提高了
、

在球叶中的分配
,

降低了 在球叶中的积累
。

关键词 一 色氨酸
,

产量
,

养分吸收
,

甘蓝

生长素是发现最早的一种植物激素
,

现已能进行人工合成并广泛用于农业生产
。

作

为 生 长 素 一一 一  
,

“引噪 一 一 乙 酸 的 前 体 物 质 一

一 叩
,

一色氨酸 却很少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

对它在农业上的应用更不多见
。

早在 年
,

丁 首次证明了当 一  与根霉属 。 一起培养时
,

一  

是植物激素 的前体 
。

在植物中
,

一  是由 一 磷酸莽草酸
,

经分支酸和邻氨

基苯 甲酸 合 成的  
。

年
,

和 用 离子 抑制 高效液相 色谱
一 光谱测定法

,

证明了由土壤 一 根界面分离出来的一种荧光假单胞菌能把

一  转 变 为
,

从 而 建 立 了 由 一 合成 的微 生 物途 径
。

据

等 报道 
,

在萝 卜幼苗出土时
,

每公斤土壤土施 生长素前体
一 能使萝 卜根干重增加

,

并能增大根冠比
。

和  将
一 于移植前 周施人土壤

,

能明显提高西瓜和甜瓜的单株产量
。

然而
,

关于激素

前体物质的研究工作在国内尚未见有报道
。

本试验旨在研究土施 一 对盆栽甘蓝产

量和养分吸收的影响
,

以期探讨将来在农业生产应用的可行性
。

材料与方法

甘蓝育苗

育苗采用 上 口直径 高 营养钵
,

每钵装土
,

把甘蓝 品种
,

鲁甘蓝

号 种子播种在营养钵中
,

待幼苗子 叶展开后
,

每钵 留一株苗
,

按设计浓度把 一 浇施

于营养钵中
。

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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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设计

本试验设置为
、 、 、 一’

、 一,
、 一 ,

和
一

一 土壤

等七个处理 每处 理为 巧 个营养钵
,

每钵浇施 一

跟 不 同处理浓 度各 异 洗

自来水
。

盆栽试验

甘蓝幼苗浇施 一 周后定植
。

盆栽试验采用 上 口直径 高 盆钵
,

每

盆装土
,

加复合肥
、

必
、 ,

与 土 充分 混匀 后 装盆
。

从各

处理的 株甘蓝苗中选取生长一致的 株
,

移植于盆钵中
,

每盆一株
,

重复 次
。

在甘蓝莲

座期每盆追施尿素
,

结球始期追施复合肥每盆
。

样品分析

甘蓝 收获 后
,

每处理选取 株
,

按球叶和外叶分开
,

℃ 杀青  
,

℃ 恒 温烘干
。

取烘干样品粉碎后
,

用 一 消煮
,

按凯氏定氮法测
,

钥兰比色法测
,

火焰光度法

测
’

素收获指数 球叶含 量 植株总 量
。

素和 素收获指数的计算方法与 素收获指数相同
。

结果与分析

土施 一 对甘蓝产 和干物质积累 , 的影响

表 土施 一  对甘蓝产 和全株, 的影响

 一    日 】  加罗

一    产 量量 全株重量量 净菜率率

认飞 】 〔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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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 l) 按邓肯氏新复极差测验法
,

同列中后附不同字母的均值为 0
.
05 水平

,

有显著差异
,

下同
.

(2) 括号中数字为相对值
,

下表同
.

从 表 1 可 以看 出
,

土施 50 一 5x 10一
mg

L 一 T R P / k g
,

能 使甘 蓝产 量 提 高

7
.
1一 35 .0 %

,

全株重量提高 2. 4一 23 .2 %
,

其中土施以5 一 5x 10一
ha

g L 一 T R P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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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四个处理的产量较高
,

平均增产 31
.
6% (表 l)

。

从净菜率来看
,

土施 L 一 T
RP
的平均

净菜率为 63 %
,

比对照提高 7. 9%
。

这说明土施 L 一 T R P 后
,

在增加全株重量的基础

上
,

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可食部分的产量
,

从而提高了净菜率
。

从干物质生产角度来看
,

土施 L 一 T
RP
有利于干物质积累

,

在土施 5一 5x lo
一

加g /kg

范围内
,

干物质积累量增加 5. 7 一 21
.
1%

。

其中以土施 sm g L 一 T R P / kg 处理的干物

质积累最高
,

而土施 50m
g L 一 T

RP
/ kg 处理的干物质积累量 比对照降低 4

.
1% (表 2)

。

这说明
,

L 一 T R P 施用浓度过高
,

会抑制甘蓝植株的干物质积累
。

表 2 土施 L 一T R P 对甘蓝干物质积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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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施 L 一 T R P 对甘蓝植株 N

、

P

、

K

吸收分配的影响

2. 2
.
1 对甘蓝植株 N 素吸收分配的影响

经 L 一 T R P 处理后
,

明显提高了甘蓝植株

对 N 素的吸收能力
,

与对照相比
,

平均提

高 17 .4 %
,

植株 N 浓度平均提高 7. 2%

(表 3)
。

在所有供试浓度中
,

以土施 sm g

L 一 T
RP

/ k g 处理的 N 素吸收最大
,

达到

每株 吸 收 4. 22 gN
,

比对 照 增 加 34 .4 %

(表 3)
。

从表 3 还可看出
,

土施 L 一T R P

促进了 N 素向球叶运转和分配
,

增加了 N

素在球叶中的积累
。

在土施 5 x 10刁 一

s x lo
一

ha
g

/ kg 范围内
,

N 素在球叶中的

积累量超过 50 %
,

N 素收获指数明显提高

(表 3)
。

在不施 L 一T R P 的条件下
,

甘蓝的 N 素收获指数为 44 %
,

而在土施 L 一T R P

条件下
,

其N 素收获指数可提高到51 %
。

表 3 土施 L 一 T R P 对甘蓝植株 N 素吸收分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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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对甘蓝植株 P 素吸收分配的影响 表 4 的结果表明
,

土施 L 一 T R P 都不同程

度地促进了甘蓝植株对 P 素的吸收
,

其中以土施 sm g /kg 的促进作用最大
,

比对照提

高 36 .4 %
。

甘蓝植株中P 的浓度也比对照有所提高
。

幅度为 3. 2 一 12 .9 %
。

从 P 素在植

株体内的分配状况来看
,

球叶是 P 素分配的主要器官(表 4)
。

在 5 一 5 x 10
ee
如g /kg 土

壤范围内
,

P 素收获指数均在 60 % 以上
。

这说明土施 L 一 T R P 加强了 P 素向球叶的运

转能力
,

促进了 P 素在球叶中的积累
,

从而提高了 P 素收获指数
.

表 4 土施 L 一T R P 对甘蓝植株 P 素吸收分配的影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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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3 对甘蓝植株 K 素吸收分配的影响 土施 L 一 T R P 对甘蓝植株 K 素吸收和植株

中 K 素浓度的影响趋势与 N
、

P 基本相同
,

对 K 素吸收促进作用最大的浓度仍为

表 5 土施 L 一 T R P 对甘蓝植株 K 索吸收分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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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 g /雌
,

但对 K 素分配的影响则与 N
、

P 相反
。

即 L 一 T R P 降低了 K 素在球叶中的

积累
,

相对增加了 K 素在外叶中的滞留量
,

使 K 素收获指数降低
,

比对照平均降低
6
.
3% (表 5)

。

此外
,

还可看出
,

球叶是 K 素积累的主要器官
,

积累量为 54 %
。

3 讨 论

生长素的生物合成不仅仅局限于高等植物
,

真菌
、

细菌和藻类等微生物也能合成生

长素
。

L 一 T R P 作为高等植物和微生物合成生长素的前体
,

对调控植物的生长发育具有

重要的作用
。

先前的试验结果已表明
,

土施 L 一 T R P 能明显提高萝 卜
、

西瓜和甜瓜产

量仆 41
。

本试验的结果进一步证明
,

土施 L 一 T R P 确能提高甘蓝产量
,

并能促进甘蓝植

株对 N
、

P

、

K 的吸收(表 1
,

3

,

4

,

5)

.

如果 L 一 T R P 单纯作为一种营养物质去发挥其

营养效应的话
,

那么它显然不可能对植物的生长发育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作用
。

由于施

到土壤中的 L 一 T即 很容易转变成 IA M (ind of e 一 3 一 ace ta ni de
,

叫噪 一 3 一 乙酞胺) 和

IA A 151
,

在产量上产生的反应很可能是施到土壤中的 L 一 T
RP
通过土壤微生物产生的生

长素的生理效应所致
。

因此
,

我们认为
,

甘蓝产量的增加很可能是 L 一 T R P 影响植物体

内激素平衡和促进 N
、

P

、

K 吸收的结果
。

参 考 文 献

1.劳家怪主编
,

l 盯& 土壤农化分析手册
.
6朝)一 翻9页

.
农业出版社

,

北京
。

2

.

Fr
田水en be

r罗r
,

W

.

T

. ,

Jr

. ,

朋d M
.
P oth

.,
1 98 不 De

te
rm
ina
tio n o f su

be ti tut
ed ind

o le de ri
v
ati
v e s 勿 ion

s
uP P
ression

一 re ve rse P h 滔
e
hi gh P e rfo

rm
anc

e
li q ni d

e
hr
o m a to gr ap 场

.
A nal

.
Bi oc he m

.
165
:
卫洲〕一 姗

.

3. Fr欲永enbe 卿
r,

W

.

T

.

Jr

. ,

C hi 川g
,

A

.

C

.

a l

x] M

.

A rs
ha d

. ,

1 9 哭头 R es p o
nse

o
f R ap l

lan
us Sa t1r’us to the

a“灿n p re
-

e ur s or
,

L 一 try P top 恤
1ap Plied to 501 1

.
Pl an t a.记 501

1
.
1四
:
23 5一 加1

.

4
.
Fr 出水

en
be
r罗r

,

W

.

T

.

J
r

.
,

a n
d M

.

A
r s l

l a
d

. ,

l卯l
: Y ie ld resP o川记 o f w a te n n e lo n 出ld m us k

llle】o n to

L 一 tr y Pt 叩han aP plie d to 501 1
.
Ho
rtsc ic毗

.
26 35 一 37

.

5
.
Fr出止en be 卿

r,

W

.

T

.

Jr

. ,

明d W
.
B rulll祖r

. ,

1
98

3

:

M
e t h od

o f
de tec

ti

on

o f a “”n 一 ind
o 】e 一 3 一

ace
tic ac id in 5

011

勿 hi gh per fo rm 毗
e liq山d chr om at ogr aP 场

.
501 1女1

.
5 兀

.
A m er

.
J
.

47: 23 7 一 24 1
.

6
.
玩俪
n罗r ,

A

.

L

. ,

1
97

5

:

Bi os
y

n t比51 5 of the ar om ati c am
ino ac ids

.
Bi oc he 而str y

. 21司 ed
.
W
o rth P”bli

s
he rs

.

沌w

Y orlk
.
P
.
为l一 23()

.

7
.
Thi m

ann
,

k

.

v

.
,

1男5
: o n the p

lan
t g o w th hon n one Pr od 以d 妙 R恤叩us

s
uln us

.
J
.
Bi ol
.
C比m

.
1吸

279一 四1
.



期 陈振德等: 土施 L 一 色氨酸对甘蓝产量和养分吸收的影响 20 5

IN F L U E N C E O F L 一 T R Y P T O P H A N A P P L I E D T O S O I L O N Y IE L D

A N D N U T R I E N T U P T A K E O F C A B B A G E

C h e n Z h e n de H ua
n g Ju nj i

e H e J in ln in g a n d C滋1 K in

(C 加g由
0 In srirute of A罗

理侧lru o l & 比”二
,

筋100)

剐叨m ar y

A stu dy w as eond uc t
ed to d ete耐ne

the i胡uenee
of L 一 T” (L

一 try p to p h a n )

a p p lie d to 50 11 o n th e y ie ld a n d n u rtie n t 印take of cabba罗 (B rassiea o lercea va
r.

eap itata L
.
) in a p o t experim en t

.
Th
e resu lts sh

ow
ed t

hat
L 一 T

RP aP p lied to so il a

w e ek be fo re tra n sP la n tin g 而gh t
‘

o

b

v

i

o u s

l y
i

nc

r e a s e
t

he

e a

b b

a

g

e

y
i

e

l
d

,

dr
y

m
a t t e r

acc um

ul
a t i

o n a n
d t

he

u
P t a

k
e o

f ni t r o
ge

n
,

P
ho

s
P h

o r u s a n
d P

o t a s s
i

um

o
f

c a
b

b
a

ge P l
a

nt
s

,

N i t r o
ge

n a n
d P h

o s
P h

o r u s
d i

s t ri b
u t e

d i
n t h

e
h

e

ad
l

e a v e s
i

nc

r e a s e
d b

u t

P
o t a s s

i

um

de

e r e a s e
d

·

Ke

y
w

o r

ds
L
一 try P to P h a n

,

Y i
e

l d

,

N
u t ri

e n t u
P t a

ke

,

Ca

b b
a

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