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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平原县策子园村高粱和谷子耐盐性的初步研究

刘 淑 瑶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土坡肥料研究所)

因地种植
,

是粗济有效利用盐清土的重耍措

施之一
。

因此
,

深入研究各种作物的耐盐范围是

具有重大的生产实践的意义的
。

高粱和谷子是比

较耐盐的作物
,

但是耐盐的程度究竟如何
,

各地区

有无不同
,

似有研究的必耍
。

叶戈罗夫曹将作物的

耐盐性分为不耐盐
、

中度耐盐和高度耐盐三类
,

而

将高粱列入中度耐盐一类
,

耐盐力为 0
.

4一0
.

6 %

(盐分含量)
。

考斯契可夫的资料是 0
.

‘一 0
.

8 %
。

据辽宁盘锦
、

宁夏银川和新疆等地区的研究查料
,

高粱在土壤含盐量小于。
.

3一 0
.

斗%时
,

生长正常 ;

大于 0
.

5一0
.

6 % 时就逐渐死亡 ; 高至 1
.

3 % 时
,

不出苗[l, 2 ] 。 山东省荷泽地区的研究精果
,

土壤

表层含盐 。
.

1一0
.

2 % 时
,

高粱生长正常
, 0

.

2一

。
.

咚% 时显著受抑制
,

大于 0
.

, % 时严重缺苗
,

或

死亡[ 3一
。

蒯尔格也夫
、

凯利琴科
、

菲多洛夫等敲为
,

作

物耐盐性与土壤盐分栩成的关系十 分密 切[s, 司。

凯利琴科
、

菲多洛夫歌为氧化物对作物的危害程

度远蚊硫酸盐为大 [4J
。

为了弄清高粱和谷子的耐

盐性以便进行生产
,

我们曹于 1 9 6 3 年在黄泛平原

徒墩
、

焉捆两河中下游浅色草甸盐溃土地区的平

原县荤子园村
,

进行了高粱和谷子耐盐性的研究
。

瑰将初步观侧资料整理汇报
,

以隶指教
。

一
、

高粱和谷子的生育状况与

土县含盐t 的关系

不同盐溃化程度的耕种壤盾浅色草甸盐演上

地段内
,

高粱和谷子的生育状况差异很大
。

袒度

盐演化地段
,

高粱和谷子生育正常
,

植株高大
,
叶

色深椽
,

株叶茂盛
,

根系发达
,

成熟蛟早 ;中度盐淡

化地段
,

生育受抑制
,

株形矮小
,
叶色发黄

,

植株稀

疏
,

根系不发达
,

成熟蛟晚 ;重度盐演化地段
,
严重

受抑制
,

植株萎精枯黄
,

逐渐失去生机 (表 1 )
。

种子的萌发
,
严格地受着土壤盐分含量的制

获 1 不同盐沮魔地段高撰
、

谷子生育胶况

作作物物土奥盐清度度 幼 苗 期期 拔 节 期期 抽德和成熟期期 盐害程度度
_______

株高高 叶数数 生根长长 侧根数数分茸茸厦数数
.

侣rrr

叶 片片片片
(((((((厘米))) (片))) (厘米))) (个))) (...

、

)))
「刀刀刀刀刀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高高粱粱径度盐清土土 18
.

666 6
.

777 1
.

444 1
.

33333 3 6
。

000 深释色色 大部孕穗
,

株高 2 米以以 正常常
中中中度盐清土土 12

.

777 斗
。

888 2
.

555 3
。

88888 2 7
。

000 释色
,

叶梢发黄黄 上尚未孕穗
,

株高 1
.

5米
,,

受抑制制
重重重度盐清土土 5

.

777 4
.

222 1
.

333 2
.

88888 2 3
.

000 黄释色
,

叶梢和和 株
、

叶枯黄
,

株高 1
.

0 米米 严重受抑制制
茎茎茎茎茎茎茎茎茎茎叶发黄黄黄黄

谷谷子子轻度盐清土土 7
.

888 5
.

444 3
。

000 3
.

777 3一444 2 5
。

666 深释色色 全部抽穗
,

成熟较早大大 正常常
中中中度盐清土土 2

.

888 斗
.

斗斗 斗
.

555 2
.

555 2一333 2 1
。

444 粉色
,

叶梢发黄黄 部街未抽穗
,

成熟延迟迟 受抑制制
重重重度盐清土土 1

.

333 3
。

888 3
.

000 1
.

444 0一 111 2 0
.

555 黄粉色
,

叶梢和和 大部枯黄
,

失去生机机 严重受抑制制
茎茎茎茎茎茎茎茎茎茎叶发黄黄黄黄

豹
。

当 。一5 厘米土层含盐量为 0
.

08 % 时
,

高粱

种子的吸湿增重量由 2
.

7 克/ 1 0 0粒
,

增至 ,
.

5 克/

100 粒
,

增重 2
.

8 克 / 1。。粒
,

体积膨胀至 6
.

7厘粉 /
1 00 粒

,
发芽率为 9 4 % (以对照为 100 %

,

下同 ) ;

而土族含盐t 增至 。
.

12 和 0
.

37 % 时
,

吸湿绪重

t 达 ,
.

3 和 5
.

2 克 / 1 0 0粒
,
仅嘴重 2

.

6 和 2
.

, 克/
1 00 粒

,

体积膨胀为 4
.

9 和 4
.

5 厘粉/ 1 0 0粒
,

发芽

举分别为 75 和 7 1 %
。

植株耐盐力是随着生育阶段不同而改变 的
,

由苗期至拔 节期耐盐力逐渐增高
,

至抽穗期又逐

渐下降
,

以后趋于稳定状态 (表 2)
。

高粱和谷子

在苗期阶段
,
30 厘米土层平均含盐分别在0

.

0 8和

。
.

42 % 时郎受抑制 ; 到 0
.

“ 和 0
.

53 % 时郎受到

严重抑制以至于死亡
。

苗期至拔节期
,

30 厘米土

层千均含盐量在 。
.

22 一 0
.

4 0 % 时植株仍 能 正

常生长 ;达 0
.

69 和 。
.

48 % 时才受到严重的抑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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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2 离粱
、

谷子不同生育期的附盐力(0 一30 厘米)

作作物物 盐害程度度 苗期土典全盐(% ))) 拔节期土度全盐(% ))) 抽雄期土晓全盐(% ))) 成熟期土晓全盐(% )))

0000000 一555 5 一 1555 1 5一3 000 0 一3 000 0一 ,, 5 一1 555 巧一3 000 0 一3 000 0 一 555 5一 1 555 15 一3 000 0 一3 000 0 一 555 5 一1 555 巧一000 0 一3 000

高高粱粱 正 常常 0
.

0 8 000 0
.

0 5 888 0
.

0 6888 0
.

0 6 777 0
.

9 0 222 0
.

4斗222 0
.

2 0 111 0
.

3 9 888 0
,

0 5999 0
.

2 1 555 0
.

0 8 888 0
.

12 555 0
.

0 8333 0
.

1 8 222 0
.

15 222 0
.

] 5 333

受受受抑制制 0
.

1 1 555 0
.

(】8 000 0
.

0 7000 0
。

0 8 1*** 2
.

5 1000 0
.

4 4 555 0
.

2 4 333 O
。

6 8 888 0
.

9 4 666 0
.

52 555 0
.

3 2 555 0
。

4 9 555 0
.

2 4 222 0
.

2 6000 0
.

1 9呼呼0
.

2 2咚咚

严严严重受抑抑 0
.

3 7 111 0
.

5 3 999 0
.

4 0 555 0
。

4 4 4444444444444444444 0
.

5 2 000 0
。

19 000 0
.

1 5 333 0
.

2 2 666

制制制或死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

谷谷子子 正 常常 0
.

0 5 999 0
.

0 6 333 0
.

0 6 222 0
.

0 6 222 0
.

5 1999 0
.

2 0 111 0
。

12 777 0
.

2 1777 0
。

2 3 777 0
。

18 333 0
.

1 9 000 0
.

19 555 0
。

0 9 333 0
.

0 7 111 0
.

0 8 333 0
。

0 8 111

受受受抑制制 0
.

62 999 0
.

呼3 222 0
。

3 3 555 0
.

嘴1666 1
.

5 1666 0
.

斗1888 0
.

17 666 0
.

4 8 000 0
.

14 777 0
.

2 2 222 0
。

1弓888 0
.

17 222 0
。

2 6 888 0
.

2 7 444 0
.

22 222 0
。

2月777

严严严重受抑抑 0
.

9 5999 0
。

5 9 111 0
。

3 3 888 0
。

52 6666666666666666666 0
。

6 0 777 0
.

2 5 555 0
。

18 000 0
.

2 7 666

制制制或死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

*
开始受抑制

。

当植株进入拔节至抽穗期时
,

耐盐力又逐渐下降
,

但仍保持在杖高水平的耐盐程度上
。

从抽穗至成

熟期
,
由于降雨逐渐啥乡

,

土竣产生压盐作用
,

难

于断定其耐盐力
。

谷子与高粱耐盐力的变化墓本相同
。

如从表
2 中 3 0 厘米土层平均含盐量的数值来看

,

谷子在

拔节期的耐盐力井不比苗期增强
,

但是在这个时

期谷子的根系仍然分布在较浅的耕层中
,

起决定

性作用的仍然是表土和亚表土的盐分含t (表2 )
,

按表土和亚表士的含盐t 来看
,

谷子拔节期的耐

盐力比苗期高
。

作物耐盐力的表现不仅受当时土竣盐分含量

的制豹
,

在很大程度上还决定于早期 (尤其是苗

期)受盐窖程度的袒重
,

早期受了盐害必然会反映

到后期的生育特征
。

因此
,

在衡t 作物耐盐力时
,

必琪研究前期受盐害的程度
,

以及不同时期土族

含盐t 的变化
。

换句器视
,

作物的耐盐力是具有

明显的阶段性和阶段联系性的
。

二
、

离粱和谷子的耐盐性与土级

盐分粗成的关系

高粱和谷子的耐盐性不仅与盐分含t 有关
,

也受土续盐分祖成的影响(表 3泥在耕层剖面的盐

分粗成中
,
C1

一

和 N a+ 的相对含t 逐渐啥多
, H C O子

玻 3 高报和谷子附盐性勺土月盐分姐成关系 (0 一30 厘来)

作作物物 生育育 盐害程度度 全盐(% ))) 阴离子(峪克当量 / 1 00 克土 ))) 阳离子(奄克当盈/ 100 克土)))

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 HHHHHHHHHHH C叮叮 C I--- S叮叮 C a
什什 Mg 杆杆 K + + N a+++

(((((((((((((((((((((按差数)))

高高粱粱 苗苗 生育正常常 0
.

0 6 777 0
。

5 1000 0
.

2 4 111 0
。

1 1333 0
。

3 7 555 0
.

3 0 000 0
。

19 000

期期期期 受抑制制 0
.

08 111 0
。

6 8 888 0
.

2 0 111 0
。

1 1222 O
。

6 4 222 0
。

13 999 0
。

2 2 000

严严严严重受抑制或死亡亡 0
.

月4斗斗 0
.

3 1 222 3
.

7 4 999 1
。

6 8 666 2
.

斗1222 1
.

呼1888 1
.

9 1777

拔拔拔拔 生育正常常 0
.

3 9 888 0
。

斗0 555 3
。

呼0 888 2
。

6 7 888 3
。

0 8 222 1
.

54 333 l
。

8 6 666

节节节节 严重受抑制或死亡亡 0
。

6 8 888 0
。

2 5 777 8
。

2 9 222 3
.

19 444 4
.

0 9 000 3
。

23 666 4
。

4 1777

抽抽抽抽 生育正常常 0
。

1 2 555 0
.

6 1 222 l
。

0 2 222 0
。

3斗999 1
.

10 444 0
.

66 444 0
.

2 1555

稼稼稼稼 严重受抑制或死亡亡 0
。

4 9 555 0
。

4 3呼呼 5
。

9 7 111 1
.

9 3 888 3
.

4 2 333 2
.

斗1999 2
.

5 0 111

成成成成 生育正常常 0
。

15 222 0
.

5 5 333 0
。

4 4 222 1
.

2 9 444 1
.

3 2 000 0
。

7 2 888 0
。

2 4 111

熟熟熟熟 受抑制制 0
.

2 2呼呼 0
。

3 2 666 1
。

6 1777 1
.

6 1666 l
。

4斗000 0
。

8 7 222 l
。

2 4 777

严严严严重受抑制或死亡亡 0
.

2 2 666 0
.

3 8 555 1
.

0 0 888 2
.

0 2 999 1
.

2 9 222 0
。

69 666 1
.

呼3 444

尸尸乞
、 ~ ,,

苗苗 生育正常常 0
.

0 6 222 0
.

6 0 444 0
.

14 555 0
。

0 8 888 0
.

50 111 0
.

2 2 000 0
.

1 1666

期期期期 受抑制制 D
。

4 1 666 0
。

3 5 444 3
.

月5 000 2
。

9 1 777 1
.

59 555 l
。

9 9 000 3
。

13 666

严严严严重受抑制或死亡亡 0
.

5 2 666 0
。

3噜444 6
。

月1000 2
.

0 7 666 1
.

6 5 333 2
。

4 2 666 4
.

7 5 111

拔拔拔拔 生育正常常 0
.

2 1777 0
.

4 0 000 1
.

5 4 222 1
.

5 1444 l
‘

53 222 0
。

9 5 777 0
.

9 6 777

节节节节 严重受抑制或死亡亡 0
.

4 8 000 0
.

5 9 222 4
.

8 6 222 l
。

8 9 999 3
.

19 222 2
.

0 1777 2
.

14斗斗

乍乍卜
.

j ~
---

抽抽 生育正常常 0
.

19 555 0
.

6 8 111 0
,

5 5 888 1
.

6 4 777 1
.

16 888 0
.

8 4 000 0
.

8 7888

穗穗穗穗 受抑制制 0
.

17 222 0
。

6 4 222 l
。

2 3 333 0
.

8 3 000 1
.

咯5 666 0
.

7 6222 0
。

4 8 777

成成成成 生育正常常 0
.

08 111 0
.

7 0 111 0
。

2 7 555 0
.

17 000 0
.

5 6 000 0
.

斗5666 0
。

13 000

熟熟熟熟 受抑制制 0
.

2斗777 0
.

5 1 777 3
.

0 3 333 0
.

6 6 333 1
.

4 8 888 1
.

59 444 1
.

1 3 111

严严严严重受抑制或死亡亡 0
.

2 7 666 0
.

5 8 111 3
.

2 7 555 0
.

9 3 000 1
.

6 5 111 1
.

59 000 1
.

5 4 555

土样由林澄非同志化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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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

与 C a+
+

离子的相对含量逐渐减少
,

作物就开始表

现出受抑制的象征
。

如 cl
一
与 N a+ 的相对含量增

加愈多
,

盐害作用愈重
。

这种现象在苗期和抽穗

期表现得最为明显
。

谷子在抽穗期受抑制时的土

壤含盐 t 虽校生育正常的为低
,

但在离子粗成中

因 Cl
一

离子占艳对优势
,
而使植株遭受抑制

。

一般来靛
,

阴离子中以 H C O子或 so 犷为主
,

阳离子中以 Ca ++ 为主时作物可正常生育
。

如盐

分粗成中以氛和钠为主
,

谷苗不能正常生育
,

甚至

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
。

土壤盐分粗成中
,

离

子的相对含量相接近
,

则因盐分总量的高低而影

响作物的生长
。

高粱观察情况与谷子不完全相同
。

可能是高

梁与谷子的耐盐力有差异性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表 3 还视明 : 各种离子对作物的危害是

不同的
,

cl
一

的离子半径较小
,

对袖胞的穿透

力较强
,

在同浓度下
,
cl

一

的渗透压较 5 0 犷大 ;

N a+ 是一价阳离子
,

离子半径胶 ca ++ 小一半
,

易于透入袖胞
,

危害植株的作用远较 ca ++ 为

于自然降雨显著增多
,

土续盐分浓度显著降低
,

不

宜作为最低限度的忍耐指标
。

同时
,
从抽穗一成

熟期
,

土旗盐分浓度虽然陡降为 ‘一9 克/升
,

但对

作物仍有不同程度的抑制
,

显然是与前期遣留的

抑制作用分不开的
。
另外

,

高粱在苗期对盐分浓

度的忍耐限度较谷子低
,

但至拔节期具g有显著提

高
,

井大大超过谷子
。

如苗期浓度为 4 克/升左右

时
,

高粱和谷子均能正常生育
,

但浓度增至 23 克/

升时
,

高粱郎严重受抑制
,

增至 28 克/升时
,

谷子

才严重受抑制
。

在拔节期却相反
,

当浓度为 2 斗
.

3

和 3 斗
.

‘克/升时
,

谷子和高粱均生育正常
,

浓度为

” 和 拓 克/升时
,

谷子和高梁郎严重受抑制
。

土续盐分浓度的变化
,

主耍是受土续可溶性

盐总量及十壤水分抉况所制豹
。

因此
,

在分析作

.. 、、、

⋯⋯

、、

强
。

三
、

离粱和谷子的耐盐性与土城

盐分浓度的关系

土城盐分对作物的危害
,

主耍是通过渗

透作用
,

使袖胞失水
,

渐渐消失生理机能 ; 同

时盐类离子还值接穿入袖胞
,

毒害植株
,

破坏

了正常的新陈代瀚功能
,

使作物受到不同程

度的抑制
。

限于毅备
,

我们此次暂采用土绒盐分浓

度的爵算精果作为初步探时
。

虽然这种舒算

值与实测值存在一定的差值
,

有时甚至很大
,

不一定能够完全代表作物不同生育期简所能

忍受的实际盐分浓度
,

但荃少可以看出一般

的规律 (图1 )
。

初步研究桔果
,

高粱和谷子受抑制的程

度是随土壤盐分浓度的嘴大而加重
。

在谷子

苗期
,
30 厘米土层平均 (下同) 盐分浓度为

4
.

1 克 /升时
,

生育正常 ; 浓度为 2 4
.

2 克 /升

时生育受到抑制 ; 浓度为 2 8
.

2 克/升时生育

严重受抑制
。

高粱和谷子对土城盐分浓度的

忍耐限度
,
与第一节所述大体一致

,

也是苗期

对士续盐分浓度的忍耐力最差
,

从苗期至拔

节期
,

忍耐力逐潮提高
,

从拔节一抽穗期
,

忍

耐力又开始下降
。

但从抽穗期一成熟期
,
由

、二 、 .

, . . 与 电 . . 如 . ‘ 、 、、 , 知 . . 、

承洲创

义凡珍尹

八水�哥书如装皿

谷子

严重受抑制

生育正常

子粱粱高谷高

们20

�未\祝�澎侧电创璐叫

苗期 披节期 抽稼期 成熟期

图 1 高梁
、

谷子耐盐性与土奥水分
、

盐分及盐分浓度的关系



呼‘8 士 族 1 2 场

物耐盐力时
,

不仅须考虑到士接全盐量的指标
,

同

时还应重视盐分浓度的变化情况
。

农 4 离段谷子附盐范. (0 ee 3 0且来)

作 物 盐害程度

,‘4R
�傀j月,矛O

四
、

枯 婚

作物耐盐范围
,

是指作物受盐害作用不能正

常生育时的盐分含t 的变化幅度
。

由于作 物种

类
、

品种和生育阶段的不同
,

以及土旗的自然条

件
、

水盐抉况和耕作管理也不一样
,

所以各地作物

耐盐范围是不一致的
。

作物对土族盐分的忍耐限度
,

可分为最小耐

盐限度和最大耐盐限度
。

最小耐盐限度指生育正

常到受抑制之简的土族含盐 t 的变化幅度 ; 最大

耐盐限度是从受抑制到严重受抑制或死亡之阴的

盐t 的变化幅度
。

通过一年来在山东平原县荤子园村的 研究
,

初步总精出高粱和谷子的耐盐范围 (表 4 )
。

但应

指出
,

这个耐盐范围是在一定的土攘
、

气候
、

地形

等自然条件下所测得的精果
,

不一定符合其他地

区
,

以后应在各地总桔资料才能获得蚊全面的数

据
。

生育正常

受抑制

严重受抑制或死亡

生育正常

受抑制

严重受抑制或死亡

全盐( % )

0
.

0 6一0
.

0
.

2 1一0
.

0
.

4 1一0
.

0
。

0 6se 0
。

0
。

3 2we 0
。

0
。

4呼一0
.

2 l

4 l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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