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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江红的微量元素与固氮酶活性

魏幼璋 杨玉爱 孙 羲
浙江农业大学

摘 要

本试验测定了本地满江红
、

日本满江红
、

东德细满江红
、

菲律宾细满江红等组织中的营养

元素含最
,

其值均很高
。

这说明在水培条件下满江红富集养分的能力很强
。

本试验还测定了满江红的固氮酶活性
,

发现固氮酶活性与铂含量的相关性极显著 ,

” 二
。

同时固氮酶活性与铜含量的相关性也显著
尸 。 ,

。

本文还计算了这几种满江红的生长速率和固氮量
,

综合营养元素的含量
,
固氮酶活性

,

生

长速率和固氮量诸因素
,

可以再次肯定在适温条件下
,

细满江红是优于本地满江红的
,

其中日

本满江红及东德细满江红在生产上选种时可优先考虑
。

本文还计算了东德细满江红组织中各营养元素含量间的关系
。

这为满江红试验的营养液

配方及生产上对满江红的合理施肥提供了参考数据
。

公

满江红是一种优良的水生绿肥
,

它的养殖和利用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
。

目前国内

外对满江红的研究已较为深人
,

有关的论文 已发表了几千篇
。

随着能源危机的加剧以及

各种肥料需要量的日益增大
,

满江红作为一种生物能源正引起广大科学工作者的兴趣
。

目前有关满江红的文献
,

报道得较多的是对它生理
、

生态
、

环境条件和固氮能力方面

的研究。一 , ,

而对于满江红的成分分析
,

特别是微量元素方面的分析测定报道甚少
。

切

和 洲 曾有这方面的工作报道
。

但他们分析测定的项 目较少
,

而且测定的方法有

些方面也有待探讨
。

微量元素在植物体内含量虽少
,

但它们在植物体内往往是酶或辅酶的组成部分
〔 。

要

了解满江红固氮酶活性与微量元素含量之间的关系
,

应对满江红的微量元素含量作仔细

的分析
。

本试验首先对本地满江红 加 汤
、

日本满江红 二
、

东

德细满江红 才 。 、

菲律宾细满江红 ,  耐
,

等

四种满江红的
。 、 、 、 。 、 、 、

等七种微量元素的含量进行了测定
。

同时

还测定了它们的固氮酶活性
。

讨论了固氮酶活性与钥的含量以及铜的含量之间的关系
。

此外在综合这几种满江红的营养元素含量
、

固氮酶活性
、

生长速率和固氮量诸因素的基础

上
,

来寻求较好的萍种
。

本试验还测定了满江红
、 、 、

等四种大量营养元素的

含量
。

并以我国南方各省养殖得较多的东德细满江红为例
,

计算分析了满江红各营养元

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

令

本文系魏幼璋的硕士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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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材 料 与 方 法

奋

专

一 种萍的来派及处理

供试验用的种萍
,

本地满江红
二 二枷

、

日本满江红 才二 , 户。。
、

东德细满江红
才二 ‘‘ , 讨 , , 、

菲律宾细满江红 月二 ‘‘ ‘ ‘ 。‘
·

” ,

均为刚经越夏的萍体
。

种

萍取回 后用蒸馏水洗净
,

再用无离予水洗涤数遍
。

并在绿色塑料盆中用无离子水饥饿培养 铭 小时
,

然

后分放于若干塑料盆中
,
移入玻璃房中养殖

。

二 水培过程

, 养液的配枷 参考
“
改进的浙农  无氮培养液”及 气 , 无氮培养液”稍加修改

。

单位

毫克 升

,

一  

,

,
,

一 一 , ,

· , , ,

一
,

一
,

二
,

营养液 值为

注 试剂均称取较大量
,

先配制成浓溶液
,

然后再稀释到上述浓度
。

培并方法 将经过饥饿培养的种萍各 巧 克
,

分别放人直径 。毫米
,

高 , 毫米的绿色卑料

盆内
。

每盆盛有营养液 毫升
。

所有萍种试验均重复四次
。
培养时间自 年 月 日至 月

日 。

培井环境 全部培养过程在玻璃房中进行
。

试验进行前
,

玻璃房用 甲醛消毒
。
培养过程中的

气温为 ℃ ,

水温为 ℃
,

相对湿度为
,

照度为 , 二

气温
、

水温
、

相对湿度
、

照度均为每

天 及 测定的平均值
。

其中照度数值较低
,

这是因为在培养过程中
,

最初几天是阴雨天
。
另

外玻璃房西边有树遮阴

三 满江红各种成分的测定

各种成分分析前
,

样品的前处理如杀青
、

洪干
、

灰化等以及分析用的器皿
、

药品
、

水等均按照一般微

量元素分析的要求
。

试验中用凯氏定氮法测定氮 用钒铝黄比色法测定磷 用硫氮酸钾比色法测定铂

用姜黄素法测定硼 用过锰酸盐比色法测定锰 用联毗咤法测定铁
。

其中比色法均用 分光光度计进

行比色测定
。
另外还用

一
型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侧定锌

。

用
一 斗 型中型石英光谱仪侧定了

钙
、

硅
、

铜
、

钻
’

四 满江红固氮确活性的测定

应用
一
型气相色谱仪

,

用乙炔还原法测定满江红的固氮酶活性
‘, ’, 。

先将一克鲜萍放入 。

毫升的注射器内
。

在注射器内注人 毫升营养摧
、

毫升
、

毫升
、

毫升
。

培养 小

时后在气相色谱仪上测定
。
在 小时培养过程中的平均气温为 ℃ ,

水温为 ℃
,

相对湿度为
,

照

度为
。

五 东德细满江红各种营并元紊间相关性的计算

相关的计算采用
一

型计算机
。

其规格为内存容量 字长 铭 位
。

计算语言是

由浙江省农科院土肥所绿萍组提供
。

光谱分析由张桂兰同志分析
,
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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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
二

、

结 果 与 讨论

奋

(一) 满江红各种营养元素的含t

从表 1 及表 2 可以清楚地看出
,

满江红不仅含有 N
、

P 等大量元素
,

而且有作物所

需要的多种微量元素
。

在本试验营养液培养的条件下
,

测定的结果表明
,

满江红各种营养

元素的含量是很高的
。

这说明满江红从溶液中富集养份的能力是强的
。

( 二) 满江红固氮酶活性与微t 元紊含t 的关系

从表 3 可以看出几种满江红在同样培养条件下
,

固氮酶的活性是很不相同的
。

其中

日本满江红最高
,

东德细满江红次之
,

菲律宾细满江红再次之
,

墨西哥满江红第四
,

本地满

江红最低
。

这种现象决不是偶 然的
,

如果把固氮酶活性与某些微量元素的含量联系起来

分析
,

可以发现一定的规律
。

人们知道
,

钥是固氮酶
、

硝酸还原酶
、

黄嗦吟氧化酶
、

亚硫酸

氧化酶
、

醛氧化酶的成份
,

并且已经证明铂主要存在于固氮酶和硝酸还原酶 中
“‘川。

其中

硝酸还原酶是一种诱导酶
,

当底物不存在硝酸盐时
,

就不可能形成硝酸还原酶
。

在本试验

中
,

满江红是培养在无氮营养液中
,

因而无硝酸盐存在
。

而且满江红由于与蓝藻共生
,

所

以是一种固氮能力较强的植物
,

因此在满江红组织中铝主要应存在于固氮酶中
。

近年来
,

在各种固氮生物中都分离得到了性质相似的固氮酶
,

而且已经确定每一个固氮酶分子中
,

铁相蛋白上含有 2 个铝原子
。

既然铝主要存在于满江红的固氮酶中
,

并且固氮酶分子中

钥原子的数 目已经确定
,

那么可以推想满江红中相的含量与固氮酶活性之间应该有正相

关
。

统计分析本试验的结果发现
,

这几种满江红在相同生长条件下
,

固氮酶活性与它们铝

元素的含量有极显著的相关性 (图 1)
。

表 3 满江红相及铜的含t 与固氮陇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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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萍种来源较少

, 墨西哥满江红 (才
二
ol la 劝ix , c u n a

) 仅测定了固氮酶活性 及相的含量 ; 2
.
这里 讨论

相的含最及铜的含t 与固氮酶活性的关系
, 出于生理学的目的考虑

,

养分含盈以 户m / 10 0 克鲜物质表示更

合适
I!!·, 。

今

实验还得出了满江红组织中铜的含量与固氮酶活性之间也有显著的相关性 (图 2)
。

目前关于铜与生物固氮之间关系的研究在豆科作物的有关试验中已有报道
,

但在满

江红的研究中尚未见有试验报道
。

分析本试验的结果
,

这可能与一些氧化酶有关
。

因为

氧化酶中铜的含量较高
,

氧化酶又与呼吸作用直接有关
。

虽然氧化酶不像固氮酶那样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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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参与氮的固定
,

但是由于它的作用而产生的 A T P 是保证固氮作用正常进行的能量来

源
。 因此

,

满江红中铜的含量与固氮酶活性也有一定的关系
。

应该指出
,

固氮酶活性与其它酶

的活性一样
,

它是一种生物活性指标
。

它的大小与测定时的条件如照度
、

温

度
、

相对湿度等都是密切相关的
。

因

此固氮酶活性与铂及铜的含量之间的

相关系数及回归方程也应该是在一定

测定条件下才是适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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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

e o r r e

l

a

U

o n
b

e t

w

e e
i 卜

d
‘ o

l l
a a n d

a e
d
v
i
ty

C o 皿诬t e 。叹 o t
一110

1犷b d e n u m

o t 0 1汀o g e ” as e

,

3.0
pmC: H‘

19 鲜物质 /8 小时
仃res h

“
m a l 比r sh

.
)

满江红含铜量与固氮酶活性的关系

(三 ) 满江红的生长速度和固氮

t

从表 4 可以看出
,

从生长速度来

说
,

菲律宾细满江红最快
,

东德细满江

红次之
,

日本满江红再次之
,

本地满江

红最差
,

但从固氮量来看
,
日本满江红

最高
,

东德细满江红次之
,

菲律宾细满

江红又次之
,

本地满江红最低
。

综合

以上四个表的试验结果
,

即从各种满

江红的营养元素含量
、

固氮酶活性
、

生长速度和固氮量等几个方面全面衡

量
,

在适温条件下
,

细满江红是优于本

地满江红的
。

例如就铂的含量来看
,

经统计分析细满江红与本地满江红都

有极显著的差异
,

且 日本满江红与菲

律宾细满江红也有显著差异
。

但某一

甘l斗|h

亡召�君上.七)幅探珑目8一�己任盆

图 2

Fig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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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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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o r 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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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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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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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t

w

e e n e o n t e n t o

f

e o
p p

e r

i

。 碑助才矛
a a n d aC ti丫i钾 o f n itr o城eo a se

种满江红如东德细满江红重复之间的差异则不显著 (F0
.0 ,

~ L 64

,
F

。.0 ,

一 3
.
86 )

。

这说

明种间差异是主要的
。

所以在生产上选种时
,

根据本试验的结果
,
日本满江红与东德满江

红可优先考虑
。

l

“
( 四 ) 满江红组织中曹养元素的相互关系

植物对各种营养元素的需要是有一定比例的
。

植物休内营养元素的含量在一定程度

上能反映植物某一阶段的营养状况
。

为了研究满江红所需营养元素之间的关系
,

我们用

近年来我国南方各省广泛养殖的东德细满江红为材料
,

测定了一些必需营养元素的 含量

对所得分析数据用电子计算机计算它们的相关系数(表 5
,

表 6)
。

表 6 中左列的
!
值均达到显著水平

。

氮与钥;氮与铁有显著的正相关
,

这是可以理解

的
,

因为相是固氮酶的成分
,

而铁不仅是固氮酶中铁蛋白及铁相蛋白的成分
,

而且还是固

氮所必需的铁氧还蛋 白等物质的成份
。

因此在正常范围内提高铝或铁的水平可以增加固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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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东位细浦江红元素问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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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能力
,

从而增加满江红的含氮量
。

磷与硅有显著的负相关
,

这是因为磷与硅都是以阴离

子形态进人根系
,

由于它们化学性质相似而引起相互拮抗
。

钙与磷和钙与钻分别有显著

的负相关和正相关
,

这方面的材料未见报道
,

其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

表 6 右列中所示的
,
值虽未达到显著水平

,

但尚有较好的相关性
,

这在其它作物的研

究中已有不少报道
。

例如 M ehi ic htv ]报道了大豆中的铁与锰的关系; Jon es 等图 报道了烟

草等作物中钙与硼的关系; 氏
aw n 等

『8]
报道了马铃薯的磷与锌的关系

。

本试验的结果
,

其趋势与这些报道是一致的
。

表 , 及表 6 所列的结果为满江红试验的营养液配方及生产

上对满江红的合理施肥提供了参考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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