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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抗盐机制研究
1

.

小麦水分保持与质膜渗透性
‘

杨劲松
‘,2 陈德明

“
沈其荣

‘

(1 南京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

南京 21 侧刃5; 2 中国科 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

南京 21 以城)8 )

摘 要 运用盆栽试验方法
,

对五种小麦品种的抗盐性及其机理进行了研究
。

研究表

明
,

盐分胁迫下抗盐小麦 的蒸腾组织具有 相对较高的蜡质含量
、

肉质化指数和 叶相对含水量
,

因而保水抗盐能力较强
。

本试验中以
“

鲁麦 19
”

和
“

植申 2 号
”

的抗盐力较强
,

而其上述三种指

标最高 ; “鲁麦 23
”

则完全相反
。

小麦抗盐性 还与其叶表面质膜组织有关
。

抗盐性强 的小麦

具有较高的质膜稳定性
,

影响其在盐渍条件下 对盐离子 的透性
,

即影响叶电解质渗透值和相

对电解质外渗率
。

关键词 水分保持
,

质膜透性
,

小麦
,

抗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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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着包括沿海滩涂在 内的丰富的盐渍土资源
。

盐渍土开发利用后
,

通过 自然淋

盐
、

人工加速淋盐过程
,

其 总体上 向脱盐化方向演进
。

随着盐渍土脱盐过程 的进一步发

展
,

盐渍土的农业种植利用逐渐成为可能
。

而利用作物的抗性 〔’
,

2〕可促进盐渍 土的农业

利用
。

作物在适应盐渍环境的过程中能产生较强的抗盐力
,

并形成特定 的抗盐机制
。

本文

通过对盐渍条件下小麦的水分生理特征进行研究
,

以 阐明作物的响应与抗盐机制
,

为抗盐

作物进一步研究与应用提供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试验材料

试验采 用的两种 土壤均取 自江苏如东滩涂垦 区
。

其中土壤 s:
为发 育于浅海 沉积物母质 的表层脱

盐化潮土的耕层 土 壤 (0
~
20

Cm )
,

其 土壤 浸 提液 (1
: 5 ) pH 7

.

42
,

电导 率 0
.

353 洲 川 ’
,

土 壤 含 盐 量

l
.

25 g k g ” ; 土壤 s :
为表层 弱脱盐化草甸滨海盐渍潮 土 的耕层 土壤 (0

~
20

。m )
,

其 土壤浸 提液 (1
:
5)

pH7
.

87
,

电导率 1
.

156 ds m
一 ’ ,

土壤 含盐量 3
.

97 9 k g
一 ’。

试验小麦采用
“

鲁麦 19 号
” 、 “

鲁麦 23 号
” 、 “

植 申

2 号
” 、 “

浙麦
”

和
“

扬麦 1 58
”

等
。

1
.

2 试验设计

本试验在控制条件下进行
。

取内径 巧 c m
、

高 18 c m 的瓷钵
,

每盆装人土壤 3
.

o k g
。

根据作物养分需

求与土壤养分状况
,

每盆加入尿 素 0
.

90 9 及磷酸二氢钱 0
.

57 9
。

试验时 以蒸馏水补给土壤水分
,

保持各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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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盐分胁迫下小麦叶肉质化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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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程度 的避盐 能力
。

除
“

鲁麦 23
”

外
,

盐分胁 迫下 小麦 叶 片 肉质化 指数 以

“

浙麦
” 、 “

鲁麦 19
”

和
“

扬麦 158
”

最高
,

而以
“

植 申 2 号
”

的叶片肉质化指数最

低 ; 叶片肉质化指数的增量则 以
“

鲁麦

19 ”
、 “

扬麦 158
”

和
“

浙麦
”

最大
,

而同样

以
“

植 申 2 号
”

的叶片肉质化指数增量

最小
。

2
.

1
.

3 相对含水量 相对含水量是

作物组织水重 占饱 和组织水重的百分

率 [’〕
。

图 3 为盐分胁迫下 小麦 叶片相

对含水量
。

土壤含盐量 5
.

33 9 k g
~ ’时

小麦叶片相对含水量均降低
,

且以
“

鲁

麦 19
”

和
“

植 申 2 号
”

最高
,

而以
“

鲁麦

23 ”

的最低
。

盐分胁迫下
, “

鲁麦 19
”

和
“

植 申 2 号
”

较强的抗盐力与其具有较高的相对含水

量有一定联系
,

而
“

鲁麦 23
”

较弱的抗盐力与其具有较低 的相对含水量有一定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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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质膜渗透性与抗盐性

土壤盐分胁迫下
,

作物除易感受高浓度含盐基质产生的渗透胁迫外
,

还易感受盐分离

子过多产生的毒害作用
。

这种毒害作用最为直接的是 引起作物质膜组成及结构的改变
,

并由此引起作物质膜稳定性与功能的改变
,

导致质膜渗透性增大
。

盐分胁迫下作物维持

质膜系统的稳定性的能力与抗盐力有着内在 的联系
。

2
.

2
.

1 电解质渗透值 土壤盐分胁迫下
,

由于盐分的存在
,

而显示作物质膜 的电解 质

渗透
。

在土壤含盐量为 1
.

25 g k g
一 ’时

,

以
“

鲁麦 23
”

的电解质渗透值最高
,

而以
“

鲁麦 19
” 、

“

植 申 2 号
”

和
“

浙麦
”

的电解质渗透值最低 (图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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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抗盐力较强
,

其叶蜡质含量
、

肉质化指数和相对含水量较高 ;而
“

鲁麦 23
”

上述指标则较

低
,

其较弱的抗盐力与其较低的保持水分缓解盐害的能力有关
。

盐分胁迫下小麦抗盐力

与其维持质膜系统稳定性的能力也有着内在联系
。 “

鲁麦 19
” 、 “

植申 2 号
”

等抗盐性强的

小麦具有较高的质膜稳定性
,

因而电解质渗透值 和相对 电解质外渗率最低 ;而
“

鲁麦 23
”

等抗盐力相对较弱的小麦
,

其电解质渗透值和相对 电解质外渗率最高
。

这反映了小麦抗

盐力的大小与其质膜渗透性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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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u m m a ry

Po t e u ltu re e x p e ri m e n t w a s e o n d u e te d to stu d y sa lt re s is ta n e e a n d m e e ha n is m s o f fi v e w he a t v a -

ri e tie s
.

The m e e ha n is m s o f s a lt re sista n e e w e re s e t fo rt h by m e a n s o f d
e te rm in in g a n d a n a lyz in g th e

w a te r re te n tio n in d e x e s S u e h a s w a x C o n te n t o f leaf (W C )
, S u e e u le n e e in d e x

(5 1 )
a n d re lat iv e w a te r

e o n te n t o f le af (R W C )
, a n d m e m bra n e s ta bility in d e x e s s u e h a s e le e tro lyte le a k a g e v a lu e o f leaf

(E Lv ) a n d re lat iv e e le e tro lyte le a k a g e p e rc e n ta g e o f le a f(R E Lp )
.

Th e re s u lts o b ta in e d s h o w e d th a t

th e sa lt
一

re s is ta n t w h e a t v a ri e tie s w e re o f re la tiv e ly high e r w a x e o n te n t , su e e u le n e e in d e x a n d re la tiv e

w a te r e o n te n t w hile g ro w n u n d e r sa lin e e o n diti
o n , 5 0 they pe rfo rm

e d s tro n g e r a bility to re te n t w a te r

a n d fi g ht a g a in st s a lt inj u 叮
.

T h e stro n g a b ility o f sal t re s is ta n e e o f “

Lu m a i N o
.

19
” a n d

“ z hishe n

N o
.

2 ” w a s re le v a n t to the ir hig h e r w a x e o n te n t in le盯
, su e e u le n e e in de x a n d re la tiv e w a te r e o n -

re n t
.

Th
e s itu a tio n w a s e o n tra 叮 fo r “

Lu m a i N o
.

2 3 ”
.

Th
e stro n g a b ility o f s a lt re s is ta n e e w a s a ls o

re le v a n t to th e hig h e r s ta bility o f m e

lnb ra n e tiss u e
.

Sal t
一 re s ista n t w h e a t v a ri e tie s “

Lu m a i N o
.

19
”

a n
d

“ Z his h e n N o
.

2
”

w e re o f lo w e r e le e tro lyte le a k a g e v a lu e o f le af
a n d 比la tiv e e le e tro ly te le a k a g e

p e rc e n ta g e a n d high e r s ta b ility o f m e

mb
r a n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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