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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中硝酸盐因其对人类健康有不利影响而受

到广泛的关注
[ 1~ 4]

。沈其荣等
[ 5]
认为植物液泡作为

临时的无机离子和养分离子的储存库, 在维持细胞

质离子浓度的动态稳定的过程中有着很重要的作

用。硝态氮是液泡中储存大量离子的成分之一,当

外源硝态氮供应不足时, 储存于液泡中的硝态氮能

被调配出来维持细胞质中硝酸盐浓度的稳定而满足

植物对氮的需求。同样也有人提出不同的观点,认

为细胞液泡内的硝酸盐离子是不容易被植物再调动

的[ 5] ,植物在细胞质中同化硝酸盐离子的速度远远

超过了硝酸盐离子从液泡中释放进而被植物再利用

的速率,仅仅通过调动液泡内的硝酸盐是不能够维

持植物的正常生长的。

我们先前在水稻、菠菜、小白菜、番茄、生菜等作

物上的研究发现同种作物不同品种硝酸盐累积与利

用存在显著差异,并且能够利用这种差异来为培育

氮高效利用品种或降低植株体内的硝酸盐含量提供

有效途径[ 4, 7~ 12]。因此, 研究不同作物品种对体内

硝酸盐离子的再利用能力的强弱就有望能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不同作物品种对氮素能否高效利用
[ 13]
。

本研究以 2个典型的基因型生菜(对增铵营养

敏感的申选 1号及对增铵营养钝感的耐热耐抽苔)

为材料[ 12] ,利用双阻硝酸盐选择性微电极测定这 2

个典型生菜基因型先在硝酸盐诱导、然后再氮素亏

缺、继而再恢复氮素供应情况下, 液泡中硝酸盐的分

布及调动的情况, 以期为培育高产和肥水资源高效

利用的生菜品种, 以及降低生菜体内硝酸盐含量提

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植物材料

试验选择本试验小组在前期试验中所得到的对

不同形态氮素营养敏感品种生菜及钝感品种生菜为

材料,分别是申选 1号及耐热耐抽苔。

1 2 试验处理

水培营养液采用专门适用生菜培育的山崎营养

第 45卷 第3 期 土 壤 学 报 Vol 45, No 3

2008年 5 月 ACTA PEDOLOGICA SINICA May, 2008



液: Ca( NO3) 2 4H2O 236 mg L
- 1

, KNO3 404 mg L
- 1

,

NH4H2PO4 57 mg L
- 1

, MgSO4 123 mg L
- 1

, 在此基础上

将NH4 N 换成 NO3 N, 微量元素采用 Arnon 营养液

配方, 其中 Fe 2 8 mg L- 1以 Fe EDTA配入。总氮浓

度均为91 mg L- 1。保持所有处理配方中的 K、Ca、

Mg的比例与原始配方一致,在所有营养液中均加入

7 mol L- 1硝化抑制剂二氰胺, 以防止营养液中

NH+
4 转化为 NO-

3 。在诱导处理及恢复供氮处理采

用该营养液,氮亏缺处理就是在山崎营养液的基础

上去掉氮素营养。

1 3 处理方法

将所选取 2个生菜品种消毒后播于盛有干净石

英砂的育苗箱中,并将育苗箱放在 18  的恒温培养

箱中发芽, 15 d后移到日光温室中, 定期浇水, 并在

移栽前 2 d分别用总氮浓度为 1 mg L- 1的营养液喷

洒。移到日光温室 1周后选择长势均匀的生菜苗移

栽到有供氧装置的 5 L 周转箱中水培, 周转箱上覆

盖18孔的 PVC盖板, 每块板上栽同一品种的 16株

苗(另 2个孔用来通气)。植株的根基部分用海绵包

裹,使其固定在板上。每一处理设 4个重复,每天换

1次营养液, 并用稀 Ca( OH ) 2或 H2SO4溶液调节 pH

至6 5左右。

1 4 收获与测定

先进行供氮处理, 每天于统一时间采样并测定

液泡中硝酸盐浓度,当其维持 2 d基本不变时, 进行

缺氮处理 7 d,然后再进行恢复供氮处理 7 d。在试

验处理的每天上午 9: 30左右采样。然后采用双阻

硝酸盐选择性微电极测定根尖细胞中细胞质和液泡

中硝酸盐含量。微电极的制作、标定及样品测定根

据文献[ 13~ 15]。

1 5 数据处理

试验所获得的数据均经过 SPSS11 5统计分析,

方差分析采用 Fisher! s LSD test。

2 结果与分析

2 1 氮亏缺及恢复供氮对生菜生物量的影响

2 1 1 氮亏缺及恢复供氮对生菜地上部生物量的

影响 由图1可知, 在氮亏缺时生菜的地上部生物

量增加缓慢。氮亏缺第 7 天与第 1 天相比, 申选 1

号地上部生物量增加 1 432 g 株- 1, 平均每天增加

0 239 g株- 1, 耐热耐抽苔地上部生物量增加1 112 g

株- 1,平均每天增加 0 185 g株- 1。这可能是由于植

株缺氮导致植株生长缓慢, 当到第 8天开始恢复供

应氮素时,地上部生物量依然维持原有的速率在增

加, 生物量并没有迅速增加, 这可能是由于虽然这个

时候营养液中含有较多的氮素, 但由于植株从氮亏

缺状态调整到恢复供氮状态需一个过程, 而且所吸

收的氮素还没有来得及转化为生物量。一直到恢复

供氮第 4天(整个实验的第 11天)以后生物量才迅

速增加, 申选 1号和耐热耐抽苔在第 12天的地上部

生物量分别较第 11天增加了 2 484 g 株- 1和 2 351

g株- 1,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说明被吸收的氮素

已经开始迅速地转化为生物量, 植株恢复了正常

生长。

图 1 氮亏缺及恢复供氮对植株地上部生物量影响

2 1 2 氮亏缺及恢复供氮对生菜地下部生物量的

影响 图 2 显示在营养液中氮亏缺情况下, 生菜

地下部生物量的增加较为缓慢。氮亏缺第 7天与第

1天相比, 申选 1号地下部生物量仅增加 0 472 g

株
- 1

, 耐热耐抽苔地上部生物量仅增加 0 370 g

株- 1。恢复供氮后,与地上部相类似的是一直到供

氮第 4天以后根系的生物量才迅速增加。

图 2 氮亏缺及恢复供氮对植株地下部生物量影响

从不同生菜品种地上部和地下部生物量在氮亏

缺营养液及恢复供氮营养液中的反应角度来看, 虽

然申选 1号和耐热耐抽苔生菜对本试验处理反应相

类似(图 1,图 2) , 但 2个品种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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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无论是地上部还是地下部, 申选 1号的生物量

在氮亏缺营养液及恢复供氮营养液中均高于耐热耐

抽苔生菜。申选 1号和耐热耐抽苔生菜地下部生物

量的差值在氮亏缺时期变化不大(图 3)。从氮亏缺

及恢复供氮对地上部生物量差值的影响来看, 在氮

亏缺情况下,随着处理时间的延长,申选 1号和耐热

耐抽苔生菜地上部生物量的差距逐渐增大, 从第 1

天相差 0 518 g 株
- 1

, 到第 7天相差 0 838 g 株
- 1

,增

加了 61 65%。当恢复供氮后, 申选 1号和耐热耐抽

苔生菜地上部生物量的差距随着时间的增加而迅速

增加,从恢复供氮第 1天相差 0 885 g 株
- 1

, 到恢复

供氮第 7天相差 1 564 g 株- 1, 增加了 76 72%。说

明申选 1号对氮素营养恢复供应的敏感程度较耐热

耐抽苔生菜强。

图 3 氮亏缺及恢复供氮对申选 1 号和耐热耐抽苔生物量差值的影响

2 2 氮亏缺及恢复供氮对生菜根冠比的影响

在氮亏缺情况下, 2个生菜品种的根冠比均逐

渐增加(图 4)。说明在氮亏缺胁迫下,与地上部相

比,地下部生物量增加相对较多,这可能是植株适应

氮素营养胁迫的一种机制, 即在氮素营养胁迫的情

况下, 植物试图通过将较多的养分及能源分配到根

系,尽量保证根系的生长,以达到吸收更多养分的目

的。而在恢复供氮后, 2个品种生菜的根冠比均逐

渐降低(图 4)。说明由于植株能够吸收到足够多的

氮素,就将较多的养分及能源物质分配到地上部, 因

此,与地下部生长情况相比较,地上部就得到了较快

的生长。

图 4 氮亏缺及恢复供氮对申选 1 号和耐热耐抽

苔生菜根冠比的影响

2 3 氮亏缺对植株根系亚细胞 NO3 N调动的影响

众所周知, 液泡的体积是远远大于细胞质的体

积。图5显示根系液泡中的硝酸盐含量显著高于细

胞质的硝酸盐的含量,说明植株体内的硝酸盐主要

累积在液泡中,植株体内硝酸盐含量的变化主要由

液泡硝酸盐变化引起,要有效降低蔬菜体内硝酸盐

含量就必须从降低液泡中硝酸盐含量着手。

氮亏缺对根细胞液泡中硝酸盐含量的影响很显

著(图 5) ,随着氮亏缺时间的增加, 申选 1号和耐热

耐抽苔生菜液泡中硝酸盐含量均迅速下降, 而细胞

质中硝酸盐含量受氮亏缺的影响不大,基本上维持

在 4 mmol L- 1左右。说明 2个品种生菜液泡中的硝

酸盐在氮亏缺时均能被很快调出补充到细胞质中,

从而保持细胞质中硝酸盐含量基本稳定, 以维持植

株正常的生长发育。

从不同品种生菜根系液泡中硝酸盐在氮亏缺情

况下的表现来看, 申选 1号液泡中硝酸盐的含量在

氮亏缺第 5天时就基本维持在 12~ 13 mmol L- 1左

右,而耐热耐抽苔生菜液泡中硝酸盐的含量在氮亏

缺第 6 天时才基本维持在 12~ 13 mmol L- 1左右。

说明申选 1号液泡中硝酸盐的调动较耐热耐抽苔

快。即在氮素胁迫情况下,与耐热耐抽苔生菜相比,

申选 1号液泡中的硝酸盐能够更迅速地被调动出

来, 补充到细胞质中去, 而使植株更少受到氮素胁迫

的不利影响。

2 4 恢复供氮对植株根系细胞中 NO3 N的影响

恢复供氮对植株根细胞液泡中硝酸盐含量有影

响显著(图 6)。恢复供氮后 2个品种生菜根细胞的

液泡中硝酸盐含量随着恢复供氮时间的延长而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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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第 5天后硝酸盐含量达到高点,然后就不再增

加。这一点与恢复供氮后生物量的变化有区别,恢

复供氮后生物量直至第 4天才迅速增加。在整个恢

复供氮时期,细胞质中硝酸盐的含量仍然基本上保

持不变, 基本上维持在 4 mmol L- 1左右。

图 5 氮亏缺对亚细胞水平硝酸盐浓度的影响

图 6 恢复供氮对亚细胞水平硝酸盐浓度的影响

3 讨 论

虽然大部分硝酸盐被储存在液泡中, 然而对植

物生长发育来说, 细胞质中硝酸盐具有更加重要的

作用
[ 5, 16~ 18]

。用硝酸盐电极测定细胞质中硝酸盐

浓度发现,在正常情况下, 细胞质中的硝酸盐浓度

一般较液泡低, 且较为稳定, 液泡中硝酸盐浓度一

般较细胞质高
[ 9, 12, 17, 18]

。在环境缺氮时, 液泡中的

硝酸盐可以被调出补充细胞质中被代谢掉的硝酸

盐, 但液泡中硝酸盐被调出速度的大小, 以及液泡

中硝酸盐能够维持的最低浓度的大小对植物高效

利用氮素有重要意义。为了研究生菜根系亚细胞

组织中硝酸盐的再调动, 试验首先用含有较高浓度

硝态氮营养液诱导生菜幼苗, 使过量的硝酸盐得以

在液泡中积累。每天检测根尖表皮细胞质和液泡

中硝酸盐含量, 发现细胞质中硝酸盐浓度基本维持

不变( 4 0 mmol L
- 1

) , 液泡对硝酸盐离子的积累不

是无极限的, 当液泡中硝酸盐含量达到一定程度

后, 其含量就不再增加, 说明根细胞液泡中的硝酸

盐离子在外界供氮的情况下没有发生进一步的积

累而是达到了饱和。停止硝态氮供应后, 发现生菜

根表皮细胞的液泡中硝酸盐含量迅速降低, 但细胞

质的硝酸盐离子浓度始终维持在低浓度 ( 4 0

mmol L- 1)左右而保持恒定不变。原来储存在液泡

中的硝酸盐离子被调动出来补充到细胞质中去, 用

以补偿因氮素同化而消耗的硝酸盐。Miller等[ 15]也

有类似结论。

与氮亏缺前相比,在氮亏缺第 1天申选 1号根系

细胞液泡中的硝酸盐浓度下降了 43 96 mmol L- 1,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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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热耐抽苔下降 33 09 mmol L
- 1

,到氮亏缺第 5天申

选1号根系细胞液泡中的硝酸盐浓度为 12 97 mmol

L
- 1

,而耐热耐抽苔为 27 63 mmol L
- 1
。说明在氮亏

缺情况下,申选 1号根系细胞液泡中的硝酸盐浓度

下降较耐热耐抽苔快,硝酸盐浓度下降快说明液泡

中硝酸盐补充到细胞质因同化过程所造成硝酸盐

浓度减少的速度就快,植株就较少受到氮素胁迫的

影响,说明与耐热耐抽苔相比, 申选 1 号能更快地

适应外界氮素营养的改变。在氮亏缺第 6天申选 1

号根系细胞液泡中的硝酸盐浓度下降至 10 48

mmol L- 1(不再继续下降) , 而耐热耐抽苔为 12 64

mmol L- 1(不再继续下降) , 申选 1 号根细胞液泡能

够维持较耐热耐抽苔更低的硝酸盐浓度, 说明与耐

热耐抽苔相比,申选 1号能将更多的硝酸盐调动出

来以维持细胞质的硝酸盐浓度在一个正常的范围,

对外界氮素营养胁迫有更强的适应能力。

在恢复供氮后, 液泡中硝酸盐浓度开始上升,

液泡表现出积累硝酸盐的能力。恢复供应硝酸盐

后不同品种对液泡积累速度有差异, 开始时申选 1

号根系液泡硝酸盐浓度低于耐热耐抽苔 (分别为

10 48 mmol L- 1和 12 64 mmol L- 1)。过了 1天后,

生菜根系液泡硝酸盐的浓度开始提高, 说明此时

生菜吸收的硝酸盐除了满足代谢外, 还有剩余的

硝酸盐被储存在液泡中。但不同品种生菜储存硝

酸盐的量是不同的, 申选 1 号根系液泡硝酸盐的

浓度增加了 6 09 mmol L
- 1

, 而耐热耐抽苔仅增加

2 32 mmol L- 1 ,即第 2天申选 1号根系液泡硝酸盐

的浓度就开始高于耐热耐抽苔, 并且这个趋势一

直保持到试验结束。说明在恢复供氮后, 申选 1

号吸收硝酸盐的速度大于耐热耐抽苔, 申选 1号

根系液泡中硝酸盐补充较耐热耐抽苔迅速。因

此, 从不同生菜品种在氮素诱导处理、继而氮素亏

缺处理、再恢复供氮处理下,根尖表层液泡中硝酸

盐调动的角度来看,与耐热耐抽苔相比, 申选 1号

属于耐低氮基因型或氮素利用高效基因型, 而耐

热耐抽苔相对而言就属于低氮敏感基因型或氮素

利用低效型。

4 结 论

1) 氮亏缺处理时, 地下部生长速率较地上部

快, 根冠比逐渐增加。在恢复供氮处理时, 地上部

生长速率较地下部快, 根冠比逐渐降低。恢复供

氮 4 d后, 地上部生物量才迅速增加, 与液泡中硝

酸盐活度增加相比, 有滞后效应。申选 1 号对氮

亏缺及恢复供氮处理的敏感程度较耐热耐抽苔生

菜强。

2) 氮亏缺的时候, 液泡中的硝酸盐迅速下降,

但下降到一定程度后就不再下降,并保持基本稳定。

在恢复供应硝酸盐离子后, 液泡中的硝酸盐浓度迅

速增加。而细胞质中的硝酸盐浓度在整个氮亏缺培

养时期均能够维持在 一个较低的浓度 ( 4 0

mmol L- 1)。

3) 与耐热耐抽苔相比, 在氮素亏缺时, 申选 1

号液泡中硝酸盐浓度下降较快, 且能维持一个更

低的水平; 在恢复氮素供应时, 申选 1号液泡中硝

酸盐浓度上升较耐热耐抽苔更迅速。因此, 从液

泡中硝酸盐调动的角度来看, 认为申选 1 号属于

耐低氮基因型或氮素利用高效基因型, 而耐热耐

抽苔相对而言属于低氮敏感基因型或氮素利用低

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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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壤学会第十一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

第七届海峡两岸土壤肥料学术交流研讨会

2008年 9月 24~ 27日在北京召开

土壤资源是人类的生存平台和粮食生产基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国人均耕地、林地、牧草地数量均

远远低于世界人均数量, 并且整体质量偏低、退化沙化现象较为严重,加之近年来城市化的扩张, 非农占用

耕地大量增加, 土壤资源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为加强我国土壤资源领域的交流,推动对土壤

科学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学术研究,由中国土壤学会主办,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等九单位承办, 于

2008年9月 24~ 27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土壤学会第十一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第七届海峡两岸土壤肥料学
术交流研讨会#。

大会主题: 土壤科学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主要议题:

(一)围绕土壤科学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土壤科学与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土壤科学与生态安全和环境健康

等内容,开展分专题的学术研讨和交流。

∃土壤资源现状、问题与展望

∃土壤性质与演变过程

∃生态环境协调与粮食安全保障
∃工业化和城市化及肥料高投入对土壤质量与生态环境的影响

∃土壤在社会、环境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土壤资源合理利用和提高土壤质量的政策与建议
∃土地资源利用 生态环境友好 粮食安全保障和谐的政策、措施与建议

(二)总结中国土壤学会第十届理事会工作;修改和制定有关条例;选举第十一届中国土壤学会理事、常

务理事、理事长,确定各专业委员会主任;讨论和确定第十一届理事会的主要任务。

(三)颁奖表彰。

组委会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2号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邮编: 100193

联系人:王雪娟 张福锁

联系电话: 010- 62732232

传真: 62731016

手机: 13811893123

E mail: fertrdc@ cau. edu.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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