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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用不同浓度的NaCl 溶液处理吸胀后4 个不同品种( 系) 的饲用小黑麦种子 , 结果表明 : 不同小黑麦品种( 系) 对盐胁迫敏感性存在
差异 ,其中以新小黑麦3 号和H04-1 耐盐能力较强 ,在NaCl 浓度150 mmol/ L 时 ,发芽率仍保持在80 % 左右 ,而东农96026 和H04-2 发芽率
仅有40 % 左右 ; 发芽期间根和芽对盐胁迫敏感性不同 , 在NaCl 浓度50 ～100 mmol/ L 时 , 盐对芽的抑制率大于根 , 在150 ～200 mmol/ L 时 ,
盐对根的抑制率均大于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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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NaCl Inhibed Seed Ger mination and Seedings Growth of Different Cultivars of Triticale
SHAO Hong- yu et al  ( Agriculture College of Shihezi University ,Shi hezi ,Xinjiang 832003)
Abstract  Varieties of triticale were tread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n NaCl solu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Varieties of Triticale had very differ-
ence sensitivieness in salt stress .There are hightolerance to salt stress in Xi nxiaohei mai No .3 and H04-1 ,its germination capacity was about 80 % when
NaCl solution concentration was 150 mmol / L .However ,Dongnong 96026 and H04-2’s germination capacity was only 40 % inthe same solution concentra-
tion.During the seeding growth ,bud to NaCl sol ution was more sensitive thanthat of root inlowsalt concentration ,but in high NaCl concentrationroot was
more sensitive thanthat of bu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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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黑麦是由小麦和黑麦经过属间杂交, 应用染色体加倍

和染色体工程育种方法人工培育的第一个新物种。小黑麦

结合了小麦的高产、优质和黑麦的抗病、抗寒、抗逆性、适应

性广的优点, 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粮、饲、经多种用途的新作

物[ 1] 。由于新疆是盐碱地面积很大的地区[ 2] , 为此, 笔者就

小黑麦在不同盐浓度下发芽率、幼苗生长状况进行研究, 为

盐碱地小黑麦新品种选育和栽培技术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供试品种: 新小黑麦3 号, 东农96026 ,H04-

1 ,H04- 2。

1 .2 试验方法

1 .2 .1 发芽试验。选取籽粒饱满完好无损的小黑麦种子经

0 .1 % 氯化汞消毒10 min , 清洗数次, 浸种吸胀6 h , 分别置于

含有2 层滤纸的培养皿中。每个培养皿放置50 粒种子, 然后

分别加入浓度为0、50、100、150、200 mmol/ L NaCl 溶液各5 ml ,

3 次重复。在25 ℃恒温箱中进行发芽试验。记载种子萌发

情况[ 3] ,1 周后, 计算发芽率。

1 .2 .2 幼苗生长试验。选取培养皿中发芽的小植株, 把根

系插入事先钻孔的大约2 c m 厚的泡木板, 每板植入20 株小

苗, 然后把泡木板漂浮在分别加入0 、50、100 、150、200 mmol/ L

NaCl 溶液500 ml 的塑料发芽盒里。每24 h 更换1 次 NaCl 溶

液, 整个 生长 过程在 人工 气候 箱里进 行, 光照 16 h/ 8 h

( 光/ 暗) , 温度22 ℃, 湿度70 % , 水培15 d , 分别测其根长、株

高、发根数, 然后烘至恒重 , 测其干重。

2  结果与分析

2 .1 盐胁迫对种子萌发的影响 由表1 可见,4 个品种( 系)

的发芽率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 , 当 NaCl 溶液浓度为150

mmol/ L 时 , 新小黑麦 3 号和 H04- 1 发芽率分别为80 % 和

78 % , 而东农96026 和H04- 2 的发芽率仅为42 % 和40 % 。

2 .2 不同浓度NaCl 对小黑麦幼苗生长的影响

2 .2 .1 对根和苗高生长的影响。由表2 可见 , 小黑麦幼苗生

长期间, 根和苗高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NaCl 浓度为50

mmol/ L 时, 对4 个品种根的抑制率达21 % ～24 % , 对苗高的

抑制率达9 % ～16 % 。NaCl 浓度为150 mmol/ L 时, 对4 个品

种根的抑制率达50 % ～69 % , 对苗高的抑制率达 60 % ～

80 % 。

  表1 不同浓度NaCl 处理对小黑麦种子发芽率的影响 %

品种
NaCl 浓度∥mmol/ L

0 50 100 150 200
新小黑麦3 号 98 94 90 80 40
H04-1 96 94 88 78 38
东农96026 98 84 76 42 18
H04-2 98 82 76 40 16

  表2 盐胁迫对小黑麦根和芽生长的影响 %

NaCl 浓度

mmol/ L

品种

新小黑麦3 号

根长 苗高

H04-1

根长 苗高

东农96026

根长 苗高

H04-2

根长 苗高
   0   25 .1   11 .2   20 .8   10 .9   20 .1   12 .0   19 .8   11 .4

50 20 .2(80) 10 .2( 91) 16 .4(79) 9 .8(90) 15 .7(78) 10 .1(84) 15 .0(76) 9 .8( 86)
100 18 .8(75) 9 .8( 88) 15 .4(74) 8 .8(81) 12 .1(60) 8 .1(68) 11 .5(58) 7 .8( 68)
150 12 .6(50) 4 .9( 40) 10 .5(50) 4 .3(39) 6 .0(30) 2 .4(20) 6 .2(31) 2 .4( 21)
200 8 .8(31) 3 .4( 30) 6 .8(33) 3 .2(29) 3 .4(17) 1 .2(10) 3 .6(18) 1 .3( 11)

 注 : 括号内为处理与对照比较的百分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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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对小黑麦幼苗根数的影响。不同盐浓度对小黑麦根

长和根数均有抑制作用。由图1 可见, 各品种( 系) 的根数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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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二乘均值最高( 3 .747 0) ,BB 型次之( 3 .170 0) ,AC、BB 对

应的肌苷酸含量最小二乘均值显著高于基因型AA 所对应的

最小二乘均值( 2 .414 5) ( P > 0 .05) 。肌苷酸含量在 AMPD1

其余基因型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P > 0 .05) 。

3  前景

肌苷酸是构成肌肉鲜味和香味的主要成分之一。大量

研究表明, 与肉类及其制品的鲜味密切相关的有2 类物质 :

一类是氨基酸, 主要是谷氨酸、甘氨酸效果最明显; 另一类是

核苷酸, 其中鲜味最强的是肌苷酸。肌苷酸现已成为衡量肉

质的一个重要指标。到目前为止, 对于肌苷酸的研究只限于

测定不同品种、不同部位间的肌苷酸含量, 研究方法也主要

是运用统计学方法推证肌苷酸含量与品种及其他相关因素

的关系。但对于不同品种之间肌苷酸含量不同的分子生物

学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

当前国内外对影响肌苷酸生成的 AMPD1 酶的研究, 主

要集中在病理、生理、免疫、神经领域, 而对其作为影响猪肉

质重要性状肌苷酸含量的研究仍是空白。由于 AMPD1 主要

在肌肉中表达, 与肌肉中肌苷酸的代谢有关。因而, 对野杂

种猪AMPD1 基因进行深入的研究, 掌握猪 AMPD1 基因与肌

苷酸的关系, 对于开发利用野猪资源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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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NaCl 浓度的增加而逐渐减少 , 但降低的速率不同, 其

中新小黑麦3 号的幼苗根数随NaCl 浓度的增加而减少得最

慢, 表现耐盐能力最强 , 而东农96026 和 H04-2 则相反 , 表现

耐盐能力较差。

图1 不同浓度NaCl 对小黑麦幼苗发根数的影响

图2 不同浓度NaCl 对小黑麦幼苗干重的影响

2 .2 .3  对小黑麦幼苗干重的影响。盐胁迫对根长、株高都

有抑制作用, 这势必对幼苗的干重也有一定的影响。由图2

可见 , 各品种的幼苗干重随 NaCl 浓度的增加而逐渐降低,

其中东农96026 和 H04-2 受影响较大, 而新小黑麦3 号受影

响相对较小。

3  结论与讨论

3 .1  盐胁迫对小黑麦种子发芽率的影响  试验表明 , 在低

盐情况下 , 小黑麦的发芽率受的影响不是很大 , 而在高盐情

况下 , 对发芽率影响较大。其中, 参试品种( 系) 中以新小黑

麦3 号和 H04- 1 表现较强的耐盐性。由于该试验是在种子

吸胀后进行的, 表明吸胀过程受到的盐害不是盐胁迫影响

种子萌发的唯一原因。

3 .2  盐胁迫对小黑麦幼苗生长的影响  NaCl 对小黑麦幼

苗生长的影响主要是抑制其根、芽的生长, 其中在低盐浓度

下, 如50 mmol/ L NaCl 胁迫下 , 小黑麦幼苗根受到的抑制率

比芽大, 而在150 ～200 mmol/ L NaCl 的高盐情况下, 芽的伸

长抑制率比根大。无论在低盐和高盐情况下 , 根数的抑制

率比根长和芽长的抑制率都要小。盐胁迫对幼苗干重的影

响是对幼苗生根数、根长、芽影响的综合体现 , 其中的机理

还有待进一步作生理学方面的研究。

通过用不同浓度 NaCl 处理4 个小黑麦品种( 系) 表明,

盐对小黑麦品种的发芽率、根长、根数、幼苗生长和幼苗干

重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盐胁迫对新小黑3 号和 H04-

1 的影响较小 , 说明这2 个品种耐盐性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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