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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不同营养液浓度对黄瓜幼苗生长状况的影响。结果表明 : 低浓度( 1/ 8 倍和1/ 4 倍营养液) 处理下 , 植株叶数少、生物量低、根
冠比大、叶绿素含量和根系活力较低 , 与低浓度营养供应不足进而减慢生长发育进程有关 ; 较高浓度( 1 倍营养液) 处理下 , 植株高大、叶
面积大、生物量高、根系活力高 , 但雌花数目少 ,第1 雌花节位高 , 是由于营养液浓度过高 , 使营养生长过旺 , 影响生殖生长;1/ 2 倍营养液
处理植株表现相对合理 , 能较好地协调生长发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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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Different Nutrition Solution Concentrations onthe Growthof Cucumber Seedling
CHEN Shu-fang et al  ( Anhui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Fengyang , Anhui 233100)
Abstract  The purpose was to study the influences of different nutrition solution concentrations onthe growth condition of cucumber seedling .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lant had little leaf number , lowbiomass , big root/ shoot ratio , lower chlorophyll content and root activity under treatment of lower con-
centrations (1/ 8 and 1/ 4 of nutritionsolution) , which was relative to deficient nutritionsupply under lowconcentrations , thus slowing growthand develop-
ment course . Under higher concentration (100 % nutrition solution) treatment , the plant was high, had large leaf area , high biomass and root activity , but
had little female flower numbers with high node locationof first female flower . It was dueto that too highnutritionconcentration make vegetative growthtoo
vigorous , whichi nfluenced reproductive growth. In 1/ 2 nutrition solutiontreat ment , the plant had a relatively reasonable performance and coul d harmoniz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ourse bet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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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蔬菜设施栽培中, 由于复种指数高, 土壤障碍问题日渐

突出, 土传病害愈加严重 , 土壤中营养元素比例失调 , 土壤次

生盐渍化逐渐加重 , 严重影响蔬菜的产量和品质[ 1 - 2] 。近年

来众多学者对土壤障碍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 其中有效的解

决方法之一是发展无土栽培。无土栽培蔬菜具有生长快、产

量高、品质好、省工省时、蔬菜工厂化生产潜力大、不受土地

条件限制等优点, 在蔬菜生产中愈加受到重视[ 3] 。无土栽培

中, 蔬菜作物由营养液提供营养, 但蔬菜不同生育期对营养

的要求不同, 因此研究营养液浓度对蔬菜的影响具有重要意

义。笔者以黄瓜为试材, 研究营养液浓度对黄瓜幼苗的影

响, 以期为筛选培育黄瓜壮苗的适宜浓度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及试验处理  试验材料为黄瓜品种津研四号。试

验在安徽科技学院种植园温室内进行。2007 年3 月15 日黄

瓜种子浸种催芽, 种子先用蒸馏水清洗3 次, 然后浸种6 h ,

置于有1 层滤纸的培养皿中, 于( 25 ±1) ℃恒温培养箱中催

芽。3 月17 日播于塑料盆中, 基质为珍珠岩。第1 片真叶显

露时, 用不同浓度园试营养液[ 4] 浇灌培养 , 试验设4 个处理 ,

分别为: ①1/ 8 倍营养液; ②1/ 4 倍营养液; ③1/ 2 倍营养液 ;

④1 倍营养液, 每处理重复10 次, 在温室中随机排列, 培养期

间按正常栽培管理。

1 .2 测定项目及方法

1 .2 .1 生长状况调查。调查植株大小、叶数、第1 雌花出现

节位及数目。

1 .2 .2 幼苗生物量测定。大多数植株现蕾时收获, 分别收

集根及地上部, 称其鲜重; 之后放入 105 ℃烘箱中杀青15

min , 再在75 ℃下烘至恒重 , 称其干重。

1 .2 .3 生理指标的测定。TCC 法测定根系活力, 乙醇提取法

测定叶绿素含量。 �

作者简介  陈淑芳( 1977 - ) , 女 , 山西盂县人 , 博士 , 从事园艺栽培生理

教学与研究。

收稿日期  2007- 07-05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浓度营养液对黄瓜幼苗生长状况的影响  从图1

和表1 可以看出 , 不同营养液浓度对黄瓜幼苗生长影响的差

异显著。从图1 可以看出, 在株高和叶面积方面排序为处理

④> ③> ②> ①。从表1 可以看出, 在处理期内处理①叶片

数最少, 处理③、④的叶片数差异不明显; 观察第1 雌花出现

的位置和总数发现, 处理③雌花数最多 , 且多出现在第4 片

真叶叶腋处 ; 其次是处理②、④, 雌花数相等, 但处理④第1

雌花出现节位相对较高; 处理①雌花数最少。

 注 : 从左至右依次为处理④、③、②、①。

图1 不同浓度营养液对黄瓜幼苗生长的影响

  表1 不同浓度营养液对黄瓜幼苗叶片数和雌花的影响

处理 叶片数∥片/ 株 第1 雌花节位 雌花总数∥个

① 5 .0 3 株在第4 片叶腋下 3
② 5 .4 1 株在第3 片叶腋下, 5

2 株在第4 片叶腋下,
2 株在第5 片叶腋下

③ 6 .2 1 株在第3 片叶腋下, 9
6 株在第4 片叶腋下,
2 株在第5 片叶腋下

④ 6 .3 1 株在第3 片叶腋下, 5
1 株在第4 片叶腋下,
3 株在第5 片叶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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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不同浓度营养液对黄瓜幼苗生物产量的影响  从表2

可以看出, 不同营养液浓度对黄瓜幼苗生物产量影响差异明

显, 地上部鲜重、干重, 地下部鲜重、干重各指标大小顺序均

为处理④> ③> ②> ①, 其中处理①、②间差异不明显, 但两

者与处理③、④在0 .05 水平上差异显著, 处理③、④间差异

不显著。根冠比反映干物质量在地上部和根系中的分配, 从

数值来看 , 处理①、②根冠比在0 .05 水平上显著高于处理

③、④, 表明干物质分配不同, 植株生长中心不同。

  表2 不同浓度营养液对黄瓜幼苗生物产量的影响

处理
地上部∥g/ 株

鲜重 干重

地下部∥g/ 株

鲜重 干重
根冠比

① 20 .28 b 1.61 b 12 .46 b 1 .05 b 0 .66 a

② 23 .70 b 1.82 b 13 .28 b 1 .13 b 0 .62 a

③ 56.18 a 4 .32 a 17 .78 a 1 .66 a 0 .39 b

④ 58.38 a 4 .81 a 20 .95 a 1 .77 a 0 .37 b

 注 : 同列数值不同字母表示差异达0 .05 显著水平 , 下同。

2 .3  不同浓度营养液对黄瓜幼苗叶绿素的影响 在一定范

围内, 叶绿素含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叶片的光合作用能力, 叶

绿素a 对植物光合作用起主要作用, 部分叶绿素a 是光合作

用中心色素 , 起着光能转化的作用[ 5] , 而叶绿素b 具有较多

辅助和保护作用, 研究发现叶绿素 Ca/ Cb 比值降低时, 能提

高叶片光合活性[ 6] 。由表3 可以看出, 处理③、④叶绿素a、

叶绿素b、叶绿素总量均在0 .05 水平上显著高于处理①、② ;

从 Ca/ Cb 比值来看, 处理②数值最大, 其次为处理④, 处理

①、③间差异不显著。从叶绿素这几个指标的变化可以看

出, 处理①、②植株叶绿素含量相对较低, 处理③与④植株叶

绿素含量差异不显著, 但处理③植株的 Ca/ Cb 比值在0 .05

水平上显著低于处理④, 有利于提高叶片光合活性。

  表3 不同浓度营养液对黄瓜幼苗叶绿素的影响

处理
叶绿素a 含量

mg/ g

叶绿素b 含量

mg/ g

叶绿素总含量

mg/ g
Ca/ Cb

① 0 .94 c 0 .34 b 1 .28 b 2.78 c

② 1 .06 b 0 .28 b 1 .33 b 3.78 a

③ 1 .29 a 0 .47 a 1 .76 a 2.74 c

④ 1 .34 a 0 .43 a 1 .77 a 3 .14 b

2 .4 不同浓度营养液对黄瓜幼苗根系活力的影响 根系是

植物生长发育的重要器官, 主要供应地上部生长所需的水

分、矿物质等, 也能合成一些体内所需物质。根系活力大小

反映了根系代谢能力强弱。由图2 可以看出, 处理④植株根

系活力显著高于其他处理, 处理③植株根系活力在0 .05 水

平上显著高于处理①、②, 处理①与②间差异不显著。

3  小结与讨论

无土栽培中植物生长所需营养来源于营养液, 不同作物

吸收营养特点不同, 同一作物不同生育阶段对养分需求不

同[ 7] 。笔者研究了不同营养液浓度对黄瓜幼苗生长的影响。

结果表明, 在1/ 8 倍和1/ 4 倍营养液培育条件下 , 植株生长较

慢, 发育较晚, 表现在植株株高较低和叶数较少 , 生物量( 地

上部鲜重、干重 , 地下部鲜重、干重) 较小, 而根冠比较大, 说

明低浓度营养液由于营养供应不充足, 生长发育相对较慢 ,

一般植株在幼苗生长前期, 根系生长是生长中心, 为以后地

上部生长奠定基础, 所以根冠比较大, 根系生长发育优先; 在

1/ 2 倍营养液和1 倍营养液培育条件下 , 植株生长较快 , 表现

在植株高大和叶数较多, 生物量较高, 根冠比较小, 说明一方

面营养液供应营养充足, 加快植株生长 , 干物质积累较多, 另

一方面加快发育进程 , 生长中心逐渐转移到以地上部生长为

主, 所以根冠比变小; 但是1/ 2 倍营养液和1 倍营养液培育条

件下的植株相比, 最明显的差异是雌花数目和第1 雌花节位

的不同,1/ 2 倍营养液处理下, 雌花数目多, 第1 雌花节位较

低, 对于早熟生产有重要意义;1 倍营养液处理下 , 雌花数目

少, 与1/ 4 倍营养液处理相同 , 第1 雌花节位高 , 这可能与营

养液浓度高, 促进营养生长, 不利于生殖生长有关[ 8] 。

图2 不同浓度营养液对黄瓜幼苗根系活力的影响

光合作用是植物生长的重要能量来源和物质基础 , 叶

绿素是参与光合作用光能吸收、传递和转化的重要色素, 叶

绿素含量与叶片光合速率及植物体的有机物质积累、生长发

育、产量形成密切相关, 叶绿素含量越高, 光合能力越强 , 增

产潜力越大, 较合理的叶绿素 Ca/ Cb 值可防止叶片内光能过

剩诱导自由基的产生和色素分子的光氧化[ 9] 。该试验结果

表明,1/ 8 倍营养液处理和1/ 4 倍营养液处理植株叶绿素a、b

及总含量相对低, 积累光合物质较少, 表现出植株生长慢、生

物量低,1 倍营养液处理和1/ 2 倍营养液处理的植株叶绿素

含量无差异, 但1/ 2 倍营养液处理植株的 Ca/ Cb 比值较低 ,

有利于提高叶片光合活性。

植物根系是活跃的吸收器官和合成器官, 也是植物最先

感受环境因子信号的器官, 对整个植株的生命活动有着非常

重要的影响[ 10] 。该试验结果表明, 不同营养液处理对根系

活力大小具有显著影响, 其大小为1 倍营养液处理> 1/ 2 倍

营养液处理> 1/ 4 倍营养液处理> 1/ 8 倍营养液处理, 说明1

倍营养液处理根系吸收较多营养物质供应植株生长。

总之, 低浓度( 1/ 8 倍和1/ 4 倍营养液) 由于可供吸收的

营养有限, 营养缺乏导致生长发育进程减慢, 表现出叶数少、

生物量低、根冠比大、叶绿素含量和根系活力低;1 倍营养液

处理植株高大、叶面积大、生物量高、根系活力高, 但同一处

理时间内 , 雌花数目少, 第1 雌花节位高, 说明营养液浓度过

高, 促进营养生长过旺, 影响生殖生长;1/ 2 倍营养液处理植

株表现相对合理, 能较好地协调好地上部和地下部、营养生

长和生殖生长的关系 , 以及生长发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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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政府或开发商征地补偿金等 , 这种“块状”集体经济模

式, 使得农民对集体经济组织的依赖性和关注度都很强, 妨

碍了农民较快地融入城市。同时, 农民的收入不断增加, 且

呈多元化来源, 有从业收入、农村集体经济再分配收入、投资

收入及物业出租收入等。这与调查结果相符, 作为高新区昌

东大学园区的农民无论是已拆迁还是未拆迁, 他们的经济服

务方向已向大学园区的广大师生们靠拢, 第三产业的服务值

很高。相对未拆迁的村落而言, 已拆迁的安置小区更有竞争

力, 因其统一规划、统一环境整治、统一物业管理, 学生们更

愿意租用这种完备的小区用房。据此, 住宅户型设计中户型

是考虑自身居住与出租的互不干扰, 将住居形态设计成两部

分, 通过公共交通空间联系, 但这带来采光通风的不便( 图

2) 。户型2 是以某一长方形块为母体, 无数不同建筑面积的

户型由2 个或2 个以上母体形成组合体, 组合体的连接部分

由楼梯、交通空间等组成( 图3) 。

除了住居形态以外, 在规划设计中也充分考虑乡村生活

方式、风俗传统等因素的影响, 保留村民原有的生活氛围和

邻里环境, 在公共绿地、组团绿地、宅间绿地等绿化元素 , 且

引进农村的芬芳和气息 , 不完全采用单一的城市园林树种 ,

考虑农村蔬菜、瓜果等绿化素材, 同时带来经济价值。为体

现村民的原有生活习惯和行为特征而设计立体公共交往空

间———底层架空活动区、组团庭院、景观中心等一系列邻里

活动单元。

图2 户型1

图3 户型2

4  结语

城乡结合部即近( 距离) 乡村—城市转型, 是城乡一体化

的重要部分, 而对于城乡结合部村落聚落的变迁还有待进一

步深入探讨 , 我们将更关注其规划设计理念, 希望其朝着城

乡统筹的和谐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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