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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植物对矿质元素的吸收
一植物吸收矿质元素的特点

1.吸收的部位——根尖
2.对水分和矿质元素吸收的相对独
立性

联系：1)矿物质的吸收须溶解在水中
2)对矿质的吸收促进对水的吸收

区别：二者是相对独立的：

水分的吸收主要是蒸腾拉力引起
的渗透吸水，是被动吸收；而矿质的
吸收以主动吸收为主。

3 对溶液中离子的选择吸收

1)对同一溶液中不同离子的选择吸收

2)对同一盐的阴阳离子的选择吸收

如：NaNO3中选择NO3 
－, NH4HCO3中选择NH4 

＋

NH4NO3中都选择。

机理：交换吸附 根呼吸→→CO2＋H2O→H2CO3→H＋＋HCO3
－

溶液中的阳离子与H＋交换，阴离子与HCO3
－交换。由于植物对阳离子和阴

离子的需要量不同，从而使土壤中的H＋或HCO3
－多，也由此，使土壤呈酸性、碱性

或中性。

生理酸（碱、中）性盐

H＋

HCO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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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NO3
－

＋ NaHCO3 
－

• 4. 单盐毒害和离子拮抗
任何植物，如果只用一种盐的溶液来培养，

即使这种盐是必需的盐类，也会使植物受到毒
害而死亡，这种现象称为toxicity of single salt.
在发生单盐的溶液中，如再加入其它金属离

子，则毒害现象会得到减弱或消除，离子间的
这种作用称为ion antagonism
鉴于上述原因，在培养植物时，只能用具有
一定浓度的、适当比例的多种盐的混合溶液来
培养，这样植物既能获得适当养分，又不会产
生离子毒害，这种溶液就称为平衡溶液
balanced solution。一般的土壤溶液、人工培养
液如Hoagland培养液都是平衡溶液。

1. 通过交换吸附等方式把离子吸附在根细胞表面

根与溶液：交换吸附

根与土壤颗粒：接触交换

土壤溶液与土壤颗粒：阳离子交换

二根对矿物质的吸收过程

H+

K+ soil
K+

soil
H+H+直接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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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离子通过主动吸收、被动吸收等方式进入根
细胞

3. 离子通过质外体、共质体等途径而达到皮层
内部

4. 通过共质体进入内皮层
5. 离子通过导管周围薄壁细胞通过被动扩散或
主动运输而进入根部导管。

四 影响根部吸收矿物质的因素

1. 温度：一定温度范围内，根对矿质的吸收随温度升高而增加：

适温：呼吸加强→能量产生增多→主动运输加强

低温：代谢减弱，细胞质粘性大，运输阻力大；同时低温下

微生物活动减弱，影响有机物的分解吸收。

高温：酶钝化，根系早衰→吸收降低

2. 通气状况：

通气好，呼吸强，代谢强，促进吸收。在O2含量为0~4%范
围内，离子吸收随O2含量的升高而迅速增加，超过4%后基本维
持稳定。一般土壤含氧量在10.35~20.3%，可满足需要，只有土
壤板结和水淹时才缺氧。

3. 溶液浓度：

在较低浓度下，吸收随离子浓度升高而升高，但超过一定范

围就不再升高，因为膜上的载体和通道数量有限。另外，高浓
度还会引起烧苗。

4. 土壤pH值
1）影响土壤盐的溶解度：

碱性土壤：Fe, Ca,Mg,Cu,Zn溶解度小而缺乏
酸性土壤：PO4,K,Ca,Mg溶解度大而易流失，同时Al, Fe,

Mn溶解度太大而使植物受害。

2）影响土壤微生物活动：
酸性大，影响根瘤菌、固氮菌的生存

与活力。
碱性大，反硝化细菌发育好，浪费土

壤N。

三 植物叶片对矿质元素的吸收

• 叶片营养、根外施肥——植物除了根可以吸收矿质外，叶
片也可以吸收少量矿质，因此农业上常把矿质肥料配成溶
液喷洒到叶面，供植物吸收利用。称为叶片营养或根外施
肥。

• 机理：不清楚，曾提出外连丝的概念，但尚未证实。
• 优点：1）快速

2）可避免养分被土壤固定、转化（利用率高）
3）可补充苗期和后期根系吸收的不足
4）便于微量元素的使用

• 注意问题：1）使用表面活性剂，降低表面张力，使易吸附
2）浓度要低
3）选择好喷洒时间：下午4时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