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硒素营养对水培生菜夕口口

尚庆茂① 高丽红

质的影响

李式军
中国农业大学园艺系 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

摘 要 测 定分析营养液加硒后水培生菜产品器官茎 叶品质指标的变化
,

与未加硒的对照相 比
,

加硒

。 ’ 一 ‘

促进了水培生菜植株吸收 和
,

但抑制了对
, , , , , , ,

的吸收 提高了

茎叶中总糖
、

还原糖
、

叶绿素
、

维生素 的含量 降低了亚硝酸盐和三种游离氨基酸的含量
,

游离氨基酸总

在奶油生菜和红叶生菜分别降低 和
,

玻璃生菜提高了 蛋 白氮水平前两者升高而

后者降低
,

铁态氮又呈相反趋势
。

说明不同生菜品种的蛋白质代谢受硒的影响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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硒素与人体健康关系密切
,

人体摄入不足或过量均会导致各种疾病
。

由于土壤
一

植物

系统的硒匾乏而导致的人体硒缺乏或潜在缺乏在全球尤其是我国更为普遍和严重 〔幻 。

为此
,

农业科学工作者就土壤增施和作物叶面喷施硒肥后
,

作物产品器官中硒的吸收和积累进行

了不少研究
,

并为低硒区居 民改善硒素摄入状况
,

克服硒缺乏症发生开辟了一条有效途径
。

但就施硒后作物产品器官中其他品质指标的变化则研究较少
。

试验通过水培方式
,

系统地研

究硒素营养对生菜其他品质指标的影响
,

以为生产中施硒更加科学化和合理化提供理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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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和实践指导
。

材料与方法

材料

试验于 年在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实验温室中进行
。

生菜的三个品种 奶油生菜
、

红

叶生菜
、

玻璃生菜
,

均来 自上海农科院园艺所
。

月 日播种育苗
,

月 日定植在

塑料培养箱
。

基本营养液配方按 日本山崎生菜配方 大量元素肥料
· 一 ’

。 , · , · , ,

微

量元素肥料
· 一 ‘ 一 , , · , ,

、 · , , 。

用 设置出两个硒素 营养水

平
,

’
一 ‘ 。

每箱一区
,

随机排列
,

重复三次
。

月 日一次性采收
。

℃烘箱烘干
,

干样测定
。

方法

游离氨基酸含量的测定采用南京农大中心实验室 日立
一

型氨基酸分析仪测定
。

各

形态氮的分析测定用 三氯 乙酸振荡浸提 干样
,

蛋 白质沉淀析出
,

而非蛋 白氮则溶

解在三氯乙酸中
,

然后分别用浓硫酸消化
,

消化液定容后凯氏蒸馏法分别测定各形态氮的含

量
。

粗纤维采用酸碱洗涤法 总糖和还原糖采用
, 一

二硝基水杨酸比色法 维生素 采用
,

一

二氯靛酚钠盐滴定法 可溶性蛋 白采用考马斯亮蓝
一

法测定 亚硝酸盐采用盐酸蔡乙

二胺法测定
。

磷采用矾钥黄比色法
,

钙
、

镁
、

铁
、

锰
、

铜
、

锌采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

钾和钠采

用火焰光度法测定
。

结果与分析

硒素营养对水培生菜茎叶中游离氮基酸含 的影响

增加硒素营养后
,

生菜茎叶中游离氨基酸含量及其与对照的比较如表 所示
。

从总量来

看
,

硒素营养降低了奶油生菜
、

红叶生菜茎叶中的游离氨基酸含量
,

提高了散叶生菜茎叶中

的游离氨基酸含量
。

从各氨基酸种类来看
,

两种含硫氨基酸
,

和 随硒素营养水

平的升高
,

在三个品种中的含量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

其中 下降幅度最大
。

剩余种类的

氨基酸与供试品种关系较大
,

在奶油生菜
、

红叶生菜茎叶中的含量随硒素营养水平的升高而

降低
,

在散叶生菜茎叶中的含量则随硒素营养水平的升高而升高
。

硒素营养对水培生菜茎叶中各形态氮含 的影响

增加硒素营养促进整个植株对氮的吸收
,

增加了奶油生菜和红叶生菜茎 叶中蛋白氮含

量
,

相对降低了非蛋 白氮含量 表
,

抑制了玻璃生菜体内蛋 白质的合成
,

造成了非蛋 白氮

的积累其中主要是非蛋白氮中铁态氮的积累
。

硒素营养对水培生菜主要品质指标的影响

增加硒素营养后
,

提高了生菜茎叶的总糖
、

还原糖
、

叶绿素
、

可溶性蛋 白质含量
,

降低了

粗纤维和亚硝酸盐的含量 表
。

亚硝酸盐是人体致癌物质亚硝胺的前体
,

硒素可以降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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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亚硝酸盐含量
,

对于防止蔬菜体内亚硝酸盐积累
,

保护人体健康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
。

表 硒素营养对水培生菜茎叶中游离氨基酸含量 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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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硒素营养对水培生菜茎叶中各形态氮含量 的影响
· 一 ,

干 重

品种
, · 一 蛋 白质

按态氮

非蛋 白氮

硝态氮
总氮

总量

奶油生菜

红叶生菜

玻璃生菜

硒素营养对水培生菜矿质元素吸收的影响

增加硒素营养改变了水培生菜茎叶中矿质元素的组成 表
,

促进了植株对鳞元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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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
,

抑制了植株对钾
、

钠
、

钙
、

镁
、

铁
、

锰
、

铜
、

锌元素的吸收
。

如果以未加硒的处理为对照
,

计

算加入硒后各矿质元素含量变化的百分数
,

可进一步说明营养液加硒对生菜各个供试品种

吸收矿质元素的作用
。

对于磷元素
,

奶油生菜
、

红叶生菜
、

散叶生菜茎叶中的含量分别比对照

坳口了
, ,

而对于钙元素
,

三种生菜茎 叶中的含量却分别比对照减少
,

巧
, 。

其余元素的含量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

表 硒 素营养对水培生菜主要 品质指标的影响 , 一 ,

, · 一 ‘

品质指标 奶油生菜 红叶生菜 玻璃生菜

总糖 干重

还原搪 干重

可溶性蛋 白 鲜重
·

叶绿素 鲜重

亚硝酸盐
· 一 ‘ ,

干重

粗纤维 干重

维生素
· 一 , ,

鲜重

表 硒素营养对水培生菜茎叶矿物质元素含量 的影响

, · 一

矿 质 元 素 奶 油 生 菜 红 叶 生 菜 玻 璃 生 菜

常量元素
· 一 , ,

干重

微量元素
拜

· 一 , ,

干重

总体来看
,

红叶生菜的矿质吸收受硒素的影响最大
,

其次是散叶生菜
,

再次是奶油生菜
,

也说明了了不同遗传型生菜品种在矿质吸收上的差异性
。

讨论

提高营养液中硒的水平
,

本试验供试三个生菜品种茎叶中游离氨基酸含量表现 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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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趋势
。

降低了奶油生菜和红叶生菜所有游离氨基酸的含量
,

而玻璃生菜除
, ,

外
,

其他游离氨基酸含量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

说明了硒素营养对生菜不同品种植株体

内蛋 白质代谢的作用大小不同
,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不同品种耐硒胁迫能力的差异
。

有人认为

植物耐硒机制之一就是防止硒较多地参与蛋 白质代谢
,

从而避免硒引起的生理毒害
。

硒有促进蛋 白质合成的作用
,

一方面硒以硒代含硫氨基酸如
一 , 一

形式直接

参与蛋 白质合成
,

从而减少了游离氨基酸中
,

的含量
。

另一方面
,

硒是植物体内一种

核糖核酸链的组成成分
,

具有转运氨基酸的功能
,

从而对其他游离氨基酸也有影响
。

硒可以提高马铃薯块茎中总的蛋白质氨基酸的含量
,

减少游离氨基酸的含量
。

在游离氨基酸

中
,

苏氨酸
、

撷氨酸
、

异亮氨酸
、

亮氨酸
、

苯丙氨酸分别被减少
, , ,

和
。

关于本试验中所有品种在加入亚硒酸钠后
,

都有大幅度下降
,

硒素与 代

谢究竟有何内在联系
,

还未见报道
。

在植物对硒的矿物质吸收上
,

硒和磷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
,

具有协同效应 而与钾
、

钠
、

钙
、

镁
、

铁
、

锰
、

铜
、

锌则有相互抑制的拮抗效应
,

并且这种效应的大小与植物种类
、

栽培品

种有很大的关系
。

有人把磷加入到缺磷的钙质土中
,

结果增加了生长在 自然土壤或增施硒肥

的土壤上的紫花首蓓的含硒量
。

闭设计了一个硒素 水平 ’ 一 ‘ ,

五个磷素

水平
, , , ,

’ 一‘ ,

具体分析了野芥子组织中含硒量与磷素水平的关系
,

结

果发现含硒量随着磷水平的升高也呈逐渐上升的趋势
。

果雅静圈通过盆栽研究了锌
、

锰
、

铜对大蒜吸收硒的影响
,

表明土壤施锌
、

锰
、

铜对大蒜

吸收硒几乎没有影响
,

而硒会明显地抑制大蒜对锌
、

锰
、

铜的吸收
。

硒素与其他元素之间的关

系还鲜见报道
。

因此在硒素的矿质吸收上无论广度和深度都有着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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