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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蔬菜作物高温下蒸腾
、

种子活力

和 的变化及其与抗热性的关系 ①

金新文 ② 沈征言
中国农业 大学 园艺学 院

摘 要 芹菜
、

菜豆 和辣椒 种蔬 菜作物
。

取其抗 热性有 明显 差异 的 品种各 或 对为材料
,

研究高温对蒸

腾
、

种 子活 力 及 萌动种子 水平的影 响
。

结果表 明
,

高温胁迫 下 种蔬菜的蒸腾 强度 升高
,

天 中变化加

剧
,

且抗热 品种 更为 明 显 种 子活 力 和 水平受热胁迫 而 下 降
,

其 下 降率抗热 品种均低于相 应的热敏型 品

种
。

初步认 为
,

高温下 上 述 项指标 的变化幅度可 望作为作物抗热性 的鉴定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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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喜温还是喜凉蔬菜
,

高温都是造成夏秋淡季的重要原因
,

选育抗热品种是克服夏淡的

重要途径之一
。

而科学 的作物抗热性鉴定指标和简易的测定方法又是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

电导法鉴定作物耐热能力 尚为实用
。

但对蔬菜作物来说一般要一定苗龄的植株作试材
。

前人试验表 明
,

试材培养条件的差异常影响结果 的可 比性 〕,

用于作大量品种的耐性鉴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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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种蔬 菜作物 高温下 蒸腾

、

种子 活 力和 , 的 变化 及其与抗热性 的关 系

有很 大局 限性
。

我们过去 的试验表明 抗热性 不 同的菜豆 品种间蒸腾强度有明显 差 异 二‘」
。

弄清

蒸腾与抗热性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新鉴定指标的开拓
。

如以 萌动种子 为抗性鉴定材料
,

则既可 省

去育苗 的设备和花费
,

更可避免育苗条件的差异对结果准确性的干扰
,

为规模化的鉴定提供可

能性
。

前人对种子 的多方面研究发现种子 活力最能全面反 映种子 的生命力和 生产力川
,

也提 到

萌动种子 水平先于种子活力表现出来
,

是一项更为敏感的指标困
。

因此
,

我们以芹菜代表

喜凉爽蔬菜
,

以 菜豆和辣椒代表喜温蔬菜
,

采用从大量 品种 中筛选 出来 的抗热性差异显著的

对 品 种 为试材 比较 了抗热性不 同的基 因 型 在 相 应 的高温胁迫 下 蒸 腾
、

种 子 活 力 及 萌 动种 子

水平的变化规律
,

以期对作物抗热性机理的这 几个侧面作初步探讨
,

为鉴定指标 的开拓

提供依据
。

材料与方法

材料及其培养

选用 生长 习性相 同
,

据 田 间表现和 实验室鉴定抗热性有 明显差异 的 个芹菜品 种 意大利

夏芹
、

上农一号和黄心芹
、

白杆芹 个菜豆 品种
一 、

和
一 、 一

以

及 个辣椒品种 湘研五号和苏椒二号为试材
。

其 中前二 或一 者为抗热型 品种
,

后者为热

敏型 品种
。

幼苗种在蛙石为基质的营养杯 中
,

在 以 自然光为主要光源 的非封闭式生长箱 中培养 定期

浇灌营养液并移动苗杯位置 以保证育苗条件的一致
。

昼夜温度分别控制在 种蔬菜各 自的生

长最适温条件下 士 菜豆
、

士 辣椒 和 士 芹菜
。

待幼苗有

数片充分展开 的叶片时开始测蒸腾
,

取样部位菜豆 为第 片复叶 辣椒第
,

片叶 芹菜第
,

片叶
。

测定方法

蒸腾强度 的测定 引用容积法原理闭改进 的称重法测定蒸腾强度
。

注水八分满的小瓶

以薄膜封 口 ,

膜上穿一小孔
。

将一 片叶的叶柄置水 中从叶柄处割断
,

立 即通过膜上小孔插人水

中
,

将此插叶水瓶置 常温生 长箱 中作对照 分别放入 喜温菜 和
‘

喜凉菜 的生

长箱 内作高温胁迫处理
。

早晨开始处理
,

每隔 依次快速称量各插叶小瓶重
,

次重量之差

为期间瓶 中叶片蒸腾损耗的水分
。

最后测 出叶面积
,

算 出蒸腾率
。

每处理各测 个小瓶
。

种子活力指数 的测定 辣椒和芹菜小粒种子采用玻璃板垂直发芽方法川
。

菜豆种子在

培养皿中发芽
。

重复 次
。

以 种蔬菜各 自最适发芽温度为常温 芹菜
,

辣椒
,

菜豆
。

以最适 于 显示

耐热性差别 的温度为胁迫 高温
,

本试验统一 以 下 作为胁迫条件
。

用 简化活力指数 发芽率 生 长势 作为种子 活力衡量指标
。

生 长势在辣椒和芹菜用胚根

长度表示
,

菜豆用胚根鲜重表示
。

萌动种子 水平测定 含量 以 荧光素酶法川
。

因种子大小和萌芽特性不 同
,

种蔬菜 的取样 方 法也 不 同
。

萌动 种子经 高温胁迫 后
,

菜豆取 一 长胚 根 条 芹菜取

粒辣椒取 。粒萌动种子
。

用纯丙 酮 固定
,

加热
,

待丙酮挥发后
,

加人蒸馏水定量 菜

豆
, ,

芹菜 辣椒
,

加热提取 一 后迅速冷却待测
。

取 提取

液置于
一

分光光度计 中
,

注 人
碑

荧光素酶 记 录发光强度高峰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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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商温对蒸腾强度的影响

种作物 个参试 品种一致表现 了蒸腾强度随温度升高而增强 的 固有规律
。

本试验的发

现是蒸腾率在高温下 的增强 幅度 因 品种抗热性而异
。

在常温下芹菜和辣椒抗热品种的 日均蒸

腾率近于或低于热敏型 品种 的
,

但 当气温升高到相应 的胁迫高温时
,

芹菜抗热品种意大利夏芹

和上农一号 日均蒸腾率分别增 长 了 和
,

而热敏型 的黄心芹和 白杆芹的增长率仅分

别 和 辣椒 的抗热型 品种湘研五号 的 日均蒸腾率 比常温下 增长 了
,

而热敏型

的苏椒二号仅增长 了 图
, , 。

说明在胁迫高温下抗热型 品种蒸腾率增长速度明显大

于热敏型 的
。

菜豆在本实验 中则表现为
,

无论在常温或高温下抗热的 一 和 的蒸腾

率均 明显大于热敏型 的
一

和
一

图
, 。

品种间蒸腾率绝对值的差别远大于增长

幅度之差
。

在一 天不 同时段 中
,

生长箱虽被设定 了恒定温度
,

但 因光照 和相对湿度的变化参试作物的

蒸腾强度在不 同时段 中呈现出差异
,

如 以一 天 中蒸腾 的最高点与最低点之差来表示其波动的

大小
,

从 图 可见
,

常温下各品种蒸腾率在不 同时段 中较平稳 高温条件下
,

参试作物抗热品种

蒸腾强度在一天 中不 同时段的变化均 明显大于热敏型品种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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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高温 下参试 蔬 菜 图 高温 下 一 天 中最高与

日平均蒸腾率变化 最低蒸腾率差异的变化

高温胁迫对种子活力的影响

试验 表 明 种 参试蔬 菜 的种子 在萌发 过程 中如受到高温胁迫 活 力均会下 降
,

下 降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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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 子活 力和 的 变化 及其 与抗热性 的 关系

因 品种 的抗热性而异
。

芹菜
、

菜豆 和辣椒 的抗热型 品种热胁迫后 种子活 力指数下 降度 与其对照

之 记值分别为
, 。 和 而它们各 自的热敏 型 品 种 的活 力指数下 降率分别为

· ,

岭 和 即 比抗热型 的多下 降 了约 一 图
。

可 见
,

经热胁迫 的种子

的活力指数相对下 降值与品种抗热性相关
。

高温对萌动种子 水平的影响

种子开始萌动胚根未露阶段其 水平 即会受高温诱导而发生变化
。

研究结果表 明
,

芹

菜
、

菜豆 和辣椒 的种子萌动过程 中如经高温胁迫其 水平均受影 响而下 降
,

下 降幅度 与 品

种抗热性相关
。

图 表明 了
,

芹菜
、

菜豆 和辣椒的抗热型 品种热胁迫后 水平的下降分别为

其对照 的 写
, ,

写和 而 它们各 自的热敏型 品种则分别下 降
,

和
,

比相应 的抗热品种多下 降了 一 不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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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参试蔬菜在胁迫高温

下的种子活力变化

图 参试蔬菜在胁迫高温

下 含量变化

结论和讨论

蒸腾 强度在高温条件下升高幅度及其在不 同时段 的变化与品种 的抗热性成正相关
。

有望

成为植物抗热性鉴定指标之一
。

菜豆在本试验 中表现略不 同于芹菜和辣椒
。

其抗热品种的蒸

腾率在 常温下 也 明显 高于热敏 品种
,

故转人高温时蒸腾率绝对值的增 长远大于高温 常温的相

对增 长率
。

原因 可 能有二 其一
,

菜豆 的抗热模式有异于其他二者 其二
,

菜豆 的适 温范围较窄
,

时 已受胁迫
,

抗热品种 已 开始产生适应反应而表现 出蒸腾率 的升高
。

萌动种子经热胁迫后 水平 和种 子 活力均受抑制而下 降
,

且下 降幅度与参试 品种的

抗热性呈 负相关
。

二者均有望成为种子 阶段鉴定作物抗热性的衡量指标
。

水平的变化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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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于种子活力变化表现出来
,

但 出于所料的是它不 比种子活力更敏感
,

难于成为优 中择优的筛

选选指标
。

测定 含量 更依赖于技术设备
,

故热胁迫下种子活力指数的下 降率可能是种子

阶段测定抗热性更简易实用 的指标
。

上述 项要真正作为筛选指标
,

达到规范应用
,

尚有待于对更广泛 的作物和 品种作相关性

及许多参数 的测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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