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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为探究外源一氧化氮对黑麦草铝毒害的缓解作用，以铝敏感型黑麦草品种Ｎａｇａｈａｈｉｋａｒｉ和铝

耐受型黑麦草品种特高为试验材料，研究不同浓度（１００和２００μｍｏｌ／Ｌ）硝普钠（ＳＮＰ）对２０ｍｍｏｌ／Ｌ铝

胁迫下两种黑麦草生长特性和生理指标的影响。结果表明：外源ＮＯ处理可提高黑麦草幼苗的ＯＪＩＰ荧

光瞬态曲线，提高量子产率，量子效率，比能量通量，可溶糖含量，可溶性蛋白含量，显著提高叶绿素ａ含

量，叶绿素总量，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活性，过氧化物酶（ＰＯＤ）活性和过氧化氢酶（ＣＡＴ）活性（犘＜

０．０５），显著降低丙二醛（ＭＤＡ）含量和相对电导率并降低黑麦草对铝的富集量（犘＜０．０５）。和仅铝胁迫

相比较，添加２００μｍｏｌ／ＬＳＮＰ，Ｎａｇａｈａｈｉｋａｒｉ和特高的相对电导率分别下降３４．８５％和２７．３５％，ＳＯＤ

活性分别提高２８．６６％和３７．１８％，ＰＯＤ活性分别提高５２．４１％和５０．３０％，地上部Ａｌ３＋富集量分别下

降３４．９５％和２９．３３％，根系中Ａｌ３＋富集量分别下降２６．０２％和１７．３７％，添加１００μｍｏｌ／ＬＳＮＰ对两种

黑麦草的生长和生理指标也有积极的影响，但效果弱于添加２００μｍｏｌ／ＬＳＮＰ。说明添加外源ＮＯ能够

促进铝胁迫下黑麦草的生长和生物量的积累，且对铝敏感型品种Ｎａｇａｈａｈｉｋａｒｉ所受铝毒害的缓解效果

优于铝耐受型“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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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畜产品需求量不

断增加，饲草饲料短缺严重［１］。多花黑麦草（犔狅犾犻狌犿

狆犲狉犲狀狀犲）是一种疏丛型禾本科牧草，其产草量高，营养

价值高，家畜适口性佳，是优秀的牧草品种，常见利用

方式有青料饲喂、晒制干草和青贮饲料等［２］。发展南

方牧草种植具有巨大需求，然而我国南方地区土壤偏

酸性，酸性土壤的铝毒害是限制黑麦草生长的一个重

要因素。土壤中游离的Ａｌ３＋增多，对草本植物的生长

有严重影响。研究表明，植物的农艺性状和抗氧化酶

系统等在铝胁迫下均受到抑制［３－４］。

一氧化氮是一种植物体内的气态自由基信号，广

泛存在植物体细胞内和细胞间，调节植物生长和各种

生理变化过程［５］。ＮＯ在干旱、重金属、盐类等非生物

胁迫下作为关键信号分子，某些酶的活性受ＮＯ的调

度［６］。此外，ＮＯ能促进原生根和侧根的生长，调节气

孔运动以及光介导的绿化，促进光合作用，加快细胞运

输，提高植物对非生物胁迫的抵御能力［７－８］。常见的

ＮＯ供体主要有硝普钠（ＳＮＰ）、硝酸盐、吗多明及其代

谢物，Ｄｉａｚｅｎｉｕｍｄｉｓｌａｔｅ类（ＮＯＮＯａｔｅｓ）、Ｓ亚硝基硫醇

类、介离子三唑类和偶氮二醇烯
!

盐类等也被用作

新型的ＮＯ供体
［９－１０］。其中ＳＮＰ较为常用，有研究表

明玉米［１１］、小麦［１２］、黄瓜［１３］、棉花［１４］、烟草［１５］等在渍

４６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ＡＮＤＴＵＲＦ（２０２１）　　　　　　　　　　　　Ｖｏｌ．４１Ｎｏ．４



水胁迫下对其有响应。

本研究以黑麦草为材料，探究外源 ＮＯ对铝胁迫

下黑麦草幼苗生长和生理的影响，以期为酸性土壤地

区种植黑麦草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铝敏感型黑麦草 Ｎａｇａｈａｈｉｋａｒｉ和铝耐受型黑麦

草特高，由扬州大学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草业科学种

子库提供。

１．２　试验设计

本研究采用沙培法，直径２０ｃｍ的加仑盆，沙子装

进盆内，分别将２种黑麦草种子播种其中，播深２ｃｍ，

播种后置于光照培养箱，设置恒温 ２５℃，光照度

１００００ｌｕｘ，光照１４ｈ、黑暗１０ｈ交替变化，每周施加

１００ｍＬＨｏａｇｌａｎｄ营养液，培养２周后间苗，每盆保留

５０株长势一致的幼苗。

试验设置６个处理：ＣＫ：１００ｍＬ蒸馏水；Ｔ１：１００

ｍＬ处理液，含有１００μｍｏｌ／Ｌ的ＳＮＰ；Ｔ２：１００ｍＬ处

理液，含有２００μｍｏｌ／Ｌ的ＳＮＰ；Ｔ３：１００ｍＬ处理液，

含有２０ｍｍｏｌ／ＬＡｌ３＋（Ａｌ３＋ 由 ＡｌＣｌ３·Ｈ２Ｏ提供）；

Ｔ４：１００ｍＬ 处理液，含有２０ｍｍｏｌ／Ｌ Ａｌ３＋ 和１００

μｍｏｌ／Ｌ的ＳＮＰ；Ｔ５：１００ｍＬ处理液，含有２０ｍｍｏｌ／Ｌ

Ａｌ３＋和２００μｍｏｌ／Ｌ的ＳＮＰ，每个处理组３次重复。６

种处理液分别连续施用３ｄ，继续培养至７ｄ进行采

样，测定各项形态指标和生理指标。

１．３　测定指标与方法

采样后用直尺（精确到０．１ｃｍ）测量株高和根长，

然后将样品植株分别置于１０５℃烘箱杀青３０ｍｉｎ后

６５℃烘干至恒重，用分析天平称量（精确到０．０００１）其

干重（ＤＷ），即为地上生物量和地下生物量。

乙醇浸泡法测定叶绿素含量，浸泡法测定相对电

导率（ＥＬ），硫代巴比妥酸法测定丙二醛（ＭＤＡ）含量，

蒽酮法测定可溶性糖含量，考马斯亮蓝法测定可溶性

蛋白含量，氮蓝四唑染色法测定超氧化物歧化酶

（ＳＯＤ）活性，以上指标测试参考施海涛
［１６］的测定方

法。用过氧化物酶（ＰＯＤ）测试盒（南京建成生物工程

研究所）比色法测ＰＯＤ活性。用过氧化氢酶（ＣＡＴ）

测试盒（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比色法测ＣＡＴ活

性。参考张立军［１７］的方法测可溶性糖含量。参考贺

建华等［１８］的方法测铝离子含量。

采用ＰＡＭ２５００（ＨｅｉｎｚＷａｌｚＧｍｂＨ）对黑麦草叶

片的叶绿素ａ荧光瞬态曲线进行测定，计算量子产率

和效率以及比能量通量，使用 Ｙｕｓｕｆ等
［１９］描述的ＪＩＰ

测试方法和计算公式分析ＯＪＩＰ瞬时曲线。

１．４　数据分析

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进行数据处理，ＡＮＯＶＡ法进行统

计分析，Ｄｕｎｃａｎ法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铝胁迫下添加外源犖犗对黑麦草幼苗生长特征

的影响

添加ＮＯ后，２种黑麦草幼苗地上和地下部分的

伸长生长受到促进，生物量增加（图１）。与ＣＫ组相

比，Ｔ３组２种黑麦草的株高、根长、地上生物量和地下

生物量的增加均受到抑制。Ｎａｇａｈａｈｉｋａｒｉ的根长、地

上生物量和地下生物量分别降低２８．６８％、３０．４３％和

２５．５９％；黑麦草特高的根长、地上生物量和地下生物

量分别降低２２．９２％、１３．５１％和１７．６６％。Ｔ４组和

Ｔ５组黑麦草受到的铝胁迫毒害均有缓解。Ｔ４组两种

黑麦草根系的伸长生长较ＣＫ分别显著提高３４．２１％

和３１．９７％（犘＜０．０５）。相较于Ｔ４组，Ｔ５组２种黑麦

草地上生物量和地下生物量提高更多。

２．２　铝胁迫下添加外源犖犗对黑麦草幼苗叶绿素含

量的影响

与ＣＫ组相比，Ｔ３组２种黑麦草的叶绿素ａ含

量、叶绿素ｂ含量和叶绿素总量在铝胁迫下显著降低

（犘＜０．０５）（图２）。Ｎａｇａｈａｈｉｋａｒｉ的叶绿素ａ含量、叶

绿素ｂ含量和叶绿素总量分别降低３１．３７％、３９．１３％

和３９．１３％，特 高分别 降 低 ２２．７５％、３３．６０％ 和

３３．６０％。相较于Ｔ３组，Ｔ４组和Ｔ５组２种黑麦草叶

绿素ａ含量和叶绿素总量显著提高（犘＜０．０５），叶绿

素ｂ含量无显著性升高（犘＞０．０５）。

２．３　铝胁迫下外源犖犗对黑麦草幼苗叶绿素荧光特

性的影响

Ｔ１组２种黑麦草的叶绿素荧光强度高于 Ｔ２和

ＣＫ组２种黑麦草的叶绿素荧光强度。Ｔ４组和Ｔ５组

２种黑麦草的叶绿素荧光强度高于Ｔ３组（图３）。

与ＣＫ组相比，Ｔ３组Ｎａｇａｈａｈｉｋａｒｉ的犉狅、犉犼、犉犻、

犉犿 和犉３００μｓ值在铝胁迫处理下极显著降低（犘＜

０．０１）。Ｔ３组特高的犉犼、犉犻、犉犿 和犉３００μｓ值与ＣＫ组

相比极显著降低（犘＜０．０１）。Ｔ４组和Ｔ５组Ｎａｇａｈ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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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铝胁迫下添加犖犗黑麦草幼苗的生长特性

犉犻犵．１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犲狓狅犵犲狀狅狌狊犖犗犪犱犱犻狋犻狅狀狅狀狋犺犲犵狉狅狑狋犺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狉狔犲犵狉犪狊狊狊犲犲犱犾犻狀犵狊

狌狀犱犲狉犪犾狌犿犻狀狌犿狊狋狉犲狊狊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浓度外源物之间即ＣＫ、Ｔ１、Ｔ２之间、Ｔ３、Ｔ４、Ｔ５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犘＜０．０５），“”表示无铝

胁迫组和有铝胁迫组之间即ＣＫ与Ｔ３、Ｔ１与Ｔ４、Ｔ３与Ｔ５存在显著性差异（犘＜０．０５），“”表示无铝胁迫组和有铝胁迫组

之间即ＣＫ与Ｔ３之间、Ｔ１与Ｔ４之间、Ｔ３与Ｔ５存在极显著差异（犘＜０．０１），下同

图２　铝胁迫下添加犖犗黑麦草幼苗的叶绿素含量

犉犻犵．２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犲狓狅犵犲狀狅狌狊犖犗犪犱犱犻狋犻狅狀狅狀狋犺犲犮犺犾狅狉狅狆犺狔犾犾犮狅狀狋犲狀狋狅犳狋狑狅狉狔犲犵狉犪狊狊狊犲犲犱犾犻狀犵狊

狌狀犱犲狉犪犾狌犿犻狀狌犿狊狋狉犲狊狊

ｈｉｋａｒｉ的犉狅、犉犼、犉犻、犉犿 和犉３００μｓ值较Ｔ３组均显著提

高（犘＜０．０５）。相比Ｔ３组，特高的Ｆ０（０．０２ｍｓ）在Ｔ４

组和Ｔ５组都显著降低（犘＜０．０５）（表１）。

Ｔ２组 Ｎａｇａｈａｈｉｋａｒｉ的φＥｏ、δＲｏ、ψＥｏ、ＲＣ／ＡＢＳ和

ｙＲＣ值显著提高（犘＜０．０５）（表２）。Ｔ１组和Ｔ２组特高

的ＲＣ／ＡＢＳ和ｙＲＣ值较ＣＫ组显著提高（犘＜０．０５）。

与ＣＫ组相比，Ｔ３组 Ｎａｇａｈａｈｉｋａｒｉ的φｐｏ、φＥｏ和ψＥｏ

值显著降低（犘＜０．０５）。Ｔ４组和Ｔ５组Ｎａｇａｈａｈｉｋａｒｉ的

φＥｏ和ψＥｏ值均显著提高（犘＜０．０５），Ｔ５组黑麦草Ｎａ

ｇａｈａｈｉｋａｒｉ的ＲＣ／ＡＢＳ和ｙＲＣ值显著提高（犘＜０．０５）。

Ｔ５组特高的φｐｏ、ＲＣ／ＡＢＳ和ｙＲＣ值显著提高（犘＜

０．０５），而Ｔ４组仅φｐｏ值显著提高（犘＜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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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铝胁迫下添加犖犗黑麦草幼苗的犗犑犐犘荧光瞬态曲线

犉犻犵．３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犲狓狅犵犲狀狅狌狊犖犗犪犱犱犻狋犻狅狀狅狀犗犑犐犘犳犾狌狅狉犲狊犮犲狀犮犲

狋狉犪狀狊犻犲狀狋犮狌狉狏犲狊狅犳狋犺犲狊犲犲犱犾犻狀犵狊狅犳狋狑狅狉狔犲犵狉犪狊狊犮狌犾狋犻狏犪狉狊

狌狀犱犲狉犪犾狌犿犻狀狌犿狊狋狉犲狊狊

　　Ｔ２组Ｎａｇａｈａｈｉｋａｒｉ的ＡＢＳ／ＲＣ和ＥＴｏ／ＲＣ值显

著降低（犘＜０．０５），但ＲＥｏ／ＲＣ值显著提高（犘＜０．０５）

（表３）。Ｔ２组特高的 ＡＢＳ／ＲＣ、ＴＰｏ／ＲＣ、ＥＴｏ／ＲＣ和

ＲＥｏ／ＲＣ值显著提高（犘＜０．０５）。与Ｔ３组相比，Ｔ４组

Ｎａｇａｈａｈｉｋａｒｉ的 ＴＰｏ／ＲＣ、ＥＴｏ／ＲＣ和 ＲＥｏ／ＲＣ值显著

升高（犘＜０．０５）。Ｔ５组Ｎａｇａｈａｈｉｋａｒｉ的ＡＢＳ／ＲＣ、ＴＰｏ／

ＲＣ和ＥＴｏ／ＲＣ值显著降低（犘＜０．０５）。

Ｔ２组，两种黑麦草的性能指标显著提高（犘＜

０．０５），其中 Ｎａｇａｈａｈｉｋａｒｉ和特高的ＰＩＡＢＳ值分别增加

９．２５％ 和 １２．４２％，ＰＩｔｏｔａｌ值分别 增加 ２８．５４％ 和

１６．８４％（图４）。与Ｔ３组相比，Ｔ５组Ｎａｇａｈａｈｉｋａｒｉ的

ＰＩＡＢＳ和ＰＩｔｏｔａｌ值显著提高（犘＜０．０５），Ｔ４组和Ｔ５组特

高的ＰＩＡＢＳ值均显著提高（犘＜０．０５），而Ｔ５组特高的

ＰＩｔｏｔａｌ值显著提高（犘＜０．０５）。

表１　由犗犑犐犘曲线上提取的叶绿素荧光强度数据

犜犪犫犾犲１　犆犺犾狅狉狅狆犺狔犾犾犳犾狌狅狉犲狊犮犲狀犮犲犻狀狋犲狀狊犻狋狔犱犪狋犪犲狓狋狉犪犮狋犲犱犳狉狅犿犗犑犐犘犮狌狉狏犲

ＣＫ Ｔ１ Ｔ２ Ｔ３ Ｔ４ Ｔ５

犉０（０．０２ｍｓ） Ｎａｇａｈａｈｉｋａｒｉ ０．３７±０．０１ａ ０．３７±０．０１ａ ０．３６±０．０１ａ ０．３３±０．０２ｃ ０．３５±０．０１ｂ ０．３７±０．０１ａ

特高 ０．２２±０．０１ａ ０．２１±０．０１ａ ０．２２±０．０１ａ ０．２２±０．０１ａ ０．２０±０．０１ｂ ０．２０±０．０１ｂ

犉犼（２ｍｓ） Ｎａｇａｈａｈｉｋａｒｉ １．０５±０．０２ａ １．０６±０．０１ａ １．０６±０．０２ａ ０．９５±０．０３ｃ ０．９８±０．０１ｂ １．０４±０．０３ａ

特高 ０．６２±０．０２ｂ ０．６２±０．０２ｂ ０．６４±０．０１ａ ０．５７±０．０２ｂ

０．５９±０．０３ａｂ ０．６０±０．０２ａ

犉犻（３０ｍｓ） Ｎａｇａｈａｈｉｋａｒｉ １．５±０．０１ａ １．５０±０．０３ａ １．５０±０．０４ａ １．３２±０．０２ｃ １．３９±０．０１ｂ １．４６±０．０３ａ

特高 ０．８９±０．０２ｂ ０．８９±０．０１ｂ ０．９２±０．０１ａ ０．８２±０．０２ｂ ０．８５±０．０３ａ ０．８５±０．０３ａ

犉犿（ｍａｘ） Ｎａｇａｈａｈｉｋａｒｉ １．６６±０．０２ａ １．６７±０．０２ａ １．６９±０．０５ａ １．４６±０．０２ｃ １．５５±０．０３ｂ １．６３±０．０３ａ

特高 １．０１±０．０２ｂ １．０２±０．０１ｂ １．０５±０．００ａ ０．９３±０．０２ｂ ０．９６±０．０３ａｂ ０．９７±０．０２ａ

犉３００μｓ Ｎａｇａｈａｈｉｋａｒｉ １．１２±０．０１ａ １．１１±０．０２ａ １．１１±０．０１ａ １．０２±０．０４ｂ １．０７±０．０１ａ １．０５±０．０２ａ

特高 ０．６２±０．０３ａ ０．６３±０．０２ａ ０．６１±０．０４ａ ０．５７±０．０２ｂ ０．５９±０．０２ａｂ ０．５９±０．０１ａ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浓度外源物之间即ＣＫ与Ｔ３之间、Ｔ１与Ｔ４之间、Ｔ２与Ｔ５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犘＜０．０５），“”

表示无铝胁迫组和有铝胁迫组之间即ＣＫ与Ｔ３之间、Ｔ１与Ｔ４之间、Ｔ３与Ｔ５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犘＜０．０５），“”表示无铝胁迫

组和有铝胁迫组之间即ＣＫ与Ｔ３之间、Ｔ１与Ｔ４之间、Ｔ３与Ｔ５之间存在极显著差异（犘＜０．０１）。下同

表２　铝胁迫下添加犖犗黑麦草幼苗的量子产率和效率

犜犪犫犾犲２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犲狓狅犵犲狀狅狌狊犖犗犪犱犱犻狋犻狅狀狅狀狋犺犲狇狌犪狀狋狌犿狔犻犲犾犱犪狀犱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狅犳狋犺犲狊犲犲犱犾犻狀犵狊

狅犳狋狑狅狉狔犲犵狉犪狊狊犮狌犾狋犻狏犪狉狊狌狀犱犲狉犪犾狌犿犻狀狌犿狊狋狉犲狊狊

ＣＫ Ｔ１ Ｔ２ Ｔ３ Ｔ４ Ｔ５

φｐｏ Ｎａｇａｈａｈｉｋａｒｉ ０．７８±０．００ａ ０．７８±０．００ａ ０．７８±０．０１ａ ０．７７±０．０１ａ ０．７７±０．０１ａ ０．７７±０．０１ａ

特高 ０．７８±０．０１ａ ０．７９±０．０１ａ ０．７９±０．０１ａ ０．７７±０．００ｂ ０．８０±０．０１ａ ０．８０±０．０１ａ

φＥｏ Ｎａｇａｈａｈｉｋａｒｉ ０．３７±０．００ｂ ０．３６±０．００ｂ ０．３７±０．０１ａ ０．３５±０．０１ｂ ０．３６±０．０１ａ ０．３６±０．０１ａ

特高 ０．３９±０．０１ａ ０．３９±０．０２ａ ０．３９±０．０１ａ ０．２８±０．０１ａ ０．３９±０．０１ａ ０．３９±０．０１ａ

δＲｏ Ｎａｇａｈａｈｉｋａｒｉ ０．２７±０．０３ｂ ０．２８±０．０４ａｂ ０．３０±０．０３ａ ０．２８±０．０１ａ ０．２８±０．０２ａ ０．２９±０．００ａ

特高 ０．３１±０．０２ａ ０．３２±０．０４ａ ０．３１±０．０１ａ ０．３１±０．０１ａ ０．２９±０．０３ａ ０．３１±０．０３ａ

ψＥｏ Ｎａｇａｈａｈｉｋａｒｉ ０．４７±０．００ｂ ０．４７±０．０１ｂ ０．４８±０．０１ａ ０．４５±０．０１ｂ ０．４７±０．００ａ ０．４７±０．０１ａ

特高 ０．５０±０．０２ａ ０．４９±０．０２ａ ０．４９±０．０２ａ ０．５０±０．０１ａ ０．４８±０．０１ｂ ０．４８±０．０１ｂ

ＲＣ／ＡＢＳ Ｎａｇａｈａｈｉｋａｒｉ ０．１８±０．００ｂ ０．１８±０．００ａｂ ０．１８±０．０１ａ ０．１７±０．０１ｂ ０．１７±０．０１ｂ ０．１９±０．００ａ

特高 ０．２０±０．０１ｂ ０．２０±０．０１ｂ ０．２２±０．０１ａ ０．２０±０．０１ｂ ０．２０±０．０１ｂ ０．２０±０．０１ａ

ＹＲＣ Ｎａｇａｈａｈｉｋａｒｉ ０．１５±０．００ｂ ０．１５±０．００ｂ ０．１６±０．０１ａ ０．１５±０．００ｂ ０．１５±０．００２ ０．１６±０．００ａ

特高 ０．１６±０．０１ｂ ０．１６±０．０１ｂ ０．１８±０．０１ａ ０．１６±０．０１ｂ ０．１６±０．００ｂ ０．１７±０．０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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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铝胁迫下添加犖犗黑麦草幼苗的比能量通量

犜犪犫犾犲３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犲狓狅犵犲狀狅狌狊犖犗犪犱犱犻狋犻狅狀狅狀狊狆犲犮犻犳犻犮犲狀犲狉犵狔犳犾狌狓狅犳狋犺犲狊犲犲犱犾犻狀犵狊狅犳狋狑狅

狉狔犲犵狉犪狊狊犮狌犾狋犻狏犪狉狊狌狀犱犲狉犪犾狌犿犻狀狌犿狊狋狉犲狊狊

ＣＫ Ｔ１ Ｔ２ Ｔ３ Ｔ４ Ｔ５

ＡＢＳ／ＲＣ Ｎａｇａｈａｈｉｋａｒｉ ５．６４±０．０５ａ ５．５０±０．０８ａｂ ５．４６±０．２３ｂ ５．７３±０．２０ａ ５．８９±０．２３ａ ５．２７±０．１２ｂ

特高 ５．１１±０．２２ａ ５．１４±０．２２ａ ４．６０±０．２８ｂ ５．１５±０．２５ａ ５．０９±０．１５ａ ４．８９±０．１３ｂ

ＴＰｏ／ＲＣ Ｎａｇａｈａｈｉｋａｒｉ ４．４０±０．０５ａ ４．２９±０．０７ｂ ４．２８±０．１３ｂ ４．４２±０．１４ｂ ４．５６±０．１２ａ ４．０８±０．０７ｃ

特高 ３．９９±０．１３ａ ４．０６±０．１６ａ ３．６５±０．２７ｂ ３．９５±０．２１ａ ４．０４±０．１１ａ ３．９１±０．１２ａ

ＥＴｏ／ＲＣ Ｎａｇａｈａｈｉｋａｒｉ ２．０６±０．０３ａ ２．００±０．０４ｂ ２．０３±０．０９ａｂ １．９８±０．０６ｂ ２．１５±０．０４ａ １．９０±０．０７ｃ

特高 １．９９±０．１０ａ １．９９±０．１５ａ １．７８±０．０８ｂ １．９８±０．１３ａ １．９６±０．０９ａ １．８９±０．１０ａ

ＲＥｏ／ＲＣ Ｎａｇａｈａｈｉｋａｒｉ ０．５５±０．０５ｂ ０．５６±０．０７ａｂ ０．６１±０．０５ａ ０．５５±０．０３ｂ ０．６０±０．０３ａ ０．５５±０．０２ｂ

特高 ０．６１±０．０３ａ ０．６３±０．０３ａ ０．５６±０．０１ｂ ０．６１±０．０４ａ ０．５７±０．０４ａ ０．５９±０．０５ａ

图４　铝胁迫下添加犖犗黑麦草幼苗的性能指标

犉犻犵．４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犲狓狅犵犲狀狅狌狊犖犗犪犱犱犻狋犻狅狀狅狀狋犺犲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犻狀犱犲狓犲狊狅犳狋犺犲狊犲犲犱犾犻狀犵狊狅犳狋狑狅

狉狔犲犵狉犪狊狊犮狌犾狋犻狏犪狉狊狌狀犱犲狉犪犾狌犿犻狀狌犿狊狋狉犲狊狊

２．４　铝胁迫下添加外源犖犗对黑麦草幼苗可溶性糖

和可溶性蛋白含量的影响

添加外源ＮＯ的Ｔ１组和Ｔ２组相比ＣＫ组，２种黑

麦草可溶性糖含量升高，Ｔ２组Ｎａｇａｈａｈｉｋａｒｉ和特高的

可溶糖含量提高，分别为４１．５５％和９０．４２％（图５）。与

ＣＫ组相比，Ｔ３组２种黑麦草的可溶性糖含量提高，其

中Ｎａｇａｈａｈｉｋａｒｉ的可溶性糖含量极显著高于ＣＫ组（犘

＜０．０１），而特高无显著性变化。与Ｔ３组相比，Ｔ４组和

Ｔ５组２种黑麦草的可溶性糖含量增加，Ｔ５组Ｎａｇａｈａ

ｈｉｋａｒｉ的可溶性糖含量显著高于Ｔ３组（犘＜０．０５）。

Ｔ３组 Ｎａｇａｈａｈｉｋａｒｉ的可溶性蛋白含量相较于

ＣＫ组降低，而特高的可溶蛋白含量显著高于ＣＫ组

（犘＜０．０５）。Ｔ４组和Ｔ５组Ｎａｇａｈａｈｉｋａｒｉ的可溶性蛋

白含量提高，特高的可溶蛋白含量降低。

图５　铝胁迫下添加犖犗黑麦草幼苗的可溶性糖和可溶性蛋白含量

犉犻犵．５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犲狓狅犵犲狀狅狌狊犖犗犪犱犱犻狋犻狅狀狅狀狋犺犲狊狅犾狌犫犾犲狊狌犵犪狉犪狀犱狊狅犾狌犫犾犲狆狉狅狋犲犻狀犮狅狀狋犲狀狋狅犳狋犺犲

狊犲犲犱犾犻狀犵狊狅犳狋狑狅狉狔犲犵狉犪狊狊犮狌犾狋犻狏犪狉狊狌狀犱犲狉犪犾狌犿犻狀狌犿狊狋狉犲狊狊

８６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ＡＮＤＴＵＲＦ（２０２１）　　　　　　　　　　　　Ｖｏｌ．４１Ｎｏ．４



２．５　铝胁迫下外源犖犗对黑麦草幼苗过氧化指标的

影响

与ＣＫ组比较，Ｔ３组２种黑麦草的相对电导率极

显著提高（犘＜０．０１）。与Ｔ３组相比，Ｔ４组和Ｔ５组２

种黑麦草的相对电导率显著降低（犘＜０．０５），其中Ｔ５

组 Ｎａｇａｈａｈｉｋａｒｉ和特高的 相对电导率 分 别 降 低

３４．８５％和２７．３５％。

Ｔ３组相较于ＣＫ组，２种黑麦草的 ＭＤＡ含量极

显著提高（犘＜０．０１），Ｎａｇａｈａｈｉｋａｒｉ和特高的 ＭＤＡ含

量分别增加２．７５倍和２．２９倍。与Ｔ３组相比，Ｔ４组

和Ｔ５组２种黑麦草的 ＭＤＡ 含量显著降低（犘＜

０．０５）。

图６　铝胁迫下添加犖犗黑麦草幼苗的过氧化指标

犉犻犵．６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犲狓狅犵犲狀狅狌狊犖犗犪犱犱犻狋犻狅狀狅狀狆犲狉狅狓犻犱犪狋犻狅狀犻狀犱犲狓犲狊狅犳狋犺犲狊犲犲犱犾犻狀犵狊狅犳狋狑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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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铝胁迫下外源犖犗对黑麦草幼苗抗氧化酶活性

的影响

Ｔ３组２种黑麦草的ＳＯＤ活性均极显著高于ＣＫ

组（犘＜０．０１）。Ｔ４组和Ｔ５组２种黑麦草的ＳＯＤ活

性较Ｔ３组显著提高（犘＜０．０５），其中Ｔ５组２种黑麦

草的 ＳＯＤ 活性相较于 Ｔ３组分别提高２８．６６％和

３７．１８％。

Ｔ３组２种黑麦草的ＰＯＤ活性均极显著高于ＣＫ

组（犘＜０．０１）。Ｔ４组和Ｔ５组２种黑麦草的ＰＯＤ活

性较Ｔ３组显著提高（犘＜０．０５），其中Ｔ５组２种黑麦

草的 ＳＯＤ 活性相比 Ｔ３ 组分别提高 ５２．４１％ 和

５０．３０％。

与Ｔ３组相比，Ｔ５组 Ｎａｇａｈａｈｉｋａｒｉ的ＣＡＴ活性

显著提高（犘＜０．０５），Ｔ４组和Ｔ５组特高的ＣＡＴ活性

均有显著提高（犘＜０．０５）。

２．７铝胁迫下添加外源犖犗对黑麦草幼苗犃犾３＋富集含

量的影响

与ＣＫ组相比，Ｔ２组特高地上部的Ａｌ３＋富集量显

著降低（犘＜０．０５）（图８），其根系的 Ａｌ
３＋富集含量降

低，但差异不显著（犘＞０．０５）。Ｔ４组和Ｔ５组２种黑

麦草地上部和根系中的Ａｌ３＋富集量较Ｔ３组降低，Ｔ５

组Ｎａｇａｈａｈｉｋａｒｉ地上部和根系中的Ａｌ
３＋富集量减少，

图７　铝胁迫下添加犖犗黑麦草幼苗的抗氧化酶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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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铝胁迫下添加犖犗黑麦草幼苗不同部位的铝富集含量

犉犻犵．８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犲狓狅犵犲狀狅狌狊犖犗犪犱犱犻狋犻狅狀狅狀狋犺犲犪犾狌犿犻狀狌犿犮狅狀狋犲狀狋犻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狆犪狉狋狊狅犳狋犺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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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３４．９５％和２６．０２％，特高地上部和根系中的

Ａｌ３＋富集量减少，分别为２９．３３％和１７．３７％。

３　讨论

一氧化氮（ＮＯ）是一种重要的气体信号分子
［２０］。

ＮＯ能够提高植物对非生物胁迫的抵抗性能，如低温

胁迫［２１］、盐胁迫［２２］、高温与干旱胁迫［２３］、重金属胁

迫［２４］和酸铝胁迫［２５］等。番茄等植物幼苗的生长在适

宜浓度的ＮＯ下受到促进
［２６－２７］。Ｔｉａｎ等

［２８］研究表明

豌豆叶片膨大与适宜浓度的ＮＯ处理相关。本研究发

现，对铝胁迫下的黑麦草添加 ＮＯ，其株高和根长增

加，地上和地下部分生物量增加。这与对大豆［２９］、小

麦［３０］、烟草［３１］等研究的结果一致。由此可见，对铝胁

迫下黑麦草添加ＮＯ，能促进其生长。相同处理组中，

特高的株高、根长、地上生物量和地下生物量均高于

Ｎａｇａｈａｈｉｋａｒｉ，可能是特高本身对于铝胁迫有较好的

耐受性，受到铝毒害的影响较小，在添加ＮＯ后生长有

更明显的改善。

叶绿素含量与植物光合作用的强度具有密切的关

联。研究发现，铝胁迫下，两种黑麦草叶片中叶绿素各

组分的含量均显著降低。铝胁迫下的黑麦草，叶绿体

受损，酶的结构发生变化，从而抑制叶绿素的合

成［３２－３３］可能是造成此结果的原因。犉狏／犉犿 参数（光

化学的最大量子产量）不具有特异性［３４］，通常对植物

的逆境胁迫响应不大［３５］。因此，使用快速叶绿素ａ荧

光动力学对黑麦草的光合性能进行评价。荧光猝灭的

分析可评价黑麦草的光合性能，反映黑麦草对铝胁迫

的耐受性，还可反映ＰＳⅡ中能量流动和电子输运的状

况［３６－３７］。研究发现，对铝胁迫下的黑麦草进行添加

ＮＯ处理，其叶绿素ａ荧光强度提高。铝胁迫下黑麦

草添加 ＮＯ，黑麦草特高的犉狅值降低，２种黑麦草的

Ｆｍ值都提高，黑麦草的量子产率和效率提高，比能量

通量降低，表现为叶绿素ａ荧光动力学性能提高。

Ｐｌｔｏｔａｌ与植物生长和生理参数间有强相关性
［３８］。研究

发现，对铝胁迫下黑麦草添加２００μｍｏｌ／Ｌ的 ＮＯ，能

使其Ｐｌｔｏｔａｌ显著上升。由此可知 ＮＯ能保护黑麦草的

光合系统。其中特高的各项光合性能指标均优于Ｎａ

ｇａｈａｈｉｋａｒｉ，表明铝耐受型黑麦草对铝胁迫有较好的适

应性，同时Ｎａｇａｈａｈｉｋａｒｉ的光合性能指标提升幅度大

于特高，表明添加ＮＯ对于铝敏感型黑麦草的光合系

统有更好的保护效果。

可溶性糖和可溶性蛋白调节植物细胞液浓度、改

变细胞渗透势的物质，也能为细胞提供能量或作为酶

类物质，在应对非生物胁迫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

用［３９－４０］。研究发现，对铝胁迫下黑麦草添加 ２００

μｍｏｌ／Ｌ的ＮＯ，２种黑麦草的可溶性糖含量均提高，可

溶性蛋白含量均下降。可能是由于铝胁迫下黑麦草分

解可溶性蛋白提供能量。黑麦草特高可能因为对铝胁

迫具有较好的耐性，２种渗透调节物质含量提高，以维

持细胞渗透势，提高细胞吸水或保水能力。

ＭＤＡ的积累损伤膜系统，质膜透性变差，电解质

外泄，最终导致相对电导率上升。研究发现，铝胁迫显

著提高２种黑麦草的 ＭＤＡ含量和相对电导率。由此

可见黑麦草细胞在铝胁迫下易发生过氧化。植物清除

体内ＲＯＳ主要通过ＳＯＤ，ＰＯＤ和ＣＡＴ等抗氧化酶

类，以此维持ＲＯＳ的产生和清除的平衡。研究发现，

铝胁迫下２种黑麦草的３种抗氧化酶活性显著升高，

可能是因为铝胁迫使黑麦草体内产生更多ＲＯＳ，提高

０７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ＡＮＤＴＵＲＦ（２０２１）　　　　　　　　　　　　Ｖｏｌ．４１Ｎｏ．４



抗氧化酶活性以更快地清除ＲＯＳ，更快适应铝胁迫环

境。铝胁迫下２种黑麦草添加 ＮＯ后，ＳＯＤ、ＰＯＤ和

ＣＡＴ活性提高，ＭＤＡ含量和ＥＬ值也因此降低。

研究发现，黑麦草特高地上和地下部分都比黑麦

草Ｎａｇａｈａｈｉｋａｒｉ富集的铝少，说明特高通过减少Ａｌ
３＋

在其体内富集实现更好的铝耐性。铝胁迫下对２种黑

麦草进行添加ＮＯ处理，使地上和地下部分中的铝富

集量均有降低。由此可见，铝胁迫下对黑麦草进行添

加ＮＯ处理，能降低黑麦草对 Ａｌ３＋的吸收和富集，减

轻铝胁迫对黑麦草的毒害，促进黑麦草的生长，提高黑

麦草的生物量。

４　结论

铝胁迫下对黑麦草进行添加 ＮＯ处理，使其光合

性能提高，渗透调节能力提高，膜脂过氧化程度降低，

抗氧化酶活性提高，铝富集量降低，黑麦草实现了更好

的生长，更多的生物量积累。添加ＮＯ提高了黑麦草

对铝胁迫的适应能力，缓解了铝胁迫对黑麦草的毒害

作用。此外，相比于铝耐受性黑麦草特高，添加ＳＮＰ

对铝敏感型黑麦草 Ｎａｇａｈａｈｉｋａｒｉ有更明显的铝毒害

缓解效果。

参考文献：

［１］　卫丽，褚希彤，卢志超．食物结构变化对牧区草地农业发

展的影响［Ｊ］．家畜生态学报，２０１５，３６（１２）：８５－９０．

［２］　蒋利轩，张安荣．黑麦草的种植、青贮及应用［Ｊ］．养殖与

饲料，２０２０（６）：５８－５９．

［３］　崔雪梅，简君萌，李春生．铝胁迫对油菜根系及叶片生理

生化指标的影响［Ｊ］．江苏农业科学，２０１５，４３（１２）：１０７－

１０９．

［４］　陈润娟，雷娅伟，白小明，等．ＮＯ对低温胁迫下草地早熟禾

抗氧化系统的调控［Ｊ］．草原与草坪，２０１７，３７（６）：１７－２３．

［５］　ＦａｎｃｙＮＮ，ＢａｈｌｍａｎｎＡＫ，ＬｏａｋｅＧＪ．Ｎｉｔｒｉｃｏｘｉｄｅ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ｉｎｐｌａｎｔａｂｉｏｔｉｃｓｔｒｅｓｓ［Ｊ］．Ｐｌａｎｔ，Ｃｅｌ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７，４０（４）：４６２－４７２．

［６］　赵滢，艾军，王振兴，等．外源 ＮＯ对 ＮａＣｌ胁迫下山葡萄

叶片叶绿素荧光和抗氧化酶活性的影响［Ｊ］．核农学报，

２０１３，２７（６）：８６７－８７２．

［７］　ＫｈａｎＭＮ，ＭｏｈａｍｍａｄＦ，ＭｏｂｉｎＭ，犲狋犪犾．ＮｉｔｒｉｃＯｘｉｄｅｉｎ

Ｐｌａｎｔｓ：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ａｎｄＲｏｌｅｉｎＳｔｒｅｓｓ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Ｍ］．

Ｃｈａｍ：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４．

［８］　ＤｏｒｄａｓＣ．Ｎｉｔｒｉｃｏｘｉｄｅａｎｄｐｌａｎｔ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ｏｆｐｌａｎｔｓｔｏｈｙｐｏｘｉａ［Ｍ］／／Ｎｉｔｒｉｃｏｘｉｄｅａｃｔｉｏｎｉｎ

ａｂｉｏｔｉｃｓｔｒｅｓ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ｉｎｐｌａｎｔｓ．Ｃｈａｍ：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５：１１５－１２８．

［９］　吴巍，姚欣欣，史宏伟，等．ＮＯ供体药物的研究进展［Ｊ］．

吉林医药学院学报，２０１５，３６（１）：４２－４４．

［１０］　马福民，云学英．偶氮二醇烯!

盐类 ＮＯ供体药物研究

进展［Ｊ］．内蒙古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１３，３５（Ｓ２）：４２１－４２５．

［１１］　张健，刘美艳．外源一氧化氮提高玉米抗芽涝的研究

［Ｊ］．玉米科学，２０１４，２２（５）：７６－８０．

［１２］　Ｓ．?ｚｕｂｕｋｕ，Ｎ．Ｅｒｇüｎ，Ｅ．īｌｈａｎ．Ｗａｔｅｒｌｏｇｇｉｎｇａｎｄｎｉ

ｔｒｉｃｏｘｉｄｅｉｎｄｕｃｅｇｅｎ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ａｎｔｉｏｘｉ

ｄａｎｔｅｎｚｙｍ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ｗｈｅａｔ［Ｊ］．Ａｃｔａ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Ｈｕｎ

ｇａｒｉｃａ，２０１４，６５（１）：４７－６０．

［１３］　张健，刘美艳．一氧化氮提高黄瓜幼苗耐涝性的探究

［Ｊ］．中国瓜菜，２０１７，３０（１）：１８－２１．

［１４］　宋学贞．硝普钠缓解棉花花铃期淹水伤害的效应研究

［Ｄ］．武汉：华中农业大学，２０１３．

［１５］　张永福，王定康，蒋淑萍，郑禖，牛燕芬，靳松．水涝胁迫

下烟草对水杨酸和硝普钠的生理响应［Ｊ］．云南农业大

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８，３３（４）：６２４－６３１．

［１６］　施海涛．植物逆境生理学实验指导［Ｍ］．北京：科学出版

社，２０１６．

［１７］　张立军，樊金娟．植物生理学实验教程［Ｍ］．北京：中国

农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８］　贺建华．饲料分析与检测［Ｍ］．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２００５．

［１９］　ＹｕｓｕｆＭ Ａ，ＫｕｍａｒＤ，ＲａｊｗａｎｓｈｉＲ，犲狋犪犾．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ｏｆγ－ｔｏｃｏｐｈｅｒｏｌｍｅｔｈｙ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ｇｅｎｅｉｎｔｒａｎｓ

ｇｅｎｉｃ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ｊｕｎｃｅａｐｌａｎｔｓ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ｓａｂｉｏｔｉｃｓｔｒｅｓｓ：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ｍｅａｓｕｒｅ

ｍｅｎｔｓ［Ｊ］．Ｂｉ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ｅｔＢｉ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Ａｃｔａ（ＢＢＡ）Ｂｉｏｅｎｅｒ

ｇｅｔｉｃｓ，２０１０，１７９７（８）：１４２８－１４３８．

［２０］　张黛静，姜丽娜，邵云，等．ＮＯ在小麦生长发育与环境胁

迫响应中的作用研究进展［Ｊ］．麦类作物学报，２００９，２９

（２）：３５６－３６０．

［２１］　索琳格，吴佩，张文博，等．ＧＳＨ 参与低温胁迫下外源

ＮＯ对黄瓜叶绿体活性氧清除系统的影响［Ｊ］．石河子大

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８，３６（５）：６２４－６３０．

［２２］　王旺田，谢光辉，刘文瑜，等．外源 ＮＯ对盐胁迫下甜高

粱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的影响［Ｊ］．核农学报，２０１９，３３

（２）：３６３－３７１．

［２３］　杜兴良，兰盼龙，张皓帆，等．一氧化氮对高温与干旱复

合胁迫下小麦叶片Ｒｃａ基因表达及Ｒｕｂｉｓｃｏ活性的影响

［Ｊ］．河南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８，５２（６）：８６８－８７３．

［２４］　王逸筠，胡美美，崔秀敏，等．铜、镉胁迫下外源 ＮＯ介导

１７第４１卷　第４期　　　　　　　　　　　草 原 与 草 坪２０２１年



的番茄解毒途径［Ｊ］．应用生态学报，２０１８，２９（１２）：４１９９

－４２０７．

［２５］　钟铭隆，付晓凤，朱原，等．酸铝胁迫下 ＮＯ对土沉香幼

苗生长特性的影响［Ｊ］．广东农业科学，２０１７，４４（１２）：２０

－２６．

［２６］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ＬＳ，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ＴＡ．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ｎｉｔｒｉｃｏｘｉｄ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ｔｏｍａｔｏ［Ｊ］．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１９７９，２０

（２）：２０－２８．

［２７］　ＨａｙａｔＳ，ＨａｓａｎＳＡ，ＭｏｒｉＭ，犲狋犪犾．Ｎｉｔｒｉｃｏｘｉｄｅ：ｃｈｅｍｉｓ

ｔｒｙ，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ｏｌｅ［Ｍ］．ＮｉｔｒｉｃＯｘｉｄｅ

ｉｎＰｌａｎｔ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１－１５．

［２８］　ＴｉａｎＸ，ＬｅｉＹ．Ｎｉｔｒｉｃｏｘｉｄ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ｓ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ｗｈｅａｔ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Ｊ］．Ｂｉｏｌｏｇｉａ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２００６，

５０（４）：７７５－７７８．

［２９］　ＣａｉＭＺ，ＺｈａｎｇＳＮ，ＷａｎｇＦＭ，犲狋犪犾．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ｌｙａｐｐｌｉｅｄｎｉｔｒｉｃｏｘｉｄｅｏｎａｌｕｍｉｎｕｍ－ｉｎ

ｄｕｃｅｄ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ｓｏｙｂｅａｎｐｌａｎｔｓ［Ｊ］．Ｒｕｓｓ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ｌａｎｔ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５８（５）：１０２－１１０．

［３０］　ＣｈｅｎｇｌｉａｎｇＳｕｎ，ＬｉｊｕａｎＬｉｕ，ＹａｎＹｕ，犲狋犪犾．Ｎｉｔｒｉｃｏｘｉｄｅ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ｓａｌｕｍｉｎｕｍｉｎｄｕｃｅｄ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ｄａｍａｇｅ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ａｓｃｏｒｂａｔｅ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ｃｙｃｌｅｉｎｒｏｏｔｓｏｆ

ｗｈｅａ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Ｐｌａｎｔ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５７

（６）：５７－６６．

［３１］　刘强，贺根和，柳正葳，等．外源一氧化氮对铝胁迫下烟

草叶片光能利用和光保护系统及活性氧代谢的影响

［Ｊ］．湖南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６，４２（６）：６１５

－６２１．

［３２］　赵会娥，贺立源，章爱群，等．铝胁迫对植物光合作用的

影响及其机理的研究进展［Ｊ］．华中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０８

（１）：１５５－１６０．

［３３］　曹林，吴玉环，章艺，等．外源水杨酸对铝胁迫下菊芋光

合特性及耐铝性的影响［Ｊ］．水土保持学报，２０１５，２９（４）：

２６０－２６６．

［３４］　ＢａｋｅｒＮｅｉｌＲ．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ｐｒｏｂｅｏｆｐｈｏｔｏ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ｉｎｖｉｖｏ［Ｊ］．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Ｐｌａｎｔ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８，５９（１）：８９．

［３５］　ｉｖáｋＭ．，ＢｒｅｓｔｉＭ．，ＯｌｏｖｓｋáＫ．，犲狋犪犾．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ａｓａ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ｏｆｗａｔｅｒ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Ｔｒｉｔｉｃｕｍ

ａｅｓｔｉｖｕｍＬ［Ｊ］．Ｐｌａｎｔ，Ｓｏｉｌ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８，５４

（４）：１３３－１３９．

［３６］　ＫａｌａｊｉＨ Ｍ，ＪａｊｏｏＡ，ＯｕｋａｒｒｏｕｍＡ，犲狋犪犾．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ｓａｔｏｏｌｔｏｍｏｎｉｔｏｒ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ａｂｉｏｔｉｃｓｔｒｅｓｓ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Ｊ］．ＡｃｔａＰｈｙｓｉｏｌｏ

ｇｉａｅ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２０１６，３８（４）：１－１１．

［３７］　ＤｂｒｏｗｓｋｉＰ，ＢａｃｚｅｗｓｋａＡ Ｈ，ＰａｗｌｕｋｉｅｗｉｃｚＢ，犲狋犪犾．

Ｐｒｏｍｐｔ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ｓａｒａｐｉｄｔｏｏｌｆｏｒｄｉ

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 ＰＳＩＩ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ｅｄｂｙｓａｌｔ

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ｒｙｅｇｒａｓ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ｏｔｏｃｈｅｍｉｓ

ｔｒｙａｎｄＰｈｏｔ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Ｂ：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１５７：２２－３１．

［３８］　张梦如，杨玉梅，成蕴秀，等．植物活性氧的产生及其作

用和危害［Ｊ］．西北植物学报，２０１４，３４（９）：１９１６－１９２６．

［３９］　张卫红，刘大林，苗彦军，等．西藏３种野生牧草苗期对

干旱胁迫的响应［Ｊ］．生态学报，２０１７，３７（２１）：７２７７－

７２８５．

［４０］　李德全，邹琦，程炳嵩．植物渗透调节研究进展［Ｊ］．山东

农业大学学报，１９９１（１）：８６－９０．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犲狓狅犵犲狀狅狌狊狀犻狋狉犻犮狅狓犻犱犲狅狀狋犺犲犵狉狅狑狋犺犪狀犱

狆犺狔狊犻狅犾狅犵狔狅犳狉狔犲犵狉犪狊狊狊犲犲犱犾犻狀犵狊狌狀犱犲狉

犪犾狌犿犻狀狌犿狊狋狉犲狊狊

ＺＨＡＮＧＨａｎｌｉｎ１，ＷＡＮＧＬｉｎ２，ＷＵＹａ１，ＷＡＮＧＤｏｎｇｌｉｎ１，ＬＩＵＤａｌｉｎ１

（１．犆狅犾犾犲犵犲狅犳犃狀犻犿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犪狀犱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犢犪狀犵狕犺狅狌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犢犪狀犵狕犺狅狌２２５００９，犆犺犻狀犪；

２．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狊狅犳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犪狀犱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犢犪狀犵狕犺狅狌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

犢犪狀犵狕犺狅狌２２５００９，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ｗａｓ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ｎｉｔｒｉｃｏｘｉｄｅ（ＮＯ）

ｏｎａｌｕｍｉｎｕｍ（Ａｌ）ｔｏｘｉｃｉｔｙｉｎｒｙｅｇｒａｓｓ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Ｒｙｅｇｒａｓｓｃｖ．ＴｅＧａｏ，Ａｌｔｏｌｅｒａｎｔａｎｄｃｖ．Ｎａｇａｈａｈｉｋａｒｉ，Ａｌｓｅｎｓｉ

ｔｉｖｅｗｅｒｅｇｒｏｗｎｉｎｓａｎｄ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ｗ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１００，２００μｍｏｌ／Ｌ）ｏｆｓｏｄｉｕｍｎｉ

ｔｒｏｐｒｕｓｓｉｄｅ（ＳＮＰ）ｏｎ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ｒｙｅｇｒａｓｓｕｎｄｅｒ２０ｍｍｏｌ／ＬＡｌ
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２７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ＡＮＤＴＵＲＦ（２０２１）　　　　　　　　　　　　Ｖｏｌ．４１Ｎｏ．４



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ＮＯ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ｓｏｌｕｂｌｅｓｕｇａ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ｌ

ｕｂｌ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ｏｎｔｅｎｔ，ｔｏｔａｌ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Ｄ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ＰＯＤ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ＣＡＴａｃｔｉｖｉ

ｔｙ（ｐ＜０．０５），ｗｈｉｌ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ｄＭＤＡ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ｌ
３＋

ｉｎｒｙｅｇｒａｓｓ（ｐ＜０．０５）．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ｏｎｌｙ，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２００μｍｏｌ／ＬＳＮＰｕｎｄｅｒ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ｒｅ

ｄｕｃｅｄ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ｂｙ３４．８５％ ａｎｄ２７．３５％，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ＯＤ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ｂｙ２８．６６％ ａｎｄ

３７．１８％ａｎｄＳＯＤ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ｂｙ５２．４１％ａｎｄ５０．３０％，ｒｅｄｕｃｅｄＡｌ
３＋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ｉｎｓｈｏｏｔｓｂｙ３４．９５％ａｎｄ２９．３３％

ａｎｄｉｎｒｏｏｔｓｂｙ２６．０２％ａｎｄ１７．３７％ｉｎＮａｇａｈａｈｉｋａｒｉａｎｄＴｅＧａｏ，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ａｌ

ｌｅｖｉ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ＮＯ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ｒｙｅｇｒａｓｓｅｘｐｏｓｅｄｔｏ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ｗａｓｍｏ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ｎｔｈｅ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ｒｙｅｇｒａｓｓｃｖ．Ｎａｇａｈａｈｉｋａｒｉ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Ａｌｔｏｌｅｒａｎｔｃｖ．ＴｅＧａｏ．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ａｌｕｍｉｎｕｍｓｔｒｅｓｓ；ｎｉｔｒｉｃｏｘｉｄｅ；ｒｙｅｇｒａｓｓ；ｇｒｏｗｔｈ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上接６３页）

犌犲狀犲狋犻犮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狀狋犺犲犿犻狓犲犱犿狅犱犲犾狅犳犿犪犼狅狉犵犲狀犲狆犾狌狊

狆狅犾狔犵犲狀犲狊犳狅狉狋犺犲狆犪狀犻犮犾犲狉犲犾犪狋犲犱狋狉犪犻狋狊犻狀狋狉犻狋犻犮犪犾犲

ＣＨＡＮＧＤａｎｄａｎ，ＪＩＮＸｉｎｇｎａ，ＴＩＡＮＸｉｎｈｕｉ，ＤＵ Ｗｅｎｈｕａ

（犆狅犾犾犲犵犲狅犳犌狉犪狊狊犾犪狀犱犛犮犻犲狀犮犲，犌犪狀狊狌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犓犲狔犔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狔狅犳犌狉犪狊狊犾犪狀犱犈犮狅狊狔狊狋犲犿，

犌犪狀狊狌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犕犻狀犻狊狋狉狔狅犳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犛犻狀狅犝．犛．犆犲狀狋犲狉狊犳狅狉犌狉犪狕犻狀犵犾犪狀犱

犈犮狅狊狔狊狋犲犿犛狌狊狋犪犻狀犪犫犻犾犻狋狔，犔犪狀狕犺狅狌７３００７０，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Ｐａｎｉｃｌｅｔｒａｉｔｓａｒ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ｆｏｒｓｅｅｄｙｉｅｌｄ，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ｐａｎｉｃｌｅｔｒａｉｔｓｉｓｔｈｅｋｅｙ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ｅｅｄｙｉｅｌｄｏｆｔｒｉｔｉｃａｌｅ．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ｐａｎｉｃｌｅｔｒａｉｔｓｏｆｔｒｉｔｉｃａｌｅｈａ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ｓｅｅｄｙｉｅｌｄｏｆｔｒｉｔｉｃａｌｅ．Ｔｈｅ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ｉｎｂｒｅｄｌｉｎｅｓ（ＲＩＬ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ｂｙＳｈｉｄａＮｏ．１

（Ｐ１）ａｎｄｔｒｉｔｉｃａｌｅｓｔｒａｉｎＣ１８（Ｐ２）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ａｓｔｈ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ｇｅｎｅｐｌｕｓｐｏｌｙｇｅｎｅｍｉｘｅｄ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ｔｏｐｅｒｆｏｒｍ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ａｎｉｃｌ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ｒａｉｔ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ｕｎｄ４ＭＧＡＩａｓｔｈｅｂｅｓｔｇｅ

ｎｅ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ａｗｎｌｅｎｇｔｈ，ｗｈｉｃｈ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ｗａ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ｂｙ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ｎｇｆｏｕｒｍａｊｏｒｇｅｎｅｓ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ｅｐｉｓｔａｓｉｓｇｅｎｅ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ｈｅｒ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ｇｅｎｅｗａｓ８５．０６％．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ｇｅｎｅ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ｆｏｒ

ｐａｎｉｃｌｅｌ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ｓｐｉｋｅｌｅｔｎｕｍｂｅｒｗｅｒｅＭＸ２ＣＥＡ，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ｗｏｐａｉｒｓｏｆ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ｍａｉｎｇｅｎｅｓ＋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ｐｏｌｙｇｅｎｅｇｅｎｅ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ｈｅｒ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ｍａｉｎｇｅｎｅ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ｐａｎｉｃｌｅｌｅｎｇｔｈａｎｄ

ｓｐｉｋｅｌｅｔｎｕｍｂｅｒｗｅｒｅ２０．３５％ａｎｄ３１．７７％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ｔｈｅｈｅｒ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ｐｏｌｙｇｅｎｅｓｗａｓ６２．９３％ａｎｄ

３２．４８％，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ｇｅｎｅ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ｓｐｉｋｅ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ｇｒａｉｎｓｐｅｒｓｐｉｋｅｗｅｒｅＰＧＡＩ，ｗｈｉｃｈｗａｓ

ｔｈｅ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ｕｐｅｒ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ｍｕｌｔｉｇｅｎｅｇｅｎｅ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ｌｙｇｅｎｅｓｈｅｒ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ｗａｓ３５．３４％ａｎｄ８６．９６％，ｒｅ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ａｗｎｌｅｎｇｔｈｈａｓｔｈｅｇｅｎｅｔ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ｇｅｎｅ．Ｔｈｅｍａｉｎｇｅｎｅｈａｄｈｉｇｈｈｅｒ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８６．９６％）ａｎｄｗａｓ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Ｔｈｅａｗｎｌｅｎｇｔｈｃｏｕｌｄｂ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ｅａｒｌｙ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ｂｒｅｅｄ

ｉｎｇ，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ｓｉｎｇｌｅｐｌａｎｔ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ｔｒｉｔｉｃａｌｅ；ｐａｎｉｃｌｅｔｒａｉｔｓ；ｇｅｎｅ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ｇｅｎｅ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

３７第４１卷　第４期　　　　　　　　　　　草 原 与 草 坪２０２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