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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单盐毒害实验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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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盐毒害是指将植物培养在某种单一的盐溶

液中，不久即出现不正常的状态，表现为根系停

止生长，生长区细胞粘液化，细胞破坏，变为

一团没有结构的粘液，最后整株植物死亡。单盐

毒害实验是一个经典的实验，至今仍然列入植物

生理学实验教材中(侯福林 2004；叶尚红 2007)。
我们在教学中将此实验列为观察实验，指导学生

于课外进行，以加深学生对此类知识的理解和认

识，培养学生的观察和分析能力。

作植物单盐毒害实验时，将小麦种子经发芽

至根长约 1 cm时栽植于单盐溶液中，于 25 ℃下
培养 7 d后观察根芽的生长情况(侯福林 2004)。我
们在实验中观察到，栽植于单盐溶液后的小麦根

生长量很少，如果将同一株小麦的根分成两部分

并分别栽植于单盐和混合溶液中的结果如何呢？对

此，我们作了一些改进，实验的流程是：取一

塑料盒，装入高约 2 cm左右的水，放入泡沫网
格(如水果包装袋)让其漂浮在水面。取露白的小
麦种子，其胚向上，放在泡沫网格上，让种子

根能垂直向下生长。培养 3~4 d后，根长至 1.5~2
cm时备用。取具有 4~5个格子的塑料盒，塑料
盒的不同格中分别放入单盐溶液(0.12 mol·L-1 NaCl
或 0.12 mol·L-1 KCl)或混合溶液(0.12 mol·L-1 KCl、
0.12 mol·L-1 CaCl2、0.12 mol·L-1 NaCl 以 100:1:2.2
的体积比混合)。每个处理取根直立生长的发芽小
麦 10粒，放在塑料盒的格子上，同株小麦的 3条
根分别浸在单盐溶液和混合溶液中，最终是两边

溶液中各有 15条根；或同株小麦的 3条根都是浸
在单盐溶液或混合溶液的为对照(图 1)。于 22~24
℃下培养 7 d后，观察并测定根和苗长度。

图 1和图 2结果表明，同株小麦，栽于单盐
溶液中的根基本上不生长，根变黄，根尖粘液

化；而栽于混合溶液中的根呈现白色，生长正

常，平均根长 6 cm左右，最长可达 11 cm，部
分已发须根。整株根系生长于单盐溶液中的苗矮

小，芽长平均仅为 1.8 cm，一半在单盐和一半在
混合溶液中生长的苗平均高 5 cm，最高可达 10

图 2  同株小麦根生长于单盐溶液和混合溶液中的形态比较
　　左边的苗 2条根生长在NaCl溶液中，3条根生长在混合溶液；
右边的苗 1 条根生长在KCl溶液中，2 条根生长在混合溶液中。

图 1  改进后的单盐毒害实验中的培养方法和效应
小麦品种为‘云麦 4 2 ’。

cm。这些结果似乎说明：单盐毒害只发生于接
触单盐的根系，属于接触性“毒害”，其毒害

的效应不会传递。对此尚需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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