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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胁迫下嫁接茄的离子吸收和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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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NaCl 胁迫下嫁接苗根和叶中电解质渗透率、叶片 Na+ 含量、Na+/K+ 比值低于自根苗，其根中 Na+ 含量、Na+/K+ 则
高于自根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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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lectrolyte leakage, Na+ content and Na+/K+ ratio in leaves of grafted eggplants (Solamun melongena
L.) were lower those in that of own-root seedlings under NaCl stress, but their Na+ content and Na+/K+ ratio in
root system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own-root seed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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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接作为一项防病增产和提高抗性的技术措

施已广泛应用于黄瓜和西瓜等果蔬作物生产中。

植物的拒盐能力主要取决于根系，因此选用抗盐

砧木来提高植物的耐盐性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途

径[1]。淡土植物的耐盐性主要取决于根系对盐分

的选择吸收以及盐分在器官、组织、细胞 3 个层

次的区域化分配[2]。降低叶片盐分浓度，提高细

胞的耐盐量，可增强作物的耐盐性[3]。但嫁接茄

中是否存在类似的机制尚不清楚。本文在前文[4]

基础上选用嫁接茄和自根茄为试材，测定NaCl胁

迫下嫁接茄根系、叶片的电解质渗透率及其

Na+、K+ 含量及 Na+/ K+ 比值，探讨离子在其体内

的运输和分配特点，以期能为研究茄子耐盐性提供

参考。

材料与方法

试验在本校蔬菜试验研究基地玻璃温室中进

行。茄子(Solamun melongena L.)品种“辽茄5

号”为接穗，与优良高抗茄子砧木品种“托鲁

巴姆”嫁接，以自根苗作为对照。选取生长一

致的幼苗定植于尺寸为18 cm×17 cm 的水培塑料

筒中，浇灌1/2Hoagland营养液10 d后进行盐处

理(含 NaCl的 1/2Hoagland营养液)。盐浓度为：

0、50、100、150 mmol ·L-1。每个处理 1 株，

重复 15 次。胁迫 7 d 后取样测定。

电解质渗透率用 BDS-A 型数字电导仪测定，

以相对电导率表示[5]; Na+、K+ 含量测定参照文献

6的方法，以6400 型火焰光度计测定；植物根中

的K+、Na+ 向地上部运输的选择性(RSK,Na)参照公

式计算[7]: RSK,Na=(根系Na+/ K+)/(叶片Na+/ K+)。

结果与讨论

1  NaCl胁迫下嫁接茄幼苗细胞质膜透性的变化

在NaCl胁迫下，茄子幼苗根与叶的电解质渗

透率随盐浓度的升高而升高，其中自根苗电解质

渗透率上升幅度明显高于嫁接苗(图 1)。

2  NaCl 胁迫下嫁接茄幼苗Na+、K+ 的分配

图 2 和表 1 显示：

(1) NaCl胁迫下，根系Na+的含量迅速上升。

嫁接苗根系 Na+ 含量显著高于自根苗；根系中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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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则随盐浓度的升高而下降，嫁接苗根系K+ 含

量低于自根苗(图 2-a)，Na+/K+ 比值高于自根苗

(表 1)。

(2)随着NaCl浓度的升高，叶片中Na+含量也

表1  NaCl胁迫下茄子幼苗的根系与叶片Na+/K+ 比值及K+、Na+ 向地上部运输的选择性

Table 1  Na+/K+ ratio and RSK,Na  in leaves and roots of eggplants under NaCl stress

NaCl浓度/mmol·L-1    

                                                        嫁接苗                                                            自根苗

                                   Na+/ K+              
RSK,Na

                        Na+/ K+                                  
RSK,Na

                                          叶片                          根系       叶片                 根系

     0 0.40±0.01a 0.50±0.01a 1.24 0.54±0.01b 0.41±0.02b 0.77

  50 0.67±0.01a 1.06±0.02a 1.57 1.01±0.03b 0.84±0.01b 0.83

100 1.05±0.02 1.79±0.01a 1.62 1.89±0.01b 1.63±0.02b 0.86

150 2.23±0.02a 2.93±0.01a 1.31 2.82±0.01b 2.15±0.01b 0.76

　　表中数据为5 个重复的平均值(±SE)。对嫁接苗和自根苗在同一浓度NaCl 胁迫下进行差异性检验，字母相同者表示差异不显著

(a=0.05)，字母不同者表示差异显著(a=0.05)。

图 2  NaCl胁迫下茄苗Na+和K+含量的变化

Fig.2  Changes in Na+ and K+ contents in eggplant seedlings under NaCl stress

图1  NaCl胁迫下茄苗电解质渗出率的变化

Fig.1  Changes in electrolyte leakage in eggplant seedlings under NaCl stress

逐渐增加。嫁接苗叶片中 Na + 含量低于自根苗，

盐浓度越高，两者的差异越大；K+ 含量在胁迫后

有所下降，嫁接苗 K+ 含量高于自根苗(图 2-b)，

Na+/K+ 比值低于自根苗(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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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嫁接苗 RSK,Na 高于自根苗，表明嫁接苗对

K+ 运输的选择性高于自根苗，而对 Na+ 的选择性

则低于自根苗(表 1)。

总之，采用嫁接栽培措施可以提高茄子的耐

盐性[4]。NaCl 胁迫下，嫁接苗电解质渗透率、叶

片 Na+ 含量、Na+/K+ 比值低于自根苗，但其根系

Na+ 含量、Na+/K+ 比值高于自根苗。根据嫁接引

起的上述变化，可以认为嫁接茄子可能是通过对

Na+、K+ 从根向地上部的选择性运输，从而减少

地上部 Na+ 含量、Na+/K + 比值，使耐盐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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