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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半萜烯类化感物质处理胜红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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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苗后! 叶绿素质量分数显著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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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 阿魏酸和香豆酸处理水稻后% 水稻幼苗叶绿素合成过程中的镁
!

鳌合酶受到

抑制&

通常情况下! 脯氨酸被作为一个反映植物体抗性指标使用& 从研究结果看' 尾巨桉纯林土壤水浸提

液
*

种受体植物叶片的脯氨酸质量分数均有促进作用! 且促进作用随着浸提液浓度的升高而增强! 具有

一定规律性! 与曹成有等"

!+

#对瑞香狼毒
3&'44'(- .#-"-'5-%"-

根提取液的研究结果相似& 当浸提液稀释为

*

倍时! 水稻( 萝卜和白菜等
+

种作物叶片脯氨酸质量分数出现下降趋势) 当稀释倍数为
$,

倍时! 菜

心叶片脯氨酸质量分数呈下降趋势& 这可能反映出! 在低浓度浸提液条件下! 几种受体植物体内产生脯

氨酸抵抗化感物质的伤害! 而当化感物质浓度达到一定高度后! 受体植物体内脯氨酸的合成机制可能受

到了破坏! 不能继续合成脯氨酸抗逆! 所以分别出现脯氨酸质量分数下降的趋势& 从结果也可以反映

出! 菜心的抗逆性可能弱于其他几种作物&

可溶性糖既是渗透调节剂! 也是合成其他有机溶质的碳架和能量的来源& 白菜( 菜心和萝卜叶片可

溶性糖质量分数随着土壤水浸提液浓度的升高! 逐渐降低! 这与曹成有等"

!+

#的研究结果相似) 但水稻叶

片可溶性糖质量分数随着浸提液浓度的升高! 逐渐增加! 当用浸提原液处理时! 叶片可溶性糖质量分数

下降& 此结果可能表明水稻的抗化感物质的能力较强! 可溶性糖在水稻受到化感物质胁迫时起到一定的

调节作用! 当化感物质浓度达到一定高度后! 合成机制同其他机能一样受到破坏! 从而导致可溶性糖质

量分数降低) 其他几种作物对化感物质的抗性较差! 可溶性糖合成受阻! 从而质量分数下降&

由此可见! 尾巨桉纯林土壤水浸提液对不同作物的化感作用强度相异& 从所测定的指标综合判断!

水稻比其他几种作物对尾巨桉纯林土壤水浸提液中化感物质的抗性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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