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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酸镧对董棕幼苗耐寒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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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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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研究不同质量浓度的硝酸镧溶液对董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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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苗耐寒性的影响
!

用
(

!

!((

!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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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质量浓度的硝酸镧溶液喷施董棕叶片
!

并分别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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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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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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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温冷胁迫处理后
!

研究董棕叶片

在变温冷胁迫过程中的超氧化物歧化酶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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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氧化物酶
"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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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二醛
"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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脯氨酸
"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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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溶性蛋白质

和叶绿素生理指标的动态变化规律
!

并对
") $

恢复
"- .

后的董棕幼苗上述耐寒指标进行模糊隶属函数综合评价
(

结果表明
$

-

种质量浓度下隶属函数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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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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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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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硝酸镧溶液对提高董棕

的耐寒性效果最好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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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害是棕榈科
2:?*:>A:A

植物最重要的自然灾害" 也是棕榈植物推广应用主要的限制因素+ 在
!77"

年"

!77#

年"

"(((

年和
"((%

年严寒冬春" 厦门等地区因强寒流的入侵" 导致多种棕榈植物寒害严重" 甚至

造成整株死亡" 给社会和经济带来较大损失+ 目前" 在棕榈植物的钙离子%

U:

"]

&和保护酶等低温生理生

化方面有开展一些研究 )

!#%

*

" 但尚未见有提高其耐寒性技术措施的报道+ 稀土元素镧%

,:

&可以提高水稻

8$59& 3&4-2&

和香蕉
:#3& %&%&

等植物抗逆能力" 但不同植物在稀土元素用量方面有不同的结论" 不同植

物所需要的最适浓度各不同)

7#!"

*

+ 董棕
6&$5"4& #$+%3

为国家
!

级重点保护植物" 姿态优美" 叶形似鱼尾"

整体造型独特" 是理想的园林绿化树种+ 本研究探讨变温胁迫后不同质量浓度硝酸镧处理对董棕耐寒性

指标的影响" 目的在于明确硝酸镧对董棕的浓度效应" 以期为减轻董棕寒害提供技术途径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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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酸镧对董棕叶片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和过氧化物酶活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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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和方法

!"!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厦门植物园棕榈植物引种区内# 即
!>!!?"2

附近# 属于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型# 年

平均气温为
!"@A #

#

$

月的平均气温为
$B@C #

# 极端最低气温为
$@C #

$

!"#

材料

试验材料为引种区所培育的
!

年生盆栽董棕幼苗# 苗木生长状况良好# 采用定期浇水# 保持土壤湿

润和肥力中等的常规管理# 试验盆栽苗随机排放在苗圃大棚内$

!"$

实验方法

叶面分别喷施
"

!对照"#

$""

#

4C"

#

C"" D'

%

0

$$的硝酸镧溶液#

$

次%
8

$$

# 喷至叶片湿透下滴为止# 连

续喷施
4 8

#

E

株%处理F$

# 各个质量浓度梯次重复
4

次$ 然后将供试叶片放入人工气候箱进行不同温度

处理& 先
!C #

预处理
!> G

# 然后
C #

低温胁迫
!> G

# 最后再于
!C #

恢复
!> G

$ 在各温度处理后# 均分

别取出供试叶片测定各项生理生化指标$

!"%

生理指标测定方法

超氧化物歧化酶!

637

"活性的测定采用氮蓝四唑法!

2HI

"# 过氧化物酶!

937

"活性采用愈创木酚法#

丙二醛!

J7K

"的测定采用硫代巴比妥酸!

IHK

"法# 脯氨酸!

9)/

"的测定采用酸性茚三酮显色法# 可溶性

蛋白质的测定采用考马斯亮蓝
L%!C"

染色法# 叶绿素的测定采用丙酮直接浸提法'

$4

(

$

!"&

统计分析方法

用
6966 $?MB

进行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

067

法"# 进行差异性分析# 采用模糊隶属函数法综合评价'

#>

(

#

耐寒隶属函数值计算方法为&

+

(

N

!

+$+

D&5

"

O

!

+

D1P

$+

D&5

"$ 若
!C #

恢复
!> G

后某一指标与耐寒性呈负相关#

则用反隶属函数进行定量转换计算&

+

(

反N#$!+$+
D&5

"

O

!

+

D1P

$+

D&5

"$ 其中&

+

(

为隶属函数值)

+

为各处理

某指标测定值#

+

D1P

和
+

D&5

为所有参试处理中某一指标内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把各指标的耐寒隶属值进

行累加# 并求平均值$ 平均值越大# 则耐寒性越强$

!

结果与分析

#"!

喷施硝酸镧对董棕幼苗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的影响

从图
#%K

可看出# 不同质量浓度的硝酸镧溶液喷施董棕幼苗后# 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表现出先降低

后升高的变化趋势$

C #

低温胁迫
!> G

后# 对照组降低了
4!MB4Q

# 低中高质量分数组分别下降了

$!@AAQ

#

?@$?Q

和
$?@REQ

# 且对照组显著低于其他处理组!

,

＜
"@"C

"$ 当
!C#

恢复
!> G

后# 超氧化物歧化

酶活性表现出经硝酸镧处理的组显著高于对照组# 且中质量浓度组与低高组间差异显著!

,

＜
"@"C

"$ 可见

喷施
4

种质量浓度的硝酸镧溶液均对董棕幼苗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活性有效# 其中
4C" D'

%

0

$$的溶液效果

最显著$

#"#

喷施硝酸镧对董棕幼苗过氧化物酶活性的影响

不同质量浓度硝酸镧溶液对董棕幼苗的过氧化物酶活性变化如图
$

所示$ 无论在低温胁迫下还是温

!>



第
!"

卷第
#

期

度恢复后!

$

种质量浓度硝酸镧溶液处理过氧化物酶活性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

＜
%&%'

#! 说明经喷施硝酸

镧溶液的董棕不利于维持高水平的过氧化物酶活性! 对清除植物体内的自由基效果不佳$

!"#

喷施硝酸镧对董棕幼苗丙二醛质量摩尔浓度的影响

喷施不同质量浓度硝酸镧溶液对董棕幼苗丙二醛质量摩尔浓度的影响如图
!!(

$ 各个组均表现出先

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 而且对照组的丙二醛质量摩尔浓度始终最高$

!' "

处理
!) *

后!

$

个处理组

丙二醛质量摩尔浓度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

＜
%&%'

%&

' "

低温胁迫
!) *

后! 对照组的丙二醛上升
$#&"+,

!

低中高质量浓度处理组分别上升
!!&-!,

!

#"&!",

和
!%&++,

! 可见喷施硝酸镧能减缓丙二醛的积累&

!'

"

恢复
!) *

后! 与胁迫时相比! 对照组及低中高质量浓度处理组分别下降了
!#&'',

!

$#&"),

!

!"&!),

和
-&.",

! 且对照组显著高于处理组$ 喷施低中质量浓度硝酸镧溶液后丙二醛最低'

!

＜
%&%'

%$ 可见喷施

#%%#$'% /0

(

1

$#的硝酸镧溶液对降低董棕丙二醛效果较显著$

!"$

喷施硝酸镧对董棕幼苗脯氨酸质量分数的影响

喷施不同质量浓度硝酸镧溶液对董棕幼苗脯氨酸质量分数在变温冷胁迫下变化如图
!!2

所示$ 对照

组脯氨酸显著下降! 中高质量浓度处理组先小幅增加! 再大幅升高! 低质量浓度组脯氨酸相对稳定! 先

稍下降后稍升高$

!' "

预处理
!) *

后! 对照组显著高于处理组"

!

＜
%&%'

%&

' "

低温胁迫
!) *

后! 对照组和

低质量浓度组分别降低了
$!&'),

和
#%&"",

! 中高浓度组则分别增加了
!$&##,

和
.&%",

! 说明中高质量

浓度组能快速启动植物体内脯氨酸代谢! 使其质量分数增加! 以降低寒害&

!' "

恢复
!) *

后! 与胁迫

时相比! 对照组降低了
'+&%+,

! 低中高组的增幅分别为
#'&+!,

!

.%&%#,

和
'#&)),

! 且中高质量浓度组

已显著高于对照组及低质量浓度组"

!

＜
%&%'

%$ 可见喷施
$'%

与
'%% /0

(

1

$#的硝酸镧溶液效果较好$

!"%

喷施硝酸镧对董棕幼苗可溶性蛋白质量分数的影响

喷施不同质量浓度硝酸镧溶液对董棕可溶性蛋白质量分数在变温冷胁迫下变化如图
!!3

! 对照组和

低质量浓度组先升高后降低! 中高质量浓度组则先下降后升高$

!' "

预处理
!) *

后! 对照组及高质量

浓度组显著高于低中质量浓度组"

!

＜
%&%'

%&

'"

低温胁迫
!) *

后! 对照组及低质量浓度组分别上升了
$&#+,

和

!+&#+,

! 中高质量浓度组则分别下降了
"&)%,

和
'!&$",

! 对照组的可溶性蛋白质量分数最高&

!' "

恢

复
!) *

后! 与胁迫时相比! 对照组和低质量浓度组分别下降了
#)&+.,

和
#%&+',

! 中高质量浓度组则分

别上升了
#"&##,

和
$.&%!,

! 对照组仍然显著高于其他组"

!

＜
%&%'

%$ 但与
!' "

预处理
!) *

时相比! 喷施

#%%

和
$'% /0

(

1

$#硝酸镧溶液后! 可溶性蛋白质量分数有所增加! 说明对提高低温胁迫下董棕幼苗的保

护物质有一定效果$

!"&

喷施硝酸镧对董棕幼苗叶绿素质量分数的影响

!&.&#

对叶绿素
4

质量分数的影响 不同质量浓度硝酸镧溶液对董棕叶绿素
4

质量分数在低温冷胁迫下

变化如图
$!(

所示! 对照组的叶绿素质量分数一直降低! 低中质量浓度处理组先降低后升高! 高质量浓

度处理组则表现为持续上升$

' "

低温胁迫
!) *

后! 对照组及低中质量浓度处理组分别降低了
#$&"+,

!

$&)',

和
$&$-,

! 高质量浓度处理组则上升了
$&#%,

! 高质量浓度处理组显著高于其他组"

!

＜
%&%'

%$

!' "

恢

复
!) *

后! 与胁迫时相比! 对照组下降了
)&%.,

! 低中高质量浓度处理组分别上升了
!&"+,

!

#'&"+,

和

##&$+,

! 且对照组显著低于处理组"

!

＜
%&%'

%$ 可见喷施硝酸镧能保持和提高叶绿素
4

的质量分数! 且质

图
!

硝酸镧对董棕叶片丙二醛质量摩尔分数
!

(

"#

游离脯氨酸
!

2

"

和可溶性蛋白质量分数
!

3

"

的影响

560789 % :;;9<= >; 14

"

?@

$

%

$

>A BC(

"

(

%!

D8>E6A9

"

2

%

4AF G>E7HE9 D8>=96A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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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志平等) 硝酸镧对董棕幼苗耐寒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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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浓度越高效果越好!

!$%$!

对叶绿素
&

质量分数的影响 不同质量浓度硝酸镧对董棕叶绿素
&

质量分数在低温冷胁迫下的影

响如图
'!(

所示" 对照组和中高质量浓度处理组先下降后上升" 低质量浓度组变化不明显!

) "

低温胁

迫
!* +

后" 对照组及低中高质量浓度处理组分别降低了
,%$--.

"

/$%0.

"

,!$%%.

和
!$)'.

" 对照组降

幅最大" 且显著低于其他
'

个处理组#

!

＜
"$")

$" 说明硝酸镧能减缓叶绿素
&

的降解%

!) "

恢复
!* +

后"

与胁迫时相比" 对照组和中高质量浓度处理组分别上升了
,,$,,.

"

,/$-%.

和
,!$)".

" 低质量浓度处理

组则下降了
,$'0.

" 表现为中高质量浓度处理组显著高于对照及低质量浓度处理组" 但中高质量浓度组

间差异不显著&

!

＜
"$")

$% 可见喷施
)"" 12

'

3

#,的硝酸镧溶液最有效!

!$%$'

对叶绿素
4 5

叶绿素
&

的影响 不同质量浓度硝酸镧对董棕叶绿素
4 5

叶绿素
&

值在低温冷胁迫下

变化如图
'!6

所示! 对照组与中高质量浓度处理组先上升后下降" 低质量浓度组则持续上升!

) "

低温

胁迫
!* +

后" 对照与低中高质量浓度处理组分别上升了
'$)).

"

)$,'.

"

0$%!.

和
)$-7.

" 对照组最高!

低温胁迫解除后" 与胁迫时相比" 对照组及中高质量浓度处理组分别下降了
,)$,%.

"

!$"%.

和
,$"!.

"

低质量浓度处理组则上升了
'$)'.

" 中高质量浓度处理组显著高于对照&

!

＜
"$")

$" 且中高质量浓度处理组没

有差异! 可见喷施
')"

和
)"" 12

(

3

$,均能维持较高的叶绿素
45

叶绿素
&

值%

!"#

董棕的耐寒性指标的综合评价

对
!) %

恢复
!* +

后的董棕耐寒性指标进行模糊隶属函数综合评价" 不同质量浓度硝酸镧溶液对

董棕的耐寒性影响的排列顺序为) 中质量浓度&

')" 12

(

3

$,

$处理组＞高质量浓度&

)"" 12

(

3

$,

$处理组＞对

照组＞低质量浓度&

,"" 12

(

3

$,

$处理组" 对提高董棕耐寒性影响存在较大差异" 其隶属函数值分别为
"$'0

"

"$'*

"

"$-)

和
"$/%

" 以喷施
')" 12

(

3

$,硝酸镧溶液效果最佳"

)"" 12

(

3

$,硝酸镧溶液效果次之"

,"" 12

(

3

$,的硝酸镧溶液对提高董棕的耐寒性没有效果%

'

结论与讨论

逆境胁迫引起植物的生理生化代谢紊乱" 产生活性氧" 而超氧化物歧化酶和过氧化物酶属于清除活

图
'

硝酸镧对董棕叶片叶绿素
4

质量分数
!

8

"#

叶绿素
&

!

(

"

和叶绿素
45

叶绿素
&

!

6

"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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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卷第
#

期

性氧的保护酶! 本研究表明" 喷施
$

种质量浓度硝酸镧溶液均能有效提高董棕叶片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活

性# 但均降低了过氧化物酶活性! 而徐健等$

#$

%研究发现适宜质量浓度的硝酸镧喷施香蕉幼苗叶片# 能显

著提高香蕉过氧化物酶活性& 丙二醛是膜脂过氧化的产物# 反映了生物膜被伤害的程度& 经硝酸镧溶液

处理后董棕丙二醛质量分数显著低于对照组# 因此# 喷施硝酸镧溶液有利于减少膜脂过氧化作用对细胞

造成的伤害& 游离脯氨酸和可溶性蛋白质是最有效的渗透调节物质之一# 能提高细胞液浓度# 从而增加

细胞的渗透势# 保护细胞避免因失水而造成对膜的伤害# 起到增强耐寒性的作用& 本实验证实了喷施

$%&

和
%&& '(

'

)

!#硝酸镧溶液在低温胁迫下董棕脯氨酸保持增加趋势( 但在最初
!% "

和
% "

处理下游

离脯氨酸质量分数显著低于对照组( 可能是硝酸镧溶液处理限制了谷氨酸生成脯氨酸的
!

种酶吡咯啉
#

%#

羧酸还原酶)

*%+,

*和吡咯啉
#%#

羧酸合成酶)

*%+-

*的基因表达( 而且硝酸镧本身也作为渗透调节物质起

到保护作用+ 可溶性蛋白质在
!% "

预处理下
%&& '(

,

)

!#硝酸镧溶液处理组显著高于对照组( 而其他处

理组显著低于对照组( 在
% "

下处理组显著低于对照组( 这可能与不同质量分数的蛋白质与硝酸镧溶液

的螯合程度有关( 其机制有待进一步探讨& 植物体叶绿素的含量及比值放映了光能转换特性( 通常植物

在逆境胁迫下( 表现为叶绿素降低( 叶绿素
./

叶绿素
0

值下降$

#%

%

& 本实验中适宜质量浓度的硝酸镧溶液

能够显著增加董棕叶绿素
.

和叶绿素
0

的质量分数以及增大叶绿素
./

叶绿素
0

值( 进而增强植物的光合

作用( 达到快速的恢复的目的&

通常植物体对稀土元素吸收有一个临界量( 当外源施用稀土量合适时( 植物生长发育才表现出促进

作用- 用量太低时( 对植物生长发育并无明显的影响- 而当用量过高( 超过临界量时( 植物生长发育则

将受到抑制甚至毒害而死亡( 这就是稀土的 .低促高抑/ 现象$

#1

%

+ 本研究认为" 对董棕喷施
$%&

和
%&&

'(

'

)

!#的硝酸镧对提高耐寒性效果显著( 而
#&& '(

'

)

!#硝酸镧溶液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董棕的耐寒

性( 这与前人的研究有些不一致( 其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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