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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P-AES测定中国小麦微核心种质库籽粒矿质养分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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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矿质营养，尤其是微量元素Fe和Zn对于人体健康的影响已经受到广泛的关注。了解我国小麦籽粒矿质养

分状况对于通过育种途径改善作物品质以及人体健康有重大意义。该研究采用微波消解，ICP-AES分析方法对

262份我国小麦微核心种质库的籽粒微量元素(Fe, Mn, Zn, Cu)和其他矿质养分(Mg, Ca, K, P)含量进行了分析

测定，结果表明我国小麦籽粒中八种矿质营养元素浓度都存在显著的基因型差异;小麦籽粒中Fe, Mn, Zn, Cu四

种微量元素浓度间均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Fe和Mn相关系数为0.395**,Fe和Zn 为0.424**,Fe和Cu为

0.574**,Mn和Cu为0.474**。春性和冬性小麦间籽粒八种矿质养分含量基本没有差异。这些研究结果为进行
籽粒富含矿质营养小麦品种的选育提供了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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