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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干旱胁迫的盆栽试验中, 用5 种浓度( 100、300、500 、700 、1 000 mg/ L) 多效唑溶液喷施高粱幼苗叶片 , 处理后测定第2 叶片的各种
变化。按小液流法测定水势 ,用电导法测定叶片质膜透性 , 印迹法测定气孔开张率 ,并以气孔开度0 .75 μm 为标准, 观察100 个气孔计算
气孔开张百分率。结果表明, 喷施多效唑溶液能增加高粱幼苗叶片相对含水量和水势 , 降低细胞的相对电导率和气孔开张率 , 矮化幼
苗植株, 增加地上部鲜重 ,说明用多效唑溶液处理的植株增强了抗干旱胁迫的能力 , 但其适宜的浓度应介于500 ～700 mg/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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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P333 onsome Physiology Indexes of Resistance Stress of SorghumSeedling
ZHANG Xiu- fang  (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ibo ,Shandong 255049)
Abstract  In drought ,the sorghumseedlings were sprayed with aqueous solution of PP333 at concentration of 0 ～1 000 mg/ L.The treatment i ncreased the
relative water content and the water potential ;reduced the relative conductivity and the open or close percentage of stoma .PP333also could reduce the plant
height and increase the fresh weight of overground plant .It was suggested that PP333treat ment to sorghumcould effectivelyicrease the drought resistance of
the plants and appropriate concentration was 500 ～700 mg/ k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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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效唑又叫氯丁唑, 代号PP333 , 是一种高效、低毒、广谱

的植物生长延缓剂。农作物喷施多效唑后, 植株变矮, 分蘖

增多, 茎秆增粗, 抗逆性增强, 产量提高[ 1 - 5] 。如: 在水稻、小

麦上应用 , 可以防止徒长 , 减少倒伏 , 提高抗旱性[ 2 - 4] ; 在棉

花、油菜上应用 , 可以提高对冷害和真菌病害的抗性[ 5] 。笔

者以高粱为材料, 在干旱条件下, 用不同浓度的多效唑溶液

喷施高粱幼苗, 对高粱幼苗的生长进行了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供试品种为黑壳打锣锤, 供试药剂为15 % 多效唑可湿性

粉剂, 江苏建湖农药厂生产。室外盆栽, 盆体直径34 c m, 深

30 c m, 内装定量的耕层土壤, 盆口蒙塑料膜, 以防雨水渗入。

在幼苗6 叶期时, 将土壤灌水至饱和, 多余的水从底孔漏去 ,

停止供水, 试验设多效唑100 、300、500、700、1 000 mg/ L 5 个喷

施浓度处理, 各处理喷施药液量以喷湿为止, 对照喷水, 每处

理3 次重复。处理后测定第2 叶片的各种变化。苗高、叶片

长度及宽度用直尺测量, 用称重法测出叶面积[ 6] 。相对含水

量的测定按文献[ 7] 中方法进行, 水势按小液流法进行[ 7] , 用

电导法测定叶片质膜透性[ 8] 。气孔开张率( 单位叶面积气孔

开张的数目占气孔总数的百分比) 的测定采用印迹法, 所用

药品为买后放置1 年后的无色指甲油, 每个处理选取3 个植

株, 在叶片中段主脉两侧涂抹指甲油取膜, 于室内进行显微镜

观察。气孔开度0 .75 μm 为标准, 大于此标准的为开张, 小于

此标准的为关闭。观察100 个气孔并计算气孔开张百分率。

测定时间选在光强、气温等都较稳定的12 :00～13 :00 进行。

2  结果与分析

2 .1 多效唑对高粱幼苗生长的影响  表1 显示, 在干旱胁

迫条件下, 经多效唑处理 , 高粱幼苗高度明显降低, 且随浓度

的提高而递减; 叶片的生长明显受到抑制, 且随浓度的提高

而递减; 叶片宽度有所增大, 但不明显 ; 叶面积随处理浓度的

提高而递减。这些结果表明, 多效唑对高粱幼苗有矮化作

用, 抑制植株地上部的生长。处理植株的干重与对照相比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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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不大, 但处理植株的鲜重则明显高于对照, 这可能与处理

植株含水量较多有关。

  表1 多效唑对高粱幼苗生长的影响

多效唑浓

度∥mg/ L

苗高

cm

叶长

cm

叶宽

cm

叶面积

cm2

鲜重

g/ 株

干重

g/ 株

0 31.66 15 .22 1 .76 19 .772  7 .89 1 .830

100 30.97 13 .91 1 .79 19 .163 8 .36 1 .827

300 29.02 13 .03 1 .80 18 .515 8 .67 1 .819

500 28.31 12 .51 1 .85 17 .557 9 .89 1 .814

700 27.46 11 .64 1 .87 16 .933 10 .31 1 .807

1 000 25.72 11 .06 1 .88 16 .223 11 .30 1 .797

2 .2  多效唑对气孔开张率和几种抗逆生理指标的影响 试

验表明( 表2) , 多效唑对高粱幼苗叶片气孔的开启有明显的

抑制作用, 因而能减少蒸腾作用, 改善叶片的水分状况。高

粱经多效唑处理后, 叶片的水势、相对含水量均随处理浓度

的增加而增高, 这也可能是处理植株干重与对照相比差别不

大, 而鲜重明显高于对照的原因。植物细胞原生质膜对干旱

很敏感, 质膜透性的大小可反映细胞受干旱的程度。细胞电

导率可以反映细胞质膜的完整性和稳定性。表2 显示, 对照

植株的透性最大, 受干旱破坏程度最高。多效唑能减低质膜

透性的下降程度, 表现出了保护细胞质膜的良好作用, 说明

处理植株的抗干旱胁迫能力增强。

  表2  多效唑对高粱幼苗气孔开张率、相对含水量、

水势和相对电导率的影响

多效唑浓度

mg/ L

气孔开张率

%

相对含水量

%

水势

Pa

相对电导率

%

0 79 .26 72 .66 - 17.58    13 .12

100 75 .73 72 .81 - 15.86 13 .15

300 65 .32 76 .86 - 15.17 12 .49

500 54 .17 81 .14 - 12.63 11 .46

700 45 .25 84 .38 - 11.76 10 .43

1 000 39 .27 86 .88 - 10.21 9 .17

3  小结

通过试验可以看出, 多效唑能矮化植株, 提高植株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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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没有相关性。其原因尚不清楚。

  表2 不同培养基与激素配比对葡萄芽诱导的影响

处理 接种数∥株 萌芽数∥株 萌芽率∥%

P1 20    4 20

P2 20 18 90

P3 20 19 95

P4 20 6 30

P5 20 2 10

P6 20 16 80

P7 20 17 85

P8 20 2 10

2 .3  不同培养基与激素配比对芽的分化和增殖生长的影响

 表3 显示, 使用Y3 培养基不定芽的分化率最高, 但芽未能

伸长生长。Y1 培养基中不定芽的分化和增值倍数均处于中

间位置 , 但芽不仅分化好而且伸长生长也良好。表明在6- BA

浓度一定的情况下 ,IAA0 .5 对芽的分化效果比 IAA1 .0 要好。

Y2 处理中 , 不定芽的分化很少。说明当6- BA 的浓度小于

IAA 的浓度时, 不利于芽的分化。综合分析,Y1 是“红标无

核”的最佳分化增殖培养基。

  表3 不同培养基与激素配比对葡萄芽的分化增殖影响

处理
接种数

株

分化数

株

分化数

%
增殖倍数

Y1 60   50 83 .3 4 .1

Y2 60 6 10 .0 3 .6

Y3 60 55 91 .6 4 .4

Y4 60 46 76 .6 2 .8

2 .4  不同激素水平对根诱导的影响  表4 显示 , 以1/ 2MS

为基本培养基 ,IBA 浓度为0 .5 mg/ L , 生根率和生根数都较

低。当IBA 的浓度为1 .0 mg/ L 时, 生根率为84 % , 明显高于

其他浓度水平。随着IBA 浓度的继续增加, 生根率和生根数

反而呈下降趋势, 当浓度达2 .0 mg/ L 时 , 甚至完全不生根。

3  结论与讨论

( 1)“红标无核”葡萄茎段的组织培养, 消毒以70 % 酒精

20 s 结合1 .0 g/ kg 升汞的效果最好。芽的分化和增殖则以

MS+ 6- BA1 .0 + IAA0 .5 的效率最高, 生根宜用1/ 2 MS+ IBA 1 .0

mg/ L。

(2) 从植物园采的外植体带菌多, 因此采用生长季节中

的嫩茎段, 这些外植体的细胞通常分裂旺盛, 生长势旺, 易成

活。材料消毒时间过长, 污染率虽低 , 但褐死严重 ; 而过短 ,

尽管褐死降低, 但污染率较高。

  表4 不同激素水平对葡萄试管苗生根的影响

IBA 质量浓

度∥mg/ L

接种数

株

生根数

株

生根率

%

每株生根

数∥条

0 .5 20   7 .0   35    2.0

1 .0 20 16 .8 84 5.0

1 .5 20 10 .0 50 4.2

2 .0 20 0 0 0

  ( 3) 在芽的诱导过程中 , 细胞分裂素有诱导芽并促进腋

芽生长的作用。在培养初期, 细胞分裂素和生长素同时起作

用, 愈伤组织和芽均诱导产生, 但由于生长素的浓度相对较

高, 在后期致使已萌发的芽枯萎并产生大量愈伤组织。

(4) 在葡萄芽的增殖生长中, 通过选择适宜的培养基或

调节激素种类与浓度配比, 在同一阶段能完成芽的分化与伸

长成苗, 可加快繁殖速度。较高浓度的6- BA 能抑制芽的顶

端优势 , 使腋芽发育, 分化大量芽丛。

(5) 在生根培养过程中激素IBA 不宜过高也不宜过低。

过高会出现茎段基部产生大量愈伤组织, 抑制发根抽茎; 过

低会出现茎段基部不发根或生根条数少的现象。而适当浓

度的IBA 不仅发根长根速度快, 而且生长粗壮 , 侧根多, 呈

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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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胁迫能力 , 但适宜的浓度应在500 ～700 mg/ L。过低作

用不明显 , 过高会使幼苗受到损伤, 叶鞘出现脱色死斑, 在

喷施1 000 mg/ L 浓度的植株中已发现了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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