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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感物质对小麦幼苗吸收氮的影响 

查 墨 藿 ．刘秀芬 孙思恩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5) 

摘 要 实验研究了3种不同浓度化感物质阿魏酸(FA)、苯甲醛(BH)、4-对叔丁基苯 甲酸(4一 

BA)对小麦甜苗吸收NO，一N和 NH 一N的影响 结果表明，小麦幼苗对 NO 一N和 NH 一N吸收 

随化感物质浓度增大而连渐降低。15d时在高浓度(0．5g／L)化感物质下小麦幼苗对 NOrN吸 

收，FA、BH、4-BA处理分别为对照的58 、5O 、53％；对NH 一N 的嗄啦分别为对躁的42 、 

19 、33 。对NH 一N吸收的押制作用太于对 NO；一N吸收的抑制。化感特质对小麦甜苗吸收 

氟(N)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小麦甜苗生长的前 18d，3od时各液度化碡作用强度均 为减弱。 

关键调 化感作用 氟 小麦甜苗 

Effects of alleloehemicals oll nitrogen absorption of wheat seedling． Yuan Guanglin，Ma 

Ruixia，Liu X]ufen，Sun Sien(Research Center for Eco—environmental Sciences，CAS，Beljing 

100085)，EAR，I998，6(2)：37～ 39． 

Abstract E(fects of three alk[ochen'Aca1s such aB ferutic ac~d(FA)，berr~ldehyde(BH)and 4- 

tert—bytylbanzoie acid(4一BA)on nitrogen absorption of wheat seedling are studied．The results 

show that N absorption from both N0 and N} decrease with the increase of concentrations 

of allelochemicals．Nitrogen absorption from N0 and NH+by fifteen—day-old seed lings，which 

are grown in three culture liquids such as FA，BH and S,-BA(0．5g／L)，is 58 and 42 ，50％ 

and 19 ，53 and 33 of that in the controls respectively．Therefore，the negative effects of 

allelochemicals on nitrogen absorptlon of NH+are stronger than those of NOF．Those negative 

effects tend to be smaller as seedling grows bigger． 

Key words A1lelochemicals．Nitrogen·Wheat seed|ing 

植物间化感作用的研究是化学生态学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和活跃的分支。植物间的 

这种作用涉及到一种植物通过某种途径释放出某种化合物从而对另一种植物的生理活动 

产生影响。如对植物光合作用、酶活性及内源激素的影响u 。其中化感物质对植物养分 

吸收的影响是重要表现之一。目前所报道的具有化感作用的物质主要是一些酚酸类物质， 

如阿魏酸、香草酸、对羟基苯甲酸等 ]。本试验研究了 3种化感物质阿魏酸(FA)、苯甲醛 

(BH)、4-对叔丁基苯甲酸(4一BA)不同浓度对小麦幼苗吸收 NO。一N和 NH ，N的影响。 

1 试验材料与研究方法 

1 1 试验材料 

· 国家自然科学基盘项目部分由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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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试植物选用小麦品种北京 837(Triticum aestivum)，用 0．1 升汞水表面消毒后置 

恒温培养箱内使其萌发(30C 饱和湿度)，48h后将萌发的种子移入盛有 300ml灭菌营养 

液的烧杯中，每杯种 15株，为满足小麦生长需要，营养液采用 3倍的 Hoagland溶液(pH 

为 5．8)，小麦以日光灯为光源(12h光周期．温度 2o士5 C)，无菌培养。 

1．2 研究方法 

在营养液中加入FA、BH、4-BA 3种化感物质，每种化感物质取 0．05g／L、0．1g／L、 

0．2g／L和 0．5g／L 4个浓度，共 12个处理。 

小麦培养 15d和 3od后测定营养液中剩余 NO N和 NH N含量，根据与营养液初 

始的NO 一N和NH 一N浓度差，得出每株小麦吸收NO 一N和NH 一N的平均值 采用酚二 

磺酸法测定 N0 一N含量，采有靛兰比色法测定NH N含量。 

2 试验结果 

2．1 NO，一N的吸收 

化感物质对小麦幼苗吸收 NO。一N的 

影响见表 1 由表 1可知．与对照相比+15d 

时化感物质对小麦吸收 NO N的影响大 

于 30d时的影响；0．05 g／L浓度时对小麦 

吸收NOa—N有一定刺激作用，其中BH的 

刺激作用最 明显，小麦幼苗吸收 NO N 

(rag／株)比对照高 68 ，FA和 4 BA组小 

麦幼苗吸收 NO 一N分别比对照高 31 和 

57 o／i。随着化感物质浓度的增大，逐渐表 

现为抑制作用，0．5g／L浓度时 FA、BH和 

表 2 化感物质对小麦幼苗吸收 Nit．一N的影响 

Tab．2 EfieCtS of a【k】ochemica]s Oil NHrN 

uptake of wheat seedling 

Allelochem~eals Concentration NI-I‘一N Uptake 

l 5d 30d 

表 1 化感物质对小麦幼苗吸收 N N的影响 

Tah．1 Effects of a】Le Lochem[cals On NO3一N 

uptake of wheat seedhng 

A[[elochemicais Concentration NO —N uptake 

15d 30d 

4-BA均显著抑制小麦幼苗吸收 NO 一N， 

分别只有对照的 58 、50 和 53 。30d 

时与对照相比，各浓度化感物质对小麦幼 

苗吸收 N0 I卜I的影响均不明显，0．5g／L 

浓度时仅显轻微抑制作用。 

2．2 Nit 一N的吸收 

15d时各浓度化感物质对小麦幼苗吸 

收NH -N均有抑制作用(见表 2)。随着化 

感物质浓度的增大抑制作用增强，当 FA、 

BH、4-BA浓度为 0．5g／L时，小麦幼苗吸 

收 NH 一N 分别 为对 照 的 42 、19 和 

33 。30d时各化感物质的抑制作用均大 

为减弱，FA、BH和 4-BA浓度为 0．5g／L 

时小麦幼苗吸收的 NH 一N分别为对照的 

70 、72 和 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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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 绪 

不同浓度化感物质对小麦吸收NO。一N和NH 一N的影响不同。化感物质对 NH 一N吸 

收的抑制作用比对 NO。一N吸收的抑制作用强烈。这可能是由于化感物质对植物根细胞吸 

收阴阳电子的影响程度不同所致 ]。 

化感物质对小麦吸收N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小麦幼苗生长的前 15d，这可能与化感物 

质降解有关。有关试验表明，小麦秸秆腐解过程中化感物质的产生集中于前 15d[ ，3od 

时化感作用已大为减弱。由此可见，化感物质在 15d后可能因发生降解而导致其作用降 

低。这有待于今后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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