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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 物 抗 污 机 理 的 研 究

l 根系环境氯
、

硫含量对叶片氯
、

硫含量及抗性的影响

广西植物研究所 陈锐章 彭桂英

摘 要

用含 氮和舍硫蚤 不同的培 养液浇灌砂培或土培的植物
,

然后 测 定这 些植物叶 片的氛
、

硫

含量
, 以 及 这 些植物付氯和 二 氧化硫的才亩性

。

试验结果如下
:

1
,

叶片含氯量受根 系环境含氛量 的影响
;
而 叶片含硫量

,

除 了在根 系环境极缺硫时 有

所 下 降外
,

一般不受根 系环境 的影响
.

2
、

叶 片的舍底量和含硫量与植物付氮和二 氮化 硫
.

的杭性 无关
。

这 些结果 表明
,

氛
、

硫

时于植物 的毒性与 它 们的化 学状态 ( C 1
2

、

5 0
2

) 有关
,

当转 变为存在于 植 物 休 内 的 状 态

( C l
一 、

5 0
` 2 一

) 后
、

将不具毒性
。

据近年来的报道
,

植物叶片含氯
、

硫量与大气环境氯
、

硫污染的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

分析植物叶片的氯
、

硫含量
,

可以估计大气氯
、

硫污染的程度和范围
:

比较在同一大气环境

中各种植物叶片的氯
、

硫含量
,

可以作为植物净化大气氯
、

硫污染能力的标志
。

〔 l
、

2
、

4 〕

但是
, 一

仁壤环境的氯
、

硫含量对叶片的含量有没有影响 ? 叶片含氯
、

硫的量
,

会不会影响到

植物对大气氯
、

硫污染为伉性 ? 本文对这些问题作了探讨
.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用含氯
、

硫 量不同的培养液浇灌砂培或土培的植物以控制根系环境氯
、

硫的含是
。

培荞

液以 z / 一o K n o p
’ 5 S o l t i o n 为对照 ( 含氯 5 9

.

5 nI ; / 1
,

含硫 3 2
.

5 m : / l )
。

在 此基础上

配制缺氯
、

多氯 ( 含氯7 22 二 g / 1
,

) 和缺硫
、

二倍硫 ( 含 硫 2 X 32
.

: 。 g / 1 )
、

三 倍 硫

( 含硫 3 x 3 2
.

5 m g / 1 ) 培养液
。

P H 6 一 7
。

氯的试验于 1 9 5 0 年 6 一 7 月进 行
,

用玉 替 ( H e m e r o o a l l i s p l a n t a : i n e a
( L a tn )

A s e h e r s
)

、

凤 仙花 ( I m p a t i o n s b a l s a m i n a L
.

)
、

水 兰青 ( D r y m a r i , e a r d a 、 a
( L

.

)

W I l ld ) 和鸡冠花 ( e e l o s i a a r g e n t e a L
.

V a r
.

C r i s t a t s
( L

.

) K t z e
) 等四 种植物高

约 10 公分的幼苗各 60 株
,

分为三组
,

每组 2。 }朱
,

沙培于 10 个盆中
,

每盆 2 株
。

于 露 地 自 然

的光
、

温
、

湿条件下生长
。

在 50 天的试验期内
,

各组分别浇灌对照
、

缺氯 和 多氯 培养 液七

次
.

试验结束时
,

各处理的植株生长情况无明显差别
。

玉替苗高均约 2 5公分
,

其余三种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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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高均为 3 5公分以上
。

硫的试验 第 一 批 于 19 81 年 5 一 8 月 进 行
。

以 鸡 冠 花
、

大 叶 猪 屎 豆 ( C r ot al ar ia

a s s a m i e a B o n t h )
、

三尖叶猪屎豆 ( C r o t a l a r i a a o a g ; r o id e S H
、

B
、

K
、

) 等三种植

物高约 5 公 分 的 幼 苗 和 桂 花 ( O s m a rt t h u S f r a g r a n s L o u r
.

)
、

大叶 黄 杨 ( B u x u ”

m e g i s t o p h y l l a L e v l
.

) 等二种植物高约 3 0 公分的幼苗各4 0株
,

分为四组
,

每组 1 0株
,

砂培

( 鸡冠花
、

大叶猪屎豆
、

桂花 ) 或土培 ( 大叶黄杨
、

三尖叶猪屎豆 ) 于 5 个盆中
,

每盆二株
。

置于露地生长
。

各组分别浇灌对照
、

缺硫
、

二倍硫和三倍硫培养液
。

桂花试验期 90 天
,

浇灌

培养液 20 次 ; 鸡冠花 65 夫
,

浇灌 12 次
;

大叶黄杨和三尖叶猪屎豆44 天
,

浇灌 10 次
;

少: 叶猪屎

豆40 天
,

浇灌 9 次
.

试验结束时
,

各处理的植物生长情况基木相同
,

五种植物各处理的株高

均约 40 公分
.

第二批试验于 1 9 81 年 1 1月一 19 8 2年 2 月迸行
,

方法和第 一 批 相 同
。

以 葛 芭

( L a e t u e a S a t i v a L
.

)
、

筒篙 ( C h r y s o n t h e m u m B a i l e y )
、

芹菜 ( A p i u m g r a v e o l e n s

L
.

) 芥兰 ( B r a s s i e a a l b o g l a b r a B a i l
.

) 和 白菜 ( B r a s s i e a C h i n e n s i s L
.

) 等五种植物

高约 5 公分的幼苗各 40 株为材料
。

葛芭
、

筒篙
、

芹菜试验期 1 10 天
,

浇灌21 次
;

芥兰 1 00 天
,

浇灌 20 次
; 白莱 70 天

,

浇灌 14 次
。

试验结束时
,

各处理的植株生长情况基本相同
,

筒篙
、

芥

兰
、

芹菜株高均约25 公分
,

葛芭 20 公分
,

白菜 15 公分
。

叶片含量测定
:

经上过培养结束后的植物叶片
,

于 8 0 ℃下烘干
、

粉碎
,

含氯量按以前使

用过的方法 〔 4 〕
,

含硫量用湿式灰化比浊法 〔 3 〕
。

植物抗性测定
:

将上述培养结束后的植物
,

测抗氯性时
,

将植物连盆置人开顶式熏气装

置〔 5 〕中
,

温度 27 ℃
,

相对湿度78 肠
,

用 1 2 p p m氯气熏蒸 1
.

5小时
。

测对二 氧化硫的抗 性
,

第一批试验采用二氧化硫溶液处理的方法〔 6 〕
,

大叶黄杨
、

桂花用 1 00 o p p m
,

大叶猪屎 豆
、

三尖叶猪屎豆
、

鸡冠花用 2 50 p p m
。

第二批试验采用静 式 熏 气 柜
,

温 度 1 5 ℃
,

相 对湿 度

7 4肠
,

二氧化硫浓度 Z o p p m
,

处理 3 小时
。

二
、

试验结果

l
,

根系环境含氯量对叶片含氯量的影响

供试的四种植物
,

叶片含氯量均随浇灌的培养液含氯量的增强而增加 ( 见表 1 )
,

但也

有一个限度
,

到达这一限度以后
,

浇灌培养液的含氯量继续增加
,

叶片含氯量不再增加
,

表

1 中
,

鸡冠花就是这种情况
,

浇灌对照培养液时
,

叶片含氯量已达到 最大值
。

其他三种植物

在浇灌对照培养液时
,

尚未达到最大值
。

表 1 各种培养液对叶片含氯量的影响 ( 毫克 / 克干重 )

T a b l e l
_

E f f e e t o f v a r i o u s e u l t u r e s o l u t i o n s

e h l o r i n e e o n t e n t o f l e a v e s
( m g / 9 d r y

植 物 名 称 对 照 培 养 液 1 缺 氯 培 养 液

w t )

多 氯 培 养

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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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根系环境含硫量对叶片含硫量的影响

砂培的七种植物
,

浇灌缺硫培养液时
,

叶片含硫量均比对照低
;

浇灌二倍硫或三倍硫培

养液的植物叶片含硫量相接近
,

且与对照相接近 ( 芥兰稍增
,

葛芭稍减 )
。

土培的三种植物

( 土壤含硫 34 3 m g / K : )
,

不论浇灌缺硫
、

对照
、

二倍硫或三倍硫培养液
,

叶片含 硫 量 都

很接近
,

( 见表 2 )
。

这些结果表明
,

植物叶片含硫量比较稳定
,

在本实验的范围内
,

仅在

砂培条件下
,

浇灌缺硫培养液的植物
,

叶片含硫量比对照低
。

浇灌对照培养浓的植物
,

叶片

含硫量就达到正常
,

浇灌二倍硫或三倍硫培养液
,

叶片含硫量不再增加

表 2
、

各种培养液对叶片含硫量的影响 ( 毫克 / 克 干重 )

T a b l e Z
、

E f f e e l o f V a r i o u s e u l t u r e s o l u t i o u s o n

s u l f u : e o n t e n t o f l e a v e s
( m g / 9 d r y w t )

兰步方式 …
“

.

冲叫
对照培养

州竺四妙叫三孽绮塑 }生些塾
-

}产
一

导一
生27 一月一兰兰一书

一二理州一竺一

f 弄
.

兰
_

生一
` “

·

” ”

日一
_

_
_

i圣i 口
一一

.

全竺_
_

_ _ _

匕 i巨臼三
_ _ _

砂 }

— 一一 -

一
_

一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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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

卫
一

牛一 i卫… 一 i竺卫一尘里匕州病毛里二
! 鸡 冠 花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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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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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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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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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T a b l e

叶片含氯量与植物的抗氯性 (毫克 / 克 干重 )

3
、

T h e r e l a t i o n b e tw e e n e h l o r i n e c o n t e n t

o f l e a v e s a n d r e s i s t a n e e o f P l a n t o c h l o r i n e
( m g / 9 d r y w t )

植植 物 名 称称 对 照 培 养 液液 缺 氯 培 养 液液 多 氯 培 养 液液

叶叶叶片含氯量量量 叶片含氯量量受害面积肠肠 。十片含氯量

111
受害叶面积肠肠

受受受受害面积%%%%%%%%%%%

玉玉 答答 16
.

222

一丽 卜八八
5 000 2 3

.

444 5 000

水水 兰 青青 6
.

222 6 000 4
,

777 6 0 } ` 5
·

888 5 OOO

凤凤 仙 花花 16
·

8 1 4 000 一 1 1
.

222 30
.

222 5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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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叶片含氯量与植物抗氯性的关系
.

由于浇灌含氯量不同的培养液
,

导致叶片
一

含氯量不同的三种植物
,

做抗氯性试验时
,

在

同种植物中
,

不论其叶片含氯量如何
.

熏氯后叶片出现的症状及受害面积肠
,

并不因叶片含氯

量不同而有明显的差别 ( 见表 3 )
。

即是说
,

同种植物由于根系所处的环境含氯量不同所引

起的叶片含氯量的增减
,

并不影响叶片对大气氯污染的抗性
。

4
、

叶片含硫量与植物对二氧化硫的抗性

上面已叙述过
,

植物叶片含硫量比较稳定
。

但在砂培浇灌缺硫培养液的情况下
,

叶片含

硫量有所降低
.

对所有这些植物进行抗二氧化硫试验时
,

缺硫培养的植物
,

抗性与对照
、

二

倍硫和三倍硫培养的植物相同
。

即是说
,

叶片含硫量的多少
,

与植物对二氧化硫 的 抗 性 无

关
.

三
、

讨 论

1
、

根系环境含氯量显著地影响着植物叶片 含氯量
,

因此
,

把叶片含氯量作为大气氯污

染和植物净化大气氯污染的指标
,

都是不适当的
,

因为叶片含氯量不仅 与大气含氯量有关
,

而

且也 与土壤含氯量有关
,

它反映的是环境总休受氯污染的情况
.

另一方面
,

植物叶片含氯量
,

因土壤环境含氯量增加而增加
,

也有一个很度
.

超过这一限度后
,

土壤环境含氯 量 继 续 增

加
.

叶片含氯量也反映不出来了
。

使用叶片含氯量作为环境总体氯污染的指标时
,

要注意这

种情况
。

2
、

根系环境含硫量通常不易引起叶片含硫量的变化
,

在本试验中
,

只在根系环境极缺

硫的情况下
,

叶片含硫量才有所下降
。

因此
,

除 了土壤环境含硫低于本试验的对照条件 ( 向

砂培植物浇灌的培养液含硫 3 2
.

s m g / 1 ) 以外
,

在一般情况下
,

采用叶片含硫量作 为 衡 量

大气硫污染或植物叶片净化大气硫污染能力的指标
,

是可行的
。

3
、

因根系环境含氯
、

硫量不同
,

导致同种植物叶片氯
、

硫量不同 : 或在相 同的根系环

境下
,

因植物种类不同
,

叶片含氯
、

硫量的差异
,

均与植物对氯和二氧化硫的抗性无关
。

根

獭这些结果认为
,

氯
、

硫对植物的毒性
,

与它们的化学状 态 ( C 1
2 .

5 0 2

) 有关
.

一 月
_

转 变 为

存 在 于植物体内的状态 ( C I
一 、

S 。 ` “ 一

) 后
,

对植性不具毒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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