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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紫光对几种牧草生长和品质的影响

韩 发  贲 桂 英
(中 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素有
“
世界屋脊

’
之称的我国青藏高原上,大气干燥清洁,云量极少,透明度良好,太阳

总辐射量为全国第一(左大康等,1963;孔 繁志等,1979;青 海农业地理编写办公室,1976)。

年总辐射量多在 140-190干卡/厘米
a.年

之间,比我国东部平原地区的总辐射量多‘0-
80干卡/厘米

2·
年。农作物生长季节内的总辐射量和日平均总辐射量也都比国内外著名

的小麦高产区:如国内的昆明,北京,丽江和国外的华盛顿等地高得多(金焱鑫等,1980)。

这就为我国高原地区一季喜凉作物春小麦 202⒍ l斤 /亩 (程大志等,1979);青稞 1220斤 /

亩;冬小麦 1742.1斤 /亩 ;油 菜 822斤 /亩(西藏农科油菜杂粮组,1979)等 的最高单产创造

了极其有利的光照条件。然而,影响作物的生长发育,产量形成和品质好坏不仅与太阳辐射
在全波段的能量有关,而且与特定波段的辐射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田 国良等,1982)。

作为太阳辐射中光合作用的有效成分— 蓝紫光就比海平面多 78%(戴加冼等,1977)。

因此,研究高原上的太阳辐射,特别是高原上非常丰富的蓝紫光对作物的生长发育,物质

生产以及品质的影响,对进一步开发利用青藏高原的光能资源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初步

研究了蓝紫光对几种牧草生长和品质的影响。现将其结果报道如下:

一、材 料 与 方 法

供试验用的牧草:老芒麦 (E”励″‘夕纺″‘),披碱草 (c```9约勿”
`'`9″

'ic纟`‘
),无芒雀

麦(B/o″″‘J″″″订)等品种,分别由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海北定位站和植物研

究室提供。种子经过 0.4%的氯化汞消毒处理 1-2分钟后 ,分 别置于培养皿里发芽,1周

之后,种植在土培花盆中。当幼苗刚长出第 2片叶子时,处理组分别覆盖上波长 410-490

毫微米的蓝紫色透明聚酯薄膜罩 ,然 后置于自然光照条件下培育,同时根据当太阳光照射

无色薄膜或玻璃时 ,部分光线被塑料本身或玻璃吸收,能够透过的只有红光,橙光的长波

光与黄色、绿色的中波光和部分蓝色短波光,而波长比较短的蓝色光,紫色光以及紫外光

都不能透过塑料薄膜或玻璃的有关报道(倪文 ,1980)。 我们以覆盖无色聚酯薄膜的组作

为对照。为了使处理组和对照组薄膜下面的能量基本相等 ,以处理组为标准 ,在对照组上

面另加1-2层无色薄膜或纱布 ,使它们的能量和处理组的基本一致。培育 1月 之后,开 始

随机取上部叶片。参照 Arn。n法 (Arn。n,1949)测定叶绿素的含量;采用缩脲法(潘家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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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测 定蛋白质的含量;用蒽酮法(韩雅珊 ,1978)测 定可溶性糖的含量;按照索氏提取法

(耶尔马科夫 ,1959)测 定脂肪的含量;过氧化物酶的活性根据 Matsuno等(1972)描述的方

法测得。同时,分 别测定牧草植株的高度、鲜重和干物重等项目。每次测定重复 3次。

二、结 果 与 讨 论

1.蓝紫光对牧草生长发育的影响

在牧草的生长发育阶段 ,不仅光的强弱和光照时问对牧草生长发育状况有重要影响 ,.

而且光质对它们的影响更是如此。我们观察到 ,在不同的光照下面 ,几种牧草的萌发率及

其生长的整齐度并不一样。其中对照组的萌发率较处理组的高。而蓝紫光下生长的牧草

又比无色混合光下生长的较整齐。同时,如 表 1所示在蓝紫光下培育 36天的几种牧草其

植株高度比无色混合光下的低 7.5-8.8%,而无色混合光下培育的牧草其植株高度和蓝:

紫光下的恰恰相反 ,即对照比处理的植株长的高一些。

表 】 蓝紫光对牧车生长在度的影响

·
rable 1  

·
rhe influence o￡ blue purple Iight on the height of herbages

单位:厘米(Un“:cm.)

饮革名称

Herbage name

对照组

ControI

处 理组 占对 照组的%

As percentage

to tllc c。 ntrol

2750 78.182150

2450

2350

扳碱草
C.″

'乃
,,/|cz‘ ‘

4|00 53.41

由此可见 ,蓝紫光能提高群体株高的整齐度 ,有抑制牧草植株伸长徒长的作用。

2.蓝紫光对牧草蛋白质、脂肪和干物质含虽的影响

分别用不同颜色的光来培育同一种牧草时由于它们所受的光谱成分不同,牧草叶片

对它们的吸收和利用就不等。囚此,不但牧草的生长发育状况出现了差别,而且,对牧草

光合产物的合成 ,转 变方向和运输速度都会发生很大的改变。由表 2可以看出,在其他生

态环境因素(光强、光照时问、温度和水分等)基本一致的条件下,由于对照和处理所受的

光不同,因而 ,所形成的蛋白质、脂肪和干物质数量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尤其是蛋白质

数量的增加情况表明:不论是高蛋白质或低蛋白质的牧苴品种,处理组都明显的高于对

照组。而处理组蛋白质数量的增加幅度,又因品种特性的不同而表现各异。其中无芒雀

麦增加 3.58%,披碱草增加 3,16%;老 芒麦较小。

从脂肪的百分含量变化看出 (表 2),牧草的脂肪含量也是随着光照条件的改变而变

化的。尽管对照和处理之间的差异不太显著 ,但是 ,较 高的脂肪百分含量都出现在处理组

中,而这种增加或减少的趋势与蛋白质的变化规律是相仿的。此外 ,牧草处理前后于物质

的总重量也有差异 ,在蓝紫光下培育 36天 的牧草干物质的含量都增加了,处理组较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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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芒麦
E.‘

`3|rir“

‘

无芒雀麦
B.;″召

``,.订

93.13

|

处理组

Blue purple light

3350



1.r(l(I111

l,.5915,70

牧草名称

Hefbage name

老芒麦
z.‘ j沙 ;'|c:‘‘

表 2 tr光 对饮△Ⅱ白盂、0妨、干物】含△的形巾

TabIc 2  Thc illfluencc of blue purple light on thc content

of protcin, fat and dry ma11er of hcrbages

对照组(%)
ControI

处理组(%)
Blue purple light lreatment

脂肪
Fal

干物质
Dry· nlattcr

12.22

13.82

4.22

8.18

5,42

+.50

8.31

16,80

披碱 草
C.`'力‘‘

`:‘
“‘

无芒雀麦
B,J″饣″″:‘

13.92 17.40 14.25

组为高。

因此 ,由 于蓝紫光能被牧草充分吸收利用 ,从而保证了牧草生长状况的良好 ,控制了

光合产物的转变方向,有力地促进了蛋白质 ,脂肪和干物质数量的增加 ,这样也就为牧草

的高产奠定了物质基础 ,为提高牧草的优良品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3.蓝索光对牧车可潜性榜含△的形响

碳水化合物是光合作用的主要产物。糖含量的多少 ,不 仅与牧草本身的特性有关 ,同

时 ,也随其生长发育状况及外界环境不同而异。由表 3可知 ,生长在蓝紫光下的牧草可溶

性糖含量与在无色混合光下形成的糖含量相比,处理组的明显下降。老芒麦 ,披碱草和无

芒雀麦的糖含量较对照组分别下降了 2⒈ 82%、 26.87%、 46.59%。 因此 ,可 溶性糖的形成

对蓝紫光的反应非常敏感。高原草甸的牧草可溶性糖含量较低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高原、

上较丰富的蓝紫光长期照射导致了碳水化合物转化方向的改变。

表 0 蓝于光对钕革可潜性0含△的形咱
·
1· able 3  The in llucncc of blue pufple light 。n thc content

of soluble sugar of hcrbagts

牧草名称

I-lerbagc na:ne

可溶性挖含量(毫克r克鲜重).  ..、
△
.hc coiltent of soluble sugCr(1mg/g lrcsh w·

e18ilt,
处理组占对照组含星的%

^s pcrCcnragc to thC control

老芒麦
E.Fi乃氵r|c“ f

披礅草
C ″

'乃
“
`:‘

“
`

无芒雀麦
B.,,″″”

78.18

,3.13

4.蓝紫光对牧车过氧化物酶活性的形响

过氧化物酶是存在于植物体内的一类与生长发育密切相关的氧化还原酶类。这种酶

活性的变化 ,不 仅可以反映机体内部发生的各种生化反应 ,并且与机体的生理状况 ,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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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ˇ l

2150

2450

2750

3350

处里得llght:iuc l思
licnt

对照组
Control

|  蛋白质  |  脂肪
|  PrOIcin  |   Fal

干物质
Dry Inattef

|          |

| I们
0 | 5.28

I5.38



形成以及品质之间,存在着一定联系。从表 4可以看出,蓝紫光对几种牧草生长发育影响

的结果 ,除 了牧草品种之间的差异外,在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过氧化物酶的活性变化更

为明显。即蓝紫光的照射大大促进了牧草过氧化物酶活性的提高。其中老芒麦的酶活性明

显地较对照组提高了 82.37%,其他两种分别提高了 14.41%和 22.74%。 并且,在牧草的

生长发育期间,这种酶活性的提高是随着处理时问的延长而有所增强。可见 ,牧草过氧化

物酶活性的提高与蓝紫光的照射有密切的关系。

子 4 蓝架光对牧车过】化物由活性的形咱

'1· able 4  
·
rhe influence of bluc purple light on the activity

o.f peroxidase oi llerbages

海活性(光密度 450/克鲜重)
Enzymatic ac“ vity (o.D450/g fresh weight)

牧草名称

Herbagc na me

老 芒获
I7.‘ J沙|r|c“ ‘

放磁草
C.z〃汤:‘

`frj‘

‘

无芒雀麦
刀.:`:饣

``″
:f

对照组
ControI

处瞿aightBluct以
栋ent

987

1548

472

1800

】900

540

182.37

122.74

114.41

石

丶

5.蓝系光对牧草叶绿素含I的形响

在牧草的生长期间 ,对 照和处理的牧草叶片颜色的深浅与它们的生长状态并不一致。

在处理组中无芒雀麦的叶片颜色较浅 ,但生长良好 ,披碱草的叶色浅,长势一般 ,老芒麦叶

色较深 ,长 势也好 ,在对照组中叶片的颜色普遍较浅 ,但生长状况和光合产量较处理组差。

从叶绿素含量的测定结果可知在处理组中叶绿素含量比对照组增加 5-21%,其中老 芒

麦的含量最高 ,其他两种较低。这就表明牧草叶绿素的形成和含量的变化 ,与其他作物的

实验结果相似。也就是说除了与牧草本身的特性有关外 ,受光照条件的影响是引起叶绿

素含量变化的重要因素。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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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青藏高原上丰富的蓝紫光对植物的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以及作物品质的影响具

有引人注意的效果 ,一方面它对作物高产的形成和营养成分— 蛋白质、脂肪与干物质的

增加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也抑制了植物的伸长作用,使它们生长矮粗,从而使一

些植物的生长发育更能适应于高原上的气候条件。所以,青藏高原上的蓝紫光对于高原

地区农作物的高产所起的作用是无庸置疑的。加之 ,高原上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日 照
时数多等独特的生态因素,无疑在创造牧草的高产、优质方面将发挥极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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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BLUE PuRPLE LIGHT ON GROWTH
QUALITY OF sOME HERBAGEs

Ⅱ|an Fa Ben.g Cuiying

(No/``l勿 6`p```印″ I″￡″彻
`e or BJo`og夕 ^c''e馏`'s‘

″
`c')

△illis paper reports a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blue purple lig.ht on the growth and

quali七 y of sonle he1|bages.  ′rhe results of the experiluents poin.t out,tha1)1)1ue purple

light raiges the actiˇ ity of peroxidage and increaseg the content of protei∶ rls,￡ ats and dry

m.atter o￡ herbages. At the sam.e Iilm.e,ho· wever,吒he cont.ellt of soluble sugar of the herˉ

b② ges is obvl(〉 usly decroa§ ed h blue purple light.Irhe content of chlorop△ yll and the

growt△ °￡herbages tend to b.e short and gln.al1. △1hus it dem.onstrated that the abun~

da11t blue purple light on the plateau area may play an impor切 nt role in proaucti。 n
of good quality and high yie1d herbages ill these reglons.

The results pro· nde som.e s0el∶ltiFlc basis For the producti°Ⅱ of higll yleld and
better quality of the crOps on tLe plateau and point out the possib△ .i】.es and pote∶ 【ltiali~

ties in future developm.ellt illl anilnal husba ndrv in higland regi.ons.

工  正

本刊第 3架中“中国龙胆属植物研究(三 )”与
“西羽菊科植物的新分类群

”
两文共 11个图版,除去前一篇文章的第

4图版外,其余各图版均需将单号改为双号,双号改为单号。正确的图号是单号在图版右边,双号在左边。第 4图版,

即有 6张 照片的,由上而下,1-3号在图版右边,4-6号在左边,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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