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７卷第７期　　　　　　　　　 西 南 大 学 学 报 (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５年７月

Vol３７　No７ JournalofSouthwestUniversity(NaturalScienceEdition) Jul　２０１５

DOI:１０１３７１８/jcnkixdzk２０１５０７００５

不同磷素水平对水稻根系生长及
部分营养元素吸收的影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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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珍汕９７B和密阳４６为研究材料,采用营养液培养,研究１mg/L,１０mg/L和２０mg/L３种不同磷质量浓度

对水稻根系生长、根系阳离子交换量(CEC)及部分矿质元素吸收的影响．结果表明,较低的外源磷素水平(１mg/L)

显著提高植株总根长、根体积、根表面积和根直径．低磷水平可以降低２个品种根系阳离子交换能力;高磷水平处

理１０d和２０d时,２个品种水稻根系阳离子交换能力表现不同,其中珍汕９７B根系阳离子交换量在２个时间段均

显著增加,较对照分别增加２４９％和１６３３％;而密阳４６则较对照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从外源施磷水平对水稻

植株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磷来看,低磷处理显著降低了２个品种植株地上与地下部分磷元素的积累,并影响其对

Fe,Mn和Zn的吸收和运转;高磷(２０mg/L)处理后,促进了幼苗磷素吸收和积累,对铁(Fe),锰(Mn)和锌(Zn)的

吸收与积累也因品种不同而出现不同的变化特点．不同的外源磷素施用对２品种铜元素的吸收和运输影响较小．
关　键　词:磷;水稻(OryzaSativaL);营养元素吸收;根系

中图分类号:S５１１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 ９８６８(２０１５)０７ ００３０ ０７

磷(P)是植物生长所必须的三大营养元素之一,在能量代谢、糖分代谢、酶活性调节、信号传导及光合

作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１－２],磷的丰缺最终影响着作物生长发育及产品的产量和品质[３－４]．缺磷的根本原

因是土壤中有效磷被固定或随农业灌溉水而流失,导致可溶性磷质量浓度降低,引发作物对磷肥的当季利

用率降低[５]．农业生产中通常依靠增施磷肥来满足作物正常生长发育的需求,然而磷肥施用过量又引发环

境污染问题[６－７]．因此,如何利用作物本身特性来提高土壤中磷利用效率,已引起广大农业科学工作者的普

遍关注．根系是植物吸收养分的主要器官,作物根系形态会影响其对土壤中有效磷吸收,根系分泌物的活

化作用又影响着土壤中难溶性磷的吸收[８]．前人对不同磷水平下玉米[９]、落花生[１０]及油菜[１１]等作物根系的

研究表明,缺磷时作物会形成较大的根系,或者分泌较多的酸性磷酸酶,提高根系对磷素的吸收．因此,挖

掘植物自身磷营养高效利用的种质资源,改良作物磷营养性状成为目前植物磷营养研究的热点和重点．水

稻作为世界上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其生长环境中过量的铁(Fe)、锰(Mg)、锌(Zn)等元素严重抑制了水稻

的生长,有研究证明,锰胁迫能降低种子活力,提高过氧化物酶活性[１２],较高质量浓度的锌显著降低油葵

叶片数、株高、干质量等指标[１３]．在长期的生长进化过程中,根系具有一定氧化能力,可将根际周围的还原

性铁、锰等元素氧化形成氧化物胶膜沉积在根系表面[１４－１５]．不同基因型水稻在不同磷水平下,其生理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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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根系形态的变化不同[１６]以及根表铁锰氧化物胶膜的厚度不同,因而直接影响水稻根系构型及对营养元

素的吸收．此外,植物各矿质元素之间有紧密的相关关系,研究表明在酸性铝毒条件下,适当施入钙、磷营

养能显著促进紫花苜蓿的生长,提高苜蓿的生物量和氮素营养[１７]．前人研究磷素对水稻生长的影响主要是

磷素对水稻株高、根长及矿质元素吸收的影响,而对不同磷素条件下水稻根系形态的变化及外源磷元素对

根系阳离子交换量的影响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分析了不同磷水平下水稻根系生长、根系阳离子交换量

(CEC)及部分营养元素吸收状况,探讨水稻在不同磷水平下的生理生态适应机制,以期更加清楚地了解水

稻磷营养特性,为进一步提高水稻磷营养的利用效率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处理

试验材料是由前期实验筛选出的亚铁耐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２个水稻品种:珍汕９７B(耐亚铁毒

害型)和密阳４６(亚铁毒害敏感型),其中珍汕９７B是浙江省温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于１９６８年利用珍珠矮和

籼矮选４号杂交育成的早籼稻品种,现为我国大面积推广的汕优系列杂交稻品种不育系珍汕９７A 的保持

系;密阳４６系南朝鲜从“统一/IR２４//IR１３１７///IR２４”中选偏粳型强优势恢复系．２个材料均由中国水稻研

究所提供．
试验分别于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及２０１３年６月在中国水稻研究所富阳实验基地玻璃温室和网室内重复进行２

次．玻璃温室内温度维持在３０℃左右,网室采用自然温度．光照强度均为自然光照．种子经５％次氯酸钠溶

液消毒５min后浸种４８h,于３５℃催芽２４h后播于沙床．待幼苗长至二叶一心时,选择生长一致的幼苗移

栽于装有４５L营养液的黑色塑料桶(直径１９３cm,高２０８cm),通过海绵固定进行营养液培养,每桶栽

植５穴,每穴３株．
自来水预培养１d,全营养液培养一周后分别采用１mg/L,１０mg/L和２０mg/L不同磷水平进行处理,

以 NaH２PO４２H２O作为磷源,其中１０mg/L为CK,其磷质量浓度等于全营养液磷质量浓度,其他养分

质量浓度均一致．每３d更换１次培养液,用０１mol/LHCl或０１mol/LNaOH 调pH 值至５０．试验采

用裂区设计,品种为主区,磷水平为副区,每处理６盆．营养液按国际水稻所(IRRI)推荐配方配制[１８]．
在磷处理１０d及２０d时每处理分别随机选取５穴水稻幼苗作为一个重复,其中１穴用于根系形态分

析,另４穴水稻幼苗用于株高及干物质质量测定,磨碎后用于测定根系阳离子交换量(CEC)和元素质量分

数．重复３次．
２年试验结果基本一致,因此采用２０１３年６月份试验数据进行分析．

１２　测定项目与方法

１２１　根系形态相关指标测定

分别在磷处理１０d及２０d取样将新鲜根系用自来水浸泡３０min,并用流水小心将根系冲洗干净,以

单株为单位,利用万深LSＧA型植物图像扫描仪(Phantom９８５０XLPlus)将完整根系图像存入计算机,用根

系分析系统对根系总根长、总根表面积、根体积、根平均直径、根尖数以及根系分形维数进行分析．
１２２　根系阳离子交换量(CEC)测定

采用崔国贤等[１９]淋洗法稍加修改．称取根系干样０１０g,放入１００mL三角瓶中,加几滴蒸馏水,加入

００１mol/LHCl溶液５０mL,搅拌５min,根样下沉后过滤,用蒸馏水反复冲洗残渣至无氯离子(用２％
AgNO３ 检验),用５０mL１mol/LKCl溶液将根样全部洗入原三角瓶中,滴加７~８滴酸碱混合指示剂,用

pH 计测定悬浮液的pH 值,用０００５mol/LKOH 滴定至pH 值为７０,记录 KOH 溶液的体积V(mL)．
根系阳离子交换量CEC(cmol/kg)＝０００５×V(mL)×１００/根样干物质质量(g)．
１２３　营养元素质量分数测定

地上部及根系经烘干磨碎后称取０２５０g,用浓硝酸和高氯酸混合液(３∶１)硝煮后,双蒸水定容至

５０mL．采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SPＧ３５２０,上海光谱)测定硝化液中铁、锰、锌(Zn)及铜(Cu)等矿质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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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量分数;采用钼兰比色法测定植株全磷质量分数[２０]．
１３　数据处理

数据整理及分析采用 MicrosoftExcel２００７及DPS７５５软件进行．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外源磷质量浓度对水稻根系形态的影响

分别测定２个品种在不同磷水平处理１０d及２０d时其根系形态特征(表１)．结果表明,低磷水平

(１mg/L)处理后２个品种在２个时间段的最长根长、总根长、根尖数、根直径、根表面积和根体积均

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珍汕９７B的最长根长、总根长和根表面积和单株根尖数在处理２０d时均较对照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密阳４６的最长根长在处理１０d和２０d时均较对照显著增加,总根长、单株根尖数

和根表面积在处理１０d时较对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但是到２０d时较对照差异已经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根的分形维数较对照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低磷胁迫通过改变根的形态来提高其吸收能力,但是其

根系分根数却没有具有统计学意义增加,根系并没有因为其部分形态特征的改变而发达程度得到提高．高

磷水平(２０mg/L)处理下,珍汕９７B在处理１０d和２０d时其最长根长、总根长和根尖数等较对照具有一定

的增加或者减少,但是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而密阳４６在处理１０d时的最长根长、单株根尖数均较

对照显著增加,但是在处理２０d时各形态指标较对照差异已经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处理１０d与２０d对根

系维数影响较对照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高磷状态下,根系不再通过提高其根系生长来促进其吸收能

力,根系发达程度没有受到影响．
表１　不同磷水平处理１０d和２０d时对水稻根系生长的影响

品种
时间/

d

处理/

(mgL－１)

最长根长/

cm

总根长/

cm

单株根系表面积/

cm２

单株根系体积/

cm３

平均直径/

cm

根尖数/

株
分形维数

珍汕９７B １０d １ ２４９６±０５２aA ９３９７６±６８８４aA １７６８１±１４９９aA ５０５±０７８aA ０６４±００３bA ２７６４５±２９３９７aA １５７±００１aA

１０(CK) ２３９１±０３６abAB ７９７６５±１０８２４aA １７４４７±２１１４aA ４０６±０７６aA０６３±００１９bA ２６６２±２８１７２aA １５５±００２aA

２０ ２２６７±０５７bB ７５９２１±１１２０４aA １５７７７±２８３６aA ４８９±０９９aA ０７２±００３aA ２１２２５±１６８７３aA １５７±００２aA

２０d １ ２７５５±０６３aA １８５１７５±１２７７０aA ４７７４９±４９８６aA ３１２６±４２１aA ０７５±００２aA ５４８３５±４９７５８aA １６８±００２aA

１０(CK) ２５３９±０６１bAB １３５５９９±９０５９bB ３５４２０±４２０７bA ２５７７±５１９aA ０７４±００４aA ４２８０７５±２６４bAB １６７±００２aA

２０ ２４４４±０７５bB １２７８１９±６６７０bB ４０１７５±３７２９abA３３６０±６１０aA ０８８±００８aA３３２６７５±４１３４３bB１７０±００１aA

密阳４６ １０d １ ２０６９±０２２aA ６６７９４±６１６８aA １０３８９±１２８４aA ２７５±０４４aA ０５４±００２aA ２４３７７５±１３０５aA １５３±００２aA

１０(CK) １８３３±０２６cC ４８４２４±３８７４bA ７１９９±６８３bA １８２±０２５aA ０５２±００４aA １９６７±１５２０９bA １４９±０００５aA

２０ １９５４±０４bB ５８９５４±４４８５abA ９０５５±５７５abA ２４４±０３９aA ０５４±００２aA ２４６０±１５３５６aA １４９±００１aA

２０d １ ２２４３±０４９aA １５７６５３±３５１０aA ３４６１４±４０６９aA ２２２４±３４９aA ０６９±００２aA ４５７９７５±５７４３５aA １６９±００２aA

１０(CK) ２０４５±０３３bB １３７２９９±１０８３１aA ３６７１１±３２９３aA ３０９０±６０５aA ０７３±００１aA ３９７４５±４７１８５aA １７０±００１aA

２０ ２１０８±０３７bAB １３８６４２±２６４９１aA ３５６７３±８１３４aA ２７９２±７３０aA ０６９±００３aA ４２７３±５４８３９aA １７０±００２aA

　　注:同一列中不同的大写字母表示各品种处理间均值在p＝００１水平上差异极具有统计学意义,小写字母表示各处理间均值在p＝００５水平上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下同．

２２　不同磷水平对根系阳离子交换量(CEC)的影响

不同磷水平处理下根系阳离子交换量(CEC)表明,２水稻品种在低磷水平处理１０d和２０d时均表现为

CEC显著下降,其中珍汕９７B较对照分别下降１６３８％和１６８７％;密阳４６较对照分别下降１４３３％和

２７５３％,说明较低的外源磷水平可以降低２个品种根系阳离子交换能力．在高磷水平处理１０d和２０d时,

２个品种表现不同,其中珍汕９７B在２个时间段均显著增加,较对照分别增加２４９％和１６３３％;而密阳

４６则和对照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随着磷质量浓度水平提高,珍汕９７B根系 CEC在磷质量浓度不高于

２０mg/L时呈现出上升趋势,且增幅显著,而密阳４６则外源处理磷质量浓度在１０mg/L左右时其阳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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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量已经达到饱和,过度增施外源磷并不能增加其阳离子交换能力(表２)．
表２　不同磷水平对２个水稻品种阳离子交换量的影响

处理(P)/

(mgL－１)
１０d

珍汕９７B 密阳４６
２０d

珍汕９７B 密阳４６

１ １０４７±０１９cC １２８５±００９bB １０４３±０１１cC １１７２±０２１bB

１０(CK) １２５２±００５bB １５００±０３１aA １２５５±０１２bB １６１７±０２４aA

２０ １５６３±０２３aA １４８３±０２２aA １４６０±００９aA １６４２±０８０aA

２３　不同磷水平对水稻植株磷及部分矿质元素吸收的影响

２３１　不同磷水平对水稻植株磷元素吸收的影响

外源磷元素处理对水稻幼苗植株地上、地下部分磷元素积累的影响见表３．结果表明,相同处理时间时同

一个品种地上部分与地下部分(根系)磷素积累量均表现为随外源磷质量浓度增加而升高,各处理间差异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从处理１０d和２０d时二者的比较来看,２个水稻品种均表现为处理在低磷水平(１mg/L)情
况下,处理时间从１０d至２０d,其地上和地下部分磷元素质量分数均较对照大幅度降低;而对照和高磷

(２０mg/L)处理在１０d至２０d时磷元素质量分数变化增减幅度较小．说明在一定范围内增加外源磷质量浓

度有利于促进水稻幼苗根系磷素吸收及地上、地下部分的磷素积累,外源低磷(１mg/L)施用会严重限制水

稻幼苗在生长过程中的磷素有效积累,且低磷的限制作用随生长时间的延长表现得更加充分．
表３　不同磷水平对水稻植株磷质量分数的影响 mgkg－１　

部位
处理/

(mgL－１)
珍汕９７B

１０d ２０d

密阳４６
１０d ２０d

地上部 １ ６６２１３８±１６８４７cC ３８７０６６±１３４００cC ６６２１３８±４８１３cC ４８３３４１±２９１８０cC

１０(CK) １０６８８５１±２７７５６bB １０５９０２７±２４０７bB １０１３８３７±１１０２９bB １１３３６９０±１７３５５bB

２０ １３４３９２３±１８１７１aA １５９１４８８±８２１１２aA １４６７７０６±２１６６１aA １６９３６５８±３７８２５aA

地下部 １ ４４７９７４±１５０３０cC ３３００８６±２９１８０cC ７０９２９３±１２７３５cC ３５７５９４±３４９６０cC

１０(CK) ９３１３１５±４５０９０bB １１９６５６３±２２０５８bB １２８８９０９±６３６８bB １５３０５７９±２７１２３bB

２０ １２０４４２２±５４４０５aA １４７５５６５±６３６８aA １４７１６３５±５２１２１aA １７３２９５４±１４４４０aA

２３２　不同磷水平对水稻植株部分矿质元素质量分数的影响

不同磷水平处理水稻植株后对其地上和地下部分矿质元素质量分数因品种、处理时间长短而表现出不

同的变化特点(表４)．在Fe元素质量分数上,外源低磷导致２个品种处理１０d和２０d时其地上部分均具有

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珍汕９７B在处理１０d时较对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地下部分在２个时间段均较

对照显著下降,说明低磷处理对２个品种Fe元素的吸收主要影响在根部吸收,而对地上部分磷素积累影

响不大;当外源磷素质量浓度提高到２０mg/L时,２个不同品种Fe元素积累表现不同,其中珍汕９７B地上

部分因高磷呈现出下降趋势,而地下部分则较对照略有上升,但均较对照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一

定范围内的高磷处理对珍汕９７B地下部分Fe吸收、Fe往其地上部分的运输和积累影响不大;密阳４６地上

部分较对照其Fe元素质量分数均有一定的上升,而地下部分则较对照显著下降,结果表明密阳４６在高磷

条件下,地下部分磷和Fe的耦合受到一定的抑制．在 Mn元素质量分数方面,低磷处理导致２个品种的地

上和地下部分 Mn质量分数均显著低于对照,而高磷处理时２个品种均只表现为处理２０d时地上部分显著

高于对照,其余均和对照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研究结果说明在一定的质量浓度和时间范围内,随着磷

质量浓度的提高,水稻植株对 Mn的吸收增加．外源低磷处理导致２个品种地上和地下部分Zn质量分数变

化不同,其中低磷胁迫下,２个品种地上和地下部分在１０d和２０d时Zn质量分数均下降,除密阳４６在处

理２０d时地上部分较对照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外,其余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外源施磷质量浓度

降低,将降低植株对Zn的吸收和积累;但是在外施高质量浓度磷时,珍汕９７B在处理１０d时地上部分显

著下降,其余均和对照相当,而密阳４６则表现为２个时间段地上和地下部分含Zn均较对照上升,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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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d时地上部分较对照上升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外,其余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高磷质量浓度处

理前期对珍汕９７B的Zn吸收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密阳４６则随外源施磷质量浓度增加而Zn吸收和运转

量增加．外源磷的处理对２个品种Cu质量分数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４　不同磷水平对水稻植株部分矿质元素质量分数的影响 mgkg－１　

品种 时间/d 部位 处理 Fe Mn Zn Cu

珍汕９７B １０ 地上部 １ ４８５５１±２３９４aA ３３６０３±３４６bB ６８２７±０５６bA ３１３６±５１５aA
１０(CK) ４１２９２±１６３６bAB ４３５１７±１８６２aAB ７３７８±２７５aA ３２５３±６２３aA

２０ ３６５７８±５７９bB ５０３６６±３８０９aA ６７３５±１４３bA ２４９３±１３３aA

地下部 １ １１８２８４±３０１６bB ４９２４±３２７bB ８７２１±２２５bB １３５８５±１１６０aA
１０(CK) １８１０９０±１１４３aA ６９５０±３４３aA １０５８４±０５９aA １３２７０±７４６aA

２０ １８４８７１±４８４９aA ７５０９±６４７aA １０３０４±１６１aA １５２５０±９７７aA

２０ 地上部 １ ５２５９６±１６７１aA ３１６８２±１３２３cB ６６６３±１８５aA ２７２７±１４９aA
１０(CK) ５１２１４±９７３aA ４１２４９±１０１５bA ６９０７８±１０２aA ２６４７±０３０aA

２０ ４９０９０±２５９４aA ４５９４９±１１９９aA ６９１９±３１１aA ２６２６±１０７aA

地下部 １ １４９６７０±３５７４bB ４７６６±２５９cB ８５９８±３０５bB １０３９３±１２９５aA
１０(CK) １８８５５７±２２４２aA ６６０６±２８９aA １３６３６±４１５aA １２７９７±９９４aA

２０ １９２９６２±３０５８aA ５７６７±２７４bAB １３５９７±５９９aA １０８２９±９３８aA

密阳４６ １０ 地上部 １ ４１９４９±１０６５aA ６９３２２±１９２８bB ９０４３±１３９bA ３３５４±１０２aA
１０(CK) ３９３３６±８１０aA ９１１０４±１２５６aA ９８１３±３９４aA ３２８５±０１５aA

２０ ３９３９８±１１４０aA ９２３９８±７９５aA １０１５３±１８６aA ３４０６±０５６aA

地下部 １ １８４８７７±４２５cC １１１１５±７８４bB １３５５９±０８２cB ２６０７８±１２４０aA
１０(CK) ２０６７０５±１７８２aA １９９７２±５３３aA １６１０２±０８９bB ２６５３５±２８８aA

２０ １９７０３０±１８０７bB １９１８±４６１aA １８７１２±９６３aA ２６５１１±７９７aA

２０ 地上部 １ ４６２９２±１７４３aA ５４０７４±３１６６cC ８４０７±２３９bB ３０７９±１３５aA
１０(CK) ４５５６２±３４６５aA ７８１９３±１９３２bB ９１０２±１０５bB ３０１０±０１８aA

２０ ５２９６２±４２０９aA ８９３９２±１８６０aA １１１４１±３５１aA ２９７４±１４３aA

地下部 １ １５４６０３±１１６９cB ５２２０±０１６bB １１７３１±５３１cB １７６６２±１３８０aA
１０(CK) ２１２９９２±１５８０aA １０９１５±９２９aA １６９１３±４７２bA １８４８６±９１７aA

２０ ２０７９９２±１２４５bA １１８７１±２４９aA １９０３３±５５９aA １８７３７±７１８aA

３　讨　论

根系发育是作物遗传特性以及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２１],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植物对磷的吸收和

根系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１]．Newman等[２２]证明小麦的根系总长度与吸磷量呈显著正相关．本研究低磷水

平(１mg/L)增加了２种水稻品种的最长根长、总根长、单株根系表面积、单株根系体积、根系平均直径及

单株根尖数,这与李海波等[２３]的研究结果相似;高磷水平(２０mg/L)降低了珍汕９７B的最长根长、总根长

及单株根尖数,提高单株根系体积、根系平均直径,但高磷水平(２０mg/L)促进了密阳４６的最长根长及单

株根尖数的增加．研究表明,当水稻根系所在的生长环境中有效磷高于或低于作物自身所需时,便促进了

根系形态的适应性变化,使根系朝着更有利于植株生长和吸收根际磷等矿质元素的方向发展．
一般认为,根系在缺磷条件下根系分泌较多的有机酸是根系活化根周围难溶性磷的机制之一[２４],低磷

处理明显增加耐低磷基因型和低磷敏感型玉米根系有机酸分泌量[２５]．在本研究条件下,低磷水平(１mg/L)
极显著降低了２种水稻品种植株磷元素质量分数和根系CEC,同时还对植株磷、锰和锌元素质量分数有明

显的抑制作用;高磷水平(２０mg/L)提高了水稻根系CEC,提高了其磷元素的吸收和合成,也促进了水稻

植株对磷、锰和锌元素的吸收．铁与磷能在土壤里、培养基里、根表面与植物体内相互物理结合[２６]．水稻在

不同磷质量浓度下,其根系形态、生理特性及根表铁膜的厚度不同,这些差异直接影响了水稻根系对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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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１６],即铁磷互作．本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

４　结　论

不同的水稻品种对不同磷水平的反应不同,各品种在最适磷水平下才能使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程度降

到最低,并且植株的生长潜力得到充分的发挥．在较低的磷水平下(１mg/L)２个品种主根长、地上部铁质

量分数、总根长、根体积、根表面积、平均直径和根尖数均大于对照,根系CEC、地下部铁质量分数以及植

株磷、锰、锌元素显著或极显著降低．在较高的磷水平下(２０mg/L)水稻植株地上部铁质量分数显著降低而

地下部铁质量分数及其他矿质元素质量分数和根系CEC则显著增加,主根长、根表面积、根体积和根系平

均直径等不同的品种反应不同．因此,研究不同磷水平下水稻营养元素的吸收和根系形态的变化,在生产

上和实际栽培过程中对于更好地指导磷肥的施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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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ofDifferentPhosphorusLevelsonRootGrowthof
RiceCultivarsandtheAbsorptionofSomeNutrientElements

WANG　Jing１,２,　ZHANGLinＧping２,　WANGLiＧjuan１,
ZHUYiＧjun２,　SHAOGuoＧsheng２,　CUI　Cui１

１SchoolofAgronomyandBiotechnology,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４００７１５,China;

２ChinaNationalRiceResearchInstitute,Hangzhou３１１４００,China

Abstract:RicevarietiesZhenshan９７BandMiyang４６wereculturedinnutrientsolutionscontainingphosＧ

phorusatP２O５１,１０and２０mg/LtostudytheeffectsofPonrootgrowthandrootcationexchangecaＧ

pacity(CEC)andontheabsorptionofsomemineralelementsbytheplants．Phosphorusatalowlevel(１
mg/L)significantlyimprovedtotalrootlength,rootvolume,rootsurfaceareaandaveragediameterofthe
rootofthetwovarieties．LowPlevel(１mg/L)significantlyreducedrootCECofbothvarieties．Atahigh
Plevel(２０mg/L),thetwovarietiesrespondeddifferently:rootCECofZhenshan９７BsignificantlyinＧ
creasedafter１０and２０days’treatment,by２４９％and１６３３％,ascomparedwiththecontrol,respecＧ
tively,whilethatofMiyang４６wasnotsignificantlydifferentfromthatofthecontrol．Asforphosphorus
contentofriceplants,lowPlevel(１mg/L)significantlyreducedPcontentoftheshootandtherootsof
bothvarieties,andaffectedabsorptionandtransportationofFe,MnandZninthem．Onthecontrary,

highPlevel(２０mg/L)improvedabsorptionandaccumulationofphosphorus,andresultedinhugechange
inFe,MnandZncontentsinriceseedlingsbetweenthetwovarieties．DifferentphosphoruslevelshadlitＧ
tleinfluenceonabsorptionofCuinriceseedlings．
Keywords:phosphorus;rice(OryzasativaL);nutrientelementabsorption;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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