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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麻（油用亚麻）属于亚麻科（Lianceace）亚麻
属（Linum）［1�］， 主要分布在甘肃、 内蒙、 宁夏、 山
西、 河北等省区［2�］。 胡麻油富含 α- 亚麻酸及各种
人体必需的不饱和脂肪酸， 具有促进智力发育、
强身健脑、 降血脂、 预防血栓等作用， 是我国工业
用干性植物油和产区群众主要的食用油来源［3�-�4�］。
此外， 胡麻籽中木酚素质量分数很高， 这种物质
被人体吸收后， 可以抑制癌症， 特别是能降低乳

腺癌、 结肠癌和前列腺癌的发病率。 胡麻籽中还
富含可溶性植物纤维素， 具有降低胆固醇的作用，
经常食用胡麻籽， 可以降低便秘、 肥胖、 心脏病
等发病率［5�］。

野生胡麻主要生长在海拔 1�500～2�000�m 的
高寒山区， 为多年生草本植物， 果小粒小易落粒，
具有抗旱、 抗寒、 耐瘠薄、 分茎多、 生育期短的
特性， 是良好的抗逆性种质资源。 野生胡麻种子

野生胡麻愈伤组织诱导及其对 NaCl 胁迫的生理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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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从国内征集的 8份野生胡麻种质资源进行愈伤组织诱导， 筛选最佳诱导培养基。 对愈伤组织进行
不同浓度 NaCl 胁迫， 测定耐盐型和敏感型野生胡麻愈伤生理指标， 评价其耐盐性， 以探明其对 NaCl 胁迫的生
理响应。 结果表明， 对野生胡麻愈伤诱导效果最好的培养基为 MS＋NAA（0.15 mg/L）＋6-BA（1.5 mg/L）， 愈伤诱导
率从大到小依次为乌兰察布蓝花、 张家口蓝花、 定西蓝花、 平凉蓝花、 会宁蓝花、 兰州蓝花、 临洮蓝花、 乌兰
察布红花。 耐盐性由强到弱依次为乌兰察布蓝花、 定西蓝花、 会宁蓝花、 兰州蓝花、 张家口蓝花、 平凉蓝花、
临洮蓝花、 乌兰察布红花。 耐盐性野生胡麻愈伤组织在 NaCl 胁迫下 SOD、 CAT 和 POD 等酶活性较敏感型种质
更高， MDA 质量分数变化幅度较敏感型种质小， 表明耐盐性种质在盐胁迫下膜细胞受盐害程度相对较小， 保护
酶修复能力强， 保护性作用能够持续稳定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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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8 materials of wild flax were used to induce callus and screen the perfect culture medium； the salt
tolerance of these materials were evaluated by NaCl stress conducted on callus； the physiological response of the haloduric and sensitive
wild flax were tested， to investigate its physiological response to NaCl str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ptimal culture medium to callus
induction of wild flax was MS＋NAA（0.15 mg/L）＋6-BA（1.5 mg/L）. The callus induction rates ranged from high to low in order of Blue
Flower in Wulanchabu， Blue Flower in Zhangjiakou， Blue Flower in Dingxi， Blue Flower in Pingliang， Blue Flower in Huining， Blue
Flower in Lintao， and Red Flower in Wulanchabu. The salt tolerance ranged from strong to weak in order of Blue Flower in
Wulanchabu， Blue Flower in Huining， Blue Flower in Pingliang， Blue Flower in Lintao， and Red Flower in Wulanchabu. The callus
under NaCl stress of haloduric wild flax had higher activities of SOD， CAT and POD， and smaller variation in MDA mass fraction than
those of sensitive wild flax，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salt-tolerant germplasm had relatively small salt damage to the membrane cells
under salt stress， strong protective enzyme repair ability and sustained and stable protectiv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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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NAA/6-BA配比
/（mg/L） 编号 NAA/6-BA配比

/（mg/L）
LM1（CK） NAA（0）+�6-BA（0） LM14 NAA（0.10）+�6-BA（1.5）

LM2 NAA（0）+�6-BA（0.5） LM15 NAA（0.10）+�6-BA（2.0）
LM3 NAA（0）+�6-BA（1.0） LM16 NAA（0.15）+�6-BA（0）
LM4 NAA（0）+�6-BA（1.5） LM17 NAA（0.15）+�6-BA（0.5）
LM5 NAA（0）+�6-BA（2.0） LM18 NAA（0.15）+�6-BA（1.0）
LM6 NAA（0.05）+�6-BA（0） LM19 NAA（0.15）+�6-BA（1.5）
LM7 NAA（0.05）+�6-BA（0.5） LM2O NAA（0.15）+�6-BA（2.0）
LM8 NAA（0.05）+�6-BA（1.0） LM21 NAA（0.20）+�6-BA（0）
LM9 NAA（0.05）+�6-BA（1.5） LM22 NAA（0.20）+�6-BA（0.5）
LM10 NAA（0.05）+�6-BA（2.0） LM23 NAA（0.20）+�6-BA（1.0）
LM11 NAA（0.10）+�6-BA（0） LM24 NAA（0.20）+�6-BA（1.5）
LM12 NAA（0.10）+�6-BA（0.5） LM25 NAA（0.20）+�6-BA（2.0）
LM13 NAA（0.10）+�6-BA（1.0）

休眠性强， 用常规方法很难繁殖成功， 进行种质
资源保存颇有难度， 不便于育种和遗传利用研究 。
近年来， 有关野生胡麻组织培养技术研究的报道
不多， 前期的研究多集中在培养基激素配比、 外
植体取材对栽培胡麻愈伤组织和胚状体诱导以及
再生植株分化的影响等方面。 赵玮等［6�］研究优化
的栽培胡麻组织培养最佳培养基配方为 MS+NAA
（0.5�mg/L）+6-BA（1.5�mg/L）， 最适宜的外植体为下
胚轴； 颉瑞霞等［7�］发现 KT+2， 4-D 激素组合对胡
麻花药愈伤组织的诱导效果优于 KT+NAA； 孙上
峰等［8�］通过对胡麻花药的各种预处理的研究， 发现
不同基因型在同一处理内有不同的出愈率， 同一
基因型在不同预处理条件下有不同的出愈率； 姬
妍茹等［9�］对野生亚麻的茎段进行无性扩繁获得成
功， 初步确定 MS（附加 6-BA�0.5�mg/L， NAA�0.05�
mg/L）为茎段分化的适宜培养基， 1/2MS（附加一定
量的激素）培养基为不定芽保存培养基。

了解植物的耐盐机理， 研究盐胁迫条件下植
物的生理生化变化， 对发展盐碱地农业， 缓解粮
食压力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10�］。 目前抗盐生理在
胡麻领域相关研究很少。 赵玮等［11�］分析了不同浓
度的 NaCl 胁迫下不同抗旱性胡麻品种苗期和成株
期农艺性状以及 SOD、 POD、 MDA 质量分数， 结
果表明， 抗旱性强的胡麻品种同样具有更强的耐盐
特性。 本研究通过筛选最佳野生胡麻愈伤组织诱导
培养基， 继而将愈伤进行不同浓度 NaCl 胁迫， 分
析愈伤增殖率及其生理特性， 从而筛选出优质野生
胡麻资源， 为抗逆胡麻优良品种选育奠定基础。
1���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供试野生胡麻种质资源共 8 个， 分别为乌兰
察布蓝花、 乌兰察布红花、 张家口蓝花、 定西蓝

花、 兰州蓝花、 平凉蓝花、 临洮蓝花、 会宁蓝花，
均由甘肃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品种资源研究
室提供。
1.2 实验方法
1.2.1����培养基配制 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 在 MS
培养基上分别添加 NAA 质量体积分数为 0、 0.05、
0.10、 0.15、 0.20�mg/L， 6-BA 质量体积分数为 0、
0.5、 1.0、 1.5、 2.0�mg/L， 编号为 LM1～LM25（表1）。
NaCl胁迫愈伤组织培养基： 用筛选出的最佳愈伤诱
导培养基配方为基础， 分别添加 NaCl 溶液0（CK）、
50、 100、 150、 200、 250� mmol/L 各 50� mL 于
250�mL 三角瓶中进行悬浮培养。
1.2.2����材料处理与指标测定 愈伤诱导： 将野生
胡麻种子分别用 70%的酒精表面杀菌 30�s， 再用
0.1%的 HgCl2 消毒 5～6�min， 用无菌蒸馏水冲洗 4
次， 然后接种于含有 40�mL 的 MS 培养基三角瓶
中。 每瓶 20 粒， 待其萌发 5�cm 后剪切下胚轴 1�
cm 作为外植体， 分别接种于装有不同激素配比浓
度培养基的三角瓶中， 每瓶接种 5 个外植体， 每
组 10 瓶， 3 次重复。 观察并记录不同激素配比对
愈伤组织诱导影响。

NaCl 胁迫愈伤组织： 筛选出野生胡麻愈伤组
织块， 分别接种于装有不同 NaCl 胁迫浓度培养基
的三角瓶中， 每瓶接种 5 块愈伤， 每组 10 瓶， 3
次重复。 记录初始重量和愈伤组织状态， 培养 40�
d 后观察并记录不同浓度 NaCl 胁迫对愈伤组织增
殖的影响。

生理指标测定： 通过不同浓度 NaCl 胁迫， 筛
选耐盐型和敏感型野生资源愈伤组织， 分别进行
SOD、 CAT、 POD、 MDA 等生理指标测定， 分析
野生胡麻愈伤组织对 NaCl 胁迫的生理响应。
1.2.3����培养条件 愈伤诱导培养为黑暗培养、 温

表 1 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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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23±2）℃。 待胚状体长出、 进入分化阶段时进
行光照培养， 光照强度 1�500～2�000�Lx， 光照时
间 16�h/d， 温度（23±2）℃。 愈伤盐胁迫为液态悬
浮培养［12�］： 于 120�r/min 的恒温旋转摇床上培养，
温度 27～28�℃， 全程暗培养 7�d 后用新鲜液体培
养基更换瓶中 2/3的培养液， 持续培养 40�d［13�］。
1.3 测定指标及计算方法

愈伤组织诱导结果通过愈伤诱导率和愈伤组
织增殖率体现， 计算公式如下。

愈伤诱导率（%）=（产生愈伤组织外植体数/接
种外植体数）×100%；

愈伤组织增殖率（%）=［（培养后愈伤总重-培
养前愈伤总重）/培养前愈伤］×100%；

相对盐害率＝［（对照愈伤增殖率－处理愈伤
增殖率）/对照愈伤增殖率］×100%。

SOD 酶活力指数=（SOD抑制率/2）×（反应体系
稀释倍数/测定样本蛋白浓度）

CAT 活力指数=［（对照OD值-测定OD值）×
271］/60×取样量/待测样本蛋白浓度

POD活力指数= ［（测定OD值-对照OD值）/
（12×比色光径）］×反应液总体积/取样量/反应时
间/匀浆蛋白浓度×1�000

MDA含量=（MDA浓度×提取液体积）/植物组

织鲜重
2���结果与分析
2.1 野生胡麻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筛选

在 MS 培养基上添加不同激素配比的结果（表
2） 显示， 不同野生胡麻种质愈伤组织的诱导率差
别较大。 LM19 号培养基 MS＋NAA（0.15�mg/L）＋
6-BA（1.5�mg/L）对所有供试野生种质平均愈伤诱导
率在所有处理中最高， 达到 39.77%。 其中乌兰察
布蓝花愈伤诱导率最高， 为 90.00%； 乌兰察布红
花愈伤诱导率最低， 只有 13.50%。 不同野生胡麻
在 LM19 号培养基上的愈伤诱导率从大到小依次为
乌兰察布蓝花、 张家口蓝花、 定西蓝花、 平凉蓝
花、 会宁蓝花、 兰州蓝花、 临洮蓝花、 乌兰察布
红花。
2.2 NaCl 胁迫对野生资源愈伤耐盐性评价

不同 NaCl 浓度胁迫下野生胡麻品种资源愈伤
相对伤盐害率结果（表3）显示， 随着胁迫浓度的增
加， 所有种质的平均盐害率均为增长趋势， NaCl
浓度为 250�mmol/L 时平均盐害率为 96.29%， 其中
乌兰察布红花、 定西蓝花、 平凉蓝花、 临洮蓝花
等 4 份种质盐害率达到 100%； 乌兰察布蓝花的盐
害率为 78.42%， 在所有供试材料中最低。 以 NaCl
浓度为 200�mmol/L 时的相对盐害率结果作为野生

编号 乌兰察布
蓝花

乌兰察布
红花

张家口
蓝花

定西
蓝花

兰州
蓝花

平凉
蓝花

临洮
蓝花

会宁
蓝花

平均
诱导率

LM1（CK） 0 0 0 0 0 0 0.40 2.00 0.30
LM2 16.70 3.00 8.35 13.41 7.50 25.01 15.01 9.01 12.25
LM3 28.60 3.84 14.30 14.20 8.10 10.73 6.44 11.00 12.15
LM4 42.90 5.82 21.45 20.11 11.26 16.09 9.65 13.51 17.60
LM5 57.10 1.68 28.55 26.76 14.99 21.41 12.85 17.99 22.67
LM6 71.00 3.60 35.50 33.29 18.64 26.63 15.98 22.37 28.38
LM7 86.10 6.48 43.05 38.00 20.47 30.40 18.30 24.56 33.42
LM8 81.30 4.86 40.65 39.05 20.20 31.24 17.74 24.24 32.41
LM9 85.70 5.58 42.85 40.18 22.50 32.14 19.28 27.00 34.40
LM10 80.30 7.02 40.15 40.51 21.12 32.41 16.74 25.34 32.95
LM11 71.40 9.66 35.70 33.48 18.74 26.78 16.07 22.49 29.29
LM12 57.10 7.68 28.55 26.76 14.99 21.41 12.85 17.99 23.42
LM13 33.30 4.50 16.65 15.61 8.74 12.49 7.49 10.49 13.66
LM14 50.00 6.78 25.00 23.44 13.13 18.75 11.25 15.75 20.51
LM15 40.00 5.40 20.00 18.75 10.50 15.00 9.00 12.60 16.41
LM16 12.50 1.68 16.25 15.86 13.28 14.69 12.81 13.94 12.63
LM17 50.00 6.78 25.00 23.44 13.13 18.75 11.25 15.75 20.51
LM18 57.10 7.68 28.55 26.76 14.99 21.41 12.85 17.99 23.42
LM19 90.00 13.50 50.00 46.88 26.25 37.50 22.50 31.50 39.77
LM20 33.30 4.50 16.65 15.61 8.74 12.49 7.49 10.49 13.66
LM21 66.70 9.00 33.35 31.26 17.51 25.01 15.01 21.01 27.36
LM22 83.30 11.22 41.65 39.05 21.87 31.24 18.74 26.24 34.16
LM23 66.70 9.00 33.35 31.26 17.51 25.01 15.01 21.01 27.36
LM24 85.70 11.58 42.85 40.18 22.50 32.14 19.28 27.00 35.15
LM25 60.00 1.35 30.00 28.13 15.75 22.50 13.50 18.90 23.77

表 2 不同激素配比愈伤组织诱导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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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麻资源耐盐性评价标准， 得出野生胡麻资源耐
盐性由大到依次为乌兰察布蓝花、 定西蓝花、 会
宁蓝花、 兰州蓝花、 张家口蓝花、 平凉蓝花、 临洮
蓝花、 乌兰察布红花。 对愈伤组织长势的观察结果
表明， 耐盐性强的野生胡麻资源愈伤组织长势更
强， 愈伤组织致密、 颜色深绿、 成团性好， 而敏感
型资源普遍较疏松， 颜色清淡、 玻璃化严重。
2.3 NaCl 胁迫对野生胡麻愈伤 SOD 活性的影响

SOD 是生物体内清除自由基的首要物质， 能
消除生物体在新陈代谢过程中产生的有害物质，
其活性的高低变化反映了植物对氧化损伤的修复
能力［14�］。 将耐盐型野生胡麻种质乌兰察布蓝花和
敏感型野生种质乌兰察布红花愈伤组织进行生理
指标测定。 通过图 1 可以看出， 随着 NaCl 浓度增
加， 乌兰察布蓝花和乌兰察布红花 2 种野生胡麻
愈伤 SOD 质量分数均呈相同变化趋势， 并且 SOD
活性均在 NaCl 浓度为 250�mmol/L 时达到峰值， 其
中敏感型野生胡麻乌兰察布红花最高值为对照的
1.66 倍， 耐盐型胡麻种质乌兰察布蓝花最大值为
对照的 1.65 倍。

2.4 NaCl 胁迫对野生胡麻愈伤 CAT 活性的影响
CAT 和 SOD 都能消除生物体在新陈代谢过程

中产生的有害物质， 其活性的高低变化同样反映了
植物对氧化损伤的修复能力［15�］。 通过图 2 可以看
出， 随着 NaCl 胁迫浓度的增加， 耐盐型野生胡麻
乌兰察布蓝花平均 CAT质量分数高于敏感型野生胡
麻资源乌兰察布红花 1.73倍。 敏感型野生胡麻 CAT
质量分数在 NaCl 浓度 150�mmol/L 胁迫下达到最高

值， 为对照的 3.35 倍； 耐盐型资源在 NaCl 浓度
200�mmol/L胁迫下达到最高值， 为对照的 5.21倍。

2.5 NaCl 胁迫对野生胡麻愈伤 POD 活性的变化
特征

POD 是以过氧化氢为电子受体催化底物氧化
的酶， 可清除植物体内 SOD催化反应的产物过氧化
氢， 从而使需氧生物体免受过氧化氢的毒害［16�］。 从
图 3 可以看出， 不同浓度 NaCl 胁迫后， 敏感型野
生胡麻乌兰察布红花 POD 质量分数在 NaCl 浓度为
50�mmol/L 时达到最高， 为对照的 2.15 倍； NaCl
浓度为 250�mmol/L 时 POD 质量分数与对照相当。
耐盐型种质的 POD 含量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 且
在 NaCl 浓度为 250�mmol/L 时 POD 含量达到最大
值， 为对照的 1.79 倍。

2.6 NaCl 胁迫对野生胡麻愈伤 MDA 含量的变化
影响

丙二醛（MDA）的质量分数代表植物膜脂过氧
化的水平， 反映植物受伤害的程度［17�］。 通过图 4可

NaCl浓度
/（m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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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花

乌兰察布
红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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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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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花

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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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
蓝花

临洮
蓝花

会宁
蓝花

平均
增值率

0 0 0 0 0 0 0 0 0 0
50 9.47 11.64 9.47 -5.09 -1.11 -7.1 -2.34 -3.11 1.48
100 37.49 46.37 49.32 37.56 50.32 32.57 37.37 37.5 41.06
150 60.76 87.36 60.76 63.54 77.55 82.24 89.6 77.55 74.92
200 63.83 100 93.84 76.27 88.78 97.87 99.15 85.78 88.19
250 78.42 100 98.42 100 96.72 100 100 96.72 96.29

表 3 不同 NaCl 浓度胁迫下相对盐害率 /%

图 1 不同浓度 NaCl 胁迫下野生胡麻愈伤 SOD 活性

60.00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0
敏感型 耐盐型

0 mmL 50 mmL 100 mmL
150 mmL 200 mmL 250 mmL

SO
D/（

U/
m
gp
ro
t）

c c c
c c

b b b b

a

bc

ab

图 2 不同浓度 NaCl 胁迫下野生胡麻愈伤 CAT 活性

敏感型 耐盐型

0 mmL 50 mmL 100 mmL
150 mmL 200 mmL 250 mmL

b

d
e

c

de

c

d d d

a
a

3.00

2.50

2.00

1.50

1.00

0.50

0

CA
T活

力
/（
U/
m
gp
ro
t）

图 3 不同浓度 NaCl 胁迫下野生胡麻愈伤 POD 活性

敏感型 耐盐型

0 mmL 50 mmL 100 mmL
150 mmL 200 mmL 250 mmL

d

8.00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0

PO
D活

力
//（

U/
m
gp
ro
t）

d
c c

c

b
a

e e

a b

愈伤组织

愈伤组织

愈伤组织

4



甘肃农业科技 Gansu Agr. Sci. and Techn. No. 6 20182018 年 第 6 期

以看出， 不同浓度 NaCl 胁迫下两类野生胡麻愈伤
组织 MDA质量分数均出现增加的趋势， 当 NaCl胁
迫达到 200�mmol/L 时， 两类野生种质的愈伤 MDA
质量分数均达到最大值， 其中敏感型 MDA 最大含
量是对照的 13.00倍， 耐盐型MDA最大含量为对照
的 2.50倍。

3���结论与讨论
对野生胡麻培养基配方的优化结果显示， 不

同激素配比对野生胡麻愈伤的诱导有显著差异，
其中乌兰察布蓝花愈伤诱导率最高， 乌兰察布红
花愈伤诱导最低， 其原因一是红花野生胡麻种子
萌发率低且作为愈伤诱导外植体材料的下胚轴生
长较为细弱， 愈伤组织普遍疏松， 颜色清淡、 玻
璃化严重， 从而影响愈伤诱导。 二是目前大田栽
培品种以蓝花为主， 赵玮等［11�］通过对栽培品种陇
亚 10 号的组培诱导发现其愈伤诱导较为容易， 且
最高可达 100%。 因此， 蓝花野生种质可能具有和
栽培品种相似的高愈伤诱导结果。

不同浓度 NaCl胁迫下各种野生资源愈伤相对盐
害率均为增长趋势。 在 NaCl浓度为 250�mmol/L时平
均盐害率为 96.29%， 其中有 4 份种质盐害率达到
100%， 所以此浓度下的结果已不具有评价各种资源
耐盐性意义， 故选择 NaCl 浓度为 200�mmol/L 时的
相对盐害率结果作为野生胡麻耐盐性评价依据。 从
观察结果来看， 愈伤诱导率高的野生种质长势更强，
愈伤更加致密、 深绿， 相对含水量比疏松、 玻璃化
的愈伤低， 受到盐害时具有更高的防御性， 如乌兰
察布蓝花愈伤诱导率和耐盐性均为首位， 而乌兰察
布红花愈伤诱导率和耐盐性均位列最后。

在盐分胁迫条件下， 膜系统的变化首先表现
为盐分对膜系统的破坏， 也反映其对盐分的忍耐
程度， 然后是植物对膜系统的修复。 膜系统的修
复与 SOD、 CAT 和 POD 酶活性的升高是分不开
的［18�］。 本研究显示， 当受到不同浓度 NaCl 胁迫
下耐盐型野生种质较敏感型种质愈伤组织含有较

高的 SOD 和 CAT 质量分数。 敏感型野生胡麻的
CAT 含量在 NaCl 浓度为 150�mmol/L 时达到最高，
之后迅速下降； 而耐盐型野生资源含量在 NaCl 浓
度为 200�mmol/L 时达到最高， 且下降幅度明显平
缓， 表明其 CAT 对膜系统的修复能力和持续性更
强。 敏感型种质 POD 质量分数变化趋势为先上升
后降低， NaCl 浓度为 50�mmol/L 时 POD 质量分数
达到最高值， 表明敏感型野生胡麻的愈伤组织对
于 NaCl 胁迫更为敏感， 而随着 NaCl 浓度的增加
POD 自生的保护性酶浓度越来越低， 发挥的作用
越来越小。 耐盐型野生资源 POD 质量分数总体呈
现一直上升的趋势， 在 NaCl 浓度为 250�mmol/L 时
POD 质量分数达到最大值。 说明 POD 保护性酶的
作用稳定发挥， 提高了其对盐害的耐受性。

MDA 间接反映膜受损状况， 并兼有反馈植物
受伤害程度的作用［19�］。 本研究中， NaCl 胁迫下两
类野生胡麻愈伤组织 MDA 质量分数均明显增加，
表明两类野生胡麻种质的愈伤组织均受到了一定
的伤害， 而且随着浓度的增加受伤害更严重。 虽
然耐盐型野生种质在 NaCl 胁迫下 MDA 质量分数
平均值远高于敏感型野生种质， 但是与无胁迫处
理相比， MDA 质量分数变化幅度不大， 最高值也
只有对照的 1.83 倍； 而敏感型野生种质在 NaCl 胁
迫下 MDA 质量分数发生剧烈变化， 最高时为无胁
迫处理的 15.90 倍， 表明其细胞膜受损更重。

综上所述， 不同野生胡麻种质的愈伤增值率、
耐盐性差异性显著。 耐盐性野生胡麻愈伤组织在
NaCl 胁迫下 SOD、 CAT 和 POD 等酶活性较敏感型
更高， MDA 含量变化幅度较敏感型小， 表明耐盐
性种质在盐胁迫下膜细胞受盐害程度相对较小， 保
护酶修复能力强， 保护作用能够更持续稳定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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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个青贮玉米品种在平川灌区引种试验初报
胡福平 1， 周德禄 2， 冯朝成 1， 梁 婧 1， 卢军帅 1， 张 婷 1

（1. 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甘肃 平川 730913； 2. 甘肃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 在甘肃平川灌区对引进的 7 个青贮玉米品种进行了品种比较试验。 结果表明， 大京九 26 折合生物
量最高， 为 142 788 kg/hm2， 较对照品种金穗 1203增产 65.06%； 折合生物量为 140 598 kg/hm2， 较对照品种金穗
1203 增产 62.53%， 可作为优势品种推广应用。 文玉 3 号、 北农青贮 356、 郑贮 1 号综合性状表现良好， 生长势
强， 生物产量分别为 112 785、 111 690、 111 471 kg/hm2， 较对照品种金穗 1203 分别增产 30.38%、 29.11%、
28.86%， 可进一步试验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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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畜牧业迅速发展， 对饲料、 饲草的供给
提出了新要求。 青贮玉米作为重要的青贮饲料专
用玉米［1�-�3�］， 已成为支持畜牧业发展的重要饲料
作物［4�-�5�］。 为筛选出适宜平川灌区自然环境条件、
产量高、 品质好的青贮饲料玉米品种， 我们引进
了 7 个青贮玉米新品种， 鉴定其丰产性、 适应性
和抗逆性， 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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