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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施硒对大蒜硒吸收量及产量

和品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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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用新疆自蒜作为研究对象．采用O(OK)、0．15、0．30、0．45、0．60、0．75异／m2亚硒酸钠进行土施处理，

研究大蒜对硒吸收及不同用量的硒对产量和品质的影响。结果表明：大蒜鳞茎膨大期，即第119天至126天是硒积

累的关键时期，硒吸收量最高可达1．4 mg／kg，是对照的100．72倍；O．15—0．60 g／82施硒处理的大蒜，产量较对照均

有增加，各处理间未达显著差异水平；同时，适量的硒使还原糖含量下降，Vc及氨基酸各组分含量出现不同程度的

提高。综合分析硒对大蒜含硒量、产量、品质的影响及人类食用富硒大蒜的安全性，施硒量以0．45 g／m2为最佳。

关键词：新疆白蒜；硒吸收量；产量；品质

中图分类号：S14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01(2010)05．0071．04

硒是人体必需的14种微量元素之一，是谷胱甘

肽过氧化物酶的组成成份⋯。中国72％的地区属

低硒、缺硒带，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的边缘地区

属严重缺硒带拉J。中国营养学会和国际硒学会推荐

日摄入量50牡g和60弘g。据调查中国成人每日的硒

摄入量仅为26．63弘g。因此仅靠天然食物中的硒难

以满足人体的正常需要，人为干预作物硒富集程度，

收获富硒产品，从而以更安全、有效的植物性硒源，

改善缺硒地区食物链硒水平是目前最有益的补硒途

径bJ。大蒜对硒有较强的富集作用，其含量是其他

蔬菜的20。30倍，通过大蒜对硒的富集作用使硒进

入食物链，改善人体缺硒状况HJ。本试验通过土壤

中施用不同量的亚硒酸钠，研究大蒜硒吸收量及硒

对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1材料与方法

1．1实验设计

试验于2008年4月～10月在新疆克州地区阿

合奇县库兰萨El克乡实验地进行。供试品种为新疆

白皮大蒜。供试土壤为沙壤土，其基本理化性状为：

有机质16．3 g／kg，速效氮96．1 mg／kg，速效磷3．4

mg／kg，速效钾310．0 mg／kg，pH为8．14，总硒含量

0．05 mg／kg。

试验为单因素6水平随机区组设计：亚硒酸钠

共设6个水平：0(CK)、0．15、0．30、0．45、0．60、0．75

g／m2，3次重复，小区面积为20 1112。4月15日播种，

行株距为20 cm×8 cm。

1．2测定项目与方法

大蒜膨大初期至成熟收获期(第98～126天)，

每隔7 d测定1次鳞茎中硒含量，测定方法采用GB／

T12399—1996氢化物原子荧光光谱法；

大蒜收获后，置蒜架晾晒两个月后，取鳞茎，测

定品质。还原糖含量测定采用直接滴定法测定；Vc

含量测定采用2，6一二氯靛酚法测定；氨基酸含量

测定采用柱前衍生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

2结果与分析

2．1 土壤施硒对大蒜硒吸收量的影响

随着大蒜的生长发育和硒用量的增加，鳞茎中

硒含量上升趋势显著(图1)。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

盆地的边缘地区属严重缺硒带，土壤中总硒含量仅

为0．05 mg／kg，未施硒的处理鳞茎中含微量硒，整个

生育期硒含量几乎无变化。

第98天至105天，各施硒处理鳞茎硒含量增幅

不大，0．75 g／m2处理鳞茎中硒含量最高，是对照处

理的81．67倍；至第112天，各施硒处理平均硒含量

比前一阶段高32．1％，0．75 g／m2处理硒含量最高；

至119天，各施硒处理平均硒含量比第一阶段高

46．2％，0．75 g／In2处理硒含量仍是最高，其硒含量

分别比其它施硒处理依次高86．9％、58％、44．4％、

19．5％，比对照高99．5％；第119至126天，各施硒

处理硒含量增长幅度最大，是硒积累的关键时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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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硒含量比第一阶段高95．1％，各施硒处理分别

是对照的10．58、53．95、70．86、94．96、100．72倍，

0．75 g／m2处理硒含量高达1．4 me／ks。魏丹【5 J对水

稻施硒研究发现，稻米中硒含量由对照的0．013

mg／kg．增力n到0．325 mg／kg，比对照增加了25倍。可

见，大蒜对硒有很强的富集能力，这与Fleming№j研

究结果一致。

奄
芒
∞

暑

删
机

龌

0—●．-0．15—◆-0．3--8．-0．45—--0．6—．-0．75

硒处理天数(d)

Days after Se treatment

圈1 土壤施硒对大蒜硒吸收量的影响

Fig．1 Effect of applying sodium selenimn in

soil on selenium uptake content of garlic

2．2土壤施硒对大蒜产量的影响

大蒜产量在一定范围内随硒施用量的增加而增

加，过量的硒导致产量下降(表1)。除0．75 g／m2处

理外，各施硒处理产量均比对照高，0．45 g／m2处理

产量增加最多，比对照增产11．18％；0．6 g／m2处理

较0．45 g／m2处理产量出现下降，但仍比对照产量

高3．1％，这说明0．6 g／m2处理硒用量在大蒜对硒

的耐受范围之内；0．75 g／m2处理出现减产现象，说

明此用量超出大蒜对硒的耐受范围，出现毒害现象，

但各处理间差异未达显著水平。由此可见，适量的

硒有利于产量的增加，而过量的硒却导致产量下降。

出现减产可能是由于过量的硒抑制了大蒜的生长发

育，经试验检测，0．75∥m2处理平均叶绿素含量及

干物质积累量分别比对照低1．2％、2．6％，植株矮

小、细弱，叶片狭长、失绿，最终导致产量下降。周遗

品【7j以亚硒酸钠为肥料，通过盆栽研究硒对水稻产

量的影响发现，土壤施硒低于30 mg／kg时，对水稻

的生长有促进作用，增产10％。14％；当高于30

ms／ks时。水稻生长受到不良影响，产量出现下降。

这与本试验研究结果相符。

2．3土壤施硒对大蒜品质的影响

2．3．1 土壤施硒对大蒜还原糖含量的影响 植株

体内糖的变化可反映植株内部淀粉合成的变化及光

合作用的变化。大蒜鳞茎中还原糖含量随着硒用量

的增加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图2)。0．45 g／m2

处理还原糖含量最低，比对照低9．9％，0．15 g／m2、

0．3∥m2处理分别比对照低2．3％、4．8％，而0．6

异／m2与0．75 g／m2处理还原糖高于对照，分别比对

照高4．3％、5．5％。莫海珍等怫J研究发现，菜心植

株还原糖含量随硒浓度的增大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

势，且200 mg／L硒处理还原糖含量比普通对照菜心

低，仅为对照的46．3％。处理0．6∥m2、0．75 g／m2

还原糖含量比对照高可能是由于过高的se6+和

Se++进入细胞后，引起代谢紊乱，酶促反应失调，大

分子糖类和蛋白质的分解加强而合成受到抑制，蔗

糖的合成加快，表现为还原糖含量的增加。

衰l 土壤施硒对大蒜产量的影响

Table l Effect of applying sodium selenium in soil on yield of gar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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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2土壤施硒对大蒜还原糖及Vc含量的影响

Fig．2 Effect of applying sodium selenium in soil on

reducing sugar content and Vc content of garlic

2．3．2 土壤施硒对大蒜Vc含量的影响 Vc含量

随着硒用量的增加而增大(图2)。0．75 g／m2处理

Vc含量最高，各施硒处理Vc含量分别比对照高

1．8％、7．9％、10．1％、13．8％、19．3％。这可能是因

为硒能够通过含硒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

Px))和非含硒酶化合物两个途径，对植株细胞内过

氧化氢和脂质过氧化物起清除作用，起到保护Vc

的作用[9,10]。莫海珍[8]8对花菜喷硒处理研究发现，

Vc含量随喷硒质量浓度的增加而增大，50 mg／L硒

处理与对照相比差异不显著，当浓度大于100 mg／L

时差异显著，从100 mg／L到150 mg／L时Vc含量为

对照的1．21倍。李彦[il]等人发现番茄土壤中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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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量的硒，番茄果实中的Vc含量提高11．4％。

本试验结果与莫海珍和李彦研究结果一致。

2．3．3 土壤施硒对大蒜氨基酸含量的影响 大蒜

含有17种氨基酸，其中8种为人体必需氨基酸，尤

以Arg含量最高，占氨基酸总量的30．5％，其次是

Glu，占氨基酸总量的14．8％。这两种氨基酸在人体

新陈代谢过程中十分活跃，是合成蛋白质、完成生长

发育及修复组织的重要成分。

施硒处理氨基酸总量均显著高于未施硒的处

理，17种氨基酸含量随硒用量的增加呈先上升后下

降的趋势(表2)。各施硒处理氨基酸总量分别比对

照高24．7％、39％、59．9％、51．9％、18．6％；施硒处

理氨基酸各组分最高含量与对照相比，增幅差异较

大，其中Arg含量增幅最小，仅为32．4％，vd含量增

幅最大，高达220．9％，人体必须氨基酸含量增幅依

次为105．2％、89．1％、220．90k、43．1％、125．7％、

59．1％、97．9％、76．6％(按表中氨基酸排序计)，由

于所研究作物不同，这一结果与莫海珍[8]富硒菜心

研究结果反差较大，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表2土壤施硒对丈蒜氨基酸含量的影响

Table 2 Effect of applying sodium selenium in soil on amino acid content in garlic

3讨论

Fleming[6]对爱尔兰富硒土壤研究发现，十字花

科、百合科植物比菊科、禾本科和伞形科植物更能耐

高浓度的硒。本试验中大蒜鳞茎的硒含量随硒用量

的增加上升趋势显著，第119天至126天是硒积累

的关键时期，硒富集量最高可达到1．4 mg／kg，是无

硒处理的100．72倍。

Bicas[12]等发现硒在低浓度时对胡萝b生长有

益，提高胡萝b产量；而高浓度时则有害，造成减产。

土壤中施人适量的硒(0．15、0．30、0．45 g／m2)对大蒜

产量有促进作用，产量最高达20 473．35 kg／hm2；当

硒用量继续增加时，产量反而下降，硒施用量为0．75

g／m2出现2．92％减产。

王晋民[13]对青花菜研究发现适量的硒处理可

降低还原糖含量，提高Vc含量及氨基酸含量。本

试验中0．45 g／m2处理大蒜鳞茎还原糖含量最小，

比对照低9．9％；Ve含量随硒用量的增加而增大，最

高可达到21．56 mg／1009；氨基酸含量随硒用量的增

加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氨基酸总量最大增幅为

59．90k，各组分中Val含量增加最多，高达220．9％，

人体必须氨基酸含量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增幅均在

43．1％以上。

综上，在此项试验条件下，既提高大蒜硒富集

量，又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产量、改善品质，并且保证

人类食用安全的大蒜硒施用量，以不超过0．6 g／m2

为宜，最佳用量为0．45 g／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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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applying sodium selenium in soil on selenium

uptake content and yield and quality of garlic

YUAN Jin．yel·2，SHI Shu．bin91，DAI Jun-shen92，WANG Pul，LIU Zheng—xin91

(1．College of Agronomy，Xinjl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Urumqi，凰慨830052，China；
2．Institute ofAgricultural Economics&Information，Xinjiang Academy ofAgricultural Sciences，Urumqi，Xinjiang 830091，China)

Abstract：In this experiment，white garlic of Xinjiang wag used as a object to investigate selenium uptake content of

garlic and the effect of applying 0(CK)，0．15，0．30，0．45，0．60 and 0．75 s／m2 of sodium selenium in soil on yield

and quality of garlic．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rucial stage of selenium accumulation was from the 1 19‘“day to 1 26m

day after application，and the selenium uptake content was up to 1．4 ms／ks，100．72 times of the ck．Application of

0．15—0．60 g／In2 of selenium increased the yiel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ck．bu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

ences among various treatments．At the sanle time，vitamin C content and amino acid content of each component were in-

creased in different treatments．However，the reducing sugar content Was decreased．In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the effect of selenium application on the selenium content，yield and quality of garlic and the safety of enriched selenium

for human health．the best application amount of selenium Was 0．45 s／m2．

Keywords：white garlic of Xinjiang；selenium uptake content；yield；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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