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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德抗９６１（ＤＫ９６１）和泰山９８１８（ＴＳ９８１８）为试验材料，研究不同浓度外源硅对 ＰＥＧ胁迫下小麦幼苗的
生长及抗氧化酶活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与单纯ＰＥＧ胁迫相比，外源硅浓度为１．０ｍｍｏｌ·Ｌ－１时，ＤＫ９６１和ＴＳ９８１８的
鲜重、干重及根系活力均最大，细胞膜透性最小，鲜重分别增加了３２．８５％和４９．４３％，干重分别增加了２４．１４％和

５０．００％，根系活力分别增加了１８．９７％和１５．６０％，细胞膜透性分别降低了 １２．５３％和 １０．４８％；外源硅浓度为 ０．５
ｍｍｏｌ·Ｌ－１时，ＤＫ９６１和ＴＳ９８１８的ＳＯＤ、ＣＡＴ活性均最大，分别增加了１８．１１％、１９．７１％和４７．４１％、４４．５１％；外源硅浓
度分别为０．５ｍｍｏｌ·Ｌ－１和０．１ｍｍｏｌ·Ｌ－１时，ＤＫ９６１和ＴＳ９８１８的ＰＯＤ活性最大，ＭＤＡ含量最低，ＰＯＤ活性分别增加了

１８．４１％和１３．０２％，ＭＤＡ含量分别降低了１１．８０％和１２．３１％。较低浓度的外源硅能有效促进ＰＥＧ胁迫下小麦幼苗
的生长，增加抗氧化酶活性，降低丙二醛含量。外源硅能够缓解干旱胁迫对小麦幼苗的危害，提高小麦抗旱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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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是地球表面的第二大元素，对大多数高等植

物的生长是有益的。许多研究表明，硅能促进植物

（尤其是单子叶植物）生物学产量的增长及生长发

育，提高作物对逆境胁迫的抗性［１］。大量研究表明，

植物吸收硅后能够促进其生长发育并且对环境适应

性加强［２］。硅处理大麦幼苗能提高其根系 ＣＡＴ、
ＳＯＤ、ＡＰＸ、ＰＯＤ、ＧＳＨ活性，降低丙二醛含量，由此降
低盐胁迫下大麦体内由盐诱导产生的过氧化伤

害［３］。研究证实，硅在提高植物对非生物胁迫如离

子毒害［４－６］、盐害［７－８］、干旱胁迫［９－１０］等及生物胁

迫稻温病、甘蔗茎螟的抗性方面有重要作用［１１－１２］。

硅可显著提高干旱胁迫下黄瓜、高粱、水稻的抗旱

性，但其抗旱机理并不完全清楚［１３］。干旱胁迫是自

然界中最主要的非生物胁迫之一，地球上约 １／３的
土地属于缺水的干旱和半干旱区域，我国的干旱半

干旱区域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１／２，即使半湿润、甚
至湿润地区也常会有周期性和季节性或阶段性的干

旱［１４］。

小麦在遭受干旱胁迫时会产生大量的活性氧，

引起膜脂过氧化作用，产生过氧化产物丙二醛

（ＭＤＡ）。植物体内的保护酶能降低或消除活性氧对
膜脂的伤害［１５］。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可以消除超
氧化物阴离子自由基产生 Ｈ２Ｏ２，而 Ｈ２Ｏ２可被过氧
化氢酶（ＣＡＴ）和过氧化物酶（ＰＯＤ）分解成 Ｈ２Ｏ。
ＰＯＤ可清除线粒体中或胞浆中产生的低浓度 Ｈ２Ｏ２。
ＣＡＴ主要分布在细胞的过氧化物体中，可清除高浓
度的Ｈ２Ｏ２［１６］。保护酶的活性以及 ＭＤＡ含量，可以
作为植物受干旱胁迫程度和植物对干旱胁迫抵御能

力的衡量指标。因此，研究外源硅对干旱胁迫下不

同小麦幼苗生长及抗氧化酶活性的影响，对发展节

水农业与旱作农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有关硅缓解干旱胁迫对植物伤害的作用已引起

学者们的关注［１７］。但关于硅提高小麦耐干旱胁迫

能力的研究却较少，为此，本试验采用水培方法，用

聚乙二醇（ＰＥＧ６０００）模拟干旱胁迫条件，研究干旱
胁迫下硅对小麦幼苗生物量、根系活力、细胞膜透性

（ＣＭＰ）、抗氧化酶活性等生理指标的影响，旨在通过
研究硅对ＰＥＧ胁迫条件下小麦幼苗的生长影响，探
明硅对ＰＥＧ胁迫下小麦适应性的调节机制，并为实
际生产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材料为德抗９６１（ＤＫ９６１，抗旱性强）和泰山９８１８

（ＴＳ９８１８，抗旱性中等），种子购自德州市农业科学
院。

１．２ 材料的培养

采用溶液培养的方法，精选均匀一致的小麦种

子，０．１％ ＨｇＣｌ２消毒 ５ｍｉｎ，先用自来水冲洗数次，
再用蒸馏水反复冲洗，在２５℃的培养箱里催芽２４ｈ
后，将种子置于培养床（孔径 ０．２５ｃｍ，架于面积 ３４
ｃｍ×２３ｃｍ，深８ｃｍ的聚乙烯盒内，有支架的尼龙丝
网），网下是水培液，与网面平，根可从网孔扎入下面

的液体中。所有处理均在光照培养箱中进行，白天

为１６ｈ、２５℃，夜晚为８ｈ、１８℃。每天增补蒸发与吸
收掉的水溶液，待麦苗生长至二片真叶时，选择健壮

且长势一致的幼苗，移栽到不透光的盛有 ４００ｍｌ
１／２Ｈｏａｇｌａｎｄ营养液的塑料杯中，进行通气培养。营
养液每３天更换一次，用 ＰＥＧ６０００（聚乙二醇 ６０００）
模拟干旱胁迫条件（渗透势约为－０．５０ＭＰ）。
１．３ 试验处理

① 对照（ＣＫ）；② 单纯ＰＥＧ处理；③ （Ｓｉ１）：ＰＥＧ
＋０．１ｍｍｏｌ·Ｌ－１Ｓｉ；④ （Ｓｉ２）：ＰＥＧ＋０．５ｍｍｏｌ·Ｌ－１

Ｓｉ；⑤ （Ｓｉ３）：ＰＥＧ＋１．０ｍｍｏｌ·Ｌ－１Ｓｉ。所用的硅为硅
酸钾。处理期间每 ２天换一次营养液，营养液 ｐＨ
值为６．５，全天通气培养。处理 ８天后采样测定指
标，每个处理设３个重复。
１．４ 相关指标的测定

生物量的测定：每个处理取６株麦苗，用蒸馏水
洗净，用吸水纸吸干表面水分，称取鲜重。然后在

１１０℃杀青１０ｍｉｎ，于７５℃烘干至恒重，称取干重。
根系活力测定采用氯化三苯基四氮唑（ＴＴＣ）

法［１８］；细胞膜透性（ＣＭＰ）测定采用相对电导率
法［１８］；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活性的测定采用氮蓝
四唑法［１８］；过氧化氢酶（ＣＡＴ）活性的测定采用紫外
分光光度法［１９］；过氧化物酶（ＰＯＤ）活性测定采用愈
创木酚显色法［１９］；丙二醛（ＭＤＡ）含量的测定采用硫
代巴比妥酸法［１９］。

１．５ 数据分析

用ＳＰＳＳ１１．５ｆｏｒＷｉｎｄｏｗｓ软件进行方差分析和
显著性检验，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作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外源硅对干旱胁迫下小麦幼苗生物量、根系活

力及细胞膜透性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１）表明，单一ＰＥＧ胁迫条件下，两
个小麦品种幼苗的鲜、干重均显著下降。外源硅处

理下，随着外源硅处理浓度的不断提高，两小麦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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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重及干重均有一定程度增加。当外源硅浓度为

０．１、０．５、１．０ｍｍｏｌ·Ｌ－１时，与 ＰＥＧ处理相比，ＤＪ９６１
鲜重分别增加了１４．９８％、２７．０５％及３２．８６％，干重
分别增加了６．９０％、９．６８％及２４．１４％；ＴＳ９８１８鲜重
分别增加了２０．４２％、３３．９７％及４９．３２％，干重分别
增加了２１．７４％、３４．７８％及５０．００％。

根活力水平直接影响植物地上部的生长、营养

状况及产量，而根部又是植物直接与土壤接触的部

位，很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单一 ＰＥＧ处理胁
迫下，两个小麦品种幼苗的根系活力均降低，随着外

源硅处理浓度的提高，ＤＪ９６１和 ＴＳ９８１８的根系活力
分别增加了１８．９７％和１５．６０％。

表１ 硅对干旱胁迫条件下小麦幼苗生物量、根系活力及细胞膜透性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１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ｉｏｎｗｈｅａｔ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ｇｒｏｗｔｈｕｎｄｅｒｄｒｏｕｇｈｔｓｔｒｅｓ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鲜重／ｇ
Ｆｒｅｓｈｗｅｉｇｈｔ

ＤＫ９６１ ＴＳ９８１８

干重／ｇ
Ｆｒｅｓｈｗｅｉｇｈｔ

ＤＫ９６１ ＴＳ９８１８

根系活力／（μｇ·ｍｇ
－１）

Ｒｏｏ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Ｋ９６１ ＴＳ９８１８

细胞膜透性

Ｃｅｌｌ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Ｋ９６１ ＴＳ９８１８

ＣＫ ０．９０２ｄ ０．７４５ｄ ０．０７９ｄ ０．０６６ａ ９．９２ｃ ９．１３ｄ １１．２２ｃ １１．３３ｃ

ＰＥＧ ０．６２１ｃ ０．５２４ｃ ０．０５８ｂ ０．０４６ｃ ７．５４ｂ ７．０５ｂｃ １３．０９ｂ １３．４６ｂ

Ｓｉ１（ＰＥＧ＋０．１ｍｍｏｌ·Ｌ－１Ｓｉ） ０．７１４ｂ ０．６３１ｂ ０．０６２ｂ ０．０５６ｂ ７．８９ａ ７．３６ｂ １２．５６ｂ １２．８８ａ

Ｓｉ２（ＰＥＧ＋０．５ｍｍｏｌ·Ｌ－１Ｓｉ） ０．７８９ａ ０．７０２ａ ０．０６８ａ ０．０６２ａ ８．２６ａ ７．７６ａｂ １２．０３ａ １２．６４ａ

Ｓｉ３（ＰＥＧ＋１．０ｍｍｏｌ·Ｌ－１Ｓｉ） ０．８２５ａ ０．７８３ａｄ ０．０７２ａ ０．０６９ａ ８．９７ｄ ８．１５ａ １１．４５ａ １２．０５ａ

注：表中数据为六次重复的平均值；同列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间在 Ｐ＜０．０５水平有显著差异。下同。

Ｎｏｔｅ：Ｔｈｅｄａｔａａｒ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ｏｆｓｉｘ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ｅｓ；ｌｅｔｔｅｒ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ｍｅ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单一ＰＥＧ处理胁迫下，两个小麦品种幼苗的细
胞膜透性均升高，随着外源硅处理浓度增大，细胞膜

透性逐渐降低，硅浓度为０．１、０．５、１．０ｍｍｏｌ·Ｌ－１时，
ＤＪ９６１细胞膜透性分别为 ＰＥＧ处理的 ９５．９５％、
９１．９０％、８７．４７％，ＴＳ９８１８细胞腊透性分别为ＰＥＧ处
理的９５．６９％、９３．９１％及８９．５２％。细胞质膜是一种
选择透性膜，它能控制和调节细胞内外物质的运输

与交换，其透性是评定植物对逆境反应的指标之

一［２０］。

２．２ 外源硅对ＰＥＧ胁迫下小麦ＳＯＤ活性的影响
由图１可以看出，外源硅对 ＰＥＧ胁迫下 ＤＫ９６１

及ＴＳ９８１８ＳＯＤ活性均有影响。单纯 ＰＥＧ处理降低
ＤＫ９６１及ＴＳ９８１８ＳＯＤ活性，其活性分别降低２．０７％
和２．５９％，随着硅浓度的逐渐增大，两个小麦品种
ＳＯＤ活性均表现出先升后降趋势。当硅浓度为０．５
ｍｍｏｌ·Ｌ－１时，两个小麦品种 ＳＯＤ活性均达到最大，
与单纯 ＰＥＧ胁迫相比，分别增加了 １８．１１％和
１９．４５％。
２．３ 外源硅对ＰＥＧ胁迫下小麦ＣＡＴ活性的影响

由图 ２可以看出，外源硅对干旱胁迫下 ＤＫ９６１
及 ＴＳ９８１８ＣＡＴ活性均有影响。单纯 ＰＥＧ处理
ＤＫ９６１及 ＴＳ９８１８ＣＡＴ活性分别降低 ３．１３％和
４．８４％。随着外源硅处理浓度的逐渐增大，两个小
麦品种ＣＡＴ活性均表现出先升后降趋势。当硅浓
度为０．５ｍｍｏｌ·Ｌ－１时，两个小麦品种 ＣＡＴ活性均达
到最大，与单纯 ＰＥＧ胁迫相比，分别增加了４７．４１％
和４４．５１％。

图１ 外源硅对ＰＥＧ胁迫下两个小麦品种

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ｉｏｎＳＯＤｏｆＤＫ９６１ａｎｄ

ＴＳ９８１８ｕｎｄｅｒｄｒｏｕｇｈｔｓｔｒｅｓｓ

２．４ 外源硅对ＰＥＧ胁迫下小麦ＰＯＤ活性的影响
由图３可以看出，外源硅对 ＰＥＧ胁迫下 ＤＫ９６１

及 ＴＳ９８１８ＰＯＤ活性均有影响。单纯 ＰＥＧ处理
ＤＫ９６１及 ＴＳ９８１８ＰＯＤ活性分别降低 ２．５４％和
３．２３％。随着外源硅浓度增大，两个小麦品种 ＰＯＤ
活性均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当硅浓度为

０．５ｍｍｏｌ·Ｌ－１时，ＤＫ９６１ＰＯＤ活性达到最大，当硅浓
度为 ０．１ｍｍｏｌ·Ｌ－１时，ＴＳ９８１８ＰＯＤ活性达到最大，
与单纯 ＰＥＧ胁迫相比，分别提高了 １８．４１％和
１３．０２％。
２．５ 外源硅对ＰＥＧ胁迫下小麦ＭＤＡ含量的影响

由图 ４可知，外源硅对 ＰＥＧ胁迫下 ＤＫ９６１及
ＴＳ９８１８ＭＤＡ含量均有影响。单纯ＰＥＧ胁迫下ＤＫ９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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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ＴＳ９８１８的 ＭＤＡ含量分别增加 ４．９４％和 ６．６３％。
外源硅浓度为０．１～０．５ｍｍｏｌ·Ｌ－１，随着外源硅浓度
的升高ＭＤＡ含量逐渐降低；当外源硅浓度为０．５～
１．０ｍｍｏｌ·Ｌ－１时，随着外源硅浓度的升高 ＭＤＡ含量
增大，并且ＴＳ９８１８ＭＤＡ含量高于ＤＫ９６１。

图２ 外源硅对ＰＥＧ胁迫下两个小麦品种

过氧化氢酶活性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ｉｏｎＣＡＴｏｆＤＫ９６１ａｎｄＴＳ９８１８

ｕｎｄｅｒｄｒｏｕｇｈｔｓｔｒｅｓｓ

图３ 外源硅对ＰＥＧ胁迫下两个小麦品种

过氧化物酶活性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ｉｏｎＰＯＤｏｆＤＫ９６１ａｎｄＴＳ９８１８

ｕｎｄｅｒｄｒｏｕｇｈｔｓｔｒｅｓｓ

图４ 外源硅对ＰＥＧ胁迫下两个小麦品种

丙二醛含量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ｉｏｎＭＤＡｏｆＤＫ９６１ａｎｄＴＳ９８１８

ｕｎｄｅｒｄｒｏｕｇｈｔｓｔｒｅｓｓ

３ 讨 论

外源硅对ＰＥＧ胁迫下小麦幼苗根系活力、细胞
膜透性及抗氧化酶活性均有影响。随着外源硅处理

浓度的不断增加，ＰＥＧ胁迫下的两个小麦品种的鲜
重、干重、根系活力均上升，细胞膜透性均呈现下降

趋势。说明干旱抑制小麦根系对水和无机养料的吸

收，使其鲜重和干重均下降。同时对细胞膜有一定

的破坏作用，导致小麦根系活力下降及细胞膜透性

增加。硅处理改善了植物体内的水分状况，减缓了

胁迫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促进了小麦根系对水和无

机养料的吸收，使其鲜重、干重及根系活力升高，并

且降低了细胞膜透性。Ｋａｙａ等［２１］也有类似结果，即
干旱胁迫下硅处理能增加玉米叶片 Ｃａ、Ｋ、Ｓｉ的含
量。

大量研究表明，逆境条件下植物体存在膜保护

系统，它们能够清除植物体内多余的自由基，这一保

护系统是一个抗氧化系统，它由许多保护酶和还原

型物质组成，其中 ＳＯＤ，ＰＯＤ，ＣＡＴ是植物体内主要
的抗氧化酶，可清除对植物有害的体内活性氧，从而

保护植物的膜系统［２２］。ＳＯＤ为超氧自由基清除剂，
ＰＯＤ为过氧化物清除剂，ＣＡＴ是含 Ｆｅ的蛋白酶，在
植物体内能将ＳＯＤ的歧化产物Ｈ２Ｏ２分解成Ｈ２Ｏ，从
而达到清除体内多余 Ｈ２Ｏ２的目的，避免了 Ｈ２Ｏ２对
植物组织的伤害［２３］。本研究表明，与单纯ＰＥＧ处理
相比，在外源硅浓度较低时（０．１～０．５ｍｍｏｌ·Ｌ－１），
ＤＫ９６１ＳＯＤ、ＣＡＴ、ＰＯＤ及 ＴＳ９８１８ＳＯＤ、ＣＡＴ活性提
高，在外源硅浓度为 ０～０．１ｍｍｏｌ·Ｌ－１时，ＴＳ９８１８
ＰＯＤ活性提高，增强适应能力，但当外源硅浓度为
０．５～１．０ｍｍｏｌ·Ｌ－１，ＤＫ９６１ＳＯＤ、ＣＡＴ、ＰＯＤ及
ＴＳ９８１８ＳＯＤ、ＣＡＴ活性降低，在外源硅浓度为０．１～
１．０ｍｍｏｌ·Ｌ－１时，ＴＳ９８１８ＰＯＤ活性降低，植物体代谢
受到影响。此结果与硅对野生大豆抗盐性影响［２４］

及硅对干旱胁迫下玉米的影响［２５］的研究结果基本

一致。这可能是由于较高浓度的硅产生了渗透胁

迫。

丙二醛（ＭＤＡ）含量增加是膜系统受到伤害的重
要标志之一，对膜和细胞中的蛋白质、核酸和酶等许

多功能分子均有较强的破坏作用，并且破坏生物膜

的结构与功能［２６］。本研究表明，当外源硅浓度较

低，植物ＭＤＡ含量降低，增强适应能力，随着外源硅
浓度升高，ＭＤＡ含量上升。说明ＰＥＧ胁迫下较低浓
度的外源硅能够降低电解质外渗率，抑制丙二醛积

累，抑制膜脂过氧化作用，从而减轻膜脂过氧化对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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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的伤害，促进脯氨酸的合成。较高浓度硅处理会

增强膜脂质过氧化作用，导致植物体内的活性氧增

加，打破活性氧的代谢平衡，破坏膜的结构，影响膜

的功能。外源硅浓度越高，脂质过氧化产物ＭＤＡ积
累越多。

外源硅使得 ＰＥＧ胁迫下的两个小麦品种生物
量及根系活力均升高，并且 ＤＫ９６１高于 ＴＳ９８１８；而
细胞膜透性均降低，并且 ＤＫ９６１低于 ＴＳ９８１８，说明
与ＴＳ９８１８相比，ＤＫ９６１有较强的光合效率、根系活
力及细胞膜控制物质进出细胞的能力。外源硅条件

下，两个小麦品种在 ＰＥＧ胁迫下的三种抗氧化酶
ＳＯＤ、ＣＡＴ及ＰＯＤ活性均先上升后下降，而且 ＤＫ９６１
抗氧化酶活性均高于 ＴＳ９８１８，说明干旱环境下
ＤＫ９６１清除活性氧的能力高于ＴＳ９８１８。外源硅使得
两个小麦品种在ＰＥＧ胁迫下的 ＭＤＡ均先下降后上
升，并且ＤＫ９６１的 ＭＤＡ含量低于 ＴＳ９８１８，说明 ＰＥＧ
胁迫下外源硅处理时，ＤＫ９６１膜系统受到伤害程度
小于ＴＳ９８１８。陈明灿等［２７］对洛麦 ２１和同舟麦 ９１６
的研究表明，外源硅处理对不同小麦品种的影响不

同，硅处理可以促进同舟麦 ９１６的生长和生物量的
积累，而对于洛麦２１，低浓度硅处理促进洛麦２１的
生物量积累，高浓度硅处理对洛麦２１的生长表现为
抑制作用。本研究结果表明，在 ＰＥＧ处理条件下，
两个抗旱性不同的小麦品种对硅的响应相同，因此

施加外源硅可以有效地提高不同品种小麦的耐旱

性，本试验结果对旱地小麦施加硅肥具有一定的指

导意义。

参 考 文 献：

［１］ 陈 伟，蔡昆争，陈基宁．硅和干旱胁迫对水稻叶片光合特性和

矿质养分吸收的影响［Ｊ］．生态学报，２０１２，３２（８）：２６２０２６２８．

［２］ 朱 佳，梁永超，丁燕芳，等．硅对低温胁迫下冬小麦幼苗光合

作用及相关生理特性的影响［Ｊ］．中国农业科学，２００６，３９（９）：

１７８０１７８８．

［３］ 梁永超，丁瑞兴．硅对大麦根系中离子的微域分布的影响及其

与大麦耐盐性的关系［Ｊ］．中国科学，２００２，３２（２）：１１３１２１．

［４］ 朱军涛，李向义，张希明，等．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３种荒漠植

物光合特性的比较［Ｊ］．干旱区地理，２０１２，３５（１）：１７１１７６．

［５］ ＮｅｕｍａｎｎＤ，ＺｕｒＮｉｅｄｅｎＵ．Ｓｉｌｉｃｏｎａｎｄ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ｏｆｈｉｇｈ

ｅｒｐｌａｎｔｓ［Ｊ］．Ｐｈｙ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１，５６（７）：６８５６９２．

［６］ ＹｏｎｇｃｈａｏＬｉａ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ｉｌｉｃｏｎｏｎｅｎｚｙｍ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ｄｉｕｍ，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ａｎｄｃａｌｃｉｕｍ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ｂａｒｌｅｙｕｎｄｅｒｓａｌｔｓｔｒｅｓｓ［Ｊ］．

ＰｌａｎｔａｎｄＳｏｉｌ，１９９９，２０９（２）：２１７２２４．

［７］ ＺｈｕＺＪ，ＷｅｉＧＱ，ＬｉＪ，ｅｔａｌ．Ｓｉｌｉｃｏｎ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ｓｓａｌｔ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ｄ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ｓ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ｅｎｚｙｍｅｓ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ｌｅａｖｅｓｏｆｓａｌｔ－ｓｔｒｅｓｓｅｄｃｕｃｕｍ

ｂｅｒ（ＣｕｃｕｍｉｓｓａｔｉｃｕｓＬ．）［Ｊ］．Ｐｌａ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４，１６７（３）：５２７５３３．

［８］ ＧｏｎｇＨＪ，ＣｈｅｎＫＭ，ＣｈｅｎＧＣ，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ｉｌｉｃｏｎｏｎｇｒｏｗｔｈｏｆ

ｗｈｅａｔｕｎｄｅｒｄｒｏｕｇｈ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ｌａｎｔ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３，２６（５）：

１０５５１０６３．

［９］ ＴａｉｉｃｈｉｒｏＨａｔｔｏｒｉ，ＳｈｉｎｏｂｕＩｎａｎａｇａ，ＨｉｄｅｋｉＡｒａｋｉ，ｅｔ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ｓｉｌｉｃｏｎ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ｄｒｏｕｇｈｔ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ｉｎＳｏｒｇｈｕｍｂｉｃｏｌｏｒ［Ｊ］．Ｐｈｙｓｉｏｌｏ

ｇｉａ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２００５，１２３（４）：４５９４６６．

［１０］ ＫｖｅｄａｒａｓＯＬ，ＫｅｅｐｉｎｇＭＧ．Ｓｉｌｉｃｏｎｉｍｐｅｄｅｓｓｔａｌｋ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ｂｙ

ｔｈｅｂｏｒｅｒＥｌｄａｎａｓａｃｃｈａｒｃａｎｅ［Ｊ］．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ｉａ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ｅｔ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ａ，２００７，１２５（１）：１０３１１０．

［１１］ ＣａｉＫｕｎｚｈｅｎｇ，ＧａｏＤａｎ，ＬｕｏＳｈｉｍｉｎｇ，ｅｔａｌ．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ｃｙ

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ｓｉｌｉｃ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ｒｉｃｅａｇａｉｎｓｔ

ｂｌａ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ａ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２００８，１３４（２）：３２４３３３．

［１２］ ＣａｉＫｕｎｚｈｅ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ｓｉｌｉｃｏｎｉｎｐｌａｎｔａｎｄｉｔｓ

ｒｏｌｅｉｎｐｌａｎ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ｕｎｄｅ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Ｊ］．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０，３０（１０）：２７４５２７５５．

［１３］ ＲａｖｅｎＪＡ．Ｃｙｃｌｉｎｇｓｉｌｉｃｏｎ－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ｌａｎｔｓ［Ｊ］．

ＮｏｗＰｈｙｔｏｌｏｇｉｓｔ，２００３，１５８（３）：４１９４２１．

［１４］ 李 明，王根轩．干旱胁迫对甘草幼苗保护酶活性及脂质过氧

化作用的影响［Ｊ］．生态学报，２００２，２２（４）：５０３５０７．

［１５］ 孙国荣，关 ，阎秀峰，等．盐胁迫对星星草幼苗保护酶系统

的影响［Ｊ］．草地学报，２００１，９（１）：３４３８．

［１６］ 李 慧，王妙媛，彭立新，等．ＮａＣｌ胁迫对胡卢巴幼苗抗氧化

酶活性和丙二醛含量的影响［Ｊ］．华北农学报，２０１２，２７（２）：

１８５１８８．

［１７］ 丁燕芳，梁永超，朱 佳，等．硅对干旱胁迫下小麦幼苗生长及

光合参数的影响［Ｊ］．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２００７，１３（３）：４７１

４７８．

［１８］ 张志良，瞿伟菁．植物生理学实验指导［Ｍ］．北京：高等教育出

版社，２００２：５７６０．

［１９］ 高俊风．植物生理学实验技术［Ｍ］．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２０００：７６７８．

［２０］ 常燕虹，武 威，刘建朝，等．干旱胁迫对文冠果树苗某些生理

特征的影响［Ｊ］．干旱地区农业研究，２０１２，３０（１）：１７０１７４．

［２１］ ＫａｙａＣ，ＴｕｎａＬ，Ｈ．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ｉｌｉｃｏｎｏｎｐｌａ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ｉｚｅｇｒｏｗｎ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ｓｔｒｅｓｓ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Ｐｌａｎｔ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６，２９（８）：１４６９１４８０．

［２２］ 吕 庆，郑荣梁．干旱及活性氧引起小麦膜脂过氧化与脱脂化

［Ｊ］．中国科学，１９９６，２６（１）２６３０．

［２３］ 郑爱珍，刘传平，沈振国．镉处理下青菜和白菜 ＭＤＡ含量、

ＰＯＤ和ＳＯＤ活性的变化［Ｊ］．湖北农业科学，２００５，（１）：６７６９．

［２４］ 王丽燕．硅对野生大豆幼苗耐盐性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Ｊ］．

大豆科学，２０１３，３２（５）：６５９６６３．

［２５］ 李清芳，马成仓，季必金．硅对干旱胁迫下玉米水分代谢的影

响［Ｊ］．生态学报，２００９，２９（８）：４１６３４１６８．

［２６］ 尤 佳，王文瑞，卢 金，等．盐胁迫对盐生植物黄花补血草种子

萌发和幼苗生长的影响［Ｊ］．生态学报，２０１２，３２（１２）：３８２５３８３３．

［２７］ 陈明灿，王贺正，姚孚荣，等．硅对小麦幼苗生长及部分生理指

标的影响［Ｊ］．广东农业科学，２０１４，（２１）：７１．

８７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 第３５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