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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根际促生菌 ＸＮＴ６－１ 提高
小麦抗旱性研究

崔天娇ꎬ徐　 虹ꎬ李全顺ꎬ熊庆祯ꎬ刘华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ꎬ陕西 杨凌 ７１２１００)

摘　 要:以前期从小麦‘铜麦 ６ 号’根际分离鉴定得到的层出镰孢菌(Ｆｕｓａｒｉｕｍ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ｕｍｏｎ)ＸＮＴ６－１ 为试验菌

株ꎬ以‘铜麦 ６ 号’小麦为材料进行种子萌发试验ꎬ并通过人工称重控水的盆栽试验设置 ４ 个水分处理:正常浇水(ｎｏ
ｄｒｏｕｇｈｔꎬ ＮＤ)、轻度干旱( ｌｏｗ ｄｒｏｕｇｈｔꎬ ＬＤ)、中度干旱(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ｄｒｏｕｇｈｔꎬ ＭＤ)、重度干旱(ｓｅｖｅｒｅ ｄｒｏｕｇｈｔꎬ ＳＤ)ꎬ对干旱

胁迫下小麦种子萌发以及幼苗生理生化特性进行分析ꎬ探究在干旱胁迫下菌株 ＸＮＴ６－１ 对小麦种子及幼苗抗旱性的

影响ꎮ 离体平板检测到 ＸＮＴ６－１ 具有很强的耐旱性ꎬ同时具有产铁载体、淀粉酶、蛋白酶和脂酶的能力ꎮ 在一定干旱

条件下ꎬＸＮＴ６－１ 菌体培养液浸种后小麦种子萌发后期叶长及根长分别显著提高了 ２０.４％和 １７.１％ꎻ中度干旱胁迫

时ꎬ接种 ＸＮＴ６－１ 使得小麦幼苗鲜质量、干质量、株高和根长分别显著提高 １６.０％、２０.８％、１９.５％和 ２３.２％ꎻ重度干旱

胁迫时ꎬ接种 ＸＮＴ６－１ 使得小麦幼苗鲜质量、干质量、株高和根长分别显著提高 ３６.０％、４７.０％、３２.４％和 ３７.３％ꎮ 根际

促生菌 ＸＮＴ６－１ 能够对植物干旱胁迫起到一定缓解作用ꎬ是一株抗旱促生优良菌种资源ꎬ具有一定的农业应用前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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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麦(Ｔｒｉｔｉｃｕｍ ａｅｓｔｉｖｕｍ Ｌ.)是我国三大粮食作

物之一ꎬ对国家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影

响[１]ꎬ但其生长过程中常常面临着各种生物和非生

物胁迫[２]ꎬ干旱是其中较为严重的非生物胁迫之

一ꎮ 土壤水分不足会使小麦植株地上部分及根系

生长受阻导致产量及品质下降[３－５]ꎮ 研究表明ꎬ我
国作为主要干旱国家目前干旱和半干旱地区面积

大约覆盖了土壤面积的一半[６]ꎬ因此提高作物抗旱

能力具有重要意义ꎮ 目前主要通过定向筛选耐旱

基因获得耐旱品种或添加生物肥料等方式提高作

物的抗旱能力[７]ꎬ葛晓兰等[８] 在用 ２０％ ＰＥＧ－６０００
处理胡杨后ꎬＰｅＥＲＦ１ 转基因植株生长状态、叶绿素

含量、丙二醛和过氧化物酶等相关生理指标均发现

显著变化ꎬ即 ＰｅＥＲＦ１ 对转基因杨树响应干旱起到

了正向调控的作用ꎮ 然而挖掘植株耐旱基因从而

进行分子设计育种往往要花费巨大的时间及人力

成本ꎬ且容易受到多种因素限制[９]ꎮ 因此ꎬ寻获能

够有效缓解植物干旱胁迫的微生物菌种资源ꎬ探究

其对胁迫下植物生长和土壤改良的作用ꎬ对促进作

物稳产高产具有重要意义ꎮ
植物根际促生菌 ( ｐｌａ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ｒｈｉ￣

ｚ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ꎬＰＧＰＲ)是一些能够长期生活在土壤、根
表面以及根内组织的有益微生物ꎬ在植物生长过程

中起着促进植物吸收营养、抵抗不良环境等作

用[１０－１１]ꎮ 研究表明ꎬＰＧＰＲ 可以通过固定大气中的

氮、溶解土壤中不能被直接利用的元素或者合成植

物生长发育所需的物质等方式促进植物的生长ꎬ也
可以增强植物对生物以及非生物胁迫的抵抗力[１２]ꎬ
同时能够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

等[１３]ꎮ 本研究基于前期从小麦根际分离、筛选到的

层出镰孢菌(Ｆｕｓａｒｉｕｍ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ｕｍｏｎ)菌株 ＸＮＴ６－１ꎬ
对其进行耐旱性以及促生能力检测ꎬ探究其进一步

应用价值ꎮ 通过模拟种子及幼苗干旱试验ꎬ分析

ＸＮＴ６－１ 在干旱胁迫下对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的作

用ꎬ旨在提高关于 ＸＮＴ６－１ 增强植物抗旱性的认识ꎬ
以期为利用根际促生菌提高植物抗逆性的实践提

供优良菌种资源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层出 镰 孢 菌 ( Ｆｕｓａｒｉｕｍ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ｕｍｏｎ ) 菌 株

ＸＮＴ６－１ 由实验室前期从‘铜麦 ６ 号’小麦根际分离

并保存ꎮ 供试小麦品种为‘铜麦 ６ 号’ꎬ由陕西大唐

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ꎬ大田种植成熟收获后长期

保存ꎮ
１.２　 试验设计

１.２.１　 菌株 ＸＮＴ６－１ 耐旱性检测　 ＰＥＧ－６０００ 在浓

度大于 ８％时影响琼脂的凝固ꎬ制备含不同 ＰＥＧ－
６０００ 浓度的平板时参照刘艳霞[１４] 体外抗旱菌株筛

选的方法并加以改进ꎮ 将 ＰＤＡ 培养基灭菌后制备

平板ꎬ加入不同浓度的 ＰＥＧ－６０００ 溶液(０％、５％、
１０％、１５％、２０％、２５％、３０％、３５％)ꎬ得到含不同浓度

ＰＥＧ 的 ＰＤＡ 平板培养基ꎮ 使用无菌打孔器在菌落

平板中心打 ５ ｍｍ 菌饼ꎬ菌丝面朝上放置于每个培

养基平板中心ꎬ封口倒置于 ２８℃培养箱中进行黑暗

培养ꎬ培养 ５ ｄ 后观察ꎮ
１.２.２ 　 菌株 ＸＮＴ６ － １ 促生特性检测 　 为了检测

ＸＮＴ６－１ 的溶磷、解磷、固氮、解钾、产铁载体、产淀

粉酶、产蛋白酶以及产脂酶能力ꎬ分别配制相应的

培养基[１５－１６]ꎬ接种菌饼后ꎬ观察是否有透明圈或特

征颜色反应出现ꎮ
１.２.３　 菌株 ＸＮＴ６－１ 对干旱条件下小麦种子萌发

的影响　 (１)在超净工作台中ꎬ用无菌打孔器在菌

落平板上取直径 ５ ｍｍ 的菌饼数个ꎬ放入含有 １００
ｍＬ 马铃薯葡萄糖液体培养基(ＰＤＢ)的锥形瓶中ꎬ
于 ２８℃摇床ꎬ１８０ ｒｍｉｎ－１震荡培养 ５ ｄꎬ制备菌株

培养液ꎮ (２)选取饱满且均一的小麦种子ꎬ７５％酒

精消毒 ５ ｍｉｎ 后用 ０.１％ ＨｇＣｌ２消毒 ３ ｍｉｎꎬ最后用无

菌水冲洗 ５~ ７ 次ꎮ 将种子分别浸泡于菌株培养液

和无菌水中ꎬ于 ２８℃、１８０ ｒｍｉｎ－１摇床上震荡 ２ ｈꎬ
准备播种ꎮ (３)采用 ＰＥＧ－６０００ 模拟干旱胁迫ꎬ设
置 ２ 个试验因素ꎬ因素 １ 为接菌与不接菌处理ꎬ因素

２ 为不同 ＰＥＧ－６０００ 浓度(０％、５％、１０％)的水分处

理ꎬ每个处理重复 ３ 次ꎮ 接菌或未接菌处理过的小

麦种子分别放入 ９ ｃｍ 直径的培养皿中ꎬ每皿 ３０ 粒ꎬ
铺上灭菌滤纸ꎬ加入相应浓度的 ＰＥＧ－６０００ 溶液 １０
ｍＬꎬ２５℃、１６ ｈ 光照 / ８ ｈ 黑暗条件下培养ꎮ (４)以种

子露白为发芽标准ꎬ统计发芽率和发芽势ꎬ种子萌

发 ７ ｄ 后ꎬ随机选取 １０ 株测定根长、叶长、鲜质量和

干质量ꎮ
１.２.４　 小麦苗期试验　 (１)取试验田距地表 ０ ~ ３０
ｃｍ 土壤ꎬ经过自然风干和过筛处理备用ꎮ 土壤基本

理化性质为:ｐＨ 值 ７.８２ꎬ电导率 ０.２２ ｍＳｃｍ－１ꎬ速
效磷 ２２.８５ ｍｇｋｇ－１ꎬ速效钾 ３４４.２５ ｍｇｋｇ－１ꎬ全氮

１.８８ ｇｋｇ－１ꎬ有机质含量 ２７. ３５ ｇｋｇ－１ꎬ碱解氮

８７.８９ ｍｇｋｇ－１ꎮ 设置 ２ 个试验因素ꎬ因素 １ 为接菌

与不接菌处理ꎬ因素 ２ 为 ４ 种水分处理:正常浇水

(田间持水量ꎬＮＤ)、轻度干旱(田间持水量 ８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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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ꎬＬＤ)、中度干旱(田间持水量 ６０％±５％ꎬＭＤ)和
重度干旱(田间持水量 ４０％±５％ꎬＳＤ)ꎮ (２)栽培容

器为 ７ ｃｍ×５ ｃｍ×７.３ ｃｍ 规格的塑料盆ꎬ放置 １５０ ｇ
土壤并铺平ꎬ每盆放置 ２０ 粒消毒种子于土壤表面ꎬ
再覆盖 ５０ ｇ 土壤ꎬ加无菌蒸馏水调节土壤含水量接

近田间持水量ꎮ (３)萌发培养 ７ ｄꎬ期间所有处理保

持田间持水量ꎬ７ ｄ 后每天接菌 ５ ｍＬꎬ对照组添加等

量无菌水ꎮ １４ ｄ 后进行水分胁迫ꎬ具体操作为:每
日 ９ ∶ ００ 左右ꎬ精确称量每盆处理组的总质量ꎬ减去

容器质量后得到土壤含水总量ꎮ 根据土壤的蒸发

损失ꎬ向每个容器中补充适量的水分ꎬ直至土壤达

到设定含水量ꎮ (４)持续 ３０ ｄ 后取小麦旗叶并测定

各项指标ꎬ叶绿素含量用乙醇浸提法测定[１７]ꎻ丙二

醛( ＭＤＡ) 含量采用硫代巴比妥酸 ( ＴＢＡ) 法测

定[１７]ꎻ脯氨酸 ( Ｐｒｏ) 含量采用酸性茚三酮法测

定[１７]ꎻ可溶性糖含量采用蒽酮法测定[１７]ꎻ可溶性蛋

白含量采用考马斯亮蓝法测定[１７]ꎻ超氧化物歧化酶

(ＳＯＤ)采用氮蓝四唑(ＮＢＴ)法测定[１７]ꎻ过氧化物酶

(ＰＯＤ)采用愈创木酚法测定[１７]ꎻ过氧化氢酶(ＣＡＴ)
采用分光光度法测定[１７]ꎮ
１.３　 数据分析

利用 Ｅｘｃｅｌ 进行数据统计ꎬＳＰＳ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６ 软

件对数据差异进行显著性分析ꎬ最后用软件 Ｏｒｉｇｉｎ
２０２２ 作图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菌株 ＸＮＴ６－１ 性能检测

２.１.１　 菌株 ＸＮＴ６－１ 抗旱性能检测　 由图 １(见 ９０
页)可见ꎬ平板 ＰＥＧ－６０００ 浓度在 ５％ ~ １５％时(图
１Ｂ~Ｄ)ꎬ菌株在平板上生长良好且长势要好于浓度

为 ０％时(图 １Ａ)ꎮ 随着 ＰＥＧ－６０００ 浓度的升高ꎬ干
旱胁迫强度增加ꎬ菌株在 ＰＥＧ－６０００ 浓度为 ２０％ ~
３０％的平板上长势更为稀疏(图 １Ｅ ~ Ｇ)ꎬ当平板

ＰＥＧ－６０００ 浓度在 ３５％时该菌株在平板上的生长速

度只有正常条件下的 １ / ３(图 １Ｈ)ꎮ
２.１.２　 菌株 ＸＮＴ６－１ 促生性检测 　 由图 ２(见 ９０
页)可见ꎬ菌株 ＸＮＴ６－１ 可在产铁载体检测平板中

(图 ２Ｄ)出现黄色透明圈ꎬ在产淀粉酶培养基中(图
２Ｆ)用稀释碘液覆盖平板后观察出现黄色透明圈ꎬ
在产蛋白酶培养基中(图 ２Ｇ)生长并且产生透明

圈ꎬ在产脂酶培养基中(图 ２Ｈ)生长并且产生透明

圈ꎬ在解磷(图 ２Ｃ)、解钾培养基(图 ２Ｅ)中能够生

长但未出现透明圈ꎬ在固氮培养基中几乎不能够生

长且未见透明圈出现(图 ２Ａ)ꎮ

２.２　 接菌对干旱胁迫下种子萌发的影响

无论是否经过菌株 ＸＮＴ６－１ 浸种处理ꎬ相较于

正常水分ꎬ５％的 ＰＥＧ 模拟干旱条件对于种子萌发

后各项指标的影响并不显著ꎮ 然而ꎬ当 ＰＥＧ 浓度增

加至 １０％时ꎬ种子的萌发过程受到显著抑制ꎮ 在所

有的处理条件下ꎬ无论是正常水分还是模拟干旱环

境ꎬ菌株 ＸＮＴ６－１ 的培养液浸种处理并未显著促进

种子的萌发ꎮ 在正常水分条件下ꎬ接种菌株 ＸＮＴ６－
１ 后ꎬ种子的发芽势和发芽率分别下降了 １１.７％和

１３.３％(图 ３Ａ、Ｂ)ꎬ更为明显的是在 ５％ ＰＥＧ 模拟干

旱条件下ꎬ接菌处理导致种子发芽势和发芽率的下

降分别达到了 １５％和 １８.３％(图 ３Ａ、Ｂ)ꎬ同样未能

促进种子的萌发ꎮ 但在种子萌发后的生长过程中ꎬ
菌株 ＸＮＴ６－１ 却表现出了促进作用:在 １０％ ＰＥＧ 模

拟干旱条件下ꎬ经过菌株 ＸＮＴ６－１ 处理的种子在萌

发后的生长指标上显示出明显的提高ꎬ包括叶长、根
长、鲜质量和干质量ꎬ分别较对照组增加了 ２０.４％、
１７.１％、１０.９％和 １４.３％(图 ３Ｃ~Ｆ)ꎮ
２.３　 接菌对干旱胁迫下幼苗生长发育的影响

２.３.１　 接菌对干旱胁迫下幼苗生长的影响 　 从表

型来看ꎬ正常浇水的小麦幼苗表现出明显生长优

势ꎬ其茎秆挺拔ꎬ生长高度明显高于胁迫组ꎬ叶片平

展鲜绿ꎬ但接菌组与不接菌组表型不具有统计学差

异(图 ４Ａ)ꎮ 轻度干旱条件下ꎬ小麦整体形态与正

常浇水相似ꎬ茎秆直立且呈现出典型的健康绿色

(图 ４Ｂ)ꎮ 而在中、重度干旱条件下ꎬ幼苗的高度增

长明显受限ꎬ叶片则变得干瘪ꎬ失水明显ꎬ出现了叶

片枯黄或卷曲的现象ꎬ甚至一些叶片开始呈现干枯

迹象(图 ４Ｃ、Ｄ)ꎮ 与不接菌相比ꎬ接菌后的小麦根

长提高了 １１.６％ꎬ茎粗、鲜质量、干质量和株高无明

显差异ꎮ 在中度干旱条件下ꎬ接菌后小麦鲜质量、
干质量、株高和根长分别提高 １６.０％、２０.８％、１９.５％
和 ２３.２％ꎬ茎粗之间差异不显著ꎮ 重度干旱时ꎬ与未

接菌相比ꎬ接菌后小麦的鲜质量、干质量、株高和根

长分别提高 ３６.０％、４７.０％、３２.４％和３７.３％ꎬ茎粗无

显著差异(表 １)ꎮ
２.３.２　 接菌对干旱胁迫下小麦幼苗叶绿素含量的

影响　 由图 ５ 可知ꎬ正常浇水处理下ꎬ接菌和未接菌

处理组之间的叶绿素 ａ、叶绿素 ｂ 以及总叶绿素含

量差异均不显著ꎮ 轻度干旱条件下ꎬ接菌组相较于

未接菌的叶绿素 ａ、叶绿素 ｂ 以及总叶绿素含量分

别增加了 １９.６％、６.０％和 １４.９％ꎮ 中度干旱处理下ꎬ
接菌组相较于未接菌的叶绿素 ａ、叶绿素 ｂ 以及总

叶绿素含量显著升高了 ２７.８％、２３.６％和 ２６.１％ꎮ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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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干旱处理下ꎬ接菌组相较于未接菌的叶绿素 ａ、叶
绿素 ｂ 以及总叶绿素含量分别增加了 ２８.０％、１９.５％
和 ２５.０％ꎮ
２.３.３　 接菌对幼苗渗透物质以及膜脂过氧化物含

量的影响　 结果如图 ６ 所示ꎬ无论是否接菌处理ꎬ小
麦叶片中渗透物质以及膜脂过氧化物含量都会因

为干旱胁迫而受到显著影响ꎬ而在正常浇水处理

下ꎬ接菌和未接菌处理之间的可溶性糖、可溶性蛋

白、脯氨酸含量、丙二醛(ＭＤＡ)含量差异均不显著ꎮ
在轻度干旱条件下ꎬ与不接菌相比ꎬ接菌后小麦叶

片中脯氨酸含量增加了 ２２.１％ꎬ丙二醛(ＭＤＡ)含量

降低了 ９.９％ꎬ而可溶性蛋白和可溶性糖含量没有显

著变化ꎮ 在中度干旱处理下ꎬ接菌后小麦叶片中可

溶性蛋白和脯氨酸含量较未接菌分别提高了 １１.５％
和 ５４.４％且都具有统计学差异ꎬ丙二醛含量减少了

１４.０％ꎬ而可溶性糖含量没有显著变化ꎮ 重度干旱

处理后ꎬ与不接菌相比ꎬ接菌后小麦叶片中可溶性

蛋白和脯氨酸含量分别提升 １２.３％、１１５.５％ꎬ丙二

醛含量显著下降了 ３５.０％ꎬ可溶性糖含量没有显著

差异ꎮ

　 　 注:图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ꎮ 下同ꎮ
Ｎｏ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ｆｉｇｕｒ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Ｐ<０.０５) .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图 ３　 接菌对干旱胁迫下种子萌发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ｅｅｄ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ｔ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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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Ａ~ Ｈ 分别为含 ０％、５％、１０％、１５％、２０％、２５％、３０％、３５％
ＰＥＧ 的 ＰＤＡ 培养基正面ꎬａ~ ｈ 为培养基反面ꎮ

Ｎｏｔｅ: Ａ~Ｈ ｉｓ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 ｓｉｄｅ ｏｆ ＰＤＡ ｍｅｄｉｕｍ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０％ꎬ ５％ꎬ
１０％ꎬ １５％ꎬ ２０％ꎬ ２５％ꎬ ３０％ꎬ ３５％ ＰＥＧꎬ ａｎｄ ａ~ ｈ ｉｓ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ｓｉ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ｕｍ.

图 １　 菌株 ＸＮＴ６－１ 在含不同浓度 ＰＥＧ 的
ＰＤＡ 平板上的生长情况

Ｆｉｇ.１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ｆｕｎｇａｌ ＸＮＴ６－１ ｏｎ ＰＤＡ ｐｌａｔｅ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ＥＧ

２.３.４ 　 接菌对幼苗抗氧化酶活性的影响 　 由图 ７
可知ꎬ随着干旱胁迫程度的增加ꎬ小麦叶片中的各

抗氧化酶活性均有不同程度提高ꎬ正常浇水条件下

接菌与否对小麦叶片中的各抗氧化酶活性均无显

著影响ꎮ 在轻度干旱条件下ꎬ与未接菌相比ꎬ接菌

后小麦叶片中的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和过氧化物

酶(ＰＯＤ)活性分别降低了 ７.４％和 １４.６％ꎬ过氧化氢酶

　 　 注:Ａ:固氮ꎻＢ:溶磷ꎻＣ:解磷ꎻＤ:产铁载体ꎻＥ:解钾ꎻＦ:产淀粉

酶ꎻＧ:产蛋白酶ꎻＩ:产脂酶ꎮ
Ｎｏｔｅ: Ａ: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ｉｘａｔｉｏｎꎻ Ｂ: Ｄｉｓｓｏｌｖｉｎｇ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ꎻ Ｃ: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ꎻＤ:Ｉｒ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ｃａｒｒｉｅｒꎻＥ:Ｒｅｌｅａｓｅ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ꎻ
Ｆ:Ａｍｙｌａｓ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ꎻＧ:Ｐｒｏｔｅａｓ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ꎻＩ:Ｌｉｐａｓ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图 ２　 菌株 ＸＮＴ６－１ 的促生能力检测

Ｆｉｇ.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ｆｕｎｇａｌ ＸＮＴ６－１

图 ４　 接菌对幼苗生长表型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

表 １　 接菌对幼苗茎粗、鲜质量、干质量、株高和根长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ｔｅｍ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ꎬ ｆｒｅｓｈ ｍａｓｓꎬ ｄｒｙ ｍａｓｓꎬ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ｒｏｏｔ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水分处理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茎粗
Ｓｔｅｍ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 ｍｍ

株高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 ｃｍ

根长
Ｒｏｏｔ ｌｅｎｇｔｈ / ｃｍ

鲜质量
Ｆｒｅｓｈ ｍａｓｓ / ｇ

干质量
Ｄｒｙ ｍａｓｓ / ｇ

ＣＫ

正常浇水 Ｎｏｒｍａｌ ｗａｔｅｒｉｎｇ １.３０±０.１７ａ ２８.３０±２.８４ａｂ １４.４０±１.１２ａ ０.３０±０.０２ａｂ ０.０３８±０.００３ａ
轻度干旱 Ｍｉｌｄ ｄｒｏｕｇｈｔ １.０６±０.１５ｂｃ ２７.２０±２.０９ａｂ １２.９８±１.００ａｂ ０.２９±０.０３ａｂ ０.０３２±０.００２ａｂｃ

中度干旱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ｄｒｏｕｇｈｔ ０.９３±０.１８ｃ ２１.５０±２.６８ｃｄ １０.３３±１.２１ｃｄ ０.２２±０.０１ｂｃ ０.０２５±０.００３ｂｃ
重度干旱 Ｓｅｖｅｒｅ ｄｒｏｕｇｈｔ ０.９５±０.０６ｃ １７.８８±１.９９ｅ ８.５８±０.８３ｄ ０.１５±０.０１ｄ ０.０１７±０.００３ｄ

接菌组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正常浇水 Ｎｏｒｍａｌ ｗａｔｅｒｉｎｇ １.３３±０.１３ａ ２９.８５±１.５２ａ １４.００±０.７５ａｂ ０.３２±０.０１ａ　 ０.０３７±０.００３ａ
轻度干旱 Ｍｉｌｄ ｄｒｏｕｇｈｔ １.１１±０.１３ｂ ２７.８８±１.７０ａｂ １４.４８±１.３１ａ ０.２８±０.０３ａｂ ０.０３３±０.００１ａｂ

中度干旱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ｄｒｏｕｇｈｔ ０.９９±０.１２ｂｃ ２５.７０±１.９４ｂｃｄ １２.７３±０.５３ｂｃ ０.２６±０.０３ａｂｃ ０.０２９±０.００２ｂｃ
重度干旱 Ｓｅｖｅｒｅ ｄｒｏｕｇｈｔ ０.９８±０.０６ｂｃ ２３.６８±２.７２ｄ １１.７８±１.０５ｂｃ ０.２１±０.０１ｃ ０.０２５±０.００２ｃ

　 　 注:表中数值为平均值±标准差ꎬ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ꎮ
Ｎｏｔ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 ａｒｅ ｍｅａ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Ｐ<０.０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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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接菌对幼苗叶绿素 ａ、ｂ 和总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ａꎬ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ｂꎬ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ｉｎ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图 ６　 接菌对幼苗可溶性糖、可溶性蛋白、脯氨酸、丙二醛(ＭＤＡ)含量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ｓｕｇａｒꎬ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ꎬ ｐｒｏ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ｍａｌｏｎｄｉ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ＭＤＡ ｉｎ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图 ７　 接菌对幼苗抗氧化酶活性的影响

Ｆｉｇ.７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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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Ｔ)活性升高了 ４４.４％ꎮ 在中度干旱条件下ꎬ与
未接菌相比ꎬ接菌后小麦叶片中的 ＳＯＤ 和 ＣＡＴ 活

性分别增加了 １８.６％和 １３５.５％ꎬＰＯＤ 活性降低了

４１.９％ꎮ 在重度干旱条件下ꎬ与未接菌相比ꎬ接菌后

小麦叶片中的 ＳＯＤ 和 ＣＡＴ 活性分别提高了 １７.９％
和 １１９.３％ꎬＰＯＤ 降低了 ５２.９％ꎮ 这些结果表明ꎬ干
旱胁迫下ꎬ植物体内抗氧化酶活性可以不同程度地

提高ꎬ从而提高植株的抗逆性ꎮ

３　 讨　 论

植物促生菌通过固定大气中的游离氮转化为

铵态氮[１８]、溶解土壤中的难溶性矿物质[１９] 等多种

机制促进植物生长并提高其抗逆性ꎬ尤其在干旱等

胁迫条件下展现出显著的促生效应ꎮ 此外ꎬＰＧＰＲ
通过产铁载体帮助植物吸收铁元素ꎬ进而提高叶绿

素合成ꎬ改善光合作用效率ꎬ增强植物的抗逆能

力[２０]ꎮ 本研究发现ꎬ菌株 ＸＮＴ６－１ 表现出包括产铁

载体等多重促生潜力ꎬ这些功能有助于改善植物的

生长环境ꎮ 同时ꎬＸＮＴ６－１ 在高浓度 ＰＥＧ 胁迫下仍

保持生长ꎬ表明其具有较强的耐旱潜力ꎮ 结合本研

究结果ꎬＸＮＴ６－１ 可能通过促进根系发育来提高植

物在干旱条件下的适应能力ꎮ 此外ꎬＸＮＴ６－１ 能够

分泌降解纤维素、蛋白质等多种酶ꎬ有助于促进土

壤有机质循环进而为植物提供营养物质[２１－２３]ꎮ 以

上试验结果表明ꎬ菌株 ＸＮＴ６－１ 对于提高植物在干

旱条件下的适应能力具有进一步应用价值ꎮ
干旱胁迫通常会导致种子在萌发阶段的水分

吸收困难ꎬ主要是因为种子外部渗透压较高ꎬ水分

难以进入种子[２４]ꎬＰＧＰＲ 通过促进植物根系的发育

及增强植物对水分的吸收利用能力ꎬ缓解由水分缺

乏带来的负面影响[２５]ꎮ 在本研究中ꎬ我们发现 ５％
ＰＥＧ－ ６０００ 对种子萌发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ꎬ而
１０％ ＰＥＧ－６０００ 处理对种子萌发产生了显著影响ꎮ
这一结果说明ꎬＰＥＧ－６０００ 浓度的变化能够有效模

拟不同强度的干旱胁迫环境ꎬ５％ ＰＥＧ－６０００ 模拟的

干旱胁迫强度较弱ꎬ尚不足以显著抑制种子萌发ꎮ
而 １０％ ＰＥＧ－６０００ 浓度适中ꎬ可能是研究种子活力

的适宜胁迫条件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ＸＮＴ６－１ 在种子

水分充足时的作用较为有限ꎬ这可能是由于适宜的

环境使得菌丝体在种子表面过多聚集ꎬ影响了种子

的萌发效率ꎬ但在水分匮乏时ꎬ其促进作用则显现

出来ꎮ ＸＮＴ６－１ 浸种萌发后ꎬ幼苗根长较未浸种显

著增加(Ｐ<０.０５)ꎬ对应地ꎬ幼苗叶长、鲜质量和干质

量等方面也显著增加(Ｐ<０.０５)ꎮ 这一现象表明ꎬ在
水分缺乏的压力下 ＸＮＴ６－１ 可能是通过促进根系伸

展以增强种子水分获取能力ꎬ帮助其更好地适应

环境ꎮ
植物在各生育时期遭遇干旱胁迫都会影响其

生长发育ꎬ幼苗期最为敏感[２６]ꎮ 在本试验中ꎬ中度

及重度干旱胁迫下小麦幼苗生长明显受到抑制ꎬ生
长表型及各生长指标较正常浇水显著弱化ꎬ而轻度

干旱下小麦较正常浇水表型变化相对较小ꎮ 这可

能是轻度干旱胁迫对小麦幼苗的伤害较小ꎬ使得其

能够通过根的延长来保证地上部分的生长ꎮ 干旱

胁迫特别是中度及重度胁迫下ꎬ在土壤中接种

ＸＮＴ６－１ 后ꎬ小麦幼苗的株高、根长等较对照组均显

著提高ꎬ即菌株 ＸＮＴ６－１ 能够促进干旱胁迫下小麦

幼苗的生长ꎮ 叶绿素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主要

色素[２７]ꎬ参与光能的吸收、传递及转换过程ꎮ 在 ３
种干旱胁迫水平下接种 ＸＮＴ６－１ꎬ小麦幼苗叶绿素

ａ、叶绿素 ｂ 以及总叶绿素含量较未接菌处理均显著

提升ꎬ植株叶片持绿性有所提升ꎬ其原因可能是

ＸＮＴ６－１ 具有产铁载体能力ꎬ能够帮助植物吸收铁

元素ꎬ增加铁的溶解性ꎬ提高植物代谢活力ꎮ 已有

的报道显示ꎬ在干旱胁迫条件下ꎬＰＧＰＲ 可以影响宿

主植物体内脯氨酸等渗透调节物质的积累[２８－２９]ꎮ
本试验结果表明ꎬ随着干旱胁迫程度加重ꎬ无论是

否接菌ꎬ植株中渗透物质含量都呈现上升的趋势ꎬ
说明干旱胁迫程度与植物体内渗透物质含量密切

相关ꎮ 在中度胁迫下ꎬＸＮＴ６－１ 主要通过提高可溶

性糖含量抵御其对植物的伤害ꎬ而在重度胁迫下

ＸＮＴ６－１ 主要通过提高可溶性蛋白以及脯氨酸含量

来减轻伤害ꎮ 植物体内活性氧产生与清除在正常

情况下处于相对平衡状态ꎬ而在干旱胁迫时该平衡

状态遭到破坏[３０]ꎬ这严重影响了植物的生长发育ꎮ
本试验中ꎬ也得到与前人基本相同的结论:未接菌

幼苗体内抗氧化酶活性低于 ＰＧＰＲ 处理后植株体内

酶活性ꎮ 不同的是ꎬ接菌组幼苗体内仅 ＳＯＤ 和 ＣＡＴ
活性高于未接菌组ꎬＰＯＤ 含量却低于未接菌组ꎮ 这

可能是因为菌株 ＸＮＴ６－１ 主要通过增强植物体 ＳＯＤ
和 ＣＡＴ 这两种酶的表达来诱导其产生更高的防御

性ꎮ 综上可知ꎬ干旱胁迫的严重程度会直接影响小

麦的生长情况ꎬ胁迫程度越高则小麦的生长情况越

差ꎬ而 ＰＧＰＲ 菌株 ＸＮＴ６－１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

干旱胁迫给植物带来的伤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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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在不同浓度 ＰＥＧ－６０００ 模拟干旱情况下ꎬＸＮＴ６
－１ 表现出良好耐旱能力ꎬ且该菌株具有产铁载体、
淀粉酶、蛋白酶及脂酶等促生潜力ꎮ 在一定程度的

模拟干旱条件下ꎬ菌株 ＸＮＴ６－１ 浸种处理能够显著

增加小麦种子萌发后的叶长、根长、鲜质量和干质

量ꎮ 通过称重法对盆栽试验的土壤含水量进行控

制ꎬ发现促生菌 ＸＮＴ６－１ 的应用能够通过提高小麦

叶片叶绿素含量、渗透物质含量以及抗氧化酶活性

进而提高小麦幼苗抗旱能力ꎮ 因此ꎬ本研究中的促

生菌 ＸＮＴ６－１ 作为有潜力的菌种资源ꎬ有望在农业

生产中发挥重要的抗逆作用ꎮ

参 考 文 献:
[１]　 ＺＨＩ Ｊ Ｊꎬ ＺＥＮＧ Ｊꎬ ＷＡＮＧ Ｙ Ｑꎬ ｅｔ ａｌ. Ａ ｍｕｌｔｉ￣ｏｍ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ｗｈｅａｔ

ｓｅｅｄ ｔｉｓｓｕｅｓ ｆｏｒ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Ｊ].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Ｄａｔａꎬ ２０２３ꎬ １０(１): ２６９.

[２]　 ＨＵＲＡ Ｔ. Ｗ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ｂａｒｌｅｙ: ａｃｃｌｉ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ｂｉｏｔｉｃ ａｎｄ ｂｉｏｔｉｃ ｓｔｒｅｓｓ

[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２０ꎬ ２１(１９): ７４２３.

[３] 　 ＥＭＲＡＮ Ｍꎬ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Ｏ Ｍꎬ ＷＡＬＩ Ａ Ｍꎬ 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ｓｏｉ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ꎬ ｗｈｅａｔ ｃｒｏｐ ｙｉｅｌｄꎬ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Ｊ]. Ｐｌａｎｔｓꎬ ２０２４ꎬ １３(１１): １４６２.

[４]　 ＲＹＵ Ｍꎬ ＭＩＳＨＲＡ Ｒ Ｃꎬ ＪＥＯＮ Ｊꎬ ｅｔ ａｌ. Ｄｒｏｕｇｈｔ￣ｉｎｄｕｃｅｄ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Ｃｅｎａｎｇｉｕｍ ｆｅｒｒｕｇｉｎｏｓｕｍ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ｅｎａｎｇｉｕｍ￣

ｄｉｅｂａｃｋ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Ｐｉｎｕｓ ｋｏｒａｉｅｎｓｉｓ[Ｊ].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ｓꎬ ２０１８ꎬ ８

(１): １６３６８.

[５]　 ＫＡＮＹＥＮＪＩ Ｇ Ｍꎬ ＯＬＵＯＣＨ￣ＫＯＳＵＲＡ Ｗꎬ ＯＮＹＡＮＧＯ Ｃ Ｍ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ｉｎ ｓｍａｌｌｈｏｌｄｅｒ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ｏｉ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Ｋｅｎｙａ[Ｊ]. Ｈｅｌｉｙｏｎꎬ ２０２０ꎬ

６(３): ｅ０３２２６.

[６]　 山仑. 我国旱地农业发展中的几个问题[Ｊ].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ꎬ

２０２３ꎬ ４１(３): ２￣４.

ＳＨＡＮ 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ｄｒｙｌ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Ａｇｒｉ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ｉｄ Ａｒｅａｓꎬ ２０２３ꎬ ４１(３): ２￣４.

[７]　 ＳＡＬＬＡＭ Ａꎬ ＡＬＱＵＤＡＨ Ａ Ｍꎬ ＤＡＷＯＯＤ Ｍ Ｆ Ａꎬ ｅｔ ａｌ.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ｗ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ｂａｒｌｅｙ: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ꎬ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１９ꎬ ２０(１３): ３１３７.

[８]　 葛晓兰ꎬ 杜久军ꎬ 张磊ꎬ 等. 胡杨 ＰｅＥＲＦ１ 基因提高转基因银腺杨

８４Ｋ 耐旱性研究[Ｊ]. 林业科学研究ꎬ ２０２３ꎬ ３６(５): ８３￣９０.

ＧＥ Ｘ Ｌꎬ ＤＵ Ｊ Ｊꎬ ＺＨＡＮＧ Ｌꎬ 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ｅＥＲＦ１ 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ｉｃ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ａｌｂａ ×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ｇｌａｎｄｕｌｏｓａ '８４Ｋ'[Ｊ].

Ｆｏｒｅｓ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２３ꎬ ３６(５): ８３￣９０.

[９]　 李龙ꎬ 毛新国ꎬ 王景一ꎬ 等. 小麦抗旱性研究进展与展望[Ｊ]. 干旱

地区农业研究ꎬ ２０２３ꎬ ４１(３): １１￣２０.

ＬＩ Ｌꎬ ＭＡＯ Ｘ Ｇꎬ ＷＡＮＧ Ｊ Ｙ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ｗｈｅａ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Ｊ].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ｉｄ

Ａｒｅａｓꎬ ２０２３ꎬ ４１(３): １１￣２０.

[１０]　 马莹ꎬ 曹梦圆ꎬ 石孝均ꎬ 等. 植物促生菌的功能及在可持续农业

中的应用[Ｊ]. 土壤学报ꎬ ２０２３ꎬ ６０(６): １５５５￣１５６８.

ＭＡ Ｙꎬ ＣＡＯ Ｍ Ｙꎬ ＳＨＩ Ｘ Ｊꎬ ｅｔ 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ｐｒｏｍｏ￣

ｔｉｎｇ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Ｊ]. Ａｃｔａ

Ｐｅｄ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ꎬ ２０２３ꎬ ６０(６): １５５５￣１５６８.

[１１]　 周益帆ꎬ 白寅霜ꎬ 岳童ꎬ 等. 植物根际促生菌促生特性研究进展

[Ｊ]. 微生物学通报ꎬ ２０２３ꎬ ５０(２): ６４４￣６６６.

ＺＨＯＵ Ｙ Ｆꎬ ＢＡＩ Ｙ Ｓꎬ ＹＵＥ Ｔ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ｒｈｉｚ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Ｊ].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Ｒｅａｄｉｎｇꎬ Ｅｎｇｌａｎｄ)ꎬ ２０２３ꎬ ５０(２): ６４４￣６６６.

[１２]　 ＺＨＵ Ｙ Ｘꎬ ＷＡＮＧ Ｙꎬ ＨＥ Ｘ Ｌꎬ ｅｔ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ｒｈｉ￣

ｚ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ａ ｇｏｏ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ｆｏｒ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ｐｈｙｔｏ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Ｊ].

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ꎬ ２０２３ꎬ ３３８: １３９４７５.

[１３]　 温宏伟ꎬ 杨斌ꎬ 王东胜. 植物根际促生菌促进小麦生长及提高其

抗旱性的研究进展[Ｊ]. 核农学报ꎬ ２０２１ꎬ ３５(９): ２１９４￣２２０３.

ＷＥＮ Ｈ Ｗꎬ ＹＡＮＧ Ｂꎬ ＷＡＮＧ Ｄ 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ｗｈｅａｔ ｂｙ ｐｌａ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ｒｈｉ￣

ｚ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２１ꎬ ３５

(９): ２１９４￣２２０３.

[１４]　 刘燕霞ꎬ 龙俊萌ꎬ 王静茹ꎬ 等. 五种漠境深色有隔内生真菌对小

麦促生抗旱效应研究[Ｊ]. 中国科学(生命科学)ꎬ ２０２１ꎬ ５１(９):

１３３９￣１３４９.

ＬＩＵ Ｙ Ｘꎬ ＬＯＮＧ Ｊ Ｍꎬ ＷＡＮＧ Ｊ Ｒ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ｉｖｅ ｄａｒｋ ｓｅｐｔａｔｅ

ｅｎｄｏｐｈｙｔｅｓ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ｄｅｓｅｒｔｓ ｏｎ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ｗｈｅａｔ ｕｎｄｅｒ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ｔｒｅｓｓ[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ｅｒｉｅｓ Ｃ)ꎬ ２０２１ꎬ ５１(９): １３３９￣１３４９.

[１５]　 司春灿ꎬ 林英ꎬ 尚天玉. 油茶根际促生菌的筛选与促生特性[Ｊ].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ꎬ ２０２４ꎬ ４４(４): ２８￣３５.

ＳＩ Ｃ Ｃꎬ ＬＩＮ Ｙꎬ ＳＨＡＮＧ Ｔ Ｙ.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ｈｉｚ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ｏｆ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 Ａｂｅｌ[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２４ꎬ ４４(４):

２８￣３５.

[１６]　 杨红梅ꎬ 殷亚兰ꎬ 史应武ꎬ 等. ２株耐热真菌的分离鉴定及其产酶

活性研究[Ｊ]. 新疆农业科学ꎬ ２０１７ꎬ ５４(７): １２７８￣１２８３.

ＹＡＮＧ Ｈ Ｍꎬ ＹＩＮ Ｙ Ｌꎬ ＳＨＩ Ｙ Ｗꎬ ｅｔ ａｌ.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ꎬ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ｗｏ ｔｈｅｒｍｏｔｏｌｅｒａｎｔ ｆｕｎｇｉ[Ｊ].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１７ꎬ ５４(７): １２７８￣１２８３.

[１７]　 邹琦. 植物生理学实验指导[Ｍ].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ꎬ ２０００:

６２￣１７４.

ＺＯＵ 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０: ６２￣１７４.

[１８]　 董萌ꎬ 施龙清ꎬ 解振兴ꎬ 等. 水稻根系内生固氮菌的分离鉴定及

其促生作用研究[Ｊ].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ꎬ

２０２３ꎬ ５１(１): ３１￣３９.

ＤＯＮＧ Ｍꎬ ＳＨＩ Ｌ Ｑꎬ ＸＩＥ Ｚ Ｘꎬ ｅｔ ａｌ.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ꎬ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ｄｏｐｈｙｔｉｃ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ｉｘｉｎｇ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ｆｒｏｍ ｒｉｃｅ ｒｏｏｔ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Ａ＆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２０２３ꎬ ５１(１): ３１￣３９.

[１９]　 ＬＩ Ｈ Ｐꎬ ＨＡＮ Ｑ Ｑꎬ ＬＩＵ Ｑ Ｍꎬ ｅｔ ａｌ. Ｒｏｌｅｓ ｏｆ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ｓｏｌｕｂｉｌｉｚｉｎｇ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ｉｎ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ｓｏｉｌ ｌｅｇａｃｙ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Ｊ]. Ｍｉｃｒｏｂｉ￣

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２３ꎬ ２７２: １２７３７５.

[２０]　 李玉霞ꎬ 宋柳霆ꎬ 张雅琴ꎬ 等. 铁载体在环境污染与资源利用中

的应用研究进展[ Ｊ]. 地球科学与环境学报ꎬ ２０２３ꎬ ４５(６):

３９第 ２ 期　 　 　 　 　 　 　 　 崔天娇等:小麦根际促生菌 ＸＮＴ６－１ 提高小麦抗旱性研究



１３３０￣１３４０.

ＬＩ Ｙ Ｘꎬ ＳＯＮＧ Ｌ Ｔꎬ ＺＨＡＮＧ Ｙ Ｑ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ｄｅｒｏｐｈｏｒｅｓ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ａｒｃ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２０２３ꎬ ４５ ( ６ ):

１３３０￣１３４０.

[２１]　 木尼热木阿力木江ꎬ 楚敏ꎬ 唐琦勇ꎬ 等. 辐射污染区盐爪爪根

际可培养细菌群落组成及功能特性[Ｊ]. 微生物学通报ꎬ ２０１８ꎬ ４５

(７): １４１６￣１４２５.

ＡＬＩＭＵＪＩＡＮＧ Ｍꎬ ＣＨＵ Ｍꎬ ＴＡＮＧ Ｑ Ｙꎬ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ｒｈｉｚｏｓｐｈｅｒｅ ｏｆ Ｋａｌｉｄｉｕｍ ｆｏｌｉａｔｕ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ｌｕｔｅｄ ａｒｅａ[Ｊ].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Ｒｅａｄｉｎｇꎬ Ｅｎｇｌａｎｄ)ꎬ ２０１８ꎬ ４５(７): １４１６￣１４２５.

[２２]　 胡荣ꎬ 方琳琳ꎬ 付朦ꎬ 等. 淀粉酶高产菌的筛选、鉴定、诱变及生产

优化[Ｊ].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ꎬ ２０１９ꎬ ４３(５):

４９６￣５００.

ＨＵ Ｒꎬ ＦＡＮＧ Ｌ Ｌꎬ ＦＵ Ｍ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ꎬ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ꎬｍｕｔａ￣

ｇｅｎ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ｗｉｔｈ ａ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ｙｌａｓｅ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９ꎬ ４３(５): ４９６￣５００.

[２３]　 冉松. 产木质纤维素酶菌株的筛选应用及机理研究[Ｄ]. 株洲: 湖

南工业大学ꎬ ２０２３.

ＲＡＮ 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ｌｉｇｎｏｃｅｌｌｕｌｏｌｙｔｉｃ ｅｎ￣

ｚｙｍｅ￣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ｓｔｒａｉｎｓ [ Ｄ ]. Ｚｈｕｚｈｏｕ: Ｈｕ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２３.

[２４]　 韦鑫ꎬ 韦兴迪ꎬ 丁磊磊ꎬ 等. 高产铁载体菌对重金属胁迫下牧草

种子萌发的影响[Ｊ]. 种子ꎬ ２０２３ꎬ ４２(１１): １６￣２２ꎬ ２９.

ＷＥＩ Ｘꎬ ＷＥＩ Ｘ Ｄꎬ ＤＩＮＧ Ｌ Ｌ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ｉｄｅｒｏｐｈｏ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ｏｎ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ａｇｅ ｓｅｅｄｓ ｕｎｄｅｒ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Ｊ]. Ｓｅｅｄꎬ ２０２３ꎬ ４２(１１): １６￣２２ꎬ ２９.

[２５]　 ＤＩＥＴＺ Ｋ Ｊꎬ ＺÖＲＢ Ｃꎬ ＧＥＩＬＦＵＳ Ｃ Ｍ.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ｃｒｏｐ ｙｉｅｌｄ[Ｊ].

Ｐｌａｎｔ Ｂｉ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２１ꎬ ２３(６): ８８１￣８９３.

[２６]　 彭亮ꎬ 杨冰月ꎬ 张岗ꎬ 等. 干旱胁迫对远志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

和生理特性的影响[Ｊ]. 西北植物学报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８(４): ７４１￣７４９.

ＰＥＮＧ Ｌꎬ ＹＡＮＧ Ｂ Ｙꎬ ＺＨＡＮＧ Ｇꎬ ｅｔ ａｌ. Ｓｅｅｄ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ｅｄ￣

ｌｉｎｇ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ｏｌｙｇａｌａ ｔｅｎｕｉｆｏｌｉａ ｗｉｌｌｄ.

ｕｎｄｅｒ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ｔｒｅｓｓ[Ｊ].Ａｃｔａ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 Ｂｏｒｅａｌｉ￣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ｉａ Ｓｉｎｉｃａ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８(４): ７４１￣７４９.

[２７]　 ＢＡＮＵ Ｓꎬ ＹＡＤＡＶ Ｐ Ｐ.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ｔｈｅ ｕｂｉｑｕｉｔｏｕｓ ｐｈｏｔｏｃａｔａｌｙｓｔ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ｓ ａｎ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ｔｏｃａｔａｌｙｓｔ 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ｓｙｎｔｈｅｓｅｓ[Ｊ]. Ｏｒｇａｎｉｃ ＆ Ｂｉｏ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ꎬ ２０２２ꎬ ２０(４４):

８５８４￣８５９８.

[２８]　 ＹＡＮＧ Ｔꎬ ＭＡ Ｓꎬ ＤＡＩ Ｃ Ｃ.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ｄｅｇｒｅ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 ｆｕｎｇａｌ ｅｎｄｏｐｈｙｔｅ ｏｎ Ａｔｒａｃｔｙｌｏｄｅｓ ｌａｎｃｅ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４ꎬ １１７(５): １４３５￣１４４９.

[２９]　 李安ꎬ 舒健虹ꎬ 刘晓霞ꎬ 等. 干旱胁迫下枯草芽孢杆菌对玉米苗

期叶片的生理生化调节[Ｊ]. 西北农业学报ꎬ ２０２３ꎬ ３２(１２):

１９６４￣１９７７.

ＬＩ Ａꎬ ＳＨＵ Ｊ Ｈꎬ ＬＩＵ Ｘ Ｘꎬ ｅｔ ａｌ.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ｒｅｇｕ￣

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ｓｕｂｔｉｌｉｓ ｓｐｏｒｅｓ ｏｎ ｌｅａｖｅｓ ａｔ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ｍａｉｚ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ｔｒｅｓｓ [ Ｊ ]. Ａｃｔ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ｅ Ｂｏｒｅａｌｉ￣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ｉｓ

Ｓｉｎｉｃａꎬ ２０２３ꎬ ３２(１２): １９６４￣１９７７.

[３０]　 刘燕ꎬ 张凌楠ꎬ 刘晓宏ꎬ 等. 干旱胁迫植物个体生理响应及其生

态模型预测研究进展[Ｊ]. 生态学报ꎬ ２０２３ꎬ ４３(２４): １００４２￣１００５３.

ＬＩＵ Ｙꎬ ＺＨＡＮＧ Ｌ Ｎꎬ ＬＩＵ Ｘ Ｈ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ｉ￣

ｖｉｄｕ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ｔｒｅｓｓ [ Ｊ].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ꎬ ２０２３ꎬ ４３ (２４):

１００４２￣１００５３.



(上接第 ５３ 页)

[２６]　 ＡＬＢＡＳＳＡＭ Ｂ Ａ.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ａｒｌ ｍｉｌｌｅｔ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ｓｏｄｉｕｍ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ｓｔｒｅｓｓ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１ꎬ ２４(９): １３２５￣１３３５.

[２７]　 ＦＬＯＲＥＳ Ｐꎬ ＣＡＲＶＡＪＡＬ Ｍꎬ ＣＥＲＤÁ Ａꎬ ｅｔ ａｌ.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ｍｍｏｎｉ￣
ｕｍ/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ｏｍａｔｏ ｐｌａ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ａｎｄ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ｔｅ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１ꎬ ２４ ( １０ ):
１５６１￣１５７３.

[２８] 　 ＶＩＬＬＡ￣ＣＡＳＴＯＲＥＮＡ Ｍꎬ ＵＬＥＲＹ Ａ Ｌꎬ ＣＡＴＡＬÁＮ￣ＶＡＬＥＮＣＩＡ Ｅ
Ａꎬ ｅｔ ａｌ.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ｒａｔ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Ｃｈｉｌｅ ｐｅｐｐ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 Ｊ]. Ｓｏｉ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２００３ꎬ ６７(６): １７８１￣１７８９.

[２９]　 ＦＡＲＯＯＱ Ｍꎬ ＨＵＳＳＡＩＮ Ｍꎬ ＷＡＫＥＥＬ Ａꎬ ｅｔ ａｌ. Ｓａｌ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ｍａｉｚ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ꎬ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ꎬ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 ｒｅｖｉｅｗ[Ｊ]. Ａｇ￣
ｒｏｎｏｍｙ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２０１５ꎬ ３５(２): ４６１￣４８１.

[３０]　 ＪＡＮ Ａ Ｕꎬ ＨＡＤＩ ＦꎬＭＩＤＲＡＲＵＬＬＡＨꎬ ｅｔ ａｌ.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ａｎｄ ｚｉｎｃ 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ｔｏ ｓａｌ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ｗｈｅａｔ (Ｔｒｉｔｉｃｕｍ ａｅｓｔｉｖｕｍ Ｌ.)[Ｊ].
Ｐｌａｎｔ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ꎬ ２０１７ꎬ １１６: １３９￣１４９.

[３１]　 ＬＩＵ Ｊ Ｆꎬ ＺＨＡＮＧ Ｓ Ｌꎬ ＴＡＮＧ Ｈ Ｌꎬ ｅｔ ａｌ. 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ａｅｌｕ￣

ｒｏｐｕｓｌｉｔｔｏｒａｌｉｓ Ｐａｒｌ.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 ｇｅｎｅꎬ ＡｌＨＡＫ１ꎬ ｉｎ ｃｏｔｔｏ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ｕｐ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ｓａｌｔ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Ｊ]. Ｅｕｐｈｙｔｉｃａꎬ ２０１５ꎬ
２０３(１): １９７￣２０９.

[３２]　 ＳＨＥＮＫＥＲ Ｍꎬ ＢＥＮ Ｇ Ａꎬ ＳＨＡＮＩ Ｕ. Ｓｗｅｅｔ ｃｏｒ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ｅｓ[Ｊ].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ｉｌꎬ ２００３ꎬ ２５６(１): １３９￣１４７.

[３３]　 ＪＩＡ Ｊꎬ ＨＵＡＮＧ Ｃꎬ ＢＡＩ Ｊ Ｈ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ｓａｌｔ ｓｔｒｅｓｓｅｓ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ｕｈａｌｏｐｈｙｔｅ Ｓｕａｅｄａ ｓａｌｓａ ｉｎ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ｅｔ￣
ｌａｎｄｓ[Ｊ].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ꎬ Ｐａｒｔｓ Ａ / Ｂ / Ｃꎬ ２０１８ꎬ
１０３: ６８￣７４.

[３４]　 张允昔ꎬ 陈宜ꎬ 崔爱花ꎬ 等. 不同施氮量对棉花产量和氮肥利用

率的影响[Ｊ]. 江西农业大学学报ꎬ ２０１４ꎬ (６): １２０２￣１２０６.
ＺＨＡＮＧ

Ｙ Ｘꎬ ＣＨＥＮ Ｙꎬ ＣＵＩ Ａ Ｈ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ｏｎ ｃｏｔｔｏｎ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Ｊ]. Ａｃｔ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ｔｉｓ Ｊｉａｎｇｘｉｅｎｓｉ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４ꎬ (６): １２０２￣１２０６.

４９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　 　 　 　 　 　 　 　 　 　 　 　 　 　 　 　 第 ４３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