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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基因型在组织培养条件下对 NaC1耐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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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3个大豆基因型为材料，以固体培养基中大豆出苗率、苗高和下胚轴长度为指标，研究大 

豆对 NaC1的耐受性 。结果表明，大豆不同基 因型对 NaC1的耐受性不同，东农 46对 NaC1的耐受 

性较差。在 3个苗期性状中，以苗高和下胚轴长度对NaC[的耐受性较差，当在培养基中加入35～ 

65 mmol／L NaC1时大豆的苗高和下胚轴长度的增加受到明显地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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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Glycine研“z L)是重要的油料作物 ，尽管 

当今农业技术已经有 了较大的发展，干旱 和土壤盐 

渍化仍然是制约作物生产最严重的因素之一 。据报 

道，世界上存在着约 占陆地面积 1／1O的盐渍土壤， 

并且多达一半的灌溉土地或多或少受到次生盐渍化 

和碱化的影响 ，严重地影 响着现代农业 的发展L1 J。 

随着分子生物学与基 因工程技术的发展 ，把抗逆基 

因转入大豆中将是提高 品种抗逆性 的有效途径之 
一

。 目前，在进行作物抗逆基因的遗传转化对转化 

后代进行筛选时，常在构建载体时带有一个抗性选 

择基因，对转化体用抗生素进行筛选。由于转化细 

胞对抗生素的解毒作用导致的交叉保护，高频率的 

未转化植株和嵌合休也通过了抗生素筛选，可能带 

来转基因逃逸L2 。同时，随着人们对转基因产品安 

全性的关注越来越多，在进行遗传转化时无抗生素 

筛选体系的利用显得越来越重要[：I]。柯玉琴等 

(2001) 在 组 织培 养条 件 下研 究 了水 稻苗 期对 

N．C1的耐性。本研究选用大豆 3个基因型，探讨在 

组织培养条件下大豆出苗率、苗高和下胚轴长度等 

性状对 NaC1耐受性 ，以期 为大豆抗逆 (耐盐)基 因 

遗传转化的直接选择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供试大豆基因型为东农 46、黑农 35和黑农 41， 

实验为完全随机设计，3～4次重复。NaCI设 6个 

浓 度 ，0、30、65、100、135 和 170mmol／L，其 中 

0mmol／L NaC1为对照。大豆种子经 HgC12消毒后 

接种于含有不同浓度 NaC1的 1／2MS培养基 中，二 

周后调查出苗数、苗高和下胚轴长度，计算出苗率， 

所有实验数据用 SPSS软件进行方差分析(发芽率 

分析前数据做反正弦转换)。 

2 结果与分析 

2．1 大 豆苗期 各性 状对 NaC1的耐 受性 及 方差 

分析 

大豆不同基因型出苗率、苗高和下胚轴长度对 

NaC1的耐受性分别见图 1、图2和图3。 

由图1可见大豆出苗率对 NaCI的耐受性因基 

因型的不同表现出差异。东农 46对 NaC1的耐受 

性较差，出苗率较低，并随着 NaC1浓度的升高，大 

豆出苗率有明显下降的趋势；而另外两个基因型黑 

农 35和黑农 41对 NaC1的耐受性较好 ，在 NaC1浓 

度为0～170 mmol／L时，出苗率变化不大，均在 

9O 以上。从图 2和图3可知大豆苗高和下胚轴长 

度对 NaCI的耐性较差，随着 NaC[浓度的升高，3个 

基因型大豆的苗高和下胚轴长度均呈明显下降，尤 

其在NaC1浓度为 35～135mmol／L时下降的幅度 

较大，近于直线下降。同时发现，当 NaC1的浓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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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1浓度间均达极显著的差异。可见，在培养基中 

加入 NaC1后，大豆苗高与下胚轴长度对 NaC1的耐 

受性较差，而出苗率对 NaC1的有一定的耐性。并 

罴联 且，因大豆基因型的不同对 NaCI的耐性存在差异。 

黑农 表 1 大豆基因型在不同浓度 NaCI下各性状的方差分析 

Table 1 Variance analysis of main agficttltural trains among 

0 3 5 65 100 1 3 5 170 genotypes of soybean under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NaCI 

N cI浓度(mmoUL) ——————————1 下 ———一  
Concentration ofNaCl 甘 田 I -g． 抽 * 暗 

图 1 大豆不同基因型出苗率对 NaCI的耐受性 

Fig．1 NaCI tolerance of soybean genotypes with 

different emergence rates 

暴 

营 

0 3 5 65 l00 l35 l70 

NaCI浓度(mmol／L) 
Concentration of NaCI 

图 2 大豆不同基因型苗高对 NaCI的耐受性 

Fig．2 NaCI tolerance of soybean genotypes with 

different seeding height 

0 35 65 l0O 13 5 170 

NaCI浓度(mmol／Ll 
Concentration of NaCI 

图 3 大豆不 同基 因型下胚轴长度对 NaCI的耐受性 

Fig 3 NaCI tolerance of soybean genotypes with 

different length of hypocotyls 

达 100 mmol／L时，3个基因型的下胚轴长度与苗 

高几乎相同，说明在 NaC1浓度较高时抑制了上胚 

轴的生长。 

对大豆不同基因型加入 NaCl后的出苗率、苗 

高和下胚轴长度的方差分析结果列于表 1。 

从表 1结果可知，3个基因型大豆培养在加入 

不同浓度的 NaC1的培养基中时，出苗率只有东农 

46达极显著差异，而黑农 35和黑农 41在不同浓度 

NaC1处理时的出苗率间皆未达显著差异。3个基 

因型大豆的苗高与下胚轴长度两个性状在不 同 

一 在 0．01水平达极显看差异 

2．2 大豆苗期各性状对不同浓度 NaC1的反应 

对大豆 3个基因型的出苗率、苗高和下胚轴长 

度方差分析达显著水平的性状进行差异显著性测 

验，结果列于表 2、表 3和表 4。 

从表 2可知，随着在培养基中加入 NaC1浓度 

的提高，东 农 46出苗率 呈下 降 的趋 势，35～ 

100mmol／L时与对照差异未达显著水平，当增加到 

135mmol／L以上时，则出苗率下降到 75 以下，并 

显著地低于对照。 

表 2 不同浓度 NaCI下东农 46出苗率的差异显著性测验 

Table 2 Significance test for emergence rate of 

Dongnong46 under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NaCI 

表 3中大豆苗高的差异显著性测验结果表明， 

东农 46对 NaC1的反应较敏感，当在培养基中加入 

35mmol／L时，苗高显著地低于对照，而黑农 35和 

黑农 41在 65mmol／L时才与对照存在显著差异。 

表 4结果表明，大豆下胚轴长度对 NaC1的耐 

受性也较差 ，NaC1浓度为 65mmol／L时对 3个基因 

型大豆的下胚轴长度的增加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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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浓度 NaCl下大豆苗高的差异显著性测验 

Table 3 Significance test for seeding height of soybean under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NaCI 

表 4 不同浓度 NaCI下大豆下胚轴长度的差异显著性测验 

Table 4 Significance test for length of hypoeotyls of soybean under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NaCI 

3 讨论 

3．1 大豆不同基因型对 NaC1耐受性 

本研究中3个大豆基因型对 NaC1的耐受性是 

不同的，以东农 46的耐受性较差。当在培养基中加 

入 NaC1时，对大豆出苗率、苗高和下胚轴长度等 3 

个苗期性状上均有显著地抑制作用。而黑农 35和 

黑农 4l在加入 170mmol／L的NaC1时出苗率没有 

降低，与对照间差异未达显著水平。此外，在苗高性 

状上，当东农 46加入 35mmol／L NaC1时就显著地 

降低了苗高，而黑农 35和黑农4l则在NaC1浓度增 

加到65mmol／L时苗高才与对照有显著地差异。大 

豆不同基因型对 NaC1的耐受性是不同的，这与水 

稻对 NaC1耐受性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s]。因此， 

在大豆耐盐遗传转化筛选时应注意到这一点。 

3．2 大豆苗期主要性状对 NaC1的耐受性 

大豆 3个苗期主要性状对 NaC1的耐受性也是 

不同的，以出苗率的耐受性较强。黑农 35和黑农 

4l在 NaC1浓度达 170mmol／I 时出苗率与对照间 

差异未在显著水平，而东农 46在 NaC1浓度为 0～ 

lOOmmol／L时出苗率间无显著差异，只有 NaC1浓 

度在 135mmol／L以上时，出苗率显著地低于对照。 

大豆的苗高和下胚轴长度对 NaC1的耐受性较差， 

在 NaC1浓度为35~65mmol／L时，3个大豆基因型 

的苗高和下胚轴长度均显著地低于对照。同时发现 

在 NaC1浓度为 65～100mmol／L时苗高与下胚轴 

长度几乎相同，即在此浓度时上胚轴基本不生长，说 

明增加 NaC1浓度时使苗高降低，主要是因为 NaC1 

抑制了上胚轴的生长，可参考以上胚轴长度作为耐 

盐遗传转化的筛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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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I TOLERANCE OF DIFFERENT GENOTYPES IN SOYBEAN 

UNDER TISSUE CULTURE 

Wang Ping Wang Gang Ji Jinga 

(1．Ocean School，Huaihai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 Bioengineering College。 

Technology，Lianyungang 222005； 

Tianjin University，Tianjin 300072) 

Abstract NaCI tolerance was researched by observing emergence rate，seedling height and length of hypo— 

cotyl under solid medium with three genotypes in soybean
．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difference 

in NaCI tolerance among the different genotypes of soybean
． Dongnong 46 was weak for NaCI tolerance． 

Among three characters of seedling stage，seedling height and length of hypocotyl showed to be more sen— 

sitive to NaCI．The increase of seedling height and length of hypocotyl was inhibited when the medium was 

added with 35～65 mmol／L NaCI． 

Key words Soybean；Genotype；NaCl tole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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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ANALYSIS OF SOYBEAN QUALITY BY NEAR 

INFRARED TRANSMITTANCE SPECTRoSCoPY 

Yao Xinmiao Zhang Ruiying Li Xiahui Cheng Aihua Zhang Xiaobo Gao Chunxia 

(Inspection and Testing Center For Quality of Cereals and Their Products， 

Ministry D Agriculture，Harbin 150086) 

Abstract Fo study the rapid analysis method for soybean quality，572 soybean variety samples were col— 

lecte~l from four provinces in Northeast China
． 
Soybean protein and oil content were analyzed bv near—in— 

trared tr{-Insmlttance speclroscopy withotIt destroying
． Calibration model were established with data from 

chemical analysis and absorbed spectrum of calibration samples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prediction re- 

sub s．Satisfied r 0．9757(protein)，0．9549(oil)and SEP 2
． 18(protein)，0．88(oil)were achieved．Re— 

suits showed that near—infrared transmittance spectrum techniques could be applied in soybean quality de— 

termlnatIon·generation selection in soybean breeding program and soybean quality classification
． Abun— 

dant samples an(i varieties applied in this research made the prediction model more practicable
． 

Ke) words Soybean；Near—infrared transmittance spectroscopy；Calibration；Pre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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