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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液与营养液配比对番茄幼苗生长 

和生理特性的影响 
李 或 ，蒋芳玲 ，刘明池 ，武占会 ，季延海 ，吴 震 

(1．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院，210095；2．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100097) 

摘要：以番茄朝研 269为试材，设 1：1、1：2 

和1：3共3个沼液与营养液配比，以单独浇施营养 

液为对照 (CK)，研究沼液与营养液配比对番茄幼 

苗生长和生理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在营养液中添 

加一定比例的沼液，植株的各项生长指标均明显优 

于对照；与对照相比，植株的MDA显著低于对照， 

叶绿素含量显著高于对照，SOD和POD活性与对照 

差异不显著。试验结果证明，在日本园试营养液配 

方的基础上添加一定比例沼液，有利于提高番茄幼 

苗的健壮度和生理活性，其中沼液与营养液配比为 

1：3的效果最好。 

关键词：沼液；营养液；番茄；幼苗；生长特性；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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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 (Lycopersicon esculentum Mil1．)是世界性 

蔬菜，也是我国设施栽培的主要蔬菜种类之一，在 

生产和消费中有重要作用。沼液中富含有机质、腐 

殖酸及作物生长所需的氮、磷、钾等无机营养元素， 

其中的生命活性物质有助于提高作物的抗逆性㈣ 。 

目前对于沼液用作肥料的效果评价多停留在直 

观观察上，缺乏可靠的理论数据。鉴于当前蔬菜生 

产中存在过多依赖化肥、有机肥使用量不足、土壤 

酸化板结、养分比例失调、病虫害加重等问题，为 

了提高光、热及土地资源利用效率，解决保护地生 

产中存在的上述问题，近年来许多地区推广了以沼 

气为纽带的 “四位一体”的立体能源生态农业模式。 

其中使用沼液作为蔬菜的肥料，收到了较好效果。 

但有关沼液在蔬菜育苗上的应用还少有报道，特别 

是在营养液中添加一定比例沼液，研究不同比例沼 

液对番茄幼苗生长和生理特性的影响还未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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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本试验通过施用按不同比例配制的沼液与营 

养液混合溶液，分析不同比例的沼液和营养液混合 

溶液对番茄生长和生理特性的影响，进而筛选出适 

宜的沼液添加比例，为沼液在番茄育苗中的应用提 

供理论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和处理 

试验在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院玻璃温室中进行。 

供试番茄品种为朝研269号，沼液由南京山田奶业公 

司提供，其沼液的理化特性 N．0．078％，P：0．026％， 

K：0．069％，EC：7004“s／cm，pH：8．03。营养液 

采用日本园试配方营养液。试验设以下处理：A：沼 

液原液与营养液比例为 1：1；B：沼液原液与营养 

液比例为 1：2；C：沼液原液与营养液比例为 1：3。 

以不加沼液的园试配方营养液为对照 (CK)，一共 

4个处理。每个处理重复3次，每个穴盘为1次重复， 

随机排列。育苗穴盘为50孔黑色聚乙烯塑料穴盘， 

育苗基质为泥炭、蛭石、珍珠岩，按2：l：1比例 

(体积比)配制的复合基质。番茄种子经常规浸种催 

芽后，选其萌发均匀的种子播于50孔穴盘中。在播 

种7 d(大部分种子出苗)后，浇施 1次沼液与营养 

液}昆合液，浇灌量为每个穴盘中每个穴孔浇施l0 mL， 

以后每7 d浇施 1次。待播种 14 d后，开始测定相 

关指标，每7 d测定 1次，一共测定 5次。 

1．2 测定指标和方法 

番茄幼苗的形态指标 (株高、茎粗、根长、苗 

重)按常规方法测量； 

叶绿素采用乙醇浸提法提取，利用公式计算番 

茄幼苗叶片叶绿素a(Chla)、叶绿素b(Chlb)、总叶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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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Chla+b)以及类胡萝 I、素(Car)的含量，并计算叶 

绿素 a／b(Chla／b)。 

丙二醛 (MDA)鲜质量含量，采用硫代巴比妥 

酸法测定 { 

SOD潘『生测定为鲜质量，采用氮蓝四唑(NBT) 

法测定； 

POD活性测定为鲜质量，采用愈创木酚法测定； 

每个处理3次重复，每重复选取长势一致的5株 

幼苗混合取样测定。 

1．3 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 

利用Excel2003对试验数据进行处理，利用 

SPSS16．0统计软件对获得的数据进行单因素F检验 

及多重比较。 

2 结果与分析 

2_1 沼液与营养液配比对番茄幼苗株高和茎粗的影响 

如表 1所示，在处理后的第7天时，C处理的株 

高值最大，为 5．9 cm，显著高于对照 (CK)和A、 

B 2个处理。在处理后的第 14天时，B、C株高显著 

高于对照和处理A。至第2l天，不同处理及对照之 

间均差异显著，以处理c最高，对照最低。至28 d 

和35 d，A、B、C 3个处理间株高差异不显著，但 

均显著高于对照。幼苗最高为23．5 cm(B)，最低为 

17．9 cm。 

在处理的第7天时，C处理的茎粗值最大，为 

1．70 mm，显著高于处理A和对照 (CK)。在处理的 

第 l4天时，也是C处理的茎粗显著高于A、B 2个 

处理和对照，但处理B、C也显著高于对照。至第 

28天，处理 A、B、C问的茎粗差异不显著，均显 

著高于对照。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随着浇施含有一定比例 

沼液的营养液次数的增加，番茄幼苗生长状态明显 

优于不加沼液的对照，表现为3个处理株高和茎粗 

值均大于对照。说明沼液对番茄幼苗生长有促进作 

用，而且随着浇施量的增加，效果逐渐显著。 

2-2 沼液与营养液配比对番茄幼苗根长和苗质量的 

影响 

从表2可见，在处理后第7天时，3个处理的根 

长均显著大于对照，但不同处理问差异不显著。从 

第 14天开始，不同处理问根长差异显著性不断增 

加，但均显著高于对照。至第35天，以处理C的根 

长最长，为20．3 ClTI，处理A的根长最短，为16．9 cm， 

各处理仍均显著高于对照 (I3．9 cm)。 

在处理的第7天时，B处理的幼苗鲜质量最大， 

显著高于对照和处理A与C。从第28天开始，不同 

处理问幼苗鲜质量差异不显著，均显著高于对照。 

第35天时，不同处理的幼苗鲜质量为6．70～6．85 g， 

对照仅为 2．86 g。 

上述结果表明，营养液中添加一定比例沼液， 

有利于促进幼苗根系生长和鲜质量的增加。 

2．3 沼液与营养液配比对番茄幼苗MDA含量~nn-I- 

绿素的影响 

从表3看出，浇施沼液营养液后，除处理后7 d 

外，其他不同处理幼苗的MDA含量均显著低于对 

表1 沼液与营养液配比对不同生长时期番茄幼苗株高和茎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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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说明在营养液中添加一定比例的沼液，可有效 

降低幼苗体内MDA的含量。但不同处理问差异不 

显著，说明不同沼液浓度对MDA含量没有显著影 

响。 

在营养液中添加沼液，可使番茄幼苗叶片叶绿 

素含量增加，而且浇施次数越多，秧苗叶绿素含量 

差异越显著。在处理后第7天，不同处理及对照间 

叶绿素含量差异不显著，到第 l4天，3个处理叶绿 

素含量显著高于对照，从第 28天开始，仅处理B、 

c的叶绿素含量高于对照，而处理A与对照差异不 

显著。说明番茄幼苗叶绿素含量与沼液浓度有关。 

2．4 沼液与营养液配比对番茄幼苗SOD~IPOD活 

性的影响 

由表4看出，在营养液中添加沼液对番茄幼苗 

SOD和POD活性没有产生规律性影响。在幼苗生 

长的多数时期，不同处理以及对照之间的SOD和 

POD活性没有显著差异。处理后幼苗不同生长阶 

段对照的SOD活性在 247～293 U／g·min之间； 

不同处理的幼苗在不同生长阶段，SOD活性最高 

为314U／g·min(处理 B在处理后第35 d)，最低 

为 254 U／g·min(处理 A在处理后第 28 d)。 

对照及不同处理问POD活性的变化与SODX~ 

似，也没有明显的规律性 ，并且在处理后的不同 

时期各处理以及对照之间酶活性差异不显著。对 

照幼苗的POD活性在 984 U／g·min(第 7天)和 

1 167 U／g·rain(第28天)之间，不同处理间POD 

活性最高值 1 448 U／g·min(处理 B在第28天)， 

最低值为933 U／g·min(处理A在第2l天)。 

表4 沼液与营养液配比对不同生长时期番茄幼苗 SOD和 POD活性的影响 

3 讨论 

3．1 沼液、沼渣无任何毒副作用，其含有丰富的氮 

磷钾基本营养元素，并且都是速效养分，因此沼液、 

沼渣可视为一种多元的优质速效复合肥。 

3．2 植株生长外观形态在说明其生长状况时比较有 

代表性和说服力l6。】。本试验中对番茄幼苗施用含有 

不同比例沼液的营养液混合液，结果表明，施用沼 

液与营养液的混合液后，植株的株高、茎粗、根长 

和苗质量等生长形态指标均优于施用单一营养液， 

其中以沼液与营养液比例为 1：3的效果最好。壮苗 

是蔬菜早熟丰产的基础，幼苗素质对番茄产量尤其 

是前期产量影响较大l 8l。在育苗营养液中添加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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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的沼液可有效提高番茄幼苗素质，并且对幼苗 

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为番茄前期产量及品质的提高 

打下良好的基础。 

3-3 丙二醛 (MDA)是细胞膜脂过氧化伤害的产物 

之一，对细胞膜有毒害作用，其含量的高低可反映 

膜脂过氧化程度的大小 【1 l。细胞电解质外渗是细胞 

膜受到伤害后细胞溶质向外渗漏的现象。细胞质膜 

透性的高低反映了细胞膜破坏程度的大小_】 。本试 

验中，对番茄幼苗浇施沼液和营养液的混合液，番 

茄幼苗叶片中MDA的含量比对照低，说明沼液具 

有降低番茄幼苗叶片中MDA的含量，保持膜稳定 

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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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叶片内叶绿素含量是反映作物光合能力的一个 

重要指标” 1。光合作用是地球上最重要的化学反应， 

是一切生物直接或间接的能量来源。因此叶绿素含 

量也是反应植株生命强弱的一个重要指标，在本试 

验中，相比于单独浇施营养液的对照，浇施不同配 

比的沼液与营养液的混合液，能显著提高番茄幼苗 

叶片中的叶绿素。 

3．5 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过氧化物酶 (POD) 

等抗氧化保护酶均为活性氧清除剂。SOD作为植物 

抗氧化保护系统的第一道防线，主要功能是清除 

0 ，是防护氧自由基对细胞膜伤害的一种重要保护 

酶【9。。 。POD的作用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可在逆境或 

衰老初期表达，清除H：o：，表现为保护效应，为细胞 

活性氧保护酶系统的成员之一；另一方面POD也可 

在逆境或衰老后期表达，参与活性氧的生成、叶绿 

素降解，并能引发膜脂过氧化反应的发生，表现为 

伤害效应⋯]。本研究中，在营养液中添加一定比例 

的沼液，对于番茄幼苗 SOD和POD活性没有显著 

影响，SOD和POD活性变化也没有显现出一定规律 

性。说明沼液对于番茄幼苗SOD、POD活性影响不 

明显。 

3．6 在营养液中添加一定比例的沼液，配制成沼 

液、营养液混合液用来浇灌番茄幼苗，可明显促进 

番茄幼苗植株的生长，提高番茄植株的幼苗素质， 

显著增加番茄叶片中叶绿素，从而提高番茄苗期的 

光合能力，也能够有效地减低其中MDA的含量，从 

而提高番茄幼苗叶片细胞生物膜的稳定性。因此， 

在育苗实践中，可以在育苗营养液中添加适量的沼 

液，根据本试验的结果，添加比例从 1／4到 1／2均有 

明显效果，以1／4(沼液营养液比例为 1：3)效果最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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