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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种湿地植物根表铁氧化物胶膜的形成及其对磷素吸
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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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田间条件下, 运用土壤溶液原位抽提和毛细管电泳分析等技术, 比较了芦竹 ( A rundo donax L inn)和香蒲 ( Typha

latifolia )根表铁氧化物胶膜数量、土壤根际溶液磷质量浓度、根际土和根际溶液 pH 及根膜比等的差异, 阐明了湿地植物根表

铁氧化物胶膜对磷素从非根际土壤-根际土壤-根际溶液-根表铁氧化物胶膜-根系的迁移过程的影响以及在磷素净化中的根际

调控机制. 结果表明,芦竹和香蒲根表铁氧化物胶膜数量 (以根系鲜重计 )分别为20 1701 8和 7 64013 mg / kg. 有铁氧化物胶膜沉

积的芦竹、香蒲的根际土有效磷含量分别是 28185、34199 m g /kg; 各比其无铁氧化物胶膜增加了 4612%、211 9% . 有铁氧化物

胶膜沉积的芦竹、香蒲的根际溶液磷质量浓度为 01 65、01 56 mg / kg, 分别比其无铁氧化物胶膜沉积高 912%、3319% . 芦竹根表

铁氧化物胶膜吸附的磷占根系吸附吸收磷的 811 7% , 香蒲是 8517% .根表有铁氧化物胶膜沉积的芦竹磷素利用有效性比无铁

氧化物胶膜的植株高 161 5% , 香蒲高 311 4% .有铁氧化物胶膜沉积的芦竹和香蒲植株体内磷含量均比无铁氧化物胶膜高.同

时, 铁氧化物胶膜对磷酸盐的吸附提高了磷酸盐从非根际向根际、固相 (根际土壤 )向液相 (根际土壤溶液 )的迁移速率. 有铁

氧化物胶膜沉积的湿地植物根际土有效磷含量累积,无铁氧化物胶膜沉积的湿地植物根际土有效磷含量耗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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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In situ m icro- suc tion cups w ere used to co llect sam ples of so il so lution w ith A rundo donax L inn and Typha latifolia from

defined segm en ts at rhizosphere in fie ld. The exper iment was conduc ted to e lucida te the con tribution o f iron p laquew hile we tland p lants

w ere used to rem ove phospho rus. The redd ish iron p laquew as observed and m easured on the surfaces o f roots o fA rundo donax L inn and

Typha latifo lia in the fie ld, 20 17018 m g /kg ( fresh we ight) for A rundo donax L inn and 7 64013 mg / kg ( fresh w eigh t) for Typha

latifolia w ere co llected. O lsen-P conten ts o fA rundo donax L inn w ith iron plaque we re 28185 mg / kg, 461 2% m ore than that o fw ithout,

34199 mg /kg forTypha latifolia 211 9% m ore than tha t o f w ithout. The phosphate concen trations in the in situ rhizosphe re so il so lution

o fA rundo donax L inn w ith iron p laque w ere 01 65 mg /kg, 91 2% more than tha t o f w ithou t, 01 56 m g /kg for Typha latifolia, 331 9%
m ore than that o fw ithout. The phosphorus contents adsorbed by iron p laquew ere 8117% fo rA rundo donax L inn and 8517% forTypha

latifolia of the w etland plan ts w ith iron p laque. Phosphate use e ffic iency ofA rundo donax L inn w ith iron p laque was 1615% more than

tha t of w ithou t, 311 4% forTypha latifo lia. The contents of pho spho rus of sing le p lant of the tw o w etland p lants w ith iron p laque are

h igher than that of w ithout. Due to adsorb pho sphate w ith iron plaque, the transfer speeds o f phospha te from non- rh izo sphere to

rh izo sphere and from so il to so il solution are increasing. The pho spho rus contents w ith iron p laque accumu la ted at rh izosphere and

dep leted a t rh izospherew ithout iron plaque o fA rundo donax L inn and Typha latifolia.

K ey words: w etland plants; iron p laque; rh izo sphere so il so lution; phospha te uptake; phospha te use effic iency

  长期生长在渍水环境下的湿地植物, 如水

稻
[ 1~ 3]
、芦苇

[ 4]
、香蒲

[ 5 ]
、眼子菜

[ 6 ]
、紫苑

[ 7]
、伊乐藻

和菹草
[ 8]
等, 可向根际释放氧气, 在根际形成一个

局部氧化环境
[ 9]
; 同时, 土壤中大量存在的还原性

金属离子,如 Fe
2 +
、Mn

2+
等在根际的微域氧化环境

被氧化成铁、锰氧化物,并在植物根表沉积形成铁氧

化物胶膜.这些沉积在湿地植物根表的铁氧化物胶

膜可以吸附生长介质中的重金属,如镉
[ 10, 11]

、锌
[ 2, 3]

和铜
[ 4]
等, 改变其在介质中的移动性和存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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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影响其生物效应
[ 11, 12]

.根表有铁氧化物胶膜的

水稻对镉、铜、镍毒性的耐受能力明显高于根表无铁

氧化物胶膜的水稻; 但是, 铁氧化物胶膜不影响铜

进入根内
[ 13]

. 另有研究发现, 水稻根表铁氧化物胶

膜可以吸附生长介质中的镉,但不影响镉在植物体

内的分配,水稻根系而非铁氧化物胶膜是阻碍镉进

入植物体内的因素
[ 12]

.湿地植物根表铁氧化物胶膜

是两性胶体,对土壤中的磷酸根离子也有强烈的吸

附作用,可以减少土壤中的磷
[ 12]

. 在底质有机质含

量低时,湿地植物根表铁氧化物胶膜的形成能够阻

止空隙水中的磷向根系扩散,从而抑制植物体对磷

的吸收
[ 14]

.铁氧化物胶膜中和铁结合的磷仍然可以

被植物吸收利用.而生长在富含铁、磷底质中的伊乐

藻根表铁氧化物胶膜吸附的磷高于整个植株吸收利

用的磷; 根表有铁氧化物胶膜形成的伊乐藻和菹草

地上部和根系中磷含量均高于无铁氧化物胶膜的地

上部和根系的磷量, 即铁氧化物胶膜促进了植物对

磷的吸收
[ 8]
. 研究表明, 水稻根系表面沉积的铁氧

化物胶膜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促进根系对磷素的吸

收,超过一定值后这种促进作用就会逐渐减弱
[ 2, 3 ]

.

然而, 到目前为止,在湿地生态系统中不同湿地植物

根表铁氧化物胶膜的形成及如何调控植物体对磷的

去除机制仍存在着较大争议.

南四湖位于山东省的西南部, 是典型的浅水湖

泊.近 20年来,水体磷素污染日益严重,目前已处于

中富-富营养化状态
[ 17]

. 而每年由于 /非点源 0污染

进入湖泊的磷占入湖总磷的 6813% [ 17]
. 因此, 磷已

成为南四湖富营养化的限制性因素
[ 17]

. 利用湿地去

除水体中的磷素污染、净化水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关注
[ 18]

.湿地对磷的去除是土壤和湿地植物相互作

用的结果,其又和湿地植物的根际环境密切相关.因

此,湿地植物净化效率差异最关键的因素是根际调

控能力的差异.本研究以南四湖湿地植物芦竹和香

蒲为供试植物,首次在田间条件下,运用土壤溶液原

位微量抽提等技术, 分析其根表铁氧化物胶膜的形

成及在磷素去除中的贡献, 阐明铁氧化物胶膜在磷

素根际调控中的内在机制, 以期为湖泊湿地的磷素

去除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1 供试植物和供试土壤

试验区域为山东省济宁市南四湖, 东经

116b34c, 北纬 34b27c. 供试植物为芦竹 ( Arundo

donax Linn)和香蒲 (Typha latifo lia ), 生长于湿润、偏

砂的环境,试验时间在 2008年 6月.

供试土壤为潮土, pH 8102, 土壤全磷 165136
mg /kg, 有 效 磷 ( O lsen-P ) 32172 mg /kg, 有 机

质 112% .

112 土壤根际溶液抽提装置

利用 微 型 抽 提 管 ( Rhizosphere Research

Products, W agen ingen, N etherlands) 原位收集土壤根

际溶液
[ 20~ 22]

,其最前端为多孔陶瓷 P80材料 (孔隙

度 48% ,最大孔径为 1 Lm ), 其外径为 1 mm. 直接

将该抽提管插入湿地植物距根系不同位置, 微型抽

提管通过内径 0175 mm的聚醚醚酮管与真空收集

器相通,在 - 900 kPa负压下连续抽提 9h, 每个微型

抽提管抽出的土壤溶液分别收集于容量为 200 LL

的聚丙烯瓶 (A gilent)中
[ 20~ 22]

.

113 湿地植物根表铁氧化物胶膜的测定

本研究将可观察到有红棕色沉积的根系认为是

有铁氧化物胶膜, 视觉不能观察到的红棕色沉积的

根系归为无铁氧化物胶膜
[ 14]

. 取一定量的新鲜根系

用连二亚硫酸钠-柠檬酸钠-碳酸氢钠 ( d ith ion ite-

citrate-b icarbonate, DCB) 溶液浸提, 利用原子吸收

测定铁的含量 ( DCB-Fe) ,来表征湿地植物根表铁氧

化物胶膜数量
[ 19]

.

114 土壤和植物磷素含量的测定
采用抖根法

[ 20]
取得湿地植物根际土,土壤样品

风干过 2 mm 筛备用. 土壤速效磷用 015 mo l/L

NaHCO3溶液浸提, 磷钼蓝法测定
[ 23 ]

.

分别将植株地上部和根系称取鲜重后杀青、烘

干并称取干物重 (生物量 )
[ 24]

. 烘干的植物在 550e

下灰化,用磷钼蓝测定植物体内磷素含量
[ 23]

; 植物

根表铁氧化物胶膜吸附固定的磷用 DCB浸提,磷钼

蓝法测定
[ 23]

. 土壤 pH 值的测定采用 0101 mo l/L

C aC l2 溶液浸提, 用 pH 计 ( DELTA320, 荷兰 )

测定
[ 24]

.

115 土壤溶液磷素质量浓度的测定

以根表有、无铁氧化物胶膜沉积的芦竹和香蒲

为研究对象,在距离根系 < 5 mm (定义为根际,抽提

样品数 15)及 > 3 cm (定义为非根际, 抽提样品数

6)的区域, 利用根际原位抽提系统收集土壤溶液,

利用毛细管电泳仪 (A gilent 3D CE, 德国 )测定土壤

溶液中磷含量,用微量 pH计 ( Entron, 荷兰 )测定土

壤溶液 pH
[ 21, 22 ]

.

116 不同湿地植物磷素利用有效性的计算

磷素利用有效性为植株总生物量与吸收磷素总

量的比值
[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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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软件 SPSS 1210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用

ANOVA ( Studen-t Newman-K euls检验法 )对不同湿

地植物土壤有效磷含量、土壤 pH、土壤溶液磷质量

浓度、土壤溶液 pH、磷在植物体内分配和磷素利用

有效性等进行方差分析.

2 结果与讨论

211 铁氧化物胶膜量及其吸附的磷量

南四湖田间观察发现,在砂质土壤及干湿交替

的条件下,芦竹和香蒲根表较易形成橘红色铁氧化

物沉积,并且芦竹根表铁氧化物胶膜的颜色更深些.

试验结果发现,芦竹根表铁氧化物胶膜数量约是香

蒲的 216倍 (表 1) .这可能是由于芦竹根系庞大,根

毛发达,盘根错节
[ 25]

.另外,芦竹根表铁氧化物胶膜

吸附的磷 ( DCB-P)明显多于香蒲 ( p < 0105 ). 据报
道,在一定范围内,湿地植物根表铁氧化物胶膜吸附

的磷量和胶膜的数量成显著正相关
[ 2, 3 ]

.
表 1 芦竹和香蒲根表铁氧化物胶膜量和吸附的磷量 1) /m g# kg- 1

Tab le 1 Am oun ts of iron p laqu e on roots of tw o w etland plants and

phosphorus con tents accum u lated in iron p laque/m g# kg- 1

种类
有铁氧化物胶膜 无铁氧化物胶膜

DCB-Fe DCB-P DCB-Fe DCB-P

芦竹 (A rund o

donax Linn )
20 17018A 67310a 26510a 14818 a

香蒲 (Typha

la tif olia )
7 64613B 60415b 31812b 10310b

1) 同一列中大写字母表示在 p < 0101水平上有极显著差别, 小写字

母表示在 p < 0105水平上有显著差别, n= 3

212 铁氧化物胶膜对湿地植物根际土壤有效磷含

量的影响

根表有铁氧化物胶膜沉积的芦竹,根际土有效

磷含量比无铁氧化物胶膜的增加了 4612%, 香蒲增

加了 2119% (图 1) .其根际土有效磷含量变化趋势

为:根表有铁氧化物胶膜的根际土有效磷含量最高,

非根际土次之,无铁氧化物胶膜形成的最低.研究发

现,湿地植物根表铁氧化物胶膜和土壤中铁氧化物

性质相似
[ 27]

, 对环境中的磷均有很强的吸附能

力
[ 2, 8, 14, 27 ]

.湿地植物根表铁氧化物胶膜作为根际的

一部分, 势必影响着根系对污染物的吸收
[ 27, 28]

. 这

可能是由于湿地植物根表铁氧化物胶膜吸附了根际

土中大量的磷 (芦竹和香蒲的 DCB-P分别为 67310、
60415mg /kg,见表 1),从非根际到根际形成了一个

从高到低的磷浓度梯度, 增加了磷从非根际向根际

的迁移速率; 但磷从非根际向根际的迁移速率大于

根表铁氧化物胶膜对磷的吸附速率, 因此,有铁氧化

物胶膜包被的植物根际土壤有效磷含量增加.另外,

被铁氧化物胶膜包被的根系不是养分吸收的主要区

域
[ 27]

, 此处磷吸收速率远低于磷从非根际向根际的

迁移速率,使得有铁氧化物胶膜包被的植物其根际

土壤中有效磷含量累积.

标注不同字母表示同种植物在 p < 0105水平上有显著差别; 将

有铁氧化物胶膜沉积的样品标记为 Fe,无铁氧化物胶膜沉积的

    样品标记为 0Fe, n= 3,图 2同

图 1 湿地植物根际土壤有效磷含量

Fig. 1 C onten ts of rh izosphere O lsen-P of w et land p lan ts

图 2 不同湿地植种类物根际土壤 pH

F ig. 2 V alues of rh izosphere soil pH ofw etland p lants

图 2结果显示, 根表有铁氧化物胶膜形成的芦

竹和香蒲的根际土 pH最低.低的 pH可以增加土壤

中被 Ca、Fe等固定的磷的释放
[ 29, 30]

, 释放出来的

PO
3-

4 会在根际中累积. 另外, 植物根表的铁氧化物

胶膜主要沉积在距根尖 1 cm 以上的成熟根

区
[ 14, 27, 31, 32]

,在植株根表铁氧化物胶膜沉积过程中,

根尖会分泌大量的有机酸和质子, 从根尖到成熟根

段产生 H
+
梯度,质子和有机酸向成熟根段迁移, 通

过降低成熟根段根际的 pH
[ 32, 33]

, 加速被土壤固定

的磷的释放,导致有铁氧化物胶膜包被的湿地植物

根际土壤有效磷含量高于根际土和非根际土的有效

磷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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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根际土壤溶液磷酸盐质量浓度差异

土壤溶液中养分含量的变化直接表征着养分强

度的变化.由图 3可以看出,根表有铁氧化物胶膜的

芦竹根际土壤溶液磷酸盐质量浓度比无铁氧化物胶

膜的增加了 912%,香蒲相应地增加了 3319%. 芦竹

有铁氧化物胶膜的根际溶液磷酸盐质量浓度最高,

其次是无铁氧化物胶膜根际溶液, 非根际土壤溶液

磷酸盐质量浓度最低. 有铁氧化物胶膜的根际土壤

溶液磷素质量浓度和非根际有显著性差异 ( p <

0105,图 3) .香蒲的有、无铁氧化物胶膜的根际溶液

磷酸盐质量浓度有显著差异 (图 3). W ang等
[ 20 ]
研

究发现,根际与非根际的土壤溶液在化学特性上表

现出显著的差异.植物根际土壤溶液中磷酸盐质量

浓度的变化能更直接地反映磷素的根际效应
[ 21, 22]

.

标注不同字母表示同种植物在 p < 0105水平上有显著差别; 将

有铁氧化物胶膜沉积的样品标记为 Fe,无铁氧化物胶膜沉积的样

品标记为 0Fe; 0Fe根际和 Fe根际 n= 15,非根际 n= 6,图 4同

图 3 湿地植物根际土壤溶液磷质量浓度

Fig. 3 Phosphorus con cen trations of rh izosph ere so il solu tion of

w etland p lants

在根际的微域环境中,根系吸收引起的根际溶

液磷酸盐耗竭主要受土壤溶液磷酸盐的质量浓度和

扩散速率影响
[ 22]

.湿地植物根表铁氧化物胶膜的吸

附可能增加了磷酸盐的矿化速率, 提高了微域环境

中磷酸盐质量浓度.同时, 根系吸收引起的磷酸盐耗

竭又可形成磷酸盐从非根际到根际的浓度梯度
[ 22 ]

.

没有铁氧化物胶膜沉积的新根根际, 可能根系吸收

速率远大于扩散速率, 因此根际土壤溶液磷酸盐质

量浓度降低.

有铁氧化物胶膜包被的植物根际土壤和根际溶

液 pH均下降 (图 4) . 无铁氧化物胶膜包被的新根

是植物主要的养分吸收部位
[ 27]

, 当根系的吸收速率

大于土壤溶液中磷酸盐向根际的迁移速率时, 无铁

氧化物胶膜根际磷酸盐会出现耗竭. 土壤 pH 值是

影响土壤中磷酸盐形态和转化的重要因素. pH可以

明显改变土壤溶液的磷素磷酸盐含量
[ 35]

, pH 值的

降低有利于土壤磷素向土壤溶液的释放
[ 30, 35]

. 植物

在生长过程中其根系会分泌有机酸
[ 24, 35]

和质

子
[ 24]

, 均可降低根际 pH, 促进磷素的矿化, 增加磷

从固相到液相的迁移速率
[ 34]

.

图 4 湿地植物根际土壤溶液 pH

Fig. 4 Valu es of pH of rh izosphere soil so lut ion of w et land p lan ts

214 湿地植物体内磷含量

根表有铁氧化物胶膜沉积的芦竹和香蒲, 根系

中磷的含量均高于无铁氧化物胶膜沉积的根系磷含

量, 芦竹有铁氧化物胶膜根系磷量比无铁氧化物胶

膜的磷量增加了 1519%, 香蒲增加了 1011%, 均有

显著差异 ( p < 0105, 图 5 ). 有、无铁氧化物胶膜的

芦竹和香蒲地上部分磷含量没有显著差异. 说明根

表铁氧化物胶膜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根系对

磷的吸收,而不影响磷素在植物体内的运移.

215 不同湿地植物磷素吸收量和利用有效性

通过对芦竹和香蒲植株体内磷素吸收总量和利

用有效性的计算, 发现根表有铁氧化物胶膜沉积的

香蒲植株吸收的磷素比无铁氧化物胶膜的多

3114% ,芦竹多 1615%, 且单株芦竹吸收的磷量比

香蒲的少 4416% (图 6). 虽然香蒲的磷素利用效率

不如芦竹高,但由于其生物量较大,根系能吸收较多

的磷,这和王震宇等
[ 24]
室内盆栽试验发现香蒲吸收

有效性不高但根系发达、磷素移除率高的结果一致.

216 磷在湿地植物铁氧化物胶膜和根系中的分配

磷在湿地植物根系和根表铁氧化物胶膜中的含

量分配比例称为根膜比
[ 38 ]

.通过测定植株根表铁氧

化物胶膜和根系中的磷含量, 发现根表有铁氧化物

胶膜沉积的芦竹根表铁氧化物胶膜吸附的磷占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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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不同字母表示同种植物在 p < 0105水平上有显著差别; 将有铁氧化物胶膜沉积的样品标记为 Fe,无铁氧化物胶膜沉积的

样品标记为 0Fe, n= 3,下同

图 5 湿地植物体内磷含量差异

F ig. 5 Con tents of phosphoru s in roots and shoots ofw etland p lants

图 6 不同湿地植物磷利用有效性

F ig. 6 Ph osphoru s conten ts of phosphorus use

efficien cy ofw etland p lants

吸收、吸附磷量的 8117% , 香蒲为 8517% (图 7 );

根表无铁氧化物胶膜沉积的芦竹根表铁氧化物胶膜

吸附的磷占根系吸收、吸附磷量的 5316%, 香蒲为

5218%.湿地植物根表铁氧化物胶膜吸附的磷多,仅少

量的磷累积于根系. Hupfer等
[ 8]
在研究伊乐藻和菹草

根表铁氧化物胶膜对磷的固定时发现,铁氧化物胶膜

吸附的磷超过整个植物体吸收利用的磷.这和刘艳菊

等
[ 38]
报道的铅主要累积在水稻根系结果不一致.可能

是由于植物根表的铁氧化物胶膜是两性胶体
[ 12, 27]

,对

阳离子和阴离子的作用机制不一致的原因
[ 38]

.

本研究分析了湿地植物根表铁氧化物胶膜对磷

素从非根际土壤-根际土壤-根际土壤溶液-湿地植物

根表铁氧化物胶膜-根系的迁移过程,而铁氧化物胶

图 7 有、无铁氧化物胶膜包被的植物体内磷的分配

Fig. 7 D istribut ion of phosphorus in differen t parts ofw etland p lants w ith andw ithou t iron p laqu e

膜对磷素在植物体内迁移是否有影响, 以及被湿地

植物根表铁氧化物胶膜吸附的磷在什么条件下能被

重新释放到环境中或者被植物根系直接吸收进入植

株体内,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3 结论

( 1) 芦竹根表铁氧化物胶膜吸附的磷占根系吸

附、吸收磷的 8117%,香蒲的为 85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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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有铁氧化物胶膜沉积的芦竹和香蒲其根际

土有效磷含量、根际溶液磷酸盐质量浓度最高.植物

根表的铁氧化物胶膜增加了磷酸盐从非根际土壤向

根际土壤、固相 (根际土壤 )向液相 (根际土壤溶液 )

的迁移速率,并在根际土和根际土壤溶液中出现磷

酸盐的累积,而无铁氧化物胶膜包被的新根根际土

壤有效磷出现耗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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