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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蔬菜栽培学》是各大专院校园艺专业的必修课程，同时也是其他相关专业的必修或选修课程。
《蔬菜栽培学》分为总论和各论两大部分，总论讲授基础理论知识，各论讲授各类蔬菜的特性及具体
的栽培技术。
为了使学生更好地掌握课堂教授的理论知识、提高动手能力，一些院校在课程的设置上安排了蔬菜栽
培学的课内实验——蔬菜栽培学实验，或是独立的蔬菜栽培学实验课程。
为此，编者针对　　《蔬菜栽培学》的内容，编写了这本《蔬菜栽培学实验指导》。
本教材按照“蔬菜的生长发育—蔬菜产量的形成—蔬菜的逆境生理—蔬菜的栽培技术”的体系分成4
章，共包括32个实验。
本书主要作为高等农业院校本科生教材，也可供综合性大学以及师范院校本科生使用，还可作为从事
相关教学和研究人员的参考书。
读者也可根据课程学习、毕业论文要求和实验条件选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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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实验2—3 蔬菜体内叶绿素含量的测定 一、实验目的要求 叶绿素含量与光合及氮素营养有密切关
系，是反映叶片生理状态的重要指标，在植物光合生理、发育生理和抗性生理研究中经常需要测定叶
绿素含量。
叶绿素含量也是指导作物栽培生产和选育作物品种的重要指标。
通过实验，掌握蔬菜体内叶绿素含量的测定方法，包括常规测定方法（绝对含量）和现代快速测定方
法（相对含量）。
了解不同蔬菜种类、同一蔬菜的不同部位或不同时期其体内的叶绿素含量的差别。
二、实验说明 叶绿素含量的经典测定方法是光电比色法，即用光电比色计以无机有色溶液为标准进行
比色测定。
该方法不仅要配制无机标准溶液，而且不能对溶液中不同色素分子进行定量测定；分光光度法则不需
配制标准溶液，又可对溶液中不同色素分子进行定量测定，已得到广泛应用；活体叶绿素仪法可对不
离体叶片进行非破坏性的快速测定，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叶绿素不溶于水，溶于有机溶剂，可用多种有机溶剂，如丙酮、乙醇或二甲基亚砜等研磨提取或浸泡
提取。
叶绿素在特定提取溶液中对特定波长的光有最大吸收，用分光光度计测定在该波长下叶绿素溶液的吸
光度（也称为光密度），再根据叶绿素在该波长下的吸收系数即可计算出叶绿素含量。
叶绿素是使植物呈现绿色的色素，约占绿叶干重的1％，叶绿色包括叶绿色a、叶绿色b、叶绿色c和叶
绿色d四种，其中叶绿色a和叶绿色b存在于高等植物中，叶绿色c和叶绿色d存在于藻类中。
叶绿色a呈蓝绿色，叶绿色b呈黄绿色。
叶绿素又是光合色素之一，光合色素包括三种类型：叶绿色、类胡萝卜素和藻胆素，其中藻胆素仅存
在于藻类中，高等植物中含有前两类——叶绿色和类胡萝卜素，叶绿色和类胡萝卜素的比例通常为3
：1。
所以正常的叶子总是呈现绿色，当植物处在秋天或不良环境中时，叶绿色较容易降解而使数量减少，
而类胡萝卜素比较稳定，所以植物的叶片呈现黄色。
叶片叶绿素含量与光合作用密切相关，受光照、温度、氧气、水分等环境条件的影响。
光是影响叶绿色形成的主要条件，在叶绿素形成过程中的原叶绿素酸酯转变为叶绿素酸酯需要光。
光弱，则苗黄化；而光过强，则叶绿素又会受光氧化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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