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钼、硒互作对 2 茬小白菜钼、硒含量
及土壤钼、硒有效性的影响

张 木 胡承孝 赵小虎 孙学成 谭启玲

华中农业大学微量元素研究中心,武汉430070

摘要 通过盆栽试验研究钼、硒互作对2茬连作小白菜的产量和钼、硒含量以及土壤钼、硒有效性的影响。

结果表明:钼、硒互作能提高第1茬小白菜的产量,对第2茬小白菜的产量影响不大;钼、硒互作能促进2茬小白

菜对钼的吸收和累积,有效态钼在2茬小白菜种前土壤中均保持较高的含量,因此可以满足2茬小白菜富钼的

需求;钼、硒互作同时促进2茬小白菜对硒的吸收,但是在第1茬小白菜采收后土壤中的水溶态硒和交换态硒的

含量出现大幅降低,因此只能满足第1茬小白菜富硒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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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硒和钼是人体所必需的微量元素,人体摄入的

硒不足会导致大骨节病、肌综合症、肝脏疾病以及心

血管疾病[1-2];人体摄入的钼不足会导致心肌缺血坏

死等多种疾病,而摄入足量的钼则可以预防多种癌

症[3]。中国土壤微量元素分布图显示出中国大面积

的耕作土壤存在钼、硒同时缺乏的状况[4-5],人体通

过正常饮食获得的钼和硒就有所不足。钼和硒具有

很多土壤化学及生物学共性,已有的研究多关注于

钼与硫、钼与磷、硒与硫、硒与磷的相互关系,而对于

钼与硒关系的研究则缺乏系统性的报道[6-10]。
钼和硒均是以阴离子酸根的形态被植物吸收利

用,二者在土壤中的有效性均会受到土壤pH 值的

影响。碱性土壤中钼的有效性较高,而酸性土壤中

钼酸 根 离 子 易 被 土 壤 胶 体 所 吸 附,其 有 效 性 较

低[11]。碱性土壤中硒的有效性较高,中性及酸性土

壤中硒的有效性较低,可能是中性和酸性土壤中硒

与铁形成难溶的氧化物或是水合氧化物,而在碱性

土壤中硒主要是以溶解度较高的硒酸盐形态存

在[12]。植物对微量元素的需要量较少,施用后的当

季利用率不高,尤其是在酸性土壤中施用钼、硒是否

具有一定的后效还不清楚。草酸-草酸铵提取态钼

被广泛地用来定量土壤中对植物有效性较高的那部

分钼,而水溶态和交换态的硒则被认为是对植物有

效性较高的那部分硒,富啡酸态的硒在碱性土壤中

有一 定 的 有 效 性,但 是 在 酸 性 土 壤 中 有 效 性 较

低[13]。笔者通过连作的方式来监测酸性缺钼、缺硒

土壤中上述有效形态钼、硒含量的变化,考察钼、硒
配施对连作条件下植物富钼及富硒的效果,借以探

索在大田生产中能否通过一次性施用钼、硒以达到

多茬富钼及富硒的效果,进而填补钼、硒后效研究的

空缺,为大田生产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小白菜(BrassicacampestrisL.ssp.Pe-
kinensis)品种为“四月蔓”,供试场地为华中农业大

学微量元素研究中心盆栽场,采用聚乙烯盆作为种

植容器,每盆盛土6kg。供试土壤为采自武汉市新

州区的酸性黄棕壤,有机质2.06%,碱解氮72.37
mg/kg,速 效 磷(Olsen-P)31.38 mg/kg,速 效 钾

48.86mg/kg,pH值4.6,有效钼含量0.09mg/kg,
有效硒含量11.52μg/kg。大量元素肥料用量为

N:0.2g/kg,P2O5:0.15g/kg,K2O:0.2g/kg,肥
源分别为尿素、磷酸二氢铵和氯化钾;微量元素肥料

为每千克土加入1mL缺钼阿农营养液(1000倍),
所有肥料在播种前配成溶液一次性施入土壤,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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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用去离子水浇灌,并用玻璃钢棚防止雨水淋洗。
1.2 试验设计

试验设3个钼水平(0、0.15、0.3mg/kg)和3个

硒水平(0、0.2、0.4mg/kg),完全交互试验设计,共9
个处理,分别为 Mo0Se0、Mo0Se0.2、Mo0Se0.4、Mo0.15
Se0、Mo0.15Se0.2、Mo0.15Se0.4、Mo0.3Se0、Mo0.3Se0.2、

Mo0.3Se0.4(下标表示各处理所对应的钼、硒水平)。
钼和硒分别以钼酸铵 (NH4)2MoO4·4H2O和亚硒

酸钠Na2SeO3为肥源,在第1次播种前配成溶液施

入土壤。所有肥料在施入土壤后,放置2周,待土壤

干后,每盆土壤上下混匀。第1茬小白菜采收后,分
别把各自处理的4个重复混均重新装盆,重新施入

上述大量元素肥料后进行第2茬种植,不再添加钼

肥和硒肥,进行钼、硒连作后效研究,每盆定苗8株。
第1茬种植时间为2012年3月12日,采收时间为

2012年4月25日;第2茬种植时间为2012年5月

3日,采收时间为2012年6月4日。
1.3 测定方法

分别收集第1茬小白菜播种前已施加各种营养

液后(施肥后2周)的土样,第2茬小白菜种前土样

及第2茬小白菜采收后的土样进行有效钼和各有效

形态硒含量的分析。土壤有效钼采用草酸-草酸铵

浸提,取浸提液于坩埚中,先在电炉上低温小心蒸干

而后在525℃进行8h灰化处理,最后采用催化极

谱法进行测定[14]。土壤中水溶态硒、交换态硒及富

啡酸态硒分别采用去离子水、0.1mol/LKH2PO4
及0.1mol/LNa4P2O7连续浸提,每步浸提2次,浸
提液经硝化处理后采用原子荧光光谱法测定[15]。

2茬小白菜采收后的植物样品洗净烘干,进行

钼、硒含量的测定。植物钼含量的测定:称取约0.3
g的植物样品于坩埚中,先在电炉上低温碳化至无

烟,而后放于马福炉中525℃灰化8h,再采用催化

极谱法测定[16]。植物硒含量的测定:称取植物样品

约0.5g于三角瓶中,加入10mL体积比为4∶1的

硝酸和高氯酸的混合液,在电热板低于200℃硝化

至大量白烟出现且溶液剩余2mL左右时取下,再
加入10mL稀盐酸溶液继续加热至溶液清亮并伴

有白烟,取下转移定量至25mL,溶液中硒含量采用

原子荧光光谱法测定[17]。
1.4 数据处理

用Excel2003进行数据处理,SPSS进行方差

分析,各因素主效应及交互效应采用F-test法,处
理平均值采用Duncan-test(P<0.05)进行多重比

较。表格中F(Mo)表示施钼效应,F(Se)表示施硒

效应,F(Mo×Se)表示钼、硒交互效应。

2 结果与分析

2.1 钼、硒互作对 2 茬小白菜鲜质量的影响

施钼和施硒对第1茬小白菜的鲜质量均有显著

影响,对第2茬小白菜的鲜质量则没有显著影响;但
是钼、硒互作对2茬小白菜鲜质量的影响均未表现

出显著的交互效应(表1)。施钼能显著提高第1茬

小白菜3个硒水平上小白菜的鲜质量,但是随着施

钼量的进一步增加,小白菜鲜质量呈现出先增加而

后降低的趋势;施硒对第1茬小白菜3个钼水平的

鲜质量均有着提高作用。
表1 钼、硒互作对小白菜鲜质量的影响1)

Table1 InteractiveeffectofMoandSeonfresh

weightofChinesecabbage g/盒

处理 Treatment 第1茬Firstcrop 第2茬Secondcrop
Mo0Se0 135.84d 67.09a
Mo0Se0.2 140.97cd 67.85a
Mo0Se0.4 145.71bcd 73.81a
Mo0.15Se0 151.80bc 69.88a
Mo0.15Se0.2 165.75a 74.74a
Mo0.15Se0.4 169.98a 78.51a
Mo0.3Se0 144.25bcd 78.97a
Mo0.3Se0.2 153.30b 73.39a
Mo0.3Se0.4 147.13bcd 74.60a
F(Mo) 26.30** 1.80
F(Se) 7.05** 1.02
F(Mo×Se) 1.40 0.76
 1)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性P<0.05,*和**分别表明

F值检验显著性P<0.05和P<0.01,下同。Lowercaselet-
termeansthesignificantlevelatP<0.05,and*or**in-

dicatesF-testsignificantattheP<0.05orP<0.01level.

Thesameasbelow.

2.2 钼、硒互作对 2 茬小白菜钼、硒含量及累积量

的影响

  施钼、施硒对第1茬小白菜钼含量及累积量均

有显著影响,钼、硒互作对小白菜钼含量及累积量也

表现出显著的交互效应(表2)。施钼显著提高第1
茬小白菜的钼含量及累积量,而施硒对施钼处理小

白菜钼含量及累积量也有显著提升作用。施硒、施
钼对第1茬小白菜硒含量均有显著影响;施硒对第

1茬小白菜硒的累积量有显著影响,施钼对硒的累

积量则没有显著影响;钼、硒互作对第1茬小白菜

硒的含量及累积量均没有表现出显著的交互效

应。施硒能显著地提高第1茬小白菜硒含量及累

积量,施钼对第1茬小白菜硒含量也有一定的提

高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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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钼、施硒对第2茬小白菜钼含量有显著影响,
施钼对小白菜钼累积量也有显著影响,施硒则对钼

累积量没有显著影响,钼、硒互作对小白菜钼含量的

影响表现出显著的交互效应,但是对第2茬小白菜

钼累积量的影响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交互效应;施
钼能显著地提高第2茬小白菜钼的含量及累积量,

施硒对小白菜钼含量有着一定的提高作用。施钼、
施硒对第2茬小白菜硒含量及累积量均有显著影

响,并且钼、硒互作对小白菜硒含量及累积量也有显

著的交互效应;施硒能显著地提高第2茬小白菜硒

含量及累积量,施钼显著地提高高硒水平下小白菜

硒的含量及累积量。
表2 钼、硒互作对2茬小白菜钼、硒含量及累积量的影响

Table2 InteractiveeffectsofMoandSeonMoandSecontentsandaccumulationsofChinesecabbageduringthetwosuccessiveplantingperiods

处理

钼含量/(mg/kg)
Mocontent

第1茬

Firstcrop
第2茬

Secondcrop

每株钼累积量/μg
Moaccumulationperplant

第1茬

Firstcrop
第2茬

Secondcrop

硒含量/(mg/kg)
Secontent

第1茬

Firstcrop
第2茬

Secondcrop

每株硒累积量/μg
Seaccumulationperplant

第1茬

Firstcrop
第2茬

Secondcrop
Mo0Se0 0.107e 0.136f 0.104e 0.072d 0.100e 0.035e 0.097d 0.018e
Mo0Se0.2 0.121e 0.158ef 0.128e 0.086d 0.225d 0.075d 0.237c 0.040d
Mo0Se0.4 0.131e 0.175e 0.133e 0.088d 0.423c 0.116c 0.429b 0.058c
Mo0.15Se0 0.448d 0.463c 0.435d 0.252c 0.105e 0.041e 0.101d 0.022e
Mo0.15Se0.2 0.480cd 0.523b 0.554c 0.303b 0.236d 0.070d 0.273c 0.040d
Mo0.15Se0.4 0.488c 0.400d 0.497cd 0.249c 0.448b 0.157a 0.458ab 0.098a
Mo0.3Se0 0.741b 0.780a 0.713b 0.437a 0.117e 0.030e 0.112d 0.017e
Mo0.3Se0.2 0.763b 0.793a 0.779b 0.471a 0.238d 0.074d 0.244c 0.044d
Mo0.3Se0.4 0.951a 0.794a 0.970a 0.486a 0.470a 0.132b 0.480a 0.081b
F(Mo) 2126.39** 1863.45** 464.64** 352.70** 10.79** 6.03** 2.40 14.76**

F(Se) 39.50** 6.85** 12.87** 2.66 1938.61** 280.02** 394.24** 254.2**

F(Mo×Se) 20.77** 9.60** 7.19** 1.31 2.06 5.62** 1.08 11.43**

2.3 钼、硒互作对土壤有效钼含量的影响

施钼对第1茬小白菜施肥后播种前土壤、第2
茬小白菜种植前土壤及第2茬小白菜收获后土壤有

效钼含量均有显著影响,施硒仅对第2茬小白菜收

获后土壤有效钼含量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施硒对其

他各时期土壤有效钼含量并没有表现出显著地影响

(表3)。施钼显著地提高各茬小白菜土壤有效钼的

含量,但整个连作过程中土壤有效钼含量呈现出下

降的趋势。
表3 钼、硒互作对2茬种植小白菜土壤有效钼含量的影响

Table3 InteractiveeffectsofMoandSeonsoilavailableMocontent
duringthetwosuccessiveplantingperiods mg/kg

处理

Treatment

第1茬种前

Beforethe
firstcrop

第2茬种前

Beforethe
secondcrop

第2茬种后

Afterthe
secondcrop

Mo0Se0 0.094c 0.093e 0.050c
Mo0Se0.2 0.088c 0.085e 0.054c
Mo0Se0.4 0.093c 0.091e 0.050c
Mo0.15Se0 0.141b 0.111d 0.097b
Mo0.15Se0.2 0.146b 0.131c 0.106b
Mo0.15Se0.4 0.137b 0.130c 0.104b
Mo0.3Se0 0.180a 0.172a 0.129a
Mo0.3Se0.2 0.181a 0.157b 0.144a
Mo0.3Se0.4 0.191a 0.159b —
F(Mo) 408.85* 313.24** 196.14**

F(Se) 0.27 0.30 4.27*

F(Mo×Se) 2.11 8.03** 2.61

2.4 钼、硒互作对土壤有效硒含量的影响

施硒对第1茬小白菜种植前土壤各有效形态硒

含量均有显著影响,施钼对交换态及富啡酸态硒含

量有显著影响,而钼、硒互作仅对富啡酸态硒含量表

现出显著的交互效应(表4)。施硒能显著地提高第

1茬小白菜种植前土壤各种形态硒的含量,施钼仅

能显著地提高第1茬小白菜种植前土壤富啡酸态硒

的含量。
施硒对第2茬小白菜种植前各形态硒含量均有

显著影响,施钼对富啡酸态硒含量有显著影响,钼、
硒互作在对富啡酸态硒含量的影响上表现出显著的

交互效应。施硒显著提高第2茬小白菜种植前土壤

水溶态、交换态及富啡酸态硒的含量,施钼则对施硒

处理的土壤富啡酸态硒含量有着一定程度的降低

作用。
施钼、施硒对第2茬小白菜种植后土壤各形态

硒含量均有显著影响,且钼、硒互作在对土壤交换态

硒及富啡酸态硒含量的影响上表现出显著的交互效

应。施硒能显著的提高第2茬小白菜种植后水溶

态、交换态及富啡酸态硒的含量,施钼对水溶态硒及

交换态硒的含量有着一定程度的增加作用,对富啡

酸态硒含量则表现出先降低而后增加的趋势。总体

上看来,随着2茬小白菜种植时间的延长,水溶态硒

含量呈现出不断降低的趋势,交换态硒呈现出先降

低而后又有所增加的趋势,富啡酸态硒则呈现出不

断增加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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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钼、硒互作对2茬小白菜土壤有效硒含量的影响

Table4 InteractiveeffectsofMoandSeonsoilavailableSecontentduringthetwosuccessiveplantingperiods μg/kg

处理

Treatment

第1茬种前

Beforethefirstcorp
水溶态

Water
soluble

交换态

Exchangeable

富啡酸态

Fulvic
acid

第2茬种前

Beforethesecondcrop
水溶态

Water
soluble

交换态

Exchangeable

富啡酸态

Fulvic
acid

第2茬种后

Afterthesecondcrop
水溶态

Water
soluble

交换态

Exchangeable

富啡酸态

Fulvic
acid

Mo0Se0 6.64e 4.88d 22.16f 4.71cd 5.35c 81.49e 1.38e 8.83d 117.63e
Mo0Se0.2 13.83c 6.52c 56.47e 5.85bcd 6.50ab 172.06c 3.57cd 23.87c 220.90c
Mo0Se0.4 26.17ab 8.59b 187.15c 6.75ab 7.41a 245.88a 5.01ab 35.98b 381.46b
Mo0.15Se0 6.18e 5.33d 61.96e 4.48d 5.33c 99.94de 1.94e 8.99d 138.49e
Mo0.15Se0.2 13.52cd 6.76c 155.40d 5.92bc 6.73ab 150.14c 4.36bc 28.40c 177.87d
Mo0.15Se0.4 25.30b 8.63b 232.70b 7.67a 6.28bc 202.59b 5.73a 52.26a 368.19b
Mo0.3Se0 6.99e 5.32d 71.22e 4.75cd 5.40c 86.25e 1.48e 4.92d 132.52e
Mo0.3Se0.2 12.24d 6.68c 184.88c 5.94bc 5.86bc 111.35d 3.40d 30.08bc 234.20c
Mo0.3Se0.4 27.05a 9.62a 320.85a 7.80a 6.65ab 229.93a 5.68a 46.70a 413.18a
F(Mo) 1.04 5.33* 201.88** 0.64 1.73 7.37** 3.97* 9.12** 10.16**

F(Se) 1243.42** 257.82** 713.59** 30.84** 17.20** 236.36** 119.01** 256.60** 684.81**

F(Mo×Se) 2.93 2.37 20.58** 0.65 2.03 8.91** 0.71 5.71** 4.87**

3 讨 论

本研究表明,钼、硒互作对第1茬小白菜产量有

一定的提升作用,对第2茬小白菜产量提升作用不

明显。钼、硒互作可以促进2茬小白菜对钼、硒的吸

收,施钼有较高的后效,可以满足2茬作物富钼的需

求,而施硒仅能满足第1茬小白菜富硒的需求。施

钼可以满足2茬小白菜富钼的需求是因为钼在2茬

小白菜种前都具有较高的有效性,施硒仅可以满足

第1茬小白菜富硒的需求是因为硒在第1茬小白菜

种植后有大量的硒向低有效性的方向转化。
3.1 钼、硒互作对小白菜的增产效应

食用小白菜的生长期一般为1~2个月,在生产

中也多在该期间内采收,生长时间过长其品质会大

幅降低。试验中2茬小白菜的生长时期和收获时间

不同,但均处于最佳的采收期内,与实际生产中的连

作情况相似。施钼和施硒对第1茬小白菜鲜质量有

显著的提高作用,原因在于钼是硝酸还原酶的成分,
而硝酸还原酶是植物体内氮素代谢过程中不可缺少

的酶[18];硒能通过增强植物的抗氧化能力、促进根

系生长以及提高叶绿素的合成水平等方式刺激植物

的生长[19]。第2茬小白菜试验结果表明,尽管钼、
硒互作的后效对鲜质量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是施

钼对各种硒水平上小白菜鲜质量的影响仍表现出提

升的趋势,说明施钼对第2茬小白菜鲜质量仍有着

增加的潜力。施硒对第2茬小白菜鲜质量并没有表

现出任何影响,可能是随着第1茬作物的吸收,对植

物有效性最高的部分水溶态硒含量大幅降低所致。
同时可以看出,如果并非处在某种植物必需微量元

素极度缺乏的环境中,单纯依靠施用微量元素来获

得增产,其效果是有限的,而对于并非植物体所必需

的营养元素硒则更是如此。
3.2 钼、硒互作对 2 茬小白菜钼、硒吸收均有促进

作用

  钼和硒均以阴离子酸根的形态被植物吸收,钼
以钼酸根离子的形态被植物吸收,而硒则以硒酸根

或者亚硒酸根离子形态被植物吸收。硒主要是通过

硫酸盐和磷酸盐转运子消极地被植物吸收转运,钼
不但能通过自身专一的转运蛋白积极地被植物吸收

利用,也能通过硫酸盐和磷酸盐转运子消极地被植

物吸收[20-21]。从吸收转运子的角度看,二者存在拮

抗效应,但在实际生产中发现,二者之间也有着协同

效应,如胡华锋等[22]研究发现施用适量的硒能明显

的促进紫花苜蓿对钼的吸收;Arvy等[23]发现施硒

能促进白三叶草对钼的吸收。本试验中,施用钼、硒
也表现出相互促进吸收的趋势,可能是试验中施用

低浓度的钼可以促进缺钼土壤中小白菜的生长、增
加植物体的能量循环、稳定根膜结构,同时促进钼自

身专一的转运蛋白的表达,减少通过硫酸盐和磷酸

盐转运子来吸收的路径,降低与硒的竞争效应。因

为钼对生长的刺激作用所带动的对硒的吸收占据主

导地位,竞争效应居次要地位,所以表现出施钼促进

硒的吸收。硒对促进植物钼的吸收主要是通过促进

根系 生 长、增 加 根 系 吸 收 表 面 积 实 现 的[24]。研

究[25]指出,在营养液栽培时,钼和硒的有效性很高,
二者之间的竞争效应会占主导地位,此时对生长促

进所带动的对养分的吸收可能就不占优势地位。
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硒摄入量应为60~75

ug,钼的日摄入量按年龄段区划范围约为60~500

μg
[26]。为防止人体缺硒,食物中硒含量最少应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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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mg/kg,如果低于该水平,就可能会出现

缺硒导致的疾病[27];而人体每日的钼需要量要高于

硒需要量,因此食物中钼含量也至少要达到0.1~
0.3mg/kg。本试验中第1茬种植的小白菜钼、硒
均达到上述水平,可以满足人体需求,在第2茬收获

的小白菜中其钼含量达到上述要求,而其硒含量只

有高硒处理时才满足富硒要求,但是不能为了后效

性而去增加前期硒的施用量,因为有研究表明当植

物硒含量高于0.5mg/kg时植物生产力就会降

低[28],本试验中第1茬小白菜高硒处理下的小白菜

体内硒含量已接近0.5mg/kg,因此,施用0.4mg/kg
的硒已是最大限度。当施用该最大限度量的硒,才勉

强使后茬作物达到富硒标准的最低值。因此,对于生

产富硒作物来说,尽量要掌握少量多茬施用的原则,
对于钼则可以在前茬施用而后茬暂且不施。
3.3 连续种植中钼的有效性要高于同时期硒的有

效性

  草酸-草酸铵浸提态钼被用于判断土壤是否缺

钼的诊断指标,施钼后第1茬小白菜种植前土壤有

效钼及第2茬小白菜种前土壤有效钼含量多处于临

界值(0.15mg/kg)附近,并没有表现出严重的缺钼

现象,因此可以满足2茬作物的生长,达到生产具有

一定钼含量作物的要求。本试验发现,第1茬小白

菜种植后土壤有效钼下降程度较小,而第2茬小白

菜种植后下降幅度较大,但是第2茬小白菜产量较

第1茬低,说明土壤有效钼的降低主要是长期种植

所导致的土壤钼有效形态转化所致,植物吸收所带

走的部分钼不是导致土壤钼有效性降低的主要原

因,该现象的出现与本试验土壤理化性质有关,本试

验所用土壤为酸性缺钼黄棕壤。研究[29]表明,当酸

性土壤施入钼后即使不种植作物,随时间的延长土

壤钼有效性也会逐渐降低。在酸性土壤中钼酸根离

子易被土壤胶体所吸附,其有效性大幅降低,因此,
在本试验中,第2茬小白菜种植后土壤钼有效性的

降低幅度大于第1茬小白菜种植后的幅度并不完全

是植物吸收所致,而是随着种植时间的延长被土壤

固定所致;并且土壤钼有效性的降低并非是随着时

间的延长而呈线性降低的,本试验中第1茬小白菜

降低幅度较小,而第2茬小白菜降低幅度较大,这与

第2茬小白菜种植期间温度较高、土壤干湿交替频

繁有很大的关系,该过程会加快土壤钼的固定[30]。
土壤硒有效性的判断指标是其多种有效形态硒含

量,如水溶态、交换态和富啡酸态硒的含量[31]。笔

者对于土壤有效硒进行监测发现,在第1茬小白菜

播种时,已经有很大部分无机态硒转化为富啡酸态

硒,而此形态的硒在试验土壤低pH 值的环境中对

植物的有效性很低。经过第1茬小白菜的吸收,第
2茬小白菜种植时有效性较高的水溶态硒和交换态

硒的含量大幅降低,施硒处理和不施硒处理2种形

态硒含量甚至没有差别。第2茬小白菜种植后,尽
管交换态硒含量有所回升,但水溶态硒含量在进一

步下降,且有更多的硒富啡酸态化。硒的当季利用

率较低,施硒后会有很大比例的硒转化为难以利用

的形态,因此,连作条件下土壤硒的有效性难以

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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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oftheinteractionbetweenMoandSefertilizers
onthecontentsofMoandSeinChinesecabbageandcontents

ofsoil-availableMoandSeduringtwosuccessiveplantingperiods

ZHANGMu HUCheng-xiao ZHAOXiao-hu SUNXue-cheng TANQi-ling

MicroelementResearchCenter,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430070,China

Abstract Apotexperimentwasconductedtodeterminetheeffectsofapplicationofmolybdenum
(Mo)andselenium(Se)ontheyield,contentsofMoandSeinChinesecabbage,andcontentsofsoil-a-
vailableMoandSeduringthetwosuccessiveplantingperiods.Theresultsshowedthattheyieldwassig-
nificantlyincreasedbyapplicationofMoandSeinthefirstharvest,whileyieldwasnotsignificantlyin-
creasedbyapplicationofMoandSeinthesecondharvest.BothapplicationofMoandSecouldprompt
theMouptakingofChinesecabbageduringthetwosuccessiveplantingperiods.Soil-availableMomain-
tainedhighlevelduringthetwosuccessiveplantingperiods,andapplicationofMocouldmeettheneeds
ofproducingMo-richcabbageduringthetwosuccessiveplantingperiods.ThoughbothapplicationofMo
andSecouldpromptSeuptakingofChinesecabbageduringthetwosuccessiveplantingperiods,water-
solubleSeandexchangeableSeweredecreasedafterthefirstharvestandapplicationofSeonlycould
meettheneedsofproducingSe-richcabbageinthefirstharvest.

Keywords molybdenum;selenium;continuouscropping;yield;Chinesecabb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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