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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棱栎种子萌发特性初探

周 元, 孙卫邦, 李从仁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昆明　650204)

摘　要: 三棱栎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的孟连、澜沧、沧源、西盟和勐腊等地。通过对三棱栎种子

萌发特性的研究表明, 三棱栎种子的萌发温度在 20℃～35℃范围内。种子在土壤中埋藏越深, 其萌发越慢, 萌发率

越低。在相同的温度条件下, 光照组( 12 h/ d)的萌发率略高于黑暗组。说明光照有利于种子的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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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y on Germination of Trigonobalanus doichang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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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 igonobalanus doichangensis ( A . Camus) Forman is the second-grade nat ional protec-

ted plant in China, and it is mainly dist ributed in M englian, Lancang , Cangyuan, Ximeng and

M engla in Yunnan. Based on the data analy sis of seed germ inat ion tests, the seeds germinated at
20℃- 35℃. T he deeper the seeds w er e placed in soil, the lower and slow er w er e their g erm ina-
tion. Under the condit ion of same constant temper ature, g erm inat ion rates of the light t reatment
( 12 h/ d) w er e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dark t reatment . , it seemed that the resul ts w ere pr opit ious

to g ermin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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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棱栎属( Trigonobalanus Forman)是 Forman

( 1962)从栎属( Quercus L. )中分出来的属,是现存

壳斗科( Fagaceae)植物中较原始的类群
[ 1]
。本属有3

个种, 其中轮叶三棱栎( T . verticil lata Forman)分

布于马来亚半岛、加里曼丹岛和苏拉威西岛;高大三

棱栎( T . ex celsa Lozano)分布于南美洲赤道附近的

哥伦比亚西部
[ 2]
; 而三棱栎[ T . d oichangensis ( A.

Camus) Forman]仅分布于我国云南西南部和泰国

北部,是三棱栎属中中国惟一的种类,本属植物形成

了南北半球洲际间断分布。结合地史材料看,三棱栎

在第三纪曾广布于北半球, 以后分区在逐步缩小,目

前仅存于云南省的澜沧、沧源、孟连、西盟、勐腊至泰

国北部的狭小区域内, 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为

了探求这种植物的致濒原因,我们进行了野外考察。

在分布地自然种群里,三棱栎植株生长较好, 果实很

多,但在树下及其周围很难找到幼苗和更新群落。因

而, 我们针对三棱栎种群小、发展缓慢等原因, 着重

对其种子和幼苗生长进行研究,试图了解三棱栎对

环境的适应机制。目前已取得了一些结果。

1　材料和方法

1. 1　材料

实验用三棱栎〔Tr igonobalanus doichangensis

( A. Camus) Forman〕种子于 2001年 3 月至 4 月和

2002年 3月至 4月采自云南孟连县灯盏寨、澜沧县

东回乡、西盟县勐梭乡和沧源县班洪南板村。

种子采收后及时晾干, 用纸袋装好放于室内蔽

阴处保存。随机取种子 100粒,观察其外部形态, 后

收稿日期: 2002-02-09,修回日期: 2002-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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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手术刀拨去坚果果皮, 在 ZS-PT OLYMPU S 解

剖镜下观察其物理性状。种子萌发和播种实验于

2001年 4月至 7月、2002年 4月至 7月进行。

1. 2　种子萌发实验

实验前将在孟连县灯盏寨所采的三棱栎种子用

1%的高锰酸钾溶液消毒 10 min, 以无菌水冲洗 3

次后放入直径 120 mm 铺有中速定性滤纸的培养皿

中。在 20℃、25℃、30℃、35℃恒温下持续黑暗, 及在

LRH-250-GS 型号人工培养箱内 20℃、25℃、30℃

和 35℃光照 12 h, 3 000 lx 条件下进行萌发实验。

1. 3　不同种源种子的萌发

种子消毒方法同前。将 4个产地的种子分别在

相同的基质( 1/ 2红土+ 1/ 2腐叶土)上进行播种试

验。播种盆规格为盆口直径 36. 5 cm , 盆底直径

27. 5 cm, 盆高 15. 0 cm , 基质充分吸水后将种子播

在基质表面, 再覆基质厚 0. 5 cm。

1. 4　种子在不同深度土壤中的萌发

种子消毒方法同前。6个实验都用盆口直径

36. 5 cm ,盆底直径 27. 5 cm, 盆高 15. 0 cm 的播种

盆。将在孟连县灯盏寨所采种子分别置于播种基质

( 1/ 2 红土+ 1/ 2腐叶土)表面和基质表面以下厚

0. 5 cm、1. 0 cm、2. 0 cm、3. 0 cm、4. 0 cm 处。

1. 5　种子在不同播种基质上的萌发

种子消毒方法同前。将在孟连县灯盏寨所采种

子分别播在红土、1/ 2红土+ 1/ 2沙、1/ 2红土+ 1/ 2

腐叶土 3种不同的基质上, 再覆基质厚 0. 5 cm。

1. 6　发芽率统计和播种量

种子萌发过程中每 24 h 观察一次。以胚根突出

种皮 2 mm 左右为发芽标准;在发芽过程中每 24 h

检测一次,以子叶刚露土为萌发标准。统计发芽率,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并通过 F 检验和最小显著极

差法进行检验。

每个实验 3个重复, 每重复 250粒种子。

2　实验结果

2. 1　三棱栎果实及种子形态特征

三棱栎壳斗包着果实基部, 3～5 裂, 果实为坚

果, 呈宽卵形, 明显具 3 翅, 直径 5. 61 mm, 高

4. 70 mm ,顶端有宿存花被裂片和花柱,果外壁被锈

色绒毛,果脐三角形,长 1. 5～2. 2 mm。成熟种子具

半透明种皮,种子无胚乳,休眠期短[ 3]。种子平均千

粒重 12. 7 g。

对采集的三棱栎果实解剖可看出, 三棱栎的自

然结实率仅为 9. 8%(有种胚的果实) , 此外在采集

的果实中约有 10. 0%的果实受到虫害。

2. 2　温度和光照对三棱栎种子萌发的影响

在3种温度条件下,三棱栎种子在吸胀水分4 d

后开始萌发。12 d 时统计结果表明, 三棱栎种子在

持续黑暗条件下,在 35℃萌发条件下发芽率最高达

7. 5% , 而 20℃条件下最低为 5. 3%, 此时 25℃和

30℃萌发条件下的种子发芽率分别为 6. 3%和

6. 2%。在光照 12 h 条件下, 20℃、25℃、30℃和35℃

时, 种子发芽率分 别为 5. 6%、7. 2%、6. 5%和

9. 1%。各处理间差异不显著(图 1)。

图 1　不同条件下,三棱栎种子培养 14 d 后的萌发率

Fig. 1　Average per cent ages of g ermination of T . doichangensis seeds at const ant temperatur es of
20℃- 35℃ in dark, o r daily light 12 h to dark 12 h, dur ing 14 days of wett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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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不同种源种子的萌发

三棱栎种子播种后经过 8 d充分吸水后开始萌

发。种子萌发时胚根先突破果(种)皮形成主根, 同时

上下胚轴迅速生长将子叶及果皮顶出土面, 随后子

叶逐渐变绿, 子叶出土后约 11 d 真叶开始发育生

长。在昆明自然条件(温度 18℃～25℃)下, 三棱栎

种子约需20 d完成种子萌发。在孟连县灯盏寨所采

种子萌发率最高,达 9. 5% ,而在沧源安康所采种子

萌发率最低,为 8. 3%。不同种源的种子萌发率差异

不显著(图 2)。

2. 4　种子在不同深度土壤中的萌发

土壤表面种子吸胀水分 6 d后开始萌发与土

图 2　孟连、澜沧、沧源和西盟四地种子播种出苗率

F ig . 2　The emergence rat e of seeds o f T . doichangensis
seeds fr om differ ent localities

图 3　三棱栎种子在不同深度土壤中的萌发率

Fig . 3　Average per cent ages o f germination of T . doichangens is seeds in diff er ent depth o f soil
　

深3. 0 cm和4. 0 cm种子萌发的差异极显著(图3)。

从第16 d到第40 d, 0. 5 cm和1. 0 cm深度种子与

3. 0 cm和4. 0 cm深度种子萌发的差异也是极显著

的。从第19 d到第40 d, 2. 0 cm深度种子与3. 0 cm和

4. 0 cm深度种子萌发的差异是显著的。40 d后土壤

表面及0. 5 cm、1. 0 cm、2. 0 cm 深度的种子萌发率

分别为9. 2%、6. 7%、7. 2%、6. 0%, 而 3. 0 cm 和

4. 0 cm深度的种子萌发率分别为1. 3%和1. 1%。

2. 5　种子在不同播种基质上的萌发

在自然条件下, 三棱栎种子经 11 d吸胀水分后

开始萌发(图 4)。种子在红土上萌发最好, 萌发率为

9. 73% ; 1/ 2 红土+ 1/ 2 腐质土次之, 萌发率为

9. 47% ; 1/ 2红土+ 1/ 2沙上为 6. 93%。不同基质上

的萌发率无明显差异。

图 4　三棱栎种子在不同播种基质上的萌发率

Fig . 4　Average percentag es of germination of
T . doichangensis seeds in different substrates

75　第 1 期　　　　　　　　　　　　　　　　　周 元等: 三棱栎种子萌发特性初探



2. 6　幼苗形态特征和生长

三棱栎种子萌发时胚根首先突破果壳, 形成幼

苗主根,随后下胚轴迅速生长将子叶与果壳顶出土

壤,果壳和种皮脱落后子叶转绿,进而形成幼苗的地

上部分。

三棱栎幼苗子叶 2片,等大,偶为 3 片, 对生( 3

片则轮生) ;呈扇形,顶端平截, 长 0. 5～0. 8 cm, 宽

0. 6～0. 9 cm, 子叶柄极短,近 0. 10～0. 20 cm。

种子出苗后 55 d, 植株平均株高 5. 80 cm ; 65 d

后植株平均株高 11. 10 cm ; 9个月后植株平均株高

22. 68 cm ,茎粗 0. 31 cm。

3　讨论

成熟的三棱栎种子只要条件适宜能在较短时间

内迅速萌发。三棱栎种子萌发率低,主要是与其种子

发育不完全有关(自然结实率仅 9. 8%) ,其原因有

待我们进一步研究。

实验显示三棱栎种子萌发的温度在 20℃～

35℃范围内, 这可能与其分布的气候条件相适应,这

一地区属南亚热带气候区,气候由于受热带季风的

影响较大,因此形成了夏热冬凉、干湿季明显、干季

多雾、夏季多雨的气候特点
[ 4]
。

实验表明,光照有利于三棱栎种子的萌发。三棱

栎种子在土壤中埋藏越深, 其萌发就越慢, 萌发率越

低,原因就是光强随土壤深度的增加而减弱
[ 5]
。这种

现象,在野外调查中也观察到,在群落盖度较大的自

然生境中,虽有大量具萌发力的种子,但见到的小苗

却很少。这进一步证实光照对种子萌发具有一定的

影响。

种子在催芽时由于水分不足或种子处于高渗液

中,能诱导光感性的产生,使种子无论在光下或黑暗

中发芽率均下降
[ 6]
。三棱栎是单性同株的风媒传粉

植物
[ 7]
,一般花开于 10～11月, 翌年 3 月左右果实

成熟, 此时正是原产地气温较低、降水少的季节

(图 5)。从温度和土壤湿度上来看,此时环境条件对

种子的萌发是很不利的。

综上所述, 三棱栎自身的结实特性和不适宜种

子发芽的原产地环境是造成其种群数量小,种群发

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图 5　孟连月平均温度和各月降水量示意图

Fig . 5　T he monthly tempera ture and

precipitat ion in Meng 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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