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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青冈种子的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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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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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比较 3 种打破滇青冈种子休眠方法的结果表明, 经 40e 处理后的效果最好, 发芽率达 74. 5%。100 mg# L - 1的赤霉

素浸种处理的次之,发芽率为 70. 2%。种子种皮切伤和去除种皮后, 发芽率增大, 分别为 96. 0%和 95. 0% ,并提早 5 d 萌

发。种子抑制物质实验的结果显示,滇青冈种子的内种皮和种仁含有抑制种子萌发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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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d Germination of Cyclobalanopsis glaucoides
ZHOU Yuan* (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Kunming 650204)

Abstr act  The efficiencies of three treatment methods for breaking dormancy seed of Cyclobalanopsis glau2

coides were compared. The treatment with 40 e was the opt imum for breaking dormancy of seed, and the

germination rate was 74. 5%. The seeds soaking in 100 mg#L- 1 GA3 also promoted the seed germination

( 70. 2%) . Incisive and removed seed coat were effective in raising the germinat ion rates ( 96. 0% and 95. 0%

respectively) . The germination time was shortened by 5 d in comparison with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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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子休眠和萌发的报道很多。Mayer 和 Pol2

jakoff2Mayber概括了种子休眠的主要原因大致有:

( 1)种皮不透性; ( 2)对温度的要求; ( 3)对光的要
求; ( 4)发芽抑制物质的存在[ 1]。在农业和果树种

植中许多解除休眠、促进种子萌发的方法已得到广

泛运用。

滇青冈主要生于海拔 1 500~ 2 500 m之间,

是滇中地区常绿阔叶林的常见树种之一,目前以滇

青冈为优势种的林分已不多见,仅见于中山陡坡和

石灰岩地区
[2]
。滇青冈木材坚韧, 可作桩柱、车船

用材;种仁含有 55. 71%淀粉, 鞣质 15. 75% ,蛋白

质 4. 5% , 脂肪 3. 3%, 纤维素 1. 31% [ 2]。是一种

极具开发潜力的树种。但是滇青冈果实成熟期在

10月,种子在秋冬季不易萌发,直至翌年四五月才

渐渐开始萌发, 对人工育苗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本

文就打破滇青冈种子休眠,促进萌发的一些方法作
初步探讨。

材料与方法

  滇青冈 ( Cyclobalanopsis glaucoides ) 种子于

2001年和 2002年 10月采自本所植物园。种子千

粒重为 1 112. 8 g, 用 1%的高锰酸钾溶液浸泡 20

min 消毒, 以蒸馏水漂洗后备用。

处理有以下 5种:

( 1)分别在 4~ 5 e 低温下干藏 30、60 和 90 d
的种子置于 25 e 的恒温箱内萌发, 以新鲜种子为

对照。每个处理重复 3次,每重复 150粒种子。种

子胚根长出 2 mm视为发芽, 计算发芽势和统计发

芽率。

( 2)分别在 30、35、40、50 和 60 e 的恒温箱内

处理 2. 5 h,然后放入 25 e 的恒温箱内萌发。每个

处理重复 3次,每重复 150粒种子, 计算发芽势和
统计发芽率。

( 3)种子消毒后,分别用 10、20、50、100和500

mg#L- 1的赤霉素浸种 24 h 后取出,用蒸馏水冲洗

3次, 置于以蒸馏水湿润滤纸的培养皿中, 于 25 e

的恒温箱内萌发,以蒸馏水浸种为对照。每个处理

重复 3次, 每重复 150 粒种子,计算发芽势和统计

发芽率。

( 4)种子消毒后, 将种子萌发孔一端的种皮切

伤和去除种皮后, 置于 25 e 的恒温箱内萌发。每

个处理重复 3次,每重复 150粒种子, 统计发芽率,

以完好种子为对照。

( 5) 种子水浸提液的制备基本上按照王成

霖[ 3]的方法。取种子的内种皮、外种皮和种仁各 3

g研碎, 置于 60 e 恒温箱内浸提 48 h。培养皿中加

5 mL 浸提液, 播大白菜( Brassica chinensis)种子

50粒, 置于 25 e 的恒温箱内培养, 24 h后测发芽

率, 48 h后测胚根长。实验重复 3次, 以蒸馏水为
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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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

1  低温下不同干藏时间对种子萌发的影响

  从表 1看出,未在低温下干藏的新鲜滇青冈种

子并未完全处于休眠状态,但其萌发率低。随低温

干藏时间的延长,种子萌发力加强。这表明, 低温

可提高种皮的透性和促进种子完成后熟。

表 1  低温下不同干藏时间对滇青冈种子萌发的影响

T able 1  Effect of different store days on seed germination of

Cyclobala nopsis glaucoides under low temperature condition

干藏时间/

d

开始发芽

时间/ d

发芽高峰

期/ d

发芽势/

%

发芽率/

%

对照 13 55 11. 3 18. 0

30 18 60 22. 0 26. 7

60 20 43 22. 7 32. 7

90 20 33 25. 3 44. 7

  干藏的温度为 4~ 5 e 。

2  温度对滇青冈种子萌发的影响

  从表 2可以看出, 在 30~ 40 e 范围内,滇青冈
种子的萌发率随着处理温度的升高而升高; 40 e

处理后的发芽率达 74. 5% ; 温度超过 40 e , 萌发

率即随温度的升高而下降; 60 e 处理的无一粒种

子萌发, 发芽终了时, 有 6. 0%~ 10.0%的种子腐烂。

表 2  温度对滇青冈种子萌发的影响

Table 2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seed germinat ion

of Cyclobalanop sis g laucoides

温度/

e

开始发芽

时间/ d

发芽高峰

期/ d

发芽势/

%

发芽率/

%

30 21 33 25. 0 35. 0

35 17 20 30. 7 48. 6

40 5 22 65. 3 74. 5

50 8 17 54. 0 65. 4

60 0 0 0 0

3  赤霉素对滇青冈种子萌发的影响

  从表 3可见, 不同浓度赤霉素处理中, 以 100

mg#L- 1赤霉素浸种的效果最好, 萌发时间也提早

4 d。500 mg#L- 1赤霉素浸种的效果次之。赤霉素

浓度太低效果都不理想。

4  切伤和去除种皮对滇青冈种子萌发的影响

  从表 4可以看出,滇青冈种子切伤和去除内外

种皮后发芽率明显提高,发芽迅速, 萌发时间提早

13 d。说明种皮的透气性是影响种子萌发的原因

之一。种子在萌发过程中切伤种皮的霉烂率为

2. 0%,而去除内外种皮的为 16. 0% , 但两者发芽

率相近。

表 3  赤霉素对滇青冈种子萌发的影响

Table 3  Effect of GA3 on seed germination

of Cyclobalanop sis glaucoides

浓度/

mg#L- 1
开始发芽

时间/ d

发芽高峰

期/ d

发芽势/

%

发芽率/

%

0 18 33 29. 3 33. 3

10. 0 12 15 23. 2 32. 1

20. 0 20 17 33. 9 39. 0

50. 0 10 15 31. 6 38. 6

100. 0 14 21 56. 7 70. 2

500. 0 17 33 49. 0 67. 6

  发芽势和发芽率为处理 60 d后统计。

表 4  切伤种皮和去除种皮对滇青冈种子萌发的影响

Table 4  E ffect of incisive and removed seed coat on seed

germination of Cyclobalanop sis glaucoides

处理
开始发芽

时间/ d

发芽高峰

期/ d

发芽势/

%

发芽率/

%

对照 18 33 33. 8 38. 6

切伤种皮 5 8 86. 0 96. 0

去除种皮 5 8 66. 7 95. 0

5  滇青冈种子中抑制物质的鉴定

  从表 5可见,滇青冈种子的内种皮和种仁的浸

提液对大白菜种子的萌发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种仁

浸提液的抑制效果较强。说明滇青冈种子中存有

抑制种子发芽的物质,但其成分尚待进一步分析和

鉴定。

表 5  滇青冈种子浸提液对大白菜种子萌发的影响

Table 5  Effect of the extract form Cyclobalanopsis glaucoides

seed on seed germinat ion of Brassica chinensis

浸提液 发芽率/ % 胚根长/ cm

对照 98. 7 2. 60

外种皮 98. 0 1. 61

内种皮 90. 0 1. 56

种仁 86. 0 0.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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