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5卷 第6期 2006年6月 种 子 (Seed) Vo1．25 No．6 Jun． 2006 

木芙蓉种子萌发特性研究 

梁 静 王仲朗 张瑞宾 沈云光 管开云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云南昆明 650204) 

摘要：对木芙蓉种子进行机械破损、不同药剂浸种等处理，结果表明：砂纸摩擦、丙酮浸种均可促进木芙蓉种子的萌发，以砂 

纸摩擦5 min结合丙酮浸泡3 h处理获得的效果最佳；木芙蓉种子对赤霉素不敏感；一年陈种子在发芽率上明显高于新种 

子。初步得出：种皮障碍是木芙蓉种子萌发的主要限制因素之一；木芙蓉种子需要后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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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Germination Characteristic of Hibiscus mutabilis’S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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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eed germination experiments were carried out on Hibiscus mutabilis with different treatments，inclu- 

ding mechanical treatment and seed soaking in different solutions．The best germination ratio was obtained in 

trail when seeds soaked in acetone for 3 hours after 5 minute sand papering；seeds were insensitive to GA3； 

seeds had better germ ination ratio when stored for one year．It is concluded that Hibiscus mutabilis seeds need 

an after—ripening stage，and seed coat barrier is one ofthe main factors for seed dorm an 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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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芙蓉(Hibiscus mutabilis)，俗称芙蓉花，为锦葵科木槿属的落叶灌木或小乔木。不但具备较高的园林观 

赏价值，其根叶花还有良好的药用价值。通常采用扦插法进行繁殖，关于其种子萌发特性方面的研究还未见报 

道。本试验采用不同处理方法对木芙蓉种子的萌发特l生进行研究，以期为木芙蓉的种子育苗和开发利用提供理 

论依据，并为锦葵科其他植物的种子萌发特性研究提供借鉴。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2004、2005年l1月初采集于昆明植物园的木芙蓉种子，室温干燥保存至2005年l1月上旬用于发芽实验。 

1．2 方 法 

1．2．1 种子发芽试验 

(1)机械破损处理：对新种子(2005年采集)进行砂纸摩擦，每次 150粒种子，分别摩擦 l、3、5、7 min，确定最 

佳摩擦时间；对一年陈种子(2004年采集)进行最佳时间的砂纸摩擦处理。 

(2)温水浸种处理：取新、陈种子于35℃恒温自来水浸种20 h。 

(3)丙酮浸种处理：取新种子于恒温3O℃分别用丙酮浸种l、2、3、4 h，确定最佳丙酮浸种时问。 

(4)对照处理：以上试验均以不经任何处理的同年种子直接播种为对照。 

(5)赤霉素直接浸种处理⋯：以丙酮为溶剂，配制赤霉素浓度为O、100、300、500、l 000 mg／L的溶液。取新种 

子浸于所有梯度溶液中，恒温3O℃进行丙酮最佳时间浸泡。 

(6)机械破损后赤霉素浸种处理 】：取新、陈种子进行最佳时问的砂纸摩擦处理，后同(5)；其中陈种子只置 

于0 mg／L溶液中浸泡处理。 

以上发芽试验每处理均为5O粒种子，播于铺有一层滤纸的培养皿中，2O℃恒温培养；3次重复。胚根露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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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芽，第5天统计发芽势，第l0天统计发芽率。数据采用SPSS 10．0软件统计分析。 

发芽势(％)=(规定时间内种子发芽数／试供种子数)×100％ 

发芽率(％)=(规定时间内种子发芽数／试供种子数)×100％ 

1．2．2 种子含水量的测定 

随机取新、陈种子各 100粒，重复3次，称鲜重，于 105。I=烘箱烘干5 h，取出后立即称量干重，计算含水量。 

含水量(％)=[(鲜重 一干重)／鲜重]×100％ 

1．2．3 种子吸水率的测定 

各取 100粒无任何处理、砂纸摩擦5 min、丙酮浸泡3 h、砂纸摩擦5 rain结合丙酮浸泡3 h的新种子，于100 ml 

水中20℃恒温浸泡，1、3、6、9、13、25、48、96 h取出，用卫生纸吸去多余浮水，称重记录；2次重复。 

吸水率(％)=[(浸种后重量一浸种前重量)／浸种前重量]×100％ 

1．2．4 白菜种子的发芽试验 

各取200粒无任何处理、砂纸摩擦5 rain、丙酮浸泡3 h、砂纸摩擦5 min结合丙酮浸泡3 h的新种子，35。I=恒 

温浸泡于60 ml自来水中24 h；取此浸提液用于白菜种子萌发试验，以自来水为对照，每处理白菜种子35粒，2次 

重复；记录各处理白菜种子的48 h发芽率、72 h根长、120 h发芽率。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处理对新种子 

萌发的影响 

由表 1可知，对照和温 

水浸种的发芽率为 0；机械 

破损和丙酮浸种均促进新种 

子的萌发，最佳处理时间分 

别为5 min和3 h，所得发芽 

势和发芽率在 30％ 以上。 

用不同浓度的赤霉素浸泡新 

种子，结果表明(表2)：赤霉 

素不同浓度之间无显著差 

异；方差分析显示种子经砂 

纸摩擦后浸种，其发芽势、发 

芽率显著高出直接浸种，超 

表1 不同处理对新种子萌发的影响 

处理 —  r-test co-o5) 

注：摩擦时间为5 rain，浸种时间为3 h；字母不同表示0．05水平显著差异。 

表3 新、陈种子含水量、发芽势、发芽率的比较 

过80％，为最佳处理。 注．1、z
、 分别对应 _5=== _中、 了 i _著。 

2．2 新、陈种子含水量、发芽势、发芽率的比较 

如表3，新、陈种子的含水量分别为9．3％、9．1％，两者差异不显著；除对照处理不能促使种子发芽，其余处理 

陈种子的发芽势均在50％以上，且发芽率明显高出同处理的新种子；新、陈种子对温水浸种的敏感度显著不同。 

2．3 不同处理对于种子吸涨率的影响 

未经砂纸摩擦的种子，前13 h吸水进程缓慢，13 h吸涨率低于5％，96 h的吸涨率低于15％，无处理和丙酮浸 

种处理的种子吸水进程较一致；种子经砂纸摩擦后，吸涨率提高，13 h吸涨率均超过20％，96 h吸涨率在40％以 

上；摩擦后浸种的种子吸水率始终高出单纯摩擦处理，是吸水进程最快的处理(表4)。 

2．4 不同浸提液对白菜种子萌发的影响 

由表5可以看出，无论48 h发芽率、72 h根长，还是 120 h发芽率，对照与4种浸提液对白菜种子的影响均无 

显著差异。 

3 结论与讨论 

3．1 砂纸摩擦5 min结合丙酮浸种3 h，是本试验中促使木芙蓉萌发的最佳方法。 (下转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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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大量报道  ̈⋯。人工控制低温鉴定与自然低温鉴定的一致性也有很多报道  ̈。笔者采用人工控制低温，在 

芽期和苗期进行茄子耐冷性鉴定。 

对耐冷性的研究，人们多年来基本上是针对一两个指标进行的，从作物耐冷性的生理特性看，大部分单一的 

指标都有片面性，应该从多方面综合评价耐冷性。本试验采用了综合隶属函数值综合评价了各品种的耐冷性。这 

样不仅消除了若干指标之间的矛盾，而且能够准确评价茄子品种的耐冷性，是一种较为理想的评价方法和指标， 

为今后耐冷性鉴定提供了借鉴。 

本试验通过 l6、18、25 o【=三个温度下发芽鉴定，利用发芽指数、发芽势和发芽率在各温度下的变化情况，确立 

l8℃是研究茄子耐冷性的理想温度指标。并筛选出耐冷性差异大的5个品种：兰州长茄、西农5号、荷苞长茄、 

美国红茄和西农20号。然后利用18℃下发芽率、发芽势和发芽指数等指标的综合隶属函数值来评价各品种的 

耐冷性，从而筛选出耐冷性强的兰州长茄、耐冷性中等的荷苞长茄和耐冷性较弱的美国红茄。 

为了验证低温发芽鉴定耐冷性的准确性，本实验利用低温对苗期细胞膜透性的影响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各 

品种耐冷性强弱与芽期所得到的结果呈极显著正相关(r=0．847 2 )，这于前人在辣椒L1⋯、黄瓜 等作物上研究 

结果一致。从而说明低温发芽鉴定茄子幼苗的耐冷性是比较可靠的一种既简便又科学的方法，这为快速鉴定作 

物的耐冷性提供了一条可行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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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砂纸摩擦作为机械破损的方法之一，可有 

效改善种皮透水透气性；而丙酮作为有机溶剂 

可浸渍去除种皮上的脂类物质 ，两种方法结 

合，使木美蓉新种子的吸涨进程明显加快(表 

4)，萌发率达到85％以上(表2)，说明种皮是 

木芙蓉种子萌发的主要障碍之一；室温干藏一 

年对木芙蓉种子没有造成不利影响，反而明显 

提高发芽率(表3)，表明木芙蓉种子需要后熟。 

3．3 不同浸提液对白菜种子的发芽无显著影响 

(表5)，可能与白菜种子对抑制物的敏感度有 

关，也可能说明发芽抑制物不是影响木芙蓉种子 

萌发的主要原因；种子对赤霉素不敏感(表2)， 

推测与木芙蓉本身的胚休眠机制和种内抑制物 

类型有关；具体机制均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表 4 木芙蓉种子吸水性能进程 (吸水率：％) 

注：处理1、2、3、4分别对应无任何处理、砂纸摩擦5 rain、丙酮浸泡3 h、砂纸摩擦 
5 min结合丙酮浸泡3 h种子。 

表5 不同漫提液对白菜种子萌发率的影响 

注：1、2、3、4分别对应无任何处理、砂纸摩擦 5 min、丙酮浸泡 3 h、砂纸摩擦5 rain 

结合丙酮浸泡3 h种子的浸提液。 

参考文献 

1 顾增辉，龙雅宜，张金政．应用赤霉素有机溶剂渗入法打破花卉种子休眠和促进萌发．种子，1992，1：55～58． 

2 邹璃莹，David W F，ED R M．赤霉素及机械处理的相互作用对破除Sartdersonia aurantiaca种子休眠的研究[j]．草业学报，2003， 

12(5)：70—76． 

3 颜启传．种子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73—78． 

· 46·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