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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国产鸢尾属植物种子萌发特性研究 

沈云光 管开云 王仲朗 冯宝钧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云南昆明 650204) 

摘要：采用不同的贮藏条件、种皮处理和播种基质对国产4种鸢尾属植物的种子萌发进行了初步研究。试验结果显示： 

4~C冷层积能明显促进长葶鸢尾(L delavayi Mich．)、西南鸢尾(L bulleyana Dykes)、金脉鸢尾(L chrysographes Dykes) 

的种子萌发，而高原鸢尾(，．collettii Hook．f．)的种子在室温和冷层积两种贮藏条件下，萌发率能达到100％和98．33％， 

没有区别；去除种皮后，长葶鸢尾、金脉鸢尾的种子萌发率提高，但是种皮对高原鸢尾、西南鸢尾的种子萌发没有抑制作 

用，在剥皮和未剥皮的情况下萌发率基本相 同；对比3种不同的播种基质，根据种子的萌发情况和幼苗的生长情况，混合 

土(红土：腐殖土 =1：2)、腐殖土是较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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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ies on Seed Germination of Four Species of Iris in China 

Shen Yunguang，Guan Kaiyun，Wang Zhonglang，Feng Baojnil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Kunming 650204，China) 

Abstract：The seed germination of 4 Iris species was studied in different storage conditions，seed—coat treat— 

ments and sowing media．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4~C stratification treatment could improve seed germ ination 

0f L delavayi Mich．．L buUeyana Dykes and I．chrysographes Dykes．But this treatment had not effect on 

germination of L coUettii Hook．f．whose germ ination percentage is 100％ and 98．33％ respectively in room 

temperature and 4~C stratidication treatm ent．In addition，the seed germ ination percentageratios of L delavayi 

Mich．and，_chrysographes Dykes increased when their seed—coat were peeled off．In contrast．seed—coat of 

L collettii Hook．f．and L bulleyana Dykes didnt affect their seed germ ination．Among three sowing media， 

mixed soil(red soil：humus=1：2)and humus were better to seed germination and seedling growth． 

Key words Iris Seed germ ination Storage temperature Seed—coat treatment sowing medium 

鸢尾属(Iris)是一类极具观赏价值的植物，以其花大、花色艳丽且变化丰富、花型奇特而备受各国园艺界的青 

睐。鸢尾属广泛分布于北温带，以中国至中东(古地中海)为本属的分化中心，全世界约有220余种。中国约产 

58种，1亚种，l3变种及4变型，主要分布于西南、西北及东北各地 J。鸢尾属植物栽培历史悠久，作为观赏植 

物，欧洲人自l4世纪就开始进行杂交育种的研究 J，材料主要是产于近东和欧洲的须毛状附属物种类 ，其中德国 

鸢尾(Iris germanica L．)、香根鸢尾( pallida Lamarck)已成为世界著名的观赏花卉。中国作为鸢尾属植物的 

主要分布区之一，野生资源丰富，尤其是无附属物亚属(Subg．Limniris)的种类比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多，其中许 

多种类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一直是国外研究者渴望得到的育种材料。但是我国对鸢尾属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 

是以分类学研究为主。虽然也有栽培，但仍以少数的药用种类为主，且多数仅限于当地民间使用。近年来，随着 

花卉园艺事业的迅速发展，逐渐对观赏类的鸢尾属植物也进行了引种栽培 。J，但多限于国外品种，许多观赏价 

值高，性状优良的国产野生种类还很少为人们所认识。因此开展国产鸢尾属植物的园艺学研究，合理有效的开发 

和利用这一野生花卉资源无疑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和科学意义。 

本研究选取了4种观赏价值高、分布于中国西南地区的鸢尾属植物进行了种子萌发特性的初步研究，其中长 

葶鸢尾(L delavayi Mieh．)、西南鸢尾( bulleyana Dykes)、金脉鸢尾( chrysographes Dykes)为中国特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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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分析，比较在不同处理下种子的萌发情况，以期获得鸢尾属种子萌发的适宜条件，为今后进一步开展引种栽培 

方面的工作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选择高原鸢尾(L collettii Hook．f．)、长葶鸢尾(L delavayi Mich．)、西南鸢尾(L bulleyana Dykes)和金脉 

鸢尾(L chrysographes Dykes)的种子进行播种，材料均采自野外植株的成熟果实。高原鸢尾、西南鸢尾采自云南 

香格里拉县(原中甸县)，海拔 3 070～3 310 ri1。长葶鸢尾采自云南大理苍山，海拔2 500～3 050 ITI。金脉鸢尾采 

自云南丽江玉龙雪山，海拔 3 200—3 310 m。 

1．2 方法 表1 4种鸢尾属植物种子的处理方法 

1．2．1 不同贮藏温度与种皮处理 

上述鸢尾属植物的种子根据贮藏温度、是 

否剥去种皮，每个种分为4组不同的处理，其中 

高原鸢尾种子较小，种皮难剥，因此未作种皮的 

处理。具体分组见表 1。 

处理后的种子在加了湿润滤纸的培养皿中 

培养，定期补水，盖上皿盖以保持湿润。根据伍 

碧华等 J，刘德福等 J，对鸢尾属植物种子萌 

发的报道，萌发的适宜温度为20～3O℃。因此我们统一采取了25～27℃在电热恒温培养箱中培养。处理前种子 

均浸泡24 h。培养过程中无光照。种子萌发以胚根露出种皮 1～2 mm为标志，定期观察并作记录。 

1．2．2 不同播种基质 

昆明地处红土高原，因此红土是植物栽培中常用的基质。根据这一特点，我们选取了3种不同的播种基质： 

腐殖土，红土：腐殖土(1：2)，红土，对4种鸢尾属植物种子进行播种试验。每种设3组(3种基质)，共12组，每组 

播种200粒，采用播种筐，播种后覆盖一薄层土。播种前种子在4℃冰箱中干燥贮藏约4个月，于2003年3月初 

在小温棚内进行试验。种子萌发以胚芽露出土表 1～2 mm为标志，定期观察记录。 

试验期间小温棚内的温度变化为：三月 14．32～ 表2 3种不同播种基质在播种期间的温度变化( ) 

24．75℃，四月 15．76～28．57℃，五月 17．3O～3O．24oC； 

相对湿 度 的变 化为：三月 49．67％ 一66．38％，四月 

37．37％ ～66．87％，五月34．92％ ～64．10％。土壤温度 

的变化见表2。用统计学分析软件 SPSS 10．0对以上试 

验组的萌发率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基质 三月 四月 五月 

腐殖土 11．13～18．50 13．43—20．76 14．7～22．93 

红土：腐殖土(1：2) 12．13～20，60 14，24—23．45 15．56～24．45 

红土 11．33～19．42 13．52—22．88 14．72～24．13 

2．1 不同贮藏温度和种皮处理对种子发芽的影响 

经过2种不同的贮藏温度处理，4种鸢尾属植物种子表现出不同的萌发特性(表3)。高原鸢尾无论是在室 

温贮藏还是经过冷层积处理，种子的发芽率都很高 ，分别为 100％和 98．33％。2种处理结果基本一致，没有明显 

差异。开始萌发天数分别为9 d和8 d，也仅相差 1 d，但在萌发历时天数上，低温冷层积处理的种子萌发集中，萌 

发天数明显少于室温贮藏的种子，说明低温处理对高原鸢尾种子的萌发率没有显著影响，但能促进种子集中萌 

发，缩短萌发时间。长葶鸢尾、西南鸢尾和金脉鸢尾的试验结果表明，低温处理对它们种子的萌发有显著的促进 

作用(表3)。经冷层积处理的种子萌发率明显提高，其中西南鸢尾最显著，萌发率由4％ ～8％提高到80％～ 

82％。说明低温可打破种子的休眠。这一现象在鸢尾属的马蔺(，．1actea Pal1．var．chinensis(Fisch．)Koidz)和 

其他植物中也有报道 。在开始萌发天数上，冷层积处理的种子明显提前，但在历时天数上差别不明显，甚至 

由于室温贮藏下的种子萌发率低，仅萌发几粒后就不再发芽，而低温处理的种子仍在萌发，从而萌发时间较室温 

贮藏的种子长，如长葶鸢尾室温贮藏下的萌发天数为 12 d，冷层级处理后的则为2l～28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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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剥去种皮和未剥种皮的对比试 

验，结果表明(表3)，高原鸢尾的种子在 

未剥皮的情况下萌发率能达到 100％， 

说明种皮对高原鸢尾种子的萌发没有影 

响。西南鸢尾与高原鸢尾的情况相似， 

剥皮与未剥皮的种子萌发率相差不大， 

室温贮藏条件下分别为4％和8％，低温 

处理后的萌发率显著提高，但剥皮与未 

剥皮的萌发率基本相同(80％和82％)。 

然而，金脉鸢尾的种皮对萌发则有一定 

的抑制作用。剥皮后的种子不但萌发率 

有所提高(24％ >16％，88％ >62％)， 

而且萌发的起始时间和历程也相对缩 

短。长葶鸢尾的种子在种皮处理中表现 

出，在室温贮藏条件下，剥皮与未剥皮种 

子的萌发率相差不大，且后者的萌发率 

稍高(5．66％ >1．64％)。但经过低温 

冷层积处理后，萌发时间由12 d提前为 

8 d，且剥皮种子的萌发率明显高于未剥 

皮的种子(63．33％ >30％)。这说明种 

皮对种子的萌发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这 

种抑制作用在常温处理中不明显，但经 

过冷层积后，打破了种子胚的休眠，种皮 

表3 不同贮藏温度下剥皮与未剥皮的四种鸢尾属植物种子萌发结果的比较 

表4 不同贮藏温度及种皮处理下4种鸢尾种子萌发率的统计分析结果 

的抑制作用表现出来，因此剥了皮的种子萌发率明显提高了，这在金脉鸢尾中表现相同。 

通过对种子萌发率的统计分析，从表4中可以看出，4种鸢尾属植物之间差异显著性检验概率 P=0．04，按 

0．05的检验水准，说明4种鸢尾属植物之间萌发率差异显著。同样在室温和冷层积处理中，P：0．02，小于0．05， 

表明在不同的贮藏条件下，萌发率差异显著。但是在种皮的处理中，P：0．22，说明剥皮与否对种子的萌发率没 

有显著的影响。 

表5 不同基质中4种鸢尾属植物种子萌发结果比较 

2．2 不同播种基质对种子发芽的影响 

昆明地区的土壤类型为粘性红壤，腐殖土也是我们常用的播种基质。根据这一特点，我们选择了红壤、腐殖 

土以及两者的混合土作为播种基质，比较发芽情况。通过对各基质中种子萌发情况的观察，每个品种在不同的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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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基质中的发芽情况各不相同(表 5)。高原鸢尾在红土中的萌发率最高，混合土略低，腐殖土中的萌发率最低； 

而长葶鸢尾、西南鸢尾则相反，红土中的种子萌发率最低，腐殖土与混合土要高，且两者相差不大。金脉鸢尾的种 

子萌发率普遍较低，均未超过 10％。从总的发芽率来看，小温棚中种子萌发水平明显低于培养皿中的种子，几乎 

没有超过50％，而且萌发的时间也明显延长。由此说明，外界环境的气候条件也是影响种子发芽的主要因素。 

在培养皿中，温度和湿度条件恒定，达到种子萌发的适宜条件。而在小温棚中，温度、湿度变化较大，尤其是土壤 

昼夜温差大，影响了种子的萌发。从萌发小苗在3种不同基质中的生长情况来看，萌发 1个月后，小苗的平均高 

度表现为：高原鸢尾在混合土中的长势最好，红土和腐殖土次之，且后两者相差不大；长葶鸢尾与西南鸢尾的种 

子，在腐殖土和混合土中的长势一样较好，红土稍差；金脉鸢尾的种子在腐殖土中的长势最好，混合土与红土较 

差，但后两者差别不明显。 

从 3种基质萌发率的统计分析数据来看(表 

6)，4种鸢尾之间的差异显著性检验概率 P=0．01， 

表明不同的种之问萌发率差异显著，但基质之间的 

P=0．65，没有显著差异。总之，从萌发率和种子的 

生长情况综合分析，混合土较适合于高原鸢尾，而长 

葶鸢尾、西南鸢尾、金脉鸢尾的播种基质较适宜采用 

腐殖土和混合土。 

3 讨论 

表 6 不同播种基质中4种鸢尾种子萌发率的统计分析结果 

不同植物的种子萌发所需要的环境条件各不相 

同，这种生理特性是植物在长期进化的过程中不断适应周围的环境而形成的。在自然状态下，鸢尾属植物大多数 

为冬季休眠，在渡过了一个严寒的季节后，种子于第2年春季萌发。根据这一特点，我们采用了室温干燥贮藏和 

4~C湿沙冷层积，以观察贮藏温度是否对种子萌发有影响。试验结果表明，低温处理能明显的促进鸢尾属植物种 

子萌发，不但表现在萌发率明显提高，萌发时间也提前了。顾增辉等  ̈，任祝三等_】。。在研究枸子(Cotomeaster) 

和千里光(Senecio vulgaris L．)种子萌发特性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果，任祝三等还提出冷层积的作用可能是促进 

了GA的合成和释放，从而克服抑制物的作用。种皮对种子萌发的抑制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种皮的机械阻力和 

透性上，二是种皮含有抑制物。伍碧华等 在对鸢尾属植物扁竹兰(，．cortflzsc Sealy)种子萌发特性的研究中观 

察到此现象。种皮的这一特性在其他许多植物中也同样存在。我们在对鸢尾属 4种植物的研究中发现，不同的 

种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长葶鸢尾和金脉鸢尾的种皮对种子萌发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西南鸢尾、高原鸢尾则 

没有表现。此外，这种抑制作用在室温贮藏下表现不明显，而当冷层积打破种胚休眠后表现出来，且经过冷层积 

处理后，种子的萌发率明显提高，这说明种子胚的休眠是主要的抑制因素，而低温能够打破这种抑制作用。高原 

鸢尾的种子较特别，种皮不但没有抑制种子萌发的作用，而且常温贮藏下种子的萌发率即可达到 100％，这说明 

高原鸢尾的种子不需要经过休眠即可萌发。这一现象我们在野外考察中也观察到，有的种子当年成熟后，还未撒 

落前就在果实中萌发了。因此我们认为，一般情况下在野外高原鸢尾的种子之所以不能立即萌发，主要是因为种 

子成熟后冬季来临，环境温度、湿度逐渐变低，达不到萌发所需要的条件，只有次年温度 回升后种子才开始萌发。 

这说明外界环境条件也是影响种子萌发的关键因素，这在恒温培养箱和小温棚的萌发试验中也可以看出来，恒温 

箱中温度和湿度恒定，均为萌发的适宜条件，而小温棚中昼夜温湿度变化较大，受自然气候影响较多，因而种子萌 

发率明显低于恒温培养箱。这在王成等 研究赤松(Pinus densiflora Sieb．et Zucc．)种子萌发特性中也有相同 

的报道。 

从不同播种基质的对比试验来看，3种基质的萌发率没有显著的差异 ，但是在不同的种之间差异明显，长葶 

鸢尾、高原鸢尾的萌发率较高，西南鸢尾次之，金脉鸢尾的萌发率最低。从播种苗的生长情况来看，红土中生长 

较差，红土为酸性粘土，透水透气性差，幼苗生长慢且容易腐烂，因此，混合土和腐殖土是较好的选择。 

综上所述，低温冷层积可有效地打破种子的休眠，同时外界环境条件也是种子萌发的影响因素，此外，种皮在 

有些种子的萌发中有抑制作用，因此在种子萌发时应根据不同的种类采取相应的方法，以获得较高的萌发率。从 

种子萌发和幼苗的生长情况来看，混合土、腐殖土较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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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与小结 

对于当前杂交水稻产量的进一步提升，从源库关系角度，强调“库容”占主导作用的为多数  ̈J，也有人认为 

光合产物源不足，源／库小，以及源库关系欠协调等-3．9川 限制了杂交水稻产量的提高。本研究表明，相对于中、轻 

型两系法杂交稻，重型具有如下特点：单茎库容量大；抽穗后叶绿素前期含量高，中期衰减慢，持续期长，后期下降 

迅速；籽粒灌浆速度快，持续期长；抽穗后比叶重持续缓慢衰减；粒叶比高、物粒 比和颖花茎鞘重较低。表明重型 

两系法杂交水稻不仅库大，而且源强。另外，重型杂交组合物粒比和颖花茎鞘重低于中、轻型，一方面折射出重型 

杂交水稻生育后期籽粒灌浆物质主要依赖于旺盛的叶片光合产物，另一方面茎、鞘等临时贮存器官中的干物质向 

籽粒调运率高于中、轻型杂交组合，说明重型杂交组合流亦畅。源库流的协调，正是本研究供试用重型两系法杂 

交组合安湘S×G 2417—2—1单茎重穗高产的主要成因。说明在两系法杂交水稻生产中，应力求做到扩库，强源，畅 

流，协调三者关系，夺取超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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