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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培养基质及条件对三种报春花种子萌发及
幼苗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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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不同培养基质及条件下对海仙花报春 ( P rim ula poissonii Franch. )、香海仙报春 ( Prim ula w ilsonii Dunn)、多脉报春

( Prim ula polyneura Franch)的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上述 3种报春花的种子萌发情况是多脉报春

>香海仙 >海仙花报春。在四种不同的培养基中 ,MS及 N 6培养基对报春花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比改良 W PM、M iller

培养基好。不同糖浓度及 pH 4. 5～6. 5对报春花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无明显影响。GA处理能缩短报春花

种子萌发时间。人工气候箱条件下报春花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比在培养室的条件下更好。光照对种

子萌发有促进作用 ,但当光照强度增强时 ,又会使报春花的幼苗叶片白化 ,产生光抑制 ,造成幼苗的死

亡。在遭受光胁迫时 ,海仙花报春比多脉报春有较强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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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Different Culture media and Conditions on
Seed Germination and Seedling Growth of Three Primro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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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culture media and conditions on seed germ ination and seedling growth of

P rim ula poissoii Franch、P rim ula w ilson ii Dunn and P rim ula polyneu ra Franch were studied in the p resent pa2
p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 polyneura Frach was the best germ inative species among three Prim roses.

MS and N〗6 were relatively better for the seed germ ination and seedling growth of p rim roses than imp roved

W PM and M iller in the four different culture media. D ifferent sugar concentration and pH = 4. 5 - 6. 5 in

media did not influent the seed germ ination and seedling growth remarkably. Treatment seed with GA could

make seed germ ination time shor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artificial climate incubator Prim roses seed germ ina2
ted and growed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ultured room. L ight can imp rove the seed germ ination of p rim roses, but

if in condition of intense light, the seedling growth of p rim roseswould be restrained and became albino p lants,

even be killed . The seedlings of P. poissoii Franch were more adap table and could sustain longer than the

seedlings of P. polyneura Franch when under intense light.

Key wards　 Prim ula　Culture medium　Seed germ ination　Seedling growth　L ight intensity

报春花是世界著名观赏花卉 ,因其花色多样、观赏价值高被誉为“世界三大园艺植物 ”之一 [ 1 ]以及“中国三大

天然名花 ”。该属植物近 500种 ,中国产 293种 21亚种和 18变种 [ 2 ]。主要分布于北半球温带 ,仅极少种类分布

于南半球 ,沿喜马拉雅山两侧到云南、四川西部是本属的现代分布中心。国外学者从上世纪早期起就对该属植物

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但国外的研究多局限于欧美的种类 [ 3 ]。目前国内对该属植物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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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分类上 [ 1, 4～7 ]
,对于很多具有较高观赏价值和较好适应性的野生种从园艺学角度进行研究则少见报道 [ 8, 9 ]

,因

此加强从园艺学角度对该属植物的研究 ,探讨如何有效地利用这一丰富的野生花卉资源 ,具有很高的经济及科学

价值。本研究以 3种报春花的种子为材料 ,在不同的培养基质及条件下对这 3种报春花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的

影响进行观察 ,探讨不同培养基质、不同温度及光照强度对这 3种报春花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的影响 ,同时探讨

不同报春花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与野生环境之间的关系 ,以期找出报春花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的适宜条件 ,为报

春花种质资源的保护、离体保存及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本研究采用的 3种报春花 ,其中海仙花报春 ( P. poisson ii Franch)的种子采自丽江玉龙雪山玉水寨 ;多脉报春

( P. polyneura Franch) 种子采自香格里拉县 (原中甸县 )碧塔海 ;香海仙报春 ( P. w ilson ii Dunn)种子从英国爱丁

堡皇家植物园获得。

1. 2　方法

选取 MS、N 6、M iller、以及改良的 W PM四种培养基 ,同时以改良的 W PM为基本培养基 ,设置 4个糖浓度梯度

和 3组不同 pH 值梯度的对比即 :无糖 (W PM无 )、1%的蔗糖 (W PM1 )、2%的蔗糖 (W PM2 )、以及 3%的蔗糖

(W PM3 )和 pH值分别为 4. 5 (代号为 W PM221 )、5. 8 (代号为 W PM222 )和 6. 5 (代号为 W PM223 )。将海仙花 ( P. pois2
son ii)种子分为 22组 ,香海仙报春 ( P. w ilson ii)种子分为 8组 ,多脉报春 ( P. polyneura)种子分为 34组 ,以上每组

种子 60粒 ,每组 (除不同光照强度对比实验外 ) 2个重复 ,结果取其平均值。

取这 3种报春花的种子 ,用蒸馏水漂洗 ,洗去表面污物 ,用滤纸吸干 ,再用干净的纱布包好 ,放入 70%的乙醇

中浸泡 30 s,然后用 0. 2% HgCl2消毒 2次 ,第 1次 10m in,用无菌水冲洗 4～6次后 ,再消毒 8m in,用无菌水冲洗后

接种到培养基上。

将上述种子每一培养基接种 2组 ,置于不同的条件下培养 ,一组置于培养室内 ,一组置于人工气候箱 (HPG2
280 H型 )中培养。培养室平均温度为 17℃,湿度为 60% ～70% ,每天光照 12 h,光照强度 1 500 lx;人工气候箱温

度白天为 (23 ±1) ℃, 晚间温度为 (18 ±1) ℃,湿度为 90% ,每天光照 12 h,光照强度为 9 000 lx。

用 5、10、20mg/L不同浓度的 GA对多脉报春 ( P. polyneu ra)的种子分别作 30 s, 60 s, 90 s的处理 ,各梯度组合

的代号分别设置如下 :以浓度为基础 ,时间 30 s、60 s以及 90 s分别设为 1、2和 3,例如 5 mg/L中处理 30 s代号为

521, 10mg/L处理 60 s代号为 1022,以此类推。以 MS及 M iller为基本培养基 ,接种后置于培养室内培养。

不同光照强度的处理是将海仙花报春 ( P. poisson ii)种子及多脉报春 ( P. polyneura )种子接种在 MS培养基

上 ,接种后放入人工气候箱内培养。根据 (HPG2280 H型 )人工气候箱在最大光强 9 000 lx下光照五级可调将光照

强度设置为 :无光照、I级为 2 220 lx、II级为 4 440 lx、III级为 6 660 lx、IV级为 9 000 lx,光照时间为 12 h,并且在有

光照的四级中放入一瓶已萌发并长势良好的多脉报春幼苗 ,观察光照强度对幼苗的影响。

种子萌发以胚根露出种皮 1～2mm作为萌发的标志 ,定期观察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的情况。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培养基及温度、光照条件对不同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的影响

不同培养基对不同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的影响见图 1,从图中可以看出 , 多脉报春 ( P. polyneura )是种子中

萌发最好的 ,在培养室的条件下 ,MS、M iller培养基中的种子第 13天就开始萌发 ,第 20天萌发率分别达 80%以

上 ; N 6培养基第 14天开始萌发 ,第 20天后萌发率达 80%以上。在改良的 W PM培养基上第 16天才开始萌发 ,

萌发持续的时间也较长。各组培养基的平均萌发率为 MS: 91. 7%、M iller: 90%、N 6: 91. 7%、改良的 W PM: 75%。

在培养箱条件下 ,多脉报春种子在 MS、M iller、N 6培养基中均于接种后第 12天开始萌发 ,而改良 W PM培养基第

15天才开始萌发。在前 3种培养基中 ,萌发率达到 90%以上 ,分别为 :MS: 95%、M iller: 93. 3%、N 6: 95% , 改良的

W PM培养基则只有 75%的萌发率。在幼苗的长势上 ,不管是在培养箱里还是在培养室里 ,MS、N 6培养基的幼苗

长势都比较好 ,改良的 W PM培养基次之 ,而相对 M iller培养基虽然种子萌发率较高 ,但幼苗细弱 ,叶片小 ,形成的

都是一些纤弱的“高脚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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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种在 MS与 N 6培养基中的香海仙报春 ( P. w ilson ii)的种子于接种后的第 13天开始萌发 ,M iller培养基第

15天开始萌发 ,改良的 W PM培养基第 17天起萌发 ,各培养基萌发率分别为 :M iller 85%、N 6 80%、MS 83. 3%、改

良的 W PM 65%。在培养箱的条件下 , N 6、M iller、MS这 3种培养基均于接种后第 11天开始萌发 ,改良的 W PM培

养基于接种后第 13天萌发 ,各个培养基的萌发率为 :MS 90%、N 6 83. 3%、M iller 90%、改良的 W PM 70% ,在幼苗

的长势上 ,MS最好 , N 6次之 ,然后是改良的 W PM培养基 ,M iller培养基里的幼苗是最差的 ,幼苗都是典型的“高

脚苗 ”。

图 1　不同培养基质对多脉报春 P. polyneu ra、香海仙报 P. w ilson ii及海仙花报春 P. poisson ii种子萌发及其幼苗生长的影响

海仙花报春 ( P. poisson ii)种子在培养室的条件下 ,接种在 N 6和 M iller培养基上的于第 13天开始萌发 , 接

种在 MS培养基上的第 15开始萌发 ,而所有接种在 W PM培养基上的种子均于 20天左右才开始萌发。各培养基

的萌发率为 : MS 65%、N 658. 3%、M iller 50%、改良的 W PM 18. 3%、PM无糖 16. 7%、W PM1 20%、W PM221 16. 7%、

W PM223 18. 3%、W PM3 16. 7%。在培养箱条件下 ,MS、M iller及 N 6培养基均于接种后 11天开始萌发 ,所有 W PM

培养基配比中 W PM无糖在接种 14天后开始萌发 ,其余的在接种 13天后开始萌发 ,各培养基的萌发率为 : MS

81. 7%、N 6 63. 3%、M iller 68. 3%、改良的 W PM 38. 3%、W PM无糖 33. 3%、W PM 128. 3%、W PM221 31. 7%、W PM223

36. 7%、W PM3 60%。在幼苗的长势上 ,无论是在培养室还是培养箱 ,与以上两种报春一样 ,相对来说都是 MS及

N 6上长得壮些 ,W PM各培养基上虽然萌发率不太高 ,但幼苗长势良好 ,而 M iller培养基中的幼苗则纤弱 ,叶片细

小 ,是典型的“高脚苗 ”。

从这 3种报春花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的情况来看 ,无论在培养室还是在人工气候箱内不同的培养基 ,在相同

条件下对这 3种报春花种子萌发及幼苗生均长有一定的影响。相对来说 , N 6、MS以及 M iller这 3种培养基在种

子的萌发时间及萌发率上比改良的 W PM培养基要好 ,这 3种培养基在萌发的起始时间及萌发率上相差无几 ,但

在幼苗的长势、叶部的分化上 ,MS和 N 6的比 M iller培养基要好 ,前两种培养基萌发出的幼苗粗壮 ,能很好地进

行光合作用 ;而 M iller培养基的幼苗瘦弱 , 是典型的“高脚苗 ”。因此在报春花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的实验中 ,这

4种培养基里 MS及 N 6较好。

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 ,培养箱与培养室条件相比 ,种子萌发率略有差别 ,尽管在 MS、M iller及 N 6培养基中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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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不明显 ,但培养箱里要高些 ,而在 W PM各培养基中 ,培养箱里的萌发率明显要比培养室高 ,在萌发的时间上 ,

培养箱比培养室普遍要提前 2～5 d。从前人的报道来看 [ 8 ]
,这可能与报春花种子萌发的环境条件即光照、温度以

及湿度等有关。因此 ,培养箱里的环境条件更适合于报春花种子的萌发。

从图 1可以看出 ,在不同 pH值及糖浓度对比实验中 ,糖浓度的高低对报春花种子的萌发及幼苗的生长没有

明显的影响 ;在 pH值的 3个梯度中 ,实验的海仙花 ( P. poisson ii)与多脉报春 ( P. polyneura)的种子及幼苗在 pH

4. 5～6. 5的范围内都能萌发及生长 ,但 pH = 5. 8及 pH = 6. 5则更适宜这 2种报春花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

表 1　不同 GA处理对 MS及 M iller培养基中多脉报春

( P. polyneura)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的影响

培养基
代号

MS培养基

始萌发
天数 ( d)

萌发率
( % )

长势

M iller培养基

始萌发
天数 ( d)

萌发率
( % )

长势

521 11 91. 7% + + 12 33. 3% +

522 11 83. 3% + 11 41. 7% -

523 12 70. 0% + + 11 75. 0% + +

1021 11 83. 3% + + + 12 70. 0% -

1022 11 81. 7% + + + 11 58. 3% -

1023 11 73. 3% + + + 12 79. 2% -

2021 12 90. 0% + + + 12 50. 0% -

2022 12 83. 3% + + + 11 43. 3% -

2023 11 83. 3% + + + 12 61. 8% -

　　　注 : + +长势好 ,茎叶分化明显 ; + + +长势好 ,矮壮 ; +长势一般 ; - 长势一般 ,幼苗细弱。

2. 2　不同 GA处理对报春花种子萌

发的影响

　　用不同浓度的 GA 对多脉报春

( P. polyneura)种子做不同时间的处

理 ,结果如表 1,从结果可以看出 ,在

不同浓度的 GA处理中 ,不同培养基

对种子的萌发有明显的影响 ,MS培养

基在萌发率及幼苗长势上 ,效果都比

M iller好。与没用 GA 处理的对比可

以看出 ,处理过的多脉报春 ( P. poly2
neu ra)的萌发率在 MS培养基里稍低 ,

但用 GA处理的种子萌发时间大多数

要提前 1～2 d;在 M iller培养基中 ,多

脉报春 ( P. polyneura)萌发时间也同样提前 ,萌发率却又明显地下降 ,这有待进一步的探讨。用 GA对霞红灯台

报春 ( P rim ula beesiana Forr. )种子进行处理 ,其萌发时间也有明显的提前。因此用 GA处理能使报春花种子萌发

的时间提前。在 MS培养基中 20m l/L GA处理的萌发率要高些 ,而在 M iller培养基中则是 10 m l/L GA处理的萌

发率要高些 ,说明 GA处理与培养基具有相关性。

2. 3　不同光照强度对报春花种子萌发及幼苗的影响

光照对某些种子的萌发是必不可少的 ,而且光照强度对不同物种的幼苗生长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 10 ]。对海

仙花报春 ( P. poisson ii)、多脉报春 ( P. polyneura)种子及多脉报春 ( P. polyneura)幼苗进行不同光照强度的处理。

结果表明 :不同的光照强度对这两种报春花的种子萌发和幼苗的生长发育都有很大的影响。多脉报春 ( P. poly2
neu ra)种子在无光照的条件下比有光照条件下种子萌发要晚 7 d,萌发率也低 30%左右 ,在人工气候箱四级光强

梯度条件下 ,种子萌发时间随光强增加而提前 ,萌发率达到了 90%以上 ,光照对多脉报春种子的萌发有明显的促

进作用 ,对海仙花报春 ( P. poisson ii)无显著影响。在无光照条件下 ,多脉报春 ( P. polyneu ra)的幼苗均非常细弱、

黄化且倒伏 ,直至萎蔫死亡 ,相比之下海仙花报春 ( P. poisson ii)对于无光照的环境适应更差 ,其萎蔫死亡的时间

比多脉报春 ( P. polyneura)要早 15 d左右。多脉报春在 I级的条件下开始时幼苗生长良好 ,但过了 50 d后 ,叶片

开始白化并死亡 ,随着光照强度的增加 ,多脉报春 ( P. polyneu ra)白化苗出现的时间也明显提前 ,在 IV级的条件

下时 33 d就出现了白化苗。将正常苗移入到四级光照强度条件下也表现出随着光照强度的增加白化时间提前 ,

从 I级到 IV级光照白化时间提前 14 d。海仙花报春 ( P. poisson ii)对光强的适应能力较多脉报春强得多 ,在 I、II

级光照强度的条件下幼苗生长正常、健壮 ,在 53天后幼苗稍微萎蔫时移出培养箱能恢复正常生长 ,没移出的虽然

后来也白化死亡 ,但承受强光的时间也较长。在 III级与 IV级的条件下 ,幼苗开始时长势良好 ,过 45天后开始白

化 ,移出后死亡。从结果可以看出 ,在幼苗遭受强光胁迫时 ,海仙花报春 ( P. poisson ii)比多脉报春 ( P. polyneura)

能更好的适应 ,但当强光胁迫超出幼苗所能承受的范围时 ,这两种幼苗都会出现光合系统被破坏 ,叶片白化 ,而最

终死亡。

3　讨论

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需要适宜的水、氧气、温度、光照以及营养基质等因子 ,这些因子虽然有各自不同的作

用 ,但它们又彼此联系 ,综合地影响种子及幼苗的生命活动。不同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所需环境条件不同 ,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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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物种自身的遗传特性及其在自然历史长期进化、适应的过程中形成的生理特性有关。这 3种报春花种子萌发

在 4种不同盐浓度的培养基中 ,MS及 N 6更适合于报春花种子的萌发及幼苗生长 ,而糖浓度以及一定范围内的

pH值对报春花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的影响不大。有研究表明 , GA能解除某些种子的休眠 ,促进种子萌发 [ 11 ]
,我

们的实验结果也可以看出 ,用 GA处理能促使报春花种子萌发时间提前。而温度与光照作为生态因子 ,对不同的

报春花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有不同的影响。报春花的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需要一定的温度范围 [ 8 ] ,温度对报春

花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的影响很大 ,报春花种子在培养箱的温度条件下 [白天温度为 (23 ±1) ℃,晚间温度为 (18

±1) ℃ ]比在培养室的温度条件下 (平均气温为 17℃)能更好的萌发。研究表明 ,在野外不同生长环境下的植物

对光照强度有不同的要求 ,耐荫植物往往比开阔地上的植物光合能力较弱 ,并且它们在不同光照强度的生长条件

下 ,其生理、形态上产生适应的可塑性差 ,高光照条件下的光能利用率低 ,易受到强光伤害 ,当耐荫植物置于强光

照射时 ,会引起光抑制 ,影响它们的光合作用乃至生长 ,严重的光抑制可导致植物死亡 [ 12 ]。作为生长在林下的阴

性植物 ,光照强度对多脉报春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具有很大的影响 ,适度的光照有利于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 ,但

其幼苗对光胁迫较为敏感 , 当光照强度过大时 ,很容易引起光抑制而白化 ,最后因无法进行光合作用而死亡 ;而

对于生长在开阔地上的海仙花报春在适应强光胁迫方面承受能力更强。研究表明 ,光照强度的增加能引起光合

色素被破坏 [ 13 ] ,随着光强的增加 ,植物叶片的叶绿素含量逐渐减少 ,这是由于在强光下 ,植物难以全部消耗过量

的光能 ,这些过量的光能将产生光抑制 ,不利于植物叶绿素的形成 ,可能还会使叶绿素产生分解 [ 14, 15 ]
,虽然植物

自身也有一定的防卫系统以响应环境因子的动态变化 ,最大限度地降低因环境胁迫引起的代谢不平衡或细胞损

伤 ,保留其正常的生存能力 [ 16 ]
,但当光照强度大于植物所能承受的最大值时 ,就会对植物产生光抑制。报春花幼

苗叶片在强光下产生白化现象也可能是其光合系统受到破坏所致。

因此 ,在引种报春花及进行报春花种质资源保存时 ,必须根据各种不同生长环境的报春花来选择合适的引种

及培养条件。对于开阔地上生长的报春花 ,温度和光照是其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的主导因子 ,因此必须注意使其

在合适的温度和光照下生长 ;而对于阴生条件下的报春花 ,在注意温度对其种子萌发影响的同时 ,更应该注意光

照强度对其幼苗生长的影响 ,由于在强光胁迫下可塑性差 ,因此在萌发的早期可以放置于良好的光照条件下 ,这

有助于其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 ,但幼苗长出真叶后应适当的遮荫 ,不要将其置于强光下直射 ,以免引起光胁迫而

影响其生长甚至引起其光合系统遭受破坏而白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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