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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通过对不同温度 !光照条件 !浸种时间和不同发芽基质的研究 找出桔梗种子发芽的最佳基本

条件 从而为桔梗的规范化栽培提供一定的依据 ∀方法 测定了桔梗种子的吸水率 利用不同浸种时间

光照及黑暗 不同温度 ε 不同发芽基质 纸间 !纸上 !纱间 !纱上 等处理对桔梗种子进行发芽

试验 测定其发芽率和发芽势 ∀结果 在 ε 下 桔梗种子的吸水率在 后达到最大 为 ∀浸种时间对桔

梗种子萌发的影响较小 不同温度和光照条件处理 对桔梗种子发芽率及发芽势的变化影响明显 ∀结论 浸种

后 在 ε 光照条件下进行纸上培养是桔梗种子萌发的最适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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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桔梗 Πλατψχοδον γρανδιφλορυµ 1 1⁄≤1为桔

梗科多年生草本植物 药用其根 ∀有开宣肺气 祛痰

排脓之功效≈ ∀为满足市场的需求 提高桔梗的产

量与质量 许多学者对桔梗种子处理 !无性繁殖 !采

种技术等方面进行了诸多研究≈ 2 ∀作者研究了光

照 !温度及浸种时间等条件对桔梗种子萌发的影响

以期为提高桔梗种子发芽率提供较系统的参考依

据 ∀

1  材料与方法

111  材料

所用材料为山东淄博产的二年生桔梗种子

年 月采收 经作者鉴定 室温储藏备用 ∀

112  方法

11211  吸水率  将风干的桔梗种子 1 由纱网

包着 浸在盛满水的大烧杯中 置于 ε 的恒温箱

中 前 每隔 1 测定种子的吸水量 吸水量

种子吸水的质量 风干种子的质量 接着每隔

测定种子的含水量 随后每隔 测定 次 ∀最后

阶段隔 后测定 次含水量 ∀重复 次 取其

平均值绘制吸水速率图 ∀

11212  发芽条件  设定 个不同的发芽温度

ε 设定了 个不同的浸种时间

并分别进行光照和黑暗 个不同处理 确

定桔梗的最适发芽温度 !浸种时间和光照条件 ∀

11213  发芽基质  在 11212 中获得的最佳发芽温

度和浸种条件下 在光照和黑暗 种不同条件下 对

桔梗种子采用滤纸和纱布 种不同的发芽床进行发

芽试验 以确定桔梗种子发芽的最适基质 ∀

11214  发芽试验数据统计  在 ε 的

发芽温度下 桔梗的发芽时间较短 所以在发芽试验

开始的第 天统计发芽率 第 天统计发芽势 ∀

ε 下 由于发芽时间长 历时 个月后才开始发芽

所以在该温度下 第 天统计发芽率 第 天统计

发芽势 ∀

2  结果与分析

211  吸水速率

从图 可知 在吸胀处理的 以内 桔梗种

子吸水速率随着处理时间的增加而增大 ∀种子在吸

胀处理中的前 吸水速率较快 吸水量为

1 ∀而后 种子的吸水速率有所放慢 后

开始趋向平衡 至 吸水量达到 ∀处理阶

段中的前 是桔梗种子的吸水高峰 ∀之后 种子

吸水缓慢 逐渐达到饱和状态 ∀

212  桔梗种子发芽的温光条件

21211  黑暗条件下桔梗种子的发芽  从表 可以

看出 在 个不同的浸种时间处理下 随着温度的升

高 桔梗种子的发芽率和发芽势逐渐达到最大值 ∀

ε 下的发芽率和发芽势都是最高的 ∀ ε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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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桔梗种子吸水速率曲线

的发芽率和发芽势仅次于 ε 的发芽率和发芽势 ∀

并且发现当温度为 ε 时 浸种 的

处理下 桔梗种子的发芽率和发芽势几乎都高于浸

种 处理的发芽率和发芽势 ∀在不同浸种时

间处理下 ε 时桔梗种子的发芽率和发芽势都是

最低的 同时发现 ε 和 ε 下的发芽势都明显

低于其他 个温度处理下的发芽势 ∀
表  黑暗条件下不同温度和浸种时间处理对桔梗种子发芽的影响

温度

ε 发芽率 发芽势 发芽率 发芽势 发芽率 发芽势

21212  光照条件下桔梗种子的发芽  从表 可以

看出 在 ε 时桔梗种子的发芽率较高 而随着温

度的升高 桔梗种子的发芽率有所下降 但当温度升

高到 ε 时 桔梗种子的发芽率又达到最大值 温

度再升高 达 ε 时 桔梗种子的发芽率又有所下

降 随着温度的升高 桔梗种子的发芽势提高较快

到 ε 时 达到最大值 温度达 ε 时 发芽势下

降 ∀从表 中发现 ε 时 浸种 的处理 桔梗

种子的发芽率和发芽势都高于浸种 ∀

213  不同发芽基质和光照条件下桔梗种子的发芽

表  光照条件下不同温度和浸种时间处理对桔梗种子发芽的影响

温度

ε 发芽率 发芽势 发芽率 发芽势 发芽率 发芽势

  从表 中可以看出 光照条件下 不同发芽基质

间的发芽率没有显著差异 其中发芽率从大到小 依

次为 纸上 纱上 纱间 纸间 ∀纸上的发芽率达

1 发芽势为 1 黑暗条件下 纸间的发

芽率显著低于其他培养基质上的发芽率 ∀在纱上培

养的桔梗种子发芽率最高 为 1 但发芽势却

还是纸上培养的最高 ∀黑暗条件下 在纸间和纱间

培养的种子发芽势极低 仅为 1 和 1 ∀总

的说来 ε 时浸种 的条件下 最适合桔梗种

子发芽的条件是光照条件 !在纸上培养的处理组合 ∀

表  ε 下浸种 不同培养基质和光照条件

处理对桔梗种子发芽的影响

培养基质
光照 黑暗

发芽率 发芽势 发芽率 发芽势

纸上

纸间

纱间

纱上

  经方差分析可知 在相同的发芽基质上 除在纸

间发芽时 光照条件下的发芽势显著高于黑暗条件

下的发芽势 Π 1 其他发芽基质上 光照和黑

暗条件下 发芽率和发芽势之间均没有显著差异 ∀

但是 除采用纱上发芽外 在其他 个培养基质下

光照条件下的发芽率和发芽势均高于同培养基质处

理黑暗条件下的发芽率和发芽势 ∀

3  结论与讨论

311  吸胀速率  水分是种子萌发的先决条件 ∀种

子吸水后才会从静态转向活跃 种子的萌发是一系

列的生理生化反应过程 ∀浸种时间的长短对种子的

萌发产生一定的影响 ∀

研究种子的吸水变化趋势对于设置种子的浸种

时间有一定的帮助 ∀从图 可以看出 桔梗种子的

吸胀变化总体趋势比较平缓 ∀前 为快速吸水

阶段 随后 种子吸水缓慢 逐渐达到饱和阶段 ∀由

于在浸种初期 种子内外的水势差几乎达到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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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造成种子快速吸水 随着浸种时间的增加 种子细

胞内外水势差不断降低 吸水过程渐渐趋于平稳 吸

胀逐渐达到饱和状态 ∀

312  桔梗种子的发芽条件

31211  温度因素  温度对种子的萌发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 ∀不同的温度处理 能改变种子表面的结

构和种子内部某些物质 如酶等 的化学结构及性

质 ∀通过对这些物质的作用 影响种子的萌发 ∀

ε 下 桔梗种子能发芽 且发芽率不低 ∀但该温度

下 种子发芽缓慢 比其他温度要晚 ∗ 且发

芽高峰不明显 ∗ ε 下 种子发芽所需的天数

相差不大 但 ∗ ε 下的发芽率明显高于 ∗

ε 下的发芽率 ∀赵敏≈ 等人曾报道桔梗种子内含有

萌发抑制物质 但部分抑制物质可以通过浸种处理

去除 ∀本试验中 随着浸种时间的延长和发芽温度

的升高 桔梗种子的发芽率得到提高 ∀实验表明

ε 是桔梗种子发芽的最适温度 ∀

31212  浸种时间因素  在相同的光照条件下

ε 时不同浸种处理的桔梗种子的发芽率间均无显著

差异 发芽势除浸种 和 间在光照处理中有

显著差异外 Π 1 其他均无显著差异 在相同

浸种处理下 仅浸种 的光照和黑暗条件下的发

芽率间存在显著差异 Π 1 其他处理组合间

均无显著差异 ∀由此可见 浸种时间对桔梗种子的

萌发有一定的影响 但不是影响萌发的主要因素 ∀

从整体来看 浸种 种子发芽率及发芽势相

对较高 故桔梗最适宜的浸种时间为 ∀

31213  光照因素  浸种 在不同发芽温度下

光照条件下种子发芽率和黑暗下的相比 有高有低

并无规律可循 ∀但试验表明 一定的光照有助于提

高桔梗种子的发芽率 ∀本试验中 最佳发芽条件为

ε 下光照培养 ∀

313  不同发芽基质和光照条件下的发芽  光照条

件下桔梗种子的发芽率一般要高于黑暗条件下的发

芽率 这一结论进一步证明光照条件有利于提高桔

梗种子的发芽率 ∀试验结果同时表明 采用纸上发

芽较其他基质发芽的效果好 ∀

桔梗种子的萌发需要一定的浸种处理 适宜时

间为 ε 下浸种 但浸种时间不宜过长 [

∀ ε 是桔梗种子萌发的最佳温度 在桔梗种子

发芽时 如果能提供一定的光照条件 将大大提高种

子的发芽率和发芽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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