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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条种子萌发生理条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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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种
,

落叶灌木
。

主要分布在 山东
、

山西
、

辽宁
、

内蒙
、

陕西
、

华北各地及江

苏
、

四川
、

广东等省山地的阳坡林缘
。

垂直分布在海拔1 o00 m 以下
。

荆条的主根很深
,

有独

特的抗旱能力
,

可在干旱岩石裸露的山地上生长
,

是优良水 土 保 持 树种
,
叶可沤肥

,

茎可

编筐篓
、

篱笆 , 花为蜜源
,
叶和果还可入药

,

是很好的经济灌木
。

荆条是一个有前途
,

而且

是尚未开发的野生树种
。

作者对它进行了种子萌发生理条件的初步研究
,

旨在为种子检验
、

种子贮藏及播种育苗提供科学依据
。

(一 ) 材料和方法

1
.

供试材料

荆条种子采于 1 9 8 7年10 月中国林科院内
。

约 4一 s d 凉干后
,

除去空瘪拉与杂物
,

装 入

聚 乙烯塑料袋 内置于 4 ℃冰箱备用
。

供试种子净度为57 %
,

含水量为6
.

5 %
,

千粒重为8
.

6 9
,

优 良度为66 %
,

并 已完 戍形

态成熟 (经解剖在实体显微镜下观察
,

胚 已达胚腔的2 / 3以上
,

胚轴和胚根洁晰可见 )
。

2
.

试验方法

(1) 不 同温度
、

光照处理 ¹ 选择适宜浸种温度
。

将荆条种子分 5 个温度梯度
,

即12 ℃
、

45 ℃
、

60 ℃
、

70 ℃
、

80 ℃的水浸种
,

自然冷却至24 h ,

分别置床
,

放入光照发芽器内进行光照

变温25 ℃昼 / 20 ℃夜培养
。

另用未浸种子作对照试验
。

º 选择培养温度 分别用恒温15 ℃
、

25 ℃
,

变温2 0 ℃昼八 5 ℃夜
、 25 ℃昼/ 20 ℃夜

、

30 ℃昼 / 20 ℃夜 (昼为 s h 光照
,

光照弧度

为1 0 0 0一 1 2O0 lx ;
夜间为一6 h 黑暗)处理

。

另作避光对比试验
,

将放有种子的发芽器置于培养箱内的黑色纸袋里
。

( 2 ) 低温层积处理 先将种子用60 ℃ 的温水浸种
,

自然冷却至24 h ,

然后用自来水 反 复

冲洗 1一 Z m in
,

再
一

与湿沙沉匀 (种子
: 砂 二 1 : 3) 装入聚乙烯袋中

,

置于 2一 4 ℃冰箱 内
,

分

别进行1 1 d
、

Z ld
、 31 d 层积时问的发芽测定

。

( 3 ) 赤霉素浸种处理 用 I OO PPm
、 30 0 PPm

、 5 0 0 PPm 及8 0O PPm 的赤毒素水溶液浸利
,

24 h ,

取出后分别用自来水反复冲洗
,

再和对照组同时置床
,

并 变 温 ( 25
cc 怪/ 20 ℃夜 ) ,

s h 光照下培养
。

( 4) 发芽测定 每 100 拉为一组
, 4个重复

,

置于Z F一32 型光照发芽器和 H H B H 型电热恒

温培养箱内
,

测定初萌 日
、 二卜均发芽时间

、

发芽指数及发芽率等萌发生理指标
。

田 初萌 日是指胚根露出的第一天
,

露出的时间早说明种子活力高
。

º 平均发芽时间是指第一天发芽到最后一天发芽的天数
,

发芽天数短说明种子活力高
。

» 发芽指数
:

。
二 。 ‘t

行I = 乙 , 二二
~

Lj t

夺文于19 8 8年 7 月16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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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G l为发芽指数 , Gt 为勺的发芽粒数 , 刀 t为相应的发芽日数
。

¼ 发芽率 =
共

x 10 0 %
l V

式中
: n

为正常发芽粒数
; N 为供试种子数

。

(二 ) 结果与分析

1 .

不同温度对种子萌发 的影响

( 1) 不同水温浸种 从表 1 可以看出
,

荆条种子不需要浸种
,

通过直播即可萌发
,

而且它

的发芽指数和发芽率最高
,

分别为10
.

466 和52 % ,

平均发芽时 间为12 d
。

用12 ℃
、

45 ℃
、

60 ℃水处理的各项指标次之
; 70 ℃水处理的指标明显下降

, 80 ℃水处理的种子不能 萌发
。

在生产上
,

为了避免真菌的蔓延及其它微生物和抱子的侵害
,

在种子检验及播种育苗前
,

需用

60 ℃水浸种处理 ( 60 ℃水对各种微生物均有灭活作用
,

这种水温对荆条种子 萌 发无影响 )
。

表 2 温度和光照对荆条种

表 1 浸种温度对荆条种子萌发效应 子萌发的影晌

芽数均发天平浸种温度

( ℃ )

初 萌日

( d )

发芽 指数

( G l )

发芽率

( % )

条 件

温度(℃昼 / ℃夜

初萌 日

( d )

发芽指数

( G l )

发芽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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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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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4 0

8
.

2 0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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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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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4 0

0

1 0
.

4 6 6

1 5

2 5

变 温 2 5 / 1 5

变 温 2 5 / 2 0

变 温 3 0 / 2 0

变 温 2 5 / 2 0

6
.

1 3 6

1 2
.

0 2 1

4
.

8 4 1

8
。

7 3 1

1 0
。

4 0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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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不同培养温度和光照 试验结果表明
,

不同温度和光照对荆条种子的萌发影响较大
。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
,

在每天光照 s h 条件下培养
,

荆条种子都能顺利萌发
, 以恒 温25 ℃

为最好
,

它的初萌 日是 3 d ,

发芽指数为1 2
。

0 21
,

发芽率为52 %
,

均优于其它温度组 合
。

在

黑暗条件下培养
,

萌发迟缓
。

现以 25 昼℃ / 20 ℃夜为例
,

光照比黑暗初萌日早一天
,

发芽指数

前者是后者的2
.

2倍
,

发芽率是2
.

17 倍
,

由此可见荆条种子萌发需要光照
,

这种效应可能与光

敏素的调控作用有关
‘

)o

2
.

低温层积对荆 条种子萌发的影响

许多植物以休眠方式适应不良气候条件的变化
,

木本植物约有三分之二的种子具有不同

程度的休眠习性
,

荆条种子具有轻度休眠特性
。

由表 3 可以看出荆条种子在光照 s h ,

变温

25 ℃昼/ 20 ℃夜
,

层积 n d 的初萌 日
,

比对照提早一天
,
发芽指数为对照的1

.

4 5倍 , 发芽率

为对照的 1
.

04 倍
。

层积Zl d 、

31 d 各指标均与对照接近
。

所 以荆条种子在播种前层积 10 d 左

右就能满足种子发芽的要求
,

能出齐苗
、

出壮苗
。

表 3 再一次说明光照培养优于黑暗培养
。

3
.

赤霉素溶液对荆条种子萌发的效应

从表 4 可以看出
,

荆条种子用赤霉素溶液浸种能促进种子萌发
,

以 5 00 p p m 和8 00 p p m

浓度为佳
; 初萌日都比对照早一天

,
发芽指数分别为对照的1

.

6倍和1
.

9 倍 ,
发芽率都是对照

的 1
。

18 倍
。

此结果说明外加赤霉素可以改善荆条种子生长促进物的水平
2 )。

1 ) 佑家瑞
,

1 9 85
,

种子生理
,

科学出版社
,

2 43 一2 58
。

知 徐是雄等
,

1 9 8 7
,

种子生理的研究进展
,

中山大学 出版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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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低沮层积对荆条种子萌发的效应

层 积 时 间 一竺一靛
一

生一少一 { 初 “ 日

一
“ ” “ ” ’ “

(d )
·

光 变温 (℃昼 / ℃夜 ) 一 ( d )
’

(‘j ) -

0

11

2 1

3 1

2 5 / 2 0

2 5 / 2 0

2 5/ 2 0

2 5/ 2 0

石
.

6 4 7

12
.

5 6 吕

3
,

8 7 7

8
.

9 8 6

照照照皿光光光光

0

1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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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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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2 0

2 5 / 2 0

3
.

9 76

9
.

8 艺2

8
.

0 3 9

5
。

3 7 7

一 4 7

2 3

4 5

4 3

4 0

暗暗暗暗黑黑黑黑

表 4

处 理 )
,、 养

不同浓度赤 . 素处理对萌发的影晌

发 芽 指 数 发 芽 率

(p p m ) 光 !变沮 (℃ 昼/ ℃夜 ) (G l )
I
一

⋯J照照照照照光光光光光对 热

_

二且

(% )

4 4

46

4 8

52

2 5 / 2 0

2 5 / 2 0

2 5 / 2 0

2 5 / 2 0

2 5 / 2 0

8
.

6 4 7

9
.

4 1 1

10
.

6 6

1 3
。

8 16

16
.

2 7 7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研所 孙秀琴 田树橄 )

第18 届国际杨树会议概况

井招届 卜
,

际杨树会议于 1 9 8 8年 g 月 5 一 8 日左北京科学会堂隆工召开
。

这是迄 今为止在

孔画召开的规模址大的田际 性林业会议
。

1 5 0名代表分别来自五大洲的1州
,

卜{泛
: , ‘

已既有该国

际组织从早的发起 国
,

又有准各加入的新成员国
。

全世界第一流的杨树专家欢聚 于 科 学 会

堂
,

回顾 , j展望了各国杨付发展的今天和明天
。

中园派出了阵齐亚大的代表团
,

共有正式代

表 1 5 人
,

观察呱2 5人
,

列席代丧 1 8人
,

坪向大会提交了70 多篇学术论文
、

板报
、

录相和专为

本届太会赶印出米的《杨树》专著
。

通过学术交流和会前与会后组织的四 条路线的考察
,

代表

们对中门在发展杨树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给于了很高的评价
。

加拿大的竹发教授说
: “

我 没 想

到中团在杨树方面做了这 么多科研工作 !
”

许多代麦都十分羡慕联邦德匡!与山西省的台 作 项

目
。

因为中国拥有全世 华崎树 咚因资源的一半
,

利用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

中因必将成为无

可争辩的世界杨树大国
。

{迫着杨木工业化利用的蓬勃发展
,

中国杨树栽培的面积必将进一步

扩大
,

形式也将多样化
。

外国专家指出
,

今后值得注意的是防止品种单一化和严格加强检疫

工作
,

如呆这两个问题不尽早解决
,

有可能遭受毁灭性的灾难
,

欧洲
、

美洲和大洋洲都曾有

过沉痛的教训
。

会议最后改选了新的执行委员会
,

许多委员都进行了更换
。

比利时育种学家斯涕纳克斯

当选为国际杨树委员会主席
,

中国代表团团长王世绩当选为副主席
。

从这个侧而
,

也反映了

中国在发展杨树方面受到全世界的瞩 目
。

(林 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