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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皮种子主要储藏条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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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含水量与测控

刘文明 宋学之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 究所 )

摘要 水分是影响青皮 (V at fca as tro t: ich a H a nc e) 种子活 力最关健 的内在 因

素
,

其 中种胚含水童是决 定因素
。

用含水量 27 一 29 %娜株控制种胚含 水 量 在50 一

52 %
,

也就是控制种子含水量在30 一 36 %
,

维持种子一定的呼吸强度 (3 2℃下浏定

为5。一 60 0
:

日/ g. h)
,

种子活 力保持最高
,

能延长寿命
。

找 出 了储藏 中 种 子安全

含水量的最佳
.

汽
,

此点处于安 全含水量下限的内缘
,
可 矛.J用种子本身果翅与种子或

大小种子之间含水量 的内在关 系来测 定
。

这种测 定方法 准确
、

快速又 简便
。

可考虑

作为确定
“
顽物型

”

种子安全含水量下限的新捷径
。

关健词 青皮种 子 , 安全含水量 ,
含水量 最佳点 , 种子 活 力 , 种子寿命

青皮属龙脑香科
,

是热带季雨林的重要树种
,

己列为国家第二类重点保护的珍贵树种
。

青皮种子常因千燥失水而迅速丧失活力
。

在自然条件(3 0 ℃
、

70 % R H ) 下
,

新采收的成熟种

子在70 h 内含水量由42 %迅速降至20 %
,

从而死亡
。

这成为种子采收
、

运输和储藏中的首要

问题
。

本项试验研究从测定种子劣变过程中的生理变化来分析影响活力的主要内外因子
,

找

出储藏中的主要技术条件
,

以采取相应的储藏措施
。

研究结果分两部分
: 工

—种子含水量

与测控 , 亚

—温度与种子劣变机理
。

一
、

材料与方法

(一 ) 材料来源及品质特征

试验所用种子
,

采 自广州市龙眼洞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所树木园内
,

千粒重平均为270 9
,

含水量42 %
,

发芽率1 00 %
,

形状大小如图 1 所示 (单位
:

m m )
。

(二 ) 试验处理和观洲方法

1
.

不同含水量 (湿度)的控制方法 用椰糠 (椰子壳经加工后的碎末状物)与蒸馏水按 不

同比例调配而成
。

含水量从 O 一40 %
,

每梯级相差 5 %
,

共分九个梯级
。

2
.

含水量测 定方 法 定期从各处理中随机抽取样品
,

在 1 05 ℃用烘干法测定
。

每处理重

复一次
,

取平均值
。

种子15 一20 粒为一重复
。

种胚
、

种子安全含水量采用自然失水曲线法测

定
。

含水量用相对含水率表示
。

本文 于1 9 8 8年 1 1月 14 日收到
。

· 本项研究为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科学羞金课题
.

广东省林业科 学研究所种子园给予采种支持
,

谨致谢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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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青皮果实与种子形状

3
.

呼吸强度测定法 在 32 ℃恒温下
,

用SK W
一2型微量呼吸检压仪测定

。

单位以0 :
叮龙

·

h

表示
,

重复一次
,

每个重复读数 5 一 6 次
,

取平均值
。

4
.

发茅率
、

发茅指数 及活力指数测 定 定期从各处理中随机抽取50 粒种子
,

用含水量为

60 %的椰糠介质与种子混和
,

置于直径为1 5 c m 的培养皿内作发芽试验
。

在 20 ℃的温度下
,

以胚根长度达种子长度一半时作发芽标准
,

发芽后 3 d 测其长度
,

取平均值
。

发 芽 率 (召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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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 自然条件即是让种子在室内裸露 自然失水 种子于9月份成熟
,

此时广州室温约

空气湿度约70 % (简缩为30 ℃
、

70 % R H )
。

二
、

试验结果与分析讨论

(一) 种胚
、

种子安全含水量范围

种胚含水量是保存种子活力的决定因素
,

粉矛含本盆‘, )
,

图 2 种子与种胚含水量关系

高于或低于安全含水量都不利于储藏
。

从种胚

与种子含水量相关关系 (图 2 )可知
,

当种胚含

水量明显高于种子含水量时
,

随着种子含水量

的降低
,

种胚含水量变化呈现快
、

慢
、

快的规律

性
。

当种子含水量在 30 一40 %时
,

种胚含水量

变化缓慢
,

为47 一55 %
,

超越这个范围
,

则变

化大 ; 当种子含水量降低到30 %时
,

种胚含水

量迅速下降
,

直至趋于一致 (约 10 % )
,

具丧失

活力趋势 ; 当种子含水量高于40 %时种胚含水

量迅速上升
,

具萌发趋势
。

随着种子含水量的

改变
,

种胚与种子含水量呈一一对应关系
。

通

过实测
、

回归
,

含水量之间的相关回归方程为
:

万‘= 一 1 3
。

2 9 9 5 + 2
.

6 2 3 o x ‘ 一 0
.

0 2 2 Z x ‘2 〔了 =

�咨甘喇关今璐吮

0
.

9 8 5 4
、

x ‘

〔 ( 10
, 4 2 )」

。

将种子用6 0 %椰糠吸水后在自然条件 ( 3 0 ℃
、

7 0 % R H ) 下失水
,

种

子
、

种胚含水量变化如图 3
。

可见种胚失水也呈现出同样的规律性
。

当种胚含水量大于52 %

时
,

自由水容易失去
。

而后失水慢
,

保持在 50 一52 %之间
,

这是种胚具有自身调节 作用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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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

此时种子含水量为30 一36 %
。

而当种胚

含水量低于5 。%时
,

种胚丧失自身 调 节 能

力
,

失水变快而迅速丧失活力
,

这是由于干燥

失水导致膜结构破 坏 〔’
, ‘一 “] ,

失去半透性机

能
,

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
,

以致种胚劣变而

死亡
。

从图 3 可见
,

在25 h 内
,

种胚 含水量

邮 7 %下降至 5 0 %
,

如果继续失水则种子趋

向死亡
。

因此
,

种子采收后晾干要适度
,

以

免失水过度而影响种子活力
。

综上所述
,

要

图 “ 吸失水过租中种子
、

种胚 含水且变化 控制种胚含水量在 50 一52 %范围内
,

就要控

制种子含水量在30 一36 %
,

这就是储藏过程中种子的安全含水量范围
。

否则都不利于储藏
,

高于上限则具萌发趋势
,

低于下限则具丧失活力趋势
。

(二 ) 种子保存活力含水纽最佳点的存在与确定方法

1
.

利用 大小种子之间含水量关 系来确定 同种类的大小种子遗传基因一致
,

只是在种子

生长发育过程中受外界因素 (如光照
、

养分供给等)影响
,

导致种子有大小之分而已
,

而种子

生理特性 由遗传基因决定
,

这是大小种子保存活力具有相同含水量的根本原因
。

依水分渗透

原理该点含水量就是储藏中种子最佳含水量
,

即种子含水量最佳点
。

从供试大小种子吸失水过

程中含水量变化 (如图 4 )来看
,

因小粒种子单位重量所占表面积较大
,

在相同条件下
,

受环境

因素影响较大
,

吸失水都比大粒种子快
,

这就是实际生产中小粒种子常先发芽且较整齐或容易

丧失活力
、

难储藏的根本原因(见表 1 )
。

大小种子在失水过程中它们的含水量变化曲线相交于

3 0
.

5 %
,

该交点的含水量就是储藏时保存活力的最佳含水量
。

只有将种子含水量控制在该点

(3 0
.

5 % )时
,

储藏效果最好
,

种子总 活力达最高极限值
。

否则
,

在相同条件下
,

小粒种子因受

环境因素影响较大
,

吸失水较快而具丧失活力趋势或萌发趋势
,

都不利于储藏
。

另外
,

该交点

含水量3 0
.

5 %正处在种子安全含水量 30 一36 %范围内下限的内缘
,

也就是在种胚安全含水量

50 一52 %范围内下限的内缘
。

从理论上分析
,

它能使大小种子维持生命活动的呼吸强度达最低

少曰巨
⋯

篆
“”

-

关

一吸

‘石O,

时间(d )

田 4 吸失水过侄中大
、

小种子 含水 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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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度
,

消耗能量最少 ts1
。

因此
,

如果将种子含

水量控制在最佳含水量 3 0
.

5 %时
,

储藏效果

最好
,

能延长寿命
。

通过这种方法测定种子含

水量最佳点
,

只要让大小种子自然失水
,

定时

测定含水量变化到相同含水量即可
。

并且该

交点不受环境因素影响
,

只要使用一架托盘

天平就行
,

所测结果既准确
、

快速又简便
,

在

24 h 内即可确定
。

2
。

利用种子与果翅含水量关 系来确 定

表 1 大小种子品质
、

含水通

和发芽情况

ha 蔺漆偷林赢
素馨⋯:::⋯:: :⋯

:

:::⋯::
::⋯:::

::

依生物进化论观点
,

果翅与去翅种子具有 相 同

含水量
。

同时
,

依水分渗透原理
,

水是无机溶剂
,

从低浓度 向高浓度渗透
,

可自由进出细胞

膜
。

因此
,

当果翅与去翅种子含水量相同时
,

达平衡
,

互相影响最小
。

该点含水量就是储藏

中种子最佳含水量
,

即是种子含水量最佳点
。

从果翅对种子含水量影响 (图 5 )可见
,

该最佳

点为30
.

8 %
,

与利用大小种子之间含水量关系来确定同批种子 含水量最佳点 30
.

5 %相一致
。

这就进一步证明了种子含水量最佳点具有客观性和测定方法的可行性
。

同样
,

利用果翅与种

子含水量关系来确定种子含水量最佳点的方法
,

也是准确
、

快速和简便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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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果翅对种子含水量的影响

在种子成熟前
,

果翅能进行光合作用
,

对种子生长发育具有补充养分的作用
,

提高种子

活力 tsJ ; 在种子成熟后
,

果翅除能帮助传播种子外
,

还具有保护作用
,

减慢水分散失
,

维持

种子活力
,

延长寿命
。

从图 5 可见
,

在去翅条件下
,

果实 (果 2 )及种子 (种 2 ) 含水量由刚成

熟时的52 %及42 %在48 h 内降至23 %及25 % ; 而在有翅保护的果实 (果 1 ) 及其 种 子则只

下降到 3 0
。

8%
,

时间延长近一倍
。

这是因为初始时果翅的含水量最高达66
.

5 %
,

比种子含水

量42 %高2 4
.

5 %
,

在一定时间内
,

种子失水可从果翅得到补充以保存活力
。

在种 子含水量

大于 36 %时
,

失水较快
,

这部分失去的是自由水
,

对储藏不利
。

因此在晾千种子时
,

最好等

到测定果翅与去翅种子含水量相同时
,

才把果翅去掉
,

这可获较好保存种子活力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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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

储藏中种子含水量的最佳点处于种子安全含水量下限的内缘
,

可利用果翅与

种子或大小种子之 间含水量的内在联系来确定
。

这既准确
、

快速又简便
。

可考虑作为确 定
“
顽

八刃抽、飞
,0�钊吧成分

种子含水 t ( 呼 )

32 ℃下 不 同含水 t 种

子呼吸作用变化

拗型
”

种子安全含水量下限的新捷径
。

(三 ) 种子不同含水 , 与呼吸作用的关系

从种子不同含水量与呼吸强度相关关系 (图 6 )可见
:

种子含水量高于39 %
,

新陈代谢加快
,

呼吸作用 迅 速 增

强
,

具萌发趋势
, 种子含水量介于25 一39 %之 间

,

各种 生

理活动处于维持种子生命所需水平
,

呼吸作用基本稳定
,

且随含水量变化缓慢
,

呼吸强度维持在50 一 60 0 : 协l/ g. h ,

当低于25 % 时
,

具丧失活力趋势
,

呼吸作用迅速减弱 , 当

种子含水量 降至20 %时
,

种子已完全丧失活力
,

呼吸强度

降至零而死亡
。

因此
,

通过控制种子含水量及通气程度冈
,

在32 ℃气温下把种子呼吸强度保持在 50 一60 0
:

川/ g. h范

围内
,

则有利延长种子寿命
。

《四 ) 种子不同含水, 与发芽率的关系

从种子不同含水量与发芽率的相关关系 (图 7 )可见
:

当种子处在安全含水 量 下 限 30 %

以上时
,

发芽率达95 %以上
,

除少数发霉外
,

种子全部发芽 , 种子含 水 盆介 于 25 一30 %之

间
,

具修补能力
,

保存发芽率75 写以上
,

有少数种子因失水劣变丧失活力 , 若低 于 25 %
,

则加速种子活力的丧失
,

降至20 %时
,

发芽率为零
,

表明全部种子都已丧失修 补 能 力 而 死

亡
。

这种种子含水量与发芽率的相 关 关 系 可 用 回 归 指 数 方 程 来 表示
: 夕‘= 17

.

7 8 4 6 7 3

· 。。
·

’。, ’“’ . ‘〔, = 0
.

895 戈e (0
, 100 ) ]

。

这一结果更具体
、

清楚地说明水分 对 种子保存活力的

极端重要性
,
要保证全部种子能保存其活力

,

必须控制种子始终处在安全含水l 下限30 % 以

上
。

另外
,

种子发芽率还与种子品质和成熟度有关 f7 ]
。

‘。

} z

洲 /
’

⋯)匕一兰三扭了
_

_

图 了 种子含水盆与发芽率的关系

(五 ) 种子安全含水t 的控制方法

由上可知
,

只要将种子控制在安全含水量范围内
,

尤其在种子含水量最佳点
,

就能较长

期地保存种子活力
。

本试验采用不同湿度的椰糠来调节种子含水量
。

它们的相关 关 系 如 图

8
。

可见
,

种子含水量变化呈现出快
、

慢
,

快的规律性
。

当椰糠含水量高于30 %时
,

种 子体

内各种酶急剧活化
,

新陈代谢加强
,

吸水较快
,

达38 % 以上
,

具萌发趋势
。

当椰糠含水量为

3 3 %时
,

种子含水量达40 %
,

己开始萌发
,

失去储藏的价值
。

当椰糠含水量介 于25 一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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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种子吸失水较慢
,

含水量为2 5一38 %
。

当椰糠含水量在

2了一29 %时
,

种子含水量维持在3 。一36 %
,

种胚处在安全含

水量5 0一52 %范围内
,

这就是种子储藏中椰糠湿度调配的最

佳范围值
,

可获得最好的储藏效果
。

若椰糠湿度低于25 %
,

种子失水明显加快
,

具加速丧失活力趋势
,

也不利于储藏
。

同时还看到
,

当种子处在安全含水量下限30 %以下
,

失水速

率并不立即加快
,

这是椰糠作为保水介质的良好作用
。

因为

通过椰糠与种子之间的水 分 缓 慢 交换
,

起了缓冲作用
,

有

利于种子保持修补能力
,

利于种子保存活力te1
。

30即(次�暇书妞场甘

/
2 0 3 0 通0

种 子含水诬 ( % )

不同浪度下种子含水量变化

三
、

结 论

1
。

种胚含水量是保存种子活力最关键的内在因素
。

当青皮种子含水量控制 在30 一36 %

之间
,
种胚处于安全含水量50 一52 %范围内

,

种子活力保存最好
。

若种子含水量低于20 %
,

则全部丧失活力
,

高于切 %则开始萌发
。

2
.

果翅具有提高种子活力和维持种子活力的作用
。

采收后种子晾千处理时
,

最好待到测

定果翅与去翅种子含水量达相同时
,

才将果翅去掉
,

这样有利于种子保存活力
。

3
。

储藏中种子具有最佳含水量
,

即种子含水量最佳点
,

该最佳点处于种子安全含 水 量

下限的内缘
,

可利用种子本身果翅与种子或大小种子之间含水量的内在关系来测定
。

所测结

果准确
、

快速又简便
。

可考虑作为确定
“

顽拗型
”

种子安全含水量下限的新捷径
。

4
.

当青皮种子含水量保持在 3 0一36 %时
,

维持一定的呼吸强度
,

在 32 ℃下测定为50 一

60 0 :
叮/ g

.

h ,

保存活力较好
。

5
.

当调配保水介质 (椰糠 )的含水量在2 7一29 % 时
,

可控制种子含水 量在 3 0一 36 % 之

间
,

此时种胚处于安全含水量 50 一 52 %范围内
。

当椰糠含水量高于33 %时
,

种子开始萌发
,

而低于25 %时
,

种子则具丧失活力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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