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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南红豆种子具有
“

顽物型
”

生理特性
。

当种子含水量控 制 在 5 0
。

5% ~

53
.

0 % 时
,

种子活力保存较好
,

若 降至 45 % 以下
,

则全部致死
。

种皮可能存在抑制

物
,

它是影响种子萌发的主要因素
,

播种前去掉种皮是消除抑制物的较好 办法
。

温度
、

酸碱度也是影响萌发的主要因素
,
当温度 为29

。

5~ 33 ℃
、

pH 位在 3
。

8一 6
。

6时
,

种子

萌发 与幼 苗生长较好
。

子叶叶绿素含量趋于零时
,

标志着种子 完全成熟
。

刚采收的

种子一般应 采取催熟措施
。

失水较快是成熟度低或 小粒种子较易劣 变
、

丧失活力的

根本原因
,

也是幼苗生长参差不齐
、

出苗率低的主要原因
。

关键词 海南红豆
; 生理特性 ; 叶绿素含量 ; 萌发条件

海南红豆 (O , m o s玄a p玄n : a ta (L ou r ) Me r r ) 属蝶形花科
,

是城镇园林绿化理想的树种 汇, ]
。

其种子从树上自然掉地后
,

不萌发且易丧失活力
。

新采收的种子若不去掉种皮播种
,

则易发

霉
、

腐烂 , 而去掉种皮的种子立即播种
,

也需三
、

四个月才发芽
,

且出苗率低而参差不齐
。

因此
,

摸清它的生理特性
,

掌握其萌发条件
,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一
、

材料与方法

(一 ) 材料

试验种子采 自广州市龙洞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
。

新采收的种子千粒重平

均为8 42 9
,

含水量为67
。

5 %
,

发芽率为 1 00 %
。

(二) 试验方法

1
。

种皮抑制物的制备 将种皮剥于研钵内
,

加少量蒸馏水研磨成糊状
。

2
。

温度控制 将冰箱
、

恒温箱和人工气候箱温度 (℃ )分别控制在
: o

、

10
、

15
、

20
、 2 5.

3 0和 3 5
。

3
。

声 值的控制与测定 用磷酸氢二钠
一
柠檬酸缓冲液和氯化钾

一
盐酸缓冲液与烘干椰糠

调配而成
。

先将 p H 值1
.

0~ 8
。

。的缓冲液 (每隔 。
.

5为一梯级
,

共1 5个梯级 )分别调 节椰糠具有

相同的湿度(6 5 % )
,

但具有不同的酸碱度
,

然后用自来水作对照
,

将种子播于椰糠中
,

并耸

本文于 1 9 8 9年 6 月 1 5 甘收到
。

* 本项研究为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科学基金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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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30 ℃下培养
,

一周后用 p H 计测定椰糠溶液 ( 1 , 5 )的实际酸碱度
。

4
。

叶绿素含量的浏 定 用72 型分光光度计测定
。

把叶绿素丙酮溶液注入一光 径 为 1 c m

的比色杯中
,

用80 %的丙酮溶液作空白对照
,

在 6 6 3 n m 和6 4 5 n m 波长下读取光密度
。

每处

理重复三次
,

取平均值
。

5
.

光照强 度的浏定 以 日光灯作光源
,

用 L a n g e 光照计测定光照强度
。

6
。

含水量的刚 定 用 10 5 ℃烘干法测定
,

每处理重复两次
,

取平均值
。

含水量用相对含

水率表示
。

7
。

发茅率
、

发茅指数
、

活 力指数
、

成活率与加权平均数浏 定 从各处理中随机抽取40 一

50 粒种子
,

用含水量为6 5 % 的椰糠与种子混合
,

置于直径为15 c m 的培养皿内作发芽试验
。

在不同温度下
,

以胚根长度达 3 m m 作发芽标准
,

发芽三天后测胚根长度
,

七天后测胚根
、

胚轴长度
,

取平均值
。

一周后 以胚轴长度超 sm m 作为幼苗成活
,

并统计成活率
。

十个月后
,

以幼苗主干达 5 c m 作成活进行统计分析
。

幼苗地径用游标卡尺测定
。

发芽率
、

发芽指数和成

活率测定公式前已有介绍 [s]
,

加权平均 数 (劝 =
习 S , n ,

泛. 1

全
二 ‘

之二 l

二
、

结果与分析

(一 ) 种子生理特性

经测定
,

新采收的鲜红色种子在室 内自然条件 (2 3 ℃
、

80 % R H )下
,

十天左 右 含 水 量

由6 6
.

4 %下降至49 %
,

发芽率由1 00 %迅速降至15 %
,

若含水量降至45 % 以下
,

则种子 完

全丧失发芽力
。

当种子含水量控制在 50
.

5 % ~ 5 3
.

0 %时
,

能保持较高的发芽率和较 好 的 种

子活力
,

并延长寿命
,

由此可见
,

海南红豆种子具有
“

顽拗型
”

生理特性
。

(二) 成熟度的评定与提高
1

.

成熟度对种子品质的影响 一般种子成熟度越高其品质越好 川
。

豆英颜色由青 变 橙

黄或种子的外种皮失水变红都不是评定海南红豆种子成熟度的最适指标
。

只有当子叶的叶绿

素趋于零时
,

即子叶颜色由青变橙黄时才标志着种子完全成熟
。

把成熟度不同的 种 子 置 于

30 ℃
、

4 50 O Ix 条 件下 进行发芽试验
,

结果见表 1 ,

随着子叶叶绿素含量的逐 渐 降 低
,

含

水量逐渐减少
,

千粒重增大
,

成活率和种子活力也提高
。

由此可见
,

种子成熟度越高
,

其品

质越好
。

裹 1 成 熟 度 对 种 子 品 质 的 影 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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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成熟度对种子保水能力的影响 把成熟度不同的去皮种子置于室温 (23 ℃
、

80 % R H )

下自然失水 (图 1 )
。

从图 1 可见
,

在相同条件下
,

成熟度越高的种子失水越慢
,

成熟度低的

种子失水较快
,

说明成熟度不同的种子保水能力不同
。

这可能与种子的膜结构有关
。

成熟度

低的种子失水快
,

膜结构 Iz] 破损严重
,

种子易劣变
。

、叭, 、
·

黄青

、、、、
·

青 ,

2

时间(d )

图 1 成熟度对种子保水能力的影响

3
.

提高成熟度的措施 海南红豆种子必须在英 果 裂

开前采种
,

否则难以收集到种子
,

而且种子掉地后很快丧

失活力
。

但此时采收的种子往往未完全成熟
,

且品质低
,

不利于贮藏和育苗
。

因此
,

对新采收的果实应采取催熟措

施
,

以提高种子活力
,

延长寿命
。

其方法是将新采收的英

果分装于薄膜袋中
,

在 25 ℃下
,

每天以 4 。。o lx 光照 g h
,

待英果颜色由淡黄色转变为橙黄色 (约二周)时
,

子叶中叶

绿素的含量由。
。

01 6降至o
.

O08 m 留g 鲜重
,

即子叶的颜色

由黄青色转变成橙黄色
。

但催熟过程中
,

荚果 失 水不 能

过快 (或积水)
,

否则达不到催熟效果
。

(三 ) 千拉重对种子活力的形晌

种子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导致种子有大小之分
。

种子千粒重不同
,

其活

力也不同
。

把不同大小的成熟种子置于培养皿中
,

在30 ℃下每天以 4 so o lx 光 照 g h 进 行

发芽试验
,

结果见表 2
。

经统计分析 (表 3 )可知
,

千粒重越大
,

种子活力越高
。

另外将不同

大小的种子经催芽后移植到苗圃
,

10 个月后进行观测统计分析(表 4
、

5 )
,

结果表明
,

幼苗

生长差异显著
,

尤其表现在地径的差别上
。

可见千粒重是导致出苗率低和幼苗生长参差不齐

的根本原因
。

因此
,

在生产实践中
,

可选择粒大饱满的种子播种
,

培育健壮
、

速生
、

抗逆性

强的幼苗
。

表 2 千 拉 孟 对 种 子 活 力 的 影 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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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影响种子萌发的因素

1
.

种皮抑制物 种皮可能存在抑制物
,

它是影响种子萌发的主要因素
。

把去掉种 皮 的

种子嵌入用种皮调制的抑制物里
,

以带种皮的种子与去种皮的种子作对比
,

置 于 30 ℃下 进

行发芽试验
,

结果如表 6
。

由表 6 可见
,

带种皮的种子或嵌在抑制物里的种子均不萌发
,

且

易受霉菌感染后腐烂
,

而去掉种皮的种子五天后即萌发
。

把去掉种皮的种子及带种皮的种子

分别置于同一培养皿的两侧
,

发现带种皮的种子霉烂不发芽
,

而去种皮的种子则发芽 (图 2 )
,

且幼根在其原来所处的一侧盘旋 ( 图 3 ) ,

具有避开抑制物生长的特点
。

若把带幼根的去皮种

子放在另一侧
,

幼根则腐烂
。

另外
,

经测定
,

此抑制物溶液的 p H 值为 4
.

5 ,

这一 p H 值 并

不影响种子萌发 (见后 )
。

因此
,

播种前去掉种皮是消除抑制物的较好方法
。

表 6 种皮抑制物对种子萌发的影响

处 理 PH 值 布菌感 染情况
种子发芽七李况

( s d )

去皮 淤入期状物
,

l
,

不 感 染

感染
、

叮烂

感二仓
、

腐烂

萌 发

不萌发

皮皮对 带去照一

不萌发

2
。

温度

( 1) 不同温度的发芽试验 温度也是影响种子萌发的主要因素
。

把去掉种皮的种子置于

不同温度下进行发芽试验 (表 7 )
。

从表 7 可见
,

当温度低于 15 ℃时
,

种子不萌发
,

低于20 ℃

时
,

则抑制胚轴生长
,

在 30 ~ 35 ℃时
,

种子萌发快而好 (五天即发芽 )
。

经统计分析可知
,

各

温度区间 ( 2 0
、

2 5
、

3 0
、

3 5 ℃之间
, 2 0 ℃与2 5 ℃之间

,
2 5 ℃与 3 0 ℃之 lb1

, 3 0 ℃与 3 5 ℃之

间 )幼苗生长差异显著
,

其中以25 ℃与 30 ℃之间差异最显著
,

说明差异逐渐明显
。

同时在各

温度 区间内组间差异明显
,

而组内差异不明显 ; 随着温度的升高
,

幼苗生长量变 化呈 观 出

慢
、

快
、

更慢的规律 , 当温度大于30 ℃时
,

主要促进胚轴生长
,

而不利于胚根生
一

民
。

可见
,

3 0一 35 ℃是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的较适温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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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种皮抑制物对种子 萌发的影响 图 3 种皮抑制物对幼根生长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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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胚根
、

胚轴生长方差分析

值
一000.

变 异 来 源 自 由 度

,自盛任6

月, .

屯

间内组组

(2 ) 种子萌发适宜温度范围的确定 在

种子萌发过程中
,

不同温度对胚轴
、

胚根的

生长所起作用不同
。

方差分析表明(表 8 )
,

其差异显著
。

胚轴与胚根生长量的比率随着

温度的升高呈现出零一最大值一最小值一逐

渐增大的规律 (图 4 )
,

并具有两个极值点
。 总变异

当胚根的生长速率达最大值时
,

相对生长的比率最小
,

即第二个极值点所对应的温度是种子

萌发
、

、

幼苗生长的最适温度(约30 ℃ )
,

此时幼苗生长量最大
。

而胚轴
、

胚根和幼苗的总生长

量随温度变化的相关关系如图 5
。

当温度在20 一2 5℃时
,

胚根生长速率比胚轴慢
,

高于 25 ℃

时变快
,

高于30 ℃时又变慢
,

甚至抑制胚根的生长
。

当温度在 2 9
.

5 ~ 3 3
.

0 ℃时
,

胚根 生 长

量基本稳定 (46 士 2 )
,

幼苗总生长量 (78 士 3 )变化不大
,

当温度大于26 ℃时
,

胚轴生长量变

化趋势不大
,

而胚根变化大
,

说明胚根的生长对温度较敏感
。

试验证明
, 2 9

.

5 ~ 3 3
.

0 ℃是种

子萌发与幼苗生长的最适宜温度
,

因此
,

在实践中应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宜播种季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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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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沮度(
。

C )

图 4 胚轴与胚根 的生长比率与退度 的相关关系

3
。

酸碱度 种子萌发
、

幼苗生长 与 土

壤酸碱度密切相关
。

把去皮种子
、

露出幼根

长O
。

sc m 的种子和既露出幼根又露出胚轴长

2 c m 的种子置于不同酸碱度的椰糠介质里
,

于 30 ℃下进行发芽试验
,

结果见表 9
。

从表

9 可知
,

当介质的 p H 值在3
.

8 ~ 6
.

6范围时
,

种子五天即可发芽
,

九天胚根长达 1
。

s
cm 以

上
,

幼苗生长较好 , 当介 质 的 p H 值 低 于

图 5

裹 9

’

—
2 5 3 0 3 5

沮度(
.

C 〕

胚轴与胚根的生长t 与沮度的相关关 系

. 玻度对种子萌发
、

幼苗生

长的影晌

二 ⋯、群
石

六而
-

种 子

{
不 发芽

}
‘发较好

{
不发芽

发芽种子的幼根 } 烂 恨 } 生长较好 卜烂 根

幼 苗 1祥东 烂川 生长较 好 }烂根
、

烂芽

3
.

5或高于7
.

4 ,

种子不萌发
,

幼苗的幼根
、

幼芽腐烂
。

当介质的 p H 值在 3
.

5一 3
.

8或 6
.

6 ~

7
。

4时
,

种子萌发迟钝
,

幼苗生长趋于停滞
。

说明偏酸性土壤 (P H = 3
.

8一 6
.

6) 适宜海南红豆

种子萌发与幼苗生长
,

过酸或偏碱性的土壤对其种子萌发与幼苗生长不利
。

三
、

小结与讨论

1
.

海南红豆种子具有
“

顽拗型
”

生理特性
。

当种子含水量控制在 5 0
.

5 % ~ 5 3
。

。%之间
,

能保持较高的发芽率和较好的种子活力
,

并能延长寿命
。

当种子 含水量低于 45 %时
,

则全部

致死
。

2
.

当子叶叶绿素含量趋于零时
,

标志着海南红豆种子完全成熟
。

成熟度越高
,

种子 活

力越高
。

新采收的果实一般都未成熟
,

需通过催熟措施来提高种子的活力
,

这才有利于育苗

和贮藏
。

成熟度低的种子失水快
,

易丧失活力
。

3
.

千粒重越大
,

种子活力越高
。

千粒重与成熟度是影响出苗率和幼苗生长参差不 齐 的

主要原因
。

失水快也是小粒种子劣变的根本原因
。

选择成熟
、

饱满的大粒种子播种是培育壮

苗的措施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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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种皮可能存在抑制物
,

它是影响种子萌发的主要因素
。

去掉种皮是消除抑制物 的较

好办法
。

5
。

温度在 29
。

5一33
。

o ℃时
,

适宜种子萌发与幼苗生长
。

低于 20 ℃
,

则不利于胚 轴 生

长
,

高于33 ℃
,

则抑制胚根生长
。

6
。

海南红豆种子适宜播种在偏酸性 (p H 二 3
.

8 ~ 6
.

6) 土壤上
。

过酸或偏碱性土壤不适宜

种子 的萌发与幼苗的生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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