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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木种实预处理及催芽技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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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学之 刘文明 邱坚锋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 )

摘要 对抽木种实的预处理
,

经一系列对比试验
,

说明只要处理得当
,

在保证基本满足其萌

发的条件下
,

多种方法都能取得一定 的效果
。

对石灰浆浸
、

交替浸晒和强酸碱处理的作用
,

进 行

了分析
。

提出了关键性的播种催芽技术措施
,

可保证优质种实获得快而高的萌发
。

关盆词 抽木种实
;
预处理

,
催芽技术

抽木(T 。。t。相 g la , dl’ : )种实的预处理研究试验
,

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
。

先 后 曾 研究

或在生产上使用过的预处理方法很多
,

如 白蚁窝中埋藏法 , 铺于稻草层上烧烤法 , 火焰枪烧

焦法 ; 池水浸泡后交替干湿法 ; 溪水浸泡法 ; 林地坑 内层积法
;
石灰浆浸后去皮法 , 交替浸

晒法 ; 硫酸处理法 ; G a n m a 射线照射法等[ ‘一 3 ]
。

但由于对抽木种实难萌发的原因
、

主要萌发

条件不甚了解以及对各种预处理的作用缺乏具体分析
,

往往掌握不好而产生相反的效果
。

我

们在开展种实萌发生理研究的 同时
,

对几种重要预处理方法在苗圃进行了反复
、

系统的对比

试验与分析研究
,

获得了较肯定的结论
,

并提出关键性的播种催芽技术措施 t’J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试验材料来源与采集

与
“

袖木种实萌发生理的研究
”

相 同 ; ‘]
。

1
.

2 试验方法

l
。

2
。

1 砂床发芽试验 先选择排水 良好的圃地
,

按一般要求作成上床
,

然后再在 床面
_

I--加

铺细砂 (中 1一2 m m )一层 (3 一 5 c m 厚 )
。

将种实果蒂部位朝下播入砂内
,

顶部与床面相平
,

上

面不覆砂
。

姆种处理 3 ~ 4次重复
,

衍个重复所用种实一般为40 粒
,

个别为25 一30 粒
,

处理按

随机排列
。

睛天下午淋水
,

及时除杂草
。

付天观察记载发芽数
,

结束时逐一检查未发芽者
,

判别空粒及种子完好洁况
,

统计实际发芽率
、

腐烂率等
。

1
.

2
.

2 种 子 培 养试脸 小 心 用 糙 敲打种实 (果蒂朝下竖置 )
,

致使果皮刚好发生 破 裂
。

用镊予轻轻取出种予
,

少仁选完好者进行一般升汞消毒处理
。

按无菌操作手续将种子接种于三

角瓶内的湿沙布土
,

性无菌室进行培养
。

观察开始萌发情况
,

最后全部取出统计发芽率
。

1
.

2
.

3 预 处理方案 ¹ 干去
、

º 水浸
、

» 石灰浆浸
、

¼石去等四种处理与
“

抽木种 实 萌 发

生理的研究
”

相 同〔‘l。 » 水去-
一水浸处理后

,

用石 臼木棒春去 中果 皮
。

(6) 酸 浸
—用浓

硫酸分别浸 2、 4 、 6 h ,

不时用玻璃棒搅拌
,

最后 倒出种实
,

用大股自来水流 冲 洗
,

续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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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股水流冲洗至完全闻不出酸气味为止
。

¿ 碱浸
—

用10 % N a 0 H 分别浸2
、

4
、 6 h ,

其他

手续同À
。

À 交替浸晒—
白天将抽木种实 (包括上述处理和未处理过的)分别摊放在白搪瓷

盘里 (或水泥地板上
.

)于阳光下曝晒
,

晚上浸于冷水 (或低温保藏于瓶水 )中 (约20 ℃ )
,

连续交

替浸晒 7 天左右
,

可见到内果皮显出裂纹为止
。

Á 对照
—

不进行任何处理
。

1
。

2
。 4 观测方法 ¹ 种子含钙量的测定

,

采用 E D T A 络合滴定法
,

计算干重含钙百分率
。

º 典型天气下苗圃砂床
,

浸晒处理晒种的温度变化
,

用半导体点温计对比观测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关于预处理

对袖木种实在播前进行预处理的目的
,

在于消除或减轻导致萌发慢的不利因素
。

经多批

多次反复试验
,

总的来看
,

凡能使中
、

内果皮机械束缚力减少的处理
,

特别在萌发的环境温

度不那么高
,

而通气良好的条件下
,

都表现出极明显的效果
,

能提前萌发和提高发芽率; 但

若环境温度相当高
,

加之土壤水分过多
,

造成通气不良时
,

则效果就不那么明显
,

或甚至因

易腐烂而丧失活力
,

反而不如对照
。

主要预处理的效果见表 1 ,

其中重要者分述如下
。

2 。 1。

1 石灰浆浸 这种预处理
,

不论是否春去中果皮
,

效果一般都 比较好 [4J
。

无论从苗圃砂床

发芽试验
,

还是从自然光温或人工控制光温条件下的培养皿 (盆 )砂垫发芽试验来看
,

只要通气

表 飞 不同预处理袖木种实砂床发芽试验结果 (单位 : % )

光 皮 型 绒 毛 型

预处理 19 8 7年 4 ~ 11月 19 8 7年 6 ~ 12月 19 8 9年 心~ 9 月 19 8 7年 4 ~ 11月 19 8 9年 4 ~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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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1
.

1 9 87年 6 ~ 12 月
,

其 中酸去
、

碱去两个处理效果为 2
、

4 、

6 h 各 25 x 2 平均
,

括号 内数 字为 其 对照
,

其它处理

都为4 0 K 3 平均
。

.

1 0 5 7年 4 ~ 1 1月
、

1 0 5 9年 峨~ 9 月
,

所有处理都为‘o 义 4 平均
,

酸碱处理时间为 4 h 。

.

空粒都 已扣除
,

均 为实际发芽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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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
,

砂层干湿交替变化频率高
,

而且环境温度达到 30 ℃左右
,

都可能加快萌发并提高发芽率
。

分析其原因有三
: 厂,

_

经 Ca( 0 H )
:

处理后
,

中
、

内果皮降低了缴密程度
,

因而显著降低了对种子

的机械束缚力 [‘】
。

¿ 处理过的种子含钙量比对照显著增加(如表 2 )
。

根据前人的研究和调查
,

裹 2 抽木种子含钙皿洲定 ( 19 88年)

类 型 光 皮 绒 毛

处 理 对照 石去 对 照 石去

含 钙 (% ) 0
.

9 8 8 1
.

15〕 0
.

5 9 9 1
.

5 45

注 : 由本所分析室完成
。

衰 3 袖木种子培养试验结果 ( 198 9年)

日 期 光 照 光 皮 型 绒 毛 型

对照 对照

(月 ·

日 ) (l x ) 发芽
( % )

发芽
( % )

发芽
( % )

石去

发芽
( % )

5
.

28 3 20 0 0 r o

0 0 r o

3 2e 0 0 9 0
.

0 33
.

1 9 4
.

4

6
’

1 0 0 5 5
.

0 23
.

8 8 7
·

5

注 : 置无菌培养室 25 ℃下培养一星 期后开始萌发记 为

( r ) ,

发芽率为40 义 4 平均
。

认为抽木为喜钙性的树种 〔‘工,

这种营养生理

特性
,

似 由于适应自然高温
,

而萌发条件要

求高温一样
,

影响其种子在萌发中对钙的要

求
。

因此含钙量的增加能适合这一要求
,

自

然对促进萌发是有利的
。

» 种 子培 养 试 验

结果 (表 3 )进一步说明
,

处理过的种子
,

特

别是光皮型
,

能降低萌发的起始温度至25 ℃
。

两个类型的种子经石灰浆浸处理后
,

在25 ℃

下无论是否有光照条件
,

其发芽率都能达到

8 5 . 0 %~ 9 4 . 4 %
。

而光皮型的对 照 种子根

本不能萌发
,

绒毛型的对照种子则有23 .

8 %

一33
.

1 %萌发
。

这就进一步说明绒毛型 种子

萌发的起始温度低于光皮型
。

也可能这是绒

毛型种实之所以较易萌发的又一原因
。

另外

在这个试验里
,

同样可以看出光照有一定的

促进作用
,

可提高发芽率5 . 0 %一9
. 3写

,

但

无特殊的如打破休眠的作用
,

光皮型的对照种子在有无光照条件
一

「都不能发芽
。

光照的效应

表现在使种子本身局部增温方面
,

有利于萌发
。

至于为什么此处理能降低种子 萌 发起 始 温

度
,

是否因钙含量的增加
,

提高了萌发生理过程中某种或某些关键酶的活性
,

从而降低其萌

发温度的闹值
,

尚需进一步探讨
。

此种预处理后的种实
,

跟其它一些有效预处理一样
,

虽然能促进萌发和提高发芽率
,

但

更需要良好的通气条件
,

降低对水分过多或土壤板结的抵抗能力
。

若遇雨水过多
,

造成土壤

通气状况不良
,

反而 比对照容易腐烂
,

其发芽力甚至还不如对照
。

从砂床发芽试 验 结 果 与

19 8了
、 19 8 9年 4一9月的气象因子 (图 1 )的对比分析

,

完全可以说明19 8 9年两个类型的石去处

理效果都不如对照
,

水去晒
、

石去晒处理效果也都不如 198 7年高
,

以及绒毛型种实的酸处理

的腐烂率剧烈增加的原因
,

主要在于播种后 5 月份降雨量显著多于 (而蒸发量显著少于 ) 19 8 7

年
,

造成土壤水分过多而产生通气不 良
。

另外 同在 19 8 7年里
, 6 月份播种的试验

,

无论对照

或所有其它处理
,

其发芽率又都比 4 月份播种的试验明显增高
,

特别是对照和水浸处理
。

分

析其主要原因也是在于前者播种后所遇的气温和蒸发量显著高于后者
。

这又说明了在自然条

件下高温和通气对袖木种实萌发的重要性
。

同时也说明袖木种实之萌发慢
,

并不 是 存 在 需

光休眠
,

因为露播的对照种实无论是在什么时节播下都有可能受到 日光 照 射 而 解 除 休 眠

的
。

2 . 1 . 2 交替浸硒 此种处理虽然方法简单而又经济
,

效果却十分明显
。

只要当时天气晴朗
,

连续交替浸晒 7 天左右
,

就可以达到预期的目的
,

即去掉中果皮的种实
,

其内果皮表面可见

到明显的裂纹 (图 2 )
。

很明显
,

这样就为种子萌发几乎已完全消除了机械束 缚 力
。

所 以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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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抽木种实在砂床萌发期间主要气象因子 (华南植物园气象 站李英资料 )

海翼�鉴髓两一黔

图 2 浸晒 处理效应

1
.

浸晒 , 2
.

水浸晒 ; 3
.

石浸晒 , 4
.

千去晒 , 5
.

水去晒 , 6
.

石去晒

表 4 曝晒下不同处理种实通度变化

(单位 : ℃ )

观侧时间(时 )
预处理 一

——

—
8 : 0 0 1 0

:
e o 1 2 . 0 0 1 4 * 0 0 16 : 0 0 1 8 t O0

大气 2 7
.

0 3 3
.

6 34
.

6 3 4
.

6 34
.

4 3 3
.

6

石浸 2 7
.

0 4 1
.

0 4 7
.

5 4 5
.

4 4 4
.

6 3 5
.

0

千去 2 7
.

0 4 1
.

0 4 7
.

5 4 5
.

4 4 4
.

6 3 5
.

0

对照 27
.

0 4 0
.

0 4 6
.

6 4 4
.

6 4 4
.

0 3 5
.

0

抢瓷盘 2 7
.

0 4 0
.

0 4 0
.

0 4 2
.

0 4 0
.

0 3 5
.

0

注 : 8 . 0 0时为睡晒前
。

苗圃砂床发芽试验中
,

无论原来的

对照或其它处理过 的种 实
,

经 此

处理之后再进行播种
,

均比不进行

此处理的萌发快
,

而且有 些 原 处

理效果较差的 (如水浸等 ) ,

尚能显

著提高发芽率
。

分析其 主 要 作 用

在于浸晒处理使内果皮或中
、

内果

皮干湿交替变化
,

产生湿胀干缩交

替作用
,

同时在日光曝晒下
,

内果皮

或中果皮表面的温度短时可高至近

50 ℃左右 (表 4 )
,

又产生热胀冷缩

的交替作用
,

这两种交替作用反复

综合进行
,

可使内果皮或中
、

内果

皮因物理学作用而裂开
。

另外干湿

交替变化既有利于通气
,

又利于种

子吸胀 , 曝晒下的短时高温对种子

呼吸有特殊的促进作用
,

能在较短

的期间内积聚巨大的能量冲破束缚

力
,

也会使内果皮或中
、

内果皮易

于裂开
,

并同时启动萌 发 生 理 机

制
,

为胚根生长作准备
。

2
。

1
。

3 酸
、

减浸处理 这种 化 学

处理方法
,

主要是通过强烈的酸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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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在短时间内腐蚀中果皮和 内果皮
,

或使之变松软
,

因而减少其对种子存在的机械束缚力
,

降低种子萌发时为冲破这种束缚力而必须积聚的能最阔位
。

处理时必须注意两点
:

¹ 掌握好

处理时间
。

时间过长
,

会伤害里面的种子
; 时间太短

,

又会降低处理效果
; º 将处理过的种

实冲洗干净
,

不得残留酸碱
。

我们进行此项处理
,

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

而前人报道巾却有处

理 效果不佳之说工3 ] 。 也许是由于未能完全做到上述两点之故
,

或者是由于播 种后 遇 雨 水 过

多
,

造成通气不良
,

导致种子腐烂率增高
,

发芽率反不如对照
,

如我们 198 9年 4 ~ 9 月砂床

发芽试验中的酸去
、

酸去晒两个处理一样
。

2 . 1 . 4 其 它处理 关于浸水处理
,

前人报道 [s] ,

溪水浸96 h 或容器水浸 96 h 后并干湿交替

1 周
,

能取得显著效果
,

但多于 96 h ,

则显著降低处理效果
。

我们用容器浸水与浸石灰浆作

对比试验
,

则浸水效果并不佳
,

但如再加浸晒处理
,

则显著提高其效果
,

与前人结果相似
。

我们未进行溪水浸种处理试验
,

其作用尚不了解
,

是否与听取试材 (已储藏16 个月 )有关
。

从

抽木种实生化特性来看
,

在萌发过程中需氧量高
,

较
一

民n寸间浸水即使在流水中
,

显然也是不

利的
。

关于机械去中果皮 (即干去) 处理
,

我们的试验结果与前人不同川
,

是有一定效果的
,

如

再加上浸晒处理
,

且环境条件适合其高
、

变温和 良好通气的要求
,

其 发芽 率 甚 至 可 高 达

10 0 ;石
。

2
.
2 关于播种催芽技术措施

根据对袖木种实萌发生理和预处理等系统试验与分析研究结果
,

我们认为要想获得袖木

种实快而高的萌发
,

必须针对它萌发慢的主要原因和要求的萌发条件
,

按实际情况和具体条

件来制订关键性的技术措施
。

(1) 首先要按类型 (或地理种源 )进行采种
、

制种和包装储运
,

才能分别进行预处理
、

播

种和管理
。

(2 ) 播种采用的容器或圃地应排水良好
,

用 小1~ 2 m m 细砂层 (3 ~ 5 c m 厚 )作床面或基

质
。

采用露播 即将种实果蒂部位朝下成行播入砂内
,

最后用木板或其它工具压实
,

刚好使种

实顶部与砂面相平而部分露 出
。

这种技术显然有利于保证其萌发所需的高
、

变温 和 通 气 条

件
。

K a o s a 一a r d 等 ( 19 8 0 ) 有关抽木种子播种深度对萌发和产苗效果的研究 【“ 3,

曾指出以不覆

土的发芽率 ( 5一 2 夕石)和产苗率 ( 5 6 9石)极显著高于覆土 1 . s e m ( 16
. 2 % , 16 . 5 % ) 和 3

. o c m

( 5
. 8 % ; 11 % )的

,

覆上4 . s c m 的发芽率和产苗率极低
,

仅为。
。 5 %

。

从砂床露播于典型天气

(晴 间多云 )下进行温度变化的观测资料 (丧 5 )中看出
,

一般能在白天
,

特别在阳光下使种实

的局部温度 (包括砂而 ) 比大
z 心温度 明显提高 (中午可提高 3 ℃左右 )

。

至于通气状况之良好则

是不言而喻的
。

( 3) 采用适宜的预处理
,

减少或克服中
、

内果皮存在的机械束缚力
,

是加速萌发的重要

措施
,

特别对光皮型一类的种实
。

对绒毛型种实
,

如能满足其主要萌发条件
,

即使不进行任

何预处理
,

也可获得80 %以上的发芽率
,

因而在生产巾也可以省去预处理
。

采用的具体预 处

理方法只能根据当时的天气情况以及拥有的物资条件来决定
。

如果播种期间天气晴朗而且气

温较高
,

最好进行交替浸晒处理 (浸晒 2 ~ 3 天后春去 中果皮 )
。

若遇天气阴雨
,

气温较低
,

则可进行石灰浆浸后春去中果皮处理
,

在无石灰而有酸
、

碱的情况下
,

也可用浓硫酸或10 %

氢氧化钠浸泡
,

但这几种化学处理
,

都必须掌握适度并冲洗干净
。

如果没有这些药品
,

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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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木种实预处理及催芽技术的研究

衰 5 砂床尽摇典型天气下沮度变化 (单位 : ℃ )

时 间 (时)
预 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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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1 2

:
0 0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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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1 6

:
0 0 1 8 * 0 0

n.n.八U吮七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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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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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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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

一�叮J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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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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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住4月喧
66
口任n�

..
.
..-

亡J几OR叮‘份才,曰目口的口,曰nQ大气

干去

石去

对照

砂面

2 8
.

8 3 3
.

6

2 8
.

4 3 4
.

2

2 8
.

4 3 4
。

2

2 7
.

7 3 3
.

6

2 8
.

0 3连
.

0

注 : 1 4 : 0 0时多云并在淋水后观测 ; 1 6 : 0 0 时多云
。

只进行去中果皮处理
。

如果在进行预处理后
,

天气恰好转睛
,

最好再加上浸晒处理
。

(4) 加强管理
,

控制萌发条件
,

是保证经过预处理的袖木种实完全实现既快又高萌发 的

关键
。

若播种量少而又有室内设备者
,

可使用容器砂垫催芽
,

控制30 ~ 40 ℃变温和10 一 12 五

光照 5 00 o lx 以上的萌发条件
,

视砂面干燥时少量淋水 多 若播种量大而又无室内设备者
,

,

可使

用圃地砂床催芽
,

晴天下午最热时适量淋水
。

若遇阴雨连绵天气
,

还应在苗床上搭盖透明塑

料薄膜遮雨棚
,

防止砂土层含水量过高
,

严重影响温度的提高与造成通气不良
。

若能抓住上述四个关键性技术措施
,

只要袖木种实质量好 (成熟度高
、

空粒少 ) ,

就可保

证获得满意的效果
。

在我们的试验处理中
,

曾成功地获得90 % 以上
,

甚至个别达10 0 % 的发

芽率 ( 扣除空粒 )
,

就是有力的证明
。

3 结 论

在基本满足抽木种实主要萌发条件下
,

多种预处理方法都 可 取 得 一定的效果
。

根据较

系统的试验与分析研究结果
,

为保证优质种实获得快而高的萌发
,

制订了四项关键性技术措

施
:

¹ 按类型 (或地理种源 )进行采种
、

制种与包装储运
,

分别进行预处理和播种 ; º 采用砂

床露播
,

有利于保证种实萌发所需高
、

变温和良好的通气条件 ; » 根据实际情况和具体条件
,

对种实进行适宜的预处理 ; ¼加强管理
,

控制好萌发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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