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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直立板发芽器测定落叶松种子活力

和幼苗活力分级的研究
’

于淑兰 田树霞

(中国林 业科学研 究院林业研究所 )

摘要 用直立板发芽器对落叶松 (L ar 坛 g 二el ini R 位p r .

) 种子活力进行研究
,

结果如下
:

(1 )测定种子发芽指数和活力指数 ; (2) 按幼苗高度和胚根
、

子叶发育状况
,

用标准差法将 落叶松

幼苗分为五级
,

最后又用幼苗健壮率和出苗率 (即实验室 出苗率 )改进了幼苗活力分 级 标准 ; (3)

筛选出提高落叶松种子活力最适宜的预处理方法
。

关挂词 落叶松 ; 种子活力 ; 幼苗活力分级 ; 活力指数 ; 直立板发芽器

落叶松是我国东北林区主要造林树种
。

种子昂贵
,

供不应求
。

科学地评定种子质量和合

理用种
,

是当务之急
。

我国的种子质量评定与 IS T A (国际种子检验协会)和 A O SA (美国和北

美种子协会 )的规定差距较大
。

我国的发芽标准是以种子长出一定长度的幼 根 为准〔‘] ,

而国

际上以形成幼苗为准t2 1
。

实质上种子活力测定比发芽测定更为科学和实用
。

种子活力是指种

子健壮度
,

即种子发芽
、

生长和生产的潜力
,

它是由种子遗传因子和环境因子所决定的
。

活

力在成苗率及幼苗生长势上的反映
,

已被国内外所肯定
。

国际上对活力的研究60 年代 已进入

高潮
。

普遍认为
,

活力在保证种子质量
,

获取经济效益上起到显著作用
。

历届 IS T A 大会都

设专题讨论会
。

1 9 7 6年和 19 8 3年先后两次发行《种子活力测定手册》
。

我国自70 年代末期
,

在

农林业上才广泛的研究
,

进展较大
。

但是
,

对落叶松种子活力的研究尚少
。

本研究的 目的在

于通过活力测定
,

更科学地划分出落叶松种

子等级
,

供生产单位使用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材料

供试的落叶松种子
,

产于黑龙江省松岭

地区
,

于 1 9 8 9年1 1月采收
。

仿制的有机玻璃直立板 发芽器 [ 3 1有两种

规格 (4 2 e m x 3 3 e m X 1 3 e m
、

4 2 Cm X 3 3

c m x 26 c m )
,

中间有 8 块玻璃板相隔 (见图

1 )
。

图 1 直立板发芽器

本文于 1马9 0年 7 月 1 2 日收到
。

* 本研究数理统汁部分承唐守正研究员指导
,

直立板发芽器 由孙秀琴 同志仿制
,

孟玲 同志绘图
,

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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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活力试骏

试验重复 4 次
,

每次用 10 0粒种子
。

发芽器贮水 2 ~ 2
.

5 c m 深
,

置于种子光 照 发 芽 器

中
,

在 20 ~ 25 ℃ 变温条件下发芽
,

光照强度约为 1 OOOI x ,

每 日光照 s h
。

逐 日观察记 录

种子发芽状况和出苗数
,

发芽持续 15 天
。

发芽标准按我国标准规定
,

出苗标准按国际标准规

定
。

1
.

2
.

1 发芽指数和 活 力指数的计算〔‘l

发芽指数 G : = :

之」2 ‘

G t

—
在不同时lbJ (天 )的发芽数 ,

活力指数 V l = G l x 亏

亏

—
幼苗平均高

。

D t

—
指不同的发芽试验天数

。

1
.

2
。

2 幼 苗活力分级 根据 1 3 4 6 株幼 苗初

生根长度
、

高度和子叶初现状况
,

对幼苗高

用标准差法分为五级 (见图 2 )[
6 一3 J

。

幼苗活力分级标准
:

A 级壮苗
—

种壳脱落
,

具有胚根
、

胚

轴
、

子叶的完整幼苗
, x > (牙+ a)

。

)乒钧
、! ((

C D E

图 2 落叶松幼苗 活力分级

B 级良苗
—

种壳脱落
,

具有胚根
、

胚轴
、

子叶的完整幼苗
,
无< x 成‘ + 的

。

C 级弱苗
—

具有胚根和胚轴
,

种壳脱落或可见大部分子叶
,

(牙一的 < x 镇元

D 级发芽
—

具有少部分胚根和下胚轴或胚根等于或大于种粒长度
, x 成 (x 一 口)

。

E 级苗
—

异状苗和烂苗
。

式中
: x

—
苗高(c m ) , 无

—
平均苗高(c m ) , 口

—
标准差

。

1
·

2
.

3 健壮率和 出苗率计算

健壮率
—

A 级苗率 + B 级苗率
。

出苗率
—

A 级苗率 + B 级苗率 + C 级苗率
。

1
.

3 提高种子活力试验

(1 ) 种子预湿冷 ( 1 ~ 5 ℃ )层积 1 5天
, 3 0天二 组

。

(2 ) 用 2 0 0和 5 0 0 PPm G A
:

分别浸种2 4 h
。

(3 ) 用 2 0 %
、

3 0 %
、

4 0 % P E G 分另,1浸种 6 5 h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发芽指教和活力指教

八种种子预处理对落叶松种子活力的影响见表 1
。

试验结果表明
,

适宜的预湿冷层积 ( 4 号)和 G A
3

(赤霉素)预 浸 种 ( 3 号 )
,

可以促进种

子萌发和幼苗发育
,

效果好 , PE G (聚乙二醇 )是一种分子量很大的惰性物质 (本试验应用的

分子量是6 0 0 0 )
。

用20 %
、

30 %
、

40 %三种浓度试验比较
,

以30 % 的浓度为最好( 7 号 )
,

此

浓度可以造成适宜的渗透压
,

使细胞产生
“

引动
”

或
“

强化
”

的生理生化作用
,

促进种子萌芽准

备
,

加速种子萌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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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八种种子预处理对落叶松种子活力的影晌

活力指数
编号 种子预处理方法

1 5 天发芽率

(% )

幼苗平均高

(e m )

发芽指 数

G l {

OUOJ,石勺甲
.恤‘nUn.

八.
连
几0
250
�跳Un心

..

⋯⋯
O材0.,占,自,曰OUg曰0�

11玉,上,山

一J通任1OJ, i月哑八�4
n七no‘1
‘
U.1,工n曰1..

⋯⋯
几O,d月任
44444

OJ工匕GQ�6
1亡占J
Z

月任J性70�六幻
目
土‘“九O

:
‘. .

⋯
6石n‘n‘弓自丹0叮山,山n自J,勺口4,04I

J任八O内O勺曰介O介O,习J口J任C叼始温峨5 ℃水浸 种 2 4 h (对照 )

用 ZooPPm G A a 浸种 2 4 h

用 s o op p m G A : 浸种 2魂h

预湿冷层积种子 1 5d

预湿冷层积种子 3 Od
’

用 2 0 % P E G 浸种6 5 h

用 3 0 % P E G 浸种6 5 h

用 4 0 % PEG 浸种6 5 h

就发芽率而论
, 7 号预处理的发芽率最高为44 %

。

4 号和 3 号预处理的发芽率为33 %和

34 %
,

与对照组相差不多 ; 4
、

7
、

3 号预处理发芽指数和活力指数比对照分别提高 12 %
、

34 %
、

12 %和 35 %
、

32 %
、

25 %
。

试验证明了这三种预处理的明显优势
。

发芽指数是指逐

日平均发芽率的总和
,

反映种子迅速和整齐发芽的潜力
。

活力指数是发芽指数乘上幼苗高度

或干鲜重量侧
,

反映幼苗生长潜势
。

但是
,

我国目前规定的发芽率不能反映种子迅速与整齐

发芽潜力和幼苗生长潜势
,

急需改进和提高
。

2
.

2 落叶松幼苗活力分级

八种种子预处理对落叶松幼苗活力分级的影响见表 2
、

图 3
。

表 2 八种种子顶处理对落叶松幼苗活力分级的影晌

幼苗等级分配

编号 种子预处理方 法
A B C D E

健壮率
( % )

出苗率
( % )

丹tJ‘8
.
1产US勺口�Un咋自‘弓自,口勺山,自八舀,曰几仆�Q.山丹月丹尸J6西J任R2

1
1,翻,�‘几1立n山
.
土,0七Jt碑斑匕口了.匕

日qt才48381385始温4 5 ℃水浸种2 4 h ( 对照 )

用 2 0 0 p pm G A s 浸种2 4 h

用5 0 0 PPm G A :
浸种2 4 h

预湿冷层积15 d

预湿冷层积切 d

用2 0 % PE G 浸种6 5 h

用 3 0 % PE G 浸种6 5 h

用 4 0 % PE G 浸种6 5 h

10

9

14

19

17

8

1 1

9

1 0 7

1 0 8

8 6

9 3

8 1

1 0 1 0

1 3 9

9 1 2

本研究对国内外现行幼苗活力分级标准进行了改进
。

首先采用了标准差法对落叶松幼苗

进行综合分级
,

这种分级方法可以避免人为判断误差
,

使研究结果更科学和可靠
。

如果幼苗

生育状况和苗木平均高属于二个不同等级
,

则按低等级分类
。

其次提出了健壮率和出苗率指

标
。

健壮率是指具有高于平均高的健壮幼苗占幼苗的百分数
,

它是一个较高水平 的活 力 指

标
,

反映种子质量实质性差异
,

对确定播种量和预估优质壮苗产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

本

试验以健壮率作为落叶松种子预处理方法筛选和排序的主要指标
。

首先从三类不同种子预处

理方法中
,

分别选出健壮率最高者
,

而后再以各方法的优势程度进行排序
。

出苗率的划分标

准
,

实质上是国际上规定的发芽标准
。

本研究所确定的落叶松种子出苗标准
,

为我国林木种

子检验标准的修订提供了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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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八种种子 顶处理对 落叶松幼 苗活 力分级的影响

八为 、级苗率 ; B 为 11 级 苗率 , “ 为 C 级苗率 , D 为 D 级苗率
、

L 为 E 级 苗率 ; F 为幼苗健壮率 , G 为 出苗率 . 11 为发芽率

就健壮率和 出苗率分析
, 4 号

、

7 号和 3 号预处理 比对 照 组 分 别 提 高 40 %
、

14 %
、

2 0 %和 2 2 %
、

10 %
、

3 %
。

落叶松种子预湿冷层积 15 天 ( 4 号 )效果显著
,

此法在生产上也是

可行的
。

如果具备条件
, 7 号和 3 号种子预处理方法亦可应用

。

总之
,

从播种到 出苗
,

种子

最易遭受不 良环境影响
,

重要的是如何缩短这段 生育时期
。

本试验提出的三种种子预处理方

法
,

有助于解决此类 问题
。

3 结 语

采用本幼苗分级标准
,

必需具备二个基本条件
: ( l) 为发芽提供最佳环境

,

落叶松种子址佳

发芽条件是在 20 一 25 ℃变温条件下 发芽
,

协日光照 s h ; ( 2 )其备直立板发芽器
,

这种 发 芽

器的优点是为种子 l有发和幼苗正常生
一

民提供良好 的通气和水分条件
。

乍幼苗活力分级方法是

在常规方法的荃础上
,

参考了 IS T A 和 A O SA 的幼苗活力分级法和任祝三
、

郑光华研究叭
,

陈幼生教授 的有关研究并加以 改进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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