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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穗槐种子质量分级研究
’

孙秀琴 田树霞

摘哭 根据《国际种子检验规 程》 和《林木种子检验方法》 一 对 不同产

地 个样批紫他槐种子进行 了新标准发芽率 幼苗率 和原标准发芽率 胚根露出率 测定 应用加

减标准差
、

样本实际颇数
、

线性回归分析方法
,

并结合生产
、

经营实际对新标准发芽率进行了综合分

级 级
、

级
、

级  
、

等外小于
,

同时 与原分级标准作了比较
。

关锐词 紫德槐 种子 质量分级

紫穗槐 是沙荒
、

盐碱地先锋树种
。

它原产美国
,

约在 世纪初引

人我国
,

广泛栽培于吉林
、

辽宁
、

陕西
、

甘肃
、

四 川
、

浙江
、

福建等省
,

以华北平原生长最好
。

叶可

作饲料和绿肥
,

枝条可编织和造纸
,

种子是油漆原料
,

花为蜜源川
,

根瘤菌可固氮
,

所以种植紫

穗槐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

良种才能优质
,

因此
,

种子的好坏至关重要
。

为了综合

地反映种子 品质的优劣 有必要对种子质量进行分级
。

《林木种子 沁 一  以下简称原标准 自实施以来收到较好效果 但与国际 标准有

一定差距 为了和国际标准接轨
,

并遵照林业部 年修订原标准《林木种子 》指示
,

结合《国

际种子检验规程》
,

于 年立题进行该项研究
。

此次
“

紫穗槐种子质量分级
”

主要依据种子发芽率指标进行划分
,

因此新发芽率 新 发芽率

即幼苗率 原发芽率即胚根露出率 成为本项研究白与重点内容
。

而 种子净度和含水量仍沿用原

标准  一
,

本次研究不予以修订
。

材料和方法

年
,

从辽宁
、

内蒙
、

山西
、

河北
、

河南 个紫穗槐产地共取 个样批 样批情况

见表
。

种子预处理 将各种批紫穗槐种子剥去果皮 用 水浸种  
,

并搅拌
,

换冷水
,

羚

室温下浸泡
,

将吸胀种子置床
,

未吸胀种子再反复按上述方法处理 次
。

发芽基质 琼脂
,

蛙石或沙子
。

温度和光照 温度 变温 昼 夜
,

昼高温
,

夜低温 光照 每天
,

光强度

为
,

夜黑暗
。

发芽试验 每组 粒
,

个重复 在
一

型光照发芽器内发芽
。

按新
、

原标准测定原发芽

率 胚根露出率 和新标准发芽率 幼苗率
。

幼苗标准 幼苗完整
、

匀称
、

健康
,

具上胚轴和初生叶
。

计数时间 初次计数
,

末次计数
。

 一 一 收 稿
。

孙秀琴副研究员
,

田树妓 中国林 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 究所 北京 。。引
。

,

本研究是林 业部标准项 目
“

林木种子
”

修订课题部分 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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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个样批萦抽槐种子净度和含水 情况

顺顺 序号 产 地 。

季
一

瞥丫 煞笋笋“号 产 ” 、

季
一

瞥丫 煞尹尹
辽宁朝阳  

一

辽宁朝阳
一

辽宁兴城 一 辽宁连山区
一

辽宁铁岭 一 辽宁连山区 一

辽宁绥中 一 辽宁绥中  ! ∀
一

辽宁朝阳 一 辽宁绥中 一  !

辽宁本溪 一 辽宁兴城  ! !  一

辽宁西丰
一

辽宁兴城   
一

辽宁铁岭
一

辽宁西 丰 一  !

辽宁阜新 一 辽宁铁岭 一

辽宁辽阳
一

内蒙库 伦旗 , 一

内蒙赤峰
一

河北 邢台
一

一勺蒙赤峰 一  山西 太原
一

内蒙赤峰  ! ! 一
 

!
 

∀ # 山西太 谷 1989 一
1 0 7 4

. , ,
7

.
999

zzz 一 l勺蒙赤峰(4) 1990一
1 0 7 6

.
0 7

.
222 3 3 山西 太原 1988一10 87

.
6 8.666

1115 1勺蒙赤峰 (5) 199()一 10 7 8
.
5 8

.
000 3 月 河南济派 1988一

0 97.0 8.999

1116 1勺蒙 赤蜂 (6) 1990 一
1 0 8 4

.
2 8

.

999 3 5 北京中国林科院内 1990一 1 0 8 6
.
5 7

.
555

111 7 一11 西太补 199()一
1 0 9 1

.
0 8

.
777 3 6 河南济源 1990

一

1
0

9 8

.

0 9

.

111

111 8 山西 太原 1990 一
1 0 7 9

.

1 8

.

999 3 7 河北迁西 1990 一
1 0 9 6

.
0 8

.
000

111 9 辽宁朝阳 (l) 19引 一10 94
.
6 8

.
33333

注
:
净度和 含水量仍沿J月原标准 G B 79os一8 7

。

2 等级 划分和新标准的确定

按国家标准 G B 2 772一 8 1(( 林木种子检验方法》和《国际种子检验规程》1985 测定原标准发

芽率和新标准发芽率(见表 2 )
。

2

.

1 加减标准差分级法

将表 1 新发芽率按数理统计原理
,

算出 37 个样批的均值(又)和标准差 (s )
。

统计公式
:

又 ~ 工 仓x i

式中
:
又 和 s 是均值和标准差 ;, ,

为样批总数 ;i 为样批编号 ;i一 1
,

2

,

3.

二
37

。

统计结果
:
又一60

.

1 8 9
,

S ~ 1 0

.

3 3 6

、

新发芽率经 Xz检验
、

遵从均值 60
.
189 和标准差 10

.
336 的正态分布

,

再用加

减标准差法对新标准发芽率进行分级
。

l 级
:X 异 (X + S ) X ) 70 ; 皿级

:X 簇X < (X + S ) 60簇X < 70 ;

皿级
:(灭

-- .q) 镇x < 叉 50 镇 x < 60 ; 等外
:x < (又一 S ) X < 50

通过数字修约 3 个等级值均与原标准 【级 70 写 ; . 级 60 % ; . 级 50 % 相同
「‘ , 。

2

.

2 样本实际频数分级法

将 37 个样批幼苗分成 9 个组
,

组距 为 5 ,

幼苗各组距频数出现的次数及所占百分数见表

3
、

图 1 。

从表 3 、

图 1 看出新发芽率遵 从常态分布原则
。

现对 37 个紫穗槐样批进行分级
: l级

:

X ) 72
; I 级

:
57 镇X < 72 ; m 级

:
47 簇X 簇 57 ;

小于 47 等外
,

剔除
之‘]

。

这里除 l级略高于原标准

70% 外
,

其余两级均接近原标准( I 级 60 % ; 皿级 5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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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萦德枕种子 37 个样批新
、

原发芽率 《单位
:
% )

顺顺序号 原标准发芽串 新标准发茅率率 濒序号 原标准发芽率 新标准发芽率率

111 63 6222 20 40 4000

222 67 6666 21 58 5777

333 70 7000 22 53 5111

444 66 6444 23 67 6444

555 62 6 111 24 6 1 5999

666 71 6999 25 6 9 6666

777 64 6 111 26 63 5888

888 71 6999 27 57 5333

999 51 5000 28 69 6777

1110 68 6444 29 75 7444

1111 67 6666 3f) 65 6333

1112 64 6333 31 8() 7888

1113 70 6999 32 63 5999

1114 69 6888 33 68 6666

1115 67 6666 34 75 7 111

1116 60 5999 35 42 4111

1117 51 3888 36 6 7 6666

1118 43 3777 37 52 5 111

1119 12 4 11111

表 3 幼苗各组距频数出现次数 及其百分率

组 距 37 ~ 42 42~ 47 毛7 ~ 5 2 5 2 ~ 5 7 气7 一 6 2 6 2 ~ 67 6 7 一 7 2 7 2 ~ 7 7 7 7 ~ 8 2 合玄

出现领数 12 7 1 1 37

叶物 幻 }一一
‘
3.5

厂一下 ,
}

.

—
, “

·

“

—
!----一一6, ·

“一-
一一

苗卜 山 J屯近 JL 年天气 1
:‘

li. 少南
.
所以 I 级 种 r较 少

.
等外种 r较 多

。

2

.

3 线性回 归分级法

假设新标准发芽率 为 y ,

原标准发芽率

5.4 1()(奋

1012 564乙川

翻殊

为 .r ,

两者之间的 回 归方程 如下
:y 一 a + 加

,

(b

:

回归 系数
, ‘, :

常数 )
。

经统计计算
.
其中

:‘,

~ 一 4
.
2 3 8 ; b 一 1

.
0 3 2 ; 故 y 一 1

.
0 3 2 x 一

4
.
23 8 ;

相关系数
:
一 0

.
9 7 6

。

经查相关 系数检

验表 得知
:
对应 37 一 2 ~ 35 的数值是 0

.
3 25

(5 % )
,

因 r = 。
.
9 7 6 > 0

.
3 2 5

.
故所配直 线有

意义
。

现将原标准发芽率 I 、

.

、

扭级值(7 0 、

6 0

、

50 ) 代 入线性方程
,

得出相应新标准发芽

率修约后数值
‘

}
,

! 级
:68 ;。 、

I 级 58 %
、

. 1

级
:
47 %

、

等外
:
小于 47 写

,

均 低于原标准 l

级
:70乡石

、

一级
:60 %

、

. 级
:50写

。

2

.

4 紫穗槐种子新标准分级的确定

在不受种子净度
、

含水量等因子限制的

百分狱(% )

图 1 紫撼愧种 r 倾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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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
,

将上面三种方法 (加减标准差
、

按样本实际频数
、

线性 回 归分析)及原标准发芽率与新

标准发芽率相关性进行综合统计分析
,

确定出紫穗槐种子 !级下限为 70 %
、

. 级下限为 60 %
、

. 级下限为 47 %
、

等外小于 47 %
。

经比较新
、

原标准 l 、

l 级相同
,

. 级略低(3 % )
。

其原因是

紫穗槐种子硬粒较 多
,

通过适当处理
,

只要能萌发的种子
,

基本上都能成苗
。

3 结 语

综合 3 种方法确定了紫穗槐种子新标准的等级为
: 1级下限 70 % ; . 级下限 60 % ; . 级

下限 47 % ;
小于 47 % 为等外

。

I 级种子高质量
; . 级种子质量仅反映当前生产一般水平 ; . 级

种 子质量为了照顾部分生产水平较低的地区和欠收年
,

级差略大
。

新标准种子发芽是指幼苗发育到一定阶段
,

并能在土壤中长成 良好植株
。

幼苗生长状况反

映出了种子的活力
;原标准种子发芽是指种子长出胚根的长度为该种子一半以上的生理指标

,

此标准仅反映种子的生活力
,

但不能反映种子在 田间生长以及是否能成苗?如
:
山西太谷

、

辽 宁

辽 阳两产地紫穗槐种子
,

原标准发芽率都是 68 % ;而新标准发芽率则是 64 % (见表 2)
,

按原标

准发芽的紫穗槐种子均有 4肠不能成苗
。

这说明了按新标准进行林木种子分级能较好地反映

生产实际
,

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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