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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铁线莲种子萌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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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林地铁线莲#

!"#$%&'()*#+',%-.%&%

$%齿叶铁线莲#

!/(#**%&'

0

1"'%

$%棉团铁线莲#

!/2#3%

4

#&%"%

$和褐毛铁

线莲#

!/

0

-(,%

$为试材"研究了不同浓度的赤霉素#

@*

3

$和吲哚乙酸#

0**

$浸种处理对
&

种铁线莲种子萌发的影

响&结果表明"

#%A

B

'

.

$'

0**

是林地铁线莲种子萌发的最佳处理浓度"发芽率可达
83C

"平均发芽时间缩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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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齿叶铁线莲种子的最佳处理浓度"其种子发芽率分别达到
937&C

和

9%C

"平均发芽时间分别缩短了
3

和
#73D

(

?%%A

B

'

.

$'

@*

3

能显著提高棉团铁线莲种子%褐毛铁线莲种子的发

芽率"其中棉团铁线莲种子的萌发率由原有的
?7'C

提高到
337&C

"其平均萌发时间缩短不明显"而褐毛铁线莲

种子萌发率由原有的
&C

提高到
?373C

"平均萌发时间缩短了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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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是园林绿化中重要

的藤本花卉"被誉为(攀缘植物皇后)

*

'

+

,其花型

秀丽"花期较晚"多数种类还有很大的药用价值"

具有很高的研究和应用价值*

#

+

"目前国内外对铁

线莲属植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种质资源调查-系

统分类和栽培繁殖研究等方面*

3>&

+

,大多数植物

多以种子繁殖作为其首选的引种方式"相关报道

表明多数铁线莲属植物的种子在自然状态下萌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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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辽宁本溪人"硕导"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园林植物种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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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困难"需经过长时间的春化作用才能萌发*

?

+

"

大大限制了铁线莲属植物的推广应用"因此"如何

提高铁线莲属植物种子的萌发率成为扩大其应用

范围的关键,植物生长调节剂是调节种子萌发的

重要因子之一"其中吲哚乙酸#

0**

$具有促进细胞

分裂和植物生长的作用'而赤霉素#

@*

3

$可通过代

替低温层积打破种子休眠"提早种子发芽*

!>"

+

,目

前"有关不同植物生长调节剂处理促进铁线莲种

子萌发的报道较少*

8

+

,因此"本研究采用不同浓

度的
0**

-

@*

3

分别进行浸种试验"分析探讨这两

种植物生长调节剂对林地铁线莲#

!"#$%&'()*#+'8

,%-.%&%

$-齿叶钱线莲#

!/(#**%&'

0

1"'%

$-棉团铁线

莲#

!/2#3%

4

#&%"%

$和褐毛铁线莲#

!/

0

-(,%

$这
&

种

东北地区铁线莲属植物种子萌发的影响"旨在寻

求提高铁线莲属植物种子萌发率的方法"以期为

其引种和繁殖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

!"#$%&

>7>

!

供试材料
林地铁线莲种子于

#%'#

年
'%

月采自东北林业

大学林场"齿叶铁线莲-棉团铁线莲及褐毛铁线莲种

子于
#%'#

年
''

月采自长白山地区,择优选取发育

良好的成熟种子自然风干"置于专用牛皮纸袋"于
&

\

冰箱贮藏备用,

>7?

!

方法

>7?7>

!

种子物理特性测定

千粒重%从供试样品中随机抽选
'%%

粒种子"称

量#精确至
%7%%%'

B

$"重复
8

次"计算平均值"计算

结果再乘以
'%

得到种子千粒重,

水分含量%从供试样品中随机称取
#

B

种子"均

匀地置于铝盒中"之后于
'%?\

的恒温烘箱中烘
#

Q

"再放入干燥器中冷却
%7?Q

后称量#精确至
%7%%'

B

$"

3

次重复"分别计算出每种种子含水量*

9

+

,

>7?7?

!

激素处理与发芽试验
!

本试验分别对
&

种

铁线莲种子设置了
?

个不同浓度梯度的
0**

-

@*

3

处理#表
#

$,以蒸馏水作为对照#

,]

$,随机选取

成熟饱满-大小均匀的健康种子"先用
'%C

次氯酸

钠消毒
'%A;=

"之后分别在不同处理液中浸泡
#&

Q

"取出后用蒸馏水清洗
&

#

?

次"均匀排列在浸透不

同处理溶液的两层滤纸的培养皿中"置于
#?\

恒温

智能型光照培养箱中培养,用称量法及时补充适量

的蒸馏水以防水势变动,每个处理设
3

次重复"每

个重复
'%%

粒种子,

每种种子以胚根突破种皮作为种子发芽的标

志"以连续
?D

没有种子发芽作为种子发芽结束标

志,每天观察并记录种子发芽状况,按照以下公式

计算种子的发芽率-发芽势-发芽指数*

'%

+和平均发

芽时间*

''

+

,

发芽率
^

#正常发芽的种子数!供试种子数$

_

'%%C

' #

'

$

发芽势
^

#规定时间内发芽的种子数!供试种子

数$

_'%%C

' #

#

$

发芽指数#

9:

$

^

$

#

9

&

!

;

&

$' #

3

$

式中"

;

&

表示时间
&

日的发芽数'

9

&

表示相应的发

芽日数,

平均萌发时间#

<9=

$

^

#

>

'

=

:

`>

#

=

#

`

.

`

>

5

=

5

$!#

>

'

`>

#

`

.

`>

5

$, #

&

$

式中"

>

5

为培养第
5

天发芽数'

=

5

为相应发芽天

数,

>7&

!

数据处理方法
采用

/(//'"7%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F5PD

制作表格,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a=H>XK

T

*2a>

4*

$进行均值显著性检验"平均数之间的差异采用

[S=NK=

方法进行显著性检验或多重比较,

?

!'($)*

?7>

!

物理特性

&

种铁线莲种子千粒重差异均显著#

?

%

%7%?

$"

褐毛铁线莲最高"林地铁线莲最低"且二者相差

'#7#!

B

#表
'

$'种子含水量以棉团铁线莲最高"其余

差异均不显著#

?

&

%7%?

$,

?7?

!

#%%

!

$%

&

对种子萌发的影响

?7?7>

!

0**

-

@*

3

对林地铁线莲-齿叶铁线莲种子

萌发的影响
!

0**

浓度为
#%A

B

&

.

$'时"种子发

芽率最高"较对照提高了
#878

百分点"之后呈显著

下降趋势#

?

%

%7%?

$"发芽势-发芽指数的变化趋势

同发芽率一致#表
#

$,低浓度
@*

3

对林地铁线莲

种子的萌发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以
@*

3

浓度为
'%

A

B

&

.

$'时促进效果最佳"发芽率-发芽势及发芽指

数分别比对照组高
#%7"

百分点-

'!78

百分点及

#7%!

,

@*

3

浓度
'

?%A

B

&

.

$'时则对种子萌发起

显著抑制作用"而且随着处理浓度的增加"抑制作用

更明显,由此可见"

#%A

B

&

.

$'

0**

对林地铁线

莲种子的处理效果最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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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铁线莲种子的物理特性

@/9A*>

!

@2*

8

2

;

-6+/A

8

4.

8

*4,6*-.)).74B601-.)+A*5/,6--**1-

种名

/

O

HN;H=KAH

种子形态

/HHDA5P

O

Q565

BT

千粒重

+Q5S<K=D<HHD

XH;

B

QR

!

B

含水量

FKRHPN5=RH=R

!

C

林地铁线莲

!"#$%&'()*#+',%-.%&%

瘦果宽卵形"浅褐色"被短柔毛"宿存羽毛状花柱

*NQH=H<VP5KD6

T

5UKRH

"

QKbH6

"

<Q5PRW6SWW

"

O

HP<;<RH=RWHKRQHP

T

<R

T

6H<

'733c%7%&K ''733c%7'?K

齿叶铁线莲

!"#$%&'((#**%&'

0

1"'%

瘦果卵状椭圆形"被柔毛"宿存花柱

*NQH=H

"

5U5;D

"

5UK6

"

O

SVH<NH=NH

"

O

HP<;<RH=R<R

T

6H<

#7%&c%7%"V ''7&&c%7%'K

棉团铁线莲

!"#$%&'(2#3%

4

#&%"%

瘦果扁平"倒卵形或卵状菱形 "密披紧贴的短柔毛"宿存

羽毛状花柱
*NQH=H<W6KR

"

5V5U5;D5P5U5;DD;KA5=D

"

DH=<HN5UHPX;RQK

OO

PH<<HD

O

SVH<NH=R

"

O

HP<;<RH=RWHKRQ>

HP

T

<R

T

6H<

!7%%c%7'%N '37!"c%7'?V

褐毛铁线莲

!"#$%&'(

0

-(,%

瘦果圆状菱形或倒卵形"边缘稍增厚"疏被黄褐色短柔

毛"宿存花柱
*NQH=H<

"

,5=HPQ5AV;N5P5V5UKRH

"

AKP

B

;=

<6;

B

QR6

T

RQ;NdH=HD

"

VP5X=

O

SVH<NH=R

"

O

HP<;<RH=R<R

T

6H<

'37?9c%7'%D 9733c%7%'K

注%同列不同字母表示不同浓度处理下差异显著#

?

%

%7%?

$,下同,

25RH

%

[;WWHPH=R65XHPNK<H6HRRHP<X;RQ;=RQH<KAHN56SA=;=D;NKRH<;

B

=;W;NK=RD;WWHPH=NHKA5=

B

D;WWHPH=RN5=NH=RPKR;5=

O

P5NH<<;=

B

7+QH<KAHVH65X7

!!

与林地铁线莲种子相似"低浓度的
0**

-

@*

3

对齿叶铁线莲种子的发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高浓

度则显著抑制种子发芽#

?

%

%7%?

$,

0**

浓度
(

#%

A

B

&

.

$'时对种子的发芽起促进作用"其中
#%

A

B

&

.

$'效果最佳"发芽率较对照提高了
''7"

百分

点"发芽势-发芽指数的变化趋势同发芽率一致#表

#

$,

@*

3

浓度为
?A

B

&

.

$'时"齿叶铁线莲种子发

芽率最高"

'%A

B

&

.

$'的
@*

3

的处理效果与对照

差别不大"

@*

3

浓度
'

'%A

B

&

.

$'时"对齿叶铁线

莲种子的萌发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且随着处理浓

度的增加"抑制作用明显,可见"

0**

对齿叶铁线

莲种子萌发的处理浓度应
(

#%A

B

&

.

$'

"

@*

3

对

齿叶 铁 线 莲 种 子 萌 发 的 最 适 处 理 浓 度 是
?

A

B

&

.

$'

"适宜处理范围较
0**

窄,

?7?7?

!

0**

-

@*

3

对棉团铁线莲-褐毛铁线莲种子

发芽的影响
!

与林地铁线莲-齿叶铁线莲种子相比"

棉团铁线莲和褐毛铁线莲种子萌发相对困难,两种

铁线莲种子在自然情况下"萌发率极低"仅
?C

左右

#表
3

$,同时"不同浓度梯度的
0**

处理"均未能

促进两种铁线莲种子的萌发,

@*

3

浓度为
'%%

A

B

&

.

$'时"两种种子萌发状况开始好转,

@*

3

浓

度为
?%%A

B

&

.

$'时"发芽率均显著增高#

?

%

%7%?

$"

表
?

!

两种激素处理对林地铁线莲"齿叶铁线莲种子萌发的影响

@/9A*?

!

#0)A7*0+*.),<.B601-.)2.45.0*,4*/,5*0,.0-**1

3

*4560/,6.0.)!"#$%&'()*#+',%-.%&%/01!/(#**%&'

0

1"'%

处理

+PHKRAH=R

浓度

,5=NH=RPKR;5=

!

A

B

&

.

$'

林地铁线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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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提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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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芽势和发芽指数也

随之增高,可见"较高浓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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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显著促进棉团

铁线莲-褐毛铁线莲种子的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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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种子平均萌发时间的影响
平均萌发时间这一指标可以用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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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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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理不仅显著提高了林地铁线莲

种子的发芽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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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显著缩短了其种子的平

均萌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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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下"平均萌发

时间分别缩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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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均明显增加了两种种子的平均萌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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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理虽然能显著提高棉团铁线莲-

褐毛铁线莲两种种子的发芽率"但并未显著缩短两

种种子的萌发进程,关于如何提高褐毛铁线莲-棉

团铁线莲种子的萌发能力"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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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外源激素和生长调节物质对植物的生长发

育和代谢调控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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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对植物生长发

育具有调控作用"还对一些植物种子萌发具有促进

或抑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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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外源激素对不同植物都有

一定的最适处理浓度范围,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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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种对羊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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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能促进吉生和野生羊草种子的萌

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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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不同程度地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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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萌发受到明显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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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表明"高浓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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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狗牙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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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的萌发有抑制作用,本试

验中"棉团铁线莲-褐毛铁线莲的种子萌发相对困

难"未用激素处理情况下"萌发率极低,可能与种子

的物理特性相关,两种种子种皮密披短柔毛"千粒

重均显著高于林地铁线莲-齿叶铁线莲种子"并且褐

毛铁线莲种子的含水量很低"可能影响到了种子内

部调节物质的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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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表明"高

浓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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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显著促进大花铁线莲-红花铁线莲的

萌发"这与本研究中高浓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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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促进褐毛铁线

莲和棉团铁线莲种子萌发的研究结果相似,

植物生长调节剂对种子萌发的调节是一个较为

复杂的代谢过程,本试验中"两种激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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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铁线

莲种子萌发的影响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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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激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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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铁线莲种子的萌发率和萌发进程有一定的影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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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明显促进林地铁线莲-齿叶

铁线 莲 种 子 的 萌 发"缩 短 种 子 萌 发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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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下"林地铁线莲种子的发芽率显

著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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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点"发芽势-发芽指数也相应提

高"同时平均萌发时间缩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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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下"齿叶铁线莲种子萌发

率提高的同时"平均发芽时间分别缩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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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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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团铁线莲-褐毛铁线莲这两种种子萌发相对困

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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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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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两种种子萌发

状况有所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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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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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发芽

率均显著增高,但不同浓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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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两种种子的

处理效果并不明显,综上"本试验中两种激素对
&

种铁线莲种子处理的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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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林地铁线莲种子的最佳处理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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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齿叶铁线莲种子的最佳处

理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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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棉团铁线莲-褐毛铁

线莲种子的最佳处理浓度,

本试验主要研究了不同浓度处理下的两种激素

对
&

种铁线莲种子萌发的影响"其他植物生长调节

剂的最佳处理浓度"最佳浓度的最佳浸种时间等种

子处理方案还有待于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探索-

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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