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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部共建青稞与牦牛种质资源与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西藏 拉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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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研究存储年限对砂生槐种子发芽率的影响!以 #$%"年采集的西藏曲水县砂生槐种子为研究对象!对采种第#年"

第 !年和第 V年的砂生槐种子进行破皮处理!并在不同培养基质下观察种子萌发特点(结果表明&人工破皮处理可提高砂生

槐种子的萌发率!但与砂生槐种子的存储年限无关#在沙土培养基质中对砂生槐种子进行人工破皮处理可显著提升砂生槐

种子的发芽率!最高可达 +!p!在壤土中直播!发芽率最低为 "p(该项研究可为利用不同存储年限的砂生槐种子在西藏开

展人工苗木繁育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存储年限#砂生槐种子#发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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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生槐$0AR)A\[ 5AA\*\A7=1[.[%为豆科槐属植物!又名)西藏狼牙刺+!抗旱(耐瘠薄(防风固沙(保持水

土!生态适应性极强!主要分布于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常成大片群落!在高原生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是西藏半干旱河谷地区植被群落的主要建群种之一"##

!也是国内外植物(生态等学科研究的热点植物之

一"!

*

V#

(在自然条件下!砂生槐有种子繁殖和根蘖繁殖 #种方式!在未受沙埋时!种子繁殖占主导地位'在植

株受到沙埋时!根蘖繁殖占主导地位"/

*

"#

'人工栽培主要以种子繁育为主(由于砂生槐种子存在硬实特

性"5#

!具有活力的种子即使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也不吸水!不膨胀!不萌发"+

*

'#

!所以在自然条件下砂生槐

种子发芽率较低!仅为 %$p左右!严重地制约了砂生槐植株的繁殖(在生产实践及科研中往往需要打破植

物种子的休眠机制以提高其发芽率(当前!对砂生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温度(沙埋处理"%$

*

%%#

(种实害虫"%##

以及海拔"%!

*

%V#对砂生槐种子萌发特性的影响等方面!而对砂生槐种子在不同存储年限下发芽特性的研究

未见相关报道(本研究对不同存储年限下砂生槐种子进行处理后观察其发芽情况!旨在为提高砂生槐种苗

的人工繁育提供科学依据(

=>试验材料与方法

=(=>材料来源&种源地自然条件以及实验地点

砂生槐种子于 #$%"年 %$月采于拉萨市曲水县曲水镇茶巴朗村!该区域地处西藏中部(雅鲁藏布江中

游北岸!属高原温带半干旱季风气候区!年日照时数近 ! $$$ I!年无霜期约 %/$ ,!年降水量约 V/$ GG!采

集地为砂生槐分布成片的灌丛(砂生槐种子采回后晒干放在通风干燥处(

实验在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实验室内进行!地点在拉萨!海拔 ! "/$ G(

=(?>试验设计及方法

%(#(%&硬实率"千粒重的测定

对采集的砂生槐种子除杂后!选取籽粒饱满(外观上无虫孔(大小均匀的种子 !$$ 粒!按 %$$粒为 % 个

重复!共设 ! 个重复(用蒸馏水浸种 / , 后统计烧杯中未吸胀的种子数!计算其硬实率'随机挑选外观上无

虫害的种子 ! $$$粒!按 #个 /$$粒为 %组称重测定千粒重$S:n%!共 !组设为 !次重复!计算其平均值(

硬实率 g

$未吸胀种子数0供试种子数%

e

%$$p

"%/#

(

$注&吸胀标准为种子浸水后种皮膨胀并软化%

%(#(#&发芽实验设计

对 #$%"年 %$月采集的砂生槐种子分别于 #$%5年(#$%+年和 #$%'年连续 ! D开展种子萌发实验!在

每年的 /月*5月进行(实验前!在室温下用 VpLH3j

V

溶液对砂生槐种子消毒 %$ G.3!之后用蒸馏水反复

冲洗干净"%"#

(用剪刀对砂生槐种子进行人工破种皮!以砂生槐种子上部为胚芽(胚根位置!以种子下部远

离胚根和胚芽的位置为人工破皮点!对照为不作任何处理的种子$直播%'在室温条件下采用壤土$采自试

验地青稞地块%和沙土$采自流动沙地%#种培养基质开展种子发芽试验(

发芽实验在育苗袋内进行!规格为 '(/ 2G$直径%

e

%/ 2G$高度%!每个育苗袋内放入 /粒种子!播种深

度为 /d+ GG!每个处理为 #$袋!以胚芽突破种皮冒出培养基质作为砂生槐种子的萌发标准!记录不同处

理下种子的萌发情况(

发芽率 g

$发芽种子数0供试种子数%

e

%$$p(

%(#(!&数据分析方法

数据采用jKK.2B#$$!和 OYOO #%($ 进行分析(

?>结果与分析

?(=>砂生槐种子千粒重与硬实率测定

千粒重体现了种子的大小与饱满程度!是检验种子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对 #$%" 年采集的砂生槐种

子在试验前进行千粒重的测定!在 !5(""d!+(+' T之间(

挑选饱满的种子测定硬实率!将砂生槐种子浸泡 / , 后测定吸胀种子数量!硬实率在 '!p以上$见表

%%(对砂生槐种子用清水浸泡后!吸胀的种子较少!种子在自然状态下萌发率在 5p以下(由于砂生槐种子

种皮存在蜡质化现象!种皮束缚了胚和胚乳的吸胀"%5#

!从而影响了种子的发芽率(砂生槐种子的硬实现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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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植物的一种休眠形式!是植物种经过长期自然选择!实现种子传播与物种延续的一种应对策略"%+#

(因

此!只有打破砂生槐种子的硬实现象!才有利于提高种子的发芽率(

表 %&砂生槐种子硬实率

供试种子数 吸胀种子数 未吸胀种子数 硬实率0p

%$$ 5 '! '!

%$$ / '/ '/

%$$ / '/ '/

?(?>不同处理下砂生槐种子发芽情况

对不同存储年限下不同培养基质育苗袋中砂生槐种子的萌发情况$见图 %和图 #%进行统计作图 !&不

同存储年限下!无论是否对砂生槐种子进行处理!用沙土作为培养基质与壤土的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不

同存储年限下!#种不同的培养基质!对砂生槐种子进行人工破皮处理与对照不作任何处理的差异达到极

显著水平(

图 %&砂生槐人工破皮后在沙土中的出苗情况 图 #&砂生槐在壤土直播后的出苗情况

图 !&不同储存年限下砂生槐种子出苗率统计

从 ! D的试验结果来看&

%%沙土更适合砂生槐种子的萌发

砂生槐种子在不作任何处理时!壤土的出苗率为 "pd%%p!沙土的出苗率在 #%pd#+p'对种子进行

人工破皮处理后!壤土的出苗率在 %!pd#%p!沙土的出苗率在 /%pd+!p(可见!不论是否对砂生槐的种

子进行处理!沙土作为培养基质较壤土更适合砂生槐种子的萌发(砂生槐种子直播时在沙土培养基质中较

壤土发芽率可提高 ##p(主要是壤土通透性不及沙土!水分过多时影响了根系呼吸及生长!引起乙醇等有

害物质的积累!同时厌氧菌活动旺盛!造成烂根和疾病发生"%'#

(

#%人工破皮处理可有效提高砂生槐种子的萌发率

用壤土作为培养基质时!对砂生槐种子进行人工破皮其出苗率为 %!pd#%p!种子直播出苗率为

"pd%%p'用沙土作为培养基质时!对砂生槐种子进行人工破皮后出苗率为 /%pd+!p!种子直播出苗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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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pd#+p'可见!壤土和沙土 #种培养基质!对砂生槐种子进行人工破皮较对照$直播%能有效提高砂

生槐种子的出苗率!对砂生槐种子人工破皮后在沙土培养基质中与壤土相比!砂生槐种子发芽率最高可提

升 5$p(这是因为砂生槐种子具有单向阀门的特性"#$#

!种子不透气(不透水!当种子内部湿度大于外部湿

度时种子向外散发水分'反之!种子不能从外部吸收水分(人工破皮处理打破了砂生槐种子的休眠机制!有

效提高种子的发芽率(

!%砂生槐种子直播后的发芽率随着采集年份的久远程度逐年增加

随着存储年限的增加!砂生槐种子在不同培养基质中直播均表现出发芽率逐年增加的趋势(该项研究

与林少敏"#%#开展的研究&砂生槐种子的发芽率与采集年份的久远程度有关!年份越久的种子!其发芽率越

高!年份越近的种子!其萌发率越低!两个结果相一致(

V%不同存储年限下!人工破皮均能显著提升砂生槐种子的萌发率

不论种子存储时间长短!对砂生槐种子进行人工破皮处理!再加上合适的培养基质!均能显著提升砂

生槐种子的萌发率!该项研究与林少敏"#%#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即在人工干预下!砂生槐种子的萌发率与砂

生槐种子采集年份的久远程度无直接关系!并不是越久远的种子发芽率越高(只要对砂生槐种子进行科学

的处理并选择适合的培养基质均可提升砂生槐种子的发芽率!可实现最高发芽率在 +!p以上(

B>结论

%% 砂生槐种子的千粒重在 !5(""d!+(+' T之间!硬实率在 '!p以上(

#% 沙土较壤土更适合砂生槐种子的萌发!人工破皮处理可有效提高砂生槐种子的发芽率'对砂生槐

种子人工破皮后在沙土中培养能显著提高种子的萌发率!出苗率最高可达 +!p(

!% 砂生槐种子直播后发芽率随着采集年份的久远程度逐年增加!但人工破皮处理对砂生槐种子萌发

率的影响不受砂生槐种子保存时间的影响(砂生槐种子硬实率在 '!p以上!自然状态下出苗率低下!在合

适的培养基质下!对砂生槐种子人工破皮处理可破除硬实!打破休眠!提高砂生槐种子的萌发率(该项研究

可为砂生槐在西藏进行人工种苗繁育提高种子萌发率而不受种子采集年份的影响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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