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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湿度预处理对茄子包衣种子发芽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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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温 高湿 。 43 ℃
,

R }{ 1 0 0 %
,

1一 6 d )
、

高温 常 湿 ( 4 3
一

C
,

R l l 7 O乡石
,

4 d ) 及 常 温 高湿 ( 2 5 C
,

R H 10 。肠
,

Z d) 预处理 茄子包衣 或未包衣种 子
,

结果表明
,

高温 高湿 可 极 显著促进 包衣种 子 发 芽
。

在
`

l d 内
,

随处理天 数增加
.

处理效果增强
; 而 对未 包衣种子发芽无 显著促进 作用

,

处理 4 d 可 能 引起种子 活 力 下 降
。

高温常 湿 处理无 显著促进 包衣种 子发 芽的效 果
,

常温 高湿 处理有 显著或 极显著促进 包衣 种子发 芽的 作

用
,

其效 果甚至 显著或极 显著优 于 处理 时间相同的高温 高湿处理
。

关键词 茄子
;
包衣 种子

; 温湿度预 处理
;
种子发 芽

近年来
,

在促进茄种子发芽方面已有许多研究
〔`一 ’ 〕 。

随着种子工程产业化的实施
,

高质量
、

高活

力的包衣种子已被广泛用于生产 4[
5 〕

。

笔者研制的
“

茄种衣剂 1号
”

在解决茄种子发芽难等生产问题

方而已显示 了极大的优越性
。

本试验主要研究不同温湿度预处理对茄种子活力的影响
。

1 材料与方法

以西北农业大学 1 9 9 5年繁殖的
“
二民

”

茄种子为试材
,

本课题组研制的
“
茄种衣剂 1号

”

为包衣材

料
,

包衣种子与种衣剂比例为 1 。 : 1
。

设 高温高 湿 ( 4 3 ℃
.

R l l l o o % )
、

高温 常湿 ( 4 3℃
.

R H 7 O%
.

4 d )
、

常温 高湿 ( 2 5 C
,

R H I Oo 乡百
,

Z d )
、

常温常湿 ( 2 5
’

C
,

R H 7 O % )4 种处理
。

其中高温高湿处理进行 2 次试验
:

试验 I处理时问为 。
、

2
、

4

和 6 d
,

试验 I 为。
、

l
、

2
、

3和 4 d
。

常温常湿为对照
。

以上各处理均俊 3 次重复
.

处理结束后取出种子
,

室内 自然条件下晾晒 7 d 后再进行发芽试验
。

发芽试验每处理 。
.

5 9 种子 (约95 粒 )
,

3 次重复
,

种子用 2 倍水在 25 ℃下浸种 24 h
,

播于铺设海绵发

芽床的培养皿内
,

2 8
`

C 下催芽
,

逐 日统计发芽种子数 (以胚根长度等于或超过种子直径 1 2/ 作为发芽

标准 )
。

计算种子发芽率
、

发芽势
、

发芽指数以及平均发芽天数
,

并绘制种子逐 日发芽率 曲线图
。

发芽

率统计至发芽第 1 4天
,

发芽势统计至发芽第 7天
。

发芽指数和平均发芽天数计算公式为
:

发芽指数 ~

G 、在 t 时间的发芽种子数 ) / D 、相应的发芽天数 ) ; 平均发芽天数一艺 G T
i

/艺 G
, ,

式中 G 为 T 天

时的发芽种子数
,

T 为其相应的发芽天数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高温高湿处理时间对种子发芽的影响

由表 1看出
,

不同时间高温高湿 ( 43 ℃
,

R H 1 00 % ) 处理
,

对未包衣种子的发芽无明显影响
,

处理

间
、

处理与 C K 问种子发芽率
、

发芽势
、

发芽指数以及平均发芽天数的差异均未达 显著水平
; 而对包

衣种子发芽有明显促进作用
。

处理 4 d 以下
,

随处理 天数增加
,

种子发芽率
、

发芽势和发芽指数增

加
,

平均发芽天数减少
。

处理 2
、

4和 6 d 的 比其未处理种子生活力及活力指标均有极显著提高
,

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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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间的种子发芽率和发芽势差异不显著
,

但处理 Z d 的种子发芽指数和平均发芽天数与处理 4 d

和 6 d 间的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

表 l 高温高湿预处理时间对茄子种子发芽的影响 (试验 D

T a b l e 1 I n f l u e n c e s o f h i g h t e
m P e r a t u r e a n d h i g h h u m i d i t y P r e 一 t r e a t m e n t

种 子

S e e d s

t i m e

处理 天 数 (
(
均

D
乏一y s o f

t T e a t n l e n t

o n g e r
m in a t i o n o f e只g Pl a n t s e e d s (

e x P e r im e n t l )

发 芽率 ( % ) 发芽势 ( % ) 发芽指数

G e r
m i n 奋一t i n g G

e r
m i n ; L t i n g G

e r
rn i n a t i n g

e n e r g y i n
d

e x

平均 发芽天 数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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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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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n 芝l t l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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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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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a t 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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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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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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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7 a A

0 () 走I A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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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4 a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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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6 9 a

4
.

4 4 之l

4
.

3 9 a A

3
.

19 1, B

2
.

1 () e C

艺
.

1 8 f C

另外
,

包 衣种子 各处理的 4个发芽指标均

极明显高于未包衣种子
,

其发芽率
,

发芽势和

发芽指数平均值分别较未包衣的提高 6
.

1
、

6
.

7

和 13
.

0倍
。

处理 4 d 和 6 d 的种子发芽最快 ( 图

1 )
,

催芽第 1天就分别有 26
.

4写和 23
.

0 %的种

子发芽
,

第 2夭即达发芽高峰期
,

其峰值分别为

47
.

1%和 46
.

0 %
;处理 Z d 的发芽较慢

,

催芽第

1天 仅有 0
.

4 %种子发 芽
,

第 2天 日发 芽率 仅

2 0
.

6 %
,

第 3天达发芽高峰
,

峰值为 48
.

4 % ; 未

经高温高湿处理 的包衣种子
,

发芽缓慢
,

催芽

第 2夭有少量种子发芽
,

第 3
、

4天缓慢增加
,

第 5

天达发芽高峰
,

峰值仅 24
.

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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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高温高湿预处理时间与包衣种子 日发芽率的关 系
F 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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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试验 I 中发现
,

处理 4 d 和 6 d 虽有极明显促进种子发芽的效果
.

但因其处理时间较长
,

种子

表面有灰色霉层 产生
,

而处理 Z d 的无此现象
。

为此
,

试验 l 将包衣种子的处理夭数调整为 O
、

1
、

2
、

3

和 4 d
,

而未包衣种子因其处理效果不明显
,

仅设 0和 4 d 两个处理
。

表 2 高温高湿预处理时间对茄子种子发芽的影响 (试验 l )

T a b l e 2 I n f l u e n e e s o f h ig h 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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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x P e r i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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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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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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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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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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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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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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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a

9 3
.

3 9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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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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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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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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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5 6

1
.

2 5

2 1
.

9 4 d C

2 9
.

8 8 e B

3 0
.

4 3 e B

3 7
.

9 7 b A

4 4
.

1 6 a
A

可以看 出 (表 2 )
,

未包衣种子经 4 d 高温高湿处理
,

种子生活力和活力明显降低
,

发芽率
、

发芽

势和发芽指数较未处理的降低了 5
.

7 ~ 6
.

6倍
。

包衣种子不同天数间发芽率和发芽势差异相对较小
,

而发芽指数及平均发芽天数差异显著
。

处理 1 ~ 4 d 的发芽指数均极显著高于未处理的
,

处理 d3 和

d4 的又极显著高于处理 l d 和 Z d 的
。

随着处理天数的增加
,

平均发芽天数显著或极显著缩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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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温常湿处理对包衣种子发芽的影响

由表 3可见
,

与 C K :

相 比较
,

经高温

常湿处理的包衣种子发芽率
、

发芽势及发芽

指数虽稍有提高
,

但不显著
,

而平均发芽天

数则有延长趋势
,

达显著水平
。

与 C K Z

相比
,

高温常湿处理种子的发芽率
、

发芽势和发芽

指数要低得 多
,

其差异达 显著或极显著水

平
,

平均发芽天数较长
,

差异也达极显著水

平
。

从种 子 日发 芽率变化 曲线 ( 图 2) 可看

出
,

高温常湿处理的种子 日发芽率变化曲线

与 C K
I

相类似
,

与 C K
Z

相比两者的种子发芽

缓慢
,

高 峰期出现迟
,

且 峰值低
,

至第 5 天

峰值仅 为 20
.

2写
,

而 C K
Z

第 2 夭峰值就达

4 7
.

1 %
。

,一 ~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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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温湿度预处理对茄子包衣种子 日发芽率的影响
F i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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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高温常湿处理对包衣种子发芽的影响

T a b le 3 I n f l u e n c e s o f h i g h t e m P e r a tu r e a n d n o r m a l h u m id i ty P r e 一
t r e a t m

e n t o n g e r m i n a t i o n o f e o a t e d s e e d s

处 理

T
r e a t m

e n t s

发芽率 ( % )

G e r
m i n 云一t i n g

r s t e

发芽势 ( % )

G e r nt i n a r i n g

c n e r g y

发芽指数
G e r m i n a t i n g

i n d e x

平均 发芽天数 (d )

M e a n d a y s o f

g e r
nr

l n a t 10 n

常温常湿 ( C K
I
)

N o r m a l t e nr P
.

+
n o r m a 】hu nr i

.

高温高湿 4d ( C K Z )

4d
a y s o f h ig h t e m p

.

+ h i g h 卜
u m i

.

高温常湿 4d

4 da y s
h ig h t e m p

.

+ l
一ig h h

u m i
.

6 1
.

5 8 bB 6 0
.

1 5 b A 1 3
.

6 0 b B 4
.

9 3 a A

99
.

5 了a A 9 9
.

5 7 a A 5 8
.

1 8 a A 2
.

10 e B

7 1
.

15 bA B 6 6
.

6 7 b A 1 5
.

6 4 b B 5
.

0 4 b A

2
.

3 常温高湿处理对包衣种子发芽的影响

常温高湿 ( 25 ℃
,

R H 1 00 %
,

Z d) 处理包衣种子有加速种子发芽的作用 (表 4 )
,

其种子发芽率
、

发

芽势和发芽指数显著高于 C K
I ,

平均发芽天数极显著缩短
,

促进发芽的效果优于 C K
: 。

另外
,

与处理效果最好的高温高湿处理相比
,

常温高湿的发芽率和发芽势均增加了 4
.

2 %
,

发芽

指数虽低
,

但平均发芽天数却缩短了 0
.

55 d
。

表 4 常温高湿预处理对包衣种子发芽的影响
T a b l e 4 I n f l u e n e e s o f n o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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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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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与结论

包衣种子经高温高湿预处理 1一 6 d
,

均能加速种子发芽
,

对提高发芽指数和减少平均发芽天11

。d.3

数的效果尤为显著
;
高温常湿预处理对包衣种子发芽的促进作用不大

,

而常温高湿预处理有显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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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显著促进包衣种子发芽的作用
;
常温高湿预处理所需温度低 ( 52 ℃ )

,

安全
、

节能
、

易行
,

可以认为

是促进茄包衣种子发芽效果理想的温湿度预处理方法
。

3
.

2 从本试验不同温湿度组合预处理对茄包衣种子的作用效果看
,

高湿是提高包衣种子发芽效果

的必要温湿度预处理条件
,

温度高低则影响较小
。

其生理机制可能是高湿促进了包衣剂 中活性成分

向种子 内部渗入
,

从而有效地促进了种子发芽
。

3
.

3 关于高温高湿预处理对未包衣茄种子发芽的影响
,

试验 I 和试验 I 结果有所不同
,

主要是 由

于试验 I 发芽床浇水稍多
,

种子表面有一层水膜
,

种子透性变差
,

未包衣种子和包衣未预处理种子

的发芽均有所下降
,

而对经预处理的包衣种子发芽率影响不大
。

两次试验结果的差异也说明包衣种

子比未包衣种子有更强的适应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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