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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处理对菠菜种子萌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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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为了提高菠菜种子的发芽势
,

采用 6 种处理方法
:①一 0

.

4 M P a 的 PE G 60 00 渗透调节处理 ;②不同

浓度的 K N ( ) :

处理 ;③不同浓度的 G戊 处理 ;④20 % H 2 0 :

处理 ,⑤ 20 % H Z

q 处理 5 而 n 后再用不同浓度的

G A 3
处理 ;⑥ 1%硼酸处理来测验其在提高种子发芽势上的有效性

。

结果表明
,

除 20 %践 q 处理和 1%硼酸处

理能显著提高种子的发芽势外
,

其余 4 个处理对提高种子发芽势均无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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菠菜 ( SP ina ic a of ear le a L )属黎科菠菜属
,

是

我国普遍栽培的秋冬蔬菜之一
,

也是我国出口创

汇的主要蔬菜川
。

菠菜果实休眠性强 l[, 幻
,

其果皮

外层有一层薄壁组织
,

可以通气和吸水
,

而内层则

是木栓化的厚壁组织
,

通气和吸水困难
,

这给菠菜

生产栽培特别是种子发芽检测工作带来一定困

难
。

曾有人用热川
、

超声波 2j[
、

紫外辐射阁处理菠

菜种子
,

以提高种子的发芽率
,

取得一定的效果
,

但利用化学物质对菠菜种子进行处理来提高其发

芽率尚未见报道
。

本文采用 6 种方法对菠菜种子

进行化学处理
,

旨在寻找一种简便易行
,

发芽快
,

发芽势强
,

生长良好的处理方法
,

为菠菜种子发芽

试验及菠菜大面积生产提供理论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实验材料为圆叶无刺菠菜 (已经在室温下储

藏 l a)
。

共设 6 个处理和 1 个对照
,

每处理中又设

1~ 3 个小处理
。

每个小处理均重复 3 次 ( 1 0 0 粒 /

次 )
。

处理 1
:

分别用一 0
.

4 M P a ( 1 7 8
.

3 8 9 / L )的

P E G
一

60 00 处理种子 24 h 和 48 h 后
,

又将种子干

燥到原始含水量 ;处理 2
:

分别用 0
.

1%
、

0
.

2%
、

0
.

3% K N O
:
处理 种子 24 h ; 处理 3

:

分别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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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2 5 %(2 50 吨/ L )
、

0
.

50 %( 50 0 吨/ L ) 的 G A 3

处理种子 2 4 h;处理 4
:

分别用 20 %H
Z

q 处理种

子 5
、

1 0
、

1 5而n ;处理 5
:
2 0 %H

Z
O

:
处理 5而n 后

,

再分别用 0
.

2 5% ( 2 5 0
叱 / L )

、

0
.

5 0% ( 5 0 0
明 /

L )
、
0

.

75 % ( 7 50 m g / L )的 G A :
处理种子 24 h ;处

理 6
:
1 %硼酸处理种子 24 h

。

以上 6个处理中的

每个小处理和对照共用菠菜种子 300 粒
。

将处理

后 的种子用水冲洗干净后
,

分别置铺有 4 层滤纸

和 1 层纱布的大培养皿中
,

置 25 ℃的光照培养箱

中进行发芽试验
。

第 7 天统计发芽势
,

并计算活力

指数 (活力指数一发芽势 X 第 7 天正常幼苗鲜重

g )
。

为了便于描述
,

将 0
.

25 %
、

0
.

50 % 的 G A :
处理

定为 aT
,
T b

,
2 0% H Z

O
:
处理种子 5

、

1 0
、

1 5 而 n

定为 cT
,
T d

,

eT
,

20 % H
Z
O

:
处理 5 而 n 后

,

再分别

用 0
.

25 %
、

0
.

50 %
、

0
.

75 %的 G A
:
处理定为 cT

a ,

cT b
,

cT f
。

2
.

1

结果与分析

渗透调节处理对菠菜种子发芽的影响

从表 1 可 以看出
,

用 0
.

4M aP ( 1 7 8
.

3 8 9 / L )

的 P E G
一
6 0 0 0 分别处理种子 24 h 和 48 h 后

,

其发

芽势和活力指数与对照相 比并无显著差异
,

表明

用 PE G 6 0 00 渗透调节处理并不能显著提高菠菜

种子的发芽势
。

表 1 渗透调节处理对菠菜种子发芽势和活力指数的影晌
T a b l e 1 E f f ec t o f P r ec o n d i it on i gn t r ea t业 nt on s P i n a c h s e e d s ge r n d n a t io n een gr y an d idn

e x o f vi gO r

P E G 处理八 发芽势 ( % )及显著性 活力指数 ( x 1 0一 2 )及显著性
T r 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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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g y 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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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I n dex of vi g o 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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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h 6 A 1
.

S A

4 8 h 3
.

3 A 0
.

84 A

对照 C K 5
.

7 A 1
.

3 A

注
:
A

、
B

:
1%水平显著

,

以下同
.

N o t e :
A

、

B
: 5 1加icf an t at l % lvee 卜 T h

e s

~ 目 low
2

.

2 K N 0 3
处理对菠菜种子萌发的影响 照 (表 2)

,

由此可见
,

用 K N O
:
处理不仅没有提高

实验结果表明
,

经不同 K N O
:
处理的菠菜种 菠菜种子的发芽势

,

相反
,

对菠菜种子的发芽有一

子其发芽势和活力指数与对照相 比都显著低于对 定程度的抑制作用
。

表 2
.

K N仇 处理对菠菜种子发芽势和活力指数的影晌

aT lb e 2 fE f e c t of K N伪 on sP l n a c h s ee ds ge r n d au tion
e ne r g y a . d i n d e x or 讨 go r

K N O :
浓度处理 /% 发芽势 (% )及显著性 活力指数 ( x 10 一勺及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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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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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5 B 0
.

I B

0
.

2 1
.

2 B 0
.

0 8 B

0
.

3 2 B 0
.

I B

对照 C K 5
.

7 A l
,

3 A

2
.

3 G A 3 、

H 20 :
及 G A ,

和 H ZO :
共处理对菠菜种 指数均显著低于单用 H Z

O
:
处理的效果

。

其 中

子发芽的影响 H
:
O

:
处理 5 而 n 后再用 。

,

25 %的 G A 。
混合处理

从表 3 可以看出
,

用 0
.

25 写
、

0
.

50 %的 G A :
的效果和单用 0

.

25 写 G A :
处理的效果基本相

处理的菠菜种子
,

从发芽势和活力指数上与对照 同
,

但随 G A :
的浓度升至 0

.

50 写和 0
.

75 %时
,

其

相比并无显著差异
,

表明用 G A :
处理并不能提高 发芽势不仅显著低于单用相同浓度的 G A :

处理

菠菜种子的发芽势
。

而用 20 % H Z

认 处理菠菜种 的效果
,

也显著低于对照
。

此结果表明
:

在用 H
Z
O

Z

子 5
、

10
、

15 而 n ,

其发芽势和活力指数均显著高 处理菠菜种子后
,

再用 G A 3
处理不仅不会提高菠

于对照
,

其中以 20 写H Z
O

Z
处理 5 而 n 的效果最 菜种子的发芽势

,

并且还会显著抑制菠菜种子的

好
。

如果采用玩q 处理 5 而
n
后再用不同浓度和 发芽

。

G A :
进行混合处理

,

则菠菜种子的发芽势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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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硼酸处理对菠菜种子发芽的影响

实验结果表明
,

1%硼酸处理可显著提高菠菜

种子的发芽势和活力指数
,

其发芽势和活力指数

分别为 45 %和 0
.

943
,

和对照相比
,

种子的发芽势

和活力指数分别提高了 8倍和 71 倍
,

和对照有极

显著的差异
。

3 结论与讨论

3
.

1 实验结果表明
,

在 6 个处理中
,

只有 20 %

H ZO :
处理和 1%硼酸处理可显著提高种子发芽

势和活力指数
,

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这两种化学物

质可腐蚀果皮
,

使果皮透性增大
,

有利于种子内外

的气体交换和种子对水分的吸收
,

使种子的呼吸

作用增强
,

从而大幅度提高了种子的发芽势
。

用

20 %H
Z
O

:
处理 5 而 n 的效果要优于处理 10 而 n

和 15 而 n ,

可能是由于随着处理时间 的延长
,

H ZO :
渗人到种子中

,

对种子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

害
。

因没用低浓度的 H Z
O

:
处理菠菜种子

,

因此不

排除低浓度的 H ZO
:

处理效果优于 20 %玩 0 :
处

理 5 ha
n
的效果的可能性

。

3
.

2 渗透调节也称为
“
活化

” ,

在提高种子萌发

上
,

特别是蔬菜种子上应用广泛闭
。

渗透调节使种

子在预处理过程中
,

提前启动或加强代谢过程
,

呼

吸作用及储藏物水解酶活性提高
,

为胚的快速生

长提供了大量的物质和能量
。

但本实验结果表明
,

用 P E G 一 60 00 处理并不能提高菠菜种子的发芽

势
,

说明了菠菜种子发芽势低可能并不是由于种

子活力低所致
,

这与 20 写 H 2
0

:
处理和 1%硼酸

处理结果相吻合
。

3
.

3 G A : 一般是由种子自身合成
,

在种子萌发

过程中水解种子中贮藏的营养物质并且对胚的生

长有直接的影响作用〔5一月 ,

对种子外施 G A 3
能破

除种子休眠和有助于种子的萌发
。

实验结果表明
,

单独使用 G A
:
处理时

,

对促进菠菜种子的发芽并

没有效果
,

用 20 % H Z
O

:
处理 5 而 n 后再用 G A 3

处理后
,

其发芽势反而比只用 H
Z
O

:
处理的种子

发芽势低
。

由此可以看出
,

G A :
处理对菠菜种子

的发芽不仅没有促进作用
,

反而有一定程度的抑

制作用
,

结合 K N O
:
的处理结果

,

可以肯定此批

菠菜种子不存在休眠现象
。

这从另一方面也证实

了菠菜种子萌发困难的主要原因是菠菜果皮的透

水和透气性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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