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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种子活力测定方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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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用标准发芽试验#低温发芽试验#高温发芽试验和田间播种试验’./-"测定了两个玉米品种,组合-
的种子活力情况"以寻求测定玉米种子活力的最佳方法$ 结果表明!同一品种,组合-的种子活力指数采用不同的测定

方法其结果是不一致的%对不同品种,组合-的种子活力比较"这几种方法均可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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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是农业最基本&特殊的生产资料"是农业生

产的基础" 提高种子质量是保证农业生产高效&优

质&高产的一项重要措施$种子活力是指在广泛田间

条件下" 决定种子迅速整齐出苗和长成正常幼苗的

潜在能力的种子特性" 是衡量种子质量高低的一项

重要指标$ 在农业生产中常因种子活力的降低而造

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因此"种子活力的测定日益受到

种子生产者和使用者的重视$ 本实验的目的旨在通

过几种种子活力测定方法的比较"寻找简单易行&快

速省时&结果准确的测定方法"以便用于玉米种子生

产和检验$

! 材料与方法

;<; 试验材料

X3""& 和成单 !) 两个玉米组合’品种-"由四川

农业大学农学院玉米育种课题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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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石海春’!%Y)$-"男"四川农业大学讲师"硕士"从事玉米

育种和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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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农大成教院种子 (""" 级学生孙勇做了大量试验工

作"在此致谢$

;<= 试验方法

’!-标准发芽试验!取两个组合’品种-各 +"" 粒"
设 + 个重复"在 (#\的光照培养箱进行发芽培养"Z
天后测定$

’(-低温发芽试验!取两个组合’品种-各 +"" 粒"
设 + 个重复" 先在黑暗 Z\"]3 %#^的黑暗条件下

处理 Y 天后移至 (#\正常发芽"& 天后进行测定$
,+-高温发芽试验!取两个组合,品种-各 +"" 粒"

设 + 个重复"在 )"\高温条件下处理种子"一天后

置于 (#\下正常发芽"Z 天后进行测定$
,)-田间发芽试验!取两个组合,品种-各 +"" 粒"

设 + 个重复"在田间进行播种"按自然方式 Z 天后进

行测定$
;<> 测定方法

,!-发芽率&简易活力指数计算方法!
发芽率_终期正常发芽的种子数 ‘ 供试种子总

数a!""^
简易活力指数_b’0
式中 b 为发芽率"0 为幼苗长度,7L-或重量,?-$
,(-幼苗长度和鲜重的测定!在不同方法的每个

重复中随机选取具有代表性的 !" 株幼苗"分别测其

幼苗长度和鲜重"然后计算其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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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成单 $% 作为试验材料的试验结果分析

由表 ! 可以看出!成单 "! 发芽率表现为标准#
田间#高温#低温" 幼苗长表现为田间#高温#标准#
低温"鲜重表现为田间#标准#高温#低温# 活力指数

$%发芽率&幼苗长度’$田间#标准#高温#低温"活力

指数 $$%发芽率&鲜重($田间#标准#高温#低温# 可见

用不同方法处理种子!种子的发芽率%幼苗长度%鲜

重是不同的! 用不同方法测定的种子活力指数也是

有差异的!但两个活力指数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表

)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成单 "! 用 ! 种不同的发芽测

定方法测定的种子活力指数结果差异达到极显著水

平# 经多重比较%表 *(结果表明!成单 "! 的活力指数

$%$$ 没有一种与田间试验接近一致的测定方法!但

其变化趋势一致# 与用 +,--* 作为材料的研究结果

基本一致! 即对同一品种采用不同的方法测定的种

子活力结果是有显著差异的#

. 结果与分析

!"# 采用不同方法测定的种子活力结果分析

!&$&$ 用 ’()*+ 作为试验材料的试验结果分析

由表 " 可以看出!+,--* 这一组合的发芽率表

现为标准#田间#低温/高温"幼苗长度表现为田间#
标准#高温#低温" 幼苗鲜重表现为田间#标准#高

温#低温# 活力指数 $%幼苗长度&发芽率($标准#田

间#高温#低温"活力指数 $$%幼苗鲜重&发芽率($标

准#田间#高温#低温# 可见用不同方法处理种子!其

发芽率%幼苗长度%鲜重表现情况均不一样!其活力

指数大小也是不一致的! 但活力指数 $%$$ 的变化趋

势一致# 说明简易活力指数的计算方法是采用发芽

率&幼苗长度还是采用发芽率&幼苗鲜重并不重要!
它们均可采用# 方差分析%表 .(结果表明$+,--* 用

不同发芽测定方法测定的种子活力指数结果差异达

极显著水平! 经多重比较结果表明$+,--* 活力指

数 $ 的结果!标准发芽试验与田间试验差异不显著!
低温和高温处理不能与田间保持一致!差异显著"活

力指数 $$ 的结果没有与田间试验保持一致的测定

方法!只有低温和高温处理无显著差异%表 0(# 因此!
同一组合的玉米种子采用不同方法测定的种子活力

是有显著差异的#

指标 变异来源 12 33 43 2 5
重 复 . 0670! "68"9 -698) 8
因 素 0 " ""868-. 0868*9 "*6)8) 0:: -6--. *
误 差 * "!6!)- .6!-7
总 和 "" "076"7)
重 复 . -6--0 -6--" -60!" )
因 素 0 -6)*! -6"77 )"60*- 0:: -6--- "
误 差 * -6-.. -6--!
总 和 "" -6)78

活力
指数
!

活力
指数
"

表 ! $%&&’ 不同方法测定的种子活力指数方差分析结果

活力指数

平均数

差异显著性

;)<(
活力指数

平均数

差异显著性

%)<(
标 准 86).- = -6!98 ! =
田 间 86-*8 = -6*8- 9 >
高 温 06-)- > -6.-- 9 ?
低 温 .68"0 ? -6")9 0 ?

活力指数!活力指数 $
方 法

表 ( $%&&’ 不同方法测定的活力指数差异比较)*+, 法-

发芽率 幼苗长 鲜重

;<( ;@A( ;B( " !
田间 " 79 "-68) -6708 86!"9 -69."

! 78 "-68. -6987 8608- -6*7*
# 8" 8699 -699! 76!-- -6**)
C 7* "-6)0 -6987 86-*8 -6*8-

标准 " 78 969. -6!"- 96"-- -6099
! 80 868" -6)7* ".67-- -6)08
# 8! 86!. -6)*9 76**- -6)..
C 8. 86-. -6)." 86).- -6!98

低温 " !0 96-. -6!"0 .68!7 -6"90
! !. *67! -6!-8 .679- -6"9"
# !" *68* -607) .68.- -6".7
C !. *68* -6!-. .68"0 -6")9

高温 " !" 96!* -6!." 06"0- -6"9*
! !. *60! -608. .6**- -6"*!
# !0 76-- -6*.* 060*- -6.*.
C !. 96.9 -6!7- 06-)- -6.--

注$ 活力指数"/发芽率&幼苗长度"活力指数!/发芽率&鲜重#

活力指数
重复方法

表 . $%&&’ 不同发芽方法下的测定结果

发芽率 幼苗长 鲜重

;<( ;@A( ;B( " !
田间 " 8" ""6!*- -687! "-6"8- -679)

! 78 "-67-- -6889 86*". -6779
# 79 ""6*-- "6-8. "-60.! -689"
C 78 ""6.8- "6-.! "-6-!- -68""

标准 " 80 76!!- -69-" 96*8- -69"*
! 8! 76"7- -69*. 9680! -6*)8
# 8) 9609- -6*-* *68.7 -6)9-
C 8! 9688- -6**7 96)"9 -6*!8

低温 " !9 96."0 -6!)8 060"- -6.""
! !7 96")7 -6!97 06.8- -6..-
# !* *6879 -6!0. 06."- -6"88
C !* 96"-7 -6!** 06.9- -6."-

高温 " )* 76-7- -6!-! !6*7- -6.0!
! )7 968!- -6*00 !6*-) -60*9
# *- 7687- -6).9 )6.-7 -60-)
C )7 7600- -6)." !670" -60-.

注$活力指数"/发芽率&幼苗长度"活力指数!/发芽率&鲜重#

活力指数
重复方法

表 / 成单 #/ 不同发芽方法下的测定结果

指标 变异来源 12 33 43 2 5
重 复 . -6-.0 -6-". -6-** 9
因 素 0 7-60"" .*699- "))6-8) *:: -6---
误 差 * "6-0* -6"90
总 和 "" 7"609-
重 复 . -6--" -6--" -6"7- 0
因 素 0 -68!- -60"0 9867-) 8:: -6---
误 差 * -6-.! -6--!
总 和 "" -68*)

活力
指数
!

活力
指数
"

表 0 成单 #/ 不同方法测定的种子活力指数方差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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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和成单 ’( 的种子活力比较分析

!"!"# 用田间发芽试验方法测定两个品种的种子活

力结果比较

因所有农作物种子质量的好坏! 均需在田间进

行实践检验! 故在本试验中我们用田间发芽试验测

活力指数

平均数

差异显著性

!"#$
活力指数

平均数

差异显著性

%"&$

田 间 ’()(*( + (),’’ ’ +
标 准 -)"’- . ()/*, * .
高 温 *)01’ 2 ()1(3 ( 2
低 温 1)3-( 4 ()3’( ( 2

活力指数!活力指数 5
方 法

表 & 成单 ’( 不同方法测定的种子活力指数差异)*+, 法- 定的结果作为对照来对两个品种的种子活力高低进

行评价!以此为基础来判断其它测定方法的准确性"
从表 - 中可以看出!67((/ 在田间的发芽率# 幼苗

长 度 及 鲜 重 都 不 如 成 单 ’* 好 ! 两 个 活 力 指 数

67((/ 均低于成单 ’*" 方差分析!表 0$结果表明$
67((/ 与成单 ’* 依发芽率8幼苗长度的方法计算

的种子活力指数 5 结果差异不显著!但在 ’,)3&水平

上差异显著$% 依发芽率8鲜重的方法计算的种子活

力指数 55 结果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因此!我们可以

认为 67((/ 与成单 ’* 之间的确存在种子活力的差

异!67((/ 比成单 ’* 的种子活力要低$"

发芽率 幼苗长度 鲜重 发芽率 幼苗长度 鲜重

!&$ !9:$ !;$ " ! !&$ !9:$ !;$ " !

" 0- ’()," ()01, ,)*’- ()-3’ ,( ’’)*/ (),0* ’()’,( ()0-"
! 0, ’(),3 ()-0, ,)1,( ()/0/ 0, ’()0( (),,- ,)/’3 ()00-
# ,’ ,)-- ()--* 0)*(( ()//" 00 ’’)/( ’)(,3 ’()13* (),-’
< 0/ ’()"1 ()-0, ,)(/, ()/,( 0, ’’)3, ’)(3* ’()(*( (),’’

注$ 活力指数"=发芽率8幼苗长度%活力指数!=发芽率8幼苗鲜重"

活力指数活力指数

成单 ’*67((/
重 复

表 . #$%%& 与成单 ’( 在田间的测定结果

!"!"! 用其它方法测定的两个品种的种子活力结果

比较

从表 , 中可以看出!1 种测定方法测出的两个

活力指数均表现出成单 ’* 比 67((/ 要高 !除采用

指标 变异来源 4> ?? @? > A
重 复 3 ()3(* ()’(3 ()3-( 1
因 素 ’ ’)*3( ’)*3( 1)-/" 0 ()’,’ 0
误 差 3 ()-"* ()1--
总 和 " 3)1-0
重 复 3 ()((’ ()((’ ()’/- 0
因 素 ’ ()(-1 ()(-1 3*)(*- /B ()(1, 3
误 差 3 ()((/ ()((1
总 和 " ()(0(

活力
指数

!

活力
指数
"

表 / #$%%& 和成单 ’( 田间活力指数方差分析结果 标准发芽试验的活力指数 5 外$!与田间发芽试验的

结果基本一致" 因此!比较不同玉米组合%品种$的种

子活力高低时!这几种方法均可采用"

1 结 论

通过本试验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同一玉米组合%品种$进行种子活力测定时!用不同

的测定方法测定的种子活力指标大小是有差异的!
本试验中用 67((/ 和成单 ’* 作为研究材料均证明

了这一点" %对不同玉米组合%品种$的种子活力高

低进行比较研究时!这 * 种方法%田间发芽试验法#
标准发芽试验法# 高温发芽试验法和低温发芽试验

法$均可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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