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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环境因子及破壳处理对锥栗种子萌发特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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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锥栗(Ｃａｓｔａｎｅａ ｈｅｎｒｙｉ)是我国南方重要的木本粮食树种和特色果树资源ꎬ具有很高的食用及药用价

值ꎮ 为探明最适宜锥栗种子萌发的条件ꎬ该研究以当年采收的锥栗种子为材料ꎬ探讨了温度、光照、基质、基
质含水量以及破壳处理等对锥栗种子萌发的影响ꎬ为锥栗种苗繁育提供理论基础ꎮ 结果表明:(１)锥栗种子

萌发的最适温度是 ２５ ℃ꎬ其最终萌发率为 ９２.６７％ꎬ在其他温度条件下ꎬ锥栗种子的萌发率有所下降ꎬ但与

２５ ℃条件下的萌发率无显著差异ꎮ (２)黑暗条件可缩短锥栗种子发芽时间ꎬ明显提高种子的萌发率和发芽

势ꎬ但黑暗条件下的种子胚根长度显著小于周期性光照条件下的胚根长度ꎮ (３)锥栗种子在泥炭土中的萌

发率和发芽势均高于在河沙中的萌发率和发芽势ꎬ且泥炭土中种子胚根长度显著长于河沙中的种子胚根长

度ꎮ (４)基质含水量对锥栗种子萌发率和发芽势无显著性影响ꎮ (５)种皮的机械阻碍是限制锥栗种子萌发

的因素之一ꎬ破壳处理后ꎬ锥栗种子的发芽势和胚根长度与未破壳相比差异显著ꎬ实际生产中剪破种壳能加

快种子的萌发进程ꎮ
关键词: 锥栗ꎬ 种子ꎬ 环境因子ꎬ 破壳处理ꎬ 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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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锥栗(Ｃａｓｔａｎｅａ ｈｅｎｒｙｉ)又名榛子、珍珠栗、旋
栗或棒栗ꎬ为壳斗科( Ｆａｇａｃｅａｅ)栗属(Ｃａｓｔａｎｅａ)植

物ꎬ是我国南方著名的干果和木本粮食树种之一ꎬ
为我国特色落叶果树资源 (刘国华和方精云ꎬ
２００１)ꎮ 锥栗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ꎮ
锥栗果实富含淀粉、可溶性糖、不饱和脂肪酸、核
黄素、Ｖｂ、Ｖｃ 及人体所必需的 Ｃａ、Ｆｅ、Ｍｇ、Ｍｎ 等微

量元素(郑诚乐等ꎬ２００３)ꎬ其蛋白质和脂肪含量与

小麦相当ꎬ比稻米高 ２ ~ ３ 倍ꎬ碳水化合物含量高于

小麦(宋爱云等ꎬ２００１)ꎮ 锥栗所含的不饱和脂肪

酸和多种维生素ꎬ对高血压、冠心病和动脉硬化等

疾病有较好的预防和治疗作用ꎬ栗内薄皮可去皱、
美容ꎬ栗壳有止反胃、消渴、止泻血的功能ꎬ栗花可

治疗颈淋巴结核ꎬ栗毛球和树皮有去毒、消肿之功

效ꎬ栗根有治偏肾气的作用(景芸等ꎬ２００４ꎻ郑诚

乐ꎬ２００８)ꎮ 锥栗的壳斗、树皮含有大量的鞣质ꎬ可
提取拷胶ꎮ 锥栗是落叶乔木ꎬ实生树可高达 ３０ ｍꎬ
树干比板栗和茅栗直ꎬ材质坚实、耐水湿ꎬ是枕木、
建筑、家具、造船的优质经济树种ꎻ其根系发达ꎬ能
固结、改良土壤ꎬ防止水土流失ꎬ是提高森林覆盖

率、有效改善生态环境的优良树种(王海为ꎬ２００３)ꎮ
种子是种子植物特有的延存器官ꎬ种子萌发

与否对种子植物的生存和繁衍具有决定性作用

(Ｒａｊｊｏ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ꎬ是它们完成种群扩散、占领

新领地以及种群更新的极为关键的一步ꎮ 种子萌

发是植物对环境抵抗力最弱的阶段ꎬ其中会受到

氧气、温度、阳光、水分等环境因子以及自身能力

的综合影响ꎬ是植物为适应环境以保持自身的繁

殖发展而形成的一种生物特性ꎬ具有重要的生态

学意义ꎮ 本文通过研究不同因素(温度、光照、基
质类型、基质含水量、破壳处理等)对锥栗种子萌

发的影响ꎬ探讨适合锥栗种子萌发的条件ꎬ以期为

锥栗播种育苗及大量繁殖提供参考和理论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锥栗种子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采自广西灵川县海

洋乡小平乐村山林的野生种群ꎮ 种子采回经去杂

清理后进行千粒重、种径测定ꎬ并置于温度为 ４
℃、水分含量约 ４％的沙床进行沙藏保存ꎬ备用ꎮ
１.２ 方法

种子千粒重是从干净种子中随机抽取１ ０００粒
种子进行称重ꎬ重复三次ꎮ 种径测定是随机抽取

３０ 粒种子进行纵径和横径的测定ꎮ 种子萌发试验

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在室温条件和

ＬＲＨ￣２５０￣Ｇ 光照培养箱(广东省医疗器械厂生产)
条件下进行ꎮ
１.２.１ 种子萌发特性测定 　 实验前种子经清水搓

洗ꎬ并以水选法选取饱满种子ꎬ用 ０.５％ ＫＭｎＯ４浸

泡消毒 ３０ ｍｉｎꎬ清水冲洗ꎬ滤干后备用ꎮ 采用单因

素试验ꎬ分别探讨不同温度、光照、基质、基质含水

量及破壳处理五个试验因素对种子萌发的影响ꎬ
萌发试验的所有处理均设三个重复ꎬ每重复 ５０ 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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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ꎮ 种子置于培养皿中萌发ꎬ试验因素为基质

的处理设河沙和泥炭土两种基质ꎬ其他试验因素

的处理均用河沙作为培养基质ꎻ试验因素为基质

含水量的处理设置 ５％、１０％和 ２０％三个不同的含

水量梯度ꎬ其他试验因素处理的基质含水量约为

１０％ꎬ每隔一个星期根据培养皿失水情况补充水

份ꎬ使各处理的基质保持相应的含水量ꎮ 播种时ꎬ
试验因素为光照处理的播种方式为坚果(种子)果
球的一半露在基质外面ꎬ其他试验因素处理的播

种方式为坚果(种子)的果球全部没入基质中ꎮ 每

３０ ｄ 将萌发和霉烂的种子挑出培养皿ꎬ统计萌发

的种子数(胚根伸出在 ５ ｍｍ 以上即视为萌发)ꎮ
每次统计时均对不同处理的所有新萌发种子的胚

根进行长度和粗度的测定ꎬ试验结束时取其均值

以了解不同的试验处理对胚根发育状况的影响ꎮ
各试验处理设置如下:

(１)温度:设置 １５、２０、２５ 和 ３０ ℃四个温度梯

度ꎬ以室温作为对照ꎮ
(２)光照:室温条件下ꎬ设室内周期性光照(把

培养皿置于靠近窗口的台面)和持续黑暗( ０ ｌｘꎬ
２４ ｈｄ￣１ꎬ用不透光的盖子罩住) 两个处理ꎻ２５ ℃
光照培养箱条件下ꎬ设置周期性光照(３ ０００ ｌｘꎬ １２
ｈｄ￣１)和持续黑暗(０ ｌｘꎬ ２４ ｈｄ￣１ꎬ用不透光的

盖子罩住)两个处理ꎮ
(３)培养基质:分别在光照培养箱(２５ ℃、周

期性光照 ３ ０００ ｌｘꎬ １２ ｈｄ￣１)和室内(室温、室内

周期性光照)条件下ꎬ各设置河沙、泥炭土两种不

同基质ꎮ
(４)基质含水量:分别在光照培养箱(２５ ℃、

周期性光照 ３ ０００ ｌｘꎬ １２ ｈｄ￣１)和室内(室温、室
内周期性光照)条件下ꎬ各设置 ５％、１０％、２０％ 三

个不同含水量梯度ꎮ
(５)破壳处理:分别在光照培养箱(２５ ℃、周

期性光照 ３ ０００ ｌｘꎬ １２ ｈｄ￣１)和室内(室温、室内

周期性光照)条件下ꎬ各设置种子破壳(在种子尖

端把壳剪开一个小孔)和未破壳两个处理ꎮ
１.２.２ 数据统计与处理 　 以萌发率和发芽势为指

标ꎬ在规定时间(６０ ｄ)内计算发芽势ꎬ在种子萌发

试验终期(规定日期内ꎬ本研究为 １５０ ｄ)计算最终

发芽率ꎮ 发芽率和发芽势计算公式如下:
萌发率(ＧＰ) ＝ 正常发芽种子粒数 /参试种子

总粒数×１００％ꎻ
发芽势(ＧＥ)＝ 规定时间(６０ ｄ)内发芽的种子

数 /供试种子数×１００％ꎮ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３.０ 软件作单因素方差分析( ｏｎｅ￣

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ꎬ用 Ｄｕｎｃａｎ 法进行多重比较ꎬ方差不

齐的采用 Ｔａｍｈａｎｅ’ ｓ Ｔ２ 进行比较ꎻ种子形态的描

述性统计值以平均值±标准误表示ꎮ 同时ꎬ基于平

均值和标准误对有关发芽率、发芽势等用软件 Ｓｉｇ￣
ｍａｐｌｏｔ １０.０ 作图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锥栗种子形态特征

锥栗坚果呈圆锥形或卵形ꎬ横径为 ( ０. ６５ ±
０.０１)ｃｍꎬ纵径为(０.８３±０.０２) ｃｍꎬ种皮为红褐色ꎮ
成熟坚果千粒鲜重为(３ ３００±８４.９８) ｇꎮ
２.１ 不同温度对锥栗种子萌发的影响

不同温度条件下ꎬ锥栗种子萌发过程存在差

异ꎮ 萌发前期(６０ ｄ 内)ꎬ温度对种子萌发率的影

响较大ꎬ２５ ℃的萌发率曲线斜率最大ꎬ萌发率增加

量最大ꎬ３０ ℃ 次之ꎬ 室温条件下最小ꎬ且 ２５ ℃ 的

萌发率分别高于 ２０ ℃、１５ ℃的萌发率ꎮ ６０ ｄ 后ꎬ
室温条件下萌发率增加较多ꎬ其余几个温度萌发

率逐渐趋于平稳ꎮ 试验结束时ꎬ２５ ℃萌发率最大ꎬ
其次为 １５ ℃、２０ ℃ꎬ３０ ℃和室温的发芽率依次居

后(图 １)ꎮ 对于发芽势ꎬ２５ ℃和 ３０ ℃的发芽势差

异不显著ꎬ但它们显著高于 １５、２０ ℃ 和室温的发

芽势(图 ２:Ａ)ꎮ 五种温度条件中ꎬ２５ ℃最适宜种

子萌发ꎬ在播种后 ６０ ｄ 内ꎬ随着温度的升高或降

ＲＴ. 室温ꎮ 下同ꎮ
ＲＴ. Ｒｏｏ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图 １　 不同温度条件下锥栗种子的萌发过程
Ｆｉｇ. １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ａｓｔａｎｅａ ｈｅｎｒｙｉ

ｓｅｅｄ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低ꎬ萌发率和发芽势都有所下降ꎮ 不同温度条件下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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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水平组之间有不同的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ꎮ 下同ꎮ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Ｐ<０.０５).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图 ２　 不同温度对锥栗种子发芽势的影响(Ａ)和不同温度条件下锥栗种子胚根的生长情况(Ｂ)
Ｆｉｇ. 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ｏｆ Ｃａｓｔａｎｅａ ｈｅｎｒｙｉ ｓｅｅｄｓ (Ａ)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ｒａｄｉｃｌｅｓ ｏｆ Ｃａｓｔａｎｅａ ｈｅｎｒｙｉ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Ｂ)

胚根粗度不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ꎬ但不同温

度对胚根长度有影响(图 ２:Ｂ)ꎮ ２５ ℃的胚根长度

显著长于其他温度的胚根长度(Ｐ<０.０５)ꎬ１５ ℃、
２０ ℃、３０ ℃的胚根长度两两之间差异不显著(Ｐ>
０.０５)ꎬ但它们的胚根长度均显著长于室温的胚根

长度(Ｐ <０.０５)ꎮ
２.２ 不同光照对锥栗种子萌发的影响

不同的光照条件ꎬ对锥栗种子萌发率有不同

的影响ꎮ 在 ２５ ℃、黑暗条件下ꎬ种子萌发率在播

种 ６０ ｄ 后达到峰值ꎬ为 ９２.６７％ꎬ在 ２５ ℃、周期性

光照条件下萌发率上升较为平缓ꎬ最终萌发率不

高ꎬ为 ７９.３３％ꎻ室温下ꎬ在种子萌发的早中期(１２０
ｄ 之前)ꎬ黑暗下萌发率远高于周期性光照条件下

的萌发率ꎬ直到试验末期(１２０ ｄ)后ꎬ两者的累积

萌发率才基本持平(图 ３)ꎮ 相同的温度条件下ꎬ
黑暗条件下的种子发芽势显著高于周期性光照条

件下的种子发芽势(Ｐ<０.０５) (图 ４:Ａ)ꎮ 从总体

来看ꎬ黑暗条件下ꎬ种子的萌发率和发芽势明显高

于光照下ꎬ黑暗更利于种子萌发ꎮ 不同光照条件

下ꎬ胚根粗度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ꎬ但胚根长度差

异显著(图 ４:Ｂ)ꎮ 在相同温度条件下ꎬ黑暗条件

下的种子胚根长度均显著小于周期性光照条件下

的种子胚根长度(Ｐ<０.０５)ꎮ
２.３ 不同基质对锥栗种子萌发的影响

河沙和泥炭土对锥栗种子发芽的快慢和萌发

率有不同影响(图 ５)ꎮ ２５ ℃、周期性光照条件下ꎬ

图 ３　 不同光照条件下锥栗种子的萌发过程
Ｆｉｇ. ３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ａｓｔａｎｅａ ｈｅｎｒｙｉ

ｓｅｅｄ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ｉｇｈｔｓ

６０ ｄ 内ꎬ河沙、泥炭土中种子的萌发率均快速升

高ꎬ 前者略高于后者ꎮ 随着时间的推移ꎬ萌发率缓

慢上升ꎬ在试验中后期(９０ ｄ 后)达到顶峰ꎬ后者略

高于前者ꎮ 室温、周期性光照条件下ꎬ泥炭土中种

子的萌发率高于同一阶段河沙中的萌发率 (图

５)ꎬ２５ ℃、周期性光照条件下ꎬ河沙中的种子发芽

势略高于泥炭土ꎬ但它们之间并不存在显著性差

异(Ｐ>０.０５)ꎬ而室温、周期性光照条件下ꎬ河沙中

的种子发芽势显著低于泥炭土中的种子发芽势

(Ｐ<０.０５)(图 ６:Ａ)ꎮ 综合分析ꎬ泥炭土更适于种

子萌发ꎬ可能由于泥炭土土质疏松ꎬ透气性好ꎬ且
肥力较好ꎮ 基质对胚根粗度的影响不显著(Ｐ>０.０５)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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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不同光照条件对锥栗种子发芽势的影响(Ａ)和不同光照条件下锥栗种子胚根的生长情况(Ｂ)
Ｆｉｇ. 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ｉｇｈｔｓ ｏｎ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ｏｆ Ｃａｓｔａｎｅａ ｈｅｎｒｙｉ ｓｅｅｄｓ (Ａ)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ｒａｄｉｃｌｅｓ ｏｆ Ｃａｓｔａｎｅａ ｈｅｎｒｙｉ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ｉｇｈｔｓ (Ｂ)

图 ５　 不同基质条件下锥栗种子的萌发过程
Ｆｉｇ. ５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ａｓｔａｎｅａ ｈｅｎｒｙｉ

ｓｅｅｄ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ａｔｒｉｘｅｓ

而对胚根长度却有显著影响 ( Ｐ < ０. ０５) (图 ６:
Ｂ)ꎮ 在相同的温度条件下ꎬ沙河中的种子胚根长

度显著小于泥炭土中的种子胚根长度(Ｐ<０.０５)ꎮ
２.４ 基质含水量对锥栗种子萌发的影响

不同基质含水量对种子萌发有一定的影响ꎬ
在 ２５ ℃、周期性光照条件下ꎬ含水量为 ５％、１０％、
２０％基 质 中 种 子 最 终 萌 发 率 分 别 为 ８４. ４４％、
８６.６７％、８１.１１％ꎬ而在室温、周期性光照条件下相

同含水量基质中种子的最终萌发率为 ８８. ８９％、
９０％、８４.４４％(图 ７)ꎮ 对于发芽势ꎬ在相同温度、
光照条件下ꎬ均以含水量为 １０％的基质中为最大ꎬ
含水量 ２０％的基质次之ꎬ５％基质中的最小ꎬ不同

含水量基质中种子发芽势之间无显著性差异(Ｐ>
０.０５)(图 ８:Ａ)ꎮ 综上可知ꎬ锥栗种子萌发对基质

图 ６　 不同基质对锥栗种子发芽势的影响(Ａ)和不同基质条件锥栗种子胚根的生长情况(Ｂ)
Ｆｉｇ. ６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ａｔｒｉｘｅｓ ｏｎ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ｏｆ Ｃａｓｔａｎｅａ ｈｅｎｒｙｉ ｓｅｅｄｓ (Ａ)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ｒａｄｉｃｌｅｓ ｏｆ Ｃａｓｔａｎｅｎ ｈｅｎｒｙｉ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ａｔｒｉｘｅｓ (Ｂ)

７４１２ 期 李吉涛等: 不同环境因子及破壳处理对锥栗种子萌发特性的影响



图 ７　 不同基质含水量条件下锥栗种子的萌发过程
Ｆｉｇ. ７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ａｓｔａｎｅａ ｈｅｎｒｙｉ

ｓｅｅｄ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ａｔｒｉｘ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ｓ

含水量要求不严格ꎬ适应能力较强ꎮ 基质含水量

对胚根粗度不具有显著性影响(Ｐ> ０. ０５)ꎻ在 ２５
℃、周期性光照条件下ꎬ不同含水量基质中胚根长

度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ꎻ而在室温、周期性光照

条件下ꎬ不同含水量基质中胚根长度却有显著性

差异(Ｐ<０.０５)ꎻ在相同温度、光照条件下ꎬ均以含

水量为 ２０％基质中的胚根长度最大ꎬ含水量 ５％的

次之ꎬ含水量 １０％的最小(图 ８:Ｂ)ꎮ
２.５ 破壳处理对锥栗种子萌发的影响

在 ２５ ℃、周期性光照条件下ꎬ未破壳处理的

种子在播种 ３０ ｄ 后才开始萌发ꎬ晚于破壳种子ꎬ９０
ｄ 后二者的累积萌发率相同ꎬ但发芽势显著低于破

壳种子(Ｐ<０.０５)ꎮ 在室温、周期性光照条件下ꎬ破

图 ８　 不同基质含水量对锥栗种子发芽势的影响(Ａ)和不同基质含水量条件锥栗种子胚根的生长情况(Ｂ)
Ｆｉｇ. ８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ａｔｒｉｘ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ｏｆ Ｃａｓｔａｎｅａ ｈｅｎｒｙｉ ｓｅｅｄｓ (Ａ)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ｒａｄｉｃｌｅｓ ｏｆ Ｃａｓｔａｎｅａ ｈｅｎｒｙｉ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ａｔｒｉｘ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ｓ (Ｂ)

壳处理的种子的萌发率高于未破壳种子ꎬ破壳种

子发芽势显著高于未破壳种子(Ｐ<０.０５) (图 ９ꎬ图
１０:Ａ)ꎮ 由此可知ꎬ在相同温度、光照条件下ꎬ破壳

与否可影响种子的萌发效果ꎬ打破外壳的束缚ꎬ使
种子更容易收水分和氧气ꎬ进而有利于种子萌发ꎮ
破壳与否对于胚根粗度不产生显著性影响( Ｐ >
０.０５)ꎬ但在相同条件下ꎬ破壳种子的胚根长度显

著大于未破壳种子(Ｐ<０.０５)(图 １０:Ｂ)ꎮ

３　 讨论与结论

种子萌发需要充足的水分ꎬ适宜的温度ꎬ充足

的氧气和适当的光照ꎬ但因生境和种类的不同ꎬ影
响种子萌发的主要因子也有所不同ꎮ 种子萌发过

程受到温度、光照、基质、基质含水量等环境因子

及播种前破壳处理的综合影响ꎮ

图 ９　 破壳处理条件下锥栗种子的萌发过程
Ｆｉｇ. ９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ａｓｔａｎｅａ ｈｅｎｒｙｉ ｓｅｅｄｓ

ａｆｔｅｒ ｓｈｅｌｌ￣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温度是影响种子萌发的关键因素之一ꎬ适宜

的温度能够提高种子萌发率和促进幼苗生长(Ｏｊｅｉｆｏ

８４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０ 卷



图 １０　 破壳处理对锥栗种子发芽势的影响(Ａ)和破壳处理后锥栗种子胚根的生长情况(Ｂ)
Ｆｉｇ. １０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ｈｅｌｌ￣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ｏｆ Ｃａｓｔａｎｅａ ｈｅｎｒｙｉ ｓｅｅｄｓ (Ａ)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ｒａｄｉｃｌｅｓ ｏｆ Ｃａｓｔａｎｅａ ｈｅｎｒｙｉ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ａｆｔｅｒ ｓｈｅｌｌ￣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Ｂ)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７ꎻ 张小娇等ꎬ２０１４)ꎮ 不同物种种子的

萌发温度也不同ꎬ如海韭菜( Ｔｒｉｇｌｏｃｈｉｎ ｍａｒｉｔｉｍａ)
(Ｋｈａｎ ＆ Ｕｎｇａｒꎬ １９９９)、坡柳 (Ｄｏｄｏｎａｅａ ｖｉｓｃｏｓａ)
(霍冬芳等ꎬ２０１６)等在高温下种子的萌发率较高ꎬ
而低温能提高梭梭(Ｈａｌｏｘｙｌｏｎ ａｍｍｏｄｅｎｄｒｏｎ)(黄振

英等ꎬ２００１ｂ)等植物种子的萌发率ꎮ 本研究结果

表明ꎬ锥栗种子萌发具有较好的环境适应性ꎬ萌发

温差范围较大ꎬ且最适宜萌发温度为 ２５ ℃ꎬ温度过

高或过低对种子萌发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ꎮ 这与白

沙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ｓｐｈａｅ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ａ)种子类似(黄振英等ꎬ
２００１ａ)ꎮ

不同物种的种子萌发所需要的光照条件有所

不同(杨期和等ꎬ２００１)ꎮ 锥栗种子在光照和黑暗

条件下均能萌发ꎬ不管是在恒温条件下ꎬ还是在室

温条件下ꎬ黑暗条件都更有利于锥栗种子萌发ꎬ符
合杨期和等(２００５)提出的锥栗种子萌发不需要光

的结论ꎬ可能是因为锥栗种子比较大ꎬ所储藏的物

质和能量较多ꎬ能满足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所需

的物质ꎬ这与 Ｐａｍｕｋｏｖ ＆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１９７８)的研究

结果相似ꎮ
不同基质含有的营养物质、微生物种类及数

量不同ꎬ其松紧程度也不同ꎬ从而影响种子的萌

发、幼苗的生长(Ｐｕｅｒｔａ￣Ｐｉｎｅｒ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６)ꎮ 在相

对适宜的光温条件下ꎬ泥炭土中种子的萌发率高

于河沙ꎬ这可能是由于泥炭土质地较轻、透气性

好ꎬ氧气供给充足ꎬ减少种子霉变ꎬ有利于种子萌

发ꎬ而河沙粒间孔隙小、通透性差、通气透水不良、
质地重ꎬ因此种子容易发霉ꎮ 由此可知ꎬ泥炭土更

适于锥栗种子萌发ꎮ
水是种子萌发必备的条件之一ꎬ是控制种子

萌发的最重要因素ꎮ 种子萌发过程中需要从基质

中吸收水分ꎬ从基质中进入种子的水分能溶解一

些贮藏物质ꎬ使之成为种胚能够利用的养料ꎬ基质

含水量的不同也会影响植物种子的萌发(林涛等ꎬ
２００８)ꎮ 锥栗在含水量为 ５％ ~ ２０％的基质中均能

萌发ꎬ发芽率也无显著性差异ꎬ表明锥栗种子对基

质含水量要求不严格ꎬ适应范围较广ꎮ
锥栗的外壳韧硬坚实且外层没有结合缝ꎬ透

气性差、透水性差ꎬ导致萌发过程中吸水困难ꎬ影
响种子萌发ꎮ 人为打破种子外壳的束缚ꎬ减小种

皮的阻碍作用ꎬ让种子直接处于容易吸收水分的

状态下ꎬ使种子原生质吸收到足够水分而促使其

所含的物质迅速活跃起来ꎬ从而促进种子发芽ꎮ
破壳处理能提高锥栗种子的萌发率和发芽势ꎬ这
与大别山五针松 ( Ｐｉｎｕｓ ｄａｂｅ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种子类似

(韩建伟等ꎬ２０１４)ꎮ
综上所述ꎬ锥栗种子最适萌发温度是 ２５ ℃ꎬ

黑暗条件更有利于种子萌发ꎬ种子萌发对基质含

水量要求不严格ꎬ适宜以泥炭土等质地较轻、透气

性好的基质作为萌发基质ꎬ在实际生产中ꎬ剪破种

壳能提高种子的萌发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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