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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测定不同脱水程度金丝李(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ｐａｕｃｉｎｅｒｖｉｓ)种子的萌发情况及其复水后的吸水率、脱水过程

中抗性生理指标的变化以及不同贮藏方式下种子的萌发情况ꎬ该文研究了金丝李种子的脱水敏感性和储藏

特性ꎮ 结果表明:(１)金丝李种子初始含水量为 ４５.２９％ꎬ室内通风处放置 ３５ ｄ 失水率即达 ４５％ꎮ (２)种子

失水率低于 １８％时ꎬ萌发率和复水后的吸水率变化不显著ꎻ失水率超过 １８％时ꎬ萌发率和复水后吸水率均显

著下降ꎬ失水率为 ４２％时萌发率为 ０ꎮ 其种子的临界含水量为 ２７.２９％ꎬ半致死含水量为 １２.７２％ꎮ (３)随着

种子脱水程度的加深ꎬ相对电导率、可溶性糖及脯氨酸含量逐步上升ꎻ丙二醛含量在失水率低于 ２４％时变化

不大ꎬ高于 ２４％时显著提高ꎻＳＯＤ 和 ＰＯＤ 的活性均呈波动性变化ꎬ失水率为 １８％时活性均最高ꎮ (４)室温干

藏 １ 个月和－１、－２０ ℃下湿藏 １ 个月的种子均不能萌发ꎻ水浸贮藏 １ 个月的种子萌发率显著降低ꎻ４ ℃湿藏

１、３ 和 ６ 个月均显著延缓种子萌发ꎬ但对萌发率无显著影响ꎮ 表明金丝李种子在失水率低于 １８％时ꎬ种子

可通过抗性调节维持细胞的正常代谢ꎬ能忍受一定程度的脱水和低温ꎻ当失水率超过 １８％时ꎬ种子代谢失衡

发生劣变直至死亡ꎬ属于低度的顽拗性种子ꎮ ４ ℃湿沙藏(含水量 ７.５％)是短期贮藏其种子的较好方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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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ｙｓ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ꎮ Ｒｏｂｅｒｔｓ(１９７３)根据种子的贮

藏行为将种子分为顽拗性( ｒｅｃａｌｃｉｔｒａｎｔ)种子与正

常性(ｏｒｔｈｏｄｏｘ)种子ꎮ 顽拗性种子在脱离母株时

没经历成熟脱水ꎬ其含水量通常高达 ３０％ ~ ６０％ꎬ
对脱水和低温敏感ꎬ干燥至含水量为 １５％ ~ ２０％时

大多死亡ꎬ在室温通风条件下其贮藏寿命只有数

天至数周ꎬ不能像正常性种子一样进行干燥或低

温贮藏(Ｂｅｒｊａｋ ＆ Ｐａｍｍｅｎｔｅｒꎬ ２００１)ꎮ 因此ꎬ顽拗

性种子的贮藏条件不易掌控ꎬ需保证其含水量高

于临界含水量(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ꎬＣＭＣ)ꎮ 此

外ꎬＥｌｌｉｓ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０)把介于正常性和顽拗性之间

的种子定义为中间性(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种子ꎬ其在含

水量降低至 ７％ ~１２％时受到伤害ꎮ 产中间性种子

的植 物 若 起 源 于 热 带ꎬ 则 该 种 子 对 低 温 敏 感

(Ｈｏｎｇ ＆ Ｅｌｉｉｓꎬ１９９６)ꎮ
顽拗性种子脱水过程中活力下降的主要原因

是膜脂过氧化作用导致膜结构与功能被破坏ꎬ抗
氧化保护系统活性下降和自由基的积累ꎬ致使细

胞代谢紊乱 ( Ｇｒｅｇｇａｉｎ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１ꎻ Ｖａｒｇｈｅｓｅ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１)ꎮ 全球气候变化将对产顽拗性种子的植

物生存造成一定威胁ꎬ因此顽拗性种子的脱水敏

感 性 及 储 藏 一 直 是 研 究 热 点ꎮ Ｐｅｌｉｓｓａｒ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对巴西的 ６６ 个树种种子脱水耐性的研究

表明顽拗性种子脱水耐性的评估可从胚和胚乳、
种皮和果皮的含水量着手ꎮ 藤黄属的热带植物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ｇｕｍｍｉ￣ｇｕｔｔａ 种子萌发缓慢ꎬ在含水量低于

３４％时萌发率大幅下降ꎬ于－１０ ℃或 ５ ℃下贮藏 ２
个月即完全失活ꎬ为热带休眠顽拗性种子ꎬ其在密

闭的塑料箱中于 １５ ℃下贮藏 １８ 个月仍有 ９０％的

萌发率( Ｊｏｓｈ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ꎮ 此外ꎬ藤黄属其他植

物如 Ｇ. ｉｎｄｉｃａ、Ｇ. ｘａｎｔｈｏｃｈｙｍｕｓ 等的种子也具有脱

水敏感性ꎮ 贮藏顽拗性种子的原则是在种子所能

承受的最低温度下维持其含水量和活力ꎬ并防止

微生物侵害(Ｂｅｒｊａｋ ＆ Ｐａｍｍｅｎｔｅｒꎬ ２００７)ꎮ 布迪椰

子(Ｂｕｔ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ｔａ)种子在冷冻状态下保存易失去

活力ꎬ但其分离出的胚可保存于超低温液氮中

(Ｄｉａ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５)ꎮ
金丝李(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ｐａｕｃｉｎｅｒｖｉｓ)系藤黄科(Ｇｕｔｔｉｆ￣

ｅｒａｅ)藤黄属(Ｇａｒｃｉｎｉａ)常绿乔木ꎬ属国家二级重点

保护植物和濒危级植物( Ｆａｒｍ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３)ꎬ为喀

斯特山体特有珍贵树种ꎬ分布于广西西部、西南部

和云南东南部海拔 １９４ ~ ８３０ ｍ 的岩溶山林中(张

００２ 广　 西　 植　 物 ３９ 卷



俊杰等ꎬ ２０１７)ꎬ是集观赏价值、生态价值、药用价

值和经济价值为一体的优良树种 (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ａ)ꎮ 日前ꎬ该物种野生种群分布点有限且分

散ꎬ大树及能结实的植株极少ꎬ天然更新困难(张

俊杰等ꎬ ２０１７)ꎮ 近年来ꎬ喀斯特地貌生境的恶化

已制约着喀斯特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ꎮ 金丝李作

为该地区优良生态修复树种ꎬ日前人工栽培较少ꎬ
且鲜有关于其人工繁殖的报道ꎮ 据作者前期研究

发现ꎬ金丝李枝条扦插难以成活ꎬ其种子具休眠特

性(张俊杰等ꎬ ２０１８)ꎬ在通风处存放 １ 个月后便

干瘪ꎬ生活力随之丧失ꎬ种子贮藏问题十分棘手ꎬ
其苗木繁育极大受限ꎮ 因此ꎬ该文通过开展金丝

李种子不同脱水程度的萌发情况及其复水后的吸

水率、脱水过程中抗性生理指标的变化、不同贮藏

方式下种子的萌发情况等研究ꎬ探明其脱水敏感

性程度并找出科学贮藏方法ꎬ为金丝李的保育和

利用提供科学指导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金丝李种子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采自弄岗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１０６°５７′１８″ Ｅꎬ２２°２７′５８″ Ｎ)ꎮ 果实采

收后带回实验室堆沤 １０ ｄ 左右ꎬ搓洗掉果皮果肉

并洗净种子ꎬ晾干表面水分以备用ꎮ
１.２ 测定项目及方法

１.２.１ 种子基本特征及含水量测定 　 采用百粒法

测量种子千粒重ꎬ随机抽取 ５０ 粒饱满种子ꎬ测量

其二维尺度ꎮ 以 ＴＴＣ 法测定新鲜种子的生活力

(宋松泉等ꎬ ２００５)ꎮ 随机取 ３ 粒新鲜种子ꎬ切成 １
ｍｍ 薄片ꎬ(１０５±２)℃烘 １７ ｈ 后ꎬ以鲜重为基础计

算种子含水量( ＩＳＴＡꎬ １９９９)ꎬ５ 次重复ꎮ
１.２.２ 材料的脱水处理 　 将种子于分析天平上称

量其原重量 Ｗ１ꎬ随即放在室内通风处(２６ ~ ３１ ℃ꎬ
７２％ ~８２％ＲＨ)自然脱水ꎬ定期称其重量 Ｗ２ꎬ计算

失水率:失水率 ＝ (Ｗ１－Ｗ２) / Ｗ１×１００％ꎬ控制种

子的失水率在 ６％、１２％、１８％、２４％、３０％、３６％和

４２％共 ７ 个含水量梯度(允许 ０.３％以内的误差)ꎮ
将部分新鲜(即初始含水量)种子和不同失水率的

种子用液氮冷冻保存于－８０ ℃ 冰箱内ꎬ用于抗性

生理指标测定ꎮ
１.２.３ 脱水种子复水后吸水率的测定 　 以新鲜种

子为对照ꎬ将失水率为 ６％、１２％、１８％、２４％、３６％
和 ４２％的种子浸泡于蒸馏水中ꎬ置于 ２５ ℃恒温培

养箱中自然复水吸胀ꎬ每 １ 天称重 １ 次并换水ꎬ当
种子吸水达到饱和时记录其重量 Ｗ３ꎬ结合种子原

重量 Ｗ１ 计算脱水种子复水后的吸水率:吸水率 ＝
(Ｗ３－Ｗ１) / Ｗ１×１００％ꎬ各重复 ３ 次ꎬ并统计各脱

水梯度种子吸水达到饱和所需的时间(以下简称

吸水饱和时间)ꎮ
１.２.４ 脱水种子萌发试验与萌发参数的计算 　 将

１.２.２ 中 ７ 个不同脱水程度的种子以新鲜种子为对

照进行萌发试验ꎮ 播种前种子经 ０.１％的 Ｋ２ＭｎＯ４

溶液消毒 ３０ ｍｉｎꎬ清水洗净ꎮ 试验容器为容量为

１ ０００ ｍＬ、１７２ ｍｍ × １１７ ｍｍ × ７０ ｍｍ 的塑料盒ꎬ
铺以 ４ ｃｍ 厚经消毒的河沙为基质ꎬ播种深度为 １
ｃｍꎬ每梯度 ２ 盒ꎬ每盒播 １０ 粒ꎬ３ 次重复ꎬ放入设定

为 ２５ ℃、周期性光照(３ ０００ ｌｘꎬ１２ ｈｄ￣１)的 ＬＲＨ￣
２５０￣Ｇ 光照培养箱ꎬ适时添加蒸馏水保持基质湿

润ꎮ 萌发试验时长为 ４４８ ｄꎬ以芽顶出沙层为种子

萌发标准ꎬ观察到第 １ 粒萌发的种子后ꎬ每 ７ 天统

计 １ 次萌发的种子数ꎮ 根据种子萌发情况计算以

下指标:萌发时滞(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ｌａｇꎬＧＴＬ)、萌
发率(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ꎬＧＰ)和平均萌发时间

(ｍｅａｎ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ꎬＭＧＴ)ꎬ计算方法如下:
ＧＴＬ(ｄ):即萌发启动时间ꎬ指从萌发试验开

始至第 １ 粒种子开始萌发所用时间ꎻ
ＧＰ ＝萌发种子数 /播种种子数×１００％ꎻ
ＭＧＴ ＝ ∑( ｔｉ×ｎ ｉ) / ∑ｎ ｉꎮ
式中ꎬｔｉ为播种之日开始的第 ｉ 天ꎬｎ ｉ为播种后

第 ｉ 天萌发的种子数(Ｌｉ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５)ꎮ
１.２.５ 脱水种子抗性生理指标的测定 　 取失水率

为 ６％、１２％、１８％、２４％、３６％和 ４２％的种子ꎬ用解

剖刀剥去种皮ꎮ 以新鲜种子为对照ꎬ用电导仪法

测定脱水种子胚和胚乳的相对电导率(Ｃｈａ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ꎻ用氮蓝四唑(ＮＢＴ)法和愈创木酚法分别测

定其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ｕ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ｉｓｍｕｔａｓｅꎬＳＯＤ)和
过氧化物酶(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ｓｅꎬＰＯＤ)活性ꎻ用硫代巴比妥

酸(ＴＢＡ)法、蒽酮比色法和磺基水杨酸法分别测

定其丙二醛(ｍａｌｏｎｄｉａｌｄｅｈｙｄｅꎬＭＤＡ)、可溶性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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脯氨酸含量(李合生等ꎬ２０００)ꎬ各重复 ３ 次ꎮ
１.２.６ 种子贮藏试验　 将新鲜种子按以下 ８ 种方法

进行贮藏:(１)室温干藏 １ 个月ꎻ(２)４ ℃干藏 １ 个

月ꎬ种子装入牛皮纸袋保存于 ４ ℃冰箱ꎻ(３)水浸

贮藏 １ 个月ꎬ将种子置于烧杯中ꎬ加蒸馏水没过种

子ꎬ置于 ２５ ℃ 培养箱内ꎬ每天换水 １ 次ꎻ(４) －２０
℃湿藏(将种子与含水量约 ７.５％的河沙按体积比

１ ∶ ３ 混匀ꎬ下同) １ 个月ꎻ(５) － １ ℃ 湿藏 １ 个月ꎻ
(６)４ ℃湿藏 １ 个月ꎻ(７)４ ℃湿藏 ３ 个月ꎻ(８)４ ℃
湿藏 ６ 个月ꎮ 将种子贮藏后按照 １.２.４ 进行萌发

试验ꎬ试验时长设定为 ３５０ ｄꎮ
１.３ 数据分析

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 软件统计数据并作表ꎬ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 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ꎬＤｕｎｃａｎ
法进行数据差异比较(将萌发率拟进行平方根反

正弦转换ꎬ使之方差齐性)ꎮ 统计值以平均值±标
准误(ｘ±ｓｘ)表示ꎮ 以 ＳｉｇｍａＰｌｏｔ １１.０ 软件绘图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金丝李种子的大小及含水量

金丝李种子卵形至宽卵形ꎬ胚包裹于胚乳层

中ꎬ不易与胚乳分离ꎮ 种子长(３０. ８０ ± ２. １４) ｍｍꎬ
直径(１５.３９±０.９６)ｍｍꎬ千粒重(４３８ １.７５±７７.５３)
ｇꎮ 成熟种子的初始含水量为(４５.２９±０.７２)％ꎬ种
子生活力达(９５.５６±１.９２)％ꎮ
２.２ 室温储藏对种子脱水的影响

种子脱水的持续时间与失水率关系见图 １ꎬ随
着自然风干时间的增加种子均匀地脱水ꎬ当种子

失水 ３５ ｄ 之后ꎬ失水率在 ４５％左右趋于平稳ꎮ
２.３ 不同脱水程度种子复水后的吸水情况

金丝李种子的吸水过程十分缓慢ꎬ新鲜种子

吸水饱和时间约为 ２４ ｄꎬ吸水率为 １４.５５％ꎮ 当种

子失水率低于 １８％时ꎬ其饱和吸水率及吸水饱和

时间与新鲜种子相比差异不显著ꎮ 随着种子脱水

程度的加深ꎬ其饱和吸水率与吸水饱和时间逐渐

降低ꎬ失水率为 ４２％的种子复水约 １２ ｄ 即达到饱

和状态ꎬ此时的吸水率为－６.６９％ꎬ表明失水率为

４２％的种子复水后已经恢复不到原来新鲜种子的

重量(图 ２)ꎮ

图 １　 金丝李种子在室内通讯条件下的失水率变化
Ｆｉｇ. 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ｄｅｈｙｄ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ｐａｕｃｉｎｅｒｖｉｓ

ｓｅｅ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ｏｏｒ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ｅｄ ｐｌａｃｅ

图 ２　 脱水处理对金丝李种子复水后吸水的影响
Ｆｉｇ. 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ｅｈｙｄｒ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ｒｅｗａｔ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ｐａｕｃｉｎｅｒｖｉｓ ｓｅｅｄｓ

２.４ 脱水处理对种子萌发的影响

失水率为 ４２％的金丝李种子萌发率为 ０ꎮ 各

脱水程度的种子萌发动态与萌发参数见图 ３ 和表

１ꎬ未萌发的种子已完全腐烂ꎮ 失水率 ３６％的种子

萌发率始终低于其他脱水程度的种子ꎮ 如表 １ 所

示ꎬ脱水处理的种子 ＧＴＬ 随着种子脱水程度的增

加而逐渐延长ꎮ 新鲜种子的 ＧＰ 为 ９３.３３％ꎬ当种

子失水率低于 １８％时ꎬＧＰ 没有显著变化ꎻ失水率

超过 １８％时ꎬＧＰ 下降较快ꎬ与对照差异均达显著

水平ꎮ 当种子脱水超过临界含水量(ＣＭＣ)时种子

活力大幅下降(Ｐｒｏｂｅｒｔ ＆ Ｂｒｉｅｒｌｅｙꎬ １９８９ꎻＰａｍｍｅｎｔｅｒ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８)ꎬ以新鲜种子含水量为 ４５.２９％计ꎬ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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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ＣＫ. 对照ꎬ即新鲜种子ꎮ 下同ꎮ
Ｎｏｔｅ: ＣＫ. Ｃｏｎｔｒｏｌꎬ ｍｅａｎｓ ｆｒｅｓｈ ｓｅｅｄｓ.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图 ３　 不同脱水程度下金丝李种子的萌发动态
Ｆｉｇ. ３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ｐａｕｃｉｎｅｒｖｉｓ ｓｅｅｄ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ｈｙｄｒａｔｉｏｎ ｅｘｔｅｎｔｓ

表 １　 不同脱水程度下金丝李种子的萌发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ｐａｕｃｉｎｅｒｖｉｓ

ｓｅｅｄ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ｈｙｄｒａｔｉｏｎ ｅｘｔｅｎｔｓ

失水率
Ｄｅｈｙｄ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

萌发时滞
ＧＴＬ
(ｄ)

萌发率
ＧＰ
(％)

平均萌发时间
ＭＧＴ
(ｄ)

ＣＫ ３７.６７±２.４０ｅ ９３.３３±３.３３ａ １９３.６６±１６.８７ｃ

６ ５５.３３±１.７６ｄ ９０.００±５.００ａｂ ２３６.５４±１３.２５ｂ

１２ ６３.３３±１３.３５ｄ ９３.３３±１.６７ａ ２４２.８８±２１.４０ｂ

１８ ６５.３３±６.１７ｃｄ ８６.６７±３.３３ａｂ ２０９.７９±６.１９ｂｃ

２４ ８４.３３±５.６７ｃ ７８.３３±４.４１ｂｃ ２０７.３９±５.１９ｂｃ

３０ １２９.６７±７.８８ｂ ６８.３３±４.４１ｃ ２３４.６１±６.９２ｂ

３６ ２６９.３３±２３.３６ａ ２１.６７±４.４１ｄ ３３７.３３±７.３１ａ

　 注: 图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性显著(Ｐ<０.０５)ꎮ
下同ꎮ
　 Ｎｏ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Ｐ<０.０５) .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金丝李种子的 ＣＭＣ 为 ２７.２９％ꎮ 当种子失水率为

３６％时ꎬ其 ＧＰ 仅为 ２１.６７％ꎮ 而平均萌发时间随

着脱水程度的加深呈波动性变化ꎬ失水率为 １２％
时 ＭＧＴ 已 显 著 延 长 至 ２４２. ８８ ｄꎬ 在 失 水 率 为

１８％ ~ ２４％时与对照无显著性差异ꎬ但失水率为

３６％时 ＭＧＴ 又大幅延长至 ３３７.３３ ｄꎮ
种子萌发率低至新鲜种子萌发率一半时的含

水量称为“半致死含水量( ｌｅｔｈａ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图 ４　 种子失水率与萌发率的关系
Ｆｉｇ. 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ｅｈｙｄ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ｓｅｅｄｓ

５０％ꎬＬＭＣ５０)” (何惠英和宋松泉ꎬ ２００３)ꎮ 以新

鲜种子萌发率和含水量分别为 ９３.３３％和 ４５.２９％
计ꎮ 由 图 ４ 可 知ꎬ 金 丝 李 种 子 的 ＬＭＣ５０ 为

１２.７２％ꎮ 由图 １ 可知ꎬ室内自然干燥约 １９ ｄ 即达

到种子的半致死含水量ꎮ
２.５ 种子脱水过程中抗性生理指标的变化

由新鲜金丝李种子脱水至失水率为 ４２％时ꎬ
相对电导率由 ５２.０３％直线上升至 ９８.２４％ꎮ 由新

鲜种子脱水至失水率为 １８％时ꎬ胚和胚乳的丙二

醛含量上升了 ３４. ４３％ꎬ差异不显著ꎻ而种子由

失水率１８％上升至４２％时ꎬＭＤＡ含量显著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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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Ａ. 对相对电导率和丙二醛含量的影响ꎻ Ｂ. 对 ＳＯＤ 和 ＰＯＤ 活性的影响ꎻ Ｃ. 对可溶性糖和脯氨酸含量的影响ꎮ
Ｎｏｔｅ: Ａ.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ＤＡ ｃｏｎｔｅｎｔꎻ Ｂ.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ＳＯＤ ａｎｄ ＰＯ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ꎻ

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ｓｕｇａｒ ａｎｄ ｐｒｏｌｉｎ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图 ５　 脱水处理对金丝李种子抗性生理指标的影响
Ｆｉｇ. ５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ｅｈｙｄ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ｐａｕｃｉｎｅｒｖｉｓ ｓｅｅｄｓ

注: ＤＳ１. ４ ℃干藏 １ 个月ꎻ ＷＩ１. 水浸贮藏 １ 个月ꎻ ＳＨ１ꎬ ＳＨ３ꎬ ＳＨ６. ４ ℃湿沙藏 １ 个月、３ 个月和 ６ 个月ꎮ
Ｎｏｔｅ: ＤＳ１. Ｄｅｓｉｃ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ｆｏｒ ｏｎｅ ｍｏｎｔｈ ａｔ ４ ℃ꎻ ＷＩ１. Ｗａｔｅｒ ｉｍｍｅｒｓｉ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ｆｏｒ ｏｎｅ ｍｏｎｔｈꎻ ＳＨ１ꎬ ＳＨ３ꎬ ＳＨ６. Ｓｔｏｒａｇｅｓ

ｉｎ ｍｏｉｓｔ ｓａｎｄｓ ｆｏｒ ｏｎｅ ｍｏｎｔｈꎬ ｔｈｒｅｅ ｍｏｎｔｈｓ ａｎｄ ｓｉｘ ｍｏｎｔｈｓ ａｔ ４ ℃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图 ６　 不同贮藏方式下金丝李种子的萌发动态
Ｆｉｇ. ６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ｐａｕｃｉｎｅｒｖｉｓ ｓｅｅｄ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１８７.９２％(图 ５:Ａ)ꎮ
随着种子脱水程度的增加ꎬＳＯＤ 和 ＰＯＤ 活性

均呈波动性变化趋势(图 ５:Ｂ)ꎮ 失水率为 １８％时

ＳＯＤ 与 ＰＯＤ 活性均达脱水过程的最高值ꎻ当种子

失水率超过 ２４％时ꎬＳＯＤ 与 ＰＯＤ 活性显著下降ꎻ
失水率达 ４２％时ꎬ活性均有所回升ꎮ

种子的可溶性糖含量在失水率低于 ６％时保

持平稳ꎬ之后呈直线上升趋势ꎬ失水率为 ４２％时可

溶性糖含量是新鲜种子的 ３.０３ 倍ꎮ 随着种子脱水

程度的增加ꎬ脯氨酸含量呈逐步上升趋势ꎬ失水率

为 ４２％时脯氨酸含量比新鲜种子显著增加了 ７.１０
倍(图 ５:Ｃ)ꎮ
２.６ 贮藏方法对金丝李种子萌发的影响

室温干藏 １ 个月的种子和－ １、－ ２０ ℃ 湿藏 １
个月的种子至试验结束后均完全腐烂ꎮ 其余贮藏

方法金丝李种子的萌发进程和萌发参数如图 ６ 和

表 ２ 所示ꎮ 最终 ＧＰ 显示ꎬ除 ＷＩ１ 的种子 ＧＰ 显著

低于对照外ꎬ 其余 ４ 种贮藏方式与对照比均无显著

４０２ 广　 西　 植　 物 ３９ 卷



表 ２　 不同贮藏条件下金丝李种子的萌发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ｐａｕｃｉｎｅｒｖｉｓ
ｓｅｅｄ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ｍｅｎｔ

萌发时滞
ＧＴＬ
(ｄ)

萌发率
ＧＰ
(％)

平均萌发时间
ＭＧＴ
(ｄ)

ＣＫ ３７.６７±２.４０ｂ ８５.００±２.８９ａ １９３.６６±１６.８７ｂ

ＤＳ１ ８９.００±２５.０１ａ ７６.６７±６.０１ａ ２１６.０７±５.７３ａｂ

ＷＩ１ ５０.００±７.００ａｂ ３１.６７±４.４１ｂ ２０２.４７±１２.５７ｂ

ＳＨ１ ５３.３３±５.１７ａｂ ９０.００±５.７７ａ ２４８.７７±１０.２４ａ

ＳＨ３ ７２.００±２１.３９ａｂ ９０.００±２.８９ａ ２４３.６４±１５.０４ａ

ＳＨ６ ７２.３３±１１.５７ａｂ ８３.３３±３.３３ａ ２５２.５７±１０.５５ａ

　 注: ＤＳ１. ４ ℃干藏 １ 个月ꎻ ＷＩ１. 水浸贮藏 １ 个月ꎻＳＨ１ꎬ ＳＨ３ꎬ
ＳＨ６. ４ ℃湿沙藏 １ 个月、３ 个月和 ６ 个月ꎮ
　 Ｎｏｔｅ: ＤＳ１. Ｄｅｓｉｃ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ｆｏｒ ｏｎｅ ｍｏｎｔｈ ａｔ ４ ℃ꎻ ＷＩ１.
Ｗａｔｅｒ ｉｍｍｅｒｓｉ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ｆｏｒ ｏｎｅ ｍｏｎｔｈꎻ ＳＨ１ꎬ ＳＨ３ꎬ ＳＨ６. Ｓｔｏｒａｇｅｓ
ｉｎ ｍｏｉｓｔ ｓａｎｄｓ ｆｏｒ ｏｎｅ ｍｏｎｔｈꎬ ｔｈｒｅｅ ｍｏｎｔｈｓ ａｎｄ ｓｉｘ ｍｏｎｔｈｓ ａｔ ４ ℃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差异ꎮ 除 ＤＳ１ 的 ＧＴＬ 显著长于对照外ꎬ其余贮藏

方式的 ＧＴＬ 与对照相比无显著性差异ꎮ 对于

ＭＧＴ、ＤＳ１ 和 ＷＩ１ 与 对 照 相 比 差 异 不 显 著ꎬ 而

ＳＨ１、ＳＨ３ 和 ＳＨ６ 处理均显著延缓了种子萌发ꎬ即
４ ℃ 湿藏延缓了金丝李种子萌发ꎬ但对 ＧＰ 影响

不大ꎮ

３　 讨论与结论

金丝李种子大而重且含水量高ꎬ形态上表现

出顽拗性种子的特征ꎮ 在种子失水率低于 １８％
时ꎬ其饱和吸水率、吸水饱和时间与新鲜种子差异

不显著ꎬ当失水率超过 １８％时ꎬ两个指标均急剧下

降ꎬ失水率为 ４２％的种子复水后已恢复不到种子

原重ꎮ 可能是种子在脱水程度较低时ꎬ可通过吸

涨作用修复在脱水时膜结构与酶的改变ꎬ但种子

在高度脱水时ꎬ结构蛋白质与酶发生了不可逆转

的改变ꎬ吸涨作用减弱导致吸水量降低ꎬ种子逐渐

失活ꎮ
金丝李种子在失水率低于 １８％时 ＧＰ 趋于平

稳ꎬ失水率超过 １８％后 ＧＰ 急剧下降ꎬ说明轻度的

脱水对种子萌发影响不大ꎬ但高度脱水则显著降

低其萌发率ꎮ 相关性分析表明金丝李种子失水率

与萌发率呈极显著负相关(Ｐ<０.０１)ꎬ说明其对脱

水敏感ꎮ 因此在播种时ꎬ宜采用失水率低于 １８％ꎬ
或夏季室温通风放置不超过 ８ ｄ 的种子ꎮ 金丝李

种子萌发过程漫长ꎬ其 ＧＴＬ 随着种子脱水程度的

加深而延长ꎬ可能是由于脱水后的种子生理修复

需要时间ꎮ 金丝李种子的 ＭＧＴ 随着脱水程度的加

深呈现波动性变化的趋势ꎬ这种现象在顽拗性的

山血丹(Ａｒｄｉｓｉａ ｐｕｎｃｔａｔａ)种子上也有体现(杨期和

等ꎬ ２０１３)ꎮ 失水率在 １８％ ~ ２４％时 ＭＧＴ 与新鲜

种子差异不大ꎬ可能与该含水量范围内引起了种

子内源激素含量或某些酶的活性变化有关ꎮ
相对电导率和 ＭＤＡ 含量常用来衡量种子劣

变和受伤害程度(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ꎮ ＭＤＡ 是膜

脂过氧化的终产物ꎬ脂质过氧化会损害细胞的膜

系统ꎬ增大膜透性ꎬ造成代谢紊乱ꎬ且 ＭＤＡ 会毒害

细胞ꎬ降低 ＳＯＤ、ＰＯＤ 等抗氧化保护酶的活性ꎬ使
蛋白质的结构和功能发生变化(Ｍ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ꎬ
这是 种 子 劣 变 的 主 要 原 因ꎮ 活 性 氧 (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ｏｘｙｇ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ꎬＲＯＳ)能加速膜脂过氧化ꎬ伤害蛋白

质和 ＤＮＡ(Ｆａｒｏｏｑ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ꎬ种子在正常代谢

受影响时会累积 ＲＯＳꎬ且种子的脱水耐性与其抗

氧化防御系统有关ꎮ 金丝李种子在脱水初期ꎬ种
子水分逆境胁迫机制被激活ꎬ引发保护性反应ꎬ
ＳＯＤ、ＰＯＤ 等酶的活性在种子脱水过程中逐渐增

强以清除不断产生的 ＲＯＳꎬ维持细胞膜的稳定性

和完整性(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ｂ)ꎬ所以相对电导率

和 ＭＤＡ 的增加均较缓慢ꎻ当种子失水率在 １８％ ~
３６％时ꎬＭＤＡ 含量的迅速上升表明膜脂过氧化加

剧ꎬＭＤＡ 和 ＲＯＳ 等有害物质的积累对细胞的毒害

程度加深ꎬ超出了种子的耐受范围ꎬ致使 ＳＯＤ 和

ＰＯＤ 等酶的活性骤降ꎬ不能有效清除 ＲＯＳ( Ｔａｎｇꎬ
２０１２)ꎬ伴随着细胞膜透性增大、细胞内含物外渗ꎬ
表现为相对电导率的急剧增加ꎬ种子的劣变加剧

而逐渐失活ꎮ 金丝李种子在失水率低于 ３６％时ꎬ
其相对电导率、ＭＤＡ、ＳＯＤ 和 ＰＯＤ ４ 个抗性生理指

标与顽拗性的三七 ( Ｐａｎａｘ ｎｏｔｏｇｉｎｓｅｎｇ) 和板栗

(Ｃａｓｔａｎｅａ ｍｏｌｌｉｓｓｉｍａ) 种子的整体变化趋势一致

(段银妹等ꎬ ２０１４ꎻ 宗梅等ꎬ ２００６)ꎮ 但当种子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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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率超过 ３６％时ꎬＰＯＤ 酶则参与了 ＲＯＳ 的产生ꎬ
对细胞产生毒害ꎬ或是与引起褐变的酚类物质和

Ｈ２Ｏ２反应(杨淑慎和高俊凤ꎬ ２００１)ꎬ加速已受伤

种子的劣变ꎬ造成细胞解体而死亡ꎬ这种情况在七

叶树(Ａｅｓｃｕｌ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种子的脱水后期也有体现

(陈淑芬ꎬ ２００６)ꎮ 而脱水后期 ＳＯＤ 升高的原因尚

需进一步研究ꎮ 可溶性糖能与 ＬＥＡ 蛋白形成复合

物协同控制脱水速度ꎬ脯氨酸则能稳定组织内的

代谢及原生质胶体(李合生等ꎬ ２０００)ꎮ 这两种渗

透调节物质可协助 ＰＯＤ、ＳＯＤ 清除细胞体内多余

的自由基ꎬ保护细胞免受伤害ꎮ 金丝李种子随着

脱水程度的增加ꎬ可溶性糖、脯氨酸含量直线上

升ꎬ积累溶质以降低渗透势ꎬ维持细胞渗透平衡ꎬ
说明其具有一定的渗透调节能力ꎮ 结合上述分析

可知ꎬ金丝李种子在失水率低于 １８％时ꎬ其萌发率

和复水后的吸水情况与新鲜种子差异不显著ꎬ种
子可通过抗性调节维持细胞的正常代谢ꎻ当失水

率超过 １８％时ꎬ种子代谢失衡而发生劣变直至

死亡ꎮ
室温干藏 １ 个月与－１、－２０ ℃ 湿藏 １ 个月的

金丝李种子不能萌发ꎬ４ ℃ 干藏下有少量种子干

瘪ꎬ说明其不宜干藏ꎬ对 ０ ℃以下低温敏感ꎮ 因其

种子含水量高ꎬ直接贮藏于低于 ０ ℃ 环境会引起

细胞内结冰ꎬ冻融时破坏膜系统而诱发劣变ꎮ 低

于 １５ ℃的储藏温度对于大多数热带种子来说是

致命的( Ｂｅｄｉ ＆ Ｂａｓｒａꎬ １９９３)ꎬ如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ｇｕｍｍｉ￣
ｇｕｔｔａ 种子( Ｊｏｓｈ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ꎮ 而金丝李种子可

在 ４ ℃ 湿藏 ６ 个月ꎬ虽然其 ＧＴＬ 和 ＭＧＴ 有所延

长ꎬ但最终 ＧＰ 变化不大ꎬ说明 ４ ℃ 湿沙藏降低了

种子贮藏过程中的新陈代谢ꎬ减缓水份散失ꎬ是短

期贮藏金丝李种子的良好方法ꎮ 水浸贮藏法可能

由于部分种子缺氧或微生物感染坏死导致萌发率

较低ꎮ
根据种子对脱水耐性和低温敏感性的差异ꎬ

将顽拗性种子分为高度、中度和低度顽拗性 ３ 种

类型(Ｎｔｕｌ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ꎮ 通常温带与热带地区的

顽拗性种子相比ꎬ其耐脱水和低温能力要强(Ｐａｍ￣
ｍｅｎｔｅｒ ＆ Ｂｅｒｊａｋꎬ ２０００)ꎮ 金丝李生于热带向亚热

带的气候过渡带ꎬ其种子能忍受一定程度的干燥

脱水 和 ０ ℃ 以 上 的 低 温ꎬ 其 ＣＭＣ 为 ２７. ２９％ꎬ

ＬＭＣ５０ 为 １２.７２％ꎬ低于 ０ ℃ 则种子死亡ꎬ其顽拗

性程度低于产于北热带的同属植物云树(Ｇ. ｃｏｗａꎬ
种子初始含水量为 ５０.１％ꎬＣＭＣ 为 ３９％ꎬ４ ℃贮藏

１ 个月均死亡) ( Ｌｉ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５)ꎬ与低度顽拗性

的板栗(Ｃａｓｔａｎｅａ ｍｏｌｌｉｓｓｉｍａ)种子接近(自然干燥 ９
ｄ 的种子萌发率 １００％ꎬ干燥 １５ ｄ 萌发率为５３.５％ꎬ
可于 ０ ~ ２ ℃ 甚至－４ ℃ 下湿藏) (陶月良和朱诚ꎬ
２００４ꎻ 王贵禧等ꎬ １９９９)ꎬ高于中间性的凹叶木兰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ｓａｒｇｅｎｔｉａｎａ)种子( ＣＭＣ 和 ＬＭＣ５０ 分别

为 １５.３％、５.３ ~ ７.１％) (唐安军ꎬ ２０１４)ꎮ 因此ꎬ金
丝李种子属于低度的顽拗性种子ꎮ 根据 Ｂａｓｋｉｎ ＆
Ｂａｓｋｉｎ(２００５)对休眠种子的定义ꎬ未经处理的金

丝李种子萌发启动时间超过 ４ 周ꎬ其种子存在休

眠ꎮ 由于高含水量ꎬ顽拗性种子大多萌发迅速ꎬ被
认为无休眠特性或胎生性(Ｔｗｅｄｄｌｅ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３)ꎮ
但近年来ꎬ陆续有文献报道某些顽拗性种子具有

休眠 特 性 ( Ｊａｙａｓｕｒｉｙ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ꎻ Ｊｏｓｈ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ꎬ本研究支持后者的观点ꎮ

金丝李分布于桂西和滇东南石灰岩山林里ꎬ
凋落物对种子的掩埋可保持种子的含水量ꎬ冬季

的相对低温为种子创造了天然的湿藏条件ꎮ 石山

上由于岩石裸露、土层薄而较干旱ꎬ其种子低度顽

拗性的特点使之在短期轻度的干旱下保持较高的

生活力ꎮ 本研究结果可为金丝李这一珍贵资源的

保育与利用奠定基础ꎬ而金丝李种质的长期保存

可否用离体胚的超低温保存法ꎬ需后续探讨ꎮ

参考文献:

ＢＡＳＫＩＮ ＣＣꎬ ＢＡＳＫＩＮ ＪＭꎬ ２００５. Ｓｅｅｄ ｄｏｒｍａｎｃｙ ｉｎ ｔｒｅｅｓ ｏｆ ｃｌｉ￣
ｍａｘ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 Ｊ]. Ｔｒｏｐ Ｅｃｏｌꎬ ４６ ( １):
１７－２８.

ＢＥＤＩ Ｓꎬ ＢＡＳＲＡ ＡＳꎬ １９９３. Ｃｈｉｌｌｉｎｇ ｉｎｊｕｒｙ ｉｎ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ｓｅｅｄｓ:
Ｂａｓ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Ｊ]. Ｓｅｅｄ Ｓｃｉ
Ｒｅｓꎬ ３(４): ２１９－２２９.

ＢＥＲＪＡＫ Ｐꎬ ＰＡＭＭＥＮＴＥＲ ＮＷꎬ ２００１. Ｓｅｅｄ ｒｅｃａｌｃｉｔｒａｎｃ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Ｊ]. Ｓ Ａｆｒ Ｊ ｏｆ Ｂｏｔꎬ ６７(２): ７９－８９.

ＢＥＲＪＡＫ Ｐꎬ ＰＡＭＭＥＮＴＥＲ ＮＷꎬ ２００７. Ｆｒｏｍ Ａｖｉｃｅｎｎｉａ ｔｏ Ｚｉ￣
ｚａｎｉａ: Ｓｅｅｄ ｒｅｃａｌｃｉｔ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 Ｊ ]. Ａｎｎ Ｂｏｔꎬ
１０１(２): ２１３－２２８.

ＣＨＡＩ ＳＦꎬ ＴＡＮＧ ＪＭꎬ ＭＡＬＬＩＫ Ａ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 Ｅｃ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
ｇ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ｓｈａｄｅ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ｎｉｔｉｄｉｓｓｉｍａꎬ ａ ｒａｒｅ

６０２ 广　 西　 植　 物 ３９ 卷



ａｎｄ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ｒｙ ｐｌａｎｔ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Ｊ]. ＢＭＣ Ｅｃｏｌꎬ １８(１):５.

ＣＨＥＮ ＳＦꎬ ２００６.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ｄｅｓｉｃ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Ａｅｓｃｕｌ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ｓｅｅｄｓ [Ｄ].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４９－５０. [陈淑芬ꎬ ２００６. 七叶树种子脱水敏感性

机理研究 [Ｄ]. 南京:南京林业大学:４９－５０.]
ＣＨＥＮ Ｙꎬ ＨＡＮ Ｙꎬ ＺＨＡＮＧ Ｍ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 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ｅａｔ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ｇｅｎｅ ＴａＥＸＰＡ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ｓｅ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ｉｃ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ｐｌａｎｔｓ [Ｊ].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 １１(４): ｅ０１５３４９４.

ＣＯＳＴＡ ＣＲＸꎬ ＰＩＶＥＴＴＡ ＫＦＬꎬ ＤＥ ＳＯＵＺＡ ＧＲＢ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ｌ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ｓｅｅｄ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ｎ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ｕｔｅｒｐｅ ｐｒｅｃａｔｏｒｉａ ｐａｌｍ [Ｊ]. Ａｍ Ｊ Ｐｌａｎｔ
Ｓｃｉꎬ ９(１): ９８.

ＤＩＡＳ ＤＳꎬ ＬＯＰＥＳ ＰＳＮꎬ ＲＩＢＥＩＲＯ ＬＭ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ｅｓｉｃ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ｒｙｏ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ｔ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ｔａ ｐａｌｍ
ｓｅｅｄｓ [Ｊ]. Ｓｅｅｄ Ｓｃ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ꎬ ４３(１):９０－１００.

ＤＵＡＮ ＹＳꎬ ＹＡＮＧ Ｌꎬ ＤＵＡＮ ＣＬꎬ ２０１４. Ｄｅｓｉｃ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Ｐａｎａｘ ｎｏｔｏｇｉｎｓｅｎｇ ｓ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ｌｉｐｉｄ 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Ｊ]. Ｓｅｅｄꎬ ３３(４): ６－９. [段银妹ꎬ 杨莉ꎬ 段承俐ꎬ ２０１４. 三
七种子的脱水敏感性与膜质过氧化作用 [ Ｊ]. 种子ꎬ
３３(４):６－９.]

ＥＬＬＩＳ ＲＨꎬ ＨＯＮＧ ＴＤꎬ ＲＯＢＥＲＴＳ ＥＨꎬ １９９０.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ｏｆ ｓｅｅ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Ｉ. Ｃｏｆｆｅｅ [Ｊ]. Ｊ Ｅｘｐ Ｂｏｔꎬ
４１(９): １１６７－１１７４.

ＦＡＲＭ Ｋꎬ ＧＡＲＤＥＮ Ｂꎬ ＨＡＵ ＢＣＨ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３.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ｓｏｍｅ ｒａｐｉｄ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Ｗｅｓｔ
Ｇｕａｎｇｘｉꎬ Ｃｈｉｎａꎬ Ｊｕｌｙ １９９９ [Ｊ]. Ｓ Ｃｈｉｎ Ｆｏｒ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 Ｓｕｒｖ
Ｒｅｐ Ｓｅｒ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ｉｍｐｌ Ｖｅｒｓ)ꎬ (３６).

ＦＡＲＯＯＱ Ｍꎬ ＷＡＨＩＤ Ａꎬ ＫＯＢＡＹＡＳＨＩ Ｎ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 Ｐｌａｎｔ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ꎬ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Ｊ].
Ａｇｒｏ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 Ｄｅｖꎬ ２９(１): １８５－２１２.

ＧＲＥＧＧＡＩＮＳ Ｖꎬ ＦＩＮＣＨＳＡＶＡＧＥ ＷＥꎬＡＴＨＥＲＴＯＮ ＮＭ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１. 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ｌｏｓｓ ａｎｄ ｆｒｅｅ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ｅｓｉｃ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ｃａｌｃｉｔｒａｎｔ Ａｖｉｃｅｎｎｉａ ｍａｒｉｎａ ｓｅｅｄｓ [Ｊ]. Ｓｅｅｄ
Ｓｃｉ Ｒｅｓꎬ １１(３): ２３５－２４２.

ＨＥ ＨＹꎬ ＳＯＮＧ ＳＱꎬ ２００３. Ｄｅｓｉｃ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ｐｏｌｙａｎｔｈｕｍ ｓ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Ｊ]. Ａｃｔａ Ｂｏｔ Ｙｕｎｎａｎꎬ ２５(６):６８７－６９２. [何惠英ꎬ 宋松泉ꎬ
２００３. 滇南红厚壳种子的脱水敏感性及其影响萌发的因子

[Ｊ]. 云南植物研究ꎬ ２５(６): ６８７－６９２.]
ＨＯＮＧ ＴＤꎬ ＥＬＩＩＳ ＲＨꎬ １９９６. Ａ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ｓｅｅｄ ｓｔｏｒ￣

ａｇ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 Ｍ ] / / ＥＮＧＥＬＳ ＪＭ.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Ｎｏ. １. Ｒｏｍ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ＩＰＧＲＩ): １－５１.

ＩＳＴ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ｅｄ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 １９９９.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ｓｅｅｄ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Ｒｕｌｅｓ １９９９ [Ｊ]. Ｓｅｅｄ Ｓｃｉ Ｔｅｃｈ￣
ｎｏｌꎬ ４(１):２３－２８.

ＪＡＹＡＳＵＲＩＹＡ ＫＭＧＧꎬ ＷＩＪＥＴＵＮＧＡ ＡＳＴＢꎬ ＢＡＳＫＩＮ ＪＭ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ｐｉｃｏｔｙｌ ｄｏｒｍａｎｃｙ ａｎｄ ｒｅｃａｌｃｉｔｒａｎｔ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ｉｎ ｓｅｅｄｓ ｏｆ ｔｗｏ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ｓｕｂｆａｍｉｌｙ Ｃａｅｓａｌ￣
ｐｉｎｉｏｉｄｅａ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Ｊ]. ＡｏＢ Ｐｌａｎｔｓꎬ (１): ｐｌｓ０４４.

ＪＯＳＨＩ Ｇꎬ ＰＨＡＲＴＹＡＬ ＳＳꎬ ＡＲＵＮＫＵＭＡＲ ＡＮꎬ ２０１７. Ｎｏｎ￣ｄｅｅｐ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ｏｒｍａｎｃｙꎬ ｄｅｓｉｃ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ｅｎ￣
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ｓｅｅｄｓ ｏｆ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ｇｕｍｍｉ￣ｇｕｔｔａ (Ｃｌｕｓｉａｃｅａｅ): Ａ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ｒｅｃａｌｃｉｔｒ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Ｊ]. Ｔｒｏｐ Ｅｃｏｌꎬ ５８(２):
２４１－２５０.

ＬＩ ＨＳꎬ ＳＵＮ Ｑꎬ ＺＨＡＯ ＳＪ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０.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
ｎｉｑｕｅ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６４－１６５ꎬ １６７－１６９ꎬ
１９５－ １９７ꎬ ２５８ － ２６１. [李 合 生ꎬ 孙 群ꎬ 赵 世 杰ꎬ 等ꎬ
２０００. 植物生理生化试验原理和技术 [Ｍ]. 北京:高等教

育出版社:１６４－１６５ꎬ １６７－１６９ꎬ １９５－１９７ꎬ ２５８－２６１.]
ＬＩＵ Ｙꎬ ＱＩＵ ＹＰꎬ ＺＨＡＮＧ Ｌ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５. Ｄｏｒｍａｎｃｙ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ｃｏｗａ Ｒｏｘｂ. ( Ｇｕｔｔｉｆｅｒａｅ)
ｓｅｅｄ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Ｊ]. Ｊ Ｉｎｔｅｇｒ Ｐｌａｎｔ Ｂｉｏｌꎬ ４７(１): ３８－４９.

ＭＡ ＭＺꎬ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ＭＪꎬ ＮＡＮ ＺＢꎬ ２０１５.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ｐｈｙｔｅ Ｅｐｉｃｈｌｏｅ ｆｅｓｔｕｃａｅ ｖａｒ. ｌｏｌｉｉ ｏｆ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ｒｙｅｇｒａｓｓ
(Ｌｏｌｉｕｍ ｐｅｒｅｎｎｅ) 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ｆｒｏｍ ｐａｔｈ￣
ｏｇｅｎｉｃ ｆｕｎｇｉ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ｅｅｄ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ｇｒｏｗｔｈ
[Ｊ]. Ｅｕｒ Ｊ Ｐｌａｎｔ Ｐａｔｈｏｌꎬ １４１(３): ５７１－５８３.

ＭＡＬＩＫ ＳＫꎬ ＣＨＡＵＤＨＵＲＹ Ｒꎬ ＡＢＲＡＨＡＭ Ｚꎬ ２００５. Ｄｅｓｉｃｃａ￣
ｔｉｏｎ￣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ｅｖｉｔｙ ｉｎ ｓｅｅｄｓ ｏｆ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ｉｎ￣
ｄｉｃａꎬ Ｇ. ｃａｍｂｏｇｉａ ａｎｄ Ｇ. ｘａｎｔｈｏｃｈｙｍｕｓ [Ｊ]. Ｓｅｅｄ Ｓｃｉ Ｔｅｃｈ￣
ｎｏｌꎬ ３３(３):７２３－７３２.

ＮＴＵＬＩ ＴＭꎬ ＢＥＲＪＡＫ Ｐꎬ ＰＡＭＭＥＮＴＥＲ Ｎꎬ ２０１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ｓ￣
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ｒｙｉｎｇ ｒａｔｅｓ ｏｎ ｒｅｃａｌｃｉｔｒａｎｔ ｓｅ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Ｊ]. Ａｍ Ｊ Ｂｉｏｌ Ｌｉｆｅ Ｓｃｉꎬ ３(３): ７５－７９.

ＰＡＭＭＥＮＴＥＲ ＮＷꎬ ＧＲＥＧＧＡＩＮＳ Ｖꎬ ＫＩＯＫＯ ＪＩꎬ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８.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ｄｒｙｉｎｇ ｒａｔｅｓ ｏｎ 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ｃａｌｃｉｔｒａｎｔ ｓｅｅｄｓ ｏｆ Ｅｋｅｂｅｒｇｉａ ｃａｐｅｎｓｉｓ [Ｊ]. Ｓｅｅｄ Ｓｃｉ Ｒｅｓꎬ
８(４):４６３－４７１.

ＰＡＭＭＥＮＴＥＲ ＮＷꎬ ＢＥＲＪＡＫ Ｐꎬ ２０００. Ｓｏｍ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ｒｅｃａｌｃｉｔｒａｎｔ ｓｅｅｄｓ [ Ｊ].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
Ｂｉｏｌꎬ １５(２):１５３－１５６.

ＰＥＬＩＳＳＡＲＩ Ｆꎬ ＪＯＳÉ ＡＣꎬ ＦＯＮＴＥＳ ＭＡＬ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 Ａ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ｔｒｅｅ ｓｅｅｄ ｄｅｓｉｃ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Ｊ]. Ｎｅｗ Ｆｏｒꎬ ４９(９):
１４３－１５８.

ＰＲＯＢＥＲＴ ＲＪꎬ ＢＲＩＥＲＬＥＹ ＥＲꎬ １９８９. Ｄｅｓｉｃ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ｓｅｅｄｓ ｏｆ Ｚｉｚａｎｉａ ｐａｌｕｓｔｒｉｓ ｉｓ ｎｏｔ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ａｇｅ ｏｒ ｔｈ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ｓｔ￣ｈａｒｖｅｓｔ ｓｔｏｒａｇｅ [ Ｊ]. Ａｎｎ Ｂｏｔꎬ
６４(６): ６６９－６７４.

ＲＯＢＥＲＴＳ ＥＨꎬ １９７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ｓｅｅｄｓ
[Ｊ]. Ｓｅｅｄ Ｓｃ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ꎬ １: ４９９－５１４.

ＳＯＮＧ ＳＱꎬ ＣＨＥＮ ＨＹꎬ ＬＯＮＧ ＣＬ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５. 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ｓｅｅｄ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５７－

７０２２ 期 张俊杰等: 珍稀濒危植物金丝李种子脱水耐性和贮藏特性



６０. [宋松泉ꎬ 程红焱ꎬ 龙春林ꎬ 等ꎬ ２００５. 种子生物学研

究指南 [Ｍ]. 北京:科学出版社:５７－６０.]
ＴＡＮＧ ＡＪꎬ ２０１４. Ｓｅｅｄ ｄｏｒｍａｎｃｙ ａｎ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Ｍａｇｎｏ￣

ｌｉａ ｓａｒｇｅｎｔｉａｎａ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 Ｊ]. Ｊ Ｐｌａｎｔ Ｐｈｙｓｉｏｌꎬ ５０
(１): １０５－１１０. [唐安军ꎬ ２０１４. 中国特有植物凹叶木兰种

子的休眠与贮藏行为 [ Ｊ]. 植物生理学报ꎬ ５０ (１):
１０５－１１０.]

ＴＡＮＧ ＡＪꎬ ２０１２. Ｄｅｓｉｃ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ｌｉｐｉｄ
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Ｍｉｍｕｓｏｐｓ
ｅｌｅｎｇｉ ｓｅｅｄｓ [Ｊ]. Ａｆｒ Ｊ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ꎬ １１(４４): １０２５５－１０２６１.

ＴＡＯ ＹＬꎬ ＺＨＵ Ｃꎬ ２００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ｍｏｎｇ ｄｅｓｉｃ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ꎬ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ａｎｄ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ｓｕｇａｒ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ｍａｔｕｒ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ｓｔａｎｅａ ｍｏｌｌｉｓｓｉｍａ ｓｅｅｄｓ [Ｊ]. Ｓｃｉ Ｓｉｌｖ Ｓｉｎꎬ ４０(２):
４５－５０. [陶月良ꎬ 朱诚ꎬ ２００４. 板栗种子成熟前后脱水敏感

性与蛋白质、可溶性糖的关系 [Ｊ]. 林业科学ꎬ ４０(２):
４５－５０.]

ＴＷＥＤＤＬＥ ＪＣꎬ ＤＩＣＫＩＥ ＪＢꎬ ＢＡＳＫＩＮ ＣＣ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３. Ｅｃ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ｅｅｄ ｄｅｓｉｃ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 Ｊ]. Ｊ Ｅｃｏｌꎬ
９１(２): ２９４－３０４.

ＶＡＲＧＨＥＳＥ Ｂꎬ ＢＥＲＪＡＫ Ｐꎬ ＶＡＲＧＨＥＳＥ Ｄ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 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ｄｒｙｉｎｇ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ｒｅｃａｌｃｉｔｒａｎｔ Ｔｒｉｃｈｉｌｉａ ｄｒｅｇｅａｎａ ｅｍ￣
ｂｒｙｏｎｉｃ ａｘｅ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ｎｄ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ｍｅｔａｂ￣
ｏｌｉｓｍ [Ｊ].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ｐｌａｎｔꎬ １４２(４): ３２６－３３８.

ＷＡＮＧ ＧＸꎬ ＬＩＡＮＧ ＬＳꎬ ＺＯＮＧ ＹＣꎬ １９９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ｄｏｒ￣
ｍａｎｃｙ ａｎｄ ｓｐｒｏｕｔｉｎｇ ｏｆ ｓｔｏｒｅｄ ｃｈｅｓｔｎｕｔ 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
ｔｕｒｅ [Ｊ]. Ｓｃｉ Ｓｉｌｖ Ｓｉｎꎬ ３５(３): ３１－３５. [王贵禧ꎬ 梁丽松ꎬ
宗亦臣ꎬ １９９９. 贮藏板栗休眠与萌芽的温度调控 [Ｊ]. 林
业科学ꎬ ３５(３):３１－３５.]

ＷＹＳＥ ＳＶꎬ ＤＩＣＫＩＥ ＪＢꎬ ２０１７.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ｅｅｄ ｄｅｓｉｃ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 Ｊ ]. Ｊ Ｅｃｏｌꎬ １０５ ( ４ ):
１０８２－１０９３.

ＹＡＮＧ ＱＨꎬ ＬＩＮ ＹＣꎬ ＬＡＩ ＷＮꎬ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ｒｄｉｓｉａ ｐｕｎｃｔａｔａ ｓｅｅｄｓ
[Ｊ]. Ｓｅｅｄꎬ ３２(９): ４１－４４. [杨期和ꎬ 林玉春ꎬ 赖万年ꎬ 等

２０１３. 山血丹种子萌发特性的初步研究 [ Ｊ]. 种子ꎬ
３２(９):４１－４４.]

ＹＡＮＧ ＳＳꎬ ＧＡＯ ＪＦꎬ ２００１.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ｅ ｏｘｙｇｅｎ ａｎｄ ｆｒｅｅ
ｒａｄｉｃａｌｓ ｏｎ ｐｌａｎｔ ｓｅ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Ｊ]. Ａｃｔａ Ｂｏｔ Ｂｏｒｅａｌ￣Ｏｃｃｉｄｅｎｔ
Ｓｉｎꎬ ２１(２):３６－４１. [杨淑慎ꎬ 高俊凤ꎬ ２００１. 活性氧、自由

基与植物的衰老 [Ｊ]. 西北植物学报ꎬ ２１(２):３６－４１.]
ＺＨＡＮＧ ＪＪꎬ ＣＨＡＩ ＳＦꎬ ＬÜ ＳＨ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 Ｔｈｅ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ｒａｒｅ ａｎｄ ｅｎ￣
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ｐｌａｎｔ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ｐａｕｃｉｎｅｒｖｉｓ [ Ｊ]. Ｅｃｏ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ꎬ ２６
(４): ５８２－５８９. [张俊杰ꎬ 柴胜丰ꎬ 吕仕洪ꎬ 等ꎬ ２０１７. 珍
稀濒危植物金丝李的生境特征及致濒原因分析 [Ｊ]. 生

态环境学报ꎬ ２６(４):５８２－５８９.]
ＺＨＡＮＧ ＪＹꎬ ＤＡＩ ＭＨꎬ ＷＡＮＧ ＬＣ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ａ.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ｋａｒｓｔ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Ｊ]. Ｓｏｌｉｄ Ｅａｒｔｈ Ｄｉｓｃｕｓｓꎬ ７(４):３２７１－３２９２.

ＺＨＡＮＧ Ｙꎬ ＺＨＡＮＧ Ｍꎬ ＹＡＮＧ Ｈꎬ ２０１５ｂ. Ｐｏｓｔｈａｒｖｅｓｔ ｃｈｉｔｏｓａｎ￣
ｇ￣ｓａｌｉｃｙｌ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ｓ ｃｈｉｌｌｉｎｇ ｉｎｊｕ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ｅ￣
ｓｅｒｖｅｓ ｃｕｃｕｍｂｅｒ ｆｒｕｉ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ｏｌ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Ｊ]. Ｆｏｏｄ
Ｃｈｅｍꎬ １７４:５５８－５６３.

ＺＨＡＮＧ ＪＪꎬ ＷＥＩ Ｘꎬ ＣＨＡＩ ＳＦ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 Ｄｏｒｍａｎｃｙ 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ｅｄｓ ｏｆ ａ ｒａ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ｐｌａｎｔꎬ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ｐａｕｃｉｎｅｒｖｉｓ [Ｊ]. Ｃｈｉｎ Ｊ Ｅｃｏｌꎬ ３７(５): １３７１－１３８１. [张俊

杰ꎬ 韦霄ꎬ 柴胜丰ꎬ 等ꎬ ２０１８. 珍稀濒危植物金丝李种子

的休眠机理 [Ｊ]. 生态学杂志ꎬ ３７(５): １３７１－１３８１.]
ＺＯＮＧ Ｍꎬ ＣＡＩ ＬＱꎬ ＬÜ ＳＦ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６.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ｓｉｃ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ｎ Ｃａｓｔａｎｅａ ｍｏｌｌｉｓｓｉｍａ ｅｍｂｒｙｏ ａｘｉｓ ｄｅｓ￣
ｉｃ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Ｊ]. Ａｃｔａ
Ｈｏｒｔｉｃ Ｓｉｎꎬ ３３(２): ２３３－２３８. [宗梅ꎬ 蔡丽琼ꎬ 吕素芳ꎬ 等

２００６. 不同脱水方法对板栗胚轴脱水敏感性和生理生化

的影响 [Ｊ]. 园艺学报ꎬ ３３ (２):２３３－２３８.]

８０２ 广　 西　 植　 物 ３９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