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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种子处理方法对铁刀木种子萌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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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铁刀木是一种多用途树种,广泛分布于东南亚国家和中国的云南、广东、广西和福建等地。种子种皮透水

性差, 必须经过适当处理提高种皮透性才能萌发。本文对铁刀木种子自然储藏特性与种子萌发方法进行试验,结

果表明: 铁刀木新鲜种子的发芽率可达 95%以上, 随着储藏时间的增加,其发芽率逐渐降低, 储存 3个月后, 种子发

芽率迅速降低, 其发芽率只有 75% ,储存 9个月后种子发芽率只有 30%左右。在有光条件下的发芽率和发芽势明

显高于不需光条件处理, 萌发天数比不需光条件下的萌发天数缩短了 38. 6d。采用破伤种皮、用 80e 温水浸泡

20m in和 80%硫酸浸泡种子 15m in处理对铁刀木种子萌发均有促进作用,与对照相比, 发芽势明显提高, 萌发天数

明显缩短。特别是 80%硫酸浸泡和破伤种皮在缩短萌发天数更为明显, 比对照缩短了 120d以上。由于破伤种皮

比较费时费力, 因此,在进行铁刀木种子育苗时, 一般不宜采用。采用 80%硫酸浸泡种子 15m in或 80e 温水浸种

30m in, 可有效提高种子萌发的整齐度和缩短发芽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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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ssia siam ea Lamk. is a perennialmult ipurpose spec ies, and w idely distributed all over South-

east Asia, and Yunnan, Guangdong, guangx i and Fu jian of Ch ina. W ater permeability of seed capsu les is

very bad, thus improv ing the w ater permeability can promote the germ inat ion o f seeds. The seeds had

been treated w ith d ifferent methods in the storage period. The resu lts show ed that the germ ination rate o f

fresh seeds w as more than 95% , and the germ ination rate decreased w ith the increase of storage time.

The germ ination rate w as 75% after 3months of sto rage, and the germ inat ion ratew as about 30% after

9 months of sto rage. The germ ination rate of light requirem ent trea tment is more than that of non- ligh t

treatmen,t and the days of germ ination w ere sho rtened by 38. 6 days. The seeds w ere separated, and

soaked for 20m inutes in w ater o f 80e and soaked for 15 m inu tes in 80% H 2 SO4, being most favorab le

to breaking the seed dormancy, improving the seed germ inat ion rate and shorten ing the germ inat ion days.

Especia lly the seeds soaked in 80% H 2 SO4 and the separated seedsw ou ld eviden tly sho rten the germ ina-

t ion days, decreasing by more than 120 days in compar ison w ith the control group, so the seed soaked for

20 m inutes in w ater o f 80e or for 15m inutes in 80% H 2 SO4 was most appropriate. It could e ffectively



improve the germ inat ion rate and germ ination v igor, and shorten the germ inat ion days.

Key words: Cassia siamea L. , Seed, Sulphuric ac id, W arm water soak ing, Germ ination rate, G erm ination

velocity, T im e of germ ination.

  铁刀木 (Cassia siam ea Lamk. )是苏木科的常绿

大乔木,自然生长高可达 30 m,胸径可达 100 cm以

上。铁刀木生长迅速, 萌发力强,木材结构细致,坚

硬,属重材, 心材耐腐, 不受虫蛀,花纹美观, 是名贵

的硬木和红木树种,可用于高级家具、手杖、工具柄、

雕刻、象牙镶嵌、高级建筑及装饰材。同时, 其枝干

燃烧值高,易燃、火力强,是热区优质薪炭林树种,是

西双版纳地区傣族传统的薪柴树种, 它对保护当地

原生植被起到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此外铁刀木

的心材和叶入药,具有除风除湿、消肿止痛、杀虫止

痒等功效,嫩叶和花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是极好的

野生蔬菜,也是优良的行道观赏树、防护林树种和紫

胶虫寄主树。原产印度、缅甸、泰国、越南、老挝、柬

埔寨、斯里兰卡等地海拔 1 300 m 以下丘陵、河谷、

平坝。我国引种栽培铁刀木的历史悠久, 目前我国

的云南、广东、海南、广西、福建等地均有种植。虽然

铁刀木引入我国栽培历史悠久, 在西双版纳已有

400多年的引种历史。目前国内外对铁刀木的研究

不多,主要集中在化学成分分析
[ 1~ 3]
、混农林系统栽

培模式中的一个栽培树种、以及在荒山荒地生态恢

复过程中对土壤、水土流失的影响
[ 6~ 14]

。铁刀木种

子种皮稍坚硬,外层具蜡质, 不易吸水膨胀, 未经处

理的种子萌发不整齐, 萌发期长达 3~ 4个月, 有的

长达半年。由于铁刀木种子存在不易萌发和萌发不

整齐的现象,严重阻碍了铁刀木壮苗的培育工作,而

对铁刀木提高种子发芽率及育苗技术等至今未见报

道。因此需要对铁刀木种子进行播种前处理, 以打

破种皮障碍,提高种子萌发率, 为培育壮苗工作奠定

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2005年 11月份, 铁刀木果实大量成熟时, 从云

南省西双版纳勐腊县勐仑镇周围村寨采集新鲜铁刀

木荚果,将采收后的荚果及时在阳光下暴晒,使种子

自然脱落,也可用棍棒敲打夹留在果内的种子,使之

脱落。种子千粒重 27. 1 ? 1. 35 g。

1. 2 试验方法

1. 2. 1 自然储藏试验: 种子在常温下 ( 25e )自然

储藏,分别于 1个月、6个月、18个月和 30个月后进

行种子萌发实验。储藏时间每隔 1个月检测发芽

率。

1. 2. 2 种子处理试验:以自然储藏 7个月的种子进

行需光、硫酸浸泡、人工破种皮、温汤浸种等促进种

子的发芽试验,其具体处理如下:

1)需光试验: 在萌发时, 白天 12h光照 ( 250

Lmo l# m
- 2 # s和 30e 温度条件, 12 h黑暗和 20e

温度条件的光照培养箱中进行。不需光发芽试验,

白天晚上都没有光照,但白天 12 h、温度仍为 30 e ,

晚上温度仍为 20e 。

2) 温汤浸种试验:设置 4种不同温度的温水浸

种处理和一个对照 ( CK ), 分别是 20e ( CK)、40e 、
60e 、80e 、100e ,浸种 30m in后让其自然降温并浸

泡 1 d,晾干种子进行发芽试验。

3) 硫酸浸泡试验: 以 80%的硫酸分别浸泡铁

刀木种子 5m in、10m in、20m in、30m in、40m in,对照

( CK )为清水浸泡,浸泡完毕后迅速用流水冲洗并在

清水中再浸泡到 10h,晾干种子进行发芽试验。

4)人工破伤种皮试验:用人工的方法破伤铁刀

木种皮,对照为不作任何处理。

1. 2. 3 萌发实验和数据分析: 萌发实验在 12h光照

( 250 Lmo l# m
- 2 # s)和 30 e 温度条件, 12h黑暗和

20 e 温度条件的光照培养箱中进行,将种子置于培

养皿中浸湿的滤纸上萌发。每个培养皿中放置 100

粒种子,每个处理重复 3次。萌发持续 150 d, 每天

加水维持滤纸湿润。统计种子萌发数、霉粒数。

1. 3 数据分析
以对照或储藏 0天为准, 计算其他处理的相对

发芽率和相对发芽势。采用最小显著差异法 ( LSD )

检验不同处理条件下的差异显著性。

2 结果分析

2. 1 储藏时间
铁刀木种子随着储藏时间的增加, 其发芽率逐

渐降低。新鲜种子的发芽率可达 95%以上,在贮藏

0至 3个月的种子发芽率还在 90%以上。但储藏 3

个月后,种子发芽率迅速降低,其发芽率为 70%左

右, 储藏 9个月后种子发芽率不到 50%,储藏 1 a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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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具有发芽能力, 发芽率约为 25%以上 (图 1)。这

与国外的一些报道有相似的情况
[ 14]
。

图 1 不同储存时间铁刀木种子发芽率

F ig. 1 The germ ination pe rcentage o fCassia siam ea in d iffe rent

sto rage time

2. 2 种子需光发芽试验

铁刀木种子在白天有 12h光照 ( 250 Lmo l/

(m
- 2# s)、30e 条件下, 发芽率和发芽势分别为

81133 ? 3. 21%和 59. 33 ? 9. 29% ,明显高于不需光

条件下的发芽率和发芽势, 经过 t检验达到极显著

差异。萌发天数为 80. 7 ? 21. 1 d, 比不需光条件下

萌发天数缩短 38. 6 d, 也达到极显著差异 (图 2)。

说明铁刀木种子萌发时还是需要适当的光照, 这样

有利于提高发芽率和整齐度,缩短发芽天数。

2. 3 温水处理对铁刀木种子萌发的影响
用 40e 、60e 、80e 、100e 的水浸泡铁刀木种

子,比较不同处理对铁刀木种子发芽率、发芽势和萌

发天数的影响,结果见图 3。由图 3可以看出, 不同

温度的温水浸种, 对铁刀木种子发芽率的影响差异

比较明显, 60e 和 80e 浸泡铁刀木种子, 可明显提

高其发芽率,比对照和 40e 和 100e 处理的发芽率
高 4% ~ 10%。同时, 除 40e 和 100e 处理的发芽

势与对照没有差异外,其它处理都可明显提高铁刀

木种子的发芽势, 比对照的发芽势高 14% ~ 23%。

此外, 40e 和 60e 处理的萌发天数与对照没有差
异, 而 80e 和 100e 处理可明显缩短铁刀木种子的

萌发天数,比对照少 22. 6 d~ 40. 3 d。说明温水处

理对铁刀木种子萌发还是有较大的影响,其中 80e
处理不仅能提高发芽率和发芽势, 同时也使萌发天

数明显缩短。

图 2 铁刀木种子不同光照条件下的发芽率比较 ( P< 0. 01,

LSD )

F ig. 2 The germ ination pe rcentage ofCassia siam ea. in d iffe r-

ent sun light ( P< 0. 01, LSD test)

图 3 不同温水浸泡对铁刀木种子的萌发比较 ( P< 0. 05, LSD )

F ig. 3 The comparisons o f g erm ination ab ility ofCassia s iam ea in d iffe rent temperature deg rees of w ater ( P< 0. 05, LSD test)

2. 4 浓硫酸处理对铁刀木种子萌发的影响

用 80% 的浓硫酸处理铁刀木种子 5 m in、10

m in、15 m in、20m in、30m in,比较不同处理对铁刀木

种子发芽率、发芽势和萌发天数的影响, 结果见图

4。由图 4可以看出, 未处理种子 ( CK )的发芽率为

78. 22 ? 1. 14%; 除用 80%浓硫酸处理种子 30 m in

的发芽率明显降低外,只有 49. 32 ? 0. 99% ,其余处

理和对照的发芽率相比都没有差异。说明用 80%

的浓硫酸对铁刀木种子浸泡 30 m in会灼伤部分种

子, 而使其失去活力,降低发芽率。但不同处理的发

芽势存在明显的变化,处理 5 m in和 10m in的发芽

势与对照没有差异,而处理 15m in和 20 m in的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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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明显高于对照和处理 5 m in, 其中发芽势最高的是

处理 15 m in, 达 74. 07 ? 1. 45% , 其次是处理 20

m in,为 67. 91 ? 2. 00%。同时, 各种处理的萌发天

数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处理 5 m in和 10 m in的萌发

天数与对照没有差异,需要 125. 0 d~ 132. 33d,而处

理 15m in、20m in、30 m in的发芽天数明显少于对照

和处理 5m in、10 m in, 并随浓硫酸处理时间延长而

减少,处理 15m in时,萌发天数为 40 ? 3. 6d,到处理

30m in时萌发天数只需 24. 3 ? 9. 0 d。

图 4 不同浓硫酸处理对铁刀木种子萌发影响 ( P< 0. 05, LSD )

F ig. 4 The e ffect on germ ination ab ility o fCassia s iam ea. in d ifferent dens ity o f concentrated sulphur ic ac id ( P< 0. 05, LSD test)

2. 5 人工破伤种皮对铁刀木种子萌发的影响

破伤铁刀木种子的种皮的发芽率为 77. 67 ?

2108%, 比对照低 4. 77%, 经 t检验差异不显著。但

对提高发芽势、缩短发芽天数有极显著的效果

(图 5)。破伤种皮处理的发芽势比对照高 14. 76% ,

发芽天数缩短 124. 6 d,其提高发芽势和缩短发芽天

数都达到极显著差异。说明影响铁刀木种子萌发的

关键是因为种皮透水性较差,不易吸水膨胀,严重影

响了种子的萌发。

图 5 破伤种皮对铁刀木种子萌发的影响 ( P< 0. 01)

F ig. 5 The effec t on the germ ination ability o fCassia

siam ea by scar ification ( P< 0. 01)

3 结论与讨论

  铁刀木种子在室内自然储藏条件下, 一般可储

藏 1 a以上, 但随着储藏时间的增加, 其发芽率逐渐

降低。新鲜种子的发芽率可达 95%以上,在贮藏 0

至 3个月的种子发芽率还在 90%以上。但储存 3

个月后,种子发芽率迅速降低, 其发芽率只有 75% ,

储存 12个月后种子发芽率只有 25%左右。

  铁刀木种子在需光照条件下的发芽率和发芽势

分别为 81. 33 ? 3. 21%和 59. 33 ? 9. 29%, 明显高于

不需光照条件下的发芽率和发芽势, 萌发天数为

80. 7 ? 21. 1d, 比不需光照条件下萌发天数短 38. 6

d。说明铁刀木种子萌发时还是需要适当的光照,这

样有利于提高发芽率和整齐度,缩短发芽天数。

  铁刀木种子细小, 种皮较硬,并有蜡脂保护层,

存在种子发芽困难, 发芽整齐度差的问题。采用温

水浸泡、种皮破伤、硫酸浸种对铁刀木种子萌发均有

促进作用,其中破伤种皮、用 80e 温水浸泡 20 m in

和 80%硫酸浸泡种子 15m in处理效果最佳,虽然对

萌发率没有影响, 但与对照相比,发芽势明显提高,

萌发天数明显缩短。特别是 80% 硫酸浸泡和破伤

种皮缩短萌发天数更为明显, 比对照缩短了 120 d

以上。因此, 在进行铁刀木种子育苗时, 可采用

80%硫酸浸泡种子 15 m in或 80e 温水浸种 30m in,

可有效提高种子萌发的整齐度, 而破伤种皮比较费

时费力,一般不宜采用。这为解决铁刀木种子萌发

难、萌发期长、萌发整齐度差等问题提供一种新的处

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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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从而塑造种群数量特征、存活动态, 其中人为

因素, 如垦殖、栽培发挥了重要作用。

核桃生殖产量与营养生产力相关,充分开发利

用核桃资源、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需要进行核桃的科

学栽培和管理, 以提高核桃油料产品的产量。这需

要从核桃的生长开始, 调控影响生殖产量的各个环

节来促进核桃树的结实和提高产量。首先, 要增加

核桃树生长立地的土壤厚度,增加土壤养分和水分

的保持能力,保证核桃生长所需要充足的土壤营养

和水分资源。其次,要加强保水保墒,提高花芽分化

的数量和质量,进而提高核桃雌花数量,增加核桃的

结实潜力。再次, 人工施肥 (无机肥和有机肥 ), 增

加核桃生长发育开花结实所需的营养资源。最后,

需要加强树体管理,及时清除枯死枝条,促进萌枝更

新,提高核桃生长枝条的大小和数量,以保证核桃果

实发育的基本条件。同时, 结合核桃树冠幅与生长

的变化关系以及核桃充分生长发育对光照的需求,

栽培时,尤其是路旁、水边、田边、屋边栽培时需要考

虑大龄核桃树冠幅生长所需要的空间, 科学确定株

距,这样利于保证栽培个体的持续生长和旺盛生长,

也是保证稳定的核桃资源, 以及获取连年的高产和

稳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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