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荞麦 !"#$%&’()* +,-%.(’/ 0 是蓼科 !1%2’$% 3
4#56#6 0 荞麦属 !"#$%&’()* 7,228 0 多年生草本植物
9 : ;，原产于中国西南，分布于陕西、广东、四川、湖南、

贵州及云南等省区海拔 <=> ? @<>> 米的山谷湿地或

山坡灌木丛中。是一种营养丰富并具有重要药用价

值的资源植物 9 < ;。作为中国重要的传统中药材，金荞

麦的块根活性提取物（主要为类黄酮次生代谢产物）

具有显著的抗癌、抑制肿瘤细胞侵袭和转移，以及消

炎抗菌等重要作用。目前，由于人工栽培的金荞麦

产量和品质的限制，造成了对野生金荞麦资源的大

量需求，进而对野生资源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种源大

量减少，濒临灭绝。鉴于此，如何解决金荞麦生产上

的问题显得非常紧迫。温度是植物种子发芽和出苗

的基本条件之一，温度过高或过低均会影响种子活

力，造成发芽和出苗的不良。关于温度对种子出苗

的影响报道很多，但目前对金荞麦种子不同发芽温

度的研究尚无详细报道。并且用 1AB 各浓度对金荞

麦模拟抗旱性的研究也没有相关报道。为了解金荞

麦种子出苗所需的最适温度和对干旱的耐受程度，

在不同温度条件和 1AB 浓度下对金荞麦种子进行

了萌发试验，为把握金荞麦育苗技术、确定合理播种

期、进行规模化生产和田间大量快速育苗提供科学

依据。

: 材料与方法

:8 : 试验材料

试验所用种子是西昌学院荞麦野生资源研究课

题组于 <>>C 年 D 月在四川省采集的野生金荞麦成

熟种子，千粒重 E:8 E<$。

:8 < 试验仪器及物品

本次试验所用仪器是重庆市永生实验仪器厂生

产的人工气候箱，发芽床是直径为 D5* 的培养皿，

发芽纸为粗滤纸。

:8 @ 试验方法

试验于 <>>F 年 = 月在西昌学院农学系人工气

候实验室进行。试验采用二因素随机区组设计，@ 次

重复。G 因素为发芽温度，设 E 个水平，分别为 =H、

:>H、:=H、<=H；I 因素为 1AB 浓度，设 E 个水平，

分别为：>、=J 、:>J 、:=J 。试验共 :C 个处理，利用

人工气候培养箱控制发芽温度，分别测定发芽率、发

芽势和发芽指数，寻找最佳的发芽温度和 1AB 浓度

组合。

每个处理 @ 次重复，每次重复 @> 粒种子。试验

时将种子置于垫有湿润滤纸的培养皿中，每皿摆放

@> 粒种子，粒与粒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然后再倒

入各浓度的 1AB 溶液。

:8 E 试验管理、观察、记载

当有种子发芽时开始记载，每 <EK 观察、记载 :
次 （>L：>>）。保持发芽床的湿润，以免影响种子发

芽。发芽标准为胚根突破种皮，以发芽高峰出现的日

温度和 1AB 浓度对金荞麦种子萌发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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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不同发芽温度和 1AB 浓度对金荞麦种子发芽的影响，主要测定了发芽势、发芽率和发

芽指数三项重要指标。结果表明，不同发芽温度对金荞麦种子以上三项指标的影响均达到了显著差异，不同

1AB 浓度对金荞麦种子发芽率的影响达到了显著差异，而对发芽势和发芽指数没有显著差异。其中发芽温

度 :=H和 =J 的 1AB 浓度是金荞麦种子发芽的较适宜温度和 1AB 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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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统计发芽势，连续 &’ 平均发芽率不足 !( 的日期

为统计发芽率的日期。最后对试验所得数据进行整

理，并进行方差分析。

!) & 测定项目

发芽率 *( + % &’ 发芽的种子数 , 供试种子数 -
!..

发芽势 *( + % /’ 发芽的种子数 , 供试种子数 -

!..
发芽指数（01）% 当天发芽数（02）, 天数（32）

4 结果与分析

金荞麦种子不同发芽温度和 560 浓度的发芽

试验结果列入表 !。

表 ! 发芽温度和 560 浓度对金荞麦种子发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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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发芽温度和 560 浓度对发芽势的影响

经 @A@@!!) . 软件统计分析，效应检测结果表

明，发芽温度对发芽势影响很大，发芽温度对发芽势

的影响达到了显著差异 （A B.) .!），560 浓度对发

芽势的影响未达到显著差异（AC .) .&）。

图 ! 表示金荞麦种子在不同发芽温度和 560
浓度下发芽势的平均值，&、!&7发芽温度下发芽势

在 ; 种 560 浓度下均高于 !.7和 4&7。进行多重

比较后结果表明：&、!&7 发芽温度下发芽势高于

!.7和 4&7下的发芽势，发芽温度间对发芽势的影

响达到了极显著差异。而不同 560 浓度间未达到显

著差异。!&7发芽温度和 &( 560 浓度下发芽势达

到了 :9) :( 明显高于其他组合的发芽势。

4) 4 温度对发芽率的影响

发芽温度和 560 浓度对金荞麦种子的发芽率

影响明显。经统计分析，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发芽温

度对金荞麦种子的发芽率影响达到了极显著差异（A

B.) .!），560 浓度对发芽率影响未达到显著差异

（AC .) .&）。

图 4 表明，&、!.7 发芽温度下发芽率在 ; 种

560 浓度下随着 560 浓度的增高而增高，到了 !.(
的 560 浓度后下降；!&7发芽温度下发芽率在 ; 种

560 浓度下随着 560 浓度先增高，到了 !.( 的 560
浓度后下降；4&7发芽温度下发芽率在 ; 种 560 浓

度下随着 560 浓度的增高而下降。进行多重比较后

结果表明：发芽温度间对发芽势的影响达到了极显

著差异 （A B.) .!）。不同 560 浓度间达到显著差异

（A B.) .&）。!&7发芽温度和 &( 560 浓度下发芽势

达到了 <.( D 明显高于其他组合的发芽率。

4) / 温度对发芽指数的影响

经统计分析，发芽温度对发芽指数的影响均达

到极显著差异 （A B.) .!），560 浓度对发芽指数影

响未达到显著差异（AC .) .&）。

由图 / 可以看出：&、!&7发芽温度下发芽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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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与讨论

#$ ! 在试验中不同发芽温度对金荞麦种子的发芽影

响显著。%、!%&发芽温度下发芽速度快，发芽整齐

度高。多重比较的结果表明，%、!%&发芽温度间差

异不显著。!’、(%&发芽温度下发芽速度慢，发芽率

低，发芽时间较长。因此 %、!%&是金荞麦种子的最

适宜发芽温度。

#$ ( 试验中，各 )*+ 浓度对发芽的影响不显著，但

也表现出一定的规律，随着 )*+ 浓度的增加而增

加，到了 )*+ 浓度 !’, 以后发芽势、发芽率和发芽

指数又逐渐降低。初步确定发芽温度和 )*+ 浓度的

最佳组合为：!%&发芽温度和 %, )*+ 浓度。

#$ # 从试验的效应检测结果来看。发芽温度对发芽

势、发芽率、发芽指数的影响均达到了差异显著水

平。进一步的多重比较结果表明，发芽温度间对三项

指标的效应大于 )*+ 浓度的效应，发芽温度是引起

这三项指标显著差异的主要因素。

防止干旱是当前农业生产中提高种子发芽率和

田间出苗率的重要措施之一，选择适宜的干旱程度

显得尤为重要。适宜的发芽温度能保证种子的发芽

与出苗，但在较高或较低的发芽条件下，可以通过选

择适宜的干旱程度来尽可能提高种子的发芽与出

苗。本试验的研究结果表明，通过选择适合的发芽温

度和 )*+ 浓度组合，可以达到提高种子的发芽与出

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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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坪等：温度和 )*+ 浓度对金荞麦种子萌发的效应

在 9 种 )*+ 浓度下均高于 !’&和 (%&。进行多重

比较后结果表明：%、!%&发芽温度下发芽势高于

!’&和 (%&下的发芽势，发芽温度间对发芽势的影

响达到了极显著差异。而不同 )*+ 浓度间未达到显

著差异。!%&发芽温度和 %, )*+ 浓度下发芽指数

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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