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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锰酸钾浸种对荞麦种子萌发的影响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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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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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福强

(西 昌学院农学系
,

四川 西 昌 6 r s o l 3 )

t摘 要 ]用不同浓度的 K M n o
4

( 0
.

2% ; 0
.

3% ; 0
.

5% )对荞麦种子进行不同时间浸种 ( l m i n ; 3 m i n ; s m i n )

处理
,

研究 K M n O
4

对荞麦种子萌发的影响
。

结果表明
,

KM n 0 4

对荞麦的萌发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

但随 K M n认

的浓度增加和浸种时间延长而有降低的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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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锰酸钾 ( K M
n O

4

) 是生产上常用的浸种消毒

剂
,

能消除种子所带来的病毒
,

促使种子发芽迅速
,

生长整齐
,

但在生产实际中我们发现 K M n O
4

对西荞

1号种子的萌发有抑制作用
。

为此
,

设计此实验以期

探讨 KM n o
;

对西荞 1 号种子发芽的影响
。

l 材料与方法

1
.

1 实验材料

供试的荞麦种子为西 昌学院科研所提供的西荞

l 号
。

1
.

2 实验方法

将荞麦种子分别进行不同浓度的 K M n O
4

溶液

( 25 ℃ )
、

不同时间的浸种 (表 1 )
,

浸种后用蒸馏水冲

洗干净
,

然后移至垫有吸水海绵的滤纸的培养皿 (经

1 50 ℃
,

40 m in 干热灭菌 )中
,

每天 向培养皿中加人新

鲜蒸馏水
,

使海绵及种子漂浮于水面上 (种子始终处

于湿润状态下
,

但并未淹于水中 )
,

放人 SH H一 2 5 0G s

人工气候箱中 ( Oh 光照
,

2 5℃
,

R H7 5% )培养
` ’

, ’ 〕。

每

个处理重复 3 次
,

每个培养皿放 50 粒种子
。

从人人

工气候箱时记时
,

每隔 2h4 观察记录一次发芽率
,

以

胚根 突破种皮 l m m 为发芽标准
l ,

,

41
,

连续 3 天 内无

新增发芽种子记为发芽完成
。

每天测定各处理的过

氧化氢酶 ( CA )T 活性
,

至子叶展开结束
,

并计算发芽

率
、

发芽势和发芽指数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KM n O
4

处理对荞麦发芽率
、

发芽指数的影响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 d2 的发芽率各处理间有显

表 1 K M n O
;

对西荞 l 号种子不同处理方法

处理

C K (对照 )

K IT -

K
zT 3

K
IT S

K
3
T

I

K
3T 3

K
3T S

K
ST I

K
S
T
3

K S
T
S

K M n 0
4

浓度
、

浸种时间

蒸馏水

0 1% K M n O
、

浸种 1 m i n

0
.

1% K M n O
;

浸种 3 m i n

0
.

1% K M n o
;

浸种 s m i n

0
.

3% KM n o
;

浸种 l m i n

0
.

3% KM n O
;

浸种 3m i n

0
.

3% KM n O
;

浸种 s m i n

0
.

5% KM n o
;

浸种 l m i n

0
.

5% KM n O
4

浸种 3m i n

0
.

5% KM n O
;

浸种 s m 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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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差异 ( K
3
毛 和 Ksrr

,

无显著差异 ) ;在相同的浸种时

间条件下
,

随 K M n O
4

浓度的增加
,

发芽率
、

发芽指数

下降 ;在相同 K M n O、

浓度处理时
,

随着时间的延长
,

发芽率反而下降
,

但发芽指数变化不大 ; 在用 K M
-

n o
、
后

,

Zd 时的发芽率明显低于对照
,

但对最终 ( 4d)

发芽率无显著影响
,

这说明 KM n O
4

对荞麦种子发芽

并无明显的抑制作用
,

只是对种子的发芽有延迟作

用 ; d2 的发芽指数相差较大
,

明显小于 C K 处理
,

且

有随 K M n O
4

的浓度加大和浸种时间延长而降低的

趋势
。

2
.

2 K M n O
4

处理对荞麦 CA T 活性的影响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
,

低浓度 ( 0
.

1%
、

0
.

3% )时
,

同浓度下浸种时间对荞麦 CAT 活性的影响差异不

显著
,

高浓度下 ( 0
.

5% )浸种时间有显著差异
,

K M
-

n O
4

处理对荞麦 CA T 活性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K
S
IT

除外 )
,

而且不同浓度间有显著差异
。

表 2 : 4 d 和 Z d 的发芽率的方差分析

4 d Zd

处理 平均值 (% )
差异显

著性

发芽

指数
平均值 (% )

差异显

著性

一、é
、

5.0
SU孙只
ù

DAHCFF1BGEaJULcn犷1LU户I984634.47.3960403CK

K r
T

z

K
I
T
3

K
,

毛

K 3T -

K
3
T

3

K
3T S

K ,
T

-

K
S
T

3

K
S
T
S

9 1
.

9

le口乙

1 2
.

3

1 2
.

5

1 1
.

3

12
.

3

9
.

7 5

1 1

6
.

7 5

1 1
.

8

10
.

5

1 1
.

8

发芽

指数

2 4
.

5

1 1
.

5

8
.

5

1 1
.

5

10
.

5

9
.

5

AAAAAAAAAA

9

98100.929795
aLaUaa1D

,

bb
LaU

.89.91.9294

注
:
显著性差异中小 写是 5%

,

大写是 1%

发芽率
=
正常发芽的种子数 / 总种子数

*

100 %

发芽指数
二
乏( T 时间 内的发芽种子数 /相应 的发芽天数 )

表 3 : KM n O
4

处理对荞麦 C A T 活性的差异性比较 ( SS R 测验 )

处理 平均值 (% )
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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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讨论
KM n 0

4

对荞麦种子萌发只表现出延迟并未对

其最终发芽率产生显著影响
。

对 K M n O
4

延迟荞麦种

子发芽的这一作用机理目前尚无文献报道
,

尚需作

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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