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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染胡种子 形 态结 构 与发茅的研 究

口彭 励 吴晓玲 泞夏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银川

鲍 瑞 韦 红 泞夏绿苑沙生药用植物研究所 灵武

摘 要 本文研究 了银柴胡野 生与栽培种子 的形 态结构特点
,

筛选 了种子 萌发条件
,

比较 了野生

与栽培种子 以及不 同产 区
、

不 同栽培年限
、

不 同大 小 的种子 的发 芽率
,

为进一步制 定银柴胡种子质量

标准提供依据
,

为生产优质种子提供指导
。

关键词 银柴胡 种子 形 态结构 发 芽

一
、

前 言
步推广银柴胡规范化种植技术提供服务

。

传 统 中 药 银 柴 胡
。。 以 是宁夏主要道 地药 材之一

,

也是 宁夏

中西部 干旱带改善生态环境 的重要植 被资源
。

具清

虚热
、

除疮热之功效
,

用 于阴虚发热
、

骨蒸 劳热
、

小儿

疮热等症 ’。

世纪 年代后期
,

银柴胡人工栽培技

术在宁夏获得 了成功
,

目前
,

已 在许多干旱少雨 的荒

漠地 区 推广应用
,

不仅缓解 了该药材 品种供应 紧张

的状态
,

也极大地改善 了荒漠地 区 的生态环境
。

银柴

胡 的栽培方式主要有移栽和直播两种
,

栽培年限 一

年不等
。

长期 以来
,

银柴胡种 子一直靠采集野生种

子
,

或者作为药材 的副产 品来生产
,

市场上提供 的银

柴胡种子鱼 目混珠
,

质量参差不齐
,

生产和销售 中也

缺乏统一 的质量标 准
,

影 响了药材 的质量
。

为此
,

我

们开展 了对种子质量标 准 的相关研究
,

旨在 为进 一

二
、

材料与方法

收稿 日期 一 一

修回 日期 一 一

材料

种子分别 收集于宁夏银 柴胡 主要种植 区
。

野 生

种子经宁夏药检所邢世瑞老师鉴定 为正品银 柴胡种

子
。

方法

利用解 剖镜观察银 柴 胡 种 子 的外 部形 态特征
。

将种子纵切
,

观察其 内部结构
。

比较野生与栽培种子

在形态结构上 的异 同
。

发芽试验

种子放在培养皿 内 层滤纸铺成 的发芽床上
,

加

水 以 浸 润 滤 纸 为 度
,

每 皿 放 种 子 粒
,

次 重 复
,

然后分别放人不同的温度
、

光照 条件下
,

每 检查一

次发 芽情 况
,

以 胚 根 突破 种 皮 达 到种子 长 度 卜

倍长时开始计数
,

记 录发芽数
,

统计发芽率
。

发芽试

验在光照培养箱 内进行
,

温度条件分别设置 为 巧 ℃
、

宁夏 自然基金项 目资助 宁夏银柴胡种子萌发特性及其质量标准研究
,

负责人 彭励 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 目 川牛

膝等十五种中药材规范化种植研究
,

负责人 鲍瑞
。

联系人 彭励
,

副教授
,

硕士生导师
,

主要从事结构植物学和植物化学等研究工作
,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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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士 ℃的恒 温
,

光 照条件设 置 为全光

照
、

半光照 光照 黑暗
、

全黑暗
。

三
、

结果与分析

银柴胡种子形 态结构特点

正品银柴胡 汉

为石竹科繁缕属多年生草本植物
,

其种子具

有 以下形态结构特征 成熟种子呈长椭 圆形
,

种皮深

褐色或棕褐 色
,

表面不 光滑
,

有较 多刺 瘤状 突起
,

种

孔一端有一弯锥状结构
,

种子大小为
。

种皮

内具有发育完整 的胚
,

胚体类 型 为周边形
,

呈 白色或

类 白色
,

双子叶包 围 的 中心 为胚乳
,

为有胚乳 种子
。

被调查 的所有人工栽培种 子与野生种子 的形态结构

之间没有明显差异
。

见图片
,

不 同遏遗盗业旦业全直 芽奎丝鱼响

温度是影响种子发芽 的重要条件之一
。

通 过试

验发现 结果见表
,

温度对银 柴胡种子 的发芽有显

图 银柴胡种子表面照片

著影 响
。

其中
,

在 ℃时发芽率最低
,

为 ℃

时发芽率最高
,

为
。

但在 比较 ℃和 ℃时条

件下发芽率时
,

两者差异不显著
。

因此
,

银

柴胡种子发芽的温度条件为 ℃
。

不 同光照条件对种子发芽率的影响

从试验结果可 以看 出 见表 不 同的光照处理

之 间其银柴胡种 子发芽率无显著差异 但全黑 暗时

种子形成 的幼苗黄化
、

细弱
,

因此
,

选择半光照 即

小时光照
,

小时黑暗 作为发芽条件之一
。

人工栽培种子与野生种子发芽率比较

在确定 的发芽 条件下
,

比较 了人工栽 培银 柴胡

的种子与野生种子的发芽率
,

结果见表
。

人 工栽培

的种子不低 于野生种子 的发 芽率
。

栽培生 长年 限对

人工栽 培 的种子 的发芽率有影 响
,

但其 中 年 生植

株其种 子发芽率最高
,

为
,

四 年生植株 其 种子

的发芽率最低
,

为
,

差异极显 著
。

不 同大 小 的种子发芽率比较

为 了考察样 品种子 的千粒重差 异对 发芽率的影

响
,

分别选取红寺堡和 同心预旺 两 个地 区 人 工 栽培

种子
,

用 号筛子分选 出大
、

小两类种子
,

在设 定 的

发芽条件下进行发芽率测定
,

其结果见表
。

从测定结果看
,

无论是来 自同心预 旺
,

还 是 来 自

红寺堡 的样品
,

不 同大小种子 的发芽 率之 间无 显 著

性差异
。

在 田间试验 中
,

也得到同样 的结果
。

分析其

原 因可能与种子成熟时
,

种子 的胚 已 发育完全
,

而且

不存在休眠现象有 关
一 。

空夏不同益喳坚连鱼柴胡种子发芽率参匕较

对宁夏 个银 柴胡栽培 区 份样 品的发芽率进

行 比较 结果见表
,

发现不 同栽培 区 的种 子 发芽率

有所不 同
。

即使 同一产 区
,

不 同年份采集 的种子 的发

芽率也不相 同
。

四
、

小 结

图 种子纵剖结构照片

种子形态结 构 的特点是评价种子真 实性 的 重要

参数之一
。

通过对道地产 区银柴胡种子 的形态结构

研究
,

首次较详细地描述 了正 品银 柴胡种 子 的感官

鉴定特征
,

为银柴胡种子 的鉴定提供 了依据
。

种子发芽率是反映种子 活力 大小 的指标
,

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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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同温度对种子发芽率的影响

处理
发芽率 平均发芽

重复四 率

差异显著性

重复一 重复二 重复三

℃

℃

℃

℃

了,

表 不同光照条件对种子发芽率的影响

处理
发芽率

重复一 重复二 重复三

平均发芽
重复四 率

差异显著性

气、﹃︺

⋯
八、八,︶全光照

半光照

全黑暗

表 人工栽培与野生种子发芽率的比较

处理
发芽率 差异显著性

重复一 重复二 重复三

平均发芽率
重复四

栽培 年

栽培 年

栽培 年

栽培 年

野生

刀

、

,‘八八

︸、︺,只︸︻了门

表 种子大小与发芽率的关系

样品
发芽率

仅与种子本身 的质量有关
,

还 与萌发

条件有直接的关系
。

研究发现
,

温度

对银柴胡种子的发芽率有直接影响
,

℃时种子 的发芽率最高
,

℃时 发

芽率 明显下降
,

这一结果 与 已报道 的

其他 药用植物种子 发 芽特性相似

但是
,

不 同光照条件对发芽率没有显

著的影响
。

在适宜 的萌发条件下
,

通过测定

分析不 同产 区
、

不 同栽培年限及野生

种子的发芽率
,

发现银 柴胡种子平均

发芽率在 一 之间
,

经过显

著性分析后可划分三个水平
。

同时
,

也证明了野生种子 与人工栽培种子
、

大种 子 与小 种 子之 间在发 芽率这个

质量指标上无显著差异
,

这些结果为

种 子质 量标 准 的制定 提供 了理论 依

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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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 学生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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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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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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