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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条件下雪松种子出苗规律

金文通 孙晓萍 俞仲格

�浙江省杭州市园文局苗圃
，
杭州 �������

滴 要 在田 间
，
雪松种子播种前用冷水分别浸种�� �和�� �后 再 用�

�

��� �
一 ’
高锰

酸钾溶液杀菌���
，
出苗率有明显提高

，
其 中以 浸种�� �处理后 的种子 出苗率较高

。

时雪松种子的田 间出苗过程进行 了分析和回 归
，
建立 了种子 出苗过程的模型方程

。

关健词 雪松 � 种子， 田间试验� 育苗

中图分类号 ����
。
���

一

�

雪松������� ��咐盯��是世界著名的观赏树种和园林绿化树种
，
原产喜马拉雅山 西部及

喀喇昆仑山区海拔 ����一 �����地带
，
常组成纯林或混交林

，

在海拔 ����一 �����地带

生长旺盛 〔 ’�。 因其树姿雄伟
，
树干挺拔

，
且具有较强的防尘

、

减噪与杀菌能力而得到广泛的引

种和栽培
。

目前
，
雪松的繁殖手段主要以扦插和播种为主

。

从实践的效果看
，
实生苗在树姿

形态上要优于扦插苗
。

雪松常因雌雄球花的授粉需人工辅助
，

种子不易多得
，
按常规播种的

出苗率也仅������
。

可见
，
如何在播种前进行各项处理

，
提高出苗率

，
扩大优质苗木数量

，

是一个有待突破的问题
。

有人认为
，
播种前对种

一

�立的处理可克服两种形式的休眠
，
即因不渗透

或坚硬种皮不能吸水而产生的休眠和因种子内部生理状态带来的休眠间
。

本试验在田间条件

下
，
将雪松种子用冷水分别浸种�� �和�� �后再用�

�

����
一 ’
高锰酸钾�分析纯

，
浙江省萧山化

学试剂厂制造�溶液杀菌�� �后播种
，
旨在提高种于的出苗率和种苗质量

。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 供试种子

干藏越冬
， ����年 �月从印度进 口

，
种子千粒重为��� �

。

��� 播种土坡

杭州市园文局苗圃内的砂质黄壤
，
�� 值为�

�

�，
肥力中等

。

�
�

� 播种日期

����年 �月��日
。

�
。
� 种子处理

�
�

�
�

� 对照���� 取��� �干种子在 �
�

��
�

�
一 ’
高锰酸钾溶液中杀菌 �� �后随机抽样 得到

试验种子
。
�����粒

，
�����粒

，
��� ���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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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处理 � 将干种子中随机抽样得到的 �个重复的种子分别放入装有足够冷水 的 塑料

盆内
，
浸种�� �后分成沉子和浮子两部分

，
沉浮之比约�

��
。

然后将种子用�
�

��‘�
一 ‘
高锰酸

钾溶液杀菌�� �钟
。
�个重复为

�
重复 �，���粒种子�沉子��粒 � 浮子��粒�� 重复五 ， ���粒

种子�沉子��粒 � 浮子��粒�， 重复班
，
���粒种子�沉子��粒 � 浮子��粒�

。

�
�

�
�

� 处理 � 将干种子中随机抽样得到的 �个重复的种子分别放入装有足够冷水 的 塑料

盆内
，
浸种�� �后种子沉浮比为���

。

然后种子杀菌
。
�个重复为

�

重复 �
，
���粒 种子 �沉子��

粒 � 浮子��粒�， 重复 兀
，
���粒种子�沉子��粒 � 浮子“ 粒�， 重复皿

，
���粒种子�沉子��粒

� 浮子��粒�
。

�
�

� 播种方法

播种前对深翻的播种地喷洒�
。
����

一 ‘
的敌敌畏乳剂�纯度���

，
湖南衡阳市金雁化工厂

制造�
，
密封 ���� �后精细整地

，
筑深沟高畦苗床

。

苗床宽�����
，
高����� ��

。

床面整细

成龟背状
，
利于土壤通气排水

。

种子采用双条点播
，
行距�� ��

，
株距 �� ���

。

播种后覆

黄心土
，
厚度为 ���

。

在种子出苗过程中各处理间保持相同的田间管理
，
用芦帘遮荫

，
日盖

暮揭
，
遇雨时用塑料薄膜保护

。

幼苗出土��后喷施�
� ����倍的甲基托布津 ����的 可湿性

粉剂
，

浙江杭州东风农药厂制造�溶液
，
以后平均每周喷施 �次

。

结果与讨论

处理与对照差异极显著

表 �

�����

不同处理种子的平均出苗率
��� ���� �� ����������� ����

����������� ����������

�

处 理

��

平均 出苗率 比对照增产

从表 �可见
，
经过�� �冷水浸种后

，
雪

松种子的平均出苗率达��
�

��
，
比对照高出

��
�

��
。

浸种�� �后
，
种子的平均出苗率为

��
�

��
，
比对照高出 ��

。
��

。

经过不同处理

间和重复内的方差分析和 �值检验
，
表明处

理 �和处理 �与对照比较均达 ���极显著标

准�表 ��
。

处理 �和处理 �之间的比较差异

不显著
，
但处理 �的出苗率�比 处�理 �高 出

�
�

��
。

可见
，
适当时间的浸种能显著提高雪松种子的出苗率

。

浸种时间达�� �以后
，
虽然种

子的出苗率与对照比较差异仍达到极显著水平
，
但与�� �浸种的处理比较

，
出苗率显然有所

回落
。

表 � 不同处理的，松种子出苗率比较
����� � ���������� ����� ���� ����� ������ ����� �������� ������� �� ��������� ����������

处 理
不同重复出苗率��

重 复 重 复 � 重 复 址

平均出苗

率��

差异显著性

�
�

�� �
�

��

�
�

� 不同处理的出苗时间和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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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报道认为种子的出苗速率是重要的
。

早出苗有助于成株和最大限度地延长生长周期
。

作物出苗整齐
，
便于生长期间有效地管理

。

出苗时间越短
，
出苗速率就越快�’� 。

试验对不同

处理的雪松种子的整个出苗过程进行了观察

和比较
。

表 �表明
，
浸种可缩短雪松种子的

出苗过程
，
提高出苗速率

。

未浸种部分种子

在播后第��天开始出土
，
至第 �� 天��月��

日�结束出苗
，
出苗过程为�� �

。

浸 种 �� �

的种子在播后第��天开始出苗
，
播后第��天

停止出苗
，
出苗过程为�� �

，
与对照比较缩

短了 ��
，
按结束出苗的日期计算提早 � �

完成出苗过程
。

浸种�� �的种子在播后第��

天萌芽出土
，
至播后第��天结束出苗

，
出苗

过程为�� �
，
比对照缩短了 ��

，
按结束出

表 � 不同处理对雪松种子出

苗时间的影晌

����� � ������ ����� ���� �����������

���� �� ��������� ���������� ��

������ �������

�

处 理 开始出苗 结束出苗 出苗天数

苗的日期算提早 � �就完成出苗过程
。

上述比较对生产是重要的
，
因为在播后 第 ��天��月

�日�左右
，
长江中下游一带逐渐进入梅汛期

。

此时空气湿度大
，
播种出土的幼苗很容 易 发

生立枯病
。
田间统计表明

，
播种后�� �左右出土的幼苗大都因感染立枯病而不能成苗

，
其中

对照部分损失占其出苗率的�
�

��
，
浸种�� �的损失占其出苗率的�

�

��
，
浸种�� �的损失占

其出苗率的�
�

��
。

可见
，
不同的处理的种子具有不同的出苗速率

。

浸种�� �的雪松种子出苗

速率快
，
出苗整齐

，
幼苗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
对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 雪松种子出苗过程的变化

�
�

� 阶段性变化

根据表 �，
不同处理种子出苗率的阶段性变化各有差异

。

处理 �和处理 �的出苗过程可

表 � 不同时间的种子出苗率

����� ‘ ��� ���� ����������� ���� ������ �������� � ����

�

播 种 后 不 同 时 间 的 出 苗 率

处 理
��� ��� ��� ��� ��� ��� ��� ��� ��� ���

分成 �个阶段
�
播后����� �内属于出苗高峰期

，
处理 �和处理 �的出苗率分别为��

。
��和

��
。
��

，
各占其总出苗率的��

�

��和��
�

��
。

播后����� �的�� �时间内
，
两个处理仍有 �

次出苗相对集中的时期
，

为出苗次高峰期
。

处理 �和处理 �的出苗率分别为�
�

��和�
�

��
，

各占其总出苗率的��
�

��和��
�

��
。

第 �阶段为播后����� �
，

是出苗缓慢期
。

处理 �和处

理 �的出苗率分别为�
�

��和�
�

��
，
各占其总出苗率的��

�

��和��
�

��
。

第 �阶段为出苗末

期
，
也就是出苗过程的最后�� �

，
处理 �和处理 �的出苗率分别于 。 �

��和�
�

��
，
各占其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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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苗率的�
�

��和�
。
��

。

对照部分的种子出苗可分两个阶段
�
第 �阶段在播后������内的

出苗高峰期
，
出苗率为��

�

��
，
占其总出苗率的��

�

��， 第 �阶段在播后�� �直 至 出苗 结

束
，
为出苗缓慢期

，
出苗率为��

�

��
，
占其总出苗率的��

�

��
。

�
�

� 线性回归

为了直观地描述雪松种子的出苗过程
，
用指数曲线

、

对数曲线和 �型曲线 �种类型的方

程对雪松种子在播种后不同时间的出苗率进行线性回归�
“ 〕。 建立的最佳模型方程为

�

万�� “ 一 ��
。
����� ��

�

������ �
， 犷 � �

。
����全�

升�� 一 ��
�

����� ��
。
�������

， 了 � �
�

�����
�

封� � 一 ��
。
��� �� ��

。
������ �

， 犷 � �
。
����� 巾

其中
� ，为出苗率

， �为播种后时间���
。

上述方程在不同水平间的差异均 达 ��极显著标

准
，
可应用于实际生产

。

附图为雪松种子的出苗率随播后时间变化的曲线
。

的印

���性勺��，叼

次�讲知习

附 图

���
�

��������� ��

乙� �� �� �� �� �� �� ��

插种后时间��

雪松种子 的 出苗率随播后时间的 变化

��� ���� ����������� ���� �������� ������� �����

���� ���� ����� �������

� 小结

�
�

� 田间试验表明
，
经过两种不同时间浸种处理后

，
雪松种子的出苗率较对照有极显著的提

高
，
其中以浸种�� �处理为最佳

，
平均出苗率为��

�

��
，
比对照高出��

�

��
。

�
�

� 通过�� �浸种处理
，
雪松种子的出苗过程比对照缩短了 �� ��

，
并大大提高了出苗的

整齐性
，

为生产管理带来许多方便
。

�
�

� 为及时了解雪松播种生产中的出苗动态
，
提出用冷水浸种�� �的模拟曲线方程为

�

，� 一 ��
�

����� ��
�

������ �

其中
� �为出苗率

， ，为播后时���
， �〔 〔��， ��〕 。

致谢 方孔玉和 俞文富参加 了试验工作
，
谨表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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