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 江 农 林 大 学 学 报!

!"!"

!

!"

"

#

#$

"#$%"##

!"#$%&' "( )*+,-&%. /! 0 1%-2+$3-45

&'()*+,-!.//01,(2234$56"$5#"74$5-"45#45-$

浙江红山茶种子的生物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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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浙江红山茶
6&7+''-& 8*+9-&%."'+"3&

种子具有休眠习性% 以当年采收的浙江红山茶种子为试验材料! 测定种

子的形态结构& 千粒质量& 含水量& 吸水特性& 生活力等! 分析不同浸种温度对种子萌发的影响% 吸水特性采用

完整种子& 去除种壳种子和用小刀划破种壳种子等
/

种类型进行测定' 生活力采用
889

"

$:/:";

氯化三苯基四氮唑(

染色法' 萌发特性采用始温
<"&7" '

的
7

种不同温水浸种
$= >

% 结果表明$ 去除种壳种子的吸水性能优于完整种

子和用小刀划破种壳的种子% 种子千粒质量为
! !## ?

! 平均含水量为
=!4/5@

! 种子生活力为
.",55@

% 种子形态结

构测定的结果表明$ 浙江红山茶种皮茶褐色且角质坚硬! 种子分外种皮& 内种皮和种胚等
/

部分! 种胚由胚芽&

胚轴& 胚根和子叶等
=

部分组成! 子叶肥硕% 种子的平均长度为
-.,"# AA

! 平均宽度为
-",./ AA

! 平均厚度为

--,#- AA

% 不同温度水处理种子
$= >

结果表明$ 浙江红山茶种子在
$" (

温水中浸种
$= >

有利于种子萌发! 发芽

率为
#/,55@

! 显著高于对照% 图
/

表
$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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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红山茶
!"#$%%&" '($)&"*+,%$,-"

又名浙江红花油茶# 属于山茶科
=%+('+(+

山茶属
!"#$%%&"

红山

茶组
>+'- !"#$%%&"

# 是中国山茶属中的特有种!

8

"

# 为常绿小乔木# 树形优美# 叶色深绿#

"

月前后开花#

观赏价值较高$ 浙江红山茶种仁含油率比普通油茶
!"#$%%&" ,%$&.$/"

高
?3@@A!8@3@@A

# 油酸为
B"3@@A!

BC3@@A

!

"

"

# 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 浙江红山茶蕴藏着许多抗性基因和优良品质基因# 是山茶
!"#$%%&"

0"1,*&'"

和油茶
!"#$%%&" ,%$&.$/"

育种和品种改良的重要基因源!

!

"

$ 野生资源破坏严重# 人工栽培较少#

已经处于濒临灭绝的状态!

#

"

$ 虽然有关浙江红山茶种子方面的研究在引种栽培!

?

"和繁殖技术!

D"E

"中有所提

及# 但是并没有深入系统地研究种子生物学特性$ 本研究从浙江红山茶种子形态结构特征% 吸水性能%

含水量% 生活力% 千粒质量以及不同浸种温度对种子萌发特性影响等方面# 对浙江红山茶种子生物学特

性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以期解决浙江红山茶种子萌发率低的问题# 缩短浙江红山茶育苗周期# 为其种质

资源保护和栽培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8

材料与方法

*+*

试验材料

试验用浙江红山茶种子采自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大洋山黄金村的浙江红山茶# 于
"@8!

年
8@

月初采

收$ 种子在室内通风干燥处晾干后放入
# #

冰箱密封保存$

*+,

试验方法

83"38

种子形态结构特征 随机数取
8@@

粒饱满种子# 通过目测法观察种子内外部结构% 形状和颜色#

利用精度为
@3@8 <<

的游标卡尺测量种子的长度% 宽度和厚度# 并计算其平均值$

83"3"

种子千粒质量测定 参照
FG"EE"H8CCC

&林木种子检验规程'

!

B

"

# 从测定样品中随机数取
B

个重

复#

8@@

粒(重复"8

# 各重复分别称量)

*

*# 计算平均值$ 种子千粒质量)

*

*

$

)

#

8

%#

"

%

+

%#

B

*

&8IB&8@

$ 其

中,

#

8

#

#

"

# +#

#

B

为各次测定
8@@

粒种子的质量)

*

*$

83"3!

种子含水量测定 参照
FG"EE"H8CCC

&林木种子检验规程'# 采用预先烘干法测定含水量高于

8E3@@A

的种子 !

B

"

$ 称取
"

份样品各)

8@@ ' @3@"

*

*

# 置于直径大于
B '<

的样品盒中# 在)

E@ ( "

*

)

烘箱

中预烘
"J? %

# 使水分降至
8E3@@A

以下# 取出后放在干燥器内冷却和称量$ 此后将这
"

份半干样品分别

切片# 称取测定样品# 然后采用低恒温烘干法测定含水量$ 将洗净的样品盒预先烘干% 冷却% 称量# 将

供试样品均匀置于样品盒中# 再称量$ 打开盒盖# 一起放入预热至
88@ )

的烘箱内# 保持)

8@! ( "

*

)

#

烘)

8E ( 8

*

%

# 取出时在烘箱内迅速给样品盒加盖# 移入干燥器内冷却至室温恒量# 计算其含水量$ 含

水量)

A

*

$-

8

%-

"

"

)

-

8

*-

"

*

I8@@

$ 其中,

-

8

为第
8

次失去的水分)

*

*-

-

"

为第
"

次失去的水分)

*

*$

83"3#

种子吸水率测定 试验设完整种子% 去除外种皮种子和用小刀划破外种皮的种子共
!

种不同处

理$ 随机数取当年采收的饱满种子
C

份#

!@

粒(份"8

#

!

次重复$ 先将未吸水的种子分别称量后放置在对

应的烧杯中# 然后加蒸馏水浸泡# 最后放置在
"? )

恒温箱中吸水$ 在室温条件下用电子天平定时称量#

称量前先用滤纸将种子表面的水分吸干# 白天隔
! %

取出种子称量
8

次# 夜晚隔
8" %

取出测定
8

次#

直至种子吸水量基本稳定为止$ 吸水质量
!2$2

-

"2

# 吸水率
$!2 +2*8@@A

$ 其中,

2

-

为种子吸水后的质

量#

2

为种子吸水前的质量$

83"3?

种子生活力测定 按照&

8CCD

国际种子检验规程'

!

C

"

# 采用
==4

)

"5!5?H

氯化三苯基四氮唑*染色法

测定浙江红山茶种子生活力$ 数取饱满的种子
!

份#

!@

粒(份"8

# 分别去除外种皮# 沿胚中轴纵切# 暴

露出种胚和活营养组织# 将种胚放置在
"? )

温水中浸泡
"# %

# 使种胚充分吸水膨胀# 再以质量分数为

@3?@A

的
==4

溶液在
!@ )

恒温箱中
8" %

黑暗条件下染色# 染色完毕后# 清水冲洗# 目测其染色情况#

对照胚用沸水煮
"@ <&.

$ 最后根据染色的部位和染色程度# 按国际种子检验规程鉴定种子有无生活力$

83"3D

不同浸种温度对种子萌发的影响 将纯净的河沙用体积分数为
!@3@@A

的双氧水消毒
!@ <&.

后#

用清水冲洗
"J!

次# 稍晾干# 然后均匀铺于干净的萌发盒内)

8?@ )

高温消毒
8 %

*# 厚度约为
! '<

# 待

用 $ 每次播种前也对种子进行清洗和消毒 $ 选取整齐度一致的浙江红山茶种子 # 分别放入

叶 欣等, 浙江红山茶种子的生物学特性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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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的温水中浸种
!( *

"各组温水分别不断加入热水保持
) *

相同的温度! 然后自然

冷却
+% *

#! 清水"

!" !

$浸种
!( *

的种子为对照%

)"

粒&处理"+

!

'

次重复% 处理完成后分别放入盛有

细沙的萌发盒内! 萌发过程中保持基质湿润! 最后放入
'" !

!

,"-&&.

湿度的光照培养箱下进行发芽试

验% 以胚根生长到种子长度的一半时为种子发芽标准! 以连续
' /

没有种子萌发为发芽结束! 发芽试验

期限定为
)& /

% 种子萌发期间! 每天上午
#&

'

&&

观察! 并统计种子发芽数! 了解种子的萌发动态! 一

直持续到种子萌发结束为止% 试验用
01234 !"",

和
5655 +7-&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发芽率"

.

$

#

"正常

发芽种子数
8

供试种子数$

$+"".

( 发芽势)

.

$

#

"达到高峰期时发芽种子数
8

供试种子数$

$+"".

( 发芽指

数"

!

9

$

#!

"

"

#

% $

#

$%

"

#

指在时间
#

日内的发芽数!

$

#

为相应的发芽天数%

!

结果与分析

!"#

种子形态结构特征

浙江红山茶的果实为蒴果! 卵球形! 内含有
':%

粒种子*

+&

+

% 种子三角状宽倒卵形或梯状倒卵形! 种

子的外种皮黑色或茶褐色! 角质坚硬! 平滑! 有种脐)图
+;&<

$% 经测定)表
+

$' 浙江红山茶种子平均

长度为
+%-$, ==

! 平均宽度为
+$-%' ==

! 平均厚度为
++-,+ ==

( 平均长度的变异系数相对较小! 而平

均宽度和平均厚度的变异系数相对较大% 如图
+

所示! 种子由种皮, 胚乳和胚组成% 外种皮茶褐色! 从

外种皮上可以看出种脐和种孔% 胚由胚芽, 胚轴和胚根和子叶等
(

部分组成! 子叶肥硕! 可以在种子萌

发过程中供应营养物质% 外种皮茶褐色或黑色! 且角质坚硬! 高倍解剖镜下可见小脉点! 内壁有毛! 排

成叶脉状( 内种皮膜质! 粗糙有短茸毛且与种胚很难剥离% 种子吸胀后用解剖刀纵切! 可以观察到子叶

为淡黄色! 油脂含量较高! 胚微凸与种子同色%

图
+

浙江红山茶种子!

;&>

"#种脐!

?

"#种仁!

@

"#种子结构及示意图!

0&<

"

<ABCD3 + %&'())*& +,(-*&."/)(/0& E33/

)

;F>

$!

*A4C=

)

?

$!

E33/ G3DH34

)

@

$!

E33/ EIDC2ICD3 JH/ E2*3=JIA2 K4LI

)

0M<

$

表
$

浙江红山茶种子形态特征

NJO43 + 533/ =LDK*L4LBA2J4 EIDC2ICDJ4 P3JICD3E LP %&'())*& +,(-*&."/)(/0&

性状 均值
8==

最大值
8==

最小值
8==

变异系数

长度
+%-$, ' &-&$ !+-(( +)-,' &-&&$

宽度
+$-%' ( &-!& +7-(( +'-%& &-&!!

厚度
++-,+ ( &-+! +'-'' %-$) &-&+,

说明'

!&+')+&)!!

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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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千粒质量

种子千粒质量可以反映种子的饱满程度! 对生产中确定播种量" 定量播种" 准确计算出苗率具有实

际意义# 经测定! 浙江红山茶种子的千粒质量为
$ $%% &

$

!"#

种子含水量

种子含水量是种子检验项目和种子质量指标之一
'

并且对保持种子生活力是十分重要的%

$$

&

$ 经测定!

浙江红山茶种子含水量达
#$(!)*

$ 由于浙江红山茶种子属于高含水量种子! 种子的生命力受到温湿度

的双重影响! 如果干燥失水或者增加湿度会影响种子的质量$ 种子离开果实后很容易失水! 在
# !

冰箱

内密封保存可以较好地保证种子的含水量$

!"$

种子吸水率

由图
"

可以看出'

!

种不同处理条件下! 去除种壳种

子的吸水率最高! 为
!+%,*

$ 完整种子的吸水率最低! 为

"+%)*

$ 可以把浙江红山茶种子吸水过程大致分为
!

个阶

段' 快速吸水阶段" 缓慢吸水阶段和饱和阶段$

)-! .

之

间为去除种壳种子和用小刀划破种壳种子的快速吸水阶

段! 种子吸水速度最快(

!-$/ .

为去除种壳种子和用小

刀划破种壳种子的缓慢吸水阶段! 种子的吸水率缓慢上

升(

$/-"# .

为去除种壳种子和用小刀划破种壳种子的饱

和阶段! 种子的吸水性能已经达到基本饱和状态$ 而完

整种子在
)-, .

为快速吸水阶段!

,-$0 .

为缓慢吸水阶

段!

$0-"# .

为饱和阶段$ 完整种子的吸水阶段时间较长

且吸水速度最慢! 主要在于存在角质坚硬的种壳! 阻碍

了种子吸收水分$ 去除种壳的吸水率比完整种子和用小

刀划破外种皮种子的吸水率分别提高了
$+")*

和
)+0$*

$

说明种子的种壳非常坚韧致密! 阻碍水分透入种子$

!"%

种子生活力

种子活力是种子重要的品质! 高活力种子具有明显的生长优势和生产潜力! 因此! 了解种子的生活

力状况非常重要$ 如图
!

所示' 有生活力的种子被染成深红色! 对照胚均未被染色$ 经测定! 浙江红山

茶种子的生活力高达
0/+))*

! 说明浙江红山茶的种子活力水平高! 发芽潜力大$

图
!

有活力胚!

1

"与对照胚!

2

"

34&567 ! 849:;7 <77= 7>:6?@

)

1

*

9A= B@AC6@; <77= 7>:6?@

)

2

*

!"&

不同浸种温度对种子萌发的影响

为确定不同浸种温度对浙江红山茶种子萌发情况的影响! 对它们进行多重比较和方差分析$ 由表
"

可知' 不同温度水处理对浙江红山茶种子萌发的影响极显著$ 随着浸种温度的升高! 浙江红山茶种子的

发芽率+ 发芽势和发芽指数都逐渐下降!

"/ !

温水)处理
$

*浸种的发芽率" 发芽势和发芽指数都显著高

于其他处理! 种子在
,/ !

水)处理
/

*中浸种
"# .

的发芽率最低! 为
/+))*

( 在
"/ !

水中浸种
"# .

的发

芽率最高! 为
%!+))*

! 比
,/ !

水处理提高了
,0+))*

$

叶 欣等' 浙江红山茶种子的生物学特性

图
" !

种不同处理条件下的浙江红山茶种

子吸水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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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不同温度水处理对浙江红山茶种子萌发的影响

'()*+ ! ,--+./ 0- 12--+3+4/ /+56+3(/73+8 0- 9(/+3 04 8++1 :+3524(/204

试验号 温度
;!

发芽率
;<

发芽势
;<

发芽指数

= !$ >?@& " &AB&B + $CA> " &A&!D 1 ?&A% " #A!>B 1

! ?$ ?>A& " &A&?% . !$A> " &A&!? ) >AD " &AB#% )

? B$ !&A# " &A&!> ) DA> " &A&#> ( !AC " &A?$% (

B $$ #BA# " &A&#> () %A& " &A&#& ( !A! " &A??D (

$ C$ $A& " &A&#! ( ?A& " &A&& ( BA# " &A&&& (

C .E $BA? " &A&?D 1 ?>A& " &A&?& . !?A! " #A>>C .

说明! 用
FGFF =D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同一列不同字母表示在
$<

水平下差异显著#

?

结论与讨论

本试验研究表明! 浙江红山茶的果实为蒴果" 卵球形" 内含有
?H%

粒种子# 种子茶褐色" 种皮角质

坚硬" 光滑" 有种脐# 种子平均长度为
=%A$> 55

" 平均宽度为
=$A%? 55

" 平均厚度为
==A>= 55

" 千粒

质量为
= =>> :

" 种子含水量为
B=A?&<

# 浙江红山茶种子由外种皮$ 内种皮$ 胚芽$ 胚轴$ 胚根和子叶

等组成" 子叶肥硕" 有利于在种子萌发过程中提供能量# 外种壳的厚度相对较小" 但是比较坚硬" 去除

种壳种子的吸水率优于完整种子和用小刀划破种壳种子" 可见" 浙江红山茶坚硬致密的种壳可能会对种

子造成机械束缚" 导致种子透气性和透水性较差" 阻碍种子吸水# 浙江红山茶种子为油料种子" 含油较

高" 这也是阻碍种子吸水的一个原因#

种子休眠的原因主要有
?

种! 外源休眠$ 内源休眠和综合性休眠" 包括物理透性$ 发芽抑制物和未

完成生理后熟等%

=!

&

# 通过对浙江红山茶进行不同水温浸种" 结果表明! 浙江红山茶的发芽率$ 发芽势$

发芽指数等在不同温水浸种间的差异显著" 说明浙江红山茶种子具有休眠习性" 以外源休眠和综合性休

眠为主# 温水处理有利于普通油茶种子解除休眠" 促进种子萌发" 提高发芽率" 但是高温浸种会对种子

产生危害%

=?

&

# 浙江红山茶种子发芽的最佳浸种温度是
!$ !

" 推测
!$ !

水浸种使种子内部物质发生有利

于促进萌发的变化" 而温度逐渐升高会使种子内部的生理活性物质'''酶失去活性# 试验结果与杨成利

等%

=B

&报道的耐冬山茶的发芽特性研究效果相一致" 但是耐冬山茶萌发率较高" 可能由于种子内含物的不

同或者种子休眠习性的不同所造成的" 其原因有待以后进一步研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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