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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
!

个具有休眠特性差异的籼稻
7$68& 4&5-3& 39:3;0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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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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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其各自

与不育系%

!!%!>

&的杂交
?

!

代种子%

@.7$

!

@.7'

&为材料! 采用人工加速老化方法获得不同老化天数%

"

!

%

!

)

!

'

*

&的种子' 通过测定种子的电导率值( 单核苷酸浸出液质量浓度( 发芽指标和幼苗生长指标等! 探讨种子休眠特

性与耐藏性的关系' 结果表明$ 经老化后
&<6$

种子的电导率值( 单核苷酸浸出液质量浓度均显著高于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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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 其中单核苷酸浸出液质量浓度增幅最高! 相差近
.&06

倍) 而其发芽势( 发芽指数等均显著低于
&<6'

"

9＜

"0"6

&! 平均发芽时间显著高于
&<6'

"

9＜"0"6

&! 推测具有休眠特性的水稻种子更不耐储藏' 研究还发现$ 老化后

@.7$

的核苷酸浸出液质量浓度( 平均发芽时间显著高于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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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6

&! 发芽率( 发芽指数( 幼苗苗高和苗质量均

显著低于
@.7'

"

9＜"0"6

&' 推测这种储藏特性可遗传至下代' 图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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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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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 中国因储藏问题引起的粮食损失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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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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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如何选育耐藏性好的种子一直是种子科学研究的重点% 在杂交水稻制种过程中$ 通过选育具有强

休眠性的保持系和不育系可以解决杂交稻制种穗发芽的危害$ 延长种子的储藏时间" 侯雅杰&

#

!认为$ 休

眠种子能通过长时间储藏而保持活力$ 适应性较强% 但也有学者认为休眠性强的种子可能会影响种子的

萌发$ 并不一定更耐储藏&

:

!

% 种子休眠性和耐藏性之间的关系研究较少$ 仍不明确% 种子休眠性与种子

活力密切相关% 近年来$ 已有部分学者对种子休眠性与种子活力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

!

$ 普遍认为高活

力种子耐藏性好$ 通过测定种子活力水平即能反映种子的耐藏性好坏% 人工加速老化试验是研究种子老

化过程中活力变化和种子耐藏性的最常见的方法之一% 董国军等&

$

!研究发现$ 水稻人工老化方法能较好

地模拟种子的自然老化过程% 本研究采用
<8 "

$

#88#

相对湿度'

=>

(高温高湿人工加速老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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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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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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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具有休眠特性差异的籼稻
!"#$% &%'()% 0AB0)( &%'()%

品种
<C"@

'

!$!:D

休眠(和
<C"E

'

!$!:D

(及其

各自与不育系'

!$!:?

(的杂交
F:

代种子'

G#$@

$

G#$E

(进行人工加速老化$ 获得不同老化天数的水稻种

子$ 通过测定与种子活力相关指标$ 探讨水稻种子休眠特性和耐藏性的关系$ 以期为选育耐藏性强的水

稻品种提供理论依据%

#

材料与方法

*+*

试验材料

供试材料为籼稻品种
<C"@

'

!$!:D

休眠($

<C"E

'

!$!:D

($

G#$@

和
G#$E

的种子%

<C"@

种子具有休

眠性)

G#$@

和
G#$E

分别是
<C"@

和
<C"E

与不育系'

!$!:?

(杂交获得的
F

:

代种子%

采用人工加速老化方法对供试材料进行处理* 相对湿度
#88H

$ 温度
<8 %

$ 老化
!

$

;

$

E 5

" 老化

结束后将种子放在室温下晾干
:< .

$ 用纸袋包装$

< "

保存备用" 以未老化种子为对照'

79

("

*+,

试验方法

#(:(#

种子电导率测定 参照
G?I

等&

E

!方法$ 分别取不同老化天数处理的种子各
"8

粒$ 设置重复试验

!

次+组!#

$

!" "

烘
: .

$ 取出冷却后称量) 用蒸馏水冲洗
!

次$ 去除表面水分后置于
#88 6J

烧杯中$

加蒸馏水
#88 6J

$ 保鲜膜封口后$ 静置于
:" "

恒温培养箱
:< .

" 用电导仪测定种子浸出液电导率" 电

导率'

"K

+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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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

&

'样品值
!

对照值(

L

样品种子质量'

3

("

#(:(:

种子单核苷酸浸出液质量浓度测定 分别取经不同老化天数处理的种子各
#

粒$ 设置重复试验

#8

次+组!#

) 每粒种子置于装有
#8 6J

蒸馏水的
:8 6J

试管中$ 将试管置于
:" %

恒温培养箱中
:< .

" 取

! 6J

浸出液测定其在
:;8 ,6

下的吸光度
*

'

:;8

(" 核苷酸
*

'

:;8

(

&<8 63

+

J

!#

&

#8

!

"

#(:(!

种子发芽试验 种子经质量分数为
8(#H

的次氯酸钠溶液消毒
#" 61,

后$ 在垫有
:

层湿润发芽纸

的发芽盒中于
:8M!8 %

变温条件发芽$ 高温
@ .

$ 低温
#; .

$ 高温时段有光照$ 光合光子照度为
:"8

"62*

+

6

!:

+

0

!#

"

!

次重复$ 种子
#88

粒+重复!#

" 每天记录发芽种子数$ 第
"

天计算发芽势$ 第
#<

天计算

发芽率" 参照
N>?OP

等 &

##

!的方法$ 计算发芽指数'

+

1

(

&!

'

,

-

L'

5

($ 平均发芽时间'

'

3

(

&!

'

,

-

''

5

(

L!,

-

" 其

中*

,

-

为第
'

天的发芽种子数$

'

5

为发芽日数" 发芽结束后$ 随机取幼苗
#8

株+盒!#

$ 分别测量苗高和鲜

质量"

#(:(<

统计分析 所得数据用
K?K

进行统计分析$ 多重比较采用最小显著差'

JKQ

(法$ 显著性水平为

-＜8(8"

$ 百分率数据在分析前进行反正弦转换$

#&+%701,

&

0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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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

不同老化天数处理对种子电导率的影响

未经老化处理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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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G#$E

的电导率值显著高于
<C"E

和
G#$@

)

<C"@

显著高于
<C"E

$ 约

比
<C"E

高
#@(@H

'图
#

(" 老化
! 5

后$

<

个水稻品种的电导率值无显著差异) 老化
; 5

后$

<C"@

的电导

率值显著高于
G#$E

) 老化
E 5

后$

G#$@

和
G#$E

的电导率值显著高于
<C"@

和
<C"E

)

G#$@

和
G#$E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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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

和
'()*

之间均无显著差异" 随老化时间的延长!

'

个品种的种子电导率值均呈增加的趋势#

其中
'

个品种老化
* +

的种子电导率值均显著高于老化
% +

! 增幅达
!*,&-./#,#-

#

'()$

和
'()*

老化

% +

的电导率值显著高于老化
0 +

#

'()*

和
1#/$

老化
0 +

的电导率值显著高于
23

"

!"!

不同老化天数处理对种子单核苷酸浸出液质量浓度的影响

未老化的
14/$

种子核苷酸浸出液质量浓度显著高于其他
0

个品种$图
!

%! 而
0

个品种间无显著差

异& 老化
0 +

后!

'()$

和
14/$

的种子核苷酸浸出液质量浓度分别显著高于
'()*

和
14/*

#

'()$

和

14/$

之间!

'()*

和
14/*

之间均无显著差异& 老化
0 +

后
'()$

和
'()*

的种子核苷酸浸出液分别比对

照增加了
)!,0-

和
0,%-

! 两者相差近
4',)

倍& 老化
% +

后!

'()*

的核苷酸浸出液质量浓度显著低于其

余
0

个品种#

14/*

显著低于
'()$

和
14/$

#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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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无显著差异& 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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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的核苷

酸浸出液质量浓度显著低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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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品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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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品种#

14/$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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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无显著差

异& 随老化时间的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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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品种的种子核苷酸浸出液质量浓度均呈增加的趋势#

'()$

!

'()*

和
14/*

老化
* +

的种子核苷酸浸出液显著高于老化
% +

!

'

个品种老化
% +

的核苷酸浸出液与老化
0 +

无显著差

异# 老化
0 +

的
'()$

种子核苷酸浸出液质量浓度显著高于
23

&

图
4

不同水稻品种老化处理后种子的

电导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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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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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水稻品种老化处理后种子核苷

酸浸出液质量浓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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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未经老化处理的种子" 不同小写字
母表示不同水稻品种经相同老化天数处理
后的种子电导率值差异显著# 不同大写字
母表示同一水稻品种经不同老化天数处理
后的种子电导率值差异显著(

!＜&,&)

%

23

是指未经老化处理的种子& 不同小写字
母表示不同水稻品种经相同老化天数处理
后的种子单核苷酸浸出液质量浓度值差异
显著# 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同一水稻品种经
不同老化天数处理后的种子单核苷酸浸出
液质量浓度值差异显著(

!＜&,&)

%

!"#

不同老化天数处理对种子萌发的影响

!,0,4

发芽势 由表
4

可知)

'

个品种未经老化处理(

23

%的种子发芽势均无显著差异& 老化
0 +

和
% +

后!

'()$

种子的发芽势显著低于其余
0

个品种! 其他
0

个品种均无显著差异# 老化
* +

后!

14/*

种子

的发芽势显著高于其他
0

个品种!

'()$

的发芽势显著低于其他
0

个品种!

'()*

和
14/$

之间无显著差

异& 与未老化种子相比! 老化
* +

后
'()$

的发芽势下降幅度约为
'()*

的
!,4

倍!

14/$

约为
14/*

的

!,)

倍& 随老化时间的延长!

'

个品种的种子发芽势呈下降趋势! 但
'

个品种老化
0 +

的发芽势与
23

无

显著差异&

'()$

老化
* +

的发芽势显著低于老化
% +

! 老化
% +

的发芽势显著低于老化
0 +

# 其他
0

个

品种老化
* +

的发芽势显著低于老化
% +

! 老化
% +

的发芽势与老化
0 +

无显著差异&

!,0,!

发芽率 未经老化处理的
'

个品种种子发芽率均无显著差异(表
!

%& 老化
0 +

后!

14/$

种子的发

芽率显著低于其余
0

个品种! 而
0

个品种之间均无显著差异# 老化
% +

后!

14/$

的发芽率显著低于

14/*

! 与
'()$

和
'()*

无显著差异# 老化
* +

后!

'()$

的发芽率显著低于
14/*

! 与
'()*

和
14/$

无

显著差异& 与未老化种子相比! 老化
* +

后
'()$

的发芽率下降幅度约为
'()*

的
4,'

倍!

14/$

约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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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不同水稻品种老化处理后种子发芽势比较

#$%&' ( )'*+,-$.,/- '-'*01 /2 $33'&'*$.'4 $0,-0 5''45 /2 2/6* *,3' 36&.,7$*5

品种
不同老化处理后的发芽势

89

3: ! ; < 4

=>"? @ <;A!! ! BCD! $ @ <EC"D ! DCDD % F <(C"D ! (CDD % G ;"CDD ! BCDD 3

=>"< @ <<CDD ! DC"? $ @ <<CDD ! DCDD $ @ <ECDD ! (CDD $ F ?!C"D ! =C!= $%

G(E? @ <?C;E ! DC?? $ @ <<CDD ! (CDD $ @ <?CDD ! DCDD $ F ?DCDD ! !CDD %

G(E< @ <<CDD ! DC"? $ @ <<CDD ! DC"D $ @ <?CDD ! (C"D $ F <(C"D ! BC;( $

说明!

3:

是指未经老化处理的种子" 数值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水稻品种经相同老化天数处理后的种子发芽率差异显著#

数值前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同一水稻品种经不同老化天数处理后的种子发芽率差异显著$

!＜DCD"

%

表
"

不同水稻品种老化处理后种子发芽率比较

#$%&' B )'*+,-$.,/- H'*3'-.$0' /2 $33'&'*$.'4 $0,-0 5''45 /2 2/6* *,3' 36&.,7$*5

品种
不同老化处理后的发芽率

89

3: ! ; < 4

=>"? @ <;C!! ! BCD! $ @ <<CDD ! DCDD $ @ <?CDD ! (CDD $% F ?DC"D ! ?C"D %

=>"< @ <<C!! ! DC!! $ @ <<CDD ! DCDD $ @ <ECDD ! (CDD $% F ??CDD ! "CDD $%

G(E? @ <?C;E ! DC?? $ @ <?CDD ! DCDD % @ <"C"D ! DC"D % F ?ECDD ! =CDD $%

G(E< @ <<CDD ! DC"? $ @ <<CDD ! DC(D $ @ <?C"D ! (CDD $ @ <"CDD ! =CDD $

说明!

3:

是指未经老化处理的种子& 数值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水稻品种经相同老化天数处理后的种子发芽率差异显著#

数值前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同一水稻品种经不同老化天数处理后的种子发芽率差异显著$

!＜DCD"

%

G(E<

的
!CD

倍&

=

个品种的未老化种子' 老化
! 4

和老化
; 4

种子的发芽率之间均无显著差异# 老化
< 4

后(

=>"?

(

=>"<

和
G(E?

种子的发芽率均分别显著低于老化
; 4

的发芽率&

BC!CB

发芽指数 从表
!

可知! 未经老化处理的
=

个品种种子发芽指数均无显著差异& 老化
! 4

后(

G(E<

种子的发芽指数显著高于
=>"?

和
=>"<

( 与
G(E?

无显著差异& 老化
; 4

后(

=>"<

和
G(E<

的发芽

指数均显著高于
=>"?

和
G(E?

#

=>"<

和
G(E<

之间(

=>"?

和
G(E?

之间均无显著差异& 老化
< 4

后(

G(E<

的发芽指数显著高于
G(E?

#

G(E?

显著高于
=>"<

#

=>"<

显著高于
=>"?

& 随老化时间的延长(

=

个

品种种子的发芽指数均呈显著下降趋势( 即
=

个品种的未老化种子发芽指数显著低于老化
! 4

# 老化
!

4

的发芽指数显著低于老化
; 4

# 老化
; 4

显著低于老化
< 4

& 与未老化种子相比( 老化
< 4

后
=>"?

的

发芽指数下降幅度约为
=>"<

的
(C(

倍(

G(E?

约为
G(E<

的
(C(

倍&

表
#

不同水稻品种老化处理后种子发芽指数比较

#$%&' ! )'*+,-$.,/- ,-4'I /2 $33'&'*$.'4 $0,-0 5''45 /2 2/6* *,3' 36&.,7$*5

品种
不同老化时间处理后的发芽指数

3: ! ; < 4

=>"? @ EBC;( ! =C<E $ F ;(CE< ! (C"= % G =DC"; ! (CB( % J B!C<E ! (CD! 4

=>"< @ E"C?< ! !C"( $ F ;BCB" ! DC"? % G =;C=; ! (CB! $ J B?C<E ! (C;= 3

G(E? @ ?(C(( ! BCD; $ F ;!C=B ! =C=B $% G =DC!? ! (C;< % J !BC<= ! DC?= %

G(E< @ ?!C(E ! (C=B $ F ;?CD? ! (C<B $ G =?CDD ! DC(D $ J !?C!= ! BCD; $

说明!

3:

是指未经老化处理的种子& 数值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水稻品种经相同老化天数处理后的种子发芽指数差异显

著# 数值前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同一水稻品种经不同老化天数处理后的种子发芽指数差异显著$

!＜DCD"

%

BC!C!

平均发芽时间
=

个品种的未老化种子平均发芽时间无显著差异$表
=

%& 老化
! 4

后(

=

个品种的

种子平均发芽时间也无显著差异& 老化
; 4

后(

=>"?

的平均发芽时间显著高于
G(E?

#

G(E?

显著高于

=>"<

#

=>"<

显著高于
G(E<

& 与未老化种子相比( 老化
; 4

后
=>"?

的平均发芽时间上升幅度约为
=>"<

的
(C"

倍(

G(E?

约为
G(E<

的
(C=

倍& 老化
< 4

后(

=>"?

和
=>"<

的种子平均发芽时间均显著高于
G(E?

和
G(E<

#

=>"?

和
=>"<

之间(

G(E?

和
G(E<

之间均无显著差异& 随老化时间的延长(

=

个品种的种子

平均发芽时间均呈增加的趋势# 其中
=

个品种老化
< 4

的种子平均发芽时间显著高于老化
; 4

# 老化
; 4

显著高于老化
! 4

#

G(E?

和
G(E<

老化
! 4

的种子平均发芽时间显著高于未老化处理的种子&

陈志超等! 水稻种子休眠特性与耐藏性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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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不同水稻品种老化天数处理后种子平均发芽时间比较

'()*+ , -+(. /+012.(324. 321+ 45 (66+*+0(3+7 (/2./ 8++78 45 5490 026+ 69*32:(08

品种
不同老化天数处理后的平均发芽时间

;7

6< = % > 7

,?@$ A BC@@ ! &C## ( A #CD% ! &C&, ( E !CD, ! &C&# ( F ,CB$ ! "C,= (

,?@> A BC,, ! "C"$ ( A BCD@ ! "C"! ( E !C!" ! "C"= 6 F =C$= ! "C== (

ABD$ G BC=% ! "C"= ( A BCD= ! "C"$ ( E !C@! ! "C"= ) F =C"$ ! "C"D )

ABD> G BC=B ! "C", ( A BC%D ! "CB" ( E !CB" ! "C"! 7 F !CD$ ! "C"@ )

说明!

6<

是指未经老化处理的种子" 数值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水稻品种经相同老化天数处理后的种子平均发芽时间差

异显著# 数值前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同一水稻品种经不同老化天数处理后的种子平均发芽时间差异显著$

!＜"C"@

%

"#!

不同老化天数处理对幼苗生长的影响

!C,CB

苗高 种子发芽试验结束后& 分别测定了幼苗的苗高和鲜质量" 结果显示! 未老化和老化
> 7

的

ABD>

幼苗苗高显著高于其余
=

个品种'图
=

%#

ABD$

的幼苗苗高显著高于
,?@$

和
,?@>

#

,?@$

和
,?@>

之间无显著差异" 老化
=

和
% 7

后&

ABD$

和
ABD>

的苗高均显著高于
,?@$

和
,?@>

#

ABD$

和
ABD>

之

间&

,?@$

和
,?@>

之间均无显著差异" 随老化时间的延长&

,

个品种的幼苗苗高均呈下降趋势" 其中

,?@$

和
ABD$

老化
> 7

的幼苗苗高显著低于未老化幼苗& 而老化
% 7

&

= 7

和
6<

之间均无显著差异"

,?@>

的幼苗苗高随老化处理时间延长下降较明显& 老化
> 7

的苗高显著低于老化
% 7

& 老化
% 7

显著低

于老化
= 7

和
6<

" 未老化的
ABD>

幼苗苗高显著高于老化
=

&

%

和
> 7

# 后三者间无显著差异"

!C,C!

鲜质量 未老化处理的种子中&

ABD>

品种的幼苗鲜质量显著高于
,?@$

& 与
,?@>

和
ABD$

无显著

差异'图
,

%" 老化
= 7

后&

ABD>

的幼苗鲜质量显著高于
,?@>

和
,?@$

#

ABD$

的鲜质量显著高于
,?@$

#

,?@$

和
,?@>

之间无显著差异" 老化
% 7

和
> 7

后&

ABD>

的幼苗鲜质量显著高于其他
=

个品种& 而
=

个

品种之间均无显著差异" 随老化时间的延长&

,

个品种的幼苗鲜质量均呈下降趋势& 但
,?@$

和
ABD>

品

种不同老化处理后的幼苗鲜质量均无显著差异"

ABD$

老化
> 7

的幼苗鲜质量显著低于其他
=

个处理&

而
=

个处理之间均无显著差异"

,?@>

未老化处理的幼苗鲜质量显著高于老化
=

&

%

和
> 7

& 后三者之间

均无显著差异"

6<

是指未经老化处理的种子" 不同小写字
母表示不同水稻品种经相同老化天数处理
后的种子发芽

B, 7

的幼苗苗高值差异显
著# 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同一水稻品种经不
同老化天数处理后的种子发芽

B, 7

的幼苗
苗高值差异显著'

!＜"C"@

%

图
=

不同水稻品种老化处理后发芽
B, 7

的

幼苗苗高

H2/90+ = IJ443 *+./3J8 45 (66+*+0(3+7 (/2./ 8++78 45 5490

026+ 69*32:(08

图
,

不同水稻品种老化处理后发芽
B, 7

的

幼苗鲜质量

H2/90+ , H0+8J K+2/J38 45 (66+*+0(3+7 (/2./ 8++78 45 5490

026+ 69*32:(08

"
;
6
1

#
;
/

6<

是指未经老化处理的种子" 不同小写字
母表示不同水稻品种经相同老化天数处理
后的种子发芽

B, 7

的幼苗鲜质量值差异显
著# 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同一水稻品种经不
同老化天数处理后的种子发芽

B, 7

的幼苗
鲜质量值差异显著'

!＜"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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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种子休眠是指有生活力的种子在适宜的萌发条件下不能萌发的现象! 是植物生长发育过程中的一个

暂停生长的阶段"

#$

#

$ 种子休眠是影响种子耐藏性的原因之一$ 一般认为! 休眠种子具备更高的抵抗能

力! 通过长时间储藏仍能保持活力$ 然而! 关于种子休眠性和耐藏性之间的关系研究仍旧较少! 且在不

同的物种研究中存在着相反的结论$

人工加速老化是研究种子耐藏性常用的方法$ 人工加速老化的原理是在人工创造的条件下加速种子

的劣变! 使种子活力出现差异! 通过测定种子活力相关指标的变化来判断种子的耐藏性"

%!

#

$ 由于能在短

时间内获得不同老化程度的种子! 因而人工加速老化广泛应用于种子耐藏性研究$

细胞膜是维持细胞内环境稳态的一道屏障! 细胞膜系统的生理生化变化与种子活力密切相关$ 种子

老化后! 细胞膜功能受损! 膜透性增加! 大量可溶性营养物质及生理活性物质外渗! 电导率增大"

#&

#

$ 本

研究发现% 随老化时间延长!

&

个品种的种子电导率值均呈增加趋势! 说明种子老化时间越长! 劣变越

严重! 活力越低! 这与
'()*+

等"

#"

#的结果一致$ 此外! 未老化的
&,"-

的电导率值显著高于
&,".

& 老

化后
&,"-

的电导率值也高于
&,".

! 表明老化后
&,"-

的种子活力比
&,".

低! 耐藏性更差$

核苷酸浸出液质量浓度的高低反映细胞膜的裂变程度! 核苷酸浸出液质量浓度越高! 说明种子细胞

膜裂变越严重! 活力越低"

%/

#

$ 本研究发现! 随老化时间的延长!

&

个品种的核苷酸浸出液质量浓度均呈

增加趋势! 也说明种子活力随老化程度加深而逐渐降低$ 未老化处理的
&,"-

和
&,".

种子核苷酸浸出

液无显著差异& 但老化处理'

!

!

/

!

. 0

(后!

&,"-

的核苷酸浸出液均显著高于
&,".

! 说明老化后
&,"-

种子活力比
&,".

更低! 不耐储藏$ 此外!

1%2-

种子的核苷酸浸出液质量浓度也显著低于
1%2.

! 似乎

表明这种储藏特性可遗传$

张瑛等"

%!

#指出! 通常可采用发芽率) 发芽势) 发芽指数) 平均发芽时间等指标作为判断种子耐藏性

的标准* 本研究发现! 随老化时间的延长!

&

个品种种子的发芽势+ 发芽率) 发芽指数均逐渐下降! 平

均发芽时间逐渐增加! 这与陈良碧"

%2

#的研究结果一致, 未经老化处理的种子!

&

个品种的发芽势) 发芽

率) 发芽指数和平均发芽时间等均无显著差异, 随着老化程度加深!

&

个品种的发芽指标逐渐出现显著

差异, 例如老化
. 0

后!

&,"-

的发芽势显著低于
&,".

!

1%2-

也显著低于
1%2.

& 老化
/ 0

后!

1%2-

的

发芽率显著低于
1%2.

& 老化
/

和
. 0

后!

&,"-

和
1%2-

种子的发芽指数均分别显著低于
&,".

和
1%2.

&

老化
/ 0

后!

&,"-

和
1%2-

种子的平均发芽时间均分别显著高于
&,".

和
1%2.

, 以上这些结果均表明!

经老化后
&,"-

的种子活力比
&,".

更低! 说明
&,"-

的储藏性更差! 且其杂交后代也保留了这种特性,

同时! 本研究也发现%

&,"-

和
&,".

的杂交
3

$

种子'

1%2-

和
1%2.

(活力均比
&,"-

和
&,".

更高! 说明

这些种子更耐储藏,

种子发芽结束后的幼苗生长指标表明! 随老化程度加深! 幼苗的苗高和鲜质量均逐渐下降! 说明种

子活力逐渐下降, 所有处理的
&,"-

幼苗苗高和鲜质量均与
&,".

无显著差异& 老化
. 0

后的
1%2-

幼苗

苗高和老化
/

和
. 0

的幼苗鲜质量均显著低于
1%2.

, 这些结果说明幼苗的生长指标不能明显反映
&,"-

的储藏性比
&,".

更差! 但两者的杂交
3

$

种子耐藏性存在差异,

综上所述! 经人工加速老化处理后! 具有休眠特性的
&,"-

种子由于其电导率值和核苷酸浸出液质

量浓度均高于无休眠特性的
&,".

种子& 而其发芽指标均低于
&,".

! 推测具有休眠特性的水稻种子更不

耐储藏, 同时!

&,"-

与不育系的杂交
3

$

种子的耐藏性也低于
&,".

与不育系的杂交
3

$

种子! 表明这种

储藏特性可遗传至下代, 由于本研究采用的是人工加速老化方法来测定种子的耐藏性! 并不能完全反映

自然储藏过程中的变化! 且只选用了
$

个供试材料, 因此! 有关种子休眠特性与耐藏性关系研究还需在

更多类型的植物种子以及自然老化的种子材料中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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