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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检验方法标准化的初步探讨

黄 先 纬

(西北农学院农学 系)

一 日 !告
幽

、. J刁̀

种子质量检验方法的不同
,

对获得检验结果的正确与否有重大关系
。

其中
,

尤以测

定种子发芽力和种子水分
,

是变动较大的检验项 目之一
,

也是检验方法研究中的重要课

题
。

评价种子的发芽能力有不同的表示方法
,

一般采用种子在恒温下或变温下作发芽试

验
,

于规定时问内计算发芽粒数
。

我国农业部颁布的试行标准和一些省
、

市
、

自治区企

业标准规定
,

计算小麦发芽势和发芽率的天数相应为发芽后的第三天和第七天
,

而国际

种子检验协会通过的 19 7 6年种子检验规程中规定为第四天和第八天
。

为 了探究三天和四

天计算发芽势及七天和八天计算发芽率的差异
、

不 同小麦品种发芽势与发芽率之间的关

系
,

以及发芽时幼根
、

幼芽与籽粒的重量变化
。

我们用白皮冬小麦和红皮冬小麦品种
,

分别进行了试验
,

并按照国际间广泛采用的四 哩盐检测脱氢酶活性的染色法
,

重复验证

了发芽力和生活力之间的关系
。

此外
,

为了校验几种水分速测仪器和标准烘箱法之间的误差
,

用不同水分的两个小

麦品种进行了水分测定
。

二
、

试验材料和方法

1
.

发芽势与发芽率的测定

用 1 9 7 9年夏季收获的丰产 3 号 ( 白皮 )
、

矮丰 3 号 ( 白皮 )
、

小很 5 号 ( 白皮 )
、

郑引 1 号 ( 红皮 ) 和咸农 68 一 3 ( 白皮 ) 等五个冬小麦品种
,

密闭贮存于干燥器中
,

每

隔一月按部颁标准
,

测定发芽势与发芽率
,

以六个月的六次重复计算
; 以后每个月测定

一次
,

共计十二个月
。

再按国际规程规定采用的沙埋与纸间发芽床
,

分别测定丰产 3 号

与郑引 1 号两个小麦品种的发芽率与发芽势
。

2
.

测定两个冬小麦品种发芽时
,

幼根
、

幼芽和籽粒的重量变化
:

用郑引 1 号和丰产 3 号两个小麦品种
,

予先测定含水量
,

经 3
、

2
.

5 和 2 毫 米筛孔

的筛选
,

区分为大
、

中
、

小粒型
,

分别放在纱布发芽床上进行发芽
,

到第 7 天发芽结束

时剪取幼根
、

幼芽和余留籽粒一起
,

烘干到恒重
,

分别计算其干重
。

.

参加工作的 还有朱玉权
、

宋彦毅
、
吕振武和侯培资 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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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四哇盐染色测定种子生活力与发芽力

取 19 79年生产的矮丰 3号和郑弓 { l号两个冬小麦品种
,

先在水中浸泡一昼夜
,

取出放

在滤纸上
,

吸去种子表面水分
,

随机数取 30 拉
,

重复 3 次
,

用锋利刀片沿种胚中心纵切

成两半
,

逐粒对应编号
,

一半直接发芽
; 另一半用 1

.

0% 浓度 的四 hllt 盐 ( 四哇盐为北京

化工厂生产 ) 染色
,

观察后再进行发芽
,

量幼根与幼芽的
一

民度
,

对比两者的观察结果
。

4
.

两个小麦品种 (丰产 3 号
i

润郑引 l 号 )种子
,

用纱布包成小 包
,

放在装有她℃温

水的干燥器中
,

在恒温箱中保持同样温度经 。
、

2 4
、

4 8
、

72 和 9 6小时后取出
,

用标准法
、

红外线
、

远红外线和 电容式水分速测仪
,

分别测定种子水分
,

各种方法重复 3 次
。

三
、

试验结果和讨论

1
.

发芽势与发芽率之间的关系

从测定五个小麦品种的发芽势与发芽率来看
,

除矮丰 3 号外
,

其他品种均青不同程

度的休眠期
,

如第一次测定小僵 5 号
、

郑引 l 号
、

矮丰 3 号
、

丰产 3 号 与 咸 农 68 一 3

的发芽势与发芽率相应为 13
、

5
、

7 5
、

1 1
、

4 2%与 2 9
、

1 7
、

9 7
、

2 4
、

5 6%
。

随贮存时间

加长
,

发芽势与发芽率相应增加
,

到第六次测定时
,

除小堰 5 号外
,

其他品种均达到 了

国家标准 ( 试行 ) 规定的二级良种水平
。

同时
,

五个小麦品种在不同时间的发芽势与发

芽率的差异也极其显著
,

尤其表现在发芽势上
。

从下表 ( 表 1 ) 可以着出
。

故 各国政府

对种子质量的分级标准
,

没有发芽势的具体要求
,

只有发芽率的规定
。

表 l 五个小麦品种的发芽势与发芽率

种 发芽势 ( % 士标准误 ) 发芽率 ( % 士标准误 )

3 号

品 年

丰产 3 4 6 6士 1 2
。

1

矮丰 3 号

小僵 5 号

郑引 1 号

咸农 68 一 3

8 1士

3 4士

6
。

8

6
。

7

3 7士 12
。

5

7 6士 8
.

4

8 1士 1 1
。

4

9 7 士 1
。

1

6 8土 1 0
。

9

6 5士 1 3
。

0

9 3 士 1
。

6

从十二个月测定的五个小麦品种的发芽率来看
,

五个品种发芽率达到最高峰的时间

是不同的
,

如丰产 3 号为 90 天
,

矮丰 3 号为
’

1 20 天
,

小僵 5 号为 2 70 夭
,

郑 引 l 号 为

27 。天
,

咸农 68 一 3 为 1 20 夫
,

高峰过后
,

发芽率趋向稳定
。

2
.

两种发芽床中相差 1天时
,

计算的发芽势与发芽率

用丰产 3 号与郑引 l 号两个品种所作第 3 天与第 4 天计算发芽势
,

第 7 天和第 8 天

计算发芽率的对比结果
。

在两批小麦中无论是纸床与砂床
,

都是发芽势的差另]J较大
,

为

1 3~ 2 8% ;
而发芽率的差别不 大

,

为 0
.

3 ~ 2 %
,

未超过规定的允许差距
。

按国际规程

( 19 7 6年 ) 规定
,

平行样品的允许差距
,

平均发芽率 98 一 99 %的样品为 2 %
,

95 一 97 %

者为 3 %
, 9 1~ 9 4%者为 4 %

, 5 5~ 9 0%者为 5 % ( 随机取样机率为 0
.

0 2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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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两个小麦品种在不同时间与不同发芽床中的发芽率

二 …二 …周摘协打对韶狱
二丁丁…

一纸 床 {
8。

…
93

.

吓厂压孚…
9 7

{
9 8

{
9 9

)
g

奋
卡户 3亏 }

—
}一 一 }

—

—
{砂 床 {1 6…” 1

{
9 2…” 3

!” 9… “ 7
{

” 6…” 7

一 …令令…召你韶侧福粉摆
注

:1。

平均每纸床 用水 7 0毫升
,

砂床用水 80 毫升
。

2
.

但温 2 0 士 1
O

C

3
。

每处理重复四 次
。

3
.

两个小麦品种发芽结束时幼根
、

幼芽和籽粒的重量变化

达到规定计算发芽对间后 ( 第 7 天 ) 按大
、

中
、

小粒型区分的两个小麦品种
,

其平

均每粒幼根
、

幼芽和余留籽粒的重量变化见表 3
。

表 3 小麦幼根
、

幼芽和籽粒的重量变化

籽粒长
x
宽

x

厚 ( 毫米 )

8 义 2 5
。

5 6 X Z
。

9 3旧 5 2 X Z 5 8」5 7 7 X 3 1 7一5 4 9 X Z 8 1 {4
。

9 8 又 2
.

5 0

X Z
。

6 8 X Z
。

3 6 X Z
。

8 6 x Z
。

6 5 X Z
。

3 2

…一川钊||一…一.一|一…一!一 ,

千粒重 (克 )

发芽率 (% )

幼根干重
(毫克 /粒 )

一劝穿千颤
~

(毫克 /粒 )

佘留浦立干重
(毫克 /粒 )

籽粒干重减轻量
(毫克 /粒 )

3 7
。

4 3 3 2
.

6 6 2 4
。

2 3 3 8
。

5 0 3 3
。

8 0 2 5
。

6 7

9 7
。

3 0 9 7
。

0 0 9 8
。

7 0 9 8
。

7 0 9 7
。

7 0 9 7
。

3 0

4
。

3 6 4
。

0 9

7
。

9 8 7
。

8 5

3
·

` 5
!

5
·

6 8 … 5
·

5 0 … 4
·

1 1

6
.

8 5 」 :
.

7 3 … :
.

3 5 …

1 2
。

5 5 8
。

5 7 4
。

2 8 1 2
。

6 1 8
。

6 5 6
。

4 3

2 0
。

7 5 2 0
。

7 7
1 7

。

5 0
2 1

。

0 4 2 1
。

7 7 1 6
。

6 1

|沛巨卜一…一"一!一…一!一?

由表内资料可见
:

(一 )籽粒越大
,

千粒重越重
,

其幼根
、

幼芽与余留籽粒的重量

比也越高
,

到发芽的第 7 天
,

大型籽粒几乎还保持有与幼根和幼芽相等的干重
,

部分营

养物质仍未被耗尽
,

故小麦素有
“
胎里富

” 之称
。

( 二 ) 红皮 卜麦的芽重比白皮小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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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

而余留籽粒与幼根 的干重较 白皮小麦的轻
,

可能是红皮小麦的合成能力比白皮小麦

强
,

这一点有待于继续研究
。

( 三 ) 两个小麦品种的小型籽粒
,

其发芽率和大
、

中型籽

粒的相差无几
,

红皮小麦的甚至还比较高
。

据杜甄斯卡娅认为
,

小麦小型籽粒中的蛋白

质含量高
,

酶活性强
,

故发芽率并不降低
,

但小型籽粒的幼根干重显著较低
,

以致造成

出苗后的吸收能力差
,

而影响幼苗的生长势
,

这就说明精选小麦种子的重要性
。

( 四 )

发芽达第 7 天时
,

大型籽粒的幼芽与幼根总干重约等于余留籽粒 的干重
,

而中
、

小型籽

粒的则较大
。

至于籽粒干重减轻量
,

大
、

中型籽粒的接近一致
,

而小型籽粒的较小
。

据英

物学者费雷斯研究发芽种子的基质利用后
,

指出
: “ 幼苗每 日的最大生物量

,

可以籽粒

每日干物质减少量来计算
” 。

但我们的试验结哭
,

未能证实这种说法
。

不过
,

在正常发

芽情况下
,

籽粒干物质减轻越大
,

合成能力越强
,

则幼芽的生长势越旺盛
,

这一点是无

可置疑的
。

( 五 ) 经 过 3
、

2
.

5 和 2 毫米筛孔筛下的中型籽粒
,

对于两个小麦品种按其

千粒重来说
,

比大型籽粒相应轻 4
.

70 和 4
.

77 克
,

比小型籽粒重 8
.

13 和 8
,

4 3克
,

重量相差

几乎达一倍
。

可见
, 2

.

5毫米的筛孔
,

对该两个小麦品种的筛选效果是 良好的
。

筛孔过

小
,

虽然可筛取较大的籽粒
,

但精选效率差
;
筛孔过大

,

则混入小籽粒多
,

影响种子质

量
。

4
.

四哩盐染色测定生活力和发芽率

用四哇盐染色测定种子的生活力
,

在国际种子检验协会通过的《国际种子检验规程 》

( 1 9 7 6年 ) 中
,

规定可用于麦类
。

美国农业部颁布的种子检验规程
,

规定用于农作物
、

蔬菜和牧草种子
。

在国内各省
、

市
、

自治区 (( 农作物种子标准 》 中
,

只见有北京市 1 9 7 8

年试行标准中提出
,

可用作种子发芽率的检验
。

但依操作技术的熟练和判别染色标准的

不同
,

用四哇盐测定的种子生活率和按常规法测定的发芽率之间
,

存在显著的差异
。

从

我们用北京市房山县以 36 个小麦样品 ( 代表 31 万余斤的自留种 ) 作对比测定的资料
,

进

行统计分析的结果
,

可以看出 ( 表 4 )
。

表 4 用四哩盐法与常规法测定小麦发芽率的统计分析

t 值 P

实际

3
.

5 2 3

“ 0
。

0 5

表列

标差准
扩万

四哇盐法

( 万 X
l

% )

常 规 法

( 刃 X
Z

% )

艺 d

万 ( X
、 一 X

:

样品数

3 6 { 2 9 9 8 2 9 1 5
。

5 8 2
。

5 } 7 2 4
。

2 5 1 0
。

6 5 2
。

0 2 6

从我们用四哩盐染色所作的发芽试验来看
,

凡种胚被染成红色的发芽均好
,

胚根鞘

和胚芽鞘不染色或盾片的上下末端不染色的种胚也能发芽
。

只有种胚完全不染 色或者色

很淡的
,

不能发芽
。

胚根的一半以上
,

胚芽和盾片中部
、

胚轴
、

胚上部一半和整个盾片

不染色的种胚均不能发芽
。

这可能是由于切胚位置不正或药液致毒造成 的
。

另外
,

郑引

l 号的切胚
,

其发芽情况都较差
,

幼芽和幼根长度亦较短 ( 表 5 )
。

据我们体会
,

产生误差的原 因有
:

取样的机误
、

种子软化时间和温度
、

割切部位
、

现察部位和药液的浓度等
。

但据美国研究者格雷勃的看法
:

用染色法检定的生活力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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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两个小麦品种用四哩盐处理与否的发芽情况对比

染色与

不染色

发芽相

差 (% )

色芽
染色部位 (粒) 染色后发芽

不染
发

发芽
率%

数一2 8

222 888

333 000

发芽

率 (% )

9 6
。

7

根长
(毫米

/ 粒)

芽长
(毫米

/ 粒)

粒数

9 0
。

0

2
。

0 5

1
。

1 3

2
。

09 3
。

3 3
。

4

0
。

1 586
。

7 3
。

3

Q 甘甲奋Q 自 0乙

8 3
。

3

6 5
。

了

1
。

9 8 0
。

03
。

3

0
。

0 5

l
。

5

0
。

2 1 53
。

32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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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发芽率比较
,

若操作方法正确
,

其结果通常是接近一致的
, 3 ~ 5 %差异

,

可能完全

是由于取样误差所引起的
。

由于采用四 哩盐染色检测种子的生活力
,

比作发芽试验或其

他方法
,

具有花费时间短
、

经济简便
、

不 受休眠期的限制以 及准确性高等优点
,

国际间

已广泛使用
,

我国 也正在逐步推广
。

但关于两种方法之间的误差问题
,

还有待于进一步

研究
。

5
.

五种不同的小麦
,

用 四种不同方法测定的水分结果

为获得不同水分的小 麦种子
,

采用了置于高温高湿条件下的
“
种子陈化法

” ,

然后

用经过陈化的种子进行水分测定
,

结果见表 6
。

表 6 陈化小麦种子水分测定结果 ( % )

十导洲
烹甫德唾

2 4

}
1 2

·

6 3

{
1 1

·

6 。

{
1 1

·

。5

}
1 2

·

8 3

4
` 5

·

3 2

}
` 3

·

2 。

}
1 6

·

2 8

{
, 8

·

4 7

工…互 i巫{二三座…咬平亚……诬率亚
宜生

-

巴竺
-

{些里训竺
~

弊阵里纠华赞早些圳一” 6 …` 6
·

0 8
{

` 5
·

5 0 …` 5
·

7 0 } ` 9
·

7 3
{

“ 4
·

` 5
}

“ 2
·

4 8
{
“ 2

·

3 5
{ 一

注
.

B O T 一 5 型粮食温湿仪为湖北省襄 阳地区半导体厂生产 , 红外线水分快速测定仪
,

S C 6 9 一 。 2型为上海第二天平

仪器厂生产 , 远红外辐射 干燥 箱 ( V H W
一 B )

,

为江苏南通通海仪器厂生产
。

可见
,

两个小 麦品种种子用四种测定水分的方法
,

所测得的结果均有较大 的 差 异

(最大达 4
.

7写 )
,

因 此
,

在使用粮食快速水分测定仪时
,

必须经过和标准法校对
,

才能

获得比较精确的结果
。

现在市场上销售的多数粮食水分速侧仪
,
由于测定起点低

,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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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 0 1写的水分便不能测出
;在 0 1一 1 6%水分范围内

,

分度值太大
,

精确度不够
。

而西

北地区常年的空气相湿度和温度
,

使种子发生吸湿平衡的变化常在 10 % 以 下
,

10 一 16 %

的水分是检测种子水分的常见范围
,

如果精确度不高
,

不仅影响种子质量分级的误差
,

而且会导致贮藏保管中的危险性
。

四
、

结 论

1
.

供试的五个小 麦品种均有不同程度的休眠期
,

小僵 5 号最长
,

依 次 为 郑 引 l

号
、

咸农 68 一 3
、

丰产 3 号和矮丰 3 号
。

发芽势和发芽率的差别
,

则以郑引 l 号最大
,

矮丰 3 号最小
。

休眠期短的小 麦
,

发芽比较整齐一致
。

2
.

无论用纸床或砂床所作小麦相差 l 天计算的发芽势
,

其差另}J较大
;
发芽率的差

别较小
,

未超过国际规程规定的允许差距
。

说明我国现在试行的国家标准还是适用的
。

3
.

小麦精选时的筛孔大小
,

以 2
.

5 毫米直径为宜
。

这样
,

既能保持适当的筛选效

率
,

又不致于选入过多的小粒种子
。

虽然未能证实小麦发芽过程中
,

籽粒干物质残留量

与幼苗生物合成量相等
,

但残留量可反映幼苗的生长势
。

4
.

用四 哩盐检测种子的生活力与常规法测定的发芽率之间
,

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

一般是生活力高于发芽率
。

产生误差的原因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5
.

现在市售的粮食水分电子速测仪
,

由于测定的起点低
、

精确性差
,

用作种子水

分测定时一定要用标准法来校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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