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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瓜种衣剂 1号”包衣效果分析
孟焕文　崔鸿文　程智慧

(西北农业大学园艺系 ,陕西杨凌 712100)

　　摘　要　应用“黄瓜种衣剂 1号”包衣黄瓜种子 ,有利于提高种子的发芽能力和耐藏性 ,

促进出苗并有利于培育壮苗 ,显著提高幼苗耐冷能力 ,对苗期枯萎病防效为 90. 5% ,对苗期

综合性病害的防效为 7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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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瓜是最主要的喜温果菜类之一 ,在我国栽培面积占蔬菜总面积的 15%以上。生产

上目前存在着种子质量差 ,苗期冷害和病害严重等突出问题。 种子工程产业化是国家“九

五”农业攻关研究方向 ,种子包衣是种子产业化的关键技术
[1, 2 ]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种

子包衣经济而有效地解决黄瓜生产中存在的这些问题 ,加速黄瓜种子标准化、商品化和种

子工程产业化的进程。

1　材料和方法

1. 1　供试种子及种衣剂

　　以西北农业大学黄瓜研究室育成的中晚熟杂种一代“农城 4号”为包衣载体 ,以自己

研制出的“黄瓜种衣剂 1号”为供试种衣剂。

1. 2　处理及试验方法

设包衣种子和未包衣种子两种处理 ,分析“黄瓜种衣剂 1号”对黄瓜种子发芽特性、种

子耐藏性、幼苗生长、幼苗耐冷性及幼苗抗病性的影响。

1. 2. 1　种子发芽试验　在恒温培养箱中进行。催芽温度 25℃ ,每小区 100粒种子 ,放入

垫有海绵 1 cm厚的培养皿 (H12 cm )中 , 3次重复。催芽后 24 h开始统计发芽种子数 ,每

隔 12 h统计 1次。以胚根突破种皮的长度等于或超过种子长度的 1 /2记为发芽种子。计

算种子发芽率、发芽势以及发芽指数 [3 ]。

发芽率 =
观察 8次的发芽种子数

供试种子总数 × 100%

发芽势 =
观察 3次的发芽种子数

供试种子总数
× 100%

发芽指数 =∑
Gt (在 t时间的发芽种子数 )

Dt (相应的发芽天数 )

1. 2. 2　种子耐藏性鉴定　采用人工老化的方法 ,即人为创造高温高湿条件 ,加速种子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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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与衰老。老化处理的温度为 42℃ ,相对湿度为 100% ,时间为 4 d
[4 ]
。随后测定老化种子

的发芽率、发芽势及发芽指数。 计算标准同上述种子发芽试验。

1. 2. 3　幼苗培养　以蛭石为基质 ,口杯 (口径 8 cm ,高 8 cm )为育苗钵 ,每处理播种 10

钵 ,每钵播种 10粒种子 ,以自来水为营养液 ,在人工光照培养箱内培养 ,出苗前温度控制

在 28℃ ,无光照 ,出苗后白天温度为 25℃ ,晚上 18～ 20℃ ,每天光照 12 h.观察出苗速度

以及幼苗生长状态。

1. 2. 4　幼苗耐冷性鉴定　在光照培养箱中进行。将正常条件下培养的幼苗至子叶展平后

进行低温处理 ,温度为 2℃ ,连续处理 48 h.每 24 h观察一次因低温冷害造成的倒苗数或

冷害叶数 ,最后在正常温度下恢复 48 h,观察幼苗受冷害情况。

1. 2. 5　幼苗抗病性鉴定　①苗期综合性病害抗性鉴定 ,将种子播种于大量带菌 (含猝倒

病、枯萎病等病菌 )的蛭石中 (播种方法与幼苗培养相同 ) ,置室外自然条件下培养。播种第

3 d开始观察记载出苗数、死苗数 ,直至幼苗雄花开放 ( 30 d)。分别计算其出苗率、烂籽率、

死苗率及幼苗总发病率。②苗期枯萎病人工接种鉴定。以灭菌蛭石为基质 ,于播种前灌浇

150 mL浓度为 10
9
孢子 /L的枯萎病菌液 ,然后干籽直播 ,置于 25℃的光照培养箱中培养 ,

14 d后统计枯萎病发病率。

2　结果与分析

2. 1　对种子发芽特性的影响

　　由表 1可以看出 ,种子进行包衣较有利于种子萌发。 包衣种子的发芽率、发芽势及发

芽指数依次较对照提高 5. 87% , 1. 27%和 6. 63% .

表 1　“黄瓜种衣剂 1号”包衣对黄瓜种子发芽特性的影响

处理
发芽率 (% ) 发芽势 (% ) 发芽指数

X
-

较 CK± X
-

较 CK± X
-

较 CK± (% )

包衣种子 95. 6 5. 87 87. 9 1. 27 19. 3 6. 63

CK 90. 3 0. 00 86. 8 0. 00 18. 1 0. 00

2. 2　对种子耐藏性的影响

由表 2可以看出 ,用“黄瓜种衣剂 1号”包衣种子 ,有利于提高种子的耐藏性。 经人工

老化处理后降低了种子活力 ,但包衣种子的降低程度低于对照 ,与对照相比 ,发芽率、发芽

势及发芽指数分别高 38. 9% , 25. 4%和 25. 5% .说明用“黄瓜种衣剂 1号”包衣可以提高

黄瓜种子的耐老化能力。

表 2　“黄瓜种衣剂 1号”包衣对黄瓜种子耐藏性的影响

处理
发芽率 (% ) 发芽势 (% ) 发芽指数

X- 较 CK± X- 较 CK± X- 较 CK± (% )

包衣种子 65. 7 38. 90 52. 4 25. 4 8. 70 25. 54

CK 47. 3 0. 00 41. 8 0. 00 6. 93 0. 00

2. 3　对出苗速度及幼苗生长的影响

由表 3可以看出 ,包衣种子的出苗速度快。 处理较对照的第 5 d子叶出土率及第 7 d

87第 3期 孟焕文等: “黄瓜种衣剂 1号”包衣效果分析



子叶展平率分别提高 36. 3%和 15. 7% ;活体测定第 8 d的苗态 ,两者在子叶面积上差异

不大 (包衣种子提高 4. 2% ) ,但处理较对照的株高降低了 20. 5% .由此说明 ,用“黄瓜种衣

剂 1号”包衣种子 ,在不影响幼苗正常生长的情况下 ,能防止下胚轴徒长 ,有利于培育壮

苗。

表 3　“黄瓜种衣剂 1号”包衣对黄瓜出苗速度及幼苗生长速度的影响

处理

第 5 d顶土率
(% )

第 6 d子叶出土率
(% )

第 7 d子叶展平率
(% )

X- 较 CK± X- 较 CK± X- 较 CK±

第 8 d的苗态

下胚轴长 子叶面积

cm 较 CK± (% ) cm2 较 CK± (% )

包衣种子 40. 9 36. 3 82. 8 7. 2 81. 0 15. 7 5. 17 - 20. 5 7. 40 4. 2

CK 30. 0 0. 0 76. 7 0. 0 70. 0 0. 0 6. 50 0. 0 7. 10 0. 0

2. 4　对幼苗耐冷性的影响

由表 4可以看出 ,用“黄瓜种衣剂 1号”包衣种子大大提高了黄瓜幼苗的耐冷性。低温

处理 24 h、 48 h,以及在正常温度下恢复 48 h的倒苗率或死苗率 ,处理较对照分别减少

58. 3% 、 51. 0%和 71. 6% .

表 4　“黄瓜种衣剂 1号”包衣对黄瓜幼苗耐冷性的影响 %

处理
低温处理 24 h倒苗率 低温处理 48 h倒苗率 恢复 48 h的死苗率

X
-

较 CK± X
-

较 CK± X
-

较 CK±

包衣种子 35. 7 - 58. 3 46. 2 - 51. 0 16. 7 - 71. 6

CK 85. 6 0. 0 94. 3 0. 0 58. 9 0. 0

2. 5　对幼苗抗病性的影响

由表 5分析可以看出 ,用“黄瓜种衣剂 1号”包衣种子有利于提高幼苗的抗病性。包衣

种子对枯萎病的防效达 90. 5% ,对苗期综合病害的防效达 77. 8% .

表 5　“黄瓜种衣剂 1号”包衣对黄瓜幼苗抗病性的影响 %

处　理 枯萎病枯死率
苗期综合性病害

出苗率 烂籽率 死苗率 总发病率

包衣种子 8. 6 94. 4 5. 6 16. 7 22. 3

CK 90. 5 16. 7 83. 3 16. 7 100. 0

3　讨　论

种子包衣技术是种子工程产业化的关键技术 ,在欧美发达国家中已有 40多年的历

史 ,应用广泛。国内种子包衣研究起步晚 ,水平低 ,但生产需求迫切。从 80年代起 ,国内先

后开展了以农作物为主 ,包括牧草等植物种衣剂的研究 ,其产品现已用于生产 ,并取得了

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 ,与国外相比 ,国内种衣剂产品少而单一 ,适用蔬菜作物

的种衣剂更少 ,尤其缺乏针对各种蔬菜作物生物学特性及突出生产问题的专用型种衣剂。

近年来 ,随着保护地面积的不断扩大 ,尤其是日光温室的发展 ,黄瓜的栽培面积也不

断扩大。低温、寡日照及多茬口的栽培环境使得黄瓜低温冷害及病虫害等生产问题日趋突

出。针对黄瓜的生育特点及生产上存在的突出问题 ,“黄瓜种衣剂 1号”在不降低种子活力

的前提下 ,能极显著地提高幼苗抗病性及耐冷性 ,这对黄瓜苗期低温倒苗 ,病害严重及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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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下胚轴徒长形成高脚苗的三大生产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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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Coating Effects of

“ Cucumber Seedcoat Agent No. 1”

Meng Huanwen　 Cui Hongwen　 Cheng Zhihui
( Departmen t of Hor ticul ture ,Northwestern Agr icul tura l Un iversity, Yangl ing , Shaan xi 712100)

Abstract　 The experiment show ed that coa ting cucumber ( cv. Nongcheng No. 4)

seeds w ith “ Cucumber Seedcoat Agent No. 1” could improve seed germina tion and sto r-

age ability, promo te emergence, favo r the st ronger seedling raising, and signi ficantly in-

crease seedling cold to lerance. The prevention effect on seedling fusa rium w ilt was 90.

5% , and on seedling comprehensiv e diseases w as 77. 8% .

Key words　 cucumber, seedcoa t ag ent , seed coa ting , ef fec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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