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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
,

激光在农业科技中的应用研究发展较快
。

据不完全统计
,

截止 19 8 8年 6月
,

我

国正式鉴定的激光育种或激 光与常规育种相结合培育 出的作物新品种就达 35 种之多 ; 利

用激光照射促进作物生长和增产方面很早就有报道
` ” “ 了。 此外

,

在微生物育种
` “ ’
方面

也有应用
。

由于不同波长激光与生命物质相互作用效应不 同
,

机理尚不清楚
,

因此 目前一般着

重研究选用最佳波长的激光以及剂量大小
、

作用时间等问题
,

且多数只注意了正效应
。

我们用 H
。 一 N

。

激光处理了一批小麦等作物种子
,

作了发芽试验
,

发现存在多种 效 应
,

有正效应
一

也有负效应
。

初步酶活性分析表明
,

经 H
。 一 N 激光处理后的作物种子淀粉酶活

性普遍发生变化
。

1 材料及处理方式

1
.

1 材料 小麦采用 1 9 8 3年收获的
“

辐一 93 ” , 1 9 8 4年收获的
“

74
一 1 0 0,, 和 19 8 5年收获的

“ 7 7 2,, 三个品种及商麻
“ 1 0 1),

。

均由西北农大农学系提供
。

选用存放时间较长自然发芽

率已较低的种子
,

是为了更好地观察激光对发芽生长的影响
。

1
.

2 处理方式

( l) 扩散处理 用 2 5m w H
。

一 N
。

激光经放大倍数为 6的透镜放大后照射种子胚 部
,

种子受光面的激光功率为 o
.

Zm w
。

这种方式每次可处理 20 粒 到 30 粒种子
。

装置如图 1所

示
。

照射时胚部向上受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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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点处理 采用 1
.

SM W
, ZM W两种 H e一 N c激光器

,

胚部朝上受光
,

每次处理一粒种子
。

虽然这种处理较慢
,

激光照射
,

强度比扩散处理大 10 倍左右
。

装置见图 2
。

种子放在一可转动处理 台上
,

但种子直接受 1
.

SM W 或 ZM W

门曰曰

ù

r

、

圈 1 扩散激光处理种子装 t

L
.

H e 一
N

e激光器 , R
.

反射镜 , J
.

放大镜 ,
5

.

种子盒 K

图 2 激光点处理装皿

支架 ,
L

.

激光器 ,
S

。

种子处理 台

( 3 ) 发芽试验 经处理的种子在发苛箱内控制温度在 2 5一 30 ℃ 进行发芽生长
。

第 3

天
、

第 7天分另lJ测定发芽势
、

发芽率不
` {

芽 长
、

浪长等
。

2

2
。

1

试验结果

扩做处理 由表 l
,

2及相应方差分析可见
,

经 H e 一N e激光照射后的不同品 种 小 麦和

商麻种子的发芽生长情况是很不相同的
:

表 1 小安种子发芽实验

处理时间

( m i n )

发芽率% 芽 长 根 长

发芽率

品种

增长率 平均 芽长 c m 增 长率 % 平均 根长 c m 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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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 w , ( 2) 处理种子数 , “

辐
一

6 3 ” 1 2 3 粒
, “ 7 4

一 I D0 ” 1 00 粒
, “

7 72 ” 10 9 粒 , ( 3) 第

7天 测及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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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筒麻8 5一1 0 1种子发芽实验
·

第 三 天 第 七 天

处理时间
(m i n)

总 粒数 (个 ) 发芽数 (个 ) 发芽势 %J月长率 %发芽数 (个 ) 发芽率 %增长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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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

辐一 6 3 ” 的发芽率
、

芽 长和根长都明显高于对照
,

呈现正效应
。

( 2 )
“ 7 4一 1 0 0,, 的发芽率无明显变化

,

但芽长
、

根长均比对照小
,

呈现负效应
。

( 3)
“ 7 7 2,, 的发芽率虽普遍低于对照

,

但其根长
、

芽
一

长都比对照有大幅度增加
。

( 4 ) 商麻种子的发芽生长情况无明显差别 ( 见表 2 )
,

可能与麻种皮厚有关
。

但经

激光照射后 的种子在发芽生长中整个长势明显比对照好
,

对照第三天开始腐烂
。

照射30

m in 的第七天才有少量腐烂
,

而照射 g o m i n
的第七天仍长势很好

,

无腐烂
。

这有两 种 可

能
:

一是经激光处理后的种子提高了抗病害能力
; 二是 i故光杀死了麻种表皮 的 病 菌

。

总之
,

激光处理对 l影麻发芽生长都是有益 的
。

2
.

2 点处理 表 3给出了两个典型的结果
。

由表 3可见
:

激光 的点处理对小麦发芽生长同

样存在不 同的影响
,

有正效应
,

如 ,’7 4一 1 0 0,, 发芽率
; 也有负效应

,

如
“ 辐一 63 ”

发 芽

率等
。

相应方差分析表明
,

前者达显著水平
,

后者达极显著水平
。

与 表 1 ,’7 4一 l o 0’, 数 据

比较
: ,

丁见
:

点处理效果较好
。

表 3 小麦发芽实验
’ )

处理 时间
( m i n )

发芽率 % 增长率 % 平均 芽长 ( c m ) 增长率 % 平均根长 ( c m ) 增长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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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仁
: 1 ) 第七 天 测定值 ; 2 ) Zm w 点处理 , 3 ) 一 s m w点处理

。

2
.

3 酶活性分析

一般推测
,

经激光处理后作物
`
}乙长状况的变化主要是由于种内酶活性变活所致

。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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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这一问题
,

我们测定了经不同时间激光处理的各样品的淀粉酶活性
。

为了简单
,

直接

用 s m in 内淀粉酶水解淀粉生成的麦芽糖浓度表示酶的活 性
。

表 4是小麦 ,’7 4一 1 0 0” 的测

定结果
。

裹 4
“
74一飞0 0” 小麦淀粉酶活性测定 P P爪

激光照射时间 ( m in ) 0 ( e k )

a 淀粉酶活性

总淀粉醉活性

由表 4可见
:

经激光照射后
,

种子内淀粉酶活性普遍提高
,

在 20 ~ 25 m i n 之间存 在

极值
。

这表明激光照射与种子内淀粉酶的激活存在一定关系
。

但所作的相关分析指出
:

与发芽生长 ( 发芽率
、

芽长
、

根长增长 ) 比较
,

相关性很差
。

所以
,

激光的作用除使淀

粉酶活性提高外
,

可能还对其它酶有作用
,

甚至还有其它激光生物效应
,

共同导致发芽

生长的变化
。

3 初步结论

l ) H e一 N e激光照射小麦种子后
,

对它的发芽生长有明显影响
,

总处理效果 较 扩 散

处理显著
。

2 ) 不同品种小麦对 H e一N e激光的反应敏感度不同
,

而且有正效应
,

如发芽率增加
,

芽长和根长增加等
; 也有负效应

,

如发芽率下降
,

芽长和根长减短等
。

3 ) 商麻经激光处理后
,

长势 良好
,

不论是 内因或外因
,

均有实际应用价值
。

4 ) 此项工作还是很初步的 许多问题有待深入研究
,

如不同激光的效应
,

其 它 酶

对激光的反应
,

筒麻试验中是种子抗病力提决还是种外病菌被激光致死等
。

严长勤
、

胡希远
、

贾根良等同志参加了部分具体工作
,

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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