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O卷 第l崩 

】99_o年2月 

西北农业大学学撤 

Acta Umv Agri~ Boreali——oecJdentalis 

Vo1 20 NO l 

Feb 】992 

黄瓜种子人工老化过程中某些 

生理生化规律研究 

王 s 6 ． 。多 
北 农业 上学园 艺 ，陡 阿扬 陵 · I2lO0 

摘 要 在 高锰、高湿模拟条件 人工加速老ft的黄瓜种 r，生活力与活力指标均发生 

明显变化，电导率髓老化程度增大而呈平行关系，种 产己烯含最随老化程度增大而呈规律性 

F降，己烯释放高峰期推进 种 ●贮藏物质中，可溶一 槠 淀粉含星减少，过氧化氢酶与脱 

氢酶活性随种子老化程度的增加右 『 降的趋势 V 

美键词差 b』， = 兰些种子活力，乙烯释放量．廿氧化氢酶．膜透性七  ̂礁弹 
中图分类号 $642 J．O94．5．3．4 ／＼ 

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用人工老化的方法，对许多作物种子劣变规律进行了 少 

研究，但对蔬菜作物特别是黄瓜的研究尚未见到报道；探索黄瓜种子劣变后某 生理生 

化变化，揭示这些变化与生活力、活力之问的相瓦关系，了解其种子活力丧失的内在原 

因，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研究的目的是利用／k工加速老化的方法，从生理生 

化角度研究黄瓜种子的劣变规律，从而为贮藏、谓拔和种子经营、延缓种子的劣变提供 

依据，并为测定种子生活力、活力寻求科学的指标 

l 材料与方珐 

1．1 材料 

黄瓜(Cucumis sativus L．)种子，为西北农业大学黄瓜研究室 自繁的津 4—3—1．供试 

种子净度达 100％．千粒重为 28 g 

1．2 人工老化处理 

取黄瓜种子 3份．分别装入牛皮纸袋，封好后置 F朦部加水且密封的千燥器中，代 

42℃，相对湿度 100％条件下分别进行快速老化 3 5．7 d，以未处理种子为对照 

1．3 测定项 目 

l 3．1 生活 力厦活力别疋 按陕 西省蔬菜种 f发芽标准．每处理 3次重复，l片』发 

芽法测定并计算相碰生活力及活力指标：发芽势 发芽指数 平均发芽天数、发芽恤 

等 

1．3．2 脱氢酶活性测定 用 TTC定量法 

1 3 3 电导率 冠 各处理分别称取种子 I g．用燕馏水洗净，吸水纸暖干水后置 

r烧杯中，加入 20mL无离子水在富温 F浸泡，隔一定时间．用 DDS一11A型电导率 

稿收 到 H蝴 199：一03-i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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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测定 1次，3次重复。 

1．3 4 过氧化氢酶活性测定 用碘量法，以酶液在一定时间分解 H，O，的量表示。 

1．3 5 乙烯测 定 乙烯 形成速率参考 Esashi等人的方法，用 日本岛津公 司 GC 

_9A气相色谱仪测定。分析 条件：固定相 GDX-502，柱温 90℃，进样 口温度 240C， 

载气流速(N2)50mL／min，(H2)0．5 kg／cm ，空气 0．5 kg／cm ，用 FID检测器。 

1．3．6 可溶性糖含量的测定 用蒽酮 比色法。 

1．3．7 淀粉的测罡 用蒽酮法，采用 日本 岛津l公司 UV-120比色计比色。 

2 结果与分析 

2．1 人工老化对黄瓜种子生活力和活力的影响 

从表 1可以看出：经人工老化处理的黄瓜种子，无论生活力(发芽率)或活力指标均 

与对照有明显差异。其中发芽势、发芽指数．发芽值均随老化天数增加而降低，而平均 

发芽天数随老化天数增加而增加，不同处理与对照及处理间各活力指标的差异均达极显 

著水平。许多试验表明，人工快速老化与自然条件下种子的衰老呈显著相关 “ 。由 

表 i 人工老化处理对黄瓜种子生活力 活力的影响 

浸泡时间 fh) 

j睾『I 黄瓜老化种子浸出液电导率变化 

】 老 化 7 2 老 化 5d；3 老 化 4 CK 

变程度。 

于老化温湿度高，且随老化时间的延长，使种子生 

理特性变劣加剧，反映在生活力和活力诸方面发生 

了明显的变化 

2．2 黄瓜老化种子与电导率的关系 

由图 1可以看出，经老化处理 3，5，7 d的黄 

瓜种子，随着处理天数与浸泡时间的延长，浸出液 

电导率相应增大。在本研究中，浸泡 48 h的电导 

率增大最快，老化 7 d的种子，浸泡 48 h与 36 h 

电导率相 比，增 加 了 2．4倍；老化 3，5 d的种 

子，电导率也分别增至 1．45和 1 7倍。这说明老 

化处理时间越长，种子细胞膜受损越严重，细胞内 

含物外渗越多，种子活力越低。因此，测定种子渗 

出物的增加量，可以了解活力下降和丧失的程度。 

试验初步认为对于黄瓜种子，浸泡 48 h，测定浸 

出物的电导率，就可大致确定种子的活力高低与劣 

2．3 种子乙烯释放量的变化 

肌图 2可以看出，老化 7 d和 5 d的种子，催芽 24h后，仍不能测出乙烯含量。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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乜的趋势看 乙烯在整个种子催芽过程 中呈偏态分布。对照及各个处理，都有一个高峰 

出现期，但随老化处理时间的延长．乙烯的释放量 

发生规律性 F降，且高峰出现期推迟。博嘉瑞论述 

了多种作物及杂草在种子萌发初期乙烯释放量与活 

力的关系 ⋯ ，认为乙烯产生的量与花生种 子活力 

呈正相关。本研究证明，乙烯释放量与黄瓜种子活 

力强弱相平行 这种趋向与博嘉瑞等研 究基本一 

致。因此，已烯释放量可作为测定黄瓜种子活力的 
·

个敏感指标。 

2．4 过氧化氢酶、脱氢酶的变化 

幽2 黄瓜种 老化处理己烯释放 郑光华等指出，脱氢酶 过氧化氢酶活性的下 

老ft 7d·2老化5d；3-老化3d；4 CK 降与杨树种子发芽率下降速度相平行 ”。从表 2 

可以看出，黄瓜种子内过氧化氢酶、脱氢酶的话性随种子老化程度而降低。老化 7d的 

种子，过氧化氢酶活性 由 2I1．24下降到 7．0o，脱氢酶光密度由 0．943下降至 0．290．这 

说明在黄瓜种子劣变过程中过氧化氢酶与脱氢酶活性也可作为比较敏感的测定种子活力 

的生化指标，以用于检验黄瓜种子的劣变程度。 

表 2 老化处理的黄瓜种子酶活性的变化 

洼：表内数据为 3次测 定平均数， 

2,5 可溶性糖及淀粉的变化 

表 3表明，黄瓜种子随老化程度的增加，淀粉与可溶性糖含量均下降 特别是 町溶 

表3 老化处理的黄瓜种子淀粉殛可溶性糖含量变化 

注：催芽 24 h所删的数值 

性糖 含量下降幅 度较大，处理 7d的种子， 比对 照含量降低 4_88倍。可溶性糖是种子 

发芽转人光合作用前的主要呼吸底物。种子在高温(42"C)高湿(相对湿度 ]00~／o)的条件 

下．呼吸强度增大．养料消耗较多，因而造成了淀粉与可溶性糖含量的急骤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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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人工加速老化法，可以为研究 自然老化 中种子的代谢过程提供可靠的模拟。种 子经 

过加速老化处理后，仍能保持较高发芽率的种子，表明原来的活力较高，耐贮藏力较 

强，可为生产上筛选耐藏性强，活性高的种子 

ChingT M 等指出，种予浸泡液 电导率的高低反映了细胞膜受到破坏的程度，可 

作为检验种子劣变程度的良好指标 “ 。种子老化是由下细胞膜系统的劣变而0f起的， 

当种子老化或劣变时 ，细胞膜解体，透性加大，渗出物增 多 本文对黄瓜老化种 子的研 

究结果也证实 这 ·点 因此，测定电导率可对种子品质进行有敛的评估。 

黄瓜种子隧老化程度增加，种子内贮藏物质减少，反映出膜的损害增加。Koostra 

PT等认为，膜的损害可能是过氧化反应所g『起的 由于过氧化作用，细胞内的溶酶体 

受到破坏，从而加强了贮藏物质的降解速度 “ 。本文发现，老化程度越高的种子，过 

氧化氢酶的活性也越低，电导率也越大 塘、淀粉减少进 一步证实了这 一结论 

傅嘉瑞指出种子活力的变化与内源乙烯产生能力有关 ⋯ 黄瓜人工老化种子试验 

表明，种子在劣变过程中己烯的释放发生规律性的下降与释放高峰期的推迟，说明种子 

活力与产生已烯能力之间存在着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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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Regularities 

During Artificial Aging of Cucumber Seeds 

Cui Hongwen W ang Fei 

Hortieuli'are De?arzment qf Nor rhu， r r r Jf ， “r c】【 r L-rsi(~ Yangfing．Shaanxi．7[2[00} 

Abstract Significant viability and、 igor changes weIe found in cucum ber seeds dar· 

iag artificial aging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appeared to be the paralleled relations in the 

case of high tempeiature and high wet simulation，while ethylene level of seeds decreased 

regularly with aging degree increases，and the ethylene releasiiag peak was delayed In 

seed storage materials suluble sugar and starch contents decreased greatly，while 

hydrogen peroxidasc and gchydrogenase showed a tendency of decrease as seed degree 

increases． 

Key words cucumber seeds．artificial aging，seed vigor—ethylene level hydrogen 

peroxidase．membranous perme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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