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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浸种对种子萌发和生长的影响 
^／ 

曲 东 王保莉 白红英 罗建峰 
(1西北农皿大学资潍与环境科学系·2实验中心．陕西扬凌 712100) 

摘 要 将用磷酸二氧钾浸种处理的小麦和玉米种子，分别在 30，25和20C及 0．0和 
-- 0 5 MPa环境水势条件下萌发，测定萌发率与生长量等指标。结果表明：①玉米浸种的适宜 

磷酸二氢钾浓度为 0．1 mmo L／L；@磷浸种使玉米和小麦的萌发时间提前；③磷浸种对种苗生 

长量的影响与不同作物及生长温度有密切关系，在高温下磷的作用明显；④不同浸种处理在 

萌发生长过程中，其吸胀一活化 生长阶段的划分有一定区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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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胁迫时．由于细胞膜功能修复的滞后，使种子的萌发和生长受到严重影响0 。 

如何提高种子的抗旱能力，以形成苗全、苗壮，成为早地农业生产中的重要问题。资料表 

明0 ，提高种子抗旱性的方法除了选用抗旱性品种外，对种子进行适当的抗旱锻炼是十分 

必要的。浸种是抗旱锻炼的常用方法 。在浸种的农作实践中，常兼顾营养物质的调节作 

用，如应用植物激素、化学药剂和种肥 ] 本研究结合营养调控和抗旱性调控，着重探讨 

KH PO。浸种对小麦和玉米萌发与生长的影响。 

l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种子处理 

供试材料选用玉米(掖单13)和小麦(陕1 60)。种子精选后用TTC法测定种子活 

力0 ，玉米为 99 ，小麦为 98 ．种子用 HgCI 消毒后流水冲洗，晾干备用。 

浸种处理：选用KHzPO。及KCI溶液闷泡 15 h(室温)，取出后晾干备用。 

1．2 萌发试验及剥试方法 

萌 发试验在 日本 Yamato低温培养箱 中进行。水势为 0．0和 一0．5 MPa(用 

PEG6000)，选择(20±1)．(2 ±1)和(30士1)℃ 3个萌发温度。 

定时测定①萌发率：以胚根顶破种皮(露白)为种子萌发标准，统计每50粒种子中的 

萌发数，计算萌发率或萌发时间；②形态参数：根长、芽长用直尺量取，以1 0粒(苗)为单 

位，统计计算出平均值；③种子吸水重或种苗鲜重：取 10粒种子(苗)，用吸水纸吸取表面 

水分，置铝盒中称重。 

2 结果与分析 

2．1 磷酸盐浸种浓度选择 

每处理取消毒备用的小麦和玉米种子各 5O粒，用不同浓度 KH PO 溶液浸种，风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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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将种子用无离子水萌发(小麦温度为 25℃+玉米为 35C)，结果见表 1．由表 1可看出， 

玉米和小麦均 0．1 mmo L／L KH POt浸种的萌发率最高，且 48h后的根长最长。故试验 

选用 0．1 mmol／L KH2POd浸种处理。 

表1 不同蔽度KH PO。浸种对发芽率及根长的影响 

注；数值为萌发 48 h测定值。 

2．2 种子萌发与环境条件的关系 

为了反映种子萌发过程的整体效果，表2中计算了不同温度及环境水势下玉米和小 

麦种子的特征萌发时间(种子群体萌发率达50 时对应的时阃口])。特征萌发时间是用不 

同时刻种子萌发率 )与相对应的时间对数值(1ogt)回归，即 P—n+biogt，计算出 P一 

50 时的f值，得特征萌发时间。为了区分K 对萌发的影响+选用与 KH。Po。溶液相同含 

K 量的KCI溶液作浸种对比(K)。同时为了比较磷浸种的效果，用无离子水浸种为对照 

(CK)。由表 2可以看出+萌发温度对不同作物的萌发时间有一定影响。对小麦来说．无干 

旱胁迫时，不同温度下各处理萌发时间差异不大，而干旱胁迫时对温度变化反应敏感，但 

3个浸种处理均以低温下萌发时间短。比较3个浸种处理可以看出，不论是高温或低温．P 

处理的萌发时间都最短。由玉米可以看出，30 C较高萌发温度对其有利，特别是在干旱条 

件下，P处理的种子萌发时间短 说明磷浸种后可增加作物萌发过程的抗旱性能。 

表 2 不同环境水势下各浸种处理的作物特征萌发时闻 h 

2、3 浸种处理对种苗鲜重的影响 

2．3．1 玉米成苗过程中鲜重的变化 由图 1看出，30C时各处理的鲜重增加量最大，而 

20C时最小。不同温度下种苗鲜重的变化明显分为两个阶段：①48 h以内，以吸胀过程为 

主，各处理问(包括水分处理)无明显差异。②种苗鲜重急剧增大阶段。此时期，水分对种 

苗鲜重影响很大，干旱胁迫处理的变化量低于供水处理。不同温度和不同处理对吸胀一生 

长阶段的划分有影响。如 30U时种苗鲜重(1和 2)从 48 h开始急剧增大，25 C时在 48～ 

72 h，而 20C时大约在 72 h后增长才较大。磷对其萌发和生长过程的影响表现为：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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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及25 C)有促进作用，特别是对干旱处理的促进作用较大；而在低温下(20C)的作用 

甚至不如K处理的好 其原因可能是体内磷酸化酶活性较低时，过量的无机磷反而会抑 

制淀粉磷酸解作用中蔗脊 6一磷酸转化为蔗糖的过程叫(蔗糖一6一磷酸 鳖 蔗糖+Pi)
， 

而低温对磷酸化酶的活性可能有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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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浸种处理对玉米种苗鲜重的影响 

1．2分别示 0．0 MPa下 KC1和 KH2PUJ授种处理}3，4分别示～0 5MPa下 KC1和 KH2PO‘湮种处理 

2．3．2 小麦成苗过程中种苗鲜重的变化 由图2看出，小麦成苗过程鲜重的变化与玉米 

有相似之处。在萌发开始的 12 h内，种子吸水迅速，鲜重增加较大；12～36 h，鲜重变化相 

对缓慢，但不同水分处理问已有明显的差异。干旱胁迫处理仅在25℃下鲜重继续增加，而 

30和20"C基本保持稳定，说明在30和20"C下，干旱对麦苗吸水的抑制作用明显。对于正 

常供水处理，从36 h开始，鲜重都表现为急剧增加的趋势，25c增加量最大，这与文献[1] 

中报道的小麦最适生长温度是一致的。比较磷浸种的作用可见，3O℃下尽管种苗鲜重增长 

较慢，但磷的作用却明显高于对照和K处理；20"C下磷的作用比K处理和对照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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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浸种处理对小麦成苗过程鲜重的影响 

1，3 5分别示 (1．0MPa水势下水(cK) KCI和 KH2PC'‘浸种处理f 

2·4t 6分别示一0 5MPa水势~5'ak(CK) KCt和KHzPO~浸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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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摄种处理对作物生长的影晌 

2·4-1 玉米种苗芽长、根长和根数的变化 由表 3可以看出，萌发 5 d时，随温度上升． 

玉米的芽长 根长、根数均增大。干旱条件下，30"C时磷处理的芽长、根长和根数大于K浸 

种处理；25和 20 c时，两者差异不大，但根长／芽长比值均表现为磷浸种处理大于钾处理， 

说明磷对调节根冠比有重要作用。形态指标的测定结果与鲜重变化趋势基本一致，都反映 

出磷在高温下对种苗的生长具有促进作用。 

表 3 不同温度和水势下萌发5 d玉米的生长量 

· 4-2 小麦种苗芽长、根长和根数的变化 由萌发 7 d后的小麦种苗形态指标的统计结 

果(表 4)可以看出，不同温度比较，各处理问的芽长、根长和根数以25 C时为佳，说明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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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5 C下生长最为有利。温度升高时(30c)小麦的根长明显减小，而20 C的干旱条件下· 

小麦种子仅能吸胀和露白，未能长出根和芽(表4中以0表示)，表明干旱对低温下小麦萌 

发后的生长影响很大。磷的作用表现为30 C时，与对照及 K处理相比可增加生长量，而 

2OC时，磷的作用不明显，甚至其生长量低于对照处理。根长、芽长统计结果与2．3．2中种 

苗鲜重的变化基本是一致的。 

由以上结果分析可以看出．玉米和小麦在萌发和生长过程中受温度和环境水势的影 

响较大；磷浸种处理在一定条件下对促进萌发和生长是有益的。从营养诵控和抗旱性调控 

措施上看，磷授种(特别是对玉米)能明显地促进萌发．改善根冠比，增加根长和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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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eed Pretreatment with Phosphorus on Seed 

Germination and Seedling Growth 

Qu Dong Wang Baoli Bai Hongying Luo Jlanfeng 

(1~partment of Natural Resourcrs and En~'ronment Pm 曲 ． ⋯̂ f " 

Agrivutturat Uniters ，h  ” ， 船 ，删 712200) 

Abstract W heat and maize seeds were pretreated by soaking in passium dihy— 

drophaphate solution for 24 hours，and germinated under 30，25 and 20℃ ，and 0．0 

and ——0．5 M Pa environmental temperature and  water conditions respectively．The main 

results obtained by measuring germination and seedling growth rate indicated (1) 

KH2PO{concentration for maize pretreatment was 0，1 mmol／L；(2)seed pretreatment 

with KH2PO‘could cause the seed germination period to occur earlier；(3)the effect of 

phosphorus pretreatment to seedling growth rate vari6d depending on different crops and 

temperature conditions，especially the significant effect oceured under high temperature； 

(4)the stage division of water—uptake，germination and growth differed during the ger— 

ruination and growth process with different seed pretreatment． 

Key words seed pretreatment，water stress，dryland fa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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