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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处理方法对葫芦茶种子发芽的影响

郇树乾，王对平，周 旋，王桂花
( 海南大学 农学院( 儋州校区) ，海南 儋州 571737)

摘 要: 采用不同方法对葫芦茶种子进行处理，并对处理后种子的发芽势和发芽率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

表明: 用 φ = 98%的浓硫酸处理 10 min 可使葫芦茶种子的发芽势和发芽率达到最高，分别为 70% 和 81%。
该处理操作简单，快捷，成本低，种子萌芽快，建议在生产上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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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茶( Tadehagi triquetrum( L． ) Ohashi ) 为蝶形花科半灌木植物，又名牛虫草、迫颈草、金剑草、螳

螂草、咸鱼草、百劳舌等，除用作家畜饲料外，它还有较强的药用价值。具有清热解毒，消积利湿，杀虫防

腐等功效，临床用于预防中暑
［1］，治疗感冒发热、前列腺增生

［2 － 3］、烧伤
［4］、咽喉肿痛、急性肾炎、黄疸性肝

炎
［5］、肠炎、细菌性痢疾、妊娠呕吐等，对动物体内的寄生虫有杀灭作用

［6 － 7］，同饲料混合饲喂还具有促进

动物消化、增进食欲，达到增加体重的目的
［8］，海外侨胞称其为“仙茶”。它主要分布于我国云南、海南、广

东、广西、福建、贵州等省区。葫芦茶在国外研究甚少，20 世纪末国内才开始研究，且大多是对野生葫芦茶

资源的开发利用，这样导致野生资源越来越少。为了防止葫芦茶资源的匮乏和满足未来对其开发利用的

需要，大面积人工栽培葫芦茶势在必行。笔者采用不同方法对野生葫芦茶种子进行处理，观察种子的萌

发特性，旨在寻求最佳的种子处理方法，为葫芦茶的人工栽培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供试的野生葫芦茶种子，2011 年 3 月采收于海南大学儋州校区的橡胶林区。

1． 2 试验方法 试验设 4 个处理和 1 个对照。1) 对照组: 种子不作任何处理，放入 25 ℃恒温发芽箱中

进行发芽试验; 2) 热水浸种处理: 将一定量的种子分别放入 4 个 100 mL 的烧杯中，加入 80 ℃热水浸泡，

再置于 80 ℃的恒温水浴箱中分别浸泡 3，5，10，20 min，在加热时用玻璃棒不断搅拌。当时间达到处理时

间时，从恒温水浴箱中取出种子，使之自然冷却到室温，然后放入 25 ℃恒温发芽箱中进行发芽试验; 3) 硫

酸浸种处理: 将一定量的种子放入 100 mL 烧杯中，加入 φ = 98% 的分析纯浓硫酸 25 mL，用玻璃棒搅拌，

分别浸泡 3，5，10，20 min，当时间达到处理时间时，立即取出用自来水反复冲洗直至硫酸完全去除，再放

入 25 ℃恒温发芽箱中进行发芽试验; 4) 氢氧化钠浸种处理组: 将一定量的种子分别放入 w = 40% 的氢氧

化钠溶液中浸泡 5，10，20，30 min，当时间达到处理时间时，立即取出冲洗干净，然后放入 25 ℃恒温发芽箱

中进行发芽试验
［9］。5) 赤霉素( GA3 ) 溶液处理: 将种子分别用 0． 1，0． 2，0． 4，0． 6，0． 8，1． 2 g·L －1

的 GA3

溶液浸泡 24 h，取出冲洗干净，然后再放入 25 ℃恒温发芽箱中进行发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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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每个处理不同水平的种子充分混匀后，随机取 300 粒，分为 3 个重复，采用 TP 发芽
［10］，然后放入铺

有双层滤纸的培养皿中，在 25 ℃恒温发芽箱中进行发芽试验。发芽期间，每天计数 1 次，发芽到第 10 天，

统计种子发芽势和发芽率，计算公式如下。

发芽势 = 5 d 发芽数 /供试种子数 × 100%

发芽率 = 10 d 发芽数 /供试种子数 × 100%

1． 3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用 SAS 软件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热水处理对野生葫芦茶种子发芽的影响 由表 1 可以看出，热水处理能够提高葫芦茶种子的发芽

率和发芽势，80 ℃ 热水处理葫芦茶种子 10 min 和 20 min 都能极显著提高种子的发芽率和发芽势

( P ＜ 0． 01) ，其中 20 min 处理的发芽势和发芽率分别达到 38% 和 44%，比对照组分别提高了 20% 和

26%，为热水处理的最佳处理时间。

表 1 不同处理对葫芦茶种子发芽的影响

处理 时间或质量浓度 发芽势 /% 发芽率 /%

80 ℃热水处理

3 min 22F 25EF
5 min 24F 26EF
10 min 30E 31E
20 min 38D 44D

φ = 98%的浓硫酸处理

3 min 41CD 51CD
5 min 44C 57C
10 min 70A 81A
20 min 66B 73B

w = 40%的氢氧化钠处理

5 min 23F 30E
10 min 31E 45D
20 min 17FG 26EF
30 min 22F 28E

赤霉素浸泡 24 h 处理

0． 1 g·L －1 18FG 21FGH
0． 2 g·L －1 24F 24FG
0． 4 g·L －1 17FG 18H
0． 6 g·L －1 15G 15H
0． 8 g·L －1 18FG 20FGH
1． 2 g·L －1 20FG 22FGH

清水对照( CK) 18FG 18H

注: 表中同列数据后大写英文字母不同者表示差异达极显著( P ＜ 0． 01) 。

2． 2 浓硫酸处理对野生葫芦茶种子发芽的影响 从表 l 可以看出，浓硫酸处理野生葫芦茶种子，其发芽

率和发芽势均得到极显著提高( P ＜ 0． 01) ，处理 10 min 时，发芽势和发芽率分别达到 70%和 81%，比对照

组分别提高了 52%和 63%，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极显著( P ＜ 0． 01 ) ，也极显著高于其他处理组。另外，经

浓硫酸处理后的种子萌发速度快( 如图 1) ，浓硫酸处理后，第 1 天均有不同程度的萌发，浓硫酸处理 10

min，第 1 天萌发率达到 13%，而对照组第 1 天没有萌发，其他处理组也很少有萌发。

832 热 带 生 物 学 报 2011 年



图 1 浓硫酸不同处理时间对野生葫芦茶发芽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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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氢氧化钠处理对野生葫芦茶种子发芽的影响 从表 1 可以看出，NaOH 溶液处理后，野生葫芦茶种

子的发芽势和发芽率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提高的比例没有浓硫酸处理组的大，其中 NaOH 处理 10 min

的发芽势和发芽率分别为 31%和 45%，比对照组分别提高了 13%和 27%，与对照组相比也达极显著差异

( P ＜ 0． 01) ，其他处理时间的发芽势与对照组的差异没有达到极显著，而发芽率除 20 min 处理外，其他处

理与对照组相比，均达极显著性差异。

2． 4 赤霉素(GA3) 溶液处理对野生葫芦茶种子发芽的影响 从表 1 可以看出，不同质量浓度的赤霉素

( GA3 ) 溶液处理 24 h 后，除 0． 2 g·L －1
处理的种子的发芽势和发芽率均极显著高于对照外( 比对照组提

高了 6% ) ，其他浓度处理的发芽势和发芽率与对照组相比，均无极显著性差异，但赤霉素( GA3 ) 能促进种

子萌发速度( 如图 2) ，第 10 天测定的发芽率和第 5 天测定的发芽势，各处理之间均相差较小，说明赤霉素

( GA3 ) 对提高葫芦茶种子的发芽整齐度有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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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赤霉素溶液不同处理时间对野生葫芦茶发芽率的影响

3 讨 论

葫芦茶是一种热带豆科牧草，其种子具有一定的硬实度，要使葫芦茶种子发芽，必须破坏其种皮的蜡

质层，创造通气透气条件，使水分进入种子，营造种子发芽的条件，所以，如何打破种子的硬实度是提高其

发芽势和发芽率的关键。近年来，关于硬实种子催芽方面的报道很多，用得较多的方法有强酸、强碱、激

素等化学药剂和热水处理，以及机械破壳等手段，但是，关于葫芦茶种子的催芽研究尚未见报道。由于葫

芦茶种子较小，采用机械破壳操作难度大，很容易损伤种子，也不适于在生产中应用。所以，笔者挑选了

不需要机械破壳的处理方法，即用浓硫酸、氢氧化钠、赤霉素和热水处理进行比较试验。试验结果表明，

用浓硫酸处理可以显著提高葫芦茶种子的发芽势和发芽率，这与刘壮
［11］

和张燕
［12］

的研究结果一致。热

水、氢氧化钠和赤霉素处理虽也能提高葫芦茶种子的发芽势和发芽率，但提高的程度没有浓硫酸处理的

效果明显。所以，在生产实践中，建议采用 φ = 98%的浓硫酸浸泡处理葫芦茶种子 10 min，可获得理想的

发芽效果。但浓硫酸具有强腐蚀性，使用时必须多加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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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 Methods on Seed Germination
of Tadehagi triquetrum( L． ) Ohashi

HUAN Shu-qian，WANG Dui-ping，ZHOU Xun，WANG Gui-hua
( Agricultural College，Hainan University，Danzhou 571737，China)

Abstract: In this report，the seeds of Tadehagi triquetrum( L． ) Ohashi were treated with different methods，and

the germination potential and germination rate of the treated seed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The results indica-

ted that the germination potential and germination rate of the seeds treated with 98% H2SO4 for 10 minutes was

70% and 81% respectively，which was the highest． The method is easy to operate，low-cost，and by which the

germination of seeds were faster． The method was recommended for using in actual production．

Key words: Tadehagi triquetrum( L． ) Ohashi; seed treatment; germination potential; germination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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