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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齿苋种子的发芽特性
李宝光 　卢育华 　宋越冬 　王光美

摘 　要 　马齿苋种子发芽特性研究结果表明 ,种子有 5～6 个月的休眠期 ,解除休眠的适宜浸

种时间为 9～12 h(小时) (30 ℃) 。催芽温度为 30～35 ℃, GA3 处理可打破休眠 ,促进其种子发芽 ,

适宜浓度为 200 mg·L - 1。

关键词 　马齿苋 　种子处理 　发芽

　　马齿苋 ( Portulaca oleraca L. ) 俗称马生

菜、长寿菜、长生菜等 ,是马齿苋科马齿苋属

一年生肉质草本植物 ,是一种富营养并具保

健功能的野生蔬菜〔1～4〕。近年来 ,我国以马

齿苋为主要原料生产的速冻及罐头食品 ,在

国际市场上十分畅销 ,露地栽培和反季节栽

培开始在北方兴起〔5 ,6〕。但生产中还存在着

马齿苋种子发芽难、出苗难的问题。本研究

旨在探讨马齿苋种子的有关发芽特性 ,以便

为生产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试验于 1999 年 7 月～2000 年 5 月在山

东农业大学园艺系栽培生物学实验室进行。

供试种子于 1998 年 9 月和 1999 年 9 月采 自

李宝光 ,男 ,山东农业大学园艺系 ,泰安市 271018 ,电话 :

053828243431

卢育华 ,王光美 ,通讯地址同第 1 作者
宋越冬 ,泰安市郊区第二职业中专
收稿日期 :2000207225 ;修回日期 :2000209213

泰安市郊区 ,在室温、干燥、黑暗条件下贮藏 ;

供试赤霉素 ( GA3) 为上海溶剂厂生产的分析

纯制剂。

1. 2 　方法

1. 2. 1 　马齿苋种子休眠期限的测定 　通过

在采种后贮藏不同时间进行发芽率试验来测

定马齿苋种子的休眠期限。共设 2、4、6、8、

10、12、14、16、20 个月 8 个不同贮藏期处理。

将样本种子在 30 ℃的温水中浸种 12 h (小

时) ,置于发芽床在 30 ℃恒温黑暗条件下催

芽。每处理重复 3 次 ,每重复 100 粒种子。

发芽床为直径 10 cm 培养皿 ,内垫 2 层湿润

的定性滤纸 ,并加皿盖保湿。发芽以胚根露

出种皮为度。处理后 24 h (小时) 统计发芽

势 ,48 h (小时)统计发芽率。

1. 2. 2 　马齿苋种子适宜发芽温度的测定 　

本试验采用采种后 8 个月的种子。试验设

15、18、20、25、30、35、40 ℃共 7 个处理 ,除催

芽温度不同外 , 其它种子处理的方法与

1. 2. 1相同。

Study on Age of Tomato Seedlings Growing in Plug 　　Zhao Rui ,Ma Jian ,Li Fei ,et al. (Department of

Horticulture ,Sheny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110161)

Abstrac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raising seedlings in plugs we sdudied the suitable age of the tomato

seedling. Conclusion shows :the old2age (60 days) seedling’s quality is worse ,and though the early yield is

higher ,but the total yield lower ;the young2age (30 days) seedling’s total yield is highest ,but the early yield

lower ;middle2age (45 days) seedling’s quality is best and have higher productivity because the early and total

yield are higher.

Key words 　Tomato , Plug , Seedling age , 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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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马齿苋种子适宜浸种时间的测定 　

亦采用采种后 8 个月的种子。不同浸种时间

设为 3、6、9、12、15、18、21、24 h (小时) 共 8 个

处理 ,除浸种时间不同外 ,其它皆与 1. 2. 1 相

同。

1. 2. 4 　不同浓度 GA3 浸种处理与发芽测定

　试验采用采后 8 个月和采后 4 个月的种

子。设 50、100、200、400、600、800、1 000 mg·

L - 1 GA3 和清水对照 8 个处理。除改用 GA3

溶液浸种 12 h (小时) 外 ,其它皆与 1. 2. 1 相

同。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贮藏时间对马齿苋种子发芽的影

响

不同的贮藏时间对马齿苋种子萌发有很

大影响 (表 1) 。采种后 2～4 个月各项发芽

指标均极低 ,说明马齿苋种子存在一定时期

的生理休眠。6 个月时 ,各项发芽指标急剧

升高 ,说明生理休眠已基本解除。8 个月时

发芽率、发芽势、发芽指数达到最大值 ,10 个

月时略有下降 ,但二者差异均不显著。12 个

月后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 ,但各项发芽指

标差异仍不显著。由此认为 ,马齿苋种子存

在 5～6 个月的生理休眠期 ;贮藏 8～10 个月

的种子发芽能力最强 ,贮藏近 2 a (年)的种子

仍有较高的使用价值。

表 1 　不同贮藏时间对马齿种子发芽的影响

贮藏时间

月

发 芽 率

　 %

发 芽 势

　 %
发芽指数

2 3. 67 d D 2. 67 d D 3. 17 d D

4 8. 67 d D 4. 67 d D 6. 67 d D

6 58. 33 c C 39. 67 c C 49. 00 c C

8 82. 67 a A 59. 33 a A 71. 00 a A

10 82. 00 a A 58. 67 a AB 70. 33 a A

12 77. 33 ab AB 55. 33 ab AB 66. 33 ab AB

16 75. 67 b AB 51. 00 b B 63. 33 ab AB

20 73. 00 b B 50. 00 b B 61. 50 b B

　　注 :表中小写字母代表 5 %显著水平 ,大写字母代表

1 %显著水平 ,采用新复极差法进行分析 ,下表同

2. 2 　不同温度对种子萌发的影响

马齿苋种子的发芽率、发芽势、发芽指数

随发芽温度的升高而上升 (表 2) 。20 ℃以下

时 ,各项发芽指标上升极为缓慢 ,且处于较低

水平。20 ℃时各项发芽指标大幅度提高 ,说

明 20 ℃是马齿苋能够适应的最低温度。

30 ℃时发芽率达到最大 ,35 ℃发芽势及发

　　　　　　表 2 　不同温度对马齿苋种子萌发的影响

温 度

℃

　发 芽 率

　　 %

　发 芽 势

　　 %
发芽指数

15 12. 67 d D 0. 67 e D 6. 67 e D

18 15. 33 d D 1. 33 e D 8. 33 e D

20 53. 33 c C 35. 33 d C 44. 33 d C

25 71. 00 b B 50. 67 c B 60. 83 c B

30 84. 33 a A 64. 33 a A 71. 00 ab A

35 79. 00 ab AB 65. 00 a A 71. 83 a A

40 75. 33 b AB 55. 33 b B 67. 00 b AB

芽指数也升到最高。但从方差分析的结果来

看 ,各项发芽指标在这两个处理之间无显著

差异。温度超过 40 ℃时各项发芽指标又有

所下降。由此可见 ,马齿苋种子发芽以 30～

35 ℃为宜。

2. 3 　不同浸种时间对马齿苋种子萌发的影

响

不同浸种时间对马齿苋种子发芽有一定

的影响 (表 3) 。随浸种时间的延长 ,种子发

芽率、发芽势、发芽指数增大 ,12 h (小时) 达

最大值 ;超过 12 h (小时) 又呈下降趋势。其

中 9 h (小时)和 12 h (小时) 两处理间各项发

芽指标均无显著差异。因此马齿苋种子浸种

以 30 ℃条件下 9～12 h (小时)为宜。

表 3 　不同浸种时间对马齿苋种子萌发的影响

浸种时间

　 h

　发 芽 率

　　 %

　发 芽 势

　　 %
发芽指数

　　3 59. 33 b B 41. 67 d D 50. 50 d D

　　6 65. 67 b B 47. 67 c C 56. 67 c C

　　9 79. 00 a A 64. 33 a A 71. 67 a A

　 12 80. 00 a A 60. 67 a AB 70. 33 ab AB

　 15 76. 33 a AB 55. 67 b B 66. 00 b B

　 18 65. 67 b B 45. 00 cd CD 55. 33 cd CD

　 21 61. 00 b B 43. 07 cd CD 52. 33 d D

　 24 59. 00 b B 41. 33 d D 50. 17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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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GA3 处理浸种对马齿苋种子发芽的影

响
由表 4 可见 ,对于处于休眠状态或已解

除休眠的马齿苋种子 , GA3 都有促进发芽的

效果 ,而对前者的作用效果更加明显 ,说明

GA3 能促进马齿苋种子的萌发 ,打破种子的

休眠。从各浓度处理来看 ,在 50～600 mg·

L - 1的范围内 ,GA3 处理对各项发芽指标都有

一定的促进作用 ,其中以 200 mg·L - 1的处理

效果最好。对于处于休眠状态的种子来说 ,

用 200 mg·L - 1的 GA3 处理 ,发芽率、发芽势、

发芽指数与对照相比分别提高了 75. 67 %、

61. 33 %、68. 70 %。其发芽率与贮藏 8 个月

(自然发芽率最高)的种子相当 ,其发芽势、发

表 4 　不同浓度 GA3 浸种对马齿苋种子发芽的影响

GA3 浓度

mg·L - 1

贮藏时间

　月

　发 芽 率

　　 %

　发 芽 势

　　 %
发芽指数

CK 4 4. 00 e D 1. 67 e D 2. 63 e E

8 82. 67 b B 59. 33 c B 70. 33 b B

50 4 46. 00 d C 35. 33 d C 41. 67 d D

8 83. 33 b B 63. 33 bc B 73. 33 b B

100 4 64. 33 b B 50. 33 b B 57. 17 b B

8 90. 67 a A 77. 00 a A 84. 00 a A

200 4 79. 67 a A 63. 00 a A 71. 33 a A

8 92. 33 a A 77. 67 a A 84. 50 a A

400 4 79. 00 a A 62. 33 a A 70. 67 a A

8 88. 33 a A 74. 00 a A 81. 17 a A

600 4 62. 00 bc B 49. 33 b B 55. 67 b B

8 83. 00 b B 65. 33 b B 74. 17 b B

800 4 58. 33 c B 43. 67 c B 51. 00 c C

8 80. 67 c B 60. 33 bc B 70. 50 b B

　　注 :相同贮藏时间的数据进行差异显著性比较

芽指数略高于贮藏 8 个月的种子。由此可见

用 200 mg·L - 1的 GA3 溶液浸种能有效打破

马齿苋种子的生理休眠 ,并能提高其发芽的

速度和整齐度。

3 　小结

①适宜的浸种时间和发芽温度可显著提

高马齿苋种子各项发芽指标。马齿苋种子低

于 20 ℃时难以发芽 ,发芽温度以 30～35 ℃

较为适宜 ,较适宜的浸种时间为 9～12 h。冬

季进行反季节栽培时应尽量提高地温。

②GA3 处理可打破马齿苋种子的生理休

眠 ,并对种子发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适宜

浓度为 200 mg·L - 1。

③马齿苋种子有 5～6 个月的休眠期 ;贮

藏近 2 a (年)的种子仍具有较高的发芽能力。

冬季进行反季节栽培时 ,新种子应用 200 mg

·L - 1的 GA3 进行处理或采用上一年采收的

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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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ies on Germination of Purslane Seeds　　Li Baoguang ,Lu Yuhua ,Song Yuedong ,et al. (Depart2
ment of Horticulture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an 271018)

Abstract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re were 5 - 6 months dormant period for Purslane

seeds ,the optimum soaking time for Purslane seeds was 9 - 12 h (at 30 ℃) ,the suitable germination tempera2
ture was 30 ℃,and the method using 200 mg·L - 1 GA3 solution to treat Purslane seeds increased obviously ger2
mination percentage ,germination vigor and germination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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