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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钩藤（Ｕｎｃａｒｉａ ｒｈｙｎｃｈｏｐｈｙｌｌａ ）种子的发芽条件，为钩藤种子检验和种子质量标准的制定

提供参考。【方法】采用单因素试验法研究种子来源、发芽温度、光照和抑菌处理等因素对钩藤种子发芽的影

响。【结果】钩藤种子发芽的适宜温度为 ２０～２５℃；黑暗不利于钩藤种子的发芽，每天应固定给予部分光照；

无菌水处理的种子发芽率和发芽势最高，发霉种子也较少；来源于广西融水县的种子发芽率和发芽势最高。

【结论】钩藤种子整体发芽率较低，不同温度、光照、消毒处理及不同来源的种子的发芽率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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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ｏｒＵｎｃａｒｉａ ｒｈｙｎｃｈｏｐｈｙｌｌａ ｓｅｅｄ ｉｓ ｆｒｏｍ ２０℃ ｔｏ ２５℃；Ｄａｒｋｎｅｓｓ ｗｉｌｌ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ｓｅｅｄ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Ｕｎｃａｒｉａ ｒｈｙｎｃｈｏｐｈｙｌｌａ，ｓｏ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ｌｉｇｈ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ｇｉｖｅｎ ｆｉｘｅｄｌｙ ｅｖｅｒ-
ｙ ｄａｙ．Ｔｈｅ ｓｅｅｄ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ｔｅｒｉｌｅ ｗａｔｅｒ 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ｇｅｒｍ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ｅｓｓ ｍｏｌｄｙ ｓｅｅｄ．Ｔｈｅ ｓｅｅｄ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ｇｅｒｍ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ｍｅ ｆｒｏｍ
Ｒｏｎｇｓｈｕｉ，Ｇｕａｎｇｘｉ．【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Ｕｎｃａｒｉａ ｒｈｙｎｃｈｏｐｈｙｌｌａ ｓｅｅｄ ｉｓ ｌｏｗ，ａｎｄ
ｓｅｅｄ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ｌｉｇｈｔ，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ｌａｃｅｓ
ｓｈｏｗ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Ｕｎｃａｒｉａ ｒｈｙｎｃｈｏｐｈｙｌｌａ，ｓｅｅｄ，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研究意义】钩藤基源为茜草科钩藤属钩藤
［Ｕｎｃａｒｉａ ｒｈｙｎｃｈｏｐｈｙｌｌａ （Ｍｉｑ．）Ｊａｃｋｓ．］，药用部
位主要是带钩茎枝。中国医学文献（清《本草丛新》）
对钩藤性质及效用早有记载，“钩藤性味甘、凉，归
肝、心包经，具有清热平肝，息风定惊之功效；入肝
经，以凉血祛风，治昏止眩，主肝风相火之病，风静火
熄，则诸症白除。”临床上已广泛用于头痛、高血压、
惊痫抽搐、神经衰弱等症的治疗［１］。钩藤主要分布
于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福建、湖南、湖北及江西等



省区［２］，以前钩藤野生资源非常丰富，但近年来，由
于开山造林破坏了野生资源生境，且国内外市场需
求量大幅度增长，野生资源储量迅速减少，已不能满
足市场需求，因此，迫切需要进行人工栽培。钩藤栽
培主要靠种子进行繁殖，但因其种子质量检验标准
的缺失，给种子的生产、销售和管理造成困难。因
此，参照相关种子检验规程［３，４］，对其种子的发芽试
验进行研究，不仅为准确地评价钩藤种子质量提供
依据，也为钩藤种苗的生产提供技术指导。【前人研
究进展】在钩藤繁殖方面前人也做了一些研究，杨俊
轼［５］介绍了钩藤的种子育苗技术，施力军等［６］构建

了钩藤组织培养技术体系，毛堂芬等［７］对钩藤的组

织培养与植株再生进行了研究，胡蕖等［８］研究了清

水浸种 ６ｈ，２４ｈ，ＫＮＯ３ （０．０５％，０．１％，０．２％），

ＮａＯＨ （０．０５％，０．１％，０．２％），ＧＡ （２０ｍｇ／Ｌ，

５０ｍｇ／Ｌ，１００ｍｇ／Ｌ）分别浸种 ３０ｍｉｎ 对钩藤种子发
芽率 的 影 响。结 果 表 明，ＫＮＯ３ （０．０５％）、ＧＡ
（１００ｍｇ／Ｌ）两种处理的效果优于其他处理。【本研
究切入点】关于钩藤种子的发芽实验虽有一些研究，
但同时从不同温度、光照、消毒处理及批次种子等多
个影响因素进行钩藤种子发芽率研究较少。【拟解
决的关键问题】研究钩藤种子的发芽特性，建立钩藤
种子的检验技术规程，为其种苗生产提供技术支持。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种子

　　供试种子来源于广西兴安县、融水县、三江县、
龙胜县、灌阳县的野生种子。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药
用植物研究所马小军研究员鉴定为茜草科钩藤属钩

藤［Ｕｎｃａｒｉａ ｒｈｙｎｃｈｏｐｈｙｌｌａ （Ｍｉｑ．）Ｊａｃｋｓ．］的种
子。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采收，经净度分析后用于发芽
试验。

１．２　仪器及试剂

　　发芽箱：ＬＲＨ-４００-Ｇ 光照培养箱、ＬＲＨ-２５０-Ｇ
光照培养箱；发芽器皿：直径为 ９ｃｍ 的培养皿及硬
塑发芽盒；发芽基质：发芽纸（市售，种子发芽专用，

ｐＨ 值 ６．０～７．５）；试剂：高锰酸钾。

１．３　方法

１．３．１　温度设定

　　选来源于广西兴安县的野生种子于纸上发芽床
进行恒温发芽试验，发芽温度分别为 １５℃、２０℃、

２５℃、３０℃、３５℃，每天光照 １２ｈ，强度 ２０００ ｌｘ，最长
培养 ３０ｄ。

１．３．２　光照条件

　　选来源于广西兴安县的野生种子于纸上发芽床
进行不同光照条件发芽试验。光照条件分为部分光
照、黑暗、自然光 ３ 种，部分光照处理为在每天光照

１２ｈ，强度 ２０００ ｌｘ 的条件下发芽；黑暗处理为将置
床后的发芽盒用黑布包裹，放入小纸箱中进行发芽
试验。发芽温度 ２５℃，培养 ３５ｄ。

１．３．３　抑菌处理

　　选来源于广西兴安县的野生种子分别用自来水
（ＣＫ）、无菌水、０．５％高锰酸钾各浸种 ２ｈ 进行抑菌
处理后，于纸上发芽床进行发芽试验。发芽温度

２５℃，每天光照 １２ｈ，强度 ２０００ ｌｘ培养 ３５ｄ。

１．３．４　不同批次种子发芽试验

　　分别选择来源于广西兴安县、融水县、三江县、
龙胜县、灌阳县的野生种子于纸上发芽床进行不同
批次发芽试验。发芽温度 ２５℃，每天光照 １２ｈ，强度

２０００ ｌｘ培养 ３５ｄ。

　　以上试验按《国际种子检验规程》（ＩＳＴＡ）［３］

１９９６ 版中发芽试验和 ＧＢ／Ｔ ３５４３．４—１９９５《农作物
种子检验规程》［４］发芽试验观察幼苗发育的规律确
定试验持续时间。试验每个处理设 ４ 次重复，每重
复 １００ 粒。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温度对种子发芽的影响

　　从表 １ 可以看出，钩藤种子整体发芽率较低，温
度对种子的发芽率影响较大。１５℃开始发芽时间最
长，而 ３０℃和 ３５℃开始发芽时间最短；２０℃和 ２５℃
有较高且一致的发芽率，二者发芽率差异不显著，是
钩藤种子发芽的适宜温度。
表 １　不同温度对种子发芽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ｅｄｓ

发芽温度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开始发芽时间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ｄ）

发芽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

发芽势
Ｇｅｒｍ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

１５ １８ ２７ｃ １４ｃ
２０ １４ ３８ａ ２６ａ
２５ １２ ３６ａ ２１ｂ
３０ １０ ３０ｂ １９ｂ
３５ １０ ３１ｂ ２０ｂ

ａ，ｂ，ｃ表示 ０．０５ 水平差异显著。

ａ，ｂ，ｃ ｍｅａｎ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ｔ ０．０５．

２．２　不同光照条件对种子发芽的影响

　　在 ２５℃下，对钩藤种子进行不同光照处理，观
测其发芽率和发芽势，结果如表 ２ 所示。可以看出

９７２韦树根等：钩藤种子发芽影响因素研究 　 　　



黑暗不利于钩藤种子的发芽，其发芽率与部分光照
处理和自然光处理差异显著，而部分光照处理与自
然光处理的发芽率差异不显著，但发芽势差异显著。
因此，在实验室内检验时，不同季节自然光照度不
一，会较大地影响发芽的结果。从标准化的角度出
发，每天固定给予部分光照的条件更适合。
表 ２　不同光照条件对种子发芽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ｉｇｈ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ｉｎ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ｅｄｓ

光照处理
Ｌｉｇｈ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开始发芽时间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ｄ）

发芽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

发芽势
Ｇｅｒｍ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

光照
Ｌｉｇｈｔ １２ ３５ａ ２１ａ

自然光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ｉｇｈｔ １２ ３３ａ １５ｂ

黑暗
Ｄａｒｋ １７ １１ｂ ５ｃ

ａ，ｂ，ｃ表示 ０．０５ 水平差异显著。

ａ，ｂ，ｃ ｍｅａｎ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ｔ ０．０５．

２．３　不同抑菌处理对种子发芽的影响

　　从表 ３ 可以看出，以无菌水处理的种子发芽率
和发芽势最高，发霉种子也较少，而用 ０．５％高猛酸
钾处理的种子，开始发芽时间长，虽然发霉种子最
少，但其发芽率和发芽势最低，说明高猛酸钾对钩藤
种子的发芽有很强的抑制作用。
表 ３　不同抑菌处理对种子发芽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ｎ ｓｅｅｄ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消毒处理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开始发芽时间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ｄ）

发芽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

发芽势
Ｇｅｒｍｉｎａｂｉ-
ｌｉｔｙ（％）

发霉种子
Ｍｏｌｄｙ

ｓｅｅｄ （％）

无菌水
Ｄｉｓｔｉｌｌｅｄ
ｗａｔｅｒ

１４ ３５ａ ２１ａ １０

自来水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１４ ３１ｂ １７ｂ １６

高猛酸钾
ＫＭｎＯ４

１６ １９ｃ １０ｃ ７

ａ，ｂ，ｃ表示 ０．０５ 水平差异显著。

ａ，ｂ，ｃ ｍｅａｎ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ｔ ０．０５．

２．４　不同批次种子发芽情况

　　从表 ４ 可以看出，不同批次的种子发芽率和发
芽势差异显著，来源于广西融水县的种子发芽率和
发芽势最高，而来源于广西龙胜县的发芽率和发芽
势最低，这可能与种子的成熟度有关。

３　结论

　　钩藤种子整体发芽率较低，不同温度、光照、消

表 ４　不同批次种子发芽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ａｔｃｈｅｓ ｏｎ ｓｅｅｄ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来源
Ｏｒｉｇｉｎ

开始发芽时间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ｄ）

发芽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

发芽势
Ｇｅｒｍｉｎａ-
ｂｉｌｉｔｙ（％）

广西兴安县
Ｘｉｎｇ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

１４ １５ａ ９ａ

广西龙胜县
Ｌｏｎｇｓｈｅ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

１３ １３ａ ８ａ

广西灌阳县
Ｇｕａｎｙ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

１５ ２６ｂ １４ｂ

广西三江县
Ｓａｎｊｉ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

１２ ３６ｃ ２１ｃ

广西融水县
Ｒｏｎｇｓｈｕｉ
ｃｏｕｎｔｙ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

１３ ４４ｄ ２８ｄ

ａ，ｂ，ｃ表示 ０．０５ 水平差异显著。

ａ，ｂ，ｃ ｓｈｏｗ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 ＜ ０．０５）．

毒处理及不同来源的种子的发芽率有显著差异。温
度是钩藤种子发芽的最大影响因子，钩藤的适宜发
芽温度为 ２０℃和 ２５℃，与大田在气温较低的 ２～ ３
月份播种吻合。钩藤人工栽培的年限较短，种子的
野性较大，发芽不整齐，造成其发芽试验持续时间较
长，应进行生活力快速测定与发芽结果相关性的研
究，以简化检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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