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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草种子抗逆性研究

赵杨景 李先恩震绮陈林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北京 1 0 0 0 9 4)

中国药材公司

摘 要 报道了甘草种子的几项抗逆性试验
,

指出
:

坚硬的种子能抵抗霉菌或细菌的侵袭
;
能忍耐

80 ℃4h 和 10 0 ℃ lo m in 的高温
,

100 ℃ lh 就基本丧失发芽力
;
在常温下保存 4 年不降低生活 力

,

长

期保存 13 年仍有 60 % 的发芽率
。

关键词 甘草种子 抗逆性

甘草种子因种皮坚硬
,

发芽非常困难
,

过

去许多学者采用物理或化学的方法处理种子

以提高发芽率
〔‘

,
2〕 。

作者曾从生物学的角度
,

根据植物的生长发育特征
,

发现嫩的饱满种

子自然发芽率可达 95 %以上〔3〕。

近来又进一

步试验甘草种子在其坚硬种皮保护下的抗逆

性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材料来源
:

试验用的甘草种子采自内蒙

古伊克昭蒙野生群丛地 G ly cy rrh
iza

u ra le n -

51: F is eh
.

分别有 1 9 8 1
、

1 9 90 一 1 9 9 2 年的种

子
,

于室内自然温湿度下纸袋贮藏
。

1. 2 试验方法

1
·

2. 1 霉菌或细菌侵染种皮试验
:

试验用的

种子为 1 99 1
一

08
、

1 9 9 1
一

0 9 作发芽试验剩下没

发芽的种子
,

于 1 9 9 1-- 10
一

04 放在一起置室温

下保持一定的湿度培养
,

让其充分发霉
,

历经

巧 个月于 1 9 93
一

0 1
一

05 取出
,

将霉菌或细菌冲

洗干净
、

晾干
,

取 1 9 9 2 年的种子为对照
,

各加

砂碾磨 sm in 左右
,

分别取 出 3 组 10 0 粒种

子
,

分别放入培养皿内加适量清水
,

置室温下

培养
,

每 2一3d 统计发芽数
。

试验至 19 93
一

03
-

0 8 结束
,

约 2 个月
,

发芽温度 14 一 16 ℃
。 -

1
.

2
.

2 抗高温试验
:

采用 1 9 9 1 年收的种子
,

设 6 0
、

7 0
、

8 0
、

9 0 和 10 0 ℃ 5 个温度处理
,

每个

温度分别在烤箱 内烤 i o m in
、

3 o m in
、

lh
、

Zh

和 4 h
,

用不烤的种子作对 照
,

总共 30 个处

理
,

将温度处理后的种子加砂分别碾磨 10 一

15 m in
。

每个处理 1 00 粒种子
,

3 次重复
,

试验

方法同上
,

试验时间 1 99 3
一

03
,

发芽温度 15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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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
。

1
.

2
.

3 贮 藏年 限试验
:

采 用 1 9 8 1
、

1 9 9 0 一

1 9 9 2 年 4 种贮藏期限的种子
。

分砂磨和不砂

磨 (对照 )作比较试验
。

方法同上
。

发芽观察

时 间 1 9 9 4
一

0 5
一

1 6 一 0 6
一

1 6
,

发 芽 温 度 2 0 一

2 7 C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霉菌或细菌侵染种皮试验
:

做发芽

试验余下的没发芽的种子
,

为种皮坚硬不透

水的种子
。

原想利用这些种子
,

通过室内空气

中的霉菌或细菌自然侵染种皮
,

找出某种能

侵染种皮的真菌或细菌或分泌某种酶
,

能使

种皮软化透水
,

但经 15 个月的长期培养
,

虽

然种子表面长满很 多霉菌和细菌
,

但都没能

侵入种皮
,

使其软化吸水
。

因而将种子清洗干

净
,

再继续作发芽试验
。

在 2 个月的发芽培养

中发现 其发芽率 可达 96 %以上 (比对照高

5 % )
,

同时没有一粒种子霉烂
,

说明种皮坚硬

的甘草种子
,

是不透水又不易被霉菌或细菌

侵染
,

具有生活力的完好种子 (表 1 )
。

表 1 霉菌和细菌侵染的甘草种子发芽率(% )

0 1一 16 0 2一0 6 0 3 一0 8

处理

发霉籽

新籽

对照

发芽率 霉烂率 发芽率 霉烂率 发芽率 霉烂率

2 4 6 7 0 5 2
.

3 3 0 9 6
.

6 7 0

2 6 0 1
.

3 3 3 9
.

33 1
.

3 3 9 1
.

6 7 1
.

3 3

由于发芽温度较低 (1 5 C 左右 )
,

种子发

芽较慢
,

使试验延续 2 个月之久
。

2
.

2 抗高温试验
:

从表 2 看出
,

甘草种子在

6 0 一 s o C 下烘烤 l om in 至 4 h
,

g o C和 lo o C

下烘烤 lo m in
,

对其发芽率无任何影响
,

并有

促进发芽的作用
。

但在 g o C 和 10 0 ℃下处理

3 Om in 后 就开 始 有较 大影 响
,

烤 lh 以 后
,

90 ℃高温仍有 47
.

3 %种子发芽
,

但 l o o C 高

温就基本丧失发芽力
。

说明甘草种子最高只

能忍耐 9 0一 1 0 0刃 lo m in 的高温
。

同时发现
,

9 0 ℃和 1 0 0 ℃ 3 0 m in 以上处

理的种子基本上都能吸涨
,

除少数能发芽的

种子外
,

多数种子不久种皮破裂
,

像煮熟的一

样
,

不发芽
,

最后腐烂
。

表 2 甘
如子高沮处理的发芽率 (% )比较

10 0℃

处理

发芽率 比对照

+ 9
.

6

+ 1 0
.

6

+ 9
.

0

发芽率 发芽率 发芽率 比对照

+ 4
.

3

一 8
.

4

发芽率 比对照

+ 1 0
。

3

室温

对照

发芽率

3 6
.

3 一 4 0
.

4

一 2 9
.

4 1
.

0 一 7 5
.

7 7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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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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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6

+ 1 1
.

0

+ 1 1
.

3

4 h 8 3
.

0

一 3
.

4 8 3
.

+ 6
.

3 9 2
.

比对照

+ 1 7
。

6

+ 1 1
.

3

+ 1 1
.

6

+ 6
.

3

+ 1 5
.

6

0 一 1
.

7

3 十 6
.

6

3 6
.

0

2 7
.

3

一 4 0
.

7 0
.

67 一 7 6

一 4 9
.

4 0 一 7 6
.

7

注
:

发芽时 间 2 0d

2
.

3 贮藏年限试验
:

在本试验范围 内
,

甘草

种子经 2一 4 年的室温贮藏
,

其生活力没有下

降
,

经砂磨的种子发芽率可达 80 %以上
。

但

由于砂 磨不彻底
,

有少数种子的种皮没被擦

伤
,

不吸涨
,

因而还有少数种子未能发芽
。

砂

磨种子霉烂率很低
,

可能是在砂磨过程中
,

有

一些较嫩的种子被磨碎
,

这些被磨碎的嫩种

子就没能挑来做发芽试验
,

因而其霉烂率就

比没经砂磨的种子低 (表 3 )
。

经 贮藏 13 年的种子 ( 1 9 8 1
一

09 采 )
,

其发

芽率最高可达 60 %
,

但不经砂磨的种子没有

一粒发芽
,

并有约 41 %的种子霉烂
。

这些霉

烂的种子
,

在做发芽试验前就发现多数种子

的种皮 已变为棕褐色
,

浸水后基本上都吸涨
,

但 不发 芽
,

数 天 后种 皮就 涨 裂
,

表 现象 经

10 0 ℃烘烤后的种子
,

吸涨后的种 皮破 裂一

样
。

砂磨时有部分棕褐色的种子被碾碎
。

无

法 挑来一 起 做 发 芽 试 验
,

所 以 发 芽 率 达

65
·

5%
,

有些偏高
,

根据对照 种子霉烂率 推

测
,

其最高发芽率不会超过 60 %
。



表 3 甘草种子不同贮藏期的发芽率统计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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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结与讨论

坚硬的种皮是保护甘草种胚免受恶劣环

境侵袭的坚强屏障
,

因而使甘草种子具有较

强的抗逆性
,

可保持较长时间不受霉菌或细

菌的侵染
,

和具有较强的抗高温能力
,

适当的

高温处理还有提高发芽率的作用
。

经 13 年长

期常温保存的种子仍可保持约 60 %的发芽

率
。

甘草种子所表现的这种抗逆性
,

可能与

其长期生长在干热和寒冷的环境中所形成的

遗传特性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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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u d ies o n th e R e s is ta n c e o f s e e d o f U r a l L i e o r i e e ( G ly卿岸为i z a u ra l时n s is )

C he n Z h e n , L in Q i , e t a l

Se
v e r a l r e s is t a n t e ha r a e t e r is t ie s o f G ly c户, h i z a u

ra le n s is s e e d s w e r e s t u d ie d
. ‘

I
‘

he r e s u lt s s ho w e d t h a t

ha r d s e e d e a n r e s is t a t t a e k fr o m fu n g i o r b a e t e r ia
.

I t e a n e n d u r e h ig h t e m p e r a t u r e fo r 4 h a t so C a n d 10 m i n a t

1 0 0 ℃
,

b u t w h e n a t 1 0 0 ℃ fo r l h it lo s e s it s g e rm in a t in g p o w e r
.

T h e s e e d s s t o r e d fo r 4 y e a r s d o n o t r e d u c e

v ia bi lity
.

A ft e r lo n g p e r io d s t o r a g e fo r 1 3 y e a r s , a b o u t 6 0 %
o f th e s e e d s t ill r e t a in s it s g e r m in a t in g p o w e r

·

第三届全国雷公藤学术研讨会在宁举行

第三届全国雷公漆学术研讨会 1 9 9 5 一1 1 在南京召开
。

会议共收到来 自全国各地论文 70 余

篇
,

从不 同角度反映 了国内雷公藤研究的新进展
。

南京军区总医院李宁教授的
“

雷公藤多戒抑

制同种异体小肠移植排异的效果
” 、

河南省眼科研究所王印其
“

雷公藤多贰治疗免疫性角膜病

的临床观察
”
等论文因拓宽雷公藤的新用途而引起 了较强的反响

。

代表们对南京中山制药厂新

近推出的雷公藤总菇片产生极大的兴趣
,

认为该产品是吸收近年雷公漆研 究新成果的结晶
,

它

合理利用资源
,

简化工艺
,

提 高质量标准
,

降低零售药价
,

临床疗效与 目前市售雷公藤制剂一

致
,

但毒副作用明显降低
,

可作为替代产品走俏国内市场
。

会议还表彰了优秀论文及对雷公藤

研究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

(育西 )

联络地址
:

21 00 02 南京市中山 ,+. 路 30 5 号 55 信箱王玉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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