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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讨太子参种子的休眠机制 ,为实现无病毒种苗的规模化生产奠定基础。方法　通过解剖观察太子
参的种子结构 ;在正常条件、赤霉素浸种和剥离不同部位等情况下 ,利用平皿发芽法研究太子参种子的发芽和生长

情况。 结果　各种处理均不能使太子参种子正常发芽。剥离种皮后 ,子叶可以展开 ,而胚根不能伸长。结论　成熟
太子参种子存在生理后熟现象 ,层积处理可能是解除太子参种子休眠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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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参 Pseudostellaria heterophyl la ( Miq. )

Pax ex Pax et Hof fm.为石竹科多年生草本 ,其块根

入药 ,具有补肺气、健脾胃、生津液之功效 ,是常用栽

培药材之一。 生产上 ,病毒病十分严重 ,目前已知感

染太子参的病毒有 4种
[1, 2 ]
。 通常感病植株显著矮

小 ,叶片皱缩、褪绿、花叶 ,块根瘦小 ,减产达 40%以

上 ,有时甚至绝收 ,严重影响了太子参的种植效益和

药材质量。由于生产上主要以块根进行无性繁殖 ,病

毒通过块根代代相传 ,致使出现严重的“品种退化”

现象。

目前对于植物病毒病尚无特效防治药物 ,因此

建立太子参无病毒种苗繁育体系十分重要。通过茎

尖培养可以得到脱毒苗 ,进行脱毒苗的工厂化生产

是一条有效途径 ,但由于太子参栽培用苗量大 ,脱毒

苗生产成本过高 ,实际应用价值不大。据文献报道 ,

太子参种子不传播病毒
[3 ]

,因此应用种子繁殖将是

解决太子参病毒病的最佳途径。

目前山东主产区主要依靠自然方式进行种子繁

殖。即春末种子成熟后 ,收获块根 ,然后种植玉米、大

豆等 ,第二年春天太子参新苗萌发 ,加强人工抚育和

管理 ,形成的新块根作为生产用种。由于太子参种子

散落无规律 ,新生苗疏密不一 ,与杂草混生 ,管理困

难。另外 ,仅土壤表层种子萌发 ,种子利用率较低。更

重要的是太子参新生苗由于在原种植地萌发 ,新生

苗很快又感染病毒 ,致使病毒病防治效果显著下降。

为了实现太子参无病毒种苗的规模化繁育 ,我们拟

进行太子参的人工种子繁殖研究。

自然条件下 ,太子参种子在土壤中度过夏秋冬

3个季节 ,即太子参种子可能存在休眠现象。休眠是

种子植物长期进化形成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是其

度过不良环境的有效措施
[4, 5 ]
。为了提高种子繁育效

率 ,打破休眠是解决太子参人工种子繁殖的关键。

1　材料

2002年 5月 26～ 28日 ,从山东省临沭县太子参

种植基地采收成熟种子 ,自然风干。用水选法去除空

瘪种子 ,用 75%乙醇浸种 15 s,然后自然风干备用。

2　方法和结果

2. 1　常规发芽试验:取处理种子 100粒 ,置培养皿

(加两层用蒸馏水润湿的滤纸 )中 ,于 28℃培养箱中

发芽 ,每天用蒸馏水冲洗 ,观察发芽情况。重复 3次。

结果发现太子参种子浸水 2 h后即充分吸胀 ,经 20

d观察无一发芽。

2. 2　赤霉素对太子参种子休眠的影响:设置 6种赤

霉素溶液 ,其浓度分别为 0, 50, 100, 200, 500, 1 000

mg /L,各取 90粒种子于各溶液中浸种 12 h,然后用

滤纸吸干表面溶液 ,分置于 3个培养皿中 , 28℃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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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培养。每天补充蒸馏水 ,使滤纸保持湿润 ,并观察

发芽情况。结果发现 15 d后无一发芽。

2. 3　种子结构及不同部位对种子发芽的影响: 太子

参种子整体呈扁球形 ,如图 1。经解剖观察发现外种

皮呈革质 ,内种皮呈膜质 ;胚侧向弯曲呈圆弧形至螺

纹形 ,形态发育不全 ,仅具胚根、下胚轴和子叶 ,无胚

芽 ,两子叶间仅具一微小的生长点 ;胚乳位于弯曲种

胚的中间及两侧。

1-完整种子　 2-完整种子 ,培养 10 d　 3-环剥种子 (侧面观 )　 4-环剥种子 (侧面观 ) ,培养 10 d

5-外种皮剥离种子　 6-外种皮剥离种子 ,培养 10 d　 7-种胚　 8-种胚 ,培养 4 d

1-in tact seed　 2-in tact seed cul tured for 10 d　 3-partially episperm-s t riped seed ( side sur face)　 4-partially episp erm-s t riped seed

cul tu red for 10 d　 5-episperm-s t riped seed　 6-episp erm-s t riped seed cu ltured for 10 d　 7-embryos　 8-embryos cultured for 4 d

图 1　太子参种子结构

Fig. 1　 Seed structure of P . heterophylla

　　将种子在蒸馏水中浸泡 5 h后 ,于解剖镜下剥离

不同部位。设 4个试验组: ( 1)外种皮环剥组:沿种子

外周 ,剥除宽约 1 mm的外种皮带 ; ( 2)外种皮剥离

组: 将外种皮剥离 ,保留膜质的内种皮、胚乳和胚 ; ( 3)

种胚组: 剥离种皮和胚乳 ; ( 4)对照组:以完整种子为

对照。每组处理 20粒种子 , 3个重复。置铺有 2层滤

纸的培养皿中发芽 ( 28℃ , 2 000 lx ,光照 16 h /d)。

结果种胚组的多数子叶由白色逐渐变成黄绿色

到绿色 ,由侧向弯曲逐渐伸直 ,并向两侧展开 , 78%

的种胚子叶呈绿色 ,伸长约 1～ 2倍 , 32%的种胚仍

保持白色或稍微褐变 ,无生长迹象 , 5 d后 ,展开子

叶开始变黄 ,逐渐死亡 ;胚根始终无明显变化 ,胚芽

未发育。 10 d后 ,外种皮环剥组和外种皮剥离组的

种子大小无变化 ,只是少数种子沿外周 (子叶部位 )

稍微变绿 ;对照组外观无变化。

3　小结

在满足正常发芽条件后 ,太子参种子不能发芽 ,

说明太子参种子确实存在休眠现象。浸种数小时后 ,

种子即充分吸胀 ,因此种皮对种子吸收水分和空气

不存在障碍。 环剥和去除外种皮后 ,种胚无生长迹

象 ,说明外种皮对胚的生长无机械束缚。光照对种子

的萌发无影响 ,说明太子参种子并非需光种子。

经解剖观察发现太子参种子的胚发育不全 ,即

太子参种子萌发需经过形态后熟阶段。剥离后的胚

在光照下子叶变绿并生长 ,说明子叶已经发育成熟 ;

胚根不能伸长 ,可能必需的生长激素尚不能合成 ,或

胚根中存在生长抑制性物质。剥离胚的子叶能生长 ,

而剥离外种皮种子的子叶不能发育 ,说明胚乳中存

在生长抑制性物质。 赤霉素是打破种子休眠的常用

药剂 ,对于需要低温的种子具有明显的效果 [4, 5 ]。 本

试验结果说明赤霉素在打破太子参种子休眠的初期

阶段并不是关键因素。

总之 ,太子参种子休眠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其中

种胚需要形态后熟和生理后熟 ,以及存在生长抑制

性物质可能是主要因素。根据前人的经验
[4～ 7 ]

,层积

可能有利于解除太子参种子的休眠 ,该试验正在进

行中 ,结果将另行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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