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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4年生秦艽种子为材料研究不同发芽床对秦艽种子萌发的影响。结果表明，秦艽鲜种子和干种子
在砂床的发芽率、发芽势均高于纸床，鲜种子砂床发芽率为67.3%。种子风干后发芽率、发芽势都显著降低。纸
床和砂床对秦艽种子发芽势无显著影响。生产中可采用鲜种子播种，以提高种子发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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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艽（Gentiana macrophylla Pall.）是常用名贵中
药材之一，以干燥根入药，味辛、苦、平，主要
用于治疗风湿痹痛、中风半身不遂、筋脉拘挛、
骨节酸痛、湿热黄疸、骨蒸潮热、小儿疳积发热
等症［ 1］。秦艽在甘肃省主要分布于平凉、庆阳、
天水、临夏、定西、兰州、陇南、甘南等地，生

长于海拔 1 200～3 000 m的山坡草地、沟边路旁、
河滩及林缘［ 2］。近年来，由于秦艽需求量增加，
过度采挖致使秦艽野生资源逐渐减少。目前对秦
艽的研究多集中在育苗、栽培技术、化学成分测
定及种子萌发研究等方面［ 3～7］。我们进行不同发
芽床秦艽种子发芽试验，以期为秦艽种子质量测

发芽床对秦艽种子萌发特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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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添加量增加，蛋壳厚度也增加，且比对照组
增加 1%～2%［ 10］，本试验也得到类似的结果。肖
金松等分析，添加凹凸棒石粉后提高动物生产性
能和动物产品（如蛋品质）的原因可能有以下 3点，
一是凹石具有三维空间结构，表面积大，吸附性
强，延长了营养物质在动物消化道中停留的时间，
提高了消化率；二是凹石的纤维晶体形态，具有
吸附极性分子的专一性，可吸附畜禽体内的极性
大分子水和氨。当动物消化道中含过量的氨
（NH3、NH4

+）存在时，产生吸附作用，防止氨中
毒；当消化道中氨浓度降低时，将 NH3和 NH4

+又
缓慢释放出来，供给动物继续合成氨基酸和蛋白
质，提高了氮的沉积率和饲料转化率，相应的动
物产品品质也得到提高。三是凹石还能吸附有毒
元素和机体内有害代谢产物，有益于动物健康和
疾病预防，可生产优质动物产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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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提供适宜的方法。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供试秦艽种子为 4年生种子，2013年 8月 25

日采收于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榆中园艺试验场。采
收期为秦艽盛花期后 19～27 d，通常认为该时段
采收的种子萌发率较高［ 8］。
1.2 试验方法

试验在甘肃省农业科学院中药材研究所实验
室进行。发芽试验采用培养皿纸床和砂床，种子
不经过任何药剂处理。鲜种子发芽试验采用当天
采收的秦艽鲜种子剥出籽粒，每 100 粒为 1 份，
放在铺有双层滤纸的培养皿和铺河砂 1 cm的培养
皿中（试验用河砂提前经高温灭菌处理），加蒸馏
水分别湿润滤纸和河砂，置于室温下萌发，3次重
复。每天定期补充水分以保证种子正常萌发，观
察统计发芽情况，以胚根长度≥1 mm为种子萌发
标准，连续 5 d不发芽认定为发芽结束。发芽第
18天统计种子发芽势［ 9］。干种子发芽试验采用牛
皮纸袋自然风干后的种子，方法同鲜种子。试验
数据采用 DPS 13.0和 Excel 2007 分析应用软件统
计分析。
发芽率（%）=（正常发芽种子数/种子总数）×

100
发芽势（%）=（规定时间内发芽种子数/种子总

数）×100
2 结果与分析
2.1 发芽床对秦艽种子发芽势的影响

由图 1可知，鲜种子在砂床的发芽势极显著
高于干种子在砂床的发芽势，而鲜、干种子在纸
床的发芽势差异不显著。秦艽鲜种子和干种子在
砂床的发芽势表现一致，均高于纸床。鲜种子在
砂床的发芽势达 18.7%，在纸床发芽势为 13.3%，
两者差异不显著；干种子在砂床的发芽势为 8.0%，
纸床发芽势为 7.3%，两者差异不显著。即纸床和
砂床对其发芽势的检测结果无影响。

2.2 发芽床对秦艽种子发芽率的影响

由图 2可知，秦艽鲜种子和干种子在砂床的

发芽率均高于纸床。鲜种子在砂床的发芽率达
67.3%，纸床发芽率为 62.0%，差异不显著。种子
干燥后发芽率较鲜种子极显著降低，干种子在砂
床的发芽率为 41.3%，在纸床的发芽率为 24.3%，
差异极显著。

3 小结与讨论
1）秦艽鲜种子和干种子在砂床的发芽率、发芽势
均高于纸床，且鲜种子在砂床的发芽率和发芽势
均极显著高于干种子。在生产中可采用鲜种子播
种，以提高种子发芽率。
2）中药材方面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种子检验规程，
研究人员一般都是参考《国际植物种子检验规程》
和引用国家标准《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进行操
作［ 10］，发芽试验也多选择常用且便于操作的纸发
芽床。本研究结果表明，纸发芽床下种子活力低
于砂床，其原因可能是纸床做发芽试验时，种子
自身带有病菌在滤纸上的感染率高于砂床，而砂
床对种子有隔离作用，减少了种子发生次生感染
的机会，这与袁秀英在小粒蔬菜种子上的研究结
果一致［ 11］。
3）试验表明，不管是秦艽鲜种子还是风干后的干
种子，不同发芽床测定的结果依然存在一定差异，
砂床的发芽率、发芽势都要高于纸床，说明砂床
更贴近田间自然生长条件，能最大程度的反映种
子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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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发芽床秦艽种子的发芽势

图 2 不同发芽床秦艽种子的发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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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归［A ngelica sinensis（Oliv.）Diels］为伞形科
多年生草本植物，以干燥根入药，具有补血活血、
调经止痛、润肠通便等功效，素有“十方九归”之
称［ 1］。其主产于甘肃、云南、四川、陕西、青海
等省，尤以甘肃岷县当归为最佳［ 2］。近年来，随
着中药产业的发展，当归已在美容保健、饮品、
调味品等行业中广泛应用，市场需求量也越来越
大，种植当归已成为甘肃当归主产区的支柱产业

之一［ 3］。
当归是一种适宜高海拔育苗、低海拔引种移

栽的特殊植物。长期以来，利用传统开垦生地育
苗的方法，既破坏天然植被，造成严重的水土流
失，导致环境恶化，又因当归种子的生产周期长，
繁殖系数低，育苗成本高。加之近年来由于气温
升高，原适宜区的适宜性下降，其育苗所需的高
海拔荒地也越来越少，优质当归种苗已成为限制

摘要：以当年产当归种子为材料，分别对种子进行去翅和不去翅处理，观察其无菌苗培养条件及愈伤组织
诱导、继代培养情况。结果表明，当归种子去翅后，在 1/2 MS培养基上有利于获得无菌苗，发芽率达 55.4%，
污染率仅为 6.5%。叶柄为当归愈伤组织诱导的最佳外植体，H培养基为当归诱导愈伤组织的适宜基本培养基。
诱导愈伤组织培养基为 H+0.5 mg/L 2，4-D时，出愈率达 90%以上；继代增殖培养基为 H+0.5 mg/L 2，4-D+1.0
mg/L IAA时，增殖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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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eeds peeled and non -peeled of Angelica sinensis are used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hormone
combinations and media on callus induction and plant regeneration. The result shows that seeds peeled on 1/2 MS culture medium to
cultivate，germination rate is 55.4%，and the pollution rate is only 6.5%；Petiole are the optimal explant，and H medium are the
optimal medium；the optimal medium for callus induction is H+0.5mg/L 2，4-D，and the callus forming rate could reach to 90%；
the optimal medium for induction of subculture is H+0.5 mg/L 2，4-D+1.0 mg/L IAA，and the effect of proliferation is better .

Key words：Angelica sinensis；Aseptic seedling；Callus；Induction；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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