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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东北地区长白山余脉大量生长的野生石刁柏为试材 , 以东北菜农广为种植的栽培种UC800 为对照 , 通过对种子形态、发芽规
律、初生苗的形态及部分生长发育、形态特征、物候期、地上地下部分1 年中的变化规律等方面观测 , 结果表明 , 野生种生态适应性、全年
生长势、光合产物积累等方面高于栽培品种 , 从而确定野生石刁柏作为山野菜进行研究和推广的理论意义和商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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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Wild Asparagus inthe Northeast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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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tivates UC800 being taken as the CK, the seed shape , germination, seedling’s shape and growth regul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
phenophases of wild asparagus etc were observed . The results showed wild asparagus was better than UC800 i nthe ecology compatibility ,the growing trend
in whole year and the photosynthesis product accu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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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刁柏( Asparagus offi cinalis L .) 为百合科天门冬属多年

生草本植物, 富含氨基酸、多种维生素及微量元素[ 1 - 2] , 尤其

硒含量高于一般蔬菜, 还含有天门冬酰胺、天门冬氨酸及其

他多种甾体皂甙物质, 对心血管、水肿、膀胱炎等有很好的疗

效[ 3 - 4] 。笔者将长白山余脉的野生石刁柏归圃驯化后, 对其

种子特性及1 年生苗生长发育规律进行了研究, 对野生芦笋

品种资源的驯化栽培及大面积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设计 以东北地区长白山余脉的野生石刁柏为试

材, 以东北地区菜农广为种植的栽培种 UC800[ 4 - 5] 为对照, 在

不同生长时期对各形态指标进行测定。试验于2005 年4 ～

10 月在沈阳农业大学园艺学院蔬菜基地进行。种子进行统

一催芽、育苗、定植, 按株行距25 c m×130 cm 定植。

1 .2 测定项目及方法

1 .2 .1 种子形态及千粒重的测定。于秋季果实变鲜红时采

种, 去杂、漂洗、阴干, 取饱满种子, 解剖镜下进行外部形态的

观察; 每组取200 粒种子称重, 取3 组平均值计千粒重。

1 .2 .2 种子发芽适温的研究。取石刁柏种子分别在15、20 、

25 、30 和35 ℃下, 放在铺有湿润滤纸的培养皿中, 于培养箱

内培养 , 保持湿润, 测定发芽率。

1 .2 .3 种子发芽过程中相关规律的研究。在最适发芽温度

25 ℃下培养 , 每隔24 h 观测1 次, 测量种子的重量、发芽率、

胚根长度、第一茎长度。

1 .2 .4  苗期干鲜重观测。4 月下旬播种后, 每隔10 d 各挖15

株, 分成3 组 , 每组5 株, 晾干 , 分别测其茎和根的鲜重, 于

105 ℃下杀青 ,70 ℃烘干至恒重后测其干重。

2  结果与分析

2 .1 种子形态及千粒重  野生石刁柏种子黑色, 坚硬略为

半球形, 种脐处稍有三分的棱角呈辐射状延伸至背面, 种皮

革质 , 致密。单个种子最长直径0 .5 mm, 千粒重19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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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5 g , 胚根长到1 .5 ～2 .0 mm 时开始弯曲向下生长, 胚根与

胚轴成直角, 胚根继而长成主根 , 弯曲部分逐渐变粗 , 并出现

小突起向上发育成第一茎, 胚轴向水平方向发育成地下茎

( 鳞茎盘) , 子叶和胚芽均留在种子中, 成为供给幼苗生长所

需营养的工具。UC800 种子比野生种稍圆, 体积稍大。

2 .2  种子发芽适温 石刁柏品种种子发芽最适温度25 ～30

℃, 此时野生种的发芽率为98 % ,UC800 为96 %( 表1) 。

  表1 野生石刁柏在不同温度下的发芽率 %

温度∥℃ 野生种 UC800

15 未发芽 未发芽
20 29 26
25 98 96
30 98 95
35 67 66

2 .3  种子发芽过程中的相关规律 图1 表明,2 个品种在发

芽前3 d 迅速吸水, 然后进入缓慢吸水期, 这时干燥种子的基

质已被水合 , 大量新的原生质又未形成 , 种子缺少吸水的动

力, 但这一阶段种子代谢活动非常旺盛 , 细胞分裂加速, 大约

到第8 天, 开始再次迅速吸水, 白色的胚根突破种皮。随着

根和芽的生长, 吸水量逐渐增加。野生种在前8 d 吸水量比

UC800 高8 % , 但8 d 后比UC800 低8 .8 % 。

图1 发芽过程中吸水量变化

  图2 表明,UC800 发芽比野生种早1 d , 发芽整齐, 第7 天

芽率为92 % , 野生种为67 % , 野生种的发芽势不如 UC800 ; 第

13 天,UC800 发芽率达96 % , 野生种98 % , 野生种发芽率比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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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种高。

图2 野生种和栽培种发芽过程中发芽率比较

2 .4  苗期干鲜重 图3 、4 表明,2 个品种在最初3 个月地下

根鲜重没有明显差异, 从5 月下旬到6 月中旬都为缓慢生长

期,6 月下旬进入迅速生长期, 从7 月中旬开始, 野生种根的

干鲜重明显高于栽培种; 到 10 月末野生种干重15 .91 g ,

UC800 为 10 .51 g , 野 生品种含 水量 为 78 .24 % , UC800 为

74 .18 % , 表明野生品种的光合产物积累明显优于栽培品种 ,

且差异显著。

图3 野生种和栽培种全年地下根鲜重比较

图4 野生种和栽培种全年地下根干重比较

  图5、6 表明, 野生种和栽培种地上部在6 月中旬以前生

长缓慢 , 6 月下旬进入旺盛生长期, 6～8 月野生种地上生长

速度高于栽培种, 野生种的生长旺盛期在8 月份, 而栽培种

在8～9 月份。野生种在8 月中下旬鲜重达77 .12 g , 而UC800

为62 .28 g , 比野生种低19 .24 % ; 随着日平均气温的下降, 野

生种在8 月鲜重达到最大后, 迅速下降, 营养物质运到根部储

藏; 而UC800 则在8～9 月份下降缓慢, 到9 月末才进入迅速下

降时期, 这不利于适应东北地区气候特点, 以至于地上部营养

成分没有向根中回流完全就迎来霜降, 不利于翌年的生长。

图5 野生种和栽培种全年地上部鲜重比较

图6 野生种和栽培种全年地上部分干重比较

3  讨论

野生石刁柏种子最适发芽温度为25 ℃。发芽过程中 ,

野生种在前10 d 吸水量比UC800 高, 后10 d 不如UC800 。野

生种前期发芽势不如栽培种, 但最终发芽率比栽培种高。野

生种全年的生长势强于对照品种 , 干物质含量显著高于对照

品种。研究表明, 野生石刁柏的生态适应性强 , 一方面, 光合

产物积累多 , 根部吸收养分能力强, 为翌年的生长和高产积

累了足够的营养; 另一方面 , 较强的生长势增强了野生种的

抗病性 , 为野生种的推广提供了有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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