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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确定夏枯草种子最适发芽条件。[ 方法] 夏枯草种子发芽试验中 ,温度设5 个处理( 17 、19 、21、23、25 ℃) , 浸种时间设7 个处
理(0 、4 、8、12、24、36 和48 h) ,光照设2 个处理( 光照、黑暗) 探讨温度、浸种时间、光照对夏枯草种子萌发的影响。[ 结果] 温度对夏枯草种
子的发芽率、发芽势、发芽指数有显著影响 , 在17 ～25 ℃范围内 , 随温度升高 , 夏枯草种子的发芽率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 发芽势在21
℃下达最高值 , 为39 %。浸种时间对夏枯草种子发芽有显著影响 ,在0～12 h 范围内 , 随着浸种时间的延长 , 发芽势逐渐升高 ; 在24 ～48
h 范围内 , 随着浸种时间的延长 , 发芽势逐渐下降 , 光照有利于夏枯草种子发芽。[ 结论] 夏枯草种子的最适发芽温度为21 ℃ , 夏枯草种
子的最佳浸种时间为12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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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Ger mination of Prunell a vulgaris Seed
JIANG Sheng-yan et al  ( Depart ment of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 Shaoyang University , Shaoyang , Hunan 422000)
Abstract  [ Objective] The study ai medto determine the most suitable conditionfor germination of Prunella vulgaris seeds . [ Method] Inthe experi ment
onthe seed germination of P . vulgaris , five temperature treatments (17 ,19 , 21 , 23 , 25 ℃) , seventreatments of soaking ti me (0 , 4 , 8 , 12 , 24 , 36 and
48 h) were set up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temperature , ti me of soaki ng seeds and light onthe germination of P .vulgaris seeds .[ Result] Temperature had
significant effect onthe germi nation rate , germination energy , germinationindex of P . vulgaris seed .In 17 ～25 ℃ , the germination rate of P . vulgaris
seed was first increased and then decreased withthe temperature increasi ng and the germinating energy arrived at a maxi mal val ue ( 39 %) at 21 ℃ .Soak-
ing ti me had remarkable infl uence on P .vulgaris seed germination.In 0～12 h , the germination percentage of P . vulgaris seed was increased gradually
with the prolongi ng of seed soaking ti me ; in24 ～48 h, the germinationrate of P .vulgaris seed was decreased gradually withthe prolonging of seed soak-
ing ti me .The light was beneficial to the germination of P .vulgaris seeds .[ Conclusion] The opti mumgerminationtemperature for the seeds of P . vulgaris
was 21 ℃ and the opti mal soaking ti me was 12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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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枯草( Prunella vul garis Linn .) 为唇形科夏枯草属植物 ,

因“夏至后即枯”得名, 是常用传统中药之一, 有降压、降糖、

抗菌、抗炎、抗过敏及抗病毒等功效, 主要用于治疗目赤肿

痛、畏光流泪、乳腺炎、乳癌、高血压、急性黄疸型传染性肝炎

等[ 1] 。夏枯草主要含有三萜类成分, 以熊果酸、齐墩果酸含

量最高[ 2] 。熊果酸又称乌苏酸, 具有镇静、抗炎、抗菌等多种

生物效应, 近年来还发现熊果酸是很好的免疫增强剂, 具有

较显著的免疫作用和抗癌作用[ 3] 。由于熊果酸的多种生物

效应, 所以极有可能成为低毒有效的新型抗癌药物。近年来

对熊果酸提取和测定方法的研究较多[ 4 - 6] 。夏枯草在自然

界分布广泛, 化学成分研究较深入, 药理作用明显, 具有开发

利用价值 , 是一种有潜力的药物资源。笔者对夏枯草种子发

芽与温度、浸种时间、光照的关系作了初步研究, 以确定其最

适发芽条件, 为人工栽培夏枯草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夏枯草: 采于湖南省邵阳市。

1 .2 温度对夏枯草种子萌发的影响试验 在试验前30 d 将

夏枯草种子冷藏于4 ℃冰箱, 然后将种子用0 .5 %KMnO4 消

毒0 .5 h 后用蒸馏水冲洗数次, 分别在5 种温度下( 17 、19 、21 、

23 、25 ℃) 恒温培养, 每培养皿摆放种子100 粒 , 每个处理3 次

重复, 全部试验均在光照培养箱中进行。

1 .3  浸种时间对夏枯草种子萌发的影响试验  设置浸种时

间0、4 、8 、12 、24 、36 、48 h 共7 个处理, 以0 h 为对照。将夏枯

草种子在室温下按不同处理时间浸种后取出, 分别置于垫有

2 层湿滤纸的培养皿中, 每皿摆放100 粒 , 并加盖保湿, 在温

度21 ℃光照培养箱内催芽, 重复3 次。

1 .4  不同光照处理对夏枯草种子萌发的影响试验  将夏枯

草种子在室温下浸种12 h 后取出, 置于垫有2 层湿滤纸的培

养皿中 , 每皿摆放100 粒, 加盖保湿, 分别进行不覆盖光照和

不覆盖黑暗处理, 不覆盖光照处理光强为300 lx , 在温度21

℃培养箱内催芽, 重复3 次。

1 .5 种子发芽率、发芽势测定及试验数据处理  待种子开

始萌发后, 记录萌发正常的种子数, 从种子开始萌发算起到

发芽高峰时测定其发芽势, 发芽观察到25 d 时统计其发芽

率。发芽生理测定按下式计算:

发芽率( %) = 25 d 种子发芽数/ 供试种子数×100 %

发芽势( %) = 种子发芽达高峰时的发芽数/ 供试种子数

×100 %

利用SPSS 软件对夏枯草种子不同处理的发芽率进行

LSD 多重比较, 并对种子萌发后发芽势进行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温度对夏枯草种子发芽率的影响  从表1 可看出 , 夏

枯草种子在19 ℃时发芽率最高 ,25 ℃时发芽率最低, 在设置

的5 种培养温度条件下, 随着温度升高种子发芽率先升后

降。方差分析表明, 温度对夏枯草种子的发芽率有显著影

响。LSD 多重比较结果显示,17 和25 ℃ 条件培养与其他3

种条件( 19、21、23 ℃) 比较对发芽率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差异 ,

19 、21、23 ℃ 培养温度下种子发芽率虽没有显著性差异 , 但

21 、23 ℃培养下种子发芽率分别与19 ℃培养的种子发芽率

呈负相关 , 且23 ℃培养种子发芽率与21 ℃培养种子发芽率

相比较呈负相关, 所以5 种培养温度中最适合夏枯草种子发

芽的培养温度为19 ℃, 其次是21 ℃。

2 .2 温度对夏枯草种子发芽势的影响  种子发芽势高 , 表

示种子活力强, 发芽整齐度好, 出苗一致, 增产潜力大。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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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种子的发芽势随着温度的升高变化规律不明显。17 ℃

时种子发芽势出现比较晚, 种子发芽缓慢且不整齐; 发芽势

第2 高的是21 ℃, 发芽势出现比较早。因此可以认为, 夏枯

草种子发芽比较适宜的温度是21 ℃。

表1 不同培养温度对夏枯草种子发芽率的影响 %

Table 1 Effects of culturetemperature ongermination percentage

of Prunella vulgaris seeds

温度∥℃

Temperature

重复Repeat

1 2 3

平均

Average
17 53 62 67 61 aA

19 86 83 85 85 bB

21 81 80 85 82 bB

23 74 76 80 77 bB

25 55 58 56 56 aA

 注 : 表中不同大、小写英文字母分别表示在0 .01、0 .05 水平差异显著。

 Note :Different capital letters and lowercases in the table mean significant dif-

ferences at 0 .01 level and 0 .05 level .

图1 不同温度种子萌发过程中发芽势的变化

Fig .1 Changes of germinationenergyduringseed germinationunder

different temperature

2 .3 温度对夏枯草种子最初萌发时间的影响  图2 显示 ,

种子最初萌发时间随温度的升高先缩短后延长,21 ℃培养时

最初萌发时间最短 , 在此温度下可提高夏枯草种子的最初发

芽时间 , 缩短种子的发芽周期。

图2 不同温度种子萌发过程中最初发芽天数的变化

Fig .2 Changes of initial ger mination days during seed germination

under different temperature

2 .4  浸种时间对夏枯草种子发芽率的影响 不同浸种时间

的夏枯草种子发芽率见表2。在设置的7 种浸种时间条件

下, 随着浸种时间的延长 , 种子发芽率先升高后下降。方差

分析结果表明, 浸种时间对发芽率有显著影响 , 最适合夏枯

草种子发芽的浸种时间为12 h 。

表2 不同浸种时间对夏枯草种子发芽率的影响 %

Table 2 Effects of seed soakingti meongerminationpercentageof Prunella

vulgaris seeds

时间∥h

Ti me

重复Repeat

1 2 3

平均

Average
0 38 36 38 37

4 43 45 42 43

8 76 73 70 73

12 92 91 93 92

24 77 72 73 74

36 68 63 64 65

48 53 50 52 52

2 .5  浸种时间对夏枯草种子发芽势的影响 图3 显示 , 在0

～12 h 内, 发芽势随着浸种时间的延长而升高;24 ～48 h 内 ,

发芽势随着浸种时间的延长而降低, 浸种12 h 的种子发芽势

最高。

图3 不同浸种时间的种子萌发过程中发芽势的变化

Fig .3 Changes of ger minationenergy during seed ger mination with

different soakingti me

2 .6 不同光照处理对夏枯草种子发芽的影响  表3 显示 ,

黑暗处理的种子发芽率低于光照处理的, 光照有利于夏枯草

种子发芽。

表3 不同光照处理对夏枯草种子发芽率的影响 %

Table 3  Effects of illumination treatments on germination percentage of

Prunella vulgaris seeds

光照条件

Illumination condition

重复Repeat

1 2 3

平均

Average
光照 91 93 89 91

Illumination

黑暗Dark 53 58 56 56

3  讨论

研究发现 , 在l9 ℃的培养条件下, 夏枯草种子的发芽率

达85 % , 但发芽势只有36 % ; 在2l ℃的培养条件下, 种子的

发芽率虽然只有82 % , 但发芽势达39 % 。笔者认为, 夏枯草

种子的最适发芽温度为21 ℃。郭巧生等研究表明, 温度是

影响夏枯草种子发芽的主要因素 , 夏枯草种子发芽的适宜温

度为l5～20 ℃[ 7] , 笔者的试验结果与此相吻合。

浸种时间对夏枯草种子的萌发有较大影响, 在一定范围

内, 浸种能提高种子的发芽率, 但超过一定的浸种时限, 种子

的发芽率反而会降低。夏枯草属于唇形科植物 , 唇形科植物

( 下转第77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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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参数, 结果可以看出 , 各模型的拟合优度 R2 都较好, 说 明所测材料符合Logistic 模型。

表1 4 种类型的苍术各指标生长量的多重比较

Table 1 Multiple comparisonof index growth of four types of Atractylodes lancea

指标

Index

类型

Type

周生长量 Weekly gri wtg
平均数

Mean

差异显著性

Significance difference

日生长量Daily growth
平均数

Mean

差异显著性

Significance difference
茎粗Stemdiameter 尖叶型Sharp-leaf type  0 .171 9 B  0 .013 6 BC

长椭圆叶型Long-elli pse-leaf type 0 .170 1 B 0 .011 6 C
椭圆叶型Ellipse-leaf type 0 .151 2 B 0 .017 0 B
锯齿叶型Sawtooth-leaf type 0 .239 3 A 0 .036 8 A

株高Plant height 尖叶型Sharp-leaf type 6 .057 9 B 0 .759 4 C
长椭圆叶型Long-elli pse-leaf type 3 .892 7 B 0 .700 7 C
椭圆叶型Ellipse-leaf type 3 .952 4 B 0 .897 4 B
锯齿叶型Sawtooth-leaf type 6 .057 9 A 1 .129 2 A

叶面积Leaf area 尖叶型Sharp-leaf type 11 .430 0 B 3 .752 4 B
长椭圆叶型Long-elli pse-leaf type 9 .739 4 B 2 .724 8 B
椭圆叶型Ellipse-leaf type 12 .614 6 B 3 .327 0 B
锯齿叶型Sawtooth-leaf type 21 .640 2 A 5 .295 3 A

 注 : 各类型的生长量作邓肯氏新复极差检验多重比较 , 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 , 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P < 0 .01) 。

 Note :Multiple comparison of the growth of each type was carried out by Duncan’s test .Same letter means no significant differnces ; different letters mean significant

differnces ( P < 0 .01) .

  各类型植株茎粗的Logistic 曲线拟合方程如下( N = 15) :

①尖叶型。Y= [ 0 .370 4 + 35 .861( 0 .9) x] - 1 , R2 = 0 .979 ; ②长

叶型。Y= [ 0 .384 6 + 33 .017( 0 .896) x] - 1 , R2 = 0 .94 ; ③椭圆

叶型。Y= [ 0 .416 7 + 26 .356( 0 .911) x] - 1 , R2 = 0 .953 ; ④锯齿

叶型。Y= [ 0 .270 3 + 9 .88( 0 .932) x] - 1 , R2 = 0 .97 。

各类型植株株高的logistic 曲线拟合方程如下( N = 15) :

①尖叶型。Y= [ 0 .018 87 + 1 .345( 0 .932) x] - 1 , R2 = 0 .984 ; ②

长叶型。Y = [ 0 .017 094 + 1 .476( 0 .923) x] - 1 , R2 = 0 .992 ; ③

椭圆叶型。Y = [ 0 .016 807 + 1 .472( 0 .929) x] - 1 , R2 = 0 .988 ;

④锯齿叶 型。Y = [ 0 .011 364 + 1 .221 ( 0 .922 ) x] - 1 , R2 =

0 .956 。

各类型植株的均株叶面积的Logistic 曲线拟合方程如下

( N= 14) : ①尖叶型。Y= [ 0 .006 579 + 5 .329( 0 .91) x] - 1 , R2 =

0 .993 ; ②长叶型。Y = [ 0 .006 579 + 2 .12( 0 .922) x] - 1 , R2 =

0 .95 ; ③椭圆叶型。Y= [ 0 .005 556 + 1 .478( 0 .924) x] - 1 , R2 =

0 .961 ; ④锯齿叶型。Y= [ 0 .003 509 + 1 .185( 0 .911) x] - 1 , R2

= 0 .96。

根据以上拟合方程可得茅苍术生长过程中某一天的茎

粗、株高、均株叶面积积累量。取对数生长期的1 周时间( 71

～77 d) , 则地上部分的生物积累量如表1 所示。

由表1 得知, 各指标中, 锯齿叶型和其余3 种类型的差

异达显著水平, 而尖叶型、长椭圆叶型、椭圆叶型三者间的差

异不显著, 说明锯齿叶型的茅苍术茎粗、株高、均株叶面积日

生长量高于其余3 种叶型, 与周生长量所得结果一致。

3  小结与讨论

茅苍术4 种叶型中 , 锯齿叶型的光合速率和地上部分生

长量各指标均最大。与其他学者得出的光合作用与地上部

分生物量显著正相关的结果一致。该试验表明, 锯齿叶型茅

苍术的生长情况最好 , 这为研究茅苍术育种问题提供了理论

依据[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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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部分种子表面含有一层物质, 当种子与水接触时, 这些

物质吸水膨胀, 并迅速覆盖整个种子, 当这些物质吸水饱和

时, 随着浸种时间的进一步增加, 一方面, 种子呼吸渐渐受

抑, 另一方面, 种子内促进萌发的物质也可能发生了变化, 所

以, 超过一定的浸种时间, 夏枯草种子的发芽率会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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