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种子是重要的种质资源，是农业生产最基本和

不可替代的生产资料，是农业发展的基础和先导。
种子老化是农业生产中的一个严重问题，一直受到

人们的关注。人工加速老化方法在国外种子贮藏研

究中应用较为广泛，它是模拟自然老化过程，从影

响种子活力的两个关键因素温度和相对湿度入手，

采用高温高湿处理种子，加速衰老进程[1]。
本试验通过对不同品种的小麦种子在 45℃

高温和 90%相对湿度 (RH) 条件下进行 3 种不同

时间梯度的人工加速老化处理，研究其生理生化

特性的变化情况，以探讨小麦种子进行人工加速

老化的最适条件，为小麦高产、优质、高效、耐贮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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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提供理论依据[2]。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本试验所用的小麦品种为百农 160、百农矮

抗 58 和泛麦 8 号。于 2012 年 3～5 月在信阳农

专种子检验实验室进行。
1.2 老化处理

采用高温(45℃)、高湿(相对湿度为 90%)的条

件，在种子老化箱中对 3 个小麦品种的种子进行

人工加速老化处理，设 3 个处理，分别为 0、1、2
d。处理完毕后，将种子取出放在室温条件下晾干

备用。进行发芽指标、种子活力、可溶性糖和丙二

醛含量的测定。
1.3 试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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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百农 160、百农矮抗 58 和泛麦 8 号 3 个小麦品种为材料，人工老化处理时间分别为 0、1、2 d，

结果表明：发芽率随处理时间的变化不大、TTC 还原强度随处理时间的增加逐渐降低、可溶性糖含量和丙二醛

含量随着处理时间的延长逐渐升高，尤其百农矮抗 58 小麦的变化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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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老化处理对小麦种子活力的影响

由图 1 可以看出，百农 160、百农矮抗 58 和

泛麦 8 号的种子在经过高温老化处理后总体表现

为先高后低的趋势，种子活力随着处理时间的延

长逐渐降低，其中百农矮抗 58 小麦品种的活力下

降非常明显，表明百农矮抗 58 小麦不耐贮藏，环

境条件变化对其活力影响较大。

2.3 老化处理对小麦种子可溶性糖含量的影响

由图 2 可知，3 个小麦品种的种子在经过高

温高湿人工加速老化处理后可溶性糖含量呈现先

低后高的趋势，且老化处理 2d 后的可溶性糖含量

均比对照略高，其中百农矮抗 58 号小麦的糖含量

最高。
2.4 老化处理对小麦种子丙二醛含量的影响

由图 3 可知，3 个小麦品种在经过老化处理

后丙二醛含量都呈现逐渐升高的趋势，但是随着

处理时间的延长，含量增加逐渐缓慢，且处理后 3

个品种的丙二醛含量均比对照高些。

3 讨论与结论

种子活力是决定种子迅速、整齐出苗和长成

正常幼苗潜在能力的因素。它是种子质量重要的指

标，也是种用价值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与种子田间出

苗密切有关；种子活力又是种子生命过程中十分重

要的特性之一，它与种子发育、成熟、萌发及种子贮

藏寿命和劣变等生理过程有着密切的联系[7]。

图 1 TTC 还原强度变化曲线

表 1 不同时间的高温处理对小麦种子发芽特性的影响

品种 处理时间(h) 发芽势(%) 发芽率(%) 发芽指数 活力指数

百农 160 0 94 96 23.583 4.976

24 94 94 23.333 4.620

48 96 98 23.917 4.616

百农矮抗 58 0 96 96 23.500 5.946

24 92 94 22.810 5.303

48 90 96 22.417 4.954

泛麦 8 号 0 96 96 24.000 5.208

24 96 98 23.750 5.522

48 94 96 23.417 4.964

参考张玲丽等方法[3]进行种子发芽试验，测定

发芽势、发芽率、发芽指数、活力指数。
脱氢酶活性测定采用胡晋 TTC 改进法[4]、可溶

性糖含量测定采用蒽酮法 [5]、丙二醛(MAD)含量测

定采用硫代巴比妥酸法[6]，分别设置 3 次重复。
1.4 数据分析

将 3 次测量结果的平均值用 EXCEL 做趋势

图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老化处理对小麦发芽特性的影响

老化处理对小麦发芽特性的影响见表 1。

图 2 可溶性糖含量变化曲线

图 3 丙二醛含量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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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 公顷稻田稻谷产出与增收比较

处理 产量(kg/hm2) 出米率(％) 产出(元 /hm2) 增收(元 /hm2)

1 8 936.8 64.3 24 134.72

2 9 464.9 64.5 25 640.41 1 505.69

注：稻谷价格按 10％出米率 0.42 元 /kg 计算产出。

表 4 无土育苗基质对水稻分蘖和产量的影响

处理 总分蘖(个 / 穴) 有效分蘖(个 / 穴) 有效分蘖率(％) 产量(kg/hm2) 增产率(%)

1 41 21 51.2 8 936.8

2 42 23 54.8 9 464.9 5.91

2.5 效益分析

由表 5 可知，农户在 1 公顷稻田育秧上的投

入，包括购土、运土、人工筛土、搅拌、育苗 营 养

剂、杀菌剂、除草剂、壮根剂等费用为 300～700

元，而无土育苗基质 (苗必旺 )育苗投入为 600～

800 元，后者投入比前者高出 100～300 元；同时应

用苗必旺基质育出的壮苗，可以使农户增收 1 500

元 /hm2 以上，增收与投入相减的纯收入 1 200～
1 400 元。由此表明，推广苗必旺基质稻农一定会

乐于接受。

3 结论与建议

无土育苗基质(苗必旺)在水稻苗期秧苗素质

优于对照处理，尤其是根量多(盘根效果好)，因此

返青速度快，对水稻的生育进程有明显的促进作

用，为高产优质打下了基础。与对照相比，水稻

平均公顷增产为 528.1 kg，增产率为 5.91%，增

收 1 505.69 元。
上述结论仅是 2011 年试验结果的基础上得

出的，有待今后继续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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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表明，3 个品种的种子活力在经过老化

处理后总体表现为先高后低的趋势，但随着处理

时间的延长种子活力都有所下降，尤其百农矮抗

58 小麦活力下降非常明显，百农 160 活力下降较

慢，说明其活力水平较高。
可溶性糖的泄漏被一些研究者作为衡量种子

活力的一个指标，虽然在可溶性糖的泄漏多少能

不能反映膜的完整性上有分歧，但是可以肯定的

是可溶性糖的泄漏多少可以表明呼吸底物的丧失

程度，是导致种子活力降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

素 [8-9]。本试验的研究结果表明，可溶性糖含量变

化与种子活力的降低呈正相关，这与王赞 [10]等的

研究结果一致。
丙二醛常作为脂质过氧化的指标，其含量变

化反映脂质过氧化水平。3 个小麦品种的种子随

着老化程度的加深，MDA 含量不断增加，本试验

中百农矮抗 58 小麦品种的 MDA 含量变化较明

显，说明其已经发生了较严重的劣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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