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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5 种植物天然浸提液M1 、M2 、M3 、M4 和M5 分别按280、200 、120 和40 g/ L 的浓度 ,对小麦种子萌发抑制效应进行试验。结果表明 ,
5 种天然材料的浸提液对小麦籽粒的萌发均具有抑制效应, 其中 M1 的抑制作用较为持久 , M4 、M5 和 M2 次之 , M3 较为短暂 ; 各材料的抑

制作用强度为 :M1 > M4 > M5 > M2 > M3 ;浓度的抑制作用强度为:280 g/ L> 200 g/ L >120 g/ L >40 g/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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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everal Extracting Solutions fromForest Plants on Wheat Grain Ger 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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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sct  The plant extraction :M1 ,M2 ,M3 ,M4and M5 fromthe natural plant source material from5 kinds of common tree branches and leaves was pro-
duced .The processing fluid withthe concentration of 280 g/ L ,200 g/ L ,120 g/ L and 40 g/ L was separately prepared . The i nhibiti ng effect of the fluids on
wheat seed was experi mented and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each kind of natural material had the suppressioneffect onthe wheat seeds sprout , the suppres-
sion effect ti me of M1 was the most longest , the M4 , M5 and M2 was longer and the M3 was short .The selection of natural material functionintensity was :
M1 > M4 > M5 > M2 > M3 and the concentration gradient function intensity was :280 g/ L> 200 g/ L> 120 g/ L >40 g/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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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止小麦穗发芽不外乎2 个途径: 一是选育抗( 耐) 穗发

芽的品种 ; 二是应用化学方法治穗发芽[ 1 - 2] 。对于前者, 在

培育抗穗发芽的白皮小麦品种进展不大[ 1 - 3] ; 对于后者研究

得较少, 现有的小麦穗发芽抑制剂多为生长抑制剂、激素类

药, 造成产量和品质下降 , 且在小麦的中后期喷施, 对人体健

康危害严重 , 有的对环境影响很大[ 4] 。据研究, 发芽抑制物

质广泛存在于植物种子中。笔者在广泛筛选的基础上 , 以含

水杨酸( SA) 等有效抑制成分且提取简便的几种林木枝叶为

原料, 分别研究其浸提液对小麦籽粒发芽的抑制效应, 以期

筛选出安全有效的小麦籽粒发芽抑制剂, 为防治小麦穗发芽

及安全使用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选择含水杨酸( SA) 等抑制成分较为丰富的

5 种常见林木枝叶 M1 、M2 、M3 、M4 、M5 为提取植物源种子萌发

抑制剂的天然材料。称取一定量的干样, 置于烧杯中, 加蒸

馏水浸泡煎煮( 约4 h) 浓缩, 取其上清液为浸提液以备用。

用各材料的浸提液母液稀释配制成280 、200、120 和40 g/ L 4

个浓度梯度。

1 .2 试验方法  籽粒发芽抑制效应鉴定: 取保存良好的小

麦偃师4110、矮抗58 种子, 籽粒大小均匀, 无病籽、烂籽 , 放

入清水浸泡12 h 后, 再放入事先提取好的药液中浸种12 h ,

捞出后放入垫有2 层湿滤纸的培养皿, 每个处理100 粒 ,3 次

重复, 培养温度25 ℃。以清水浸泡的种子作对照 , 每隔12 h

观察1 次并记录萌动和发芽种子数,3 d 后每天观察记录1

次, 直到第7 天 , 以胚部破裂露白为萌动, 以胚芽鞘达种子长

度1/ 2 时为发芽。3 d 后根据发芽的籽粒数目计算发芽势,7

d 后根据发芽的籽粒数目计算发芽率。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材料浸提液对小麦籽粒发芽的影响  由表1 可

见, 除了培养12 h 的发芽率各处理均为0 外, 其余观察时间

各材料浸提液母液的萌动率和发芽率均低于CK; M2 、M3 、M4

随培养时间的延长其萌动率和发芽率逐渐升高, 而 M1 随时

间延长其萌动率和发芽率变化不大。方差分析表明, 各材料

浸提液母液的萌动率和发芽率均与 CK 差异显著; M5 和 M4

在5 d 前萌动率和发芽率差异不显著;48 h 后,M1 的萌动率和

发芽率均与 CK 和其他处理差异极显著,72 h 时种子萌动率

仅为2 % 。说明 M1 对籽粒发芽抑制持效期长, M4 、M5 和 M2

次之,M3 对籽粒发芽抑制持效期短。

  表1 各材料浸提液麦籽粒发芽的抑制效应

处理
发芽培养时间

12 h 24 h 36 h 48 h 60 h 72 h 4 d 5 d 6 d 7 d
萌动率∥% CK   84 A   97 A   97 A   99 A   99 A  100 A  100 A  100 A  100 A  100 A

M3 5 B 40 B 83 B 88 B 92 A 92 A 93 A 93 A 93 A 93 A
M2 0 9 C 15 C 21 C 24 B 28 B 30 B 38 B 57 B 69 B
M5 0 5 C 12 C 18 C 22 B 25 B 28 B 37 B 49 B 62 B
M4 0 3 CD 6 D 16 C 17 B 21 B 23 B 33 B 38 C 42 C
M1 0 0 D 0 E 0 D 0 C 2 C 3 C 3 C 3 D 3 D

发芽率∥% CK 0 93 96 A 97 A 99 A 100 A 100 A 100 A 100 A 100 A
M3 0 0 2 B 20 B 77 B 88 B 91 B 91 B 91 B 91 B
M2 0 0 2 B 10 C 17 C 24 C 29 C 37 C 55 C 61 C
M5 0 0 1 B 10 C 17 C 19 C 25 C 32 C 46 C 58 C
M4 0 0 0 B 9 C 12 C 17 C 22 C 31 D 33 D 36 D
M1 0 0 0 B 0 D 0 D 1 D 2 D 3 D 3 E 3 E

 注 : 大写字母表示在0 .01 水平的差异显著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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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不同材料浸提液对小麦籽粒发芽的抑制效果  由表2

可见, 各材料浸提液对小麦籽粒发芽都具有抑制作用, 抑制

作用强度为 M1 > M4 > M5 > M2 > M3。多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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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果100 多个。分枝性强 , 每株分枝7 ～9 个, 熟性一致 , 利于

集中采收。果型美观 , 品质好 , 辣味浓香, 抗病性强。平均产

量4 344 kg/ hm2 , 高产可达4 755 kg/ hm2 。

5  栽培技术要点

5 .1  适宜范围  辣椒适生区均可栽培。可单作, 也可间作

套种, 忌连作。

5 .2 育苗移栽 2 月中旬拱棚育苗,4 月底5 月初晴天定植 ,

苗龄60 d 左右。

5 .3 移栽密度 合理密植, 一般10 .5 万株/ hm2 , 株行距为25

c m×40 c m。岗坡丘陵薄地密度宜大, 也可一穴双株, 肥地适

当稀植。

5 .4 平衡施肥 定植前施充分腐熟优质农家肥45 t/ hm2 , 磷

酸二铵 450 kg/ hm2 , 硫 酸 钾 复 合肥 150 kg/ hm2 , 尿 素 150

kg/ hm2 , 硫酸锌15 kg/ hm2 , 硼砂7 .5 kg/ hm2 , 定植后及时浇水。

盛花期, 果实发育期保证充足的水肥供应, 与6 月底7 月初

一次性沟施尿素75 kg/ hm2 , 磷酸二铵150 kg/ hm2 , 硫酸钾150

kg/ hm2 。进入8 月中旬后, 切忌追施氮肥 , 以防贪青晚熟。

5 .5 适时打顶 植株主茎长到14 片叶左右初现蕾时适时摘

心打顶, 促进侧枝生长, 可增产14 % 左右。打顶后随即施入

尿素150～225 kg/ hm2 。

5 .6  病虫害防治  生长期内, 注意防治病虫害。主要虫害

有地老虎和烟青虫, 可用20 % 杀灭菊酯2 000 倍液、50 % 辛硫

磷乳油2 000 倍液防治。主要病害有病毒病、疫病、炭疽病。

对于病毒病, 抓好治蚜防病工作, 发病初期, 可喷施20 % 病毒

A 600 倍液+ 75 % 百菌清600 倍液+ 0 .2 % 磷酸二氢钾的混合

液, 将中心病株拔除田外销毁 ; 疫病或炭疽病, 可用64 % 杀毒

矾600 倍液、90 % 乙磷铝800 倍液、72 .2 % 普力克700 倍液交

替喷施 , 隔6～8 d 喷1 次, 共喷2～3 次。

5 .7 适时采收 果实成熟后期控制水分, 适时采收, 科学晾

晒, 分级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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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浸提液相对抑制率均与 CK 差异显著 ;M1 与其他处理

方式的相对抑制率差异均达到极显著水平; 发芽势相对抑

制率 M4 与 M5 、M5 与 M2 差异不显著;M4 与 M2 ,M3 与其他处

理差异均显著 ; 发芽率相对抑制率 M5 与 M2 差异不显著 , 其

他各处理间差异均显著。说明它们对小麦种子的发芽均存

在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 , 相同条件下 M1 对小麦籽粒发芽的

抑制作用强 , 是提取植物源小麦穗发芽抑制剂较好的天然

材料。

  表2 不同材料的浸提液对小麦籽粒发芽的抑制效果 %

处理(280 g/ L) 发芽势 相对抑制率 发芽率 相对抑制率

M1   1    99 A   3    97 A
M4 17 83 B 36 64 B
M5 19 81 B 58 42 C
M2 24 76 B 61 39 C
M3 88 12 C 91 9 D

CK 100 0 D 100 0 E

  表3 M1 不同浓度处理液对小麦籽粒发芽的抑制效果 %

处理(280 g/ L) 发芽势 相对抑制率 发芽率 相对抑制率

280   2   98 a   3    97 a

200 14 86 b 25 75 b

120 88 12 c 88 12 c

40 98 2 d 98 2 d

清水( CK) 100 0 d 100 0 d

2 .3  M1 不同浓度的处理液对小麦籽粒发芽的抑制效果  

由表3 可见, 发芽势和发芽率的相对抑制率有随着处理液

浓度降低而降低的趋势。280 g/ L 浓度对发芽率的相对抑

制率最高, 达到97 % , 与其他浓度差异显著;200 和120 g/ L

浓度的发芽抑制率与CK 差异显著, 但效果不及280 g/ L ;40

g/ L 浓度对发芽的抑制率与 CK 差异不显著。M1 浓度作用

强度为280 g/ L > 200 g/ L> 120 g/ L > 40 g/ L , 在280 g/ L 的浓

度水平下 M1 的发芽抑制效果好。由于浸提液中产生抑制

效应的主要成分为水杨酸( SA) , 所以说明SA 对小麦种子发

芽的抑制作用可能具有剂量效应, 高浓度的SA 具有较好的

抑制效果。

3  讨论

小麦穗发芽既是遗传性状 , 又是受生理生化因素调节

的生理性状, 抗穗发芽能力与GA 、IAA、ABA 等激素以及α-

淀粉酶活性、籽粒吸水速率等有关, 因此通过外源化学物质

调节小麦籽粒激素平衡或改变种胚的水分、氧气等状况 , 可

以达到控制穗发芽的目的。在目前小麦品种抗穗发芽能力

普遍较弱的情况下 , 利用天然植物提取穗发芽抑制物质 , 是

防治穗发芽简便、快速、安全的有效途径, 例如, 中科院生态

环境研究中心的祝心如、王大力曾以桃树、杨树、苹果树、泡

桐树等的根水浸液作为抑制剂 , 研究其对小麦种子萌发的

抑制影响, 结果表明各材料水浸液均可抑制小麦种子萌发

及其幼苗根的伸长[ 5] 。薛香等曾用植物( GP) 浸提液进行小

麦籽粒发芽试验[ 6] , 结果表明植物果皮中含有抑制小麦种

子发芽的有效物质且抑制效果显著。笔者利用几种常见林

木的枝叶提取浸提液进行小麦种子发芽试验 , 结果表明 , 所

取林木枝叶浸提液对小麦籽粒发芽具有显著的抑制效果,

且原料充足, 提取简便 , 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该试验所用种子是已度过休眠期的种子 , 排除了种子

休眠期这一重要因素对试验的影响。试验所取林木枝叶浸

提液对小麦籽粒发芽虽具有显著的抑制效果, 但其抑制作

用的主要成分、抑制机理和田间使用等方面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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