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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香樟种子组培发芽率的技术措施 

燕丽萍，王太明，夏 阳 ，柴传华 
(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济南 2．s0014) 

摘要：通过对香樟种子不同消毒方法、不同技术和温度的处理，探讨打破种子休眠，提高发芽率的途径。结果表明：带果 

肉种子消毒后剥取种壳，接种于 培养基上，在25~C一30~CT~-养5d后开始萌发，10cl后种子发芽率高达98．3％，生根率达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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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樟C／rmamomwn删 (L．)Presl，樟科樟属。为亚热 

带常绿阔叶乔木，主要分布在我国台湾省和长江以南数省， 

是我国特产珍贵园林树种，同时也是重要的用材和盛产芳香 

油类的经济树种及水源涵养、河堤防护林树种⋯。近年来， 

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及园林绿化的新要求。为丰富北方 

园林的树种组合，改善冬季园林植物景观，不少园林工作者 

都在尝试引种此树。据了解，泰安、青岛的不少苗圃均有引 

进，均未安全越冬，但毛春英瞳 采用种子驯化苗引种成功。 

而樟树种子具有一定的休眠期，在自然条件下萌发率低，一 

般只有24％，而且出苗不齐，完成整个萌发过程长达70多天 

，加之种子不耐贮藏，给人工栽培带来一定困难。因此，如 

何提高香樟种子发芽率是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 

应用组织培养技术提高香樟种子的萌发实验条件及操 

作规程，有关这方面的系统研究和报道很少。因此，香樟种 

子发芽条件的研究是香樟规范化种植的首要工作，关系着育 

苗技术和种苗的质量，在香樟栽培生产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 

义。应用组织培养技术，不仅可在短期内提供整齐一致的苗 

木，而且能保持母本的优良遗传特性并为树种改良和利用及 

遗传转化打下基础，其在许多植物育苗生产中获得广泛应 

用。本文系统研究了不同处理的香樟种子、温度条件等对发 

芽的影响，提出了提高种子发芽率和种苗质量的技术途径， 

为香樟规范化栽培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技术参考。 

l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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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樟种子，2O05年 n月中旬采自杭州西湖的成年樟树 

上，长势健壮旺盛、果实紫黑色、灰黑色，种粒浑圆饱满、无病 

虫害。 

1．2 方法 

1．2．1 种子消毒 挑选果肉表面完整无损的香樟种子，用 

清水冲洗干净，在超净工作台上分别用种子带果肉和种子剥 

取果肉两种方法进行消毒，75％酒精浸泡30s，无菌水冲洗3 

— 5次，再用0．1％Hga2浸泡 10min，无菌水冲洗5—6次，无 

菌滤纸沥干备用。 

1．2．2 种子处理 将带果肉的种子消毒后，进行以下3种 

处理，A：剥取果肉，种子表面具有蜡质层；B：剥取种子表面蜡 

质层；C：剥取坚硬种壳(用刀轻轻划破剥取种壳以免伤及 

胚)。分别接种于种子萌芽培养基(1／2MS、MS培养基 + 

3．0％蔗糖+0．65％琼Jll~)上，光周期 16／8h，昼夜温度26，l8℃ 

下培养 20—30d。进行发芽试验，每个处理6o粒种子，分别计 

算各处理的发芽率。 

1．2．3 温度处理 将带果肉的种子消毒后，剥取坚硬种壳， 

分别在2o℃、25℃、3o℃条件下进行发芽试验。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消毒方法对种子发芽率的影响 

分别用两种方法消毒的种子剥取种壳后，接种于发芽培 

养基上。结果发现，带果肉消毒的种子没有褐化；剥取果肉 

消毒的种子褐化率为66．7％，褐化种子一部分及时转接新鲜 

培养基中继续观察。第7天统计，转接和未转接的发芽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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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87．5％、64．5％；带果肉消毒的种子发芽率为88．3％。 

说明在避免污染的条件下，尽量减少消毒的伤害(种胚的保 

护层厚或包被层多)能提高发芽率；而褐化的种子及时转入 

新鲜培养基可以控制褐化 ，提高种子发芽率。 

2．2 不同处理方法对种子发芽率的影响 

3种处理的香樟种子置于萌芽培养基 5d后 ，A、B处理 

尚无变化；C处理开始萌发。10 d后，C处理(剥取种壳无伤 

害胚的种子)发芽率为98．3％、生根率100％，苗高 lcm左右； 

A、B处理既不发芽也不生根。25d后 ，C处理长出 4片叶，苗 

高6～7cm，A、B处理仍然未发芽。 

2．3 不同温度对种子发芽率的影响 

C处理的种子接种于萌芽培养基，在不同温度条件下进 

行发芽。结果表明：7d后，在2o℃、25℃、30℃条件下发芽率 

分别达到 71．7％、85％和 83．3％；14d后，2o℃处理发芽率较 

低 81．7％，而 25℃、30℃温条件下的发芽率高于2o℃处理的， 

发芽率高达 98．3％。说明香樟种子发芽的最适温度在25℃ 

～ 30℃，且有利于幼苗健壮生长。 

在不同温度下香樟种子发芽的整齐度也明显不 同，在 

25℃、30℃条件下发芽比较整齐而且发芽高峰集中在第 6天 

完成，整个发芽过程只需要9～lOd，发芽周期短；当温度降低 

到 2o℃时发芽整齐度降低，完成发芽过程增加到 15～16d(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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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温度上香樟种子发芽动态变化 

2．4 不同培养基对幼苗的影响 

C处理后的香樟种子分别接种于 MS、1／2MS培养基上观 

察，结果表明：各种子发芽时问、发芽率均无明显差异，这说 

明两种培养基对种子的发芽没有影响。但发芽后对幼苗生长 

有不同影响，MS上生长的苗粗而壮，而 1／2MS上细长弱，说 

明培养基中含有较多营养有利于幼苗生长。如图 2所示。 

3 结论与讨论 

3．1 香樟种子有一定的休眠期，表面有较厚的蜡质层，坚硬 

的种壳【3 J。没有处理的香樟种子发芽所需天数和时间较长， 

很难发芽 J̈。进行种子处理是提高种子发芽率的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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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通过种子冬季砂藏，促进种子后熟，打破种子休眠，可 

使种子的发芽率提高，但周期很长。 

3．1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所采用的消毒条件下，酒精、升汞 

不会对种子产生毒害作用 ，因为种子带果肉消毒(A处理)是 

本试验中对种胚伤害最小的处理，但 60天后也没发芽；较厚 

的蜡质层也不是抑制发芽的原因，剥取种子表面蜡质层(B 

处理)同样未发芽。造成种子发芽的最大障碍是坚硬的种 

壳，剥去种壳的种子(c处理)发芽率高达98．3％，而带有种 

壳的种子没有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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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培养基幼苗长势 

3．1 通过对香樟种子组培发芽影响因子的研究，得到如下 

研究结果：(1)为了提高发芽率和出苗整齐度，采用种子预处 

理技术：①带果肉种子消毒②剥取种壳尽量避免损坏胚，种 

子的发芽率高达98．3％．(2)种子发芽最适温度 25℃～3o℃， 

发芽高峰集中在第6天，温度低延迟发芽 5天左右。(3)MS 

培养基有利于发芽后壮苗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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