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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9卵-9I&2 

擒中见母 Fritillctria yuzhongensis)生长于马啕 山的高山地带，垒生育期约 1 ood左右，是一种 

生育期杖短曲类短命檀物．在晕宴成熟时．种子的肛发育不垒，具有后热怍用的特点．包括形卷后赫和生 

棼后燕两十阶段I因此，需要一定时期的低温烛理，才托完戚后赫过程， 解豫休幂， 促使种于发芽． 

本试验表明I擒中贝母完成形态后热过程的最佳温度是 ℃左右，强过 1ood阻上曲怔墨处理才柏蔗原压 

发育成热，链续在 ℃低温下赴理 7od以上·才柏完成生理后熬过程．■中贝母韩于休职时同长．需要强 

过 1rodI；f上的低矗趾理·种子才馆萌发．奉试验培皋为■中贝母种子曲剪发撮IIl了适宜的羞崖范甚和氍 

基趾理时间，为提高种子的出苗率和缩短栽培年限提供 

关-调‘
．兰!墨竺’善查! 鱼 种子的莉盅规律· 

榆中贝母 (Fritillaria yuzhongends．G．D．Yu et Y．S．zhou⋯ )是百合科贝母属的多 

年生草本植物，其鳞茎是甘肃产商品“川贝”的重要来源之一，具有化痰、止咳、清热、润肺 

功效，是一种重要 的药用植物。 

过去，国内曾对新疆产伊贝母的生长发育 特性及种子的休眠 规律做了不少研究 ， 

但对甘肃产贝母还未见研 究 报道。另外，目前贝母常用鳞茎繁殖，但是贝母的鳞茎繁殖系 

数低，不易扩大生产，近年来各地进行种子繁殖的试验 ， 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 ”1。用种子繁 

殖，繁殖系数高。由于贝母在自然条件下种子休眠期长，出苗率低，从种子萌发、生长到商 

品鳞茎的大小，一般需要5a左右的时间。因此，利用种子繁殖需要的时间长，土地列用率也 

低，成为限制贝母生产的因素之一。本文对榆中贝母进行了野外实地考察，研究了贝母种子 

的发芽规律，为缩短贝母生产周期，扩大种植面积，增加贝母 的药材产量，提供参考依据。 

一

、 实验方法 

T． 分别于1989年和1990年的5—8月间在马唧山地区定点进行野外考察，并将野外采集 

的鳞茎在室内裁培进行观察研究。 

t 甘肃 省 辑学基 金资助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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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材料于1989年 8月采自马啷山海拔 3000 m 地带所产贝母的果实。 

3． 种子结构和胚的大小，用石蜡切片法进行观察。 

4． 胚的生长发育观察 预先挑选整齐 健壮的种子，先用冷水在室温下浸泡 24h，其 

中一部分分别放在一2、2、7 lYC的恒温下进行培养 。另外一部分种子进行涉藏，沙藏方 

法有二 ：一种是将种子均匀混于湿沙中J一种是放在湿沙中间的两层滤纸夹问内，二者均放 

在 7℃ 下培养。每隔10d，取出少量种子用FAA固定，划去种皮后用爱氏苏木精整体染色， 

石蜡切片，观察并测量胚的生长情况。 

5． 种子发芽率的测定。选择胚 已长满 的种子，分成两组t一组放入20~C中培养J另一 

组放在7℃ 中继续培养，每隔lOd取样 1次，都放在2O℃中发芽，并计算发芽率。 ● 

二、实验结果和讨论 

T． 榆中贝母的生态条件最生长发育特点 ， 

(1)生态 条件 榆中贝母生长在甘肃省中部黄土丘使沟壑区榆中县境内的马唧 山地区， 

地理位置在北纬35。38 --35。57 ，东经103 50 --104。Og ，谈区山峦起伏，，坡度较陡，海拔 

在2 OOO一3 O00 r~ 间，主峰马嘟山海拔是3 670m，属大陆性干旱草娘气候区，年均温5．9℃， 

年降雨量641．3ram，年相对湿度66％，年蒸发量783．2rz~n，1月平均温度一8．2~C，7月平均 

温度17．5℃。其气候特点是：冬季寒冷，夏季凉爽，空气湿润。榆中贝母分布于海拔2 8OO一 

3 200m 范围内山地灌丛或草丛中， 生长地区的土壤是亚高山灌丛草旬土，质地疏松，结构 

良好，腐殖质层深厚，养分含量丰富。 

(2)生长发育的特点 榆中贝母的鳞茎呈卵球形，白色，肉质。～般在 3月下旬鳞茎的更 

新芽开始萌发， 4月上中旬气温在2—5℃时出苗，4月下旬至 5月，气温选1O℃时植株生长 

茂盛，地上部分高可迭58cm，叶片一般 5—9片，最下面 2叶片对生，其余多为数生J叶状 

苞片 3片J叶片和苞片均为条形，顶端丝状并强烈卷曲，能攀缠到附近的植物体上，具有支 

持植株防止倒伏的作用。 6月上旬气温约1O一 

15"(2时开花结果， 7月下旬或 8月上旬果实成 

熟，地上部分也随着枯死倒苗，到 8月中旬气 

温下降，鳞茎又开始进入休眠期，全生育期约 

100--120d，是一种生育期短促的类短命植物， 

性喜冷凉、湿润的气候条件，耐寒性强。现将 

马唧山区海拔 3 100 m 地带温度年变化和榆中 

贝母的生育期及物候谱由图 1所示。 

马唧山地区高山生境的自然条件，决定了 

榆中贝母的生长特性 。短暂的生长季节中，榆 

中贝母始终保持着物质积累的过程，大量的物 

质聚集贮藏于地下的鳞茎中，生长期过后，地 

上部分枯死，地下的鳞茎在漫长的寒冷期和雪 

盖期中休眠，保存了植株翌年春季生长发育的 

圈 1 擂中贝母的糖撬誊 

A．忭量期，B．I【I苗期，C．茎计搁， 

D．扦花藉，E．持粜搁． 

Fig．i Phenol。gical chart of Frltlllaria 

3mzhoogem is 

A． Period of dOrm ancy， B．Period of 

eme gence，C．Stem—leaf stage．D．bloom~  

stage。E．fruh一如 rm ation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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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需要。根据观察， 7月下旬，榆中贝母地上部分枯死，此时地下的鳞茎中的更新芽开始 

分化，到 8月中下旬，新芽分化完成，鳞茎进入休眠期。榆中贝母的休眠特性适应了高山较 

长时问的严寒气候，保证了新的生长季节到来时更新芽韵萌发并进行正常生长发育，这一特 

性与伊贝母的生长特性 一致。 

在自然条件下，我们观察到，榆中贝母由种子播种到开花结果，一般需 5年左右的时间， 

其生活周期较长。从头年9月中下旬播种至翌年8月苗枯为止，植株只生长一片针形叶。第 

2个生活年 ， 地上部分一般 具一片较宽的条形叶 ， 第 3个生活年地 上部分生有 3片披针形 

叶，植株开始形成明显的地上茎。植株生长到第．4年，地上茎叶片可迭6—0片，少数植株顶端 

生一花，但不结实|第5个生活年，根，茎 叶、花，果实均已发育齐全 ， 植株大 多数开 

花、结实 形成种子。地下鳞茎继续长大，近球形，此时即为成年植株。 

2． 种子的形态和结构特点 

为了搞清楚榆中贝母种子的休眠和萌发的规律，我们对种子的内部构造进行了研究。通 

常收获的成熟种子呈扁平状，倒卵形成椭圆形，长约 4 mm，最宽处约2—3rnm，厚约0．1-- 

0．2ram，种皮棕褐色或黄褐色，边缘县翅，内有发达的胚乳及微小的幼胚(图 2 A)。胚乳质 

地坚硬，由半纤维素的厚壁细胞构成}在胚乳中央有一 

顶端稍弯的空腔，约与种子长度相等，长圆形的原胚位 

于珠孔端胚乳空腔的基部(图 3 A)。通常榆中贝母在地 

上茎枯萎时得到的种子，从外观上看是成熟了，实际种 

子内胚很小，呈针尖大小一团原胚细胞，并未成熟，它 

的长度约为 0．27ram，占种子全长的1／15，为胚乳全长 

的 1]8。一般萌发前的榆中贝母种子的成熟胚 ， 长度可这 2 mm，约占胚乳全长的SON(图 

2 B，图 3 B)。 呈原胚状态的妨胚没有分化出子叶，胚根等部分，需要。后熟”过程完成胚的 

生长和分化。成熟的 子，胚乳充分发育 ，而胚并未分化 ， 这是类短命植物胚胎发育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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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实践证明，原胚细胞在一定的低温条件下完成后熟过程。原胚细胞在低温条件下分裂、 

生长发育成线状，并逐渐伸入胚腔 (窑腔)，当充满胚腔后不再生长，又经过一段时间后分化成 

子叶、胚芽及胚根等组织。榆中贝母生长在海拔 3 O00m左右气候冷凉的高山地区，只有100 
-- I20 d左右的生育期，在这短的生长季节内，种子的原胚来不及分化，植株的地上部分巳 

桔死，此时的种胚发育程度低，发育不完善。在长时间的低温中完成种子的后熟是生长在高 

寒生境条件中的榆中贝母所具有的生态特征。 

3． 完成后熟作用所需的沮度条件 

不同种的贝母种子完成胚的后熟作用所需的最佳温度不同。我们将榆中贝母种子分别放 

置于 一2、2、7、1522温度下进行培养。 

寰 1 不R沮度处曩下榆中贝母种子庭的 

压长(ram) 
TabJe 1 Embryo~Jc lenslh or the embryos 

Of FritW arla yuzhongensis 仃 eatm ent 

with dIfferent lemperatu~e 

I o o．2 o．32 o．3I o．34 

2o o．2 o．34 o．41 o．4o 

JD 0．2 o．34 o．4j o． I 

4O o．2 o．3e o．52 o．4I 

5D o．2 o．4t o．6 o．42 

6D o．27 o·41 o．03 o．‘B 

O o．2 o．41 1．2B o．52 

80 o．2 o．41 】．4I o．62 

00 o．2 o．4j 1．48 o．72 

l oo o．2 o．“  2．oI I．18 

袁 I和图 4表明：在 一222 ， 胚基本 

不能生 长。 2， 7，1522下，早 期 胚 都 

能生长，且生长速率相似。但是，经过50 

g 
E 

蛙 

趾 理灭鼗 Id) 
Trcatment days 

罔 4 不同温度处理下持中．哑母胚曲发育 

Fig．4 Development of the embryos of 

Fritillaria~ zhongensfe treatment 

with different tm perature 

d左右以后，7℃下胚的生长最佳，生长速率最快。处骂T，o0d左右，大部分种子的胚都巳充 

分长成 (约 2ram)，并开 始分化。1522下胚的生长情况次之 ，但明显比7℃条件下差得多，处 

理 100 d左右多数胚才能长到满胚长度的一半左右(1．18ram)。其它温度的处理，胚都在中 

途停止生长。 ， 

另外，在促进种胚完成后熟作用的过程中，湿度条件也起一定作用。我们用沙藏和不沙 

藏处理的两组种子同样放在722 下处理，发现沙藏 子(沙子湿度较小)，由于温度比不沙藏 

的小得多，所以胚的发育也缓慢得多。沙藏处理中我们用混台沙藏和在上下温沙层中用两层 

滤纸中夹上种子同样放置7℃下处理，发现具有滤纸的湿度比混合沙藏湿度大，所以前者胚的 

生长也比后者要快些。由此可见，胚生长过程中湿度大则生长快，反之则缓慢。据报道 ” ， 

大量水泡的种胚生长发育快，而少量水泡的则慢，我们的结论与其一致 

4 榆中贝母生理休眠所需的沮度来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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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中贝母在低温条件下完成了胚的后熟作 

用，胚已经长满和分化完全，在形态组织上已 

经成熟了，我们将形态上成熟的种子放在2O℃ 

下培养仍不能萌发，因为它还需要进一步的低 

温处理，才能萌发，说明此时榆中贝母和其它 

贝母一样 由于生理上还未成熟，种子仍然处在 

生理休眠之中。我们的实验 (表2)表明，胚已 

长成的榆中贝母种子至少还需要继续维持 70d 

以上的低温处理，才能解除休眠，使其萌发。 

所以，‘榆中贝母要完成形态和生理上成熟，解 

除其休眠，全程的有效低温处理至少需要1 7od 

以上的时间。 

寰 2 J黪态成熟的 中贝母种子在 

低沮处理不同时阃后的发芽事 

Table 2~ermmat!on砖rc如tnEe of mot。 
pho j

．

1ogtcal mature seeds of Frlt JJaria 

yuzhon ns量置auras dHl畦哪 periods of 

treatment with low t~mperature 

三、小 结 

从上述观察和实验的结果说明榆中贝母和其它贝母一样是类短命植物，生育期短，其种 

子有后熟过程，包括形态后熟与生理后熟两个阶段。因此，需要一定时期的低温处理，才能 

完成后熟过程，解除休眠，促使种子发芽。榆中贝母完成形态后熟过程的最佳温度是7+C左 

右，经1oOd~A上的低温处理才能使原胚发育成熟，继续在7℃低温下处理 70d以上才能完成 

生理上后熟作用。榆中贝母种子休眠时间长，需要经过 170 d以上的低温处理，种子才能萌 

发。因此，掌握合适的温度范围和低温处理的时间，为提高榆中贝母的出苗率和缩短栽培年 

限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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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GERMINATING LAW 0F THE 

SEEDS OF ERITILLARIA YUZHONGENSIS IN THE 

MAXIAN MOUNTAIN REG10N OF GANSUP PROVINCE 

Zhang Yao--Jia W ang Hong--Mei Zhou Rui--Lian 

(Department 0，Biolo~J，Lanzhou Universl坷．7 30000) 

Frih'llaria Yuzhongensls is a analogous short—lived pJant which grows in the 

raotmtain region of Maxian motmtain has a lire period of about 100 days．锄 1e 

seed embryoes of mature fruits ere hypoplastic with after。‘ripening eharac。‘ 

teristles。including bo th phases of morphologicai after -r enJJlg and physiological 

after —ripening． Therefore，the seeds treated at a given low —temperature can 

only complete after—ripening an d be removed from dormancy．Thjs study shows 

that the optimum temperature for fulfilling morphological after—ripening is 

about 7℃．Under all over 10d days treatmeat at 7℃ the embryoes Can develop 

to mature．Under a further over 70 days treatmeat  at 7℃ the seed Can  accomp 

lish physiological after—ripening． This plant has a long period of se3d dor— 

mancy and its seeds require an over 1 70 days treatment at a low temperattire 

to germinate． This study provides a suitable range of temperatur e and a 

duration of 10W —toraperature tre atment for the  s03d germination of Fritillaria 

yuzhongensis， and provides the scien tific bas is for increasing the germinating 

rate of the seed and shortening the eultivatLag days． 
、 

Key wo rds：Fritillaria y=zhongensis G．D．yu et Y．S．Zhomj，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germinating law of s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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