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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不同年份黄檗种子性状的差异，并分析导致这种差异的温度因子。方法：选择种子长度作
为种子大小的表征、厚度作为子叶厚度的表征，并测定种子重量和休眠程度。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连续三年种子性

状的差异，ｓｐｅｒａｍａｎ相关系数法计算温度与种子性状的相关性。结果：结果表明，不同年份黄檗种子的性状均具有
显著差异，种子长度最大差异为６６％，厚度最大差异为１０１％，质量最大差异为１７８％，种子休眠程度最大差异
为２０４３％；温度与种子长度最高相关系数为 ０７０１，与厚度最高相关系数为 －０６１２，与重量最高相关系数为
０４３５，与种子休眠程度最高相关系数为０８４。结论：研究结果提示，全年温度对黄檗种子的大小均会产生影响；
子叶厚度和种子重量主要与最低温和温差有关；在温暖和温差较小的气候条件下生长的黄檗，其种子休眠程度较

浅；寒冷和温差较大的气候条件下生长的黄檗，其种子的休眠程度较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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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檗 Ｐｈｅｌｌ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ａｍｕｒｅｎｓｅＲｕｐｒ为芸香科黄
檗属落叶乔木，树皮作为中药关黄柏使用，具泻火

除蒸、消炎杀菌、清热燥湿的功效［１］。黄檗为国

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野生资源匮乏［２］。课

题组发现不同产地黄檗种子特性差异很大，尤其是

休眠程度，所需低温解除休眠天数可相差几十乃至

百天［３］，这种现象的存在对黄檗的人工种植造成

诸多的困难。目前对种子休眠的研究大多集中在

对种子休眠的解除上，而对黄檗种子休眠的原因

很少涉及。本研究通过比较同一观察点相同植株

不同年份种子的性状，控制其他变量，分析温度

因子对种子性状的影响，以期为黄檗种子休眠的

形成机制研究提供理论依据以及为人工种植提供

指导意见。

１　材料

黄檗种子采集于北京药用植物园，依据在园内

的不同位置，分别标记为 Ｙ１、Ｙ２、Ｙ３、Ｙ４和 Ｙ５，
五个观察点的气候条件基本相同，树龄略有不同。

固定植株采集种子，每个观察点不少于两棵树，于

每年的１０月中旬采收黄檗果实。由于每年结果数量
不同，Ｙ１和 Ｙ２采集了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和２０１７连续三
年的果实，Ｙ３和 Ｙ４采集到了２０１５和２０１６年的果
实，Ｙ５采集到了２０１６和２０１７年的果实。采集到的
果实晒干后，放置于阴凉干燥处保存，实验前去除

果肉，洗净晾干后得到黄檗种子。样品经中国医学

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张昭研究员鉴定为黄檗 Ｐｈｅｌ
ｌ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ａｍｕｒｅｎｓｅＲｕｐｒ的种子，凭证标本保存于
药用植物研究所。

２　方法

２１种子长度、厚度及重量的测定

每个处理随机选取６０粒种子，随机分成３组，
每组２０粒，游标卡尺测量种子长度及厚度；采用千
粒法，３个重复测量种子重量。

２２种子休眠程度检测

２２１种子发芽率测定　取种子经蒸馏水浸泡２４ｈ
后，放入 ４℃冰箱分别低温层积 ０、１５、３０、４５、
６０、７５、９０、１０５、１２０、１３５ｄ。从冰箱取出后置于
光照培养箱中进行萌发实验，萌发条件为：２４℃，
１４ｈ，光照３０００ｌｘ；１５℃，１０ｈ，无光。每个处理

设置５个重复，每个重复５０粒种子。
２２２种子休眠程度指标选择　选取种子发芽率首
次达到５０％所需低温层积天数和经低温层积后的最
高发芽率作为种子休眠程度的衡量指标。

２３温度数据的获取

样点温度通过ＨＯＢＯＵ２３００１温度记录仪获取，
将温度记录仪放置于观察点附近避光通风处，记录

仪每２ｈ记录１次。通过物候观察，得到黄檗萌芽期
为每年的４月３日至１１日；花期为每年的４月２１日
至２７日；果期为每年的５月９日至８月２６日；生
长期为每年的４月３日至１０月１８日。各物候期的
日均温度总和为各物候期积温；各物候期的日均温

平均值为各物候期均温；各物候期日最高温与日最

低温差值的平均值为各物候期的平均温差；一年

中日平均气温大于２０℃日平均气温的总和为大于
２０℃积温。温度数据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７年温度数据
℃

温度因子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萌芽期积温 １０５９１ １３８１５ １４２９４

萌芽期均温 １１７７ １５３５ １５８８

萌芽期平均温差 １０６１ １４４４ １０４８

花期积温 １２３５４ １３９３１ １２４１８

花期均温 １７６５ １９９０ １７７４

花期平均温差 １６６１ １１８４ １４４４

果期积温 ２８０９４０ ２８６７５７ ２９０８６６

果期均温 ２５５４ ２６０７ ２６４４

果期平均温差 １１４７ １０９９ １１９０

生长期积温 ４４３９６６ ４５８２８０ ４６０１３２

生长期均温 ２２４２ ２３０３ ２３１０

生长期平均最高温 ２８３７ ２８６７ ２９１０

生长期平均最低温 １６７９ １７２１ １７０７

生长期平均温差 １１５８ １１４６ １２０３

年积温 ５３３２８６ ５１２２６５ ５２３５７３

年均温 １３７８ １４０３ １４３８

年平均最高温 １９２０ １９４７ ２００８

年平均最低温 ８６７ ８６０ ８７１

年平均温差 １０５３ １０８７ １１３７

大于２０度积温 ３４７９５６ ３６０９１１ ３８５５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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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数据分析方法

数据统计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Ｖ２１０。差异性分析采
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相关性分析采用ｓｐｅｒａｍａｎ法。

３　结果

３１不同年份种子长度、厚度及重量比较

在本研究中，通过长度表征种子大小、厚度表

征子叶厚度。由于只有 Ｙ１和 Ｙ２连续三年采集到种
子，种子年度间性状的比较只选取 Ｙ１和 Ｙ２两个观
察点数据。测量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和２０１７年 Ｙ１和 Ｙ２的
种子长度、厚度和重量，数据见表２。

表２　不同年份黄檗种子性状比较

年份
长度／ｍｍ 厚度／ｍｍ 重量／ｇ

Ｙ１ Ｙ２ Ｙ１ Ｙ２ Ｙ１ Ｙ２

２０１５年 ４８２Ｃ ４９９Ｃ １９９Ａｂ ２０９Ｂｂ １８１５１Ｂｂ２０８４７Ｂｂ

２０１６年 ５１４Ａ ５２４Ａ １８８Ｂｃ １９９Ｂｃ １７２６８Ｂｃ２０２５１Ｂｃ

２０１７年 ５０７Ｂ ５１８Ｂ ２０７Ａａ ２１５Ａａ １９１９７Ａａ２２０３２Ａａ

　　注：同一列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大小写字母分别代表
Ｐ＜００１，Ｐ＜００５。

三年间种子性状具有显著性差异：Ｙ１和 Ｙ２的
种子长度均为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５年，差异最
大为０３２ｍｍ；Ｙ１和 Ｙ２的种子厚度均为２０１７年 ＞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差异最大为０１９ｍｍ；Ｙ１和 Ｙ２
种子重量均为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差异最
大为０１９２９ｇ。

３２不同年份种子休眠程度比较

不同年份种子休眠程度结果见图１、表３。由图
１可以看出，两个观察点不同年份间的种子休眠程
度总体趋势相同，均为在低温层积０～６０ｄ内，发
芽率排序为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５年；在低温层积
１２０、１３５ｄ时，发芽率排序为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
２０１５年。

三年间 Ｙ１和 Ｙ２的休眠程度均具有显著性差
异（表３）。在观察点 Ｙ１中，２０１５年种子休眠程度
最深，三年间发芽率达到 ５０％所需低温天数最大
差异可达６１ｄ，最高发芽率差异可达 ２５％；观察
点Ｙ２与Ｙ１结果相似，２０１５年种子休眠程度最深，
三年间发芽率达到 ５０％所需低温天数最大差异可
达６０ｄ，最高发芽率差异可达３０％。

图１　不同年份黄檗种子发芽率比较

表３　Ｙ１、Ｙ２观察点黄檗种子休眠程度比较

年份
达到５０％所需低温天数／ｄ 最高发芽率／％

Ｙ１ Ｙ２ Ｙ１ Ｙ２

２０１５年 ９１Ａａ ７１Ａａ ６４Ｂｃ ６６Ｂｃ

２０１６年 ４５Ｂｂ １５Ｂｂ ８９Ａａ ９６Ａａ

２０１７年 ３０Ｂｃ １１Ｂｃ ７８Ａｂ ９３Ａｂ

　　注：同一列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大小写字母分别代表 Ｐ＜
００１，Ｐ＜００５。

３３相关性分析结果

３３１种子长度、厚度和重量与温度的相关性　在
研究温度对黄檗种子性状的影响时，考虑到萌芽期、

花期时，种子尚未长出，所以只考察了果期、生长

期的年度温度数据对种子性状的影响。种子长度、

厚度和重量与温度的相关性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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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种子长度、厚度和重量与温度的相关性
温度因子 长度／相关系数 厚度／相关系数 重量／相关系数

果期积温 ０５１６ ００１０ ０３１０

果期均温 ０５１６ ００１０ ０３１０

果期平均最高温 ０５１６ ０４３０ ０４３０

果期平均最低温 ０７０１ －０６１２ ０４３０

果期平均温差 －０１００ ０５８３ ０４３０

生长期积温 ０５１６ ００１０ ０３１０

生长期均温 ０５１６ ００１０ ０３１０

生长期平均最高温 ０５１６ ００１０ ０３１０

生长期平均最低温 ０７０１ －０６１２ －０１００

生长期平均温差 －０１００ ０５８３ ０４３５

年均温 ０５１６ ００１０ ０３１０

年平均最高温 ０５１６ ００１０ ０３１０

年平均最低温 －０１００ ０５８３ ０４３５

年平均温差 ０５１６ ００１０ ０３１０

大于２０度积温 ０５１６ ００１０ ０３１０

　　注：表示Ｐ＜００１。

由表４可以看出，温度对种子长度、厚度和重
量均有影响。除果期平均温差、生长期平均温差和

年平均最低温外，各物候期温度均与种子长度呈正

相关，其中影响最大的温度因素是果期平均最低温

与生长期平均最低温，相关系数均达到了０７０１。结
果显示年均温度与种子长度呈正相关，这与童应鹏、

胡枭剑对薏苡［４］、车前［５］的研究结果相同。果期平

均最低温与生长期平均最低温对种子厚度影响呈负

相关，相关系数为－０６１２，果期平均温差，生长期
平均温差和年平均最低温对种子厚度的影响呈正相

关，相关系数为０５８３。影响种子重量的温度因子只
有生长期平均温差与年平均最低温，均为正相关，

相关系数为０４３５。
３３２休眠程度与温度的相关性　在休眠程度与温
度的相关性分析中，包含 ５个观察点的全部数据，
Ｙ１与Ｙ２观察点的种子休眠程度见表 ３，Ｙ３、Ｙ４、
Ｙ５观察点的种子休眠程度见表５。种子休眠程度与
温度的相关系数见表６。

表５　Ｙ３、Ｙ４、Ｙ５观察点黄檗种子休眠程度
编号 达到５０％低温天数／ｄ 最高发芽率／％

Ｙ３２０１５年 １３５００ ４６００

Ｙ３２０１６年 ３５００ ９３３３

Ｙ４２０１５年 ９０００ ７６５０

Ｙ４２０１６年 １５００ ９６００

Ｙ５２０１６年 ２５００ ９６００

Ｙ５２０１７年 ４１２５ ７２００

表６　休眠程度与温度的相关性
温度因子 低温天数／相关系数 最高发芽率／相关系数

萌芽期积温 －０７２１ ０４４３

萌芽期均温 －０７４３ ０４３９

萌芽期平均温差 －０１００ ０５２８

花期积温 －０７２５ ０８４

花期均温 －０７３２ ０８３４

花期平均温差 ０７１１ －０８３８

果期积温 －０７２１ ０４４３

果期均温 －０７４３ ０４３９

果期平均温差 ０１００ －０５２８

生长期积温 －０７２１ ０４４３

生长期均温 －０７４３ ０４３９

生长期平均最高温 －０７２１ ０４４３

生长期平均最低温 －０７１１ ０８３８

生长期平均温差 ０１００ －０５２８

年均温 －０７４３ ０４３９

年平均最高温 －０７２１ ０４４３

年平均最低温 ０１２０ ０５２４

年平均温差 －０７４３ ０４３９

大于２０℃积温 －０７４３ ０４３９

　　注：表示Ｐ＜００１。

对种子达到５０％发芽率所需低温天数影响最大
的温度因子是萌芽期均温、果期均温、生长期均温、

年均温、年平均温差和大于２０℃积温，相关系数为
－０７４３；对黄檗种子最高发芽率影响最大的是花期
积温，相关系数为０８４，与最高发芽率呈负相关的
温度因子有花期平均温差、果期平均温差，生长期

平均温差和年平均最低温。

种子达到５０％发芽率所需低温天数和最高发芽
率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种子的休眠程度，由表６可以
看出，温度与两者相关系数的正负值均为相反，除

温差外，温度因子均与休眠程度均呈显著性负相关，

这与拟南芥、紫花苜宿种子休眠程度对温度的响应

一致［６７］。在具有显著相关的因子中，只有花期、果

期和生长期的温差与休眠程度呈正相关，说明在温

暖的气候条件下，种子休眠程度较浅，各物候期的

温差存在较大差异时，种子的休眠程度较深。

４　结论

除果期平均温差、生长期平均温差和年平均低

温外，其余温度因子均对种子长度均有显著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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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全年温度均对种子大小产生影响；对厚度和重

量有显著性影响的温度因子分别只有 ５个和 ２个，
且全为最低温和温差，说明子叶厚度与种子重量主

要与最低温和温差有关。

Ｙ１和Ｙ２两个观察点中，三年间的休眠程度趋
势基本相同，温度与休眠程度的相关性数据表明，

各物候期积温和均温均与休眠程度呈负相关，说明

积温和均温越高，休眠程度越低，在温暖和温差较

小的气候条件下生长的黄檗，其种子休眠程度较浅；

寒冷和温差较大的气候条件下生长的黄檗，其种子

的休眠程度较深。

５　讨论

本研究选取同一观察点不同年份的黄檗种子作

为分析对象，可以单纯考察不同年份间气候因子对

黄檗种子性状的影响。课题组之前研究表明，气候

对黄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温度因子上［８］，现在的大

多数研究中温度数据都较为粗糙，多为年均数据或

月均数据，本研究通过在样点放置温度检测器，记

录样点每日温度，可以将年均数据细分为各物候期

温度，这样得出的数据更具有针对性。在评价黄檗

种子休眠程度时，采用了种子达到５０％发芽率所需
低温层积天数和种子能达到的最高发芽率两个指标，

这两个评价指标比大多数研究中评价休眠程度时采

用的相同低温天数处理下达到的发芽率更能客观的

反映种子的休眠程度。

目前黄檗育苗主要有春播和秋播两种方式，春

播需要沙藏低温处理［９］。本研究表明不同年份间的

黄檗种子休眠程度具有差异，生产所用种子可能取

自不同地点，休眠程度差别更大，沙藏低温处理的

时间很难把握，因此建议育苗时选择秋播。

全球气候的变化会对不同物种的种子产生不同的

影响［１０］，全球变暖有利于轮叶马先蒿种子的萌发和

扩散［１１］，不利于华北落叶松种群的更新［１２］。黄檗产

区的温度随着全球变暖会变得更高，这将有利于黄檗

的物种繁殖，对缓解黄檗资源衰竭的状况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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