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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选取不同节位当归种子为试验材料，通过种子形态特征、千粒重、发芽试验、种子生活力等方

面的研究，对不同节位当归种子质量进行评价。结果表明：第１节位至顶穗，种子呈现从褐色到淡黄色

变化规律，颜色由深及浅，大小呈递增趋势；第４节位种子千粒重最大，为１．７９ｇ，顶穗、第２和第５节位

次之，分别为１．６１、１．３５、１．４２ｇ；顶穗种子发芽率最高，为９４．３％，第４和第６节位次之，分别为７８％、

８２％；顶穗种子发芽势与其他节位存在显著差异，发芽势明显高于其他节位种子；所有节位种子生活力

均在８１％以上，种子生活力整体较高。在生产实际中，当归种子留种宜选用在千粒重、发芽率、种子生

活力上均有相对优势的第２、３、４、５、６节位和顶穗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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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归（犃狀犵犲犾犻犮犪狊犻狀犲狀狊犻狊）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

植物，别名秦归、云归、川归、岷归，传统以干燥根入药，

是我国名贵中药材之一，也是中国大宗药材［１－２］。具

有补血、活血、调经、润肠之功效，为补血要药［３］。当归

多为人工栽培，主产于甘肃，为甘肃道地药材，并以“岷

归”品质最佳［４］。

当归种子的质量直接影响当归产量和药农收入，

在实际生产中，当归种子主要靠药农自繁自用、自产自

销。这种模式造成当归种子产地不详、采收期不一致、

成熟度参差不齐、种子贮藏不规范，某些种子经销商甚

至将早期抽薹种子（又称火药籽）、劣质种子及其他药

用植物种子（如白芷、茴香等种子）混入正常种子，造成

出苗率低、大面积早期抽薹或劣质苗比率较大等现象，

使药农蒙受经济损失［５－８］。在当归种子研究方面，邱

黛玉等［９］对岷归１号、岷归２号及其火药籽和野生当

归种子进行品质检验，提出了供生产应用的当归种子

质量分级标准。王文杰［１０］、王楠［１１］、王文娟［１２］等虽对

当归整个植株的混合种子进行了研究，但未对不同节

位当归种子进行研究。本研究以不同节位当归种子为

对象，测定不同节位当归种子的千粒重、发芽率、种子

生活力等质量评价指标［１３］，以期为生产筛选优良当归

种子提供依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概况

试验种子来源于甘肃省渭源县，于２０１８年９月同

一时间采收。该县２０１８年３月至９月（７个月），白天

平均温度为１９．７℃，夜间平均温度为８．１℃，天气总体

以晴天和多云为主，占整体天气的３９．０％，雨天占整体

的２３．１％，７月和８月平均温度较高（白天２３．６℃，夜间

１４℃），３月平均温度最低（白天１４．１℃，夜间－０．１℃），

年均降水量５００～６００ｍｍ，年无霜期１１０～１３０ｄ。土壤

为黑垆土，肥力均匀，地势平坦，属于高寒阴湿区。

１．２　不同节位种子采收

在当归种子生产田，随机选取当归植株１０株，从

植株下部向顶端进行节位编号，分别为第１节位至第

６节位、顶穗。按照节位顺序采种，种子脱粒，低温储

存备用。

１．３　形态特征考察

用肉眼观察种子外表，判断种子外壳颜色，观测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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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表面卷曲平整程度及翅的长短状况。用刻度尺测量

种子的大小（长、宽）。

１．４　千粒重测定

用除掉废种子和杂物的种子作为试样，将供试种

子随机取出２份，每份１０００粒，参照《国际种子检验

规程》中的方法进行测定［１４］，两份重复差数与平均数

之比不应超过５％，若超过应再分析第３份重复，直至

达到要求，取数值差距最小的两份计算平均重量，即为

千粒重。

１．５　发芽试验

不同节位种子浸泡４ｈ，用２％ ＮａＣｌＯ水溶液浸

泡１０ｍｉｎ进行表面灭菌处理，将３层中性滤纸置于培

养皿内，作发芽床，待发芽床吸足水分后，沥去培养皿

内多余水分，每皿摆放１００粒种子，同一节位３次重

复，置于２０℃恒温培养箱黑暗条件下进行发芽，每天

及时补充水分。统计发芽率、发芽势。

发芽率：ＧＲ＝（狀／犖）×１００％

式中：狀为最终达到的正常发芽粒数；犖 为供试种

子数（下式同）。

发芽势：ＧＥ＝（狀７／犖）×１００％

式中：狀为第７ｄ的正常发芽种子数。

１．６　种子生活力测试

随机选取 １００ 粒种子，用红四氮唑法 （ＴＴＣ

法）［１０］测定不同节位种子生活力，使用显微成像系统

观察（１０×４０倍显微镜）。

１．７　数据分析

采用 ＷＰＳ２０１９整理试验数据，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

进行数据分析，使用ＥＸＣＥＬ软件做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种子形态特征

第１节位至顶穗，种子呈现从褐色到淡黄色变化

规律，颜色由深及浅；表面呈现由略卷到平整；大小呈

递增趋势（表１）。

２．２　千粒重

不同节位当归种子在重量上存在较大差异，从第

１节位至顶穗，种子千粒重整体呈上升趋势（图１），第

４节位种子千粒重最大，为１．７９ｇ，顶穗和第５节位次

之，分别为１．６１、１．４２ｇ；第１节位种子千粒重最小，为

１．０８ｇ。显著性分析表明，第４节位种子千粒重与第

１，第３，第６节位差异显著（犘＜０．０５）。

表１　不同节位当归种子形态特征

犜犪犫犾犲１　犕狅狉狆犺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犃狀犵犲犾犻犮犪

狊犻狀犲狀狊犻狊狊犲犲犱狊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狀狅犱犲狊

节位 颜色 表面形状
大小／ｃｍ

宽度 长度

１ 褐色 翅短、较饱满 ０．３１ ０．５６

２ 棕褐色 翅稍长、略卷曲 ０．３７ ０．５１

３ 淡褐色 翅长、略卷曲 ０．３４ ０．５５

４ 棕色 翅长、略卷、饱满 ０．３９ ０．５３

５ 棕黄色 翅稍长、扁平 ０．３５ ０．５５

６ 棕黄色 翅长、扁平 ０．４０ ０．５７

顶穗 淡黄色 翅长、饱满 ０．４８ ０．６６

图１　不同节位当归种子的千粒重

犉犻犵．１　１０００狊犲犲犱狑犲犻犵犺狋狅犳犃狀犵犲犾犻犮犪狊犻狀犲狀狊犻狊

狊犲犲犱狊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狀狅犱犲狊

注：小写字母为犘＜０．０５水平检验，下同

２．３　发芽试验

顶穗种子发芽率最高，为９４．３％，第４和第６节

位次之，第２，第３节种子发芽率较低，分别为６１．８％，

６７．５％，且与顶穗和第６穗差异显著（犘＜０．０５）。顶

穗种子发芽势与其他节位存在显著及极显著性差异，

其发芽势为５２％，发芽势明显高于其他节位种子。综

合分析，顶穗种子的发芽率和发芽势最高，第４、５、６节

位种子次之。

根据每个节位种子发芽率均值，得节位与种子发

芽率线性回归方程为狔＝３．５１狓＋６２．５４（图２），利用线

性回归方程，可以预测不同节位种子发芽情况，有便于

播种时，根据预测结果，合理计划每个节位种子的占

比，控制总用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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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不同节位种子发芽率

犉犻犵．２　犌犲狉犿犻狀犪狋犻狅狀狉犪狋犲狅犳狊犲犲犱狊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狀狅犱犲狊

２．４　种子生活力

染色前的当归种胚呈乳白色或乳黄色（图３ａ），具

有生活力的种子，种胚染色后呈红色（图３ｂ）。顶穗种

子生活力高于其他节位，第６节位种子生活力小于其

他节位种子，为８１．８％。所有节位种子生活力均在

８１％以上，表明不同节位种子生活力整体较高（表２）。

３　讨论

当归种子为双悬果，卵圆形，翅果；顶端有突起的

花柱基，基部心形。分果背面略隆起，具有５条明显隆

起的助线，中间的３条较低平，两侧的２条特宽大成

翅状，腹面平常存在一条细线状果柄，与果实顶端相

图３　当归种子１／４纵切图

犉犻犵．３　犃狀犵犲犾犻犮犪狊犻狀犲狀狊犻狊狊犲犲犱１狉犪犿４犔狅狀犵犻狋狌犱犻狀犪犾犮狌狋

表２　不同节位种子的发芽试验和种子生活力

犜犪犫犾犲２　犌犲狉犿犻狀犪狋犻狅狀狋犲狊狋犪狀犱狊犲犲犱狏犻犪犫犻犾犻狋狔狅犳

狊犲犲犱狊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狀狅犱犲狊

节位序号 发芽率／％ 发芽势／％ 种子生活力／％

１ ７７．５ａｂｃ ５ｂ ８８．０ｂｃ

２ ６１．８ｃ １３ｂ ８３．３ａｂ

３ ６７．５ｃ ３０ａｂ ８７．３ｂ

４ ７８．０ａｂｃ ２８ａｂ ８７．５ｂｃ

５ ７５．０ａｂｃ １６ｂ ８４．３ａｂｃ

６ ８２．０ａｂ ９ｂ ８１．８ｃ

顶穗 ９４．３ａ ５２ａ ９１．８ａｃｄ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犘＜０．０５）

连，含种子１枚
［１５］。本试验中，第１节位至顶穗当归

种子，呈现褐色至淡黄色的变化规律，颜色由深至浅，

表面由略卷至平整，单粒种子大小和千粒重均呈现整

体上升趋势。因此，根据当归种子颜色，表面及大小等

各项特征变化规律，用肉眼可基本判定当归种子节位。

但梁守翠等［１６］研究发现，当归籽粒在整个生长周期

中，含水量呈“Ｓ”型变化趋势（缓慢增加—急速下降—

缓慢下降），种子成熟程度不同含水量不同，种子的外

观颜色也不同。因此，根据当归种子外观颜色判断种

子节位归属，只能作为一个判断依据，不能作为判断当

归种子节位归属的证据。

种子千粒重越大，种子的物质积累越多，能为种子

萌发提供的营养物质更多［１７］。结果表明，第１节位当

归种子的千粒重最小，种子质量最差，第３节位次之；

第４节位当归种子的千粒重最大，种子的质量最好，顶

穗次之，因此，在当归留种时，应优先考虑第４节位和

顶穗种子。当归种子需要经历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才

能收获成熟种子，而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一般需要３

年（火药籽除外）［１８－２１］，因此当归种子生产周期长、成

本高，而在实际生产留种时，需要考虑产量和经济效

益，如果只采收第４节位和顶穗种子，总体产量低，经

济效益差。种子生活力的高低，可以体现种子成熟度

和质量的好坏，从试验结果发现，不同节位当归种子间

生活力无显著差异，说明不同节位间种子的成熟度差

异不明显，所以，在实际生产留种时，可以通过留取千

粒重大小处于中间位置（第２、３、５、６节位）的种子，来

增加当归种子产量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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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所有节位的种子检验结果表明，第４节位和顶穗

当归种子相较于其他节位种子，在千粒重、发芽率、发

芽势和种子生活力等各项指标上均有优势，第２、３、５、

６节位的种子次之。综上所述，结合植物全息定域选

种理论［２２］和产量两方面因素，在实际生产中，当归种

子留种宜选用在千粒重、发芽率、种子生活力上均有相

对优势的第２、３、４、５、６节位和顶穗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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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王立娟，张添钧，王荣，等．基于ＡＨＰ法优化的模糊物元

法在当归种子质量评价的应用［Ｊ］．解放军医药杂志，

２０１６，２８（７）：１０５－１０９．

［１３］　国际种子检验协会，１９９６年国际种子检验规程［Ｓ］．北

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４］　国家农作物种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国家农业技术服务

推广中心．《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实施指南［Ｍ］．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５］　黄璐琦，陈敏，李先恩．中药材种子种苗标准研究［Ｍ］．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２０１９．

［１６］　梁守翠．当归开花结实习性及种子营养物质积累动态研

究［Ｄ］．兰州：甘肃农业大学，２０１０．

［１７］　陈红刚，赵文龙，杜永虎，等．菘蓝种子质量分级标准的

初步研究［Ｊ］．种子，２０１８，３７（３）：１２６－１２８．

［１８］　张广学，李静华．当归［Ｍ］．北京：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９．

［１９］　武延安，陈垣，蔺海明，等．当归早期抽薹研究进展［Ｊ］．

甘肃农业科技，２００７（３）：２０－２３．

［２０］　张广学，李静华．当归［Ｍ］．北京：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９．

［２１］　蔺海明，邱黛玉，陈垣．当归苗根直径大小对提前抽薹率

及产量的影响［Ｊ］．中草药，２００７（９）：１３８６－１３８９．

［２２］　温素卿，孟树标．植物全息定域选种［Ｊ］．河北农业科技，

２００１（８）：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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