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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etrazolium Method for Testing Seed Viability of Rheum tangutic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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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随机区组试验，研究四唑(2，3，5-Triphenyl Tetrazoli． 

am Chloride，缩写为 TYC)染 色法测定唐古特大黄种子生活力 

的方法。结果表明，TI'C溶液浓度和染色时间对唐古特大黄种 

子胚的染 色效果均具有显著影响，在 3O℃黑暗条件 下，以 

0．20％33"C溶液染色3 h为生活力测定的最佳条件；同时，建立 

了四唑染色法测定唐古特大黄种子生活力的鉴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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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古特大黄 (Rheum tanguticum Maxim．ex Balf．) 

为蓼科(Polygonaceae)多年生草本植物⋯，其干燥根和 

根茎为大黄药材的主要来源之一，具有泻下攻积，清热 

泻火，凉血解毒，逐瘀通经，利湿退黄等功效 』。随着 

野生资源的锐减，人工栽培成为缓解野生大黄生存压 

力和提供商品大黄的重要途径 J。在农业生产实践 

中，大黄主要以种子(植物学中称为“瘦果”)进行繁 

殖_4 J。种子质量直接影响药材产量和品质，因而种子 

检验至关重要 。 

生活力是指种子发芽的潜在能力或种胚所具有的 

生命力，是种子质量检验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测定方法 

包括四唑染色法、红墨水染色法、溴麝香草酚蓝法、农 

家简易法等多种，其中以四唑染色法应用最广，被列入 

国际种子检验规程和我国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 。 

本文旨在研究四唑(TYC)染色法测定唐古特大黄种子 

生活力的方法及其鉴定标准，为制定唐古特大黄种子 

检验规程提供依据。 

l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用唐古特大黄种子均采 自青海省(表 1)，经 

自然风干和净种后，装入纸袋于室内自然条件下保存。 

表 1 唐古特大黄种子样品 

1．2 试验方法 

1．2．1 1TrC最佳染 色条件 

以 1号唐古特大黄种子为材料，采用二因素随机 

区组试验，筛选最佳的TYC浓度和染色时间。1TrC溶 

液以磷酸缓冲液配制 j，设置浓度为 0．15％，0．20％， 

0．25％，0．30％4个水平；染色时间设置 1、2、3、4、5 h 

5个水平。每处理重复 3次，每重复 30粒 (60个半 

粒)种子。 

唐古特大黄种子在20℃水中浸渍30 h(15 h时换 

1次水)后，沿其中一翅纵切，将其置于具盖培养皿中， 

加人 TYC溶液浸没种子，于 30 cC黑暗条件下染色。 

染色结束后，取出种子并用 自来水冲洗，观察、记录胚 

完全染为鲜红色的种子数目。 

统计各处理 中胚完全染色种子的百分率，采用 

SPSS 11．0统计软件进行方差分析，Duncan法进行多 

重比较 。 

1．2．2 生活力鉴定标准 

对照 2～5号唐古特大黄种子样品的发芽率和 

Trc染色情况，拟定出唐古特大黄种子生活力鉴定 

标准。 

(1)发芽试验：唐古特大黄种子在纸间发芽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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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5℃变温的条件下培养，变温采用 

25℃光照培养 16 h和 15℃黑暗培养 

8 h的变化周期，培养期间始终保持发芽 

床湿润。以形成正常幼苗为发芽标准， 

每天记录种子发芽数，至无正常幼苗形 

成时结束_8j，计算种子发芽率。每份实 

验样品重复 3次，每重复5O粒种子。 

表2 'rTC溶液浓度和染色时间对唐古特大黄种子染色效果的方差分析 

(2)种子四唑染色情况：按照 1．2．1— —  

中四唑染色方法，将唐古特大黄种子于0．20％Trc溶 

液中染色3 h。每份实验样品重复 3次，每重复 30粒 

(60个半粒)种子。染色完毕后，按不同标准统计有生 

活力种子(表 5和表 6)。 

SPSS 11．0统计软件对发芽率和生活力进行相关 

分析 J，以二者的相关性来确定生活力鉴定标准。 

2 结果与分析 

2．1 Trc最佳染色条件的确定 

Trc溶液浓度对唐古特大黄种子胚的染色效果有 

显著影响(p<0．05)(表 2)。Trc为0．25％时，胚完 

全染色种子的百分率最大(60．8％)；1TI1C为 0．20％ 

时，染色效果与其无显著差异；而 Trc为 0．15％和 

0．30％时，胚完全染色种子的百分率较 0．25％时显著 

降低。因而，1-rC溶液最佳的染色浓度为 0．20％与 

0．25％(表 3)。 

表3 Trc溶液浓度对唐古特大黄种子染色效果的影响 

表 4 染色时间对唐吉特大黄种子染色效果的影响 

染色时间对唐古特大黄种子胚的染色效果有极显 

著影响(P<0．01)(表2)。染色 1 h时，胚完全染色种 

子的百分率最低(16．5％)；染色至2 h时，胚完全染色 

种子的百分率极显著高于 1 h，但继续延长染色时间， 

对染色效果无显著影响(表4)。考虑到缩短染色周期 

以及种子条件差异对染色时间的不同要求 ，选择 

3 h为最佳染色时间。 

． 1 1 8 · 

本试验中，'Iq'C溶液浓度和染色时间互作对唐古 

特大黄种子胚的染色效果并无显著影响(表 2)。因 

而，最佳Trc溶液浓度和最佳染色时间的任意组合均 

可作为最优组合。结合试验原始数据，选定0．20％ 

Trc溶液中染色3 h为佳。 

2．2 生活力鉴定标准的建立 

'I'rC染色时，唐古特大黄种子的胚乳并不被染色， 

因而使用该法测定唐古特大黄种子生活力时，无需考 

虑其胚乳是否着色。 

表5和表6表明，仅以胚完全染色时作为有生活 

力种子或者以胚完全染色以及子叶顶端≤1／3不染色 

而其他部位均染色的种子作为有生活力种子时，生活 

力和发芽率显著相关(P<0．05)，而以其他鉴定标准 

测定的生活力均与发芽率元显著相关性(P>0．05)。 

鉴于子叶顶端≤1／3不染色而其他部位均染色的种子 

计为有生活力种子时，发芽率和生活力在数值上更为 

接近，因而采用胚完全染色和仅子叶顶端≤1／3不染 

色的种子作为有生活力种子的标准。 

表 5 唐古特大黄种子的胚染色情况 

序号 胚四唑染色状态 

完全染色 

子叶顶端≤1／3不染色，其余完全染色 

子叶顶端 1／3～1／2不染色，其余完全染色 

子叶不染色，其余完全染色 

胚根不染色，其余完全染色 

完全不染色 

胚乳及胚腐烂 

据此，拟定唐古特大黄种子 Trc染色有生活力的 

鉴定标准。有生活力的种子染成有光泽的鲜红色，且 

染色均匀。符合下列任意一条的列为有生活力种子一 

类：胚切面完全染色；子叶顶端≤1／3面积不染色，其 

余部分完全染色。 

凡不符合上述标准的均为无生活力的种子。具体 

包括：胚乳及胚腐烂；完全不染色；胚根不染色；子叶顶 

端 >1／3面积不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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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发芽率 ]，但 HgC1 不影响烟草等种子的发芽 。 

而酒精浸泡既可达到消毒效果，也可促进许多种子的 

发芽_8 ]。本课题组试验结果表明，0．1％HgC12对穿 

心莲种子的消毒效果显著，但会降低种子发芽率，不宜 

用于穿心莲种子的消毒。而 50％ ～75％酒精浸种，不 

仅与文献报道一致，可促进种子发芽，同时对穿心莲种 

子的消毒效果也极其显著。由些可知，适当浓度的酒 

精可用于穿心莲种子的消毒。 

4 结 论 

浸种可显著提高穿心莲种子的发芽率，最佳浸种 

时间为2 h。穿心莲种子细小，不宜进行机械摩擦处 

理。种子最适发芽温度为25～30℃，最低发芽临界温 

度为 15℃。穿心莲种子为非需光型种子，但光照可显 

著促进种子发芽。酒精和 HgC1 浸种处理均能起到消 

毒的作用，但 HgC1 对种子的发芽有显著抑制作用，而 

酒精则可促进种子的发芽；用酒精消毒，酒精最佳浓度 

为50％、消毒最佳时间为3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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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不同鉴定标准下生活力与发芽率的相关分析 

注 ：A～E各字母含义见表 5。 

3 讨 论 

发芽研究表明，在 1．2．2适宜发芽条件下，唐古特 

大黄种子完成发芽需时22 d(实验数据另文发表)，而 

采用 TYC染色法测定一批种子生活力全程则仅需 35 

h；同时，试验所测定的生活力和其发芽率之间具有显 

著的相关性。因而，当生产中急需了解某批种子的质 

量情况时，可以通过生活力测定结果快速地估测种子 

发芽率。但生活力和发芽率之间的回归关系，仍需加 

大样本量后进行研究。 

本实验表明，Trc染色法测定唐古特大黄种子生 

活力时，其胚乳并不着色，因而进行生活力测定时只需 

对其胚的染色情况进行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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