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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产苦豆子种子质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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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通过对苦豆子种子质量研究，为苦豆子规范化生产管理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撑。方法：采用检测种子质量常规方法
对苦豆子种子进行研究，测定种子大小、净度、千粒重、发芽率、生活力等项目，进行品质评价研究。结果：苦豆子种子经过测定

后，得出如下结果，苦豆子种子净率为８４５％，千粒重为２３４９％，种子的发芽方式是８０％Ｈ２ＳＯ４处理１５ｈ，发芽率为９００％，
生活力最佳条件为ＴＴＣ浓度０１％～０５％之间，ｐＨ在６～８之间。结论：通过对苦豆子种子质量研究，为苦豆子规范化栽培提
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　苦豆子；种子；质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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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豆子ＳｏｐｈｏｒａａｌｏｐｅｃｕｒｏｉｄｅｓＬ是豆科槐属植物，
为多年生草本，旱生耐盐植物，别名草本槐、苦豆根、苦

豆草。研究表明苦豆子含有多种生物碱、黄酮类物质、

有机酸等成分，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１］。药用其根茎

·０６５·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Ｍａ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８，Ｎｏ．５



全草及种子，性寒味苦，具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祛风

除湿、止痛杀虫、平喘止咳等功效；临床用于治疗痢疾、

湿疹、顽癣、滴虫、外伤化脓及胃痛等。广泛分布于我

国北方荒漠与半荒漠地区，是优良的固沙、耐盐碱植

物。随着土地荒漠化加剧，植被过度放牧，我国苦豆子

野生资源量急剧下降，虽然苦豆子单株结实率很高，但

在自然条件下，荚果不易开裂，种子不易散布，且种子

硬实率极高，不利于种子正常萌发繁殖［２］。杨辉等［３］

研究了种子特性与种群扩展关系，提出了用硫酸破除

苦豆子种子硬实率的方法，然而苦豆子用浓硫酸处理

硬实作用的适宜浓度、处理时间的相关报道甚少，为

此，本实验结合生产实践和王进等［４］的研究方法，重新

确立了硫酸处理的适宜浓度及时间。为苦豆子种子质

量研究、人工驯化、栽培利用和苦豆子种子加工处理提

供理论参考。

１　材料及来源
苦豆子种子为豆科槐属植物苦豆子Ｓｏｐｈｏｒａａｌｏｐｅ

ｃｕｒｏｉｄｅｓＬ的种子。２０１１年９月采于甘肃省古浪县，
由甘肃中医学院杨扶德教授提供并鉴定。

２　仪器及试剂
电热干燥箱（上海跃进仪器厂），智能人工气候箱

（浙江新苗仪器厂），智能恒温培养箱（浙江新苗仪器

厂），ＢＳ２２４Ｓ电子天平（北京赛多利斯仪器系统有限公
司），解剖镜，显微镜，显微测微尺，镊子等实验室常用

仪器。氯化三苯四氮唑（２，３，５－ｔｒｉｐｈｅｎｙｔｅｔｒｏｚｏｌｉｕｍ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ＴＴＣ法）染色剂，试剂为分析纯。
３　试验内容及方法
３１　种子大小的测量　随机数取３０粒种子，按长或
宽排成一排测量其长度，所得值除以３０，重复３次取平
均值，即得每粒种子的长或宽。

３２　种子净率的测定　从样品中称取约１ｇ种子，准
确称量记录后过筛去土，挑去碎石、瘪种子、草芥等杂

物，再次称量并记录，５次重复。
３３　种子千粒重的测定　苦豆子种子千粒重的测定
采用百粒法进行测定，即从已经测定净率的样品中随

机数出１００粒种子，进行称量，再乘以１０，即得千粒重，
做１０个重复。
３４　种子含水量的测定　将种子过筛后除去杂物，放
入铜钵中捣碎，用水分测定仪测定其水分含量，３次重
复。

３５　种子硬实率和发芽率的测定　硫酸处理浓度包
括７０％、７５％、８０％三个水平，处理时间为 ０５ｈ、１ｈ、
１５ｈ、２ｈ四个水平，试验共１２次处理，每次处理３个重
复，每个重复随机取２０粒种子，在ＱＨＸ型人工智能气

候箱内２５℃左右温度下，光照２４ｈ，纸上发芽，每日根
据需要滴加蒸馏水，以保持发芽床纸湿润，第７天根据
正常种苗数和未吸胀种子数统计发芽率和硬实率。

３６　种子生活力的测定　采用 ＴＴＣ法测定苦豆子种
子生活力。试验设计为二因素即 Ａ因素 ＴＴＣ浓度
（０１％、０５％、１０％、１５％）Ｂ因素 ｐＨ（６、７、８）共１２
个处理。以期找到 ＴＴＣ法测定苦豆子种子生活力的
最佳条件。重复３次，每个重复随机挑选种子，将胚取
出，放入培养皿中，每皿３０粒。浸泡于ＴＴＣ溶液中，置
于３８℃的恒温箱中５ｈ后观察染色情况。
４　结果
４１　苦豆子种子显微解剖图　苦豆子种子颜色为黄
褐色至乳黄色之间，少数为褐色，形状为不规则扁圆

形、肾形、梨形、心脏形；吸胀后种子呈肾形，种子表面

革质化且有蜡脂，较光滑，有明显稍凹陷的小坑，失水

速度极慢，质地坚硬，牙齿用力咬易碎，味苦，自然状态

下硬实率高达９９％。见图１。

图１　苦豆子种子解剖图（１０×）

４２　种子大小测定　苦豆子种子长约３８７ｍｍ，宽约
３２４ｍｍ。见表１。

表１　苦豆子种子大小测定值（ｎ＝３）

次数 长／３０粒 长／粒 平均值／粒 宽／３０粒 宽／粒 平均值／粒

１ １１９ ３９７ ９５ ３１７
２ １１０ ３６７ ３８７ １００ ３３３ ３２４
３ １１９ ３９７ ９７ ３２３

　　注：（单位：ｍｍ）

４３　种子的净率测定　种子净率的计算方式为：净率
（％）＝除杂后的质量（ｇ）／样品质量（ｇ）×１００；从测量
结果可以看出，苦豆子的净率为８４５％。见表２。

表２　苦豆子种子净率测定值（ｎ＝５）

项目 １ ２ ３ ４ ５ 平均值

样品重 １０１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４
除杂后重 ０８５ ０８２ ０８４ ０８６ ０８７ ０８４５
净率 ８４２％ ８２０％ ８３２％ ８６０％ ８７０％ ８４５％

　　注：（单位：ｇ）

４４　种子千粒重的测定　测定结果，苦豆子种子的千
粒重为２３４９ｇ具体数据如表３。
４５　种子含水量的分析　完整种子的含水量很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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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１ｇ种子的含水量为０８１％，可能是因为测量时间太
短，种子水分并未完全释放出来，所以采用将种子捣碎

的方法，测得种子含水量为４９５％。
４６　种子发芽率测定　查阅相关文献再结合实际情
况设定的种子发芽适宜条件［５－７］，进行苦豆子种子的

发芽试验。试验发现该样品在第二天时就有发霉现

象，种子大多有吸胀现象，并有发芽迹象。第三天发芽

现象明显，第四天发芽数最多。０５～１５ｈ时间内，随
着处理时间的延长及处理浓度的升高而发芽率逐渐提

高，硬实率减少，在同一时间内，随着硫酸浓度的提高

硬实率降低，种子吸胀数增加霉烂率提高破除种子硬

实，确定种子的发芽方式是８０％Ｈ２ＳＯ４处理１５ｈ，发
芽率最高。发芽率结果如表４。

表３　苦豆子种子千粒重测定值（ｎ＝１０）

次数 实测值（ｇ） 换算值（ｇ）

１ ２３１ ２３１
２ ２３３ ２３３
３ ２４１ ２４１
４ ２２８ ２２８
５ ２３８ ２３８
６ ２３０ ２３０
７ ２３２ ２３２
８ ２３８ ２３８
９ ２３３ ２３３
１０ ２４５ ２４５
平均 ２３４９ ２３４９

表４　苦豆子种子发芽率测定值

材料 处理时间 发芽数（粒） 发芽率（％）

０５ｈ ９ １２ ９ ５００
７０％Ｈ２ＳＯ４ １ｈ １２ １１ ８ ５１７

１５ｈ １３ １３ １４ ６６７
２ｈ １３ １４ １５ ７００
０５ｈ １５ １５ １３ ７１７

７５％Ｈ２ＳＯ４ １ｈ １３ １４ １６ ７１７
１５ｈ １３ １７ １６ ７６７
２ｈ １３ １３ ９ ５８３
０５ｈ １４ １５ １６ ７５０

８０％Ｈ２ＳＯ４ １ｈ １７ １７ １７ ８５０
１５ｈ １７ １８ １９ ９００
２ｈ １２ １７ １１ ６６７

　　注：种子总粒数为２０

４７　种子生活力的测定　采用 ＴＴＣ实验中设定相关
的因素若干，以期找出用该方法测定苦豆子种子生活

力的最佳条件［８］。对所得数据进行方差分析，对 Ａ因
素和Ｂ因素互作进行新复极差测验后可知当浓度为
０１％，０５％时，ｐＨ之间没有统计学意义，浓度为
１０％时，ｐＨ７与ｐＨ６、ｐＨ７与ｐＨ８之间无统计学意义，
浓度为１５％时，ｐＨ６与 ｐＨ７、ｐＨ８均有显著差异，ＴＴＣ

浓度为０５％与１０％有统计学意义。因此确定 ＴＴＣ
法测定苦豆子种子的最佳条件为：ＴＴＣ浓度 ０１％ ～
０５％之间，ｐＨ在６～８之间。分析结果见表５。

表５　苦豆子种子生活力（新复极差）

因素

Ａ因素 Ｂ因素
平均染色数

（粒／皿）
Ｐ

００５％ ００１％

ＴＴＣ ０１％ ｐＨ＝６ １９３３ ａ Ａ
ＴＴＣ ０１％ ｐＨ＝７ １９３３ ａ Ａ
ＴＴＣ ０５％ ｐＨ＝８ １９３３ ａ Ａ
ＴＴＣ ０５％ ｐＨ＝６ １９３３ ａ Ａ
ＴＴＣ ０１％ ｐＨ＝８ １９００ ａ Ａ
ＴＴＣ ０５％ ｐＨ＝７ １９００ ａ Ａ
ＴＴＣ １５％ ｐＨ＝８ １９００ ａｂ ＡＢ
ＴＴＣ １０％ ｐＨ＝７ １８６７ ｂ Ｂ
ＴＴＣ １０％ ｐＨ＝６ １８６７ ｂｃ ＢＣ
ＴＴＣ １０％ ｐＨ＝８ １８３３ ｃ Ｃ
ＴＴＣ １５％ ｐＨ＝７ １８３３ ｃｄ ＣＤ
ＴＴＣ １５％ ｐＨ＝６ １７６７ ｄ Ｄ

　　注：同列中不同小写字母代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大写

字母代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５　讨论
１）测定千粒重时由于直接数出１０００粒种子费时

费力，而且不一定正确，所以一般采用百粒法，简化试

验过程。

２）水分测定法采用水分测定仪测定，简单方便，本
实验测定水分时，需先把种子捣碎进行测定，这样误差

较小，结果也较准确。

３）选择ＴＴＣ法测定苦豆子种子的最佳条件是本
实验的创新点，根据实验结果得出最佳条件为：ＴＴＣ浓
度０１％～０５％，ｐＨ在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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