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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不同浓度的 Ce(NO3)3 和阿斯匹林(Asp.)复配后对棉花老化种子进行处理 ,结果表

明 ,一定浓度的 Ce(NO3)3 和Asp.能够明显提高棉花老化种子的发芽率 、发芽指数 、活力指数 、

幼苗长度 ,并降低其相对电导率 , 但二者互作效果没有达到显著水平 ,其中以 10 μg/ml

Ce(NO3)3+60 mg/L Asp.复配处理效果最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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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Ce(NO3)3 and Aspirin on the

Germination of Aged Cot ton Seed

TANG Ju-xiang ,WANG Ai-rong , LI Guang-ling
(He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 y , Xinx iang 453003 , China)

Abstract:Treatments on aged cot ton seed w ith dif ferent combination of Ce(NO3)3 and Aspirin
(Asp.)show ed that the suitable concentration of Ce(NO3)3 and Asp.could improve some charac-
teristics of aged cot ton seed such as germinat ion percentage , germination index , vigour index and
the length of seedling , and decrease it' s relative conductance of the solution of soaking seeding .
Though their interaction effects w ere no t significant among all the treatments , the combination of
10μg/ml Ce(NO3)3 and 60 mg/L Asp.was the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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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稀土元素尤其是轻稀土族中的镧 、

铈 、镨 、钕在农业中的应用已收到了可喜的效

果[ 1 ,2] 。尽管有关论述不少 ,但铈元素应用于棉

花老化种子发芽的报道 ,尤其是将铈元素与阿斯

匹林(Aspirin ,Asp.乙酰水杨酸的商品名)结合用

于调控棉花老化种子发芽的研究尚未见报道 。笔

者就铈元素和阿斯匹林结合对棉花老化种子发芽

的影响作了一些研究 。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Ce(NO3)3 ,为上海跃龙化工厂生产;Asp.为

郑州市豫新制药厂生产的复方乙酰水杨酸(含量:

0.23 g/片),棉花品种为新高抗 5号 ,种子经硫酸

脱绒后进行老化处理 。老化处理方法:用 50%甲

醇溶液浸种 100 min后 ,吸干表面残液 ,置阴凉处

晾 8 ～ 12 h 备用 。

1.2　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完全随机区组设计 。Ce(NO3)3为

A 因素 ,设 3 个不同浓度(μg/ml):10(A1)、20

(A2)、30(A3);Asp.为 B 因素 ,设 3 个不同浓度

(mg/ L):30(B1)、60(B2)、90(B3);对照为去离子

水 ,共 10个处理 ,3次重复 。

1.3　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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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老化棉花种子分别于 10个处理液中浸种

16 h ,然后各取 60粒 ,分别置于发芽盒(砂基)中 ,

以去离子水保持湿润(恒温25 ℃)进行发芽试验 ,

测定各处理发芽率 、发芽指数 、活力指数 , 12 d后

测定幼苗长度。另各取 50粒用 10种处理液浸种

16 h ,用吸水纸吸干表面残液 ,用去离子水冲洗表

面 3遍 ,置 50 ml去离子水中浸泡 10 h ,用DDS —

11A型电导率仪测定其相对电导率[ 3] 。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处理的棉花老化种子发芽指标的方差分析

表 1表明:各处理对棉花老化种子的幼苗长

度 、发芽指数 、活力指数 、发芽率 、相对电导率的影

响均达到了极显著水平;不同浓度的 Ce(NO3)3

对棉花老化种子各项指标的影响亦均达到了极显

著水平;不同浓度的Asp.对棉花老化种子相对

表 1　不同处理的棉花老化种子发芽指标的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幼苗长度 发芽指数 活力指数 相对电导率 发芽率 F0.05 F0.01

AB

A

B

A×B

7.95＊＊

26.29＊＊

1.29　

2.10　

16.27＊＊

41.54＊＊

2.42　

1.27　

11.63＊＊

45.54＊＊

2.72　

2.03　

24.91＊＊

97.08＊＊

10.56＊＊

2.22　

7.15＊＊

21.67＊＊

3.10　

2.60　

2.59

3.63

3.63

3.01

3.89

6.23

6.23

4.77

电导率的影响达到了极显著水平 , Ce(NO3)3和

Asp.的互作效应不显著。

2.2　不同浓度的 Ce(NO3)3 对棉花老化种子发

芽的影响

由表 2可以看出 ,不同浓度的 Ce(NO3)3 对

棉花老化种子的幼苗长度 、发芽指数 、活力指数 、

发芽率影响不同 ,相互间差异比较明显 ,其中 A1

最显著;不同浓度 Ce(NO3)3 对棉花老化种子的

相对电导率也有显著影响 ,其中 A3 处理相对电

导率最大 ,A2处理相对电导率最小 ,说明 A3 对棉

花老化种子的细胞膜修复最差 ,而 A2 对其修复

最好 ,A1 介于 A3 与 A2 之间 。

表 2　不同浓度的 Ce(NO3)3 对棉花老化种子发芽的影响(LSR法)

A
幼苗长度
(cm)

发芽指数
(%)

活力指数
(%)

发芽率
(%)

相对电导率
(%)

A 1

A 3

A 2

6.11a

5.18b

4.56b

11.76a

9.03b

7.11c

72.22a

47.09b

32.53c

56.33a

50.22a

43.67b

39.38b

48.23a

32.81c

2.3　不同的浓度的 Asp.对棉花老化种子发芽的

影响

由表 3可以看出 ,不同浓度的 Asp.对棉花老

化种子的发芽指数 、活力指数 、发芽率 、幼苗长度

的影响没有显著性差异 ,而对相对电导率的影响 ,

B2与 B3 、B1 达到了显著差异。

表 3　不同浓度的 Asp.对棉花老化种子发芽的影响(LSR法)

B
幼苗长度
(cm)

发芽指数
(%)

活力指数
(%)

发芽率
(%)

相对电导率
(%)

B2

B3

B1

5.33a

5.09a

5.04a

9.88a

9.28a

8.74a

54.61a

52.09a

45.14a

52.78a

49.22a

48.22a

45.64b

52.12a

52.66a

2.4　Ce(NO3)3 和 Asp.互作效应对棉花老化种

子发芽的影响

从表 4可以看出 ,不同浓度的 Ce(NO3)3 和

Asp.复配后对棉花老化种子发芽各项生理指标

均有较大影响 ,其中 A1B2 在所有处理中效果最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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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Ce(NO3)3 和 Asp.互作效应对棉花老化种子发芽的影响

处理
幼苗长度
(cm)

显著性
发芽指数
(%)

显著性
活力指数
(%)

显著性 处理
相对电导率
(%)

显著性 处理
发芽率
(%)

显著性

A 1B3

A 1B2

A 1B1

A 3B2

A 3B3

A 3B1

A 2B2

A 2B1

A 2B3

ck

6.50

6.07

5.77

5.43

5.33

4.77

4.77

4.73

4.17

4.10

a

ab

bc

bcd

cde

def

def

ef

f

f

12.47

12.00

10.80

10.07

8.87

8.17

7.57

7.27

6.50

5.60

a

a

ab

bc

cd

de

de

def

ef

f

81.60

72.87

62.20

54.87

47.47

38.93

36.10

34.30

27.20

22.90

a

ab

bc

cd

de

ef

efg

efg

fg

g

A 2B3

A 2B1

A 2B2

A 3B1

A 3B3

A 3B2

A 1B1

A 1B2

A 1B3

ck

68.43

67.70

64.73

56.00

51.60

50.50

42.60

41.63

38.33

38.17

a

a

a

b

b

b

c

c

c

c

A 1B2

A 1B3

A 1B1

A 3B2

A 3B3

A 3B1

A 2B2

A 2B1

A 2B3

ck

57.67

57.33

54.00

52.33

50.67

47.67

48.33

46.00

36.67

33.00

a

ab

ab

ab

b

b

b

b

bc

c

3　结论与讨论

由以上分析可知 , Ce(NO3)3 和 Asp.处理棉

花老化种子 ,一定浓度的 Ce(NO3)3 和 Asp.能显

著提高其发芽率 、发芽指数 、活力指数 、幼苗长度 ,

明显地降低其相对电导率 。因为相对电导率反映

老化种子细胞膜被破坏的程度 ,处理后相对电导

率降低 ,说明细胞膜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 。虽然

Ce(NO3)3 和 Asp.复配后互作效应不显著 ,但其

中 10 μg/ml Ce(NO3)3+60 mg/L Asp.效果比较

好。种子老化时细胞结构的完整性遭到了破坏 ,

膜透性增大 , 与活力相关的酶活性(如 POD 、

SOD 、CAT 等酶)下降 ,种子内部有害物(如 O-·
2

等)积累 ,导致种子生活力下降 ,而 Ce(NO3)3 处

理后可能使种子在萌发过程中 SOD 、POD 、CAT

活性得到提高 ,又可降低 O
-·
2 的生成速率 ,从而

减弱膜脂过氧化作用 ,保持了膜的稳定性及细胞

结构的完整性 ,使得种子的生活力提高。而 Asp.

能增强植物的抗逆性 ,提高植物细胞内一些酶如

硝酸还原酶等活性 、拮抗生长抑制剂 ABA对植物

生长的抑制作用等[ 4] ,从而使棉花老化种子生活

力提高 ,促进发芽 。尽管 Ce(NO3)3 和 Asp.的互

作效应在本试验中表现不明显 ,但从多重比较可

见所有处理均优于对照 ,这有待于以后继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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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7页)1 ～ 3株 ,基本苗宜控制在 90 ～ 120

万/hm2 。

(3)培育壮秧　秧田播量 112.5 kg/hm2 ,在

秧苗一叶一心期喷施多效唑 ,促进秧苗矮壮 ,增加

分蘖 。秧龄 25 ～ 30 d适时移栽。

(4)合理施肥　一般每公顷氮肥施用量(纯

氮)150 ～ 180 kg ,并配施磷肥和钾肥 ,坚持前促中

稳后控的施肥原则 ,以基肥为主 ,不施或慎施穗

肥 ,防止倒伏。

(5)科学管水　做到“寸水活棵 ,浅水分蘖 ,

够苗晒田 ,后期干干湿湿至成熟” ,当大田总茎数

达 250 ～ 300万/hm 2时排水晒田 。

(6)防病虫　根据病情 、虫情测报 ,防治螟虫 、

卷叶螟 ,严格抓好稻曲病的防治工作 ,在剑叶露尖

和破口期用 20%井冈霉素 20 ～ 30 g 各喷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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