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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达 2116"对不同品种青稞种子萌发特性的影响 

李 菊 ，刘翠花。，支建辉 ，陈陶红 ，毛浓文 

(西藏农牧学院资源与环境学院，西藏林芝 860000) 

摘 要：研究了不同浓度的“天达21l6”溶液对6个青稞品种种子萌发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品 

种青裸对“天达 2116”表现出不同的敏感性，比较敏感的是喜马拉雅 19号，最不敏感的是冬青i1．号；在 

不同浓度处理中，以0．3％ 一0．5％浓度的“天达 2116”溶液浸种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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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t of“tian da 2 1 1 6” on Germin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High Barly Varie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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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ffects of Tianda一2116 of different strengths on the seed germinations of 6 barly varieties were studied．The re· 

suits show that different barley varieties on theTianda一21 16 show the different sensitivity ，the 19th of the Himalayas is more sensi- 

tive，but Tianda一 21 16 to some extent inhibit the seed germination of the 1 st of dongqing；according to different strengths of soaking 

seed ．the soaked seeds in tianda 一2116 solution of0．3％ ～0．5％ consistency have a better effect on seed germ 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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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达2116”是一种高科技农作物植保产品，含有丰富 

的农作物细胞膜稳定剂 ，能使农作物具有较强的抗早、抗冻 

性能．确保最大限度的发挥 自身生命活力，以抵御逆境因子 

而增产[】]。西藏高原地区青稞种植主要分布在海拔3 000～ 

4 000 m的地区。其分布上限为4 200 m左右，整个生育期间 

的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干旱较为频繁，且昼夜温差较大，霜冻 

灾害时常发生[2]，恶劣的气候环境严重威胁着青稞的生长 

发育．影响了青稞的产量。为此，笔者运用不同浓度的“天达 

2116”溶液浸种青稞，探讨其对青稞种子萌发的影响，为生产 

实践提供初步的基本方法和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参试青稞品种共6个 ，分别为藏青 148、藏青 690、冬青 1 

号、果洛、喜马拉雅 19号、山青24号；“天达2116”生物制剂 

是山东大学生命科学院研制。山东天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 

供。 

1．2 试验方法 

供试种子用 30％的双氧水浸泡消毒 10 min后，用 自来 

水冲洗几遍，然后用浓度为 0．9％、0．7％、0．5％、0．3％ 的 

“天达 2l16”溶液浸种 ，清水浸种作对照(CK)，浸种时间为 

12 h．共 5个处理。每个处理设 3次重复，每重复为 50粒种 

子。在每个处理条件下。分别对 6个品种进行滤纸皿床发芽 

试验。把经处理过的种子均匀的以腹面朝下的方式置入培 

养皿中进行发芽．每个培养皿中加入等量的清水，培养箱温 

度为 25~C，每天定时观察、补水 ，并记录种子发芽数。7 d后 

结束发芽，计算种子发芽势、发芽率。 

l_3 数据统计 ， 

以根长达到 1 mm作为发芽标志，于培养第 2天开始统 

计发芽数量，以后每天统计 1次直至种子萌发的第 7 d，以种 

子萌发后第 3 d和第 7 d发芽数分别计算发芽势、发芽率。 

计算公式如下： 

发芽势 =n／N×100％ (n为第 3 d累积发芽种子数 ，N 

为供试种子总数) 

发芽率 =n／N×100％ (n为第 7d累积发芽种子数 ，N 

为供试种子总数) 

2 结果分析 

2．1 不同浓度“天达 2116”对不同品种青稞发芽势 

的影响 

从(表 1)可以看 出，不同浓度“天达 2l16”溶液浸种对 

不同品种青稞的发芽势影响不同。藏青 148以0．3％处理发 

芽势较高，比对照提高了4．1％，而随着浸种浓度的升高，藏 

青 148的发芽势降低 ，且0．9％处理的(下转第 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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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发和采收等进行规范管理，制定豆芽生产许可证审查细 

则，确保豆芽质量安全。明确规定禁用一切农药、化肥、植物 

生长调节剂、抗生素以及食品添加剂。因此，各级政府部门 

应加大对氯霉素残留监控力度，加大对包括氯霉素在内的药 

物使用知识的宣传、普及和指导力度，科学规范使用药物，严 

格不使用禁用药物，进一步完善氯霉素预警机制，做到氯霉 

素残留情况的早发现，早汇报，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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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1页)发芽势与对照相 比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藏青 

690除0．3％处理的发芽势比对照低，其他处理的发芽势均 

比对照高．分别提高了25．8％、18．2％、15％，差异达到显著 

水平；品种果洛除浓度 o．5％处理低于对照，其他处理的发芽 

势也均高于对照，尤其经0．3％处理过的其发芽势比对照相 

提高了96．5％：喜马拉雅 19号经不同浓度处理的发芽势与 

对照相比均有不同程度提高，发芽势最高的是 o．3％浸种处 

理。为 92％，最低为 76．7％，分别 比对照高 出了 51．6％、 

26．4％，0．3％处理发芽势与对照相 比差异达到了显著性水 

平；山青 24号经浸种处理过的发芽势与对照相比均未达到 

显著性差异，但经0．5％和0．9％处理过的发芽势与0．3％处 

理相比差异达显著水平 。这说明“天达 2l16”溶液浓度越高， 

越有利于山青 24号的萌发：而冬青 1号所有处理的发芽势 

均低于对照，且 0．3％、0．5％处理与对照相比达到显著性差 

异。 

表1 “天达 2116”浸种对青稞发芽势的影响品种 

浸种浓／~／％o(CK) 

品种 - ⋯ 0
．

⋯

3 0．5 ⋯  一 

1)不l司小写字母表不差异达 P=0．05显著水平．同一品种在不 

同浓度下的显著性测验 

2．2 不同浓度“天达2116”对不同品种青稞发芽率 

的影响 

从(表 2)可以看出，经不同浓度“天达 21l6”溶液浸种 

对不同品种青稞种子发芽率影响不 同。藏青 148在浸种浓 

度为 0．3％时发芽率最高，且比对照提高了3．5％．而浓度为 

0．5％、0．7％、0．9％时其发芽率均比对照低，分别降低 了 

4．2％、6．3％、12．0％，且 0．3％处理的发芽率与 0．9％处理 

相比差异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这说明随着浸种浓度的升高在 
一 定程度上会抑制藏青 148的发芽：藏青 690经 0．3％处理 

的发芽率略低于对照，其他处理的发芽率均高于对照，但均 

未达到显著水平；品种果洛除 0．7％处理的发芽率略低于对 

照，其他处理的均等于或高于对照，且 0．9％处理的发芽率最 

高；山青 24号的发芽率随着浸种浓度的升高而增加，以 

0．5％浓度最佳，发芽率为98％；对“天达2116”最不敏感的 

是冬青1号，浸种处理过的发芽率均低于对照，且0．3％处理 
i 

的发芽率与对照相比达到显著性差异。 

表 2 “天达 2116”浸种对发芽率的影响 

品种 - ⋯ 星 
0．5 一0 -- 

1)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达P=0．05显著水平，同一品种在不 

同浓度下的显著性测验 

3 结论 

(1)不同品种青稞对“达 2̈ 6”敏感性不同。不论从发 

芽势、还是发芽率来看，经浸种处理过的冬青 1号发芽势、发 

芽率都低于对照，因此“天达 2l16”浸种剂对冬青 1号种子 

萌发是否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有待进一步的试验研究，而对 

藏青690、喜马拉雅 19号、果洛种子萌发具有一定的促进作 

用。 

(2)不同浓度的“天达 2116”溶液对青稞种子萌发影响 

不同。发芽势达到90％的藏青148和喜马拉雅19号是经浓 

度0．3％溶液浸种处理的，发芽率最高为 98％的是0．3％浸 

种的藏青 148和0．5％浸种的山青24号，这在一定程度上说 

明以0．3％ ～0．5％浓度的“天达2l16”溶液浸种效果较好。 

(3)发芽势、发芽率是评价种子发芽常用的指标 ，反映种 

子发芽的速度和发芽的整齐度及种子的发芽能力．通过研究 

针对不同青稞品种选择出最佳浸种浓度，提高种子的发芽 

势、发芽率，为青稞的丰产打下良好的基础。实验结果表明． 

藏青 148和喜马拉雅 19号的浸种最佳浓度 0．3％，藏青 690 

和山青 24号浸种最佳浓度为0．5％，果洛的是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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