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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采收期对大红袍花椒种子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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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收时间影响花椒种子质量，确定最佳采收期可保障花椒种子质量，提高经济效益。以茂县１０ａ生大红袍
花椒为试材，对不同采收期的种子进行千粒重、胚发育状况的观察及萌发试验研究。结果表明：不同采收期的花椒

种子萌发率差异显著，其中７月下旬、８月上旬和中旬萌发率较高，其千粒重分别为２０９５８ｇ，２３７１９ｇ和２１６４６ｇ；
有胚率分别４７７％，５８７％和５７６％；而萌发率８月上旬和中旬较高，分别为３３５％和３２７％。故商用种子最佳
采收期宜在７月下旬至８月中旬，育苗种子宜在７月下旬至８月上旬。
关键词：茂县大红袍花椒；种子；千粒重；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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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椒（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ｂｕｎｇｅａｎｕｍ）是我国传统的
“八大调味品”之一，也是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

食品工业、餐饮业和家庭烹饪常用的香辛调味料和

中药配料。我国是世界上花椒栽培面积、产量的第

一大国，全国花椒种植面积超过了１２万 ｈｍ２，年产
花椒１２万 ｔ左右，形成了一个年产值达１５亿元的
特色优势经济林产业。花椒在四川分布广，种质资

源丰富，资源存量大，经济效益显著，尤其是阿坝、凉

山、甘孜等民族贫困地区和生态脆弱地区群众重要

的经济收入来源。同时，花椒也是四川省发展的主

要经济林树种之一。

研究表明，由于商品成熟和种子成熟存在着极

大差异，采收时期不当可能会导致种子质量差，发芽

率低、苗木质量差、育苗成本高等问题［６～７］。为了探

索大红袍花椒种子最佳成熟期，本研究对不同采收

期大红袍花椒的千粒重、有胚率、发芽率３项指标进
行测定分析，旨在进一步了解不同采收期对大红袍

花椒种子质量影响的具体差异，为确定大红袍花椒

种子质量最好的最佳采收期提供理论和实践依

据［１２］。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点位于阿坝州茂县凤仪镇静州村（北纬

３１°４１′，东经 １０３°５１′），阴坡，海拔１６００ｍ，坡度
１０°，年均降水量４９２７ｍｍ，年均蒸发量１３３２ｍｍ，
蒸发量为降水量的近３倍，雨季５月—１０月降水量
占全年８３４％，旱季１１月—翌年４月降水量占全
年１６６％，平均相对湿度７２％，年均风速４０ｍ·
ｓ－１，年均气度１１．２℃，极端最高气温３２０℃，最高
气温≥３０℃平均１８ｄ，极端最低气温－１１６℃，最
低气温≤０℃平均 ８０８ｄ，平均气温年较差 ２０４
℃，平均日照时数１５６５９ｈ，面积８６０ｈｍ２；土壤为
老冲积灰褐土。

１．２　试验材料
在试验基地选择３株形态、长势及结果情况相

似（生长健壮、结果多、丰产稳产、品质优良、无病

虫）、树龄在１０ａ的盛果树（其产生的种子饱满充
实，培育出的苗木适应性强，生长发育良好［１０］）作为

采种母树、培养皿、滤纸、记号笔、２．５％的碱溶液、恒
温箱、万分之一分析天平，高锰酸钾，标签，蒸馏水，

镊子等。

１．３　试验方法
１．３．１　样品处理

对所选定的母树上的大红袍花椒采用随机分组

设计，一个单株为一个处理，重复３次。分５个时期
进行采收，从传统的花椒采收期开始，到花椒完全成

熟为止，每隔１０ｄ采收１次，分别于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５
日、７月５日、７月１５日、７月２５日、８月５日、８月
１５日、８月２５日和９月５日采种。每株母树每个阶
段采集至少４００粒的大红袍花椒种子。将采集的样
品果实带回阴干，待种子自然从果皮中脱落后，除去

杂物，获得纯净花椒种子，混匀后于４℃冰箱中冷藏
备用。

１．３．２　胚发育状况测定
从混匀的种子中随机选取１００粒大红袍花椒种

子，统计种子的无胚率。测定重复４次。
无胚率（％）＝（种胚不发育的种子数／种子总

数）×１００％。
１．３．３　千粒重的计算

从除去杂质的大红袍花椒种子中，用四公法分

样，将样品分至接近规定的重量（５ｇ），准确称重
（Ｗ），然后计数，得粒数ｍ。测定重复４次。

千粒重（ｇ·１０００粒 －１）＝Ｗ／ｍ×１０００。
试验结果允许误差：千粒重２０ｇ以下的不超过

０４ｇ，千粒重２０１ｇ～５０ｇ的不超过０７ｇ，千粒重
５０１ｇ以上的不超过１０ｇ。
１．３．４　发芽率的测定

种子用水选除去秕粒后用水浸泡２ｄ，再用浓度
为２５％的碱水浸泡种子，浸泡时需将淹没种子，浸
泡大约１２ｈ后捞出，反复搓洗至种子失去光泽，用
清水清洗干净。然后立即进行萌发试验［１１］。

在对种子进行处理后，取上述采摘处理的种子

２００粒，置于事先铺好双层滤纸的已消毒培养皿中
（已滴加清水），每个培养皿中放入５０粒花椒种子，
放入２５℃的日本三阳 ＭＬＲ３５１Ｈ恒温培养箱。每
处（采收时间）理５０粒种子重复４次。第１０天统计
发芽率［１１］。

发芽率（％）＝（正常发芽种子粒数／参试种子
总粒数）×１００％。发芽率数据经平方根反正弦转
换后进行方差分析与多重比较。

２　试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采收期对大红袍花椒种子有胚率的影响
不同采收期种子的有胚率如图１所示。种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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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最重要的部分，种胚的发育从受精卵形成合子

开始，经过细胞分裂和分化发育为成熟的胚，成熟的

大红袍花椒种子是由种皮、胚、胚乳３部分组成，大
红袍花椒每个成熟种子一般具１个胚，偶有双胚现
象，比例为１０５％ ～２０％，成熟的胚为抹刀型，含有
两片乳白色的子叶。

图１　不同采收期大红袍花椒种子的有胚比例

８个时期的大红袍花椒种子有胚率的平均值分
别为０９％，１３％，１７９％，４７７％，５８７％，５７６％，
１７１％，０９６％。从有胚率的上升曲线可知，从７月
上旬开始大红袍花椒种子的胚发育才进入一个比较

快速的时期，在进入７月下旬后达到１个相对完全
成熟的时间，从８月中旬开始逐渐下降，８月下旬到
９月上旬急剧下降，与宋琴之［１２］等人的研究基本一

致。

２．２　不同采收期对大红袍花椒种子千粒重的影响
由图２可知，８个时期大红袍花椒种子的千粒

重分别为１５７４９ｇ，１６２８６ｇ，１８７４４ｇ，２０９５８ｇ和
２３７１９ｇ，２１６４６ｇ，１７５５４ｇ，１３７３２ｇ。大红袍花
椒种子的千粒重随着时间的增长呈现上升趋势，各

时期千粒重的差异十分明显。

图２　不同时期大红袍花椒种子的千粒重

２．３　不同采收期对大红袍花椒种子的萌发率影响
由图 ３可知，八个采收期的萌发率分别为

１２％，１５％，４％，８１％，３３５％，３２７％，９２％，
１１％。在７月上旬之前，大红袍花椒种子的萌发率
虽然在上升，但是总体维持在一个很低的状态。在

进行萌发试验前，种子要经过水选，水选后６月下旬
之前的大红袍花椒种子浮面的种子的比例达到

９０２％，萌发率基本为０１０％，７月上旬到下旬这段
时间，萌发率虽有所提高，但提高得缓慢，７月下旬
之后，种子的萌发率达到相对高速的发展。

图３　不同时期大红袍花椒种子的萌发率

如图３所示，８月５日采收种子的萌发率极显
著的高于前期采收的种子（图４）。不同采收时期萌

发率大小的排列顺序为：８月５日 ＞８月１５日 ＞８
月２５日＞７月２５日＞７月１５＞７月５日＞６月５日
＞９月５日，其中萌发率最高的是８月５日采收的
大红袍花椒种子，萌发率３３５％，最低的是６月２５
日和７月５日采收的种子，种子几乎不萌发，而８月
１５日后的种子萌发率开始快速降低，经方差分析８
个时期的萌发率有极显著的差异（Ｐｖａｌｕｅ＝００００
８７３）。

３　结论与讨论

试验从３个方面初步探究了不同采收期对大红
袍花椒种子质量的影响，６月上旬采收的大红袍花
椒种子明显是不成熟的，经过水选后浮面种子的比

例达到了１００％；６月下旬采收的大红袍花椒种子上
浮率为９０２％，从同一时间的千粒重以及胚的发育
状况也可看出，此时的种子没有完全成熟，不能用于

育种。进入７月上旬以后，大红袍花椒的千粒重开
始平稳快速增加，干物质稳定积累，萌发试验中也有

一定比例的种子可以萌发，但比例较低，也同样不适

合用于培育种苗；在进入７月下旬后的大红袍花椒
种子的有胚率，千粒重等指标都达到一个较高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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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在８月５日的有胚率为５８７％，萌发率也达到
了最高的３３５％，是６月２５日采收种子的约６５倍，
说明６月２５日采收的大红袍花椒种子的胚未完全
发育成熟，而８月中旬后的千粒重，有胚率和萌发率
开始锐减，说明这段时间的花椒质量是在快速降低

的，图２种子千粒重的时间趋势变化也说明，花椒种
子胚发育以及营养物质的积累在逐渐进行，同时萌

发试验也说明没有发育完全的大红袍花椒种子基本

上不能萌发，说明不同采收期对大红袍花椒种子质

量有着显著的影响。

由于不同采收期大红袍花椒种子的胚发芽率、

千粒重的差异性极大。在试验期范围随着采收期的

推迟，大红袍花椒种子的生命能力呈递增和递减现

象。花椒采收期应注意对商品成熟和种子成熟加以

界定。试验表明，种子成熟期应在７月下旬到８月
上中旬采收，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７月中旬前和８
月中下旬后采收，大红袍花椒种子生命力极低，不宜

作为种子用，应根据花椒的商品成熟期和种子成熟

期适时采收。

本次研究只做了一个海拔梯度上的试验，对于

其他海拔段上是否具有一致性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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