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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栗花粉活力测定方法比较

魏永忠
（辽宁省实验林场，辽宁 抚顺　１１３３１１）

摘　要：为建立板栗高效快速的花粉活力测定方法，分别采用了ＴＣＣ染色法、Ｉ２ＫＩ染色法和固体培养基萌发法对板
栗花粉活力进行了测定比较。结果表明：采用ＴＣＣ染色法和Ｉ２ＫＩ染色法染色后花粉的不易辨识，测定结果偏低，不
适合作为板栗花粉活力的测定方法；固体培养基萌发法辨识度高，萌发率高，适合作为板栗花粉活力的测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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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栗（Ｃａｓｔａｎｅａｃｒｅｎａｔａ）是我国东北地区重要的
野生资源，具有良好的经济价值，由于其果实丰富的

营养价值，不论是鲜果还是加工产品深受老百姓喜

爱，是我国北方山地农林增收的重要手段，栽培面积

较大，是该地区重要的木本粮油作物。在生产和育

种实践中，都需要明确种质资源的花粉的萌发能力。

但目前，关于板栗花粉活力的测定方法尚未开展系

统研究。鉴于此，笔者参照杜鹃［２］、玉米［３］、木

薯［４］、韭菜［５］等植物花粉活力测定方法对板栗花粉

活力测定方法进行比较，旨在为建立快速有效的板

栗花粉活力测定方法为人工授粉育种和授粉树配置

提供技术支撑。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于２０１６年５月采自辽宁省凤城市红旗镇，采集

待开放的雄花花序的健壮枝条。采集后送往实验室

阴凉处水培１ｄ后收集新鲜花粉。待花药散出花粉
粒后，收集花粉粒于试管内－２０℃保存备用。
１．２　试剂

碘（Ｉ２）、碘化钾（ＫＩ）、氯化三苯基四氮唑
（ＴＣＣ）等均为分析纯，购自北京索莱宝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

１．３　实验方法
ＴＣＣ染色法：在载玻片上涂匀花粉后加 １滴

ＴＴＣ溶液并盖上盖玻片。将样品放置于２０℃培养
箱，１０ｍｉｎ后取出进行显微观察。以红色认定花粉
可萌发。红色的花粉数总数与观察的花粉总数比值

为花粉萌发率。

Ｉ２ＫＩ染色法：将少量花粉均匀置于载玻片后加
１滴 Ｉ２ＫＩ溶液，２ｍｉｎ后取出显微观察。凡染成蓝
紫色认定为花粉可萌发。蓝紫色的花粉数总数与观

察的花粉总数比值为花粉萌发率。



固体培养基萌发法：培养基做如下配制：１．０％
琼脂，蔗糖浓度分别为５％、１０％、１５％和２０％，硼酸
浓度分别为 ００１０ｍｇ·ｍＬ－１、００２５ｍｇ·ｍＬ－１和
００５０ｍｇ·ｍＬ－１，其他元素的添加参照胡适宜的方
法［６］。培养基熔解后倒入培养皿内。冷却后，用牙

签蘸取少量花粉均匀弹在培养基上，带花粉的培养

基放置于２０℃恒温恒湿箱中培养２４ｈ。显微镜下测
定萌发率。萌发的花粉数总数与观察的花粉总数比

值为花粉萌发率。

以上３种方法均在４倍显微镜下，要求观察花
粉总数大于２００。每种方法重复３次。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培养基条件对花粉发芽率测定的影响
试验中，选用４水平蔗糖浓度及３水平硼酸浓

度的培养基，分别培养板栗花粉并测定其萌发率，结

果见图１。从图１可以看出，同水平的硼酸浓度下，
当蔗糖浓度在５％ ～１５％区间内，花粉的萌发率随
着蔗糖浓度的增加而逐渐升高；当蔗糖浓度超过

１５％时，萌发率随着蔗糖浓度的增加反而降低。
１５％时的花粉萌发率均为最高值，萌发率分别为
７７３％、６８．９％和 ７４３％。实验结果表明，同水平
的蔗糖浓度下，硼酸浓度对板栗花粉萌发作用规律

不明显。１５％蔗糖浓度条件下，最佳的硼酸浓度为
００１ｍｇ· ｍＬ－１，此时花粉萌发率最高，达到
７７３％。

图１　不同蔗糖、硼酸浓度对花粉萌发率的影响

２．２　不同方法测定板栗花粉生活力的比较
采用 ＴＴＣ染色法，花粉均呈淡红色，颜色的深

浅差异不明显，对花粉粒活力状况辨识困难。采用

Ｉ２ＫＩ染色法，花粉呈蓝色，颜色的深浅差异同样不
明显，辨识度差。此外，从表１可以看出，采用染色
法的测定结果均低于固体培养基萌发法。固体培养

基萌发法与如上２种染色方法相比，花粉萌发率测
定值最高，且不必通过花粉的颜色辨识花粉的活力

情况，判断方法客观、准确。因此，固体培养基萌发

法比ＴＣＣ法和Ｉ２ＫＩ法更适用于板栗花粉活力的测
定。

表１不同方法对板栗花粉生活力的测定比较

测定方法 花粉平均萌发率 ５％显著水平
ＴＴＣ染色法 ５６．３％ ｃ
Ｉ２ＫＩ染色法 ４６．５％ ｃ

固体培养基萌发法 ７７．３％ ａ

３　结论与讨论

在比较蔗糖和硼酸浓度对板栗花粉生活力的影

响时发现：在一定范围内，随着蔗糖浓度的提高花粉

的萌发率也在增加，超过此范围就起到相反的作用。

这是因为蔗糖不仅为花粉管的萌发提供能量，同时

还参与细胞内外的渗透压平衡。当蔗糖浓度在未打

破渗透压平衡时，随着浓度的增加花粉营养供给越

充分，花粉萌发率越高；当蔗糖浓度达到并超过一定

值后会打破这种平衡，产生细胞脱水现象而抑制了

花粉的萌发。

硼元素对花粉也很重要，这是因为硼的缺乏会

导致花粉粒中脱氢酶活性降低而使呼吸作用受到抑

制，最终影响花粉萌发。本研究未发现硼酸浓度对

板栗花粉萌发的作用的规律性，这可能因为一定蔗

糖浓度条件下花粉对硼元素量需求存在差异。

比较３种测定板栗花粉生活力方法发现，固体
培养基萌发法比ＴＣＣ染色法和Ｉ２ＫＩ染色法更容易
掌握，结果准确性更高，更适合作为板栗花粉活力的

标准测定方法。两种染色法测定花粉的生活力虽然

具有步骤简单的优点，但测定结果低于固体培养基

的测定方法，这可能与花粉壁厚度有关，增加了测定

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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