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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为探究不同温度对野生华北蓝盆花种子萌发和植株长势的影响。试验通过测定种子吸水量；设置0℃、
50℃、未泡三种浸种方法和10℃、15℃、20℃、25℃、30℃五种发芽试验测定种子发芽率和发芽势；

观察种子出土时间，测量幼苗高度。野生华北蓝盆花种子发芽的最低发芽温度为15℃，最适发芽温度为

20℃~25℃，未经浸种处理的种子发芽率最高，种子在浸泡28 h后开始萌动；华北蓝盆花在第一片真叶

出现后18 d生长速度较快。野生华北蓝盆花种子的变异性不明显，在自然环境下的发芽率较高；在田间

管理上应保证幼苗时期生长所需的水分和营养物质的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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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is proposed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temperatures on seed germination 
and growth of wild Scabiosa tschifiensis Grunning. By measuring the amount of water absorption 
of seeds; determining the germination rate and germination potential of seeds by three soaking 
methods at 0˚C, 50˚C and no soaking and five germination tests at 10˚C, 15˚C, 20˚C, 25˚C and 30˚C, 
the seed excavation time was observed and the seedling height was measured. The minimum ger-
mination temperature of wild Scabiosa tschifiensis Grunning was 15˚C and the optimal germina-
tion temperature was 20˚C~25˚C. The seeds began to sprout after 28 h; Scabiosa tschifiensis Grun-
ning grew faster at 18 d after the appearance of the first real leaf. The variability of seeds is not 
obvious, and the germination rate is high i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supply of water and nu-
trients required for seedling growth should be guaranteed in fiel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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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华北蓝盆花(Scabiosa tschifiensis Grunning)别名轮锋菊、松虫草，蒙名为奥木日阿图–陶森–套日麻，

川续断科蓝盆花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植株高 30~80 cm，茎直立，平滑或生短毛，7~8 月开花，头状花序

单生于枝顶，直径约 3 cm，花蓝紫色，瘦果，果实 8~9 月[1]。蓝盆花是蒙药传统专用药，以干燥花入药

[2]，在临床上用以清热，主要用于治疗肺热、肝热、咽喉热、肝火头痛、发烧、肺热、黄疸等病[3]。 
目前，对华北蓝盆花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其化学成分、药理活性、授粉亲和性、临床应用等，如：蓝

盆花中含有 Sr、Zn、Cu、Fe、Mn 等多种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4]，其中分离鉴定的化合物主要有芹菜素、

木犀草素-7-O-葡萄糖苷、野漆树苷(rhoifolin)、大波斯菊苷(cosmosiin)、熊果酸、伞形花内脂金合欢醚、

香柑内酯等[5] [6]，蓝盆花可抑制体内脂质过氧化，减轻肾功能损伤[7]。总黄酮对超氧离子有清除作用，

属于抗氧化物质[8]。 
种子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人工栽培目标的实现，而种子的发芽能力是衡量其质量的重要方面[9]。

蓝盆花药材全部来源于野生资源，而野生植株大多零星分布于较高海拔的山地或草间[10]，晚开的花散粉

时、早开的花花柱仍未伸长，华北蓝盆花同一花序内的各花朵间难于相互传粉[11]。而且由于其为花序入

药[12]，采集者往往将正处于花期的花摘走，而留下的植株多数在种子未成熟时在草原秋季打草(8 月中

旬)时连同草也一起被割走，以及牛羊的啃食，草地上存留的种子很少，这导致其种群个体数量逐渐下降，

药源极度缺乏。 
温度是影响植物生长的主要逆境因素之一，除影响植物正常发育之外，还影响植物种子的正常萌发

和幼苗的生长。作为一种多年生植物，在防止草原退化、维持物质多样性和维护草地平衡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13]。那么如何有效地保护野生乡土植物资源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引种驯化栽培无疑是解决该问

题的重要途径。目前国内外对华北蓝盆花人工栽培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本试验探究不同处理温度对

野生华北蓝盆花种子的萌发及生长的影响，旨在为育苗和人工栽培驯化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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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材料和方法 

2.1. 试验材料 

试验材料为野生华北蓝盆花(Scabiosa tschifiensis Grunning)种子，于 2019 年 8 月采集于内蒙古锡林郭

勒正蓝旗。 

2.2. 试验方法 

2.2.1. 种子形态特征观测 
测定随机选取 50 粒种子的长、宽、厚度及千粒重并求出平均值。 

2.2.2. 种子的吸胀过程观测 
清选 2 g 蓝盆花种子在温室下设置三个重复，分别置于三个盛有自来水的培养皿内浸泡，每隔 2 h 取

出种子，用吸水纸吸干种子表面水分后置于万分之一天平上称重。实验过程中观察种子的变化，当胚根

突破种皮时停止实验。统计种子吸水量，绘制曲线。 

2.2.3. 浸种发芽实验 
设置把种子泡在 0℃、50℃和不泡三种方法，每个取 90 粒种子，记录最先发芽的种子，每个条件里

的发芽率并绘制对比图。 

2.2.4. 育苗管理 
设置 10℃、15℃、20℃、25℃、30℃五个温度，每个温度 90 粒种子，设置 3 个重复，每天记录发

芽种子数，记录发芽率，发芽势并绘制曲线。 

2.2.5. 幼苗生长观测 
实验采用在试验基地土壤里种植的蓝盆花，从 6 个小区里选取 54 株，记录播种时间，并观察种子出

土的时间，当第一片真叶出现时开始测幼苗的绝对高度。每隔 3 d 测定一次，并绘制生长速度曲线。 

2.3. 调查及测定的指标 

种子的长度测定标准：指着生种脐的种子端至种子的相对端的轴长；种子的宽度测定标准：指垂直

于长度轴的种子最大直线距离；种子的厚度测定标准：指垂直于宽度的第三平面的直线距离。千粒重的

测定标准：采取四分法取样，设四个重复，使用万分之一天平分别测其重量，求平均值。 
发芽势 = 发芽初期正常发芽种子粒数(6 d)/供试种子数 × 100%； 
发芽率 = 发芽终期全部正常发芽种子数/供试种子数 × 100%。 

2.4. 数据与分析 

采用 Excel 2010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SPSS 17.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种子形态特征 

华北蓝盆花种子平均长 2.92 mm、宽 1.49 mm、厚 1.68 mm。但种子大小不整齐，其长度变化范围为

2.84~3.50 mm，变异系数为 6.31，宽度变化范围为 1.44~1.84 mm，变异系数为 7.85，厚度变化为 1.41~1.82 
mm，变异系数为 8.20，千粒重 3.54 g (见表 1)。总体而言，华北蓝盆花种子的变异性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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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Analysis of seed size range of Scabiosa tschifiensis Grunning 
表 1. 华北蓝盆花种子大小范围分析表 

测量指标 最大值 最小值 变异系数 显著水平 T 值 Pr > |t|显著水平 

长 3.5 2.84 6.3112 0.1989 50.11 <0.0001 

宽 1.84 1.44 7.8513 0.1273 40.28 <0.0001 

厚 1.82 1.41 8.246 0.1313 38.54 <0.0001 

3.2. 种子吸胀特性 

通过观察，可以看出华北蓝盆花种子吸水过程分为吸胀吸水、萌动、萌发三个阶段，且这三个阶段

分别呈现出“快–慢–快”的曲线变化，由图 1 可以看出，在温室条件下，华北蓝盆花种子在前 2 h 内

吸水速度非常快，吸水量几乎成直线上升，从第 2 h 到第 4 h 吸水速率明显下降，第 6 h 到第 8 h 吸水速

率缓慢，第 10 h 种子吸水率达到 102%，此后一直到 24 h，种子吸水速率趋与平稳，吸水量变化不明显，

种子吸水进入滞缓期。在种子吸水第 24 h 到第 28 h，吸水速率开始增加，此时种子吸水率达到 125.67%，

种子开始萌动。华北蓝盆花种子的滞水期大约长 18 h，与其它大部分植物种子有很大的差异。 
 

 
Figure 1. Curve: Seed water absorption of Scabiosa tschifiensis Grunning 
图 1. 华北蓝盆花种子吸水曲线 

3.3. 不同浸种温度对蓝盆花种子萌发的影响 

图 2 显示：浸泡温度为 0℃种子最先发芽，发芽天数为 11 d，发芽率为 26.67%；浸泡温度为 50℃的

种子发芽天数为 15 d，发芽率为 15.56%。未泡的种子发芽天数为 11 d，发芽率最高，为 37.78%。 

3.4. 不同生长温度对蓝盆花种子萌发的影响 

温度作为植物种子发芽的基本条件，过高或过低的温度均能影响种子活力，造成发芽困难[14]。试验

结果显示：发芽温度为 10℃时供试种子未发芽，发芽率为 0；发芽温度为 15℃时供试种子在 6 d 开始发

芽，且发芽率很低仅为 3.33%，发芽天数为 9 d；发芽温度为 20℃时供试种子在第 5 d 开始发芽，发芽率

达到较高为 75.56%，发芽时间较长为 15 d；发芽温度为 25℃时供试种子在第 4 d 开始发芽，且发芽率最

高达到 77.78%，发芽时间较短发芽天数为 10 d；发芽温度为 30℃时供试种子在第 4 d 开始发芽，但其发

芽率较低仅为 35.56%，且发芽时间较长为 13 d (见图 3)。综合以上信息可以判定，华北蓝盆花种子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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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适合萌发温度为 20℃和 25℃。发芽温度 20℃时的发芽率于 25℃时发芽率没有显著差异，但 20℃和 25℃
的发芽率显著高于其他温度下的发芽率；30℃下的发芽率显著低于 20℃和 25℃的发芽率，显著高于 10℃
和 15℃的发芽率；10℃和 15℃的发芽率没有显著差异，但 10℃和 15℃的发芽率显著低于其他温度处理

的发芽率。 
 

 
Figure 2. Comparison of germination rates in different immersion con-
ditions 
图 2. 不同浸种条件发芽率对比 

 

 
Figure 3. Germination dynamic curve for each temperature treatment 
图 3. 各温度处理发芽动态曲线 

 
由图 4 可得，10℃供试种子发芽势为 0；15℃供试种子发芽势为 1.11%；20℃供试种子发芽势较高，

为 14.44%；25℃供试种子发芽势最高，为 36.67%；30℃供试发芽势为 5.56%；所以华北蓝盆花种子在

25℃时发芽势最高，发芽速度最快。发芽温度为 25℃时的发芽势显著高于其他温度下的发芽势；20℃的

发芽势显著低于 25℃温度下的发芽势，显著高于 30℃、15℃和 10℃的发芽势；30℃、15℃和 10℃的发

芽势显著低于 20℃和 25℃的发芽势，但 30℃、10℃和 15℃的发芽势之间差异不显著。 
 

 
Figure 4. Seed germination potential curves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图 4. 华北蓝盆花种子不同温度的发芽势曲线 

 
由发芽率和发芽势综合分析可知华北蓝盆花种子在 10℃时不发芽，发芽率、发芽势均为 0。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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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发芽率为 3.33%，发芽势为 1.11%，发芽率发芽势均较小。20℃时的发芽率为 75.56%，发芽势为 14.44%
并未达到最高。25℃时发芽率为 77.78%，发芽势为 36.67%，发芽率发芽势都达到最高。30℃发芽率为

35.56%、发芽势为 5.56%，发芽势发芽率均不高。 

3.5. 幼苗生长动态 

华北蓝盆花种子在播种后第 5 d 出土，第 8 d 长出第一片真叶，根系为轴根形。有图 5 分析，从出苗

第 7 d 到第 25 d 华北蓝盆花幼苗生长速度相对较快，日平均增长量为 0.12 mm，此后逐渐减缓，由此可

见华北蓝盆花幼苗在第一片真叶出现到此后 18 d 生长速度较快，此后生长速度明显减慢，因此说这段时

间为华北蓝盆花幼苗生长的关键时期，在栽培中此段时间为田间管理关键期。 
 

 
Figure 5. Growth curve of Scabiosa tschifiensis Grunning 
图 5. 华北蓝盆花生长曲线 

4. 结论与讨论 

综合分析，野生华北蓝盆花果实为瘦果，漏斗状，具四棱，褐色或黑褐色；长 2.84~3.50 mm，宽 1.44~1.84 
mm，厚度为 1.41~1.82 mm。千粒重为 3.54 g。野生华北蓝盆花种子发芽的最低发芽温度为 15℃，最适发

芽温度为 20℃~25℃，与王慧颖[15]的研究结果一致；未经浸种处理的种子发芽率最高，表明在自然环境

下华北蓝盆花的发芽率较高；种子在浸泡 28 h 后开始萌动。华北蓝盆花在第一片真叶出现后 18 d 生长速

度较快，在田间管理上应保证幼苗生长所需的水分和营养物质的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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