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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喀斯特乡土树种伊桐的果实性状、种子性状、播种萌发和幼苗生长等的基本特征。结果表明：

伊桐果实单果鲜重６３．２０～１４９．５０ｇ，其长度和宽度则分别为５５．５９～８６．６０ｍｍ和３８．５９～５１．８０ｍｍ，单果出

种量１９．９５～５７．１５ｇ，出籽率３１．５７％～４０．８１％，单果种子数３４３～６９０粒，单粒种子均重０．０５８２～０．０８５７ｇ，

其出籽率、单果种子数 和 单 粒 种 子 均 重 与 果 实 重 量 存 在 一 定 程 度 的 正 相 关；伊 桐 种 子 的 长、宽 平 均 分 别 为

（２５．９３±２．８０）ｍｍ和（１３．７２±２．８８）ｍｍ，完整种子平均风干重（０．０１５３±０．００３３）ｇ，脱翅种子平均重（０．０１１２
±０．００２４）ｇ，种翅占整个种子的（２６．５６±４．５３）％；伊桐种子播前采取不同处理方式的平均发芽天数、平均发

芽指数和平均发芽率等存在一定或是比较明显的差异，浸种、脱翅或两者相结合的方式均能有效缩短种子发

芽时间并明显提高种子发芽率；伊桐幼苗的株高和基径的月均生长量分别介于３．３～１６．３ｃｍ和０．３２～２．８０
ｍｍ之间，其中经浸种处理的前期生长较快，未经浸种处理的中期生长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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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喀斯特地区是我国南方生态退化极为突出而严

重的区域，其中喀斯特石漠化（以下简称石漠化）已

经成为制约 喀 斯 特 地 区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生 态 环 境 问

题，它正在使部分人口完全丧失最基本生存条件而

沦为生态难民（张殿发等，２００１）。如何通过自然封

育和人工重建的途径，尽快建立以乔木树种为主、生
态服务功能良好的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促进石漠

化区的生态环境走向良性循环，是石漠化治理面临

的重大技术难题。乡土树种是喀斯特地区十分重要

的植物资源，其在石漠化区生态重建中的优势和利

用价值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李先琨等，２００３；但

新球等，２００４）。近年来，广西、云南和贵州等省区在

开发利用喀斯特乡土树种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

试并取得了初步成效（曾杰等，２００６），但更多的优良

乡土树种还有待认识和利用。
伊桐（Ｉｔｏ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又 名 栀 子 皮、野 厚 朴，为

大风子科（Ｆｌａｃｏｕｒｔｉａｃｅａｅ）伊 桐 属（Ｉｔｏａ）常 绿 乔 木，
高可达１５～２０ｍ，主要分布于我国的云南、广西、四
川和海南等省（区）及越南等国（国家林业局国有林

场等，２００１），生长在喀斯特区和非喀斯特区，常见于

海拔１　０００ｍ以下的向阳山坡或山谷疏林中，是分

布区比较常见的乡土树种，其叶片具有诱杀玉米黑

毛虫的功效（钟济新，１９８２）。伊桐属偏阳性树种，雌
雄异株，性喜肥沃深厚土壤，但在土层较为浅薄的喀

斯特山地中下坡也能生长正常或良好。近年来，在

广西平果县龙何示范区的石漠化山地植被修复试验

中，伊桐是所有试验树种中效果最明显的树种之一，
具有成活率高、速生和适应性强等优点，但在育苗过

程中也发现该树种存在种子发芽率低、苗木整齐度

差等现象。迄今为止，有关伊桐研究的文献资料主

要涉及分类性状与地理分布、叶化学成分和幼苗耐

性等方面（钟济新，１９８２；国家林业局国有林场和林

木种苗工作总站，２００１；柴兴云 等，２００８；柴 兴 云 等，

２００８；黄晓霞等，２０１１），而对其种实性状（包括果实

和种子）和播种育苗等研究较少。本文主要就伊桐

种实性状、播种萌发和幼苗生长等开展室内分析和

试验研究，着重解决其播种育苗中存在的一些技术

难题，为今后该树种的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果实采集

伊桐果实于２００８年１１月采自广西木论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木论自然保护区位于广西环江县西北

部（１０７°５４′０１″～１０８°０５′５１″Ｅ，２５°０７′０１″～２５°１２′
２２″Ｎ），北与贵州省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相连，区
内喀斯特地貌极为发育，植物资源十分丰富，是一个

以保护中亚热带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为主的综合型

自然保护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厅，１９９３）。在木

论自然保护区，伊桐主要分布在山坡中下部的阔叶

林中，单独或者与刨花润楠（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ｐａｕｈｏｉ）等树

种组成群落优势层（郑颖吾，１９９９），是保护区及其周

边地区比较常见的乡土先锋树种之一。本次研究共

采集到果实９６个，母 树（５株）株 高８～１１ｍ，胸 径

１０～１３ｃｍ，长势良好。

１．２种实性状测定

种实性状测定包括果实测定和种子测定。果实

测定是逐一测定其单果重（鲜重）、果实的长度和宽

度、单果出种量和单果种子数等；种子测定则是在果

实测定完成而将所有种子充分混合和风干（室内阴

干３０ｄ）后，随机选取１００粒外形完好的种子测定其

单粒种子重 量（带 翅 及 脱 翅）、种 子 长 度 和 宽 度 等。
单果重和单果 出 种 量 用 电 子 天 平（ＤＴ－２００Ａ，精 度

０．０１ｇ）测定，果实和种子的长度和宽度用数显游标

卡尺（精度０．０１ｍｍ）测定，单粒种子鲜重采用分析

天平（ＡＥ２４０，精度０．０００１ｇ）测定。

１．３播种发芽试验

播种发芽试验在桂林植物园苗圃内进行。桂林

植物园位于广西桂林市郊雁山镇（１１０°１７′Ｅ，２５°０１′
Ｎ），属中亚热带 季 风 气 候，年 平 均 气 温１９．２℃，最

冷月（１月）平均气温８．４℃，最热月（７月）平均气温

２８．４℃，极端最高温度４０℃，极端最低温度－６℃，

＞１０℃年 积 温５　９５５．３ ℃，年 均 降 水 量１　８６５．７
ｍｍ，年均相对湿度７８％，通常情况下，该区 年 最 低

气温在－１℃以上，偶有霜冻。海拔１４０～１６０ｍ，土

壤为酸性红壤，ｐＨ值５．６。
伊桐种子于２００９年４月１５日 播 种。播 种 前，

伊桐种子分别采 取６种 方 式 进 行 处 理（表１），其 中

种翅分为保留种翅（留翅）和去除种翅（脱翅）２种方

式，而浸种则分为３种处理方式。经浸种处理的种

子稍作晾干即行条播，每一重复播种一个小区（小区

面积２ｍ×１．２ｍ），每 行 混 沙 播 种５０粒，行 距４０
ｃｍ。各试验小区采取随机排列，两个相邻小区之间

空出一个播种行作隔离带。播种初期，地表搭建高

０．５ｍ、透光度２５％的塑料遮阳棚，以防雨水冲刷和

强光灼伤幼苗。在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观察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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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地采用常规方法进行水肥管理等。

　　种子发芽以子叶出土为标准，从播种次日起每

隔２ｄ观察和统计１次（胡晋，２００６），直至连续５次

（１０ｄ）无新的种子发芽为止。

１．４幼苗生长观测

幼苗生长采用定株观测法，即在发芽观察结束

前（２００９年６月１日），每一播种行先选择５株外形

和生长均属正常的幼苗（株距２０～２５ｃｍ）作为备选

对象并将其它幼苗移走，然后再从备选对象中随机

选择２株幼苗挂牌编号作为观测对象，每小区８株，
每处 理２４株。株 高 和 基 径 分 别 用 钢 卷 尺（精 度１
ｃｍ）和数显游标卡尺测量（精度０．０１ｍｍ），６～９月

表１　伊桐种子播前处理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ｅｅ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Ｉｔｏ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ｓｏｗｉｎｇ

处理号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Ｎｏ．

种翅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ｅｄ　ｗｉｎｇ

浸种方式
Ｗａｙ　ｏｆ　ｓｅｅｄ　ｓｏａｋｉｎｇ

种子数（粒）
Ｎｏ．ｏｆ　ｓｅｅｄ

重复数
Ｎｏ．ｏｆ　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种子总数（粒）
Ｔｏｔａｌ　ｓｅｅｄ　ｎｕｍｂｅｒ

Ａ１（对照）Ｃｏｎｔｒｏｌ 留翅 不浸种 ２００　 ３　 ６００
Ａ２ 留翅 ２２℃水浸种８ｈ ２００　 ３　 ６００
Ａ３ 留翅 ４０℃水浸种８ｈ ２００　 ３　 ６００
Ｂ１ 脱翅 不浸种 ２００　 ３　 ６００
Ｂ２ 脱翅 ２２℃水浸种８ｈ ２００　 ３　 ６００
Ｂ３ 脱翅 ４０℃水浸种８ｈ ２００　 ３　 ６００

合计Ｔｏｔａｌ － － － １８　 ３６００

各测量２次（每月１日和１５日），１０～１２月各测量１
次（每月１日），至当年１２月中旬幼苗因霜冻发生枯

梢而停止。

１．５数据计算与处理

数据计算主要采用以下公式：（１）出籽率（％）＝
单果出种量ｇ／单果重ｇ×１００；（２）单粒种子鲜重（ｇ）

＝单果出种量ｇ／单 果 种 子 数；（３）平 均 发 芽 天 数＝
［∑（ｎｔ×ｔ）］／Ｎ（胡晋，２００６）；（４）发芽指数＝∑（ｎｔ／

ｔ）（胡晋，２００６）；（５）发芽率（％）＝（∑ｎｔ）／Ｎ×１００；

其中，式（３）、（４）和（５）中的ｎｔ 和Ｎ 分别为第ｔ
天种子发芽数和总发芽数。

数据分析和绘图分别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和Ｅｘ－
ｃｅｌ　２００３中进行，并采用ＬＳＤ法进行多重比较和差

异性显著检验（Ｐ＜０．０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果实性状

从外形来看，伊桐果实（蒴果）为纺锤形、卵圆形

或扁球形，果柄粗壮，新鲜果实呈绿色或灰绿色，风

干后则呈灰褐色或黑褐色并裂成数瓣。测定结果显

示，伊 桐 果 实 鲜 重 为６３．２０～１４９．５０ｇ，平 均 为

（１１１．９７±１７．３６）ｇ；果 实 的 长 度 和 宽 度 分 别 为

５５．５９～８６．６０ｍｍ和３８．５９～５１．８０ｍｍ，平均分别

为（７９．８９±４．４２）ｍｍ和（４４．２１±２．９２）ｍｍ；单果出

种量１９．９５～５７．１５ｇ，平 均 为（４１．００±７．１９）ｇ；出

籽率３１．５７％～４０．８１％，平均为（３６．５２±１．９２）％；

单果种子数３４３～６９０粒，平均为（５５３．３±６４．８）粒；
单粒种 子 均 重（鲜 重）０．０５８２～０．０８５７ｇ，平 均 为

（０．０７３７±０．００６２）ｇ。由 此 可 见，伊 桐 果 实 个 体 较

大，单果种子数较多，但种子重量轻微。

将伊桐果实的出籽率、单果种子数和单粒种子

均重等与其 重 量 进 行 线 性 回 归 分 析，结 果 表 明（图

１），三者均与果实重量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其中

单果种子数、单粒种子均重与其果实重量的相关性

很高（Ｒ２ 分别为０．６８０６和０．６８４８），但出籽率与果

实重量相关性较低（Ｒ２＝０．１０５１）。因此，野外采种

时选择重量较大的果实不但可以得到数量较多的种

子，而且种子质量亦较高。

２．２种子性状

伊桐种子呈三角形至梯形，周围带有不规则的

膜质翅，种皮革质，种子外向一侧下凹。经测定（表

３），伊 桐 种 子 的 长 度 和 宽 度 平 均 分 别 为（２５．９３±
２．８０）ｍｍ和（１３．７２±２．８８）ｍｍ，其最大值与最小值

之比 分 别 为１．９４和２．８９，变 异 系 数 则 分 别 为

１０．８０％和２０．９９％，表明伊桐种子不同个体之间的

形状差异较大。

　　伊桐种子重量（风干重）因其种翅的有无而异，
其中完整种子（带翅）为０．００８３～０．０２２２ｇ，平均为

（０．０１５３±０．００３３）ｇ；去 除 种 翅 后 的 种 子（脱 翅）为

０．００６０～０．０１５７ｇ，平均为（０．０１１２±０．００２４）ｇ；种

翅占整 个 种 子 重 量 的１６．７９％～３７．０７％，平 均 为

（２６．５６±４．５３）％。由此可见，种翅在伊桐种子的结

构中所占比例较高而使其具有通过风媒等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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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出籽率（ａ）、单果种子数（ｂ）和单粒种子均重（ｃ）与果实重量的关系

Ｆｉｇ．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ｒｕｉｔ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ｓｅｅｄ　ｏｕｔｐｕｔ（ａ），ｓｅｅｄ　ｎｕｍｂｅｒ（ｂ），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ｅｅｄ　ｗｅｉｇｈｔ（ｃ）

表２　伊桐种子性状分析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ｅｅｄ　ｔｒａｉｔｓ　ｏｆ　Ｉｔｏ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种子性状
Ｓｅｅｄ　ｔｒａｉｔｓ

测定数（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ｎｕｍｂｅｒ

最大值
Ｍａｘ．

最小值
Ｍｉｎ．

平均
Ｍｅａｎ±ＳＤ

长度Ｌｅｎｇｔｈ（ｍｍ） １００　 ３１．４０　 １６．２１　 ２５．９３±２．８０
宽度 Ｗｉｄｔｈ（ｍｍ） １００　 ２６．６０　 ９．２１　 １３．７２±２．８８
单粒重（带翅）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ｅｅｄ（ｗｉｔｈ　ｗｉｎｇ）（ｇ） １００　 ０．０２２２　 ０．００８３　 ０．０１５３±０．００３３
单粒重（脱翅）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ｅｅｄ（ｗｉｔｈｏｕｔ　ｗｉｎｇ）（ｇ） １００　 ０．０１５７　 ０．００６０　 ０．０１１２±０．００２４
种翅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ｅｄ　ｗｉｎｇ（％） １００　 ３７．０７　 １６．７９　 ２６．５６±４．５３

表３　伊桐种子播种发芽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ｓｅｅｄ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ｏ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ｂｙ　ｓｏｗｉｎｇ

处理号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Ｎｏ．

播种数量（粒）
Ｓｏｗｉｎｇ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初始发芽天数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ａｙｓ

结束发芽天数
Ｆｉｎａｌ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ａｙｓ

平均发芽天数
Ｍｅａｎ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ａｙｓ

平均发芽指数
Ｍｅａｎ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平均发芽率
Ｍｅａｎ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Ａ１　 ６００　 ２１　 ５１　 ３５．９±６．５ａ ２．２０±０．０９ａ ３８．３３±０．５８ａ
Ａ２　 ６００　 １９　 ３９　 ２５．８±３．９ｂ ５．２０±０．４６ｂ ６５．６７±７．０１ｂ
Ａ３　 ６００　 １９　 ４１　 ２５．１±４．１ｃ ５．２５±０．９２ｂ ６４．３３±１１．９０ｂ
Ｂ１　 ６００　 １９　 ４９　 ３１．８±６．２ｄ ３．６２±０．５７ｃ ５５．３３±５．５８ｂｃ
Ｂ２　 ６００　 １７　 ４１　 ２５．７±４．１ｂ ５．０３±０．４７ｂ ６３．５０±４．４４ｂ
Ｂ３　 ６００　 １９　 ４７　 ２４．８±５．１ｃ ５．９４±１．０１ｂ ７１．１７±１１．０７ｂｄ

总计 ３６００　 １７　 ５１　 ２７．４±６．２　 ４．５４±１．４１　 ５９．７２±１２．７５

　注：不同字母表示两两之间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Ｎｏ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ｇｒａｄｅｓ　ｏｆ　ｆｒｕｉｔ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ｔ　Ｐ＜０．０５．

远距离扩散的特性（张小彦等，２００９），有利于种群的

扩展和繁衍。有文献记载（国家林业局国有林场和

林木种苗工作总站，２００１），伊桐种子的千粒重一般

为９．５ｇ（即平均单粒重０．００９５ｇ），与上述数据差距

较大，可能与两者的采种地点及种子含水量不同有

关。此外，与果实测定时的单粒种子均重（０．０７３７±
０．００６２）ｇ相比，风干后的种子平均重量仅为前者的

２０．８％，表明伊桐果实内的种子含水量很高。

２．３播种萌发

在桂林植物园，伊桐种子播种的初始发芽时间

为１７～２１ｄ，发芽持续时间２０～３０ｄ，不同处理之间

存在一定的差异（表４）。从图２可以看出，经浸 种

处理的伊桐种子 于 播 种 后 第２３天（５月８日）同 时

出现发芽高峰期，其当日发芽数量分别达到１６８粒

（Ａ２，２８％）、１４４粒（Ａ３，２４％）、１５６粒（Ｂ２，２６％）和

１６５粒（Ｂ３，２７．５％），发芽峰值和累积发芽率变化比

较明显；而未经浸种处理的（Ａ１和Ｂ１）发 芽 数 量 以

播种后第３３天（５月１８日）最多，其当日发芽数量分

别仅为４９粒（８．１７％）和６４（１０．６７％）粒，发芽峰值和

累积发芽率变化明显小于其它４个处理，表明浸种处

理能有效提高伊桐种子的发芽势和发芽整齐度。
在６个不同处理中，其平均发芽天数的大小顺

序是Ａ１（对照）＞Ｂ１＞Ａ２＞Ｂ２＞Ａ３＞Ｂ３（表４），最

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相差达１１．１ｄ；平均发芽指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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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种子发芽动态（ａ）与累积发芽率（ｂ）
Ｆｉｇ．２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ａｎ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ｂ）

图３　伊桐幼苗动态

Ｆｉｇ．３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Ｉｔｏ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

大小顺序是Ｂ３＞Ａ３＞Ａ２＞Ｂ２＞Ｂ１＞Ａ１；平均发芽

率的大小顺序是Ｂ３＞Ａ２＞Ａ３＞Ｂ２＞Ｂ１＞Ａ１，其中

经过浸种处理的Ａ２、Ａ３、Ｂ２和Ｂ３的平均发芽率分

别是Ａ１的１．７１倍、１．６８倍、１．６６倍和１．８６倍，脱

翅处理 的Ｂ１则 是 Ａ１的１．４４倍，差 别 比 较 明 显。
多重比较分析结果显示，与Ａ１相比，其它５个处理

的平均发芽天数、平均发芽指数和平均发芽率等均

差异显著；浸种处理的平均发芽天数和平均发芽指

数与不浸种处理的差异显著，表明播前采取浸种、脱
翅或两者相结合的方式，均能有效缩短伊桐种子的

发芽时间并明显提高其种子发芽率。综合试验观察

及数据分析结果显示，Ｂ３的 发 芽 效 率 最 高，Ａ２、Ａ３
和Ｂ２次之，Ｂ１和 Ａ１则 较 差，因 此，伊 桐 种 子 播 前

采取脱翅和４０℃水浸泡８ｈ的处理方式可以取得

比较理想的效果。

２．４幼苗生长

伊桐属于子 叶 出 土 型，其 幼 苗 在 子 叶 出 土 后６
～７ｄ开始出现真叶。在整个试验观察期间（６～１１
月），绝大多数伊桐幼苗的株高和基径均在持续增加

而无明显的生长间歇期（图３），只是在当年１２月下

旬因遭遇霜冻而普遍出现枯梢现象。据１２月１日

测定结果统计，伊桐幼苗的平均株高分别为５２．８ｃ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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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１）、５６．５ｃｍ（Ａ２）、５５．５ｃｍ（Ａ３）、５８．９ｃｍ（Ａ２）、

５５．６ｃｍ（Ａ３）和５４．２ｃｍ，平 均 基 径 则 分 别 为９．５１
ｍｍ（Ａ１）、９．４２ｍｍ（Ａ２）、１０．４７ｍｍ（Ａ３）、９．６６ｍｍ
（Ａ２）、１１．２８ｍｍ（Ａ３）和１０．９１ｍｍ，其中单株幼苗的

株高和基径最大值分别达７９．２０ｃｍ和１２．６４ｍｍ，
表明伊桐在幼苗期就具有较明显的速生性。

　　由图３可以看出，６～１１月，伊桐幼苗均保持着

较高的生长速度，其株高和基径的月均生长量分别

为３．３～１６．３ｃｍ和０．３２～２．８０ｍｍ，不 同 月 份 之

间差异较大，其 中 株 高 生 长 量 在６～８月 逐 渐 增 加

（Ａ１最大值出 现 在９月 份），９月 以 后 逐 渐 下 降；地

径生长量在６～９月逐渐增加，在１０月份明显下降

后，１１月 份 又 出 现 反 弹。相 比 而 言，经 浸 种 处 理

（Ａ２、Ａ３、Ｂ２和Ｂ３）的前期（６～７月）生长较快，而未

经浸种处理（Ａ１和Ｂ１）的 则 是 中 期（８～９月）生 长

较快，表明浸种处理对提高伊桐幼苗的早期生长量

有利，但随着时间的增加，不同处理之间的平均株高

和平均基径的差距逐渐减小，到１２月初时比较接近

而彼此差异不显著（表４）。

３　结论与讨论

种实性状是种子植物极为重要的特性，同时也

是植物分类的主要依据。在植物生活史中，种实性

状主要受其植物生活型、植被类型、群落所处演替阶

段和生长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并且与种子传播、种子

品质、幼苗质量和土壤种子库的持久性等密切相关。
从测定及分析结果来看，伊桐种实性状的基本特点

主要有两点，一是果实较大，单个果实内含种子数量

较多，且其出籽率、种子数量和种子质量等与果实重

量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关；二是种子具膜质翅，外形

较大，但重量轻微，具备通过风传播、附着传播、蚂蚁

表４　伊桐幼苗方差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４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ｔｏ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ｇｒｏｗｔｈ

项目
Ｉｔｅｍ

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

平方和
Ｓｕｍ　ｏｆ　ｓｑｕａｒｅｓ

自由度
ｄｆ

均方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ｓ

Ｆ值
Ｆ　ｖａｌｕｅ

显著性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平均株高Ａｖｅｒａｇｅ　ｈｅｉｇｈｔ 组间 ４３．１８１　 ５　 ８．６３６　 ０．０３０　 ０．９９９
组内 ３４０２．２２３　 １２　 ２８３．５１９
总和 ３４４５．４０４　 １７

平均基径Ａｖｅｒａｇｅ　ｂａｓ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组间 ７．２９４　 ５　 １．４５９　 ０．３５４　 ０．８６４
组内 ４９．４０６　 １２　 ４．１１７
总和 ５６．７００　 １７

传播、脊椎动物传播等多种方式进行扩散和持久性

种子库的形态特性（张小彦等，２００９），这对种群的扩

展和繁衍十分有利。

　　种子萌发行为主要受物种特性、种子质量、播前

处理和播种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其中播前处理可以

改良种子的 萌 发 行 为，如 清 水 或 化 学 药 剂 浸 种、酸

蚀、机械破损和层积处理等（胡晋，２００６；宋松泉等，

２００８），这些方法对加速种子萌发和提高种子发芽率

等能够起到比较明显的作用。伊桐种子具翅，无休

眠特性并多采取干藏法贮存（国家林业局国有林场和

林木种苗工作总站，２００１），种子含水量较低，脱翅、浸
种处理或者两者相结合的方式均能有效缩短其播种

发芽时间并明显提高种子发芽率，特别是采取脱翅和

４０℃水浸泡８ｈ的处理方式可以取得比较理想的效

果。王念奎（２００８）对香樟种子浸种试验发现，采用不

同化学药剂浸种对香樟种子活力会造成比较明显的

影响；马长耕等（１９８６）在对马尾松和侧柏等１４种林

木种子浸种试验证明，种子的发芽速度和发芽率等与

其浸种时间长短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值得指出的

是，浸种处理虽然对种子发芽有利，但方式不当会引

起浸泡伤害（宋松泉等，２００８）。因此，伊桐种子的最

佳浸种方式还有待进一步的试验研究。
伊桐幼苗属全年生长型，但忌霜冻，而浸种处理

能够有助于提高其早期生长量。夏秋高温和秋冬干

旱在我国南方喀斯特地区中比较普遍，也是制约石

漠化区幼苗生长和植被修复效率的主要因子，因而

伊桐种子春播时采取浸种处理进行播种，不但可以

缩短种子发芽时间和提高种子发芽率，而且还能促

进伊桐幼苗提前进入速生期，增加其安全渡过秋冬

等不良季节的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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