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 !""#$"%"&’("")*")$""&"$"(

等离子体处理玉米种子对生物性状

及产量影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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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 (""- 年在吉林省桦甸市进行等离子体处理试验"得出等离子体处理玉米种子达到增产效果的

最佳应用剂量"同时通过不同剂量生理试验"证明了等离子体处理玉米种子可提高种子的抗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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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离子体处理种子是一项新兴技术" 通过其激

活种子内源物质" 使作物提高抗逆性" 从而提高产

量$等离子体处理种子技术"是物理方法在农业中的

应用" 成本低于生物制剂和化学制剂处理种子的成

本"且不污染环境$等离子体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研

究"具有广阔的前景$ 通过在桦甸试验’(""" / (""-
年]"等离子体不同剂量处理玉米种子以及对其产量

性状影响的研究" 筛选出提高玉米产量的最佳处理

剂量的等离子体种子处理技术体系$ 同时进行生理

研究" 处理种子在盐胁迫后根长和苗高的变化以及

低温和干旱下玉米叶片电导率的变化" 得出提高其

抗逆性的理论依据$该研究为提高玉米产量%提高农

业生产效益提供新的技术支撑$

! 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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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D 供试材料

试验地在桦甸市桦郊乡解放村$ 试验地属山间

冲积土"地力均匀"地势平坦"肥力上等"前茬相同$
供试品种为四密 (#" 由吉林吉农高新公司提

供$ 等离子体机由大连博事等离子体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提供$ 电导仪为 ^^0$!!1 型$
DEF 试验处理

+!]等离子体种子处理不同剂量生物学性状以

及产量试验$ 试验共设 _ 个处理"即!%"%#%$%%%
&共 & 种 剂 量 " 分 别 为 ",#1‘(%!,"1‘(%!,#1‘(%
(,"1‘(%(,#1‘(%-,"1‘( 与 HC$

+(]等离子体种子处理不同剂量生理试验$ ’研

究 - 个不同剂量处理等离子体与 HC"- 个不同剂量

即剂!%剂"%剂#"分别为 ",#1‘(%!,"1‘(%!,#1‘("
在正常处理%盐胁迫处理下的根长%苗高的变化"共

!& 个处理$ (研究 - 个不同剂量处理等离子体与

HC"- 个不同剂量即剂!%剂"%剂#"分别为 ",#1‘
(%!,"1‘(%!,#1‘("在低温%干旱和正常处理下的电

导率变化"共 !( 个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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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 处理!的玉米叶片电解质外渗率均低于 !""
在低温和干旱情况下处理!的玉米叶片电解质外渗

率也同样低于 !" 及其它处理#
!"! 等离子体种子处理不同剂量对玉米产量的影响

由表 # 可知!处理穗长$穗粗$穗粒数$千粒重高

于或接近 !"!处理产量均高于 !"!处理!和处理"

比 !" 增产 $%&’ ( )%*’#

#"$ 试验方法

+,-等离子体种子处理# 处理 . 次!处理后第 / 0
播种# 各区面积$施肥量$播种深度和密度相同# 小

区面积为 1%* 23,&%& 2!1 次重复!随机排列#正常田

间管理#
+.-生理试验+吉林农大农学院生理教研室试验-#

等离子体处理种子后第 / 0 试验! 发芽及幼苗培养

均在人工气候箱内进行# #干旱处理方法% 浸泡种

子!温度为 ..4!第 ,5 0 干旱处理!/ 0 后测定电导

率# $盐胁迫处理方法%种子浸泡 5 0 后!用 &%,6’
78!9 处理 6 0#%低温处理方法%种子浸泡 / 0 后!置

于 & ( 54低温中培养 * 0#

. 结果与分析

!%& 等离子体种子处理对玉米植株的影响

!"#"$ 不同处理对玉米植株生育性状的影响

试验各生育期生物性状见表 ,# 处理出苗率$

株高$茎粗高于或相同于对照!吐丝期早于对照#

!%$"! 不同处理对苗高和根长的影响

不同剂量处理的玉米在正常生长情况下! 根长

和苗高均比 !" 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盐胁迫处理后

的玉米根长和苗高均比正常生长的要低! 但是处理

&和处理"的玉米根长比 !" 有一定提高!苗高均比

!" 低#
:2

项 目 处 理 !" & ! "

根 长 正 常 ,,%;<,%.& ,1%,<,%,; ,5%.<&%)5 ,&%;<,%&.
盐胁迫 5%6<&%=. 6%1<&%)& 5%&<,%.5 5%)<&%*)

苗 高 正 常 )%=<,%.; =%5<&%** ,,%.<&%6) )%6<&%*1
盐胁迫 5%=<,%,= 1%)<&%5) 1%=<,%,, .%=<&%15

表 ! 不同剂量处理的玉米种子正常生长和盐胁迫后根长和苗高的变化

!"$"& 不同处理对玉米叶片电解质外渗率的影响

表 1 表明!不同剂量处理后!玉米在正常生长情

!" & ! "

正 常 1%&5 ,&%5& .%;. .&%1.
低 温 ,*%&& ,)%.& ,6%6. ,;%).
干 旱 1.%=& 1=%&= .*%5& .=%1.

电解质外渗率+’> ? :2&@&2-
处 理

表 $ 不同处理的玉米叶片电解质外渗率的变化

拔节期

出苗率 株高 株高 穗位高 株高 茎粗

+’- +:2- +:2- +:2- +:2- +:2-
& =& .&%= =)%6 ,.6 .)6 .%.)
! =/ ..%= ==%/ ,.= 1&, .%1,
" =/ .*%= )5%6 ,1. 1&= .%5,
( )1 .*%* )5%1 ,1. 1&1 .%,5
) )& ./%, ,&*%. ,11 1&* .%1.
* =& .*%6 ),%5 ,.) .). .%1&
!" /& .,%) =*%/ ,11 .)6 .%&6

注%出苗期 6 月 ,6 日!拔节期 * 月 ,6 日!吐丝期 / 月 .= ( .) 日#

吐丝期苗 期

处理

表 & 不同处理对玉米植株生育性状的影响

处理 穗长+:2- 穗粗+:2- 收获株数+万株 ? A2.- 穗粒数+粒- 千粒重+@- 产量+B@ ? A2.- 比 !" 增产+’-

& ,/%$ 5%$ *%,& 66$%, .)/%& ) $/*%6 *%1
! ,$%5 5%$ *%,1 65,%& 1&1%& ,& ,$.%6 )%*
" ,)%, 5%$ *%,& 6$,%& .)5%& ,& &1*%6 $%&
( ,$%* 5%$ *%&/ 6*)%& 1&&%& ) $66%6 *%&
) ,$%* 5%/ *%,1 6.*%5 .)&%& ) 5,6%6 ,%1
* ,$%& 5%$ *%,& 66,%1 .),%& ) $*,%6 *%,
!" ,/%, 5%/ *%,& 6,.%, .),%& ) .)5%&

表 ’ 等离子体种子处理不同剂量对试验产量性状的影响

1 讨 论

+,-等离子体种子处理不同剂量条件下玉米叶

片电解质外渗率的变化不同!说明在逆境条件下!处

理!的玉米叶片质膜受害程度最低! 处理!适宜在

低温冷害常发生区和干旱地区应用#

+.-等离子体种子处理不同剂量条件下对玉米

盐胁迫后苗高和根长的变化不同!处理&和处理"

的种子有抗盐碱能力! 此技术可在盐碱地区示范

推广#
+1-等离子体处理!和处理"增产显著!效果相

似!生产中可用剂量!处理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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