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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种子是农、林业和园艺生产中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直接影响播种品质和产量；在某种意义上，农
业生产的主要目的就是提高种子的产量和质量。
种子也是植物种质资源长期保存的理想材料，而种质资源的保存是农业品种改良的前提。
种子中丰富的贮藏物，如淀粉、脂类和蛋白质是人类和动物的重要食物来源，也是主要的工业原料来
源。
例如，利用种子贮藏物中的淀粉和油脂可生产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以缓解世界石油资源枯竭的能源
问题，以及石油资源的开采和利用造成的全球气候变暖、酸雨等严重的环境问题。
此外，部分植物种子还可以直接作为药材，或者从中提取活性成分和先导性化合物用于医药、卫生和
保健。
　　种子是植物个体发育的一个特定阶段，起始于受精卵的分裂，终止于成熟脱水。
被子植物的种子发育可以分为组织分化、成熟和脱水三个阶段。
在组织分化过程中，单细胞合子经历广泛的细胞分裂和分化，形成由胚轴和子叶构成的幼胚，同时形
成三倍体的胚乳。
成熟期的主要特征是细胞扩大和贮藏组织中贮藏物（蛋白质、脂肪或者淀粉）的积累。
成熟过程通常被一定程度的脱水终止。
当水分丧失时，种子的代谢活性降低，胚进人代谢不活跃或者静止状态。
当成熟干燥（非休眠）种子吸胀时，预存的代谢系统重新活化并合成新的细胞组分，导致细胞伸长（
胚根的伸长）和细胞分裂的恢复。
种子可以单独进行整个&ldquo;生活史&rdquo;，即从种子成熟开始经历生活力的逐渐下降、衰老以至
死亡。
在种族延续上，种子既是遗传信息的保存者与传递者，也是植物在环境胁迫中保证物种繁衍的适应性
策略。
　　《种子生物学》的作者们是多年来一直从事种子生物学研究与教学的中、青年科技人员。
他们在广泛收集和整理国内外大量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多年来的研究工作，比较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
种子生物学的研究成果和近期进展。
内容包括种子的形态结构和组成，种子的发育和成熟，种子的萌发，种子贮藏物的动员及其调控，种
子的休眠及其控制，种子的生命力与寿命，顽拗性种子和种子生态。
可以相信，该书的面世对于提高我国种子生物学的研究与教学水平，长期保存植物种质资源，特别是
珍稀濒危植物资源和逆境植物资源，保障国家的植物资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都具有一定的理论和
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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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广泛收集国内外大量文献的基础上，结合作者们多年来的研究工作，比较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
种子生物学的研究成果和近期进展。
内容包括种子的形态结构和组成、种子的发育和成熟、种子的萌发、种子贮藏物的动员及其调控、种
子的休眠及其控制、种子的生命力与寿命、顽拗性种子和种子生态。
    本书可供从事种子科学与技术、植物种质资源保育、农业、林业和园艺工作的科研人员参考，也可
作为综合性大学、农林和师范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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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种子内的水分　　（一）种子内水分的状态　　种子内的水分是种子生理代谢作用的介质和
控制因子。
在种子发育、成熟、发芽，以及收获以后的不同时期，种子的物理性质和生化变化都与水分的状态及
含量有密切的关系。
　　种子内的水分按其存在状态可分为自由水和束缚水。
自由水也被称为游离水，具有一般的水的性质，可作为溶剂，在0℃下能结冰，容易从种子中蒸发出
去。
而束缚水，也被称为结合水，却牢固地与种子中的亲水胶体（主要是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及磷脂等）
结合在一起，不容易蒸发，不具有溶剂的性质，低温下不会结冰，并具有与自由水不同的折光率。
细胞中水分的物理状态与其作用是相互联系的，由于亲水和疏水的相互作用，水分可以影响膜脂、核
酸及蛋白质等大分子的结构，因此水分的物理状态对于干种子内能否发生生化反应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
种子内水分存在的状态，以及各种状态水分之间的比例与种子本身固有的特性有着直接的关系。
　　种子的生命活动必须在自由水存在的状况下才能旺盛进行。
当种子内的水分减少至自由水完全失去时，种子中的酶（首先是水解酶）就处于钝化状态，种子的新
陈代谢降至很微弱的程度。
当自由水出现以后，酶就由钝化状态转变为活化状态，这个转折点的种子内的水分（即种子的结合水
达到饱和程度并将出现自由水时的水分）称为临界水分或安全水分，其含量因作物种类而异。
在一定温度条件下，种子中出现自由水以后，种子的耐贮藏性降低，种子的活力和生活力很易降低和
丧失；而在临界水分以下，一般认为种子可以安全贮藏。
禾谷类籽粒的安全水分一般低于12％～14％；油料作物种子的临界水分取决于种子的含油量，一般为8
％～10％，甚至更低。
安全水分受温度的影响而变化，各地区的种子库应规定不同的标准。
南方温度高，谷类种子的安全水分应在13％以下，北方的安全水分可略高于南方。
　　种子的水分含量不同，其生命活动的强度和特点也有明显的差异，同时还通过对仓虫、微生物的
作用影响到种子安全贮藏。
当种子水分超过12％～14％时，使用熏蒸剂杀虫会损害种子的发芽力，而且种子表面和内部的真菌开
始生长；种子水分超过18％～20％时，贮藏种子将会&ldquo;发热&rdquo;；而种子水分超过40％～60％
时（在贮藏过程中，常因漏雨、渗水或结露等原因引起局部水分的增高），种子会发芽。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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