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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TDLAS技术的玉米种子活力快速无损分级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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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科学学院,浙江 杭州３１１０００;
３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应用光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吉林 长春１３００３３

摘要　如何快速、无损地检测种子活力是目前种子研究领域的热点和难点.基于种子呼吸与种子活力的关系搭建

了基于可调谐半导体激光吸收高光谱(TDLAS)技术的种子活力快速无损检测系统,该系统主要由分布反馈式激光

器及其控制电路、光电转换及放大电路、数据采集电路、上位机软件以及基于多次反射池结构的种子呼吸CO２ 浓度

检测池构成.检测池的容积为１．５L,光程为１６m,激光光源波段为２００４nm.基于朗伯比尔定律,采用波长调制

吸收光谱技术利用二次谐波反演出种子呼吸过程中产生的CO２ 浓度.根据种子呼吸CO２ 浓度的大小确定种子活

力的强弱,并将其与发芽出苗实验获得的活力指数进行对比.实验结果表明:CO２ 呼吸强度的变化量与种子活力

等级指数的相关性在０．９以上,即基于TDLAS技术的种子活力快速无损检测系统能够精准、无损、高效地反映种

子活力的强弱.这一研究为采用TDLAS技术进行种子活力无损检测分级提供了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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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Quickandnondestructivedetectionofseedvigorisapopularanddifficulttaskintheseedresearchfield敭
Basedontherelationshipbetweenseedrespirationandseedvigor weproposedarapidnonＧdestructivetesting
systemforseedvigorbasedonTDLAStechnique敭Theproposedsystemcomprisesadistributedfeedbacklaserand
itscontrolcircuit aphotoelectricconversionandamplificationcircuit adataacquisitioncircuit anuppercomputer
software andaseedbreathingcarbondioxide CO２ concentrationdetectionpoolbasedonamultiＧreflectionpool
structure敭Thedetectionpoolhasavolumeof１敭５L alightpathof１６m andalasersourcebandof２００４nm敭
BasedonLambertBeer′slaw weusewavelength modulatedabsorptionspectroscopyandsecondharmonic
generationtoinverttheCO２concentrationgeneratedduringseedrespiration敭Seedvigorisdeterminedaccordingto
theconcentrationofCO２inseedrespiration andthevigorindexobtainedfromthegerminationandseedling
emergenceexperimentiscomparedandvalidated敭Theexperimentalresultsshowthatthecorrelationbetweenthe
changeofCO２respiratoryintensityandseedvigorgradeindexisgreaterthan０敭９ i敭e敭 therapidnonＧdestructive
testingsystemforseedvigorbasedonTDLAStechniquecanaccurately nondestructively andefficientlyreflectthe
seedvigorgrade敭ThisstudyprovidesusefulexplorationinnonＧdestructivetestingandgradingofseedvigor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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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种子的呼吸作用是种子储藏期间的重要生理活

动,处于不同生理状态的种子,其呼吸强度与性质有

很大差异.呼吸强度的大小反映了种子生命力的强

弱[１].种子在有氧呼吸过程中会产生CO２ 气体,因
此通过研究种子呼吸产生的CO２ 浓度的变化情况

即可检测出种子活力[２].
目前,国内外存在诸多关于种子活力测定的方

法.国际种子检验协会推荐的种子活力测定方法主

要有幼苗生长测定法、抗冷测定法、加速老化试验

法、电导率测定法和酶活性测定法等[３].这些传统

的种子活力测定方法虽然可以准确而直观地预测种

子活力,但却存在工作量大、测量周期长、可重复性

差、受环境影响大、易对种子造成损伤等缺点[４].因

此,如何快速、准确、特别是无损地对种子活力进行

检测已成为种子科学的研究热点[５].李欢欢等[６]采

用光声光谱结合方法对水稻种子活力进行了检测,
验证了光声光谱技术对水稻种子活力检测的可行

性.宋乐等[７]采用近红外光谱技术对水稻种子活力

进行了检测,并有效地区分了种子的活力等级.余

鼎等[８]采用近红外光谱技术对水稻种子成分进行建

模,所建模型的评价效果良好.可见,光声光谱法和

近红外光谱技术都可以快速、无损地检测种子活力,
应用前景广阔,但其建模难度大,对样品要求高,且
计量分析对结果的影响较大.张婷婷等[９]采用电子

鼻技术快速、高效地鉴别出了小麦种子活力的高低.
电子鼻技术操作简单,成本低廉,但传感器灵敏度等

诸多因素会影响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吴小芬等[１０]

采用高光谱技术在８７４~１７３４nm波段对常规水稻

种子的老化程度进行了研究,并有效地区分了老化

和未老化种子.目前,采用高光谱法检测种子活力

尚处于探索阶段,技术尚未成熟,且存在成本高昂等

不利因素.综上所述,新兴的近红外光谱技术、电子

鼻技术、高光谱成像等技术不断地被运用到种子活

力的检测之中.与传统的种子活力检测方法相比,
新兴技术有速度快、效率高、成本低、测试重现性好、
测量方便等特点.整体上来说,近红外光谱技术、电
子鼻技术、高光谱技术等无损检测技术发展较快,但
技术尚未成熟,且检测价格相对较高.本文尝试采

用可调谐半导体激光吸收高光谱(TDLAS)技术对

种子呼吸CO２ 浓度进行检测,通过浓度反演实现种

子活力的无损检测.

TDLAS技术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一种痕量气

体质量浓度检测技术,具有高灵敏度和高分辨率等

优点.该技术目前已经能够达到１０－９级别甚至

１０－１２级别的检测限[１１Ｇ１３].很多学者利用 TDLAS
技术检测CO２ 的浓度,如陆恒等[１４]利用TDLAS技

术在３８．４m光程和１５．２kPa下同时对CO２ 和水汽

进行了检测,获得了１０－５的CO２ 气体的检测极限.
李萌等[１５]利用１０m光程对海洋平面CO２ 气体进

行检测,获得了２６×１０－６的检测极限.张可可等[１６]

采用TDLAS技术检测CO２ 的浓度,并进行压强补

偿,补偿后的误差范围在２％以内.袁松等[１７]利用

２７０４nm波段激光器采用直接吸收的方式获得的

CO２ 浓度的检测极限为１０－７.可见,TDLAS技术

能够获得CO２ 浓度的高检测极限,故该技术能够应

用于检测种子呼吸强度的研究中.

２　种子呼吸CO２ 浓度的测量原理

２．１　二次谐波反演原理

基于TDLAS技术的种子活力检测主要是基于

朗伯比尔定律.采用波长调制技术,选用合适的吸

收光谱对种子呼吸CO２ 浓度进行测量,其原理可以

简述如下[１８Ｇ１９].
朗伯比尔定律的表达式为

I(t)＝I０exp[－α(v)CL], (１)
式中:I(t)为经气体吸收后的光强;I０ 为无气体吸

收时的光强;α(v)表示频率为v 时气体的吸收截

面;C 为待测气体的浓度;L 为吸收池的光程.频率

为v 时的吸光度A 可表示为

A＝ln[I０/I(t)]. (２)
采用高频正弦波注入激光器的方式进行高频调制,
得到二极管激光器的瞬时频率v(t)为

v(t)＝v０＋σvcos(２πft), (３)
式中:v０ 为二极管激光的中心频率;σv 为频率的调

制幅度;f 为正弦波频率;t为时间.
将(３)式代入(２)式可以计算得到傅里叶展开级

数为

０９１１００２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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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０,t)＝∑
¥

n＝０
An(v０)cos(２nπft). (４)

　　通过锁相放大器可以得到n 次谐波信号分量

An 为

An(v０)＝
２
π∫I０[v０＋σvcos(２πft)]

exp{－σ[v０＋σvcos(２πft)]CL}
cos(２nπft)d(２πft). (５)

　　在理想情况下,I０ 与v(t)无关,所以无振幅调

制,(５)式可以改写为

An(v０)＝
２I０
π∫

π

０
exp{－σ[v０＋σvcos(２πft)]CL}

cos(２nπft)d(２πft). (６)

　　当吸收度α(v)CL≪１时,

An(v０)＝
２I０CL
π



∫
π

０
－σ[v０＋σvcos(２πft)cos(２nπft)]d(２πft),

(７)
根据泰勒级数对(７)式展开,可得

An(v０)＝
２１－nI０CL

n! σndnσ(v)
dvn

v＝v０

. (８)

　　从(８)式中可以看出,n 次谐波分量与待测气体

的浓度成正比,可以采用谐波分量来反演气体浓度.
实际计算时,考虑到谐波对称性以及幅度问题,常选

择二次谐波利用比值法进行浓度的反演计算.

２．２　谱线选取

CO２ 有三个典型的吸收带,分别是１．６,２．７,

４．３μm.根据 HITRAN数据库,CO２ 吸收谱线在

２００４ nm 波 段 附 近 的 吸 收 线 强 为

１０－２１cm－１/(moleculecm－２).在温度为２０℃、大

气压为１０１．３２５kPa、光程为１６m、CO２ 体积分数为

１％、H２O体积分数为１０％的情况下,模拟得到了

２００４nm波段的吸收谱线,如图１所示.

图１ CO２ 气体在２００４nm附近的模拟吸收光谱

Fig敭１ SimulatedabsorptionspectrumofCO２
near２００４nmband

从图１中可以看出,CO２ 和 H２O气体的光谱

位置相隔得较为明显,该波段CO２ 吸收谱线受到其

他气体吸收谱线的干扰也较小,且可以通过控制扫

描范围同时观察到多个CO２ 吸收峰,因此可以选择

４４９０．２５cm－１波数附近的若干条吸收谱线.此外,
该波段激光器相对２．７μm和４．３μm波段激光器更

具价格优势,在实际使用中也较为普遍.综上所述,

２００４nm波段激光光源为在线测量种子呼吸CO２ 浓

度提供了理论和应用保证.

３　实验系统

３．１　种子呼吸CO２ 浓度的检测装置

在对传统怀特池进行改进的基础上设计了一款

基于多次反射池的种子呼吸CO２ 浓度检测池,该检

测池的结构原理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 基于多次反射池的种子呼吸CO２ 浓度检测池的结构原理图

Fig敭２ StructuraldiagramofseedrespiratoryCO２concentrationdetectionpoolbasedonmultiＧreflectionpool

　　该装置的总长度为４４０mm,高度为１０４mm,
容积为１５００mL.上部分为种子呼吸腔,内腔长度

为１７８mm,高度为５４mm,呼吸腔上方设置两个开

孔,方便放置种子.种子放入呼吸腔后,用带有橡胶

圈的盖子密封,隔绝外界空气.呼吸腔下部分为气

体池,其有效长度为４２０mm,高度为５０mm.呼吸

０９１１００２Ｇ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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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基于多次反射池结构的种子呼吸池实物图

Fig敭３ Physicalmapofseedrespiratorypoolbasedon
multiＧreflectionpoolstructure

腔与气体池中间放置过滤网.过滤网结构致密,既
能防止种子上的灰尘落入气体池,又能保证种子呼

出的CO２ 气体能够快速、充分地扩散至气体池.气

体池上方设有两个阀门１和２,分别为进气和出气

阀门.气体池两侧设有入光口和出光口.分布式反

馈(DFB)激光器发出的激光进入气体池后经过多次

反射到达出光口.种子呼吸CO２ 浓度检测装置实

物图如图３所示,整个装置为密封状态,可以避免外

界气体的干扰.

３．２　基于TDLAS技术的种子活力无损检测系统

３．２．１　系统的搭建

基于TDLS技术的种子活力无损检测系统包

括三个模块:激光器及其控制单元模块、呼吸容器模

块,以及上位机数据采集与处理模块,如图４所示.

图４ 波长调制TDLAS实验系统结构图

Fig敭４ ExperimentalsystemdiagramofwavelengthmodulatedTDLAS

　　激光器及其控制模块包括DFB激光器、信号发

生器和温控电路.其中,激光器为２００４nm波段的德

国Nanoplus激光器,温控电路为美国Thorlabs公司

的商用ITC１０２型温控电路.种子呼吸容器模块包括

准直器、光电探测器和基于多次反射池的种子呼吸

CO２ 浓度检测池.上位机数据采集与处理模块主要

包括美国研华公司PCIＧ１７１４L数据采集卡,该卡的采

样率可达３０MSa/s,分辨率为１６bit,四通道.实验

过程中,锯齿波扫描信号频率为１００Hz,正弦波调制

信号频率为１００kHz,采样速率为５MSa/s.

３．２．２　系统的功能及工作流程

基于TDLAS技术的种子活力快速无损检测系

统能够检测种子呼吸CO２ 的浓度,从而实现种子活

力等级的无损判定.对种子呼吸CO２ 浓度进行检

测的流程如下:首先,根据种子的呼吸特点和CO２
气体吸收谱线选择合适的DFB激光器,通过温度控

制电路将激光二极管输出中心波长锁定在吸收峰位

置;然后,利用信号发生器产生适宜的调制信号电压

幅值并确定扫描参数频率,将调制信号注入到激光器

驱动电路中,从而使输出激光波长能够扫描整个吸收

谱线范围;之后,激光器输出的激光束进入气体池,激
光束经过４０次反射,光程达到１６m后传输到光电探

测器.光电探测器将其转化为电压信号,再经过电压

放大电路放大到合适的电压幅值(５V);最后,数据采

集模块通过数据采集卡对放大器输出的信号进行采

集,并上传至计算机进行后续数据预处理.采用

LabVIEW软件编写输出采集和预处理程序.

４　数据处理过程

基于TDLAS技术的种子活力检测分级数据处

理过程如图５所示.
数据采集与处理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１)获取原始吸收光谱信号.在数据采集过程

中,通过多次累加平均和小波阈值去噪降低噪声.

２)采用正交矢量相敏检测算法从吸收光谱信

号中提取二次谐波信号.根据扫描和调制信号频

率,设置合理的解调参考信号频率、相位、幅值、滤波

器参数等.

０９１１００２Ｇ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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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基于TDLAS技术的种子活力检测处理过程

Fig敭５ FlowchartofseedvigordetectionprocessingbasedonTDLAStechnology

　　３)进行浓度反演.提取出二次谐波(SHG)波
形信号,获取其中心频率处的峰值电压幅值,将经过

标定的标准浓度信号与SHG信号峰值进行比值运

算,计算出气体浓度.在浓度反演过程中,若温度变

化较大,还需要对温度进行修正.

４)将反演出的浓度值与种子发芽实验获取的

活力数据进行相关性计算,计算出种子呼吸产生的

CO２ 浓度值与活力指数的相关性程度,从而判定其

活力等级.

４．１　正交矢量二次谐波信号的处理

信号解调时,为避免相位误差带来的影响,采用

正交矢量相敏检测算法来提取二次谐波信号.正交

矢量相敏检测算法的优点在于两路参考信号的相位

差为９０°,保证了初始相位变化时,正交输出结果不

变.该算法结构框图如图６所示,其中PSD表示相

敏检波器.
将经过波长调制后的吸收光谱信号I和参考信

号Vsin(ωt)或Vcos(ωt)送入到乘法器(相敏检测

器)中.其中,参考信号V 的频率设置为正弦波调

制信号频率的２倍,用来提取二次谐波.经过相敏

检测后输出为信号U,U 经过二级IIR低通滤波器

滤波后输出解调后的信号 X、Y 两路(两路信号正

交),然后再将两路正交分量经过平方、求和、开方得

图６ 正交矢量二次谐波信号解调算法结构框图

Fig敭６ Structuralblockdiagramofsecondharmonicsignal
demodulationalgorithmbasedonorthogonalvector

到输出信号Vout.
在实验过程中,为了尽可能降低噪声干扰的影

响,对原始信号进行２０次累加平均,并进行光强归

一化、滤波等预处理,得到较为光滑的原始吸收光谱

信号.设置扫描范围使一个扫描周期内有两个

CO２ 吸收峰,如图７所示.选择其中的两个吸收峰

为处理对象,计算出两个吸收峰的浓度值,并取其平

均值,得到种子呼吸时产生的CO２ 浓度.

４．２　小波阈值去噪

采集的信号会受到各种噪声干扰,质量一般较

差.为了提高信号质量,通常要对信号进行一定程

度的去噪处理,以滤除高频噪声.TDLAS数据处

０９１１００２Ｇ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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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两个吸收峰的吸收光谱信号

Fig敭７ Absorptionspectralsignalsoftwoabsorptionpeaks

理中常用的方法是采用累加平均方法,然而累加平

均也不宜进行太多次,这是因为一方面累加次数太

多不仅耗时,而且对采集卡内存的要求也较高,另一

方面累加平均法在弱吸收信号、大噪声信号的处理

中也有一定局限性.TDLAS数据处理中还常用到

对信号本身进行滤波的办法,如小波阈值去噪方法

等.本研究在数据处理中采用小波阈值去噪方法对

原始信号进行滤波,以降低噪声的干扰.一维信号

模型的表达式为

s(t)＝f(t)＋εn′(t), (９)
式中:s(t)为含噪信号;f(t)为有用信号;n′(t)为随

机噪声;ε为随机噪声幅值系数.
小波阈值降噪的基本思想是利用小波把含噪信

号s(t)分解到多尺度中,然后在每一个尺度下把属

于噪声的小波系数去除,保留并增强属于信号的小

波系数,最后重构出小波降噪后的信号[２０].小波基

和分解尺度均对小波信噪比(SNR)有影响,采用强

制降噪、默认阈值降噪、给定阈值降噪、硬阈值降噪、
软阈值降噪等方法对TDLAS测量数据进行降噪,
在分解尺度j为４、５、６三种情况下进行测试,基小

波选择为db５,得到的信噪比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不同尺度下采用不同方法降噪后的信噪比

Table１　SignalＧtoＧnoiseratiosobtainedwithdifferentnoise

reductionmethodsatdifferentscales

Noisereductionmethod
SNR/dB

(j＝４) (j＝５) (j＝６)

Forcednoisereduction ６４．２２ ６８．３６ ６７．５４
Defaultthresholddenoising ５９．３１ ５９．０１ ５８．８３
Giventhresholddenoising ６３．３８ ６４．３３ ６３．９１
Hardthresholddenoising ５７．７３ ５８．２７ ５７．８９
Softthresholddenoising ６２．６８ ６４．０３ ６２．８８

　　强制阈值等方法虽然信噪比较好,但是对信号

波形损伤较大,影响波形细节,所以一般选择分解尺

度为５,这里没有展开讨论.从表中可以看出,在

TDLAS数据的预处理中,分解尺度为５时,采用软

阈值方法的效果较好.

４．３　浓度标定

利用二次谐波反演种子呼吸时产生的CO２ 浓

度,在反演之前需要进行浓度标定.在浓度标定过

程中,使用１０cm长直通型吸收池作为标定池.在

相同的实验条件下,再将测量系统中有效光程为

１６m的基于多次反射池的种子呼吸CO２ 浓度检测

池换成直通标定池,将高纯度CO２ 气体(体积分数

为９９．９９９％)充入到标定池中,数分钟后密闭标定

池.测量获取的标定信号,并解调获取其二次谐波,
依据朗伯比尔定律,再依据标定信号的二次谐波,利
用气体比值法计算待测气体的浓度.

４．４　温度变化的修正

测量环境温度和压力发生变化,均会对二次谐

波峰值产生影响.本文实验均在空气环境下或相同

气压的氧气环境下操作,测量过程可以不考虑压力

变化.但是不同天气、不同时刻测量时的温度变化

较大,因此需要对不同温度下的测量结果进行修正.
在同样的调制系数下,温度升高,二次谐波峰值就会

降低.在０~４５℃范围内,CO２ 气体二次谐波信号

峰值的变化(体积分数为０．１％)如图８所示.

图８ 温度变化修正关系图

Fig敭８ Correctiondiagramoftemperaturechange

通过三次多项式拟合得到的拟合结果为Y＝
２．２８１９T３－０．００５２T２－１．４８×１０－５T＋３．７５４×
１０－７.将不同温度下的二次谐波信号峰值修正为常

温２０℃,设定２０℃为参考温度T０,任意时刻的温

度为T,此时,未经修正的二次谐波峰值为F０,修正

后的二次谐波峰值为F(T).修正公式[２１]为

F(T)＝
B３T３

０＋B２T２
０＋B１T０＋B０

B３T３＋B２T２＋B１T＋B０
F０. (１０)

５　实验与结果分析

５．１　材料准备

实验采用的种子是由浙江农林大学提供的２０１７

０９１１００２Ｇ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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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夏授粉后收获期分别为３０d、４０d、５０d的甜玉米

种子,其活力等级分别为低、高、中.将收获的玉米种

子自然风干后干燥冷藏于４℃的环境中,从中选取大

小、干燥程度、饱满程度相差不大的玉米种子５g作

为一个样本,三种不同活力等级样本共计１５份.

５．２　甜玉米种子呼吸CO２ 浓度的测定

实验过程中,先将玉米种子吹洗干净,忽略微生

物呼吸产生的CO２ 的影响,预处理后浸泡２４h再

进行测量(以破除休眠状态,浸泡后的种子回干后可

以继续使用,对种子无损伤),测量过程中先将种子

放入呼吸腔再密封.开始测量后启动原始光谱数据

记录,再根据前述方法,从实验中采集的光谱数据中

提取出二次谐波信号,并反演出CO２ 浓度,连续测

量８h左右,将５次测量结果取平均值.获得的甜

玉米种子呼吸浓度变化曲线如图９所示.

图９ 不同收获期甜玉米种子的呼吸变化曲线

Fig敭９ Respirationcurvesofsweetmaize
seedsindifferentharvests

从图９中可以看出:１)在开始后的２h内,呼吸

变化规律不是很明确,呼吸曲线有交织,２h以后呼

吸变化趋势逐渐明晰;２)不同种子的呼吸强度均逐

渐增加;３)呼吸强度的变化速度呈先快后慢的趋势;

４)不同收获期种子呼吸强度的变化量各不相同,其
中经过８h呼吸后,甜玉米授粉收获期为３０d、

４０d、５０d的种子呼吸变化量分别为１３０２６×１０－６、

１６７４７×１０－６、１５７８８×１０－６.计算各种子CO２ 浓度

的变化率后可知,收获期为４０d的种子的呼吸变化

速率最大,收获期为３０d的种子的呼吸变化速率最

小,收获期为５０d的种子介于两者之间.

５．３　呼吸强度与活力的相关性分析

为了分析呼吸强度与种子活力等级的相关性,
还需要对同一批种子进行活力测定.采用发芽出苗

实验方法进行种子活力的测定,活力指数[２２]的计算

公式为

Vi＝S∑Gt

Dt
＝S×G, (１１)

式中:Vi为活力指数;Dt 为发芽实验的第几天;Gt

第几天的发芽数量;S 为种苗的生长量;G 为发芽指

数.经过发芽实验获得了甜玉米种子的活力指数,
如表２所示.通过发芽实验可知收获期为４０d的

玉米种子的活力指数最高,收获期为３０d的种子的

活力指数最低,将活力指数划分为高、中、低三个

等级.
表２　甜玉米不同收获期的种子活力指数

Table２　Seedvigorindexofsweetmaizein
differentharvests

Index
Value

３０d ４０d ５０d
Vigorindex １４．０９ ６２．１２ ３６．８９
Vigorgrade Low High Medium

　　根据活力指数将种子呼吸变化量与种子活力指

数进行相关性分析,计算呼吸强度与活力等级的相

关性,计算公式为

rXY ＝
∑
N

i＝１

(Xi－X－)(Yi－Y－)

∑
N

i＝１

(Xi－X－)２ ∑
N

i＝１

(Yi－Y－)２
,

(１２)
式中:X－、Y－ 为平均值;rXY 为相关系数;Xi为第i个

样本种子的呼吸变化量;Yi为第i个样本种子的活

力指数;N 为总的样本数.为表征相关程度,设定５
个相关度等级,rXY ≥０．９５为显著性相关,０．８５≤
rXY ＜０．９５为高度相关,０．５≤ rXY ＜０．８５为中

度相关,０．３≤ rXY ＜０．５５为低度相关,rXY ＜０．３
为极弱性相关(可认为不相关).表３给出了３０~
５０d共５个不同收获期种子呼吸强度与活力指数的

相关系数.
表３　种子呼吸强度与活力指数的相关系数

Table３　Relationshipbetweenrespiratoryintensityandvigorindexofseed

Parameter
Value

１h ２h ３h ４h ５h ６h ７h ８h
Correlationcoefficient ０．００４ ０．６７８ ０．９９４ ０．９６３ ０．９５４ ０．９５３ ０．９４５ ０．９３７

Degreeofcorrelation Uncorrelated
Medium
correlation

Significant
correlated

Significant
correlated

Significant
correlated

Significant
correlated

Highly
correlated

Highly
correlated

０９１１００２Ｇ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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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３中可以看出:在前２h内,呼吸强度变化

与活力等级的相关度较低,但从２h后选取的５个

时间段(即３~８h)的种子呼吸强度与活力指数存

在较高的相关性,相关系数大于０．９,均属于高度相

关关系.因此,可以采用呼吸３~８h内的CO２ 浓

度的高低来判定种子的活力等级.
以上结论为利用种子呼吸强度进行种子活力分

级提供了实验验证,该方法相较于国际种子协会推

荐的幼苗生长测定法、抗冷测定法、加速老化试验

法、电导率测定法和酶活性测定法等种子活力检测

方法,速度更快,时间可缩至数小时,而且该操作方

法简单,不破坏种子,是一种快速无损的检测方法.

６　结　　论

本文基于TDLAS技术在实验室搭建了一套种

子呼吸CO２ 浓度的测量系统,通过检测CO２ 浓度

的变化量来检测种子活力.在实验室中对甜玉米种

子授粉后３０d、４０d、５０d收获的种子进行了CO２
呼吸测试,并对种子进行了发芽和出苗实验,以检测

其活力指数.通过对甜玉米种子进行连续８h的测

量,选取３~８h中间这６个时刻的CO２ 浓度值,与
种子活力指数进行相关性计算,获得的相关性指数

大于０．９,呼吸强度与活力指数呈高度相关性,６个

时刻中呼吸产生的CO２ 浓度的变化量与活力指数

的相关系数的平均值为０．９５７.该实验结果表明,种
子呼吸CO２ 强度变化与种子活力等级具有高度相

关性,且稳定性较好.TDLAS技术能够在数小时

内测出种子活力的强弱.与传统的发芽实验等种子

活力分级检测方法相比,所提方法具有快速无损的

优点,为进一步开发基于种子呼吸CO２ 浓度变化检

测种子活力等级设备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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