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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枸杞花芽发育的研究

康文 隽  韩永 忠

宁夏枸杞 (L” j″仞 多:r沙 or″″ L,)是一种著名的药用植物,原产我国北部。以宁夏

和天津栽培最多,现在其他地区也广泛栽培。其果实中药称
“
枸杞子

”
,有滋肝补肾、润肺、

明目等作用;同时还含有人体需要的多种营养成分,如维生素 A、 维生素 Bl、 核黄素、抗坏

血酸,烟酸,钙、磷、铁等,是畅销国内外的滋补药(《中国植物志》第六十七卷,1978)。 枸杞

子的产量与其花芽的分化发育有关,因此弄清其花芽的发育过程,便可为定向控制其分化

发育提高枸杞子的产量 ,提供花芽在形态建成方面的依据 ;同时,还可为植物形态学和植

物分类学提供有关的资料。

一、材 料 和 方 法

实验材料为兰州大学校园栽培的宁夏枸杞。 5月 上旬开始固定当年生新校(长校)的

顶芽,每 3天固定 1次材料,直到 5月 下旬为止。固定液为 FAA。 用埃氏苏木精进行整

体染色。用石蜡切片法制成纵、横连续切片 ,厚度 8微米。

二、观 察 结 果

宁夏枸杞的花芽 ,在一年生和二年生的长枝及在其上分生的短枝上,均 有分化。长枝

为无限生长 ,每个叶腋着生 1-2朵花 ;短枝为有限生长 ,其节间极度缩短,以致分辨不出

节和节间,通常 2-6朵花簇生。短枝一般只见 2叶 ,与长枝的叶共同包围簇生花 ,较长枝

的叶小。

当营养生长到一定时期 ,花芽原基开始分化。从顶端营养生长锥算起,在第 4-5个

叶原基腋内,首先形成一个圆锥状的类似营养生长锥的突起,继之伸长 ,其顶端变平 ,纵

切面呈梯形 (图版 I.1)。 随着第 1个花芽原基不断增大和分化,当 其花萼原基形成时 ,

在同一叶腋中开始分化出第 2个花芽原基(图版 I,4)。 也就是说,同一叶腋内的几朵花

的分化发育表现出不同时性。

宁夏枸杞各花部发育情况观察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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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花△原击的分化和发育

花芽原基形成后,在其平宽的顶端生长锥四周的边缘 ,细胞进行等速分裂,形成一个

环状突起 ,即花萼原基(图版 I,3)。 纵切面上呈 2突起 (图版 I,2)。 以后,环状花萼原基

不断伸长、加粗,到顶端逐渐靠拢(图版 I,4),最后靠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全封闭的套

状结构(图版 I,5、 6)。 当内部的花冠原基、雄蕊原基及雌蕊原基均分化出来后 ,将极小的

花营置于解剖镜下观察 ,则可清楚地看到,套状花萼由顶端向下 ,先在一侧纵向开裂至

花萼中部 ,接着另一侧也同样纵裂至中部 ,形成等大或不等大的 2个花萼裂片。这一情

况 ,在幼花的纵切片上 ,花萼的顶部也清楚可见(图版 I,9a)。

2· 花冠一挂蕊原击的发生及发育

当花萼原基生长到一定高度之后 ,才在花芽中央突出的生长锥四周 ,几乎同时出现内

外 2轮各轮 5个小突起 ,纵切面上各见 2个(图版 ID 5、 6)。 此即花冠一雄蕊原基,外轮为

花冠原基 ,内 轮为雄蕊原基。花冠原基早期生长较慢 ,到心皮原基出现之后,其生长速度

加快 ,逐渐超过雄蕊的高度(图版 I.9、 10)。 5个花冠原基进行伸长和加宽生长 ,逐渐变

扁 ,上部发育成 5个花冠裂片 ,呈覆瓦状排列(图版 I,11)。 各花冠原基的下部则向两侧

扩展 ,彼此愈合形成花冠筒 ,因其为后天愈合 ,故合缝线明显可见 ;内轮 5个与花冠原基互

生的雄蕊原基(图版 I,8),其各原基的下部进行居间生长 ,逐渐伸长形成花丝,花丝不等

长。各原基的顶端分生组织则进行各个方向的分裂,形成膨大的花药原始体 ,发育成花

药。每个花药具 4个花粉褒 ,药隔两侧各 2个 ,在每个花药的横切面上呈蝴蝶状(图版 I,

11)。 雄蕊的花丝与花冠筒贴生 ,与花冠裂片相间排列。

在少数花芽中,我们还观察到有 4个或 6个花冠一雄蕊原基的情况,成熟时形成 4个

花冠 4个雄蕊或 6个花冠裂片 6个雄蕊。

3· 雎蕊原击的发生及发育

当雄蕊原基长到一定的高度时 ,花芽中央下陷的顶端分生组织进行分裂,形成一个半
球状突起(图版 I,7),即雌蕊原基。 接着在雌蕊原基的两侧形成 2个心皮原基(图版 I,

9)92原基的基部先天性愈合 ,进行伸长和加粗生长,形成膨大的子房。在 2心皮的 2个

愈合处 ,各向子房中央延伸生长,形成隔膜和中轴胎座,子房 2室。由于其子房仅由心皮组
织发育而成,独立着生在花托顶部,故为上位子房(图版 I,lO)。 中轴胎座的 4条腹缝线
上,各分化出 1行胚珠原基(图版 I,lO);2心 皮原基的上部,以伸长生长为主,在生长过
程中,两原基相邻的 2边缘彼此愈合 ,最后发育成花柱和柱头,柱头 2裂 ,稍膨大。柱头表

面和花柱道中,均由腺性细胞组成。

以上所述,是宁夏枸杞正常花各花部发育的一般情况。

在我们实验观察过程中,发现宁夏枸杞的花与花之间还出现各花部不同程度的联合
现象。通常为两花联生。各花部联生的情况又有各种各样:两花柄部分联生,两花柄全

部联生;花柄联生,花萼部分或全部联生;花柄、花萼全部联生,花冠部分或全部联生;花

柄、花萼、花冠全部联生,雄蕊结合为 1组 (lO个 );其他花部全联合、雌蕊部分联生 (子

房),最后花柱、柱头全部联合。导致这种联生现象的原因目前尚不清楚,两花联生后,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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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雌蕊联生后,是否影响
“
枸杞子

”
的产量等问题,均待进一步实验观察和研究。因为

这一联生现象在成熟花申占的比例不是很小,因而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三、小结和讨论

(1)宁夏枸杞各花部分化的顺序是:花萼、花冠一雄蕊及雌蕊。这一过程与棉属 (Co-

‘‘yp氵跖勿)(南京农学院等,1978)相 同;与龙眼 (E″

`切

ri口 Jo勿 gc侈 (Lour,)steud.)花部

分化的顺序(花萼、雄蕊、雌蕊及花冠)(梁天干等,1965)及 胜利油菜(Brc“jr口 口口御

`e‘

″‘

L.cv.shcnli)花 部分化顺序:花萼、雌一雄蕊、花瓣(南京农学院等,1978)均大不一样 ;

而与瓜类植物(康文隽 ,1987)、 天麻(c“″odic河口
`cB⒈

)、 柑橘属 (C加″s)植物 (C乃”,

且 /助 @″ ,1935)以 及 同 科 的 辣 椒 (c。 psic″ 饧 cm侈
`留

〃 L,var.fσ‘cic″ J口″ 私 (sturt)Irish),

虽然均属向心分化,但上述这些植物的花部分化过程中,是花冠原基分化出现之后才开始

分化雄蕊原基,也就是说,花冠与雄蕊原基之间有一间隔期。雨宁夏枸杞则是花冠一雄蕊原

基同时出现 ,即无间隔期。由上可知 ,不同科的植物其花部分化的顺序可能相同,也可能

不同,似乎没有什么规律 ,而是取决于各类植物的遗传性。同一科的植物,其花部分化情

况基本相同或大同小异,如我们实验观察的葫芦科的 9种植物及正在实验研究的几种茄

科植物就是如此。

(2)茄 科植物的花萼通常是 5个裂片。我们在蟒椒、茄子 (soJc多防伽 ″。Jo刀g御口L,

'‘

夕劣J彻馏私 Nccs)、 卵果青杞 (soJ口″锣〃‘印″私Jo莎″卿 Bungc.var.ot`@″ oC″

`留

″ C,

Y,Wu ct s.C.Huang)等 植物花芽发育的观察中,所看到的也i都是 5个花萼原基。而

宁夏枸杞的花萼原基则是一开始分化即为一环状突起,且在环状萼原基的横切面上看不

见有合缝线的痕迹 ,而是一个完整的环(图版 I,3),只是在后期萼筒的横切面上 ,在 相当

于花萼裂片主脉的位置,能见到大致均匀地分布着 5个维管束(图版 I,8、 11)。 由此可

知,宁夏枸杞的环状花萼原基是由 5个原基先天性愈合而成。这是一个进化性状。在发

育早期 ,环状花萼原基形成一个封闭式的套状花萼 ,直到其内部的其他各花部分化出来之

后,才由顶端向下开裂至花萼中部 ,形成 2个裂片。我们认为这是适应性的进化特征 ,因

宁夏枸杞原产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内蒙古等省(区 ),气候条件比较严酷 ,封 闭的套状花

萼可为其内部的各个花部的发生和发育创造一个比较稳定的良好环境,以利于生殖器官

的形成 ,保证其种族的生存和繁衍。现在宁夏枸杞虽已广泛栽培 ,但这一特征仍然保留了

下来。而在栽培历史很长的辣椒、茄子等的花芽中,则未见有套状花萼的形成。

(3)宁夏枸杞为上位子房,2心皮 2室的中轴胎座(图版 I,10)。 这与前人观察的结

果一致(李文钿等,1979)。 而与我们在同科的辣椒中观察的结果有些差异 ,辣椒的子房通

常由 2-3心皮构成,稀为 5心皮。无论在子房还是在成熟果实的纵、横切面上,均清楚地

见到下部为中轴胎座,上部为侧膜胎座。也就是说 ,在辣椒子房发育过程中,由下而上隔

和中轴逐渐消失,胎座位置由中央向外移至靠近子房内壁处。由此可见 ,茄 科植物中,不

同属种的植物其心皮数目和胎座情况也是有差别的。

另外 ,茄科植物的花通常为 5基数 ,花萼、花冠裂片及雄蕊一般均为 5个 ,唯心皮常为

2,子房 2室。假酸浆属 (Mr口″
`rc Adans,)子

房 3-5室 (《 中国植物志》第六十七卷 ,

1978)。 我们在辣椒中也见到不少 3室 3柱头者 ,稀具 5柱头。因此,是否可以设想: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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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现有的 2-3心皮是由 5心皮在长期系统发育过程中简化而成 ,简化也是一种进化表

现。宁夏枸杞则具有这一进化性状。现存的茄科植物中具 ,心皮 5室者是一种返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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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LORAL BUD DIFFERENTIATION OF LyCfl口姒r

B^RBARI`nf L.

Kang Wcnjun  Han Yongzhong

(DrP。″″c△:o`Ji0′叱” Lc″ z乃Ⅱ 口
"动

c`扌″)

This papcr dcals 、vith diffcrcntiation and dcveloprncnt of thc floral bud of L.yri,``河

沙‘7rcr″ ″, I~.. Ⅵ̀hiCh has hcrmaphroditc Flow· c rs. 
·
rhc diffcrcntiates is in thc foII。 吼̀ing ordcr;

calyx, corolla-stain.cns, and pisti1.  Calyx prirnordia originally dcvclops into a tubc and then

forms a closcd structurc by closing its top :,1ong with the grOwth of thc calyx  primordial

tubc. It docs not split into 2 calyx lobcs 1工 ntil after the carly period of the floral bud forn】 ˉ

ing.  IFollowing thc diffcrentiation of calyx priInordia, 5 scparatc corolla prirnordia  diffc-

rcntiatc aild during thcir dcvclopmcntal process thc lo、 vcr-part of thcm cOInbines into a co-

rolla tubc, whilc thc uppcr-part dcvclops into 5 corolla lobcs.  At the samc tirnc, 5 staIncn

priFnordia diffcrcntiatc and thcn dcvclop into 5 sta】 ncns.  
·
rhc pistil pritnordia appears last

and cvcntually dcvclops into 2-locular  supcrior ovary of 2 carpcls, △
`vo flowers of L. 3口

r-

沙‘7r彦J`刀 L.Inay combinc cach othcr in varying dcgrccs,



图版 1

Platc l

1· 预芽纵切面 ,尔花芽原基。 ×62.5; 2· 花芽纵切面 ,示花萼原基。×137; 3.环 状花萼原基横切面。
×884· 花芽纵叨面 ,尔 花萼及花芽生长锥。×755-6,花芽纵切面 ,示套状花萼及花冠-雄蕊原基。×7’ ;

×62· 5 7· 花芽纵切面 ,示 雌蕊原基。×62· 5 8,花 芽横切面 ,示 花萼、花冠、雄蕊及雌蕊原基。×’2 9a-
9b,花芽纵切面 ,示 套状花萼的顶端开裂及 2个心皮原基。×20;× 44 10.幼花纵切面 ,示各花部及上位子

房、中轴胎座。×40 l1,幼花横切面 ,示各花部。×55

Fig. 1 ·
rhe vertica1-sectioil。 f te△ m.inal bud showing flow.er bud priilordiuil1. ×62.歹 ; F ig.

2·rhe vertica1-secti。 n° f flowei bud show· ing calyx priluordiuil1. ×【37; Fig.3 The crossˉ
section of iing calyx pri】 nordiuin. ×88; Fig. 4 The vertical-section of ilower bud showing
calyx and thc growth cone 。E flow· er bud. ,【 79; Fig.5-61· he vertica1-sectioil of flow· er bud
sho△`ing sleeveˉ shape calyx a11d cor()llaˉ stamen prinlordiuin beneath it. :κ

`5; 
×62.5; F ig. 7

T.he vertica1-section of flower bud showing pistil pri】 .o r diuil1. 
·
×62,5; Fig. s The cross-

section of flower bud showing thc prirFlordia of calyx, corolla, stanlen and pisti1. ><72; F.ig.
甄一9b ·rhe ve.ttd-section of flower bud sho、 ving thc splitting top of sleeve shape calyx and
tWo cafpel priit oidia. ×20; ×.44;Fig. lO The vertica1-scction of young flower showing e8ch
pach of thc tflower alx1 superior oVcry, axile placenta. ×40: F ig.11 The cross-sectio】 l of

voung￡ loWer showing each part oi thc flow.er. ×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