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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叶木通 ( A k e b i a t r if o li a t a K o id z

)

的 花 芽 研 究
’

李金光 李嘉瑞

(园艺系 )

摘 婆 以野生 三叶木通为试材
,

研究 了花芽结构
、

花芽着生部位和形态分化
。

结果表

明
:
三叶木通的花芽是混合芽

,

主要着生 于短缩枝的顶芽和攀援茎 2 至 10节的叶腋间
。

顶 花

芽形态分化较早
,

也 比较集中
,

腋花芽分化迟
,

分化期也长
。

用扫描电镜观察表明
,

三叶木

通花芽分化可分为未分化期
、

花蕾分化期
、

尹仁被分 化期
、

雄蕊分化期和雌蕊分化期等 5 个时

期
。

主厄词
:

木通科
,

花芽分化
,

野生果树
,

引种 /三叶木通

野生果树三叶木通 ( A k e b ` a t r ￡f
o l i a t a K o i d z ) 属木通科 ( L a r d `二 a b a l a c e a e )

、

木通属 ( A寿e b `。 ) 植物
。

主要分布于我国长江流域各省及河北
、

陕西
、

甘肃和山 西 等

省
〔 ’ 二。

民间也叫 ,’ / 又月札
” . “ 野木瓜

” ,

常作为药材
〔“ 一 “ 〕和水果利用

仁“ ’ ” 〕 ,

近 年 来

还把它作为
一

种藤木花卉装饰园林
。

据我们与蒋立科等测定
,

木通 含有多种营养成分
,

是值得开发的一种野生果树
。

但过去对木通的研究多偏重于分类和药理成分的分析
,

而

对其花芽分化了解甚少
,

本研究 目的在于通过花芽的研究为引种栽培提供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1 9 8 6

.

9 ~ 1 9 8 8
.

5 以陕西省柞水县城关纸房沟内自然生长的三叶木通为 试材
,

试验

地位于海拔 8 20 m 左右
,

气象观察点在海拔 8 1 8
.

2 m ,

与试验地距离 约 1 5 0 0 m
,

观察选

于坡度大体一致的东坡上
,

长势基本一致
。

花后开始
,

每周采集短缩枝顶芽和攀援茎 3 、 6 节腋芽
,

置于 F A A 固 定 液 中 固

定
,

在室 内剥去鳞片和叶原基
,

在解剖镜下观察形态变化
,

确定形态分化期
,

同时进行

石腊切片
,

以便制成永久性纵切片保存
。

另一部分用酒精冲洗
、

脱水
,

再用醋酸异戊醋

置换
,

经 H C P 一 2 型临界点干燥仪干燥 ( 4 5
“

C , 1 2 5 k g / c m Z ,

s m 如 ) 后
,

将作好的样
本置于载物台上

,

用 BI 一 5 型离子溅射仪喷金
,

最后在 日立一 4 50 型扫描 电镜下观察 并 照

相 〔 ? ’ 。

定位定时记载物候期和测量枝条及果实的生长量
。

结果分析与讨论

花芽的形态与类型

三叶木通的花芽是混合芽
,

花着生于当年生新梢或短缩枝的叶腋间
。

花芽 长 卵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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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通 ( 月 k e bl’ a
tr i f ol ` ,lt a k io d : ) 的花芽研究 4 9

形
,

平均长 4
.

6 m m ,

宽 3
.

2 m m
。

鳞片覆瓦状排列
,

一般为 1 4~ 15片
,

外层鳞片褐 色
,

角质化
; 由外向内逐渐增大

、

变薄变绿
; 内层鳞片为过渡性叶

,

绿色
,

脉纹清晰
,

一般

,土旧

为 5片
,

里面包被雏悄和花原 坡
。

花芽类型分为顶花芽 和腋花芽
,

顶花
、

芽着生于短缩枝 ( 长度 1 ~ 2 cl 。 ) 的 顶

端
。

攀援茎 ( 长度为 20 ~ 2 0 0 c ln ) 叶旅间

着生花芽或叶芽
, `

仑们 在停长后顶端多枯

死
。

攀援茎多数叶腋间有三个芽
,

中间为

主芽
,

较大
; 两侧为副芽

,

较小
;
攀援茎

上部的副芽多半只能看到一个
。

腋花芽一

般由 l ~ 25 节 的主芽形成
, 2 ~ 10 节花芽

形成率最高 ( 图 l )
。

顶花芽与腋花芽相

比
,

顶花芽所 占花芽总数的比率较高 ( 见

附表 )
,

座果 也较为可靠
。

必须指出
,

三

叶木通花芽形成容易
,

但在野生条件下落

花率极高
, 1 9 8 7 , 1 9 8 8年两年统计落花率

均在 9 4 % 以上
。

2
.

2 花芽形态分化动态

顶芽与腋芽的花芽分化动态并不一致
,

盼
、

褚妥林母

图 1 攀援茎 各节的花芽形成百分率

顶花芽分化较早
, 7 月初短缩枝停长一个月

梦\
、
场5

`é\卜

3 ~ 6 节的腋 花芽分化比顶花芽晚 2 5天
。

顶箱芽分化有两个高峰
,

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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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叶木通花芽分 化
一

与其他器官和气温 的关系

f
:

花 芽分 化百分率 ; d
:

果实直径 ; , :

析俏长度 ; t :
日均温

月初和 9 月初
,

腋花芽只

有一个分化高峰
。

但持续

时间较长
,

从 9 月初至 10

月初
。

花芽分化高峰在果

实 “ }三
一

民缓慢期 出现
。

从我

们的观察结呆得知
,

木通

花芽 形态分化的 日平均温

度为 ! 8 ~ 2 2
.

8
O

C但 1 0月下

旬当气温降至 1 8
O

C 以 下

时仍有少量分化
,

而第二

年春手花粉母细胞的形成

和珠心组织的分化气温只

有 5
.

5 ~ 了
.

3
O

C ( 图 2 )

/

仁少学者 认 为 内 源

竹;势平衡控 制 着 花 芽分

化 〔吕 ,

从我们的研究 可以

看出
,

三叶木通形态分化

较晚
,

分伦
`

持续时间较长
,

这可能 与它的器官生长节奏有关
。

虽然短枝停止生
一

长较早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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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援茎仍然迅速增长
,

枝条先端大量形成的 G A 和生长素不利于花芽分化
仁。

”
。 J 。

当攀

援茎缓慢生长时
,

短缩枝出现了形态分化小高峰
。

接着幼果进入速长阶段
。

果实是植物

营养最有利的受休
,

光合产物总是优先供应果实和种子的生长发育
,

果实生长显然推迟

了花芽分化高峰的到来
。

花芽不是叶芽的继续
,

叶芽也不 是潜在的花芽
,

而是同一可塑

性芽因不 同内在和外在条件作用的结果
「 ’ 。 」 。

g 月初果实和枝条都已停止生长
,

这时腋

花芽进入分化高峰
,

而巨峰值较宽
。

当然这只是一种推论
,

关于三叶木通花芽分化与激

素的关系尚须进一步研究
。

2
.

3 花芽分化过程及其标志

分化标志是研究花芽分化规律的主要内容之一
。

据我们研究
,

三叶木通花芽形态发

育过程可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

2
.

3
.

1 未分化期 这时生长点狭小
,

完全被极小的叶原基包被 ( 图 3 一 1 )
,

但石腊切

片可看到生长点
。

与其他果树一样
,

生长点由体积小
、

等径的原分生细胞组成
。

2
。

3
。

2 花蕾分化期 在外层叶原基基部内侧产生突起
,

呈扁圆 形
,

是 花 蕾 原 基 ( 图

3 一 2 )
。

此原基还可继续分化出 l ~ 2 个花蕾原基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上部叶原 基 内

侧有时也可看到花蕾原基的形成
。

2
.

3
.

3 花被分化期 花蕾原基顶部变平
,

四周产生突起
,

一般 为 3 个
,

少 数 4 个
,

形

成花曹原基
。

进而由于细胞的分裂增多花曹原墓与中心分生组织之间的裂痕加深
,

中央

分生组织继续增大
,

呈扁圆形
。

警片原基分化的同时
,

花蕾原基下部也产生突起
,

形成

苞叶原基
。

在个别花芽中
,

中央分生组织产生小突起
,

一般为 1 ~ 2 个
,

这可能是花瓣

原基
,

也可能是花尊原基
。

因为三叶木通为单被花
,

一般为 3 片
,

少数 4 片
,

个别花可

达 5 片 ( 图 3一 3 , 3一 4见图版 )
。

2
.

3
.

4 雄蕊分化期 花被与苞叶原基不断增大
,

分生组织边缘又产生 6 个突 起
,

并 逐

渐形成椭圆形
,

这就是雄蕊原基 ( 图 3一 5 )
。

2
.

3
.

5 雌蕊分化期 中心分生组织再次 出现 3 ~ 4 个突起
,

每个突起周缘分裂 较 快
,

并略向外侧弯曲
,

这就是雌蕊分化期 ( 图 3一 6 )
。

由于三叶木通为雌雄同株异花
,

雌花分化早
,

雄花分化迟
,

随着分生组织的不断分

化
,

当雄花分化出雄蕊原基 ( 花药 )
,

雌花分化出心皮结构之后
,

即进入休眠状态
。

就

分化过程看
,

雄花与雌花在分化初期并无什么不同
。

在整个花序原始休上
,

基部 1 ~ 2

朵花原始体的雌蕊原基数 目较多
,

一般为 3 ~ 5 枚
,

发育较快
,

最后成为雌花
。

在整个

花序上
,

愈接近顶端开始分化愈晚
,

发育也慢
,

多数发育为雄花
,

少量为不完全花
。

雌

花的明显特征是雌蕊原基明显高于雄蕊原从
,

雄花两者大体相似
,

在第二年花芽萌动开

放过程中
,

雌蕊退化为小突起
。

( 图 3一 7 , 3一 8 )
。

3 小 结

1 ) 三叶木通广泛分布于我国的长江流域和河北
、

山西
、

陕西等省
,

是值得开发

的野生果树之一
。

花芽主要着生在长度为 1 ~ 2 c m 短缩枝 的顶端和 20 ~ 20 0 o m 的 攀援

茎 2 ~ 10 节的叶腋 中
。

短缩枝的顶芽形成花芽的能力强
,

座果率也高
。

2 ) 三叶木通顶花芽的形态分化期在 7 月上旬
,

分化早而集中
;
而腋花 芽 分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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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屯叶木通 ( A 左e b 1a t r 1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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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
,

持续的时间也长
。

花芽分化期间的 日平均温度为 18 ~ 22
.

8
O

C
。

观察表 明
,

三 叶 木

通 的花芽分化可分为未分化
、

花蕾分化
、

花被分化
、

雄蕊分化和雌蕊分化五个时期
。

研究工作在孙云蔚教授指导下完成 , 特 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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