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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叶木通的花序分为完全花序
、

雄花序和单生雌花三类
,

其中完全花序占84 %
.

花期持续 45 天左右
,

其物候可划分为 显序
、

离蕾
、

花药转黄
、

花药转红
、

雌蕊成熟
、

散 粉
、

花药枯萎和落花 8个时期
。

雌花脱落高峰在 5 月上
、

中旬出现
。

每个药室含有 1 2 0 0。花粉粒
,

花粉在 田间条件下寿命较短
,

它们适宜的发芽温度为 16 ~ 25 ℃
.

花粉形 状为椭 园形
,

纵径 与

横径的平均长度为 24
.

5协m 又 12
.

3件m ,

具有 3 条芽沟
。

关健词
:
三叶木通二A k e b i a t r i f o l i a t a K o i d z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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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粉
,

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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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4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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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三叶木通 ( A k e b萦a t r f f
o l f a t a K o id z ) 主要分布于长江流域 各省

,

河 北
、

陕

西
、

甘肃和山西也有分布
,

民间也叫 ,’ / 又月札 ” , “
野木瓜

”
等

,

主要作为药材和水果

利用
〔 ” 2 ’ ,

也可作为绿篱装饰园林
〔 “ ’ 。

据我们与藤田路一等测定
,

木通含有多种营养

成分
,

值得进一步开发利用
〔 ` ’ 。

过去对木通的研究多注重分类和药理方面
,

对栽培 生

物学了解甚少
,

本研究 目的在于通过花器和开花习性的观察研究
,

为引种栽 培 提 供 依

据
。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于 1 9 86 一 1 9 8 8年在陕西省柞水县纸房构进行
,

以 自然生长的野生三叶木通为试

材
。

试验点位于秦岭山脉南麓
,

乾佑河上游
,

海拔约 8 20 m
,

东向坡
,

坡度 15
。

左右
,

选

择植株大小和生长势大体一致的植株
,

定时
、

定点观察物侯变化和测定各器 官 的 生 长

量
。

引用气象赞料徐田间观察外主要来自县气象站
,

该站 海拔 81 8
.

2 m
,

距 试 验 点 约

1
.

2k 斑
.

花器官的显微观察采用 常规石腊切片和电镜扫描两种方法
,

切片在普通光学显微镜

下观察和照相
,

花粉粒用 BI
一 5 型离子溅射仪喷金

,

在 日立
一
45 0扫描 电 镜卞观 察 与 照

相
〔 6 〕 。

用培养法和染色法测定花粉生活力
,

室内自然开裂后的花药用 15 % 的蔗糖 稀 释

摇匀
,

在血球计数板上统计花粉粒数
,

计算每个花粉囊中的花粉数
。

结果与讨论

花的形态与类型

文稿收到日期
: 1 9 9 0

一
1 2

一 1 5
.

1 ) 国家 自然科 学基金 资助项 目 ; 2 ) 现在北京农学院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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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叶不通为总状花序
,

雌雄同株异花
,

很据雌雄花着半数量与位置可将花分为七类
(图 l )

。

雄 花 雄 花 剖面
子 房

雌 花

图 1 三叶木通 的完全花序与花的构造

1) 完全花序类
: 包括基部着生一朵雌花

、

二朵雌花和雌
、

雄各一朵 3种
。

2 )雄花序类
: 包括基部无花

、

基部一朵雄花和基部两朵萃花 3种
。

3 ) 单生雌花
: 只有一朵雌花

,

无花序
。

据作者调查
,

各类花序所占比例差异很大
,

其中完全花序巾基部着生 l ~ 2朵雌花的

比例最本
,

达 82
.

2 %
,

其它类型都比较少 (表 1 o) 这种现象可能因环境和内在条件的变

化而改变
,

在栽培条件下能否因技术措施而改变值得进一步研究
〔”

。

裹 1 三叶木通不同种类的花序比例统计

完全花 序 雄花序

二朵雌花
雌

、

雄 各
一朵花 下部无花 一朵雄花 二朵 婚花

单生花调查总数项目

祠查数 3 3 7 4

百分率 1 0 0 1 。
2

1 1容

3 5
。

0

一朵雌 花

1 5 9

4 7
。
2

4 2 3 5

1 2
。
5 0

。
9 1

。
5

三叶木通花器各部分离生
,

单被
。

雌花发育正常
,

子房上位
,

幻 ~ 5个离 生 的单 心

皮
,

退化 的雄蕊极小
,

位于子房基部
,

花成熟开放后枯死
。

雄花的雄蕊发育正常
,

呈一

轮排列在花盘上
,

退化的雌蕊位于花盘中央
,

小而细长
。

2
.

2 花期的物候变化

三叶木通花期长
,

花期在 3 月巾旬至 5 月上旬
,

历时一个 半 月
,

花 期平均气温 为

1 1
.

7℃
.

根 据 花序及花 的形态变化我们将花期物侯划分为 8 个时期 (表 2 )
。

在整 个 花

序发育过程中花序不断伸长
,

雌花花被由淡变深
,

授粉后花被并不脱落
,

花被与花多半同

时脱落
,
这一 点与蔷薇科果树完个不同

,

雌花的脱落高峰出在右
二 5 月中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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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叶木通的新梢有两类
,

即攀援枝与短缩枝
,

前者平均
一

长度 为 92
.

5 c m
,

后者只有

1 ~ cZ m
。

攀援枝是营养枝
,

短缩枝为结果枝或中间枝
。

三叶木通 的花期与新梢的生 长

同时进行
,

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重叠进行
,

沂以落花落果率很高 ( 图 2 )

表 2 三叶木通的花期物候与气沮的关系

日 期 平均气温 积 温 ( ℃ )

期 名 主要标 志
( 月

·
日 ) ( ℃ ) 初期

3 0
。 3

末期

]O叨连UQ

显序期

离 曹期

药 黄期

药红期

雌 熟期

散粉期

药枯期

落花期

3
。

15 ~ 3
。

2 5

3 。
2 5 ~ 3

。

3 0

4 ,

5 ee 4
。
1 4

4
。
14 ~ 4

。 1 8

4 。
1 6 ~ 4

。

2 2

4
。

2 0 ~ 4
。

2 7

吐
。

2 3 or 5
。 2

4
。

2 6 ~ 5
。
奎4

8
。

3

7
。

3

1 1 。
7

13
。 3

1 5
。
9

1
。

4 9

l
。

4 8

1
。

4 3

1

;::
5 8

。

1

80
。

5

1 6 6
。 4

2 1 0
。

5

2 3 7
。

3

艺9 8
。

1

3 4 6
。

6

4 6 3
。
0

芽顶见到花蕾

花梗伸长
,

花 蓄分开

花药由绿变成 绿黄色

花药变成紫红色

雌花柱头产生粘稠分泌物

花药纵裂
,

散出黄粉状花粉

花药失 水枯萎

雄 花与雌花脱 落

..

…
舟On只éld几白.bQ一9ó户on。1几,孟q山n乙八̀

攀援茎加长生长呈 S 型曲

线
,

从萌芽开始生长速度逐渐

加快
,

至 4 月下旬渐趋缓慢
,

拐点在 4 月 22 日前后出现
,

速

长期占全年生长 量 的72 %
.

攀

援茎的速长期与花 的发育期同

时在 4 月发生
,

而这时主要碳

素营养来源于贮藏养分
,

在这

种情况下就会出现所谓的
“
养

分需求亏缺临界期
” 引起落花

落果
。

因此
,

从栽培角度考虑
,

增加 秋 冬 贮备
、

合 理 控 制

花量 是 关 键 农业 措 施 之
_ _

、

【只〕

(功叭)并咪煞程效却(
尸口。)划华娜烈淤

勺 萌发后的天 数 (由

2
.

3 雌花与雄花的解剖 学 结 图 2 攀峨
`

枝的生长与花期的关系

构及花粉生活力 .1 显序期 , .2 离蕾期 , .3 药黄期 , ` 药红期 , .5 雌蕊成熟 ;

正常发育的雄蕊在离蕾期 .6 散粉期 ,
.7 花药枯知 .8 落花期 , .9 子房膨大 ,

10
.

落果 期

出现袍原细胞
; 药黄期形成花粉母细胞

,

随之出现四分体
; 药红期花粉粒形成

,

绒毡层与

中层解体
; 散粉期花粉成熟

,

绒毡层与中层完全消失
,

壁细胞完全变成纤维层
,

花药开

裂 ( 图版 1一 1一 1一 3 )
。

正常发育的雌蕊柱头细胞纵向伸长
,

排列成紧密 棒状
。

在雌蕊 发育 初期子房内壁的

2层 细胞 产生突起形成胚珠原始体
,

初生胚珠直立
,

胚珠间的子房内壁细胞伸长成毛囊
,

状
,

排列疏松
。

随着胚珠
.

为生
一

长
,

珠柄伸长
,

到胚囊 8核期胚珠已转为倒生
。

珠被具有 2 层

(图版 2一 1一 2一 3 )
。

退化雌蕊未分化土柱头
,

一

也没有上述的变化
,

败育是由于心皮不发育所致
。

退化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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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蕊虽可以产生抱原细胞
,

但不能进一步发育
,

败育是花药不发育所致
。

三叶木通 的花粉淡黄色
,

干燥
,

无粘性
。

每个花粉囊中大约具有花粉 12 、 1 0 3
粒

。

花粉粒椭园形
,

具有了条萌发沟
,

沟内有许多不规则突起
,

萌芽孔位于沟中
。

花粉粒外

壁布满不规则 的孔状花纹
。

花粉粒长 2 4
.

5。。m
,

宽 1 2
.

25 om (图版 3一 1一 3一 3 )
。

在与花期温度相同的条件下
,

用蔗糖培养法测定生活力时
,

一般从播种至萌芽至少

需 2 天时间
。

花药开裂后采集的花粉
,

在室温条件下贮存 两 天 多 花粉活力就 下 降 到

1 1
.

6%以下 (表 3 )
,

所以
,

三叶木通花粉不能在自然条件下贮存
。

人工授粉
,

最 好 当

天采粉当天授粉
。

裹 3 不同贮期花粉生活力

贮期 ( h ) 花期总数 其生活力花粉枚

4 ~ 6

5 2 ~ 5 6 : ;:;
8 7 7

1 4 2

生活力 ( % )

7 8
。
73

1 1
。
5 5

从作者的观察研究结果来看
,

三叶木通花 色鲜艳
,

表现出虫媒花特征 ; 但花无香味
,

花粉量大
,

干燥
,

粉状
,

无粘性
,

又反映出风媒花的特征
,

花序长
,

雄花位于 花 序 上

部
,

微风吹拂摇动而使花粉传播
。

雌雄异花
,

雄花中雌蕊退化
,

雌花的柱头环状
,

在性

成熟时出现粘性很强的分泌物
,

有利于接纳花粉
。

三叶木通花粉粒很小
,

椭圆形
,

表面光

滑
,

易于随风飘落是风媒花特征
,

雌蕊构造和雌花艳丽的色泽却是虫媒花 的象征
,

这反

映了三叶木通从风媒向虫媒的进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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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三叶木通的花器解剖结构

l一 1 抱原 细胞出现 ;1一 2花粉 母细胞形成 , 1一 3 花粉粒形成 , 2一1 胚珠原始体形成 , 2一2 初生胚 珠 ,

2一 3倒生胚珠 ; 3一 1 花 份位 , 3一 2 花粉粒的极面 , 3一 3 花粉粒上的萌发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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