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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花花芽分化和花开放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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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桂花
637&%4*#3 ($&.$&%3

是中国最重要的观赏植物之一% 桂花的花芽分化和花开放对环境条件要求各不相同!

使得这
#

个生物过程相对独立% 综述了桂花花芽分化和花开放的相关研究进展! 并在此基础上! 结合笔者多年来

在相关方面的研究结果! 总结了不同类型& 性别品种的花芽分化和花开放的环境条件! 分析相关机制和原因! 以

期为桂花后期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秋桂花芽分化在夏季高温季节进行! 相对低温能显著促进分化! 四季桂秋季开

花的成花机制同于秋桂! 而其他季节开花则由不同机制控制' 花芽分化完成后花的开放需要感受足够的相对低温!

不同品种对气温的敏感性不同! 造成品种间花期不同% 表
#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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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花
937&%4*#3 ($&.$&%3

是中国十大传统名花之一" 是集绿化( 美化和香化为一体的园林树种" 在

中国有悠久的栽培历史" 深受人们喜爱) 目前" 桂花在中国秦岭*淮河流域以南地区广为栽培" 形成了

浙江杭州+ 江苏苏州( 湖北咸宁( 四川成都和广西桂林五大桂花产区" 并在全国
#"

个城市确定为市花,

收稿日期-

#&-6#&6#&6

. 修回日期-

#&-6#&"#&6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6(-

"

$-%&&65/

%.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I$-&&$$#

"

U7-"M-"&&&$

%. 浙江农林大学科研发展基金人才启动项目!

#&-%O_&(#

%

作者简介- 王英" 从事园林植物种质资源研究,

`#YD+?

-

/"%/$$%5(a[[.T*Y

, 通信作者- 赵宏波" 教授" 博士"

从事观赏植物遗传育种和植物繁殖生态研究,

`#YD+?

-

\ND*NAa\D>B.=)B.T3



第
!!

卷第
"

期

在不同地区! 桂花在当地气候" 地理等环境因子的塑造下! 加上人为的定向选育! 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品

种# 根据开花习性分为秋桂和四季桂
"

类! 秋桂类又可根据花色分为金桂$

#$%&$' ()*$+

! 黄色至金黄色

系!

,-.// 012

%! 银桂$

345$' ()*$+

! 黄白至黄色系!

,-.// 61"7

%和丹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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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橙色至

橙红色系!

,-.// "01"<

%品种群! 各品种群下品种众多! 品种间的观赏特性各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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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桂花花

芽分化和开花前的环境条件等问题已有较多报道( 万先云&

!

'

" 王彩云等&

>

'

" 杨秀莲等&

<

'

" 刘海龙等&

?

'

" 李

瑾等&

@

'

" 朱倩&

2

'

"

AB

等&

6

'等对不同品种桂花的花芽分化过程进行了研究! 基本明确了花芽分化和发育过

程( 桂花在花芽分化完成之后! 花的开放需要特殊的环境条件! 因此! 造成其花期在同一地区不同年份

波动较大! 难以预测( 关于花开放的环境条件有一定的报道! 通过对不同年份桂花花期记录和气象数据

综合分析! 初步得出相对低温是控制桂花展花的决定因子&

07=0!

'

( 为了更好地总结和归纳桂花花芽分化的

基本规律和花开放的基本条件! 为今后桂花的花期调控" 开花机制和种质创新奠定基础! 本文综述了与

开花密切相关的花芽分化和花开放方面的研究进展(

0

桂花花芽分化

植物开花的先决条件是花芽分化! 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生理生化和形态分化的过程&

0>

'

( 花芽分化是

指成花过程中的花原基的分化和花器官$萼片" 花瓣" 雄蕊" 雌蕊%的形成这
"

个形态分化时期( 花芽分

化的时期一般是根据各部分原基的出现来划分的! 其分化速率反映了植物本身的节律和特性&

0<

'

( 通过对

桂花花芽分化过程的研究! 明确其分化特点! 有助于有效控制开花期( 最早对桂花花芽分化进行报道的

是万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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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 不同研究者对不同品种群的不同品种的花芽分化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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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花不同品种花芽分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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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分化期

总时间 参考文献
苞片$总苞% 花序 小花 $顶花%花萼 $顶花%花瓣 雄蕊 雌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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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芽分化时期及其持续时间

有关桂花花芽分化时期的划分! 不同报道基本相同! 但花芽分化起始和持续的时间有所不同( 大部

分研究者认为桂花的花芽分化时期应分为
@

个时期即苞片$总苞%分化期" 花序分化期" 小花分化期" 顶

王 英等) 桂花花芽分化和花开放研究进展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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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花萼分化期! 花瓣分化期! 雄蕊分化期和雌蕊分化期"表
#

#

$

%'(

%

& 从分化进程来看' 具有慢(快(慢的

特点' 苞片分化时间最长' 花序! 小花! 花萼至花瓣分化较快' 而后期雄蕊和雌蕊"或退化雌蕊#的发育

较慢$

%) *$

%

&

不同品种花芽分化所需时间不同报道也有所不同& 万先云$

+

%对金桂一品种的花芽分化过程研究后认

为' 其分化始于
$

月下旬'

(

月初形成花序原基'

(

月中上旬形成花萼原基及花冠原基'

(

月中旬至
,

月初形成雌蕊原基'

(

月下旬至
,

月中旬形成心皮原基& 而 )厚瓣金桂* 从
%

月中旬开始至
,

月底完

成' 历时
%

个月$

%

%

+ )晚籽银桂* 的花芽分化从
$

月下旬开始苞片分化' 至
-

月初雌蕊形成历时近
+

个

月 $

.

%

& 李瑾等$

(

%认为桂花
%

月中旬开始进入分化初始期'

-

月下旬结束' 历时
$

个多月& 曹际云 $

#$

%对不

同品种群
$

个品种花芽分化研究后' 认为桂花于
.

月初开始进入苞片分化期'

-

月中旬结束' 历时约
.

个月&

/0

等$

-

%研究认为无论雄花还是两性花花芽分化从
$

月上中旬开始' 至
,

月底到
-

月初结束' 均

需要持续近
+

个月+ 且两性株花的发育总要滞后于雄株&

聚伞花序中不同小花分化进程不同' 侧花发育均明显滞后于顶花$

.'$) -

%

& 在同一个花序中' 顶花先分

化' 但分化时间较长' 侧花约晚
#

周分化' 但分化较快+ 叠生芽中位置较上者分化早' 需时长' 较下者

分化晚' 但需时短+ 因此' 最终到
-

月初同一花序内的不同发育进程基本一致' 不同位置的花朵几乎同

时开放$

%

%

&

尽管不同地区! 不同品种的花芽分化存在一定的差异' 但是比较不同品种的花芽分化特性与叶芽和

花芽的发育特性' 笔者认为苞片分化为花芽和叶芽所共有' 且苞片的出现远早于内部的阶段转变' 因此

此时期不宜作为桂花的花芽分化时期之一& 因此' 桂花的花芽分化应始于苞片内顶端分生组织细胞的浓

缩和分裂而伴随着的花序原基出现' 即在杭州地区大部分品种从
$

月上旬开始进入花芽分化' 至
,

月底

到
-

月初完成' 历时近
+

个月&

!"#

秋桂和四季桂花芽分化的异同

四季桂因其
# 1

能开多次花且花序具有总梗而区别于秋桂& 关于四季桂的花芽分化报道较少' 李瑾$

#(

%

和曹际云$

#$

%报道了四季桂秋季花的花芽分化过程' 而关于其他季节的花芽分化仅见于朱倩等$

,

%的相关报

道& 四季桂在不同的开花季节中' 秋季"与秋桂同期#的开花特性和其他季节的开花特性明显不同+ 秋季

的花芽分化和开花特性与秋桂基本一致 $

#$'#(

%

' 在叶腋处形成花芽' 从
$

月初进入花芽分化' 至
-

月完

成$

,

%

' 形成的花序亦无总梗+ 而其他季节的花芽分化和开花特性明显不同' 在枝顶或靠近枝顶的叶腋形

成花芽' 且花序具有总梗&

四季桂 )天香台阁* 除了秋季花期外' 还能在冬! 春和夏季多次开花' 夏季的花花径大' 花中藏

叶! 花中有花$

#,

%

& 其在秋季花期除了有与秋桂类相同的普通花芽外"为单芽单花序#' 还包含一类单芽多

花序的特殊花芽' 使得这一品种的开花量明显多于其他相关品种' 这
!

类花芽的分化过程与秋桂相近'

均是在春梢封梢后' 逐渐从营养生长转向生殖生长' 进入花芽分化' 在叶腋出形成花芽' 最终在
-

月下

旬完成花芽分化+ 而夏季形成开放的叶状花是在当年生春梢封梢后' 在其顶端快速抽生出的新枝条上形

成的' 花芽随着枝条的生长而迅速分化' 并逐渐开放' 整个过程不超过
#

个月& 由于新的枝条会不断的

形成' 所以叶状花会从
$

月陆续开放直至
,

月$

,

%

& 因此' 夏季形成的花芽及其开花过程与秋季明显不

同' 应是由不同的花芽分化机制分别控制&

!"$

不同品种的花芽分化

不同品种花芽分化在形态上差异不明显' 但在时间上变化很大' 因此才会出现桂花的早开花和晚开

花$

#$

%

& 不同品种的发育进程存在一定的差异, )早银桂* 品种约在
$

月底完成苞片分化' 接着进入花序

分化' 花序分化历时较短' 集中在
$

月底到
(

月初'

(

月上旬完成顶花花萼分化'

(

月中旬完成顶花花

瓣分化'

,

月初雄蕊开始分化'

,

月中旬雄蕊的花药形成'

,

月中下旬雌蕊开始发育+ )小叶苏桂* 的

花序分化相对较慢'

$

月底完成苞片分化' 而花序分化则在
(

月上旬后完成'

(

月中旬和下旬分别完成

顶花花萼和花瓣的分化'

,

月上旬至中旬侧花花萼及花瓣分化完成'

,

月中下旬顶花雄蕊原基首先发育'

顶花雄蕊发育期间各侧花并无明显变化' 其侧花的雄蕊发育明显滞后于顶花$

$

%

& 笔者经过多年的实际观

察' 认为不同品种花芽分化进程略有不同主要是由于品种自身营养积累状况和对温度的敏感性不同造

成' 但所有品种均能在
-

月中旬前完成花芽分化' 因此造成不同品种花期的早晚并不是由于花芽分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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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快慢! 而是不同品种对温度的敏感性不同造成"

!"#

不同性别的花芽分化

桂花具有特殊的性系统#$$雄全异株! 即雄性与两性异株%

#$

&

" 通过比较雄性和两性植株花芽分化

后! 发现雄蕊的发育在两性品种和雄性品种之间基本没有区别! 都能形成正常的花粉囊和成熟的花粉

粒! 但雌蕊的发育存在明显的差别"

可育的 '籽银桂( 心皮原基出现时就是
#

个突起! 而后继续发育成完整的雌蕊即正常的柱头) 花柱

和子房* 而不育的 '丹桂( 雌蕊心皮原基出现时是
"

个突起! 且是分离的! 而后继续发育也不愈合! 形

成
"

片叶状体! 没有柱头) 花柱和子房的存在%

%

&

" 能育的 '晚籽银桂( 雌蕊原基出现时是愈合在一起的

#

个突起! 而后继续发育成完整的雌蕊* 而 '多芽金桂( 的雌蕊原基是分离的
"

个突起! 继续发育成
"

片完全分离的叶状体! 开花后可见发育不全的柱头%

&

&

" 曹际云%

#'

&研究了四大品种群
'

个品种! 发现在雄

蕊的发育过程中!

'

个品种间没有区别! 雌蕊的发育存在明显的差异+ 可育的 '籽金桂( '籽银桂( 和

'四季桂( 心皮原基出现时就是一个突起! 而后继续发育成完整的雌蕊* 而不育的 '普通金桂( '早银

桂( 和 '硬叶丹桂( 雌蕊心皮原基出现时是
"

个突起! 是分离的! 而后继续发育也不愈合! 形成
"

片叶

状体! 没有柱头) 花柱和子房的存在"

()

等%

$

&通过比较不同性别品种的花芽分化后! 认为
"

种性别的

桂花最重要的差异在于心皮分化晚期! 分化前期无论两性还是雄性均从雄蕊内两侧逐渐形成
"

个分离的

心皮原基! 随着分化逐渐进行! 两性花的
"

个分离的心皮逐渐融合形成正常的雌蕊* 而雄性花的
"

个分

离的心皮不随发育的进行而融合! 最终只形成
"

个苞片状的组织以及
#

个空腔"

!"$

花芽分化与气温的关系

花芽分化与气温有密切关系" 有研究发现! 在蝴蝶兰花芽分化过程中进行低温诱导可以促进其体内

一系列的生理生化变化! 从而为花芽分化提供物质和能量%

"*

&

" 低温不仅能够诱导植物的成花转变! 促进

植物由营养生长转向生殖生长! 同时还会诱导花芽分化过程中一系列的生理生化过程! 促进植物的花芽

分化" 桂花在其当年生春稍封稍后随即进入花芽分化阶段! 随着逐渐分化于
$

月初基本完成! 在这一过

程中外界环境温度逐渐升高并较长一段时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刘海龙等%

'

&认为+ 高温对 '小叶苏桂(

的雌) 雄蕊分化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小叶苏桂( 的侧花雄蕊) 雌蕊的分化与发育可能在较低温时才启

动并快速完成* 而 '早银桂( 的侧花在较高的气温条件时就已经开始分化和发育" 我们研究发现! 相对

低温,低于当时的环境温度-能大大促进桂花 '堰虹桂( 和 '玉玲珑( 的花芽分化! 且这种促进作用会随

着花芽分化程度增加逐渐增强" 因此! 桂花花芽分化对环境温度并无特殊的要求! 但相对低温能显著促

进花芽分化进程"

"

桂花花开放及其所需的环境条件

%"!

花开放进程

桂花的花是其最重要的观赏器官! 桂花自然花期为
$!#*

月! 花期短! 一般为
&+, -

! 花朵寿命也

较短%

"#.""

&

* 单株的开花同步性强! 部分品种有分批开放的现象%

"!

&

* 不同品种却不尽相同! 花期常有早晚

之别* 四季桂更与秋桂不同! 有多季开花的特性! 然在同一批次开放的花朵中! 所有花的发育和开放进

程基本一致" 杨康民等%

"/

&将桂花整体开花过程分为以下
#*

个时期+ 花芽萌发期) 圆珠期) 顶壳期) 铃

梗期) 香眼期) 初花期) 盛花初期) 盛花期) 盛花末期和花谢期" 而单花开花至衰老大致分为
&

个时

期+

!

铃梗期+ 花未开放! 呈花蕾状态! 花白色或浅黄色*

"

初花期+ 花微开放! 花色变深! 有香味溢

出*

#

盛花期+ 花开放至最大! 花色最深! 呈金黄色! 花香最浓*

$

盛花末期+ 花瓣开始褪色! 出现褐

色斑点! 花药已经裂开! 香味逐渐消失! 花大量开始脱落*

%

萎蔫期+ 花瓣萎蔫焦枯! 花色完全变褐
%

""

&

" 笔者在前人的基础上! 根据多年的观察统计及相关时期划分难易程度以及持续时间! 认为将整体开

花进程分为以下
%

个时期较为合理! 即圆珠期) 顶壳期) 铃梗期) 香眼期) 初花期) 盛花期和衰老期*

而杨康明等%

"/

&提到的花芽萌发期) 盛花初期) 盛花末期! 由于与其他邻近时期难以界定! 故舍去" 相关

时期花芽发育过程的描述在杨康民等%

"/

&和李瑾%

#%

&的基础上! 作一定的调整* 但由于受温度的影响较为敏

感! 不同时期可能存在交叉或持续时间较短! 因而不同时期划定的临界值在不同条件下应根据实际情况

做适当调整"

!

圆珠期+ 芽体外侧的
"

片鳞芽开裂度加大! 芽体成球形或椭球形! 其数量占花芽总量

王 英等+ 桂花花芽分化和花开放研究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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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 圆珠期是桂花开花的明显先兆" 花前大概半个月时间!

!

顶壳期# 圆珠花芽继续生长增大"

两侧鳞片先后散落$ 逐渐可见每个小花表层包被的黄褐色膜质苞片" 但此时小花花梗未明显延长$ 当全

树
)&(

以上的花芽顶壳出现花蕾时称之为顶壳期! 花前约
#

周时间!

"

铃梗期# 聚伞花序开始分散延

伸" 小花花梗明显变长" 梗色由青变黄$ 膜质苞片大量散落到地面" 但小花顶端未见开口" 相关花芽的

比例达到
)&(

以上! 花前
)*' +

!

#

香眼期# 聚伞花序的每朵小花彼此开始分离" 花冠外形发育完全"

小花顶端开始出现开口" 但仍成包裹状态未完全张开" 相关状态花芽的比例达到
)&(

以上! 观察对象为

花芽内的顶花! 花前约
# +

!

$

初花期# 花约
#'(

开放%花张开程度超过一半&" 大部分处于半闭合状

态" 花色较淡" 香气浓郁! 观察对象为花芽内的顶花!

%

盛花期#

'&(

以上花完全开放!

&

衰老期# 花

全部开放" 花色转淡" 香味顿减" 大部分花的花药褐化' 萎蔫" 雄性品种花冠裂片和花梗开始脱落!

!"!

花开放的环境条件

曹际云(

#$

)认为不同品种的花芽分化进程在时间上的差异" 造成早开花和晚开花! 而实际上" 桂花花

开放是一个较为特殊的过程" 花芽分化和花开放相对独立" 花芽分化完成后花的开放需要特殊的环境条

件! 前人的相关研究表明" 气温' 相对湿度' 日照等环境因子对桂花的花期有明显影响%表
!

&

(

#&,-!

)

$ 在

这些气象条件中" 气温是影响桂花开花的主导因子" 水分对桂花开花也极为重要(

-!

)

! 杨康民等(

!%

)早在

-./$

年就提出桂花花期及其历时长短" 均与花前的气象条件特别是温湿度密切相关! 姜纪红等(

#&

)认为

桂花开花与气温最为相关" 气温指标主要是平均气温和最低气温! 李军等(

##

)认为桂花开花与温度和湿度

最为相关" 气温指标主要是最低气温和平均气温" 湿度指标主要是相对湿度" 初花期需要一定的低温积

累! 郝日明等(

#!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研究了影响南京地区桂花秋季开花的主要气候因子" 认为桂花开花期

与开花前周平均最低气温有较大关系" 开花前
%

周的周平均最低温度持续走低有利于开花" 尤其是开花

前
#

周的周平均最低气温持续在
#/0& !

以下时" 桂花进入盛花期" 剧烈的气温波动不利于开花$ 同时"

开花前适宜的降水增加了空气相对湿度" 能促进开花" 降水量过大则延迟开花! 吴炫柯等(

-)

)利用柳州市

近
-& 1

%

-..'"!&&'

年&的
.

月上' 中' 下旬的平均气温' 降水量' 降雨日数' 平均最低气温' 平均相对

湿度以及桂花盛花期的物候资料" 采用逐步回归法分析各气象因子对桂花花期的影响" 认为影响桂花盛

花期的主要气象因子是
.

月中旬平均气温'

.

月中旬平均最低气温和
.

月上旬平均最低气温! 张凌云

等(

!'

)通过分析
-..2"!&&2

年广西融安县的气象数据和桂花物候期观测资料" 认为桂花小花花蕾出现期与

."#&

月冷空气活动密切相关"

!!0& !

是花蕾出现的界限温度! 王玉勤等(

!$

)

' 董立格等 (

!2

)则认为启动低

温及启动低温之后的温度是影响桂花开花的
!

个最主要因素" 开花前
'*2 +

的最低气温为开花的启动

低温!

总之" 桂花开花前的气象条件特别是气温和相对湿度对桂花的开花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掌握好气

象条件能够帮助我们对桂花的花期做出及时又准确的预测!

!"#

不同品种花开放对气温的敏感性

花芽分化完成后" 且发育到某种程度之后" 日最低气温降至启动低温是进入花期的关键" 表现为圆

珠期花芽迅速膨大" 进入顶壳期$ 顶壳期之后" 对低温要求不严格(

!2

)

! 不同品种桂花花芽分化以及花发

育的起止时间不同" 对气温的敏感度不同即启动低温不同" 因此其花期出现时间不同(

!2

)

! 而四季桂秋季

的花芽分化完成后" 与秋桂一样也需要获得足够的冷量之后才能开放" 而其他季节的花芽随着生长即能

开放" 因此" 决定开花的因子主要是花前的营养积累!

姜纪红等(

#&

)发现杭州地区早秋桂类品种与晚秋桂类品种开花的气象指标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其中前

者的指标为开花前
#& +

平均气温低于
!$0& !

" 且最低气温小于
!%0& !

" 后者为开花前
#& +

的平均气温

低于
!)0& !

" 且最低气温小于
!&0& !

! 王玉勤等(

!$

)认为上海地区 *早银桂+ 开花启动低温一般在
#.0&*

!#0& !

" *晚银桂+ 通常在
#20&*#.0& !

! 在苏州地区" *晚银桂+ 和 *早银桂+ 初花期存在显著的相

关" 平均初花期 *晚银桂+ 比 *早银桂+ 迟
#' +

$ *早银桂+ 初花的气候指标为日最低气温
#& +

滑动

平均稳定
!)0& !

" 同时日最低气温＜!!0& !

" 满足这指标之后
)*#! +

早银桂初花" 或当日最低气温
#&

+

滑动平均稳定在
!)0&*!'0' !

" 同时日平均相对湿度
//(

连续在
) +

%包括
) +

&以上" 在这日期之后的

#! +

内早银桂初花$ *晚银桂+ 初花的气候指标为当日最低气温
. +

滑动平均稳定
!&0& !

" 同时日最低

气温＜#.0' !

" 满足这指标后
%*#! +

*晚银桂+ 初花" 或当日最低气温
. +

滑动平均稳定在
!&0&*!#0'

)%%



第
!!

卷第
"

期

!

! 同时日平均相对湿度
##$

连续在
! %

"包括
! %

#以上! 在这日期之后的
& %

内晚银桂初花$

'(

%

& 董立格

等$

")

%发现 '早银桂( 由圆珠期进入顶壳期前
(*" %

启动低温
!"+,+ !

! )早籽银桂(* )雄黄桂( 启动

低温
!"-.( !

! )晚银桂( )金球桂( )金狮桂( 启动低温
!"-.( !

&

综上所述! 秋桂类品种和四季桂类品种秋季在花芽分化完成后花的开放需要特殊的环境条件! 其中

花前一段时间的相对低温是必要因子! 同时这一低温需要维持一段时间才能发挥作用! 这一现象我们已

经在一些品种上利用人工处理加以验证& 这一时期的相对湿度是否是必要条件则需要进一步研究加以证

实& 同时! 不同品种由于对温度的敏感程度不同! 对相对低温的临界温度及其持续时间亦有所不同&

表
!

不同地区桂花花期与温! 湿度的关系

/0123 " 432056789:6; 7< <27=3>68? 56@3 7< !"#$%&'(" )*$+*$%" =65: 53@;3>05A>3 08% :A@6%65B 68 %6<<3>385 ?37?>0;:6C >3?6789

地区 观测年份 品种 气象条件 历时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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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州
(EE(""---

早秋桂 平均气温
"&.- !

! 最低气温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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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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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秋桂 平均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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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气温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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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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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花 平均最低气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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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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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银桂 花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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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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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银桂 花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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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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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最低气温＜(E.F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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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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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前
E

天平均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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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平均相对湿度
##G

以上持续
! %

以上
&

广西融安
(EE)""--) H

初次寒露风! 界限气温
"".- !

! 降水
"*#

$

"F

%

上海
"--+""--E

早银桂 启动低温及之后气温
(E.-*"(.- !

$

"&

%

上海
"--+""--E

晚银桂 启动低温及之后气温
().-*(E.- !

$

"&

%

四川温江
(E)-""--E

早桂 平均气温＜").- !

! 且最低气温＜"+.- !

! 累计降水量
!&+.) @@

! 雨日＞& % (-

$

"#

%

四川温江
(E)-""--E

晚桂 平均气温＜"!.- !

! 且最低气温＜"-.- !

! 累计降水量
!+(.& @@

! 雨日＞F % (-

$

"#

%

!

结论

桂花的花芽分化基本过程可以分为花序分化期* 小花分化期* 花萼分化期* 花瓣分化期* 雄蕊分化

期和雌蕊+退化雌蕊#分化期等
&

个时期& 四季桂具有多次开花的现象! 秋季+与秋桂同期#的花芽分化和

开花特性与其他季节的开花特性明显不同! 秋季的花芽分化和开花特性与秋桂基本一致& 在杭州地区!

大部分秋桂品种从
&

月上旬开始进入花芽分化! 至
#

月底到
E

月初完成! 历时近
!

个月& 不同品种花芽

分化进程略有不同主要是由于品种自身营养积累状况和对气温的敏感性不同造成, 花芽分化对气温* 相

对湿度等环境条件没有特殊要求! 但相对低温能显著促进花芽分化& 不同性别的品种花芽分化存在一定

的差异! 主要表现在雌蕊+退化雌蕊#的分化和发育上- 无论是雄性品种还是两性品种! 分化前期即从花

序分化期到雄蕊分化期均表现为两性状态! 且之间无显著差异! 雌蕊分化期才表现出显著的不同&

桂花完成花芽分化后! 花的开放需要有合适的温度条件& 其中! 相对低温及其持续的时间是花开放

的必要条件! 相对湿度对花的开放也有一定的影响& 不同品种对气温的敏感性不同造成花期的早晚& 花

芽在感受足够的相对低温后逐渐开放! 整体开花进程可分为圆珠期* 顶壳期* 铃梗期* 香眼期* 初花

期* 盛花期和衰老期等
)

个时期&

植物的成花转变和花开放及其调控机制一直以来都是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EI!(

%

& 桂花的花芽分化和花

开放既有其物种自身的特殊性! 也有常绿木本植物的普遍性, 同时! 其种下变异丰富! 拥有不同类型的

品种! 也即拥有不同的花芽分化和花开放机制& 因此! 深入研究不同类型品种的花芽分化和花开放及其

调控机制以及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不仅有助于了解该物种的一些重要生物学现象以及后期的应用! 也将

对热带起源温度分布种开花的适应性进化提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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