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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光学显微镜和扫描电镜观察 , 描述了 9 种木兰科植物 (华木莲 Sinomanglietia

glauca , 巴东木莲 Manglietia patungensis , 白玉兰 Magnolia denudata , 望春玉兰 Magnolia

biondii , 天目木兰 Magnolia amoena , 美毛含笑 Michelia caloptila , 乐昌含笑 Michelia chapensis ,

深山含笑 Michelia maudiae , 宝华玉兰 Magnolia zenii)的花粉形态特征。观察结果表明 , 9种

木兰科植物花粉的形状 、 萌发孔类型基本一致 , 但大小及外壁纹饰存在差异 , 甚至同种植物

的不同居群亦如此。因此 , 木兰科植物的花粉形态特征有一定程度的分类学价值 , 但引用时

须慎重 , 并与其他资料相结合 。图 1表 1参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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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科 Magnoliaceae是研究被子植物起源与早期演化的关键类群之一 , 众多学者采用各种手段对

木兰科植物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因花粉形态特征可为植物分类 、 系统发育和进化提供依据 , 且在目

以上的分类单位中 , 花粉形态特点的相似性和植物分类系统是非常一致的 , 对科 、 属 、 种甚至种下等

级的分类常可提供有价值的资料 , 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1 ～ 7] 。在此 , 作者对9种木兰科的花粉特征作

一观察 , 为木兰科植物的研究提供孢粉学新资料 。

1　材料与方法

观察的花粉取自江西农业大学标本室 (JXAU)所藏标本 (表 1)。

光镜花粉样品的制备:采用醋酸酐分解法[ 8] , 制成临时片后 , 用图像转换接头转入微机中排版 、

打印 。

扫描电镜花粉样品的制备:将干燥花粉均匀撒于贴有双面胶的样品台上 , 放入离子溅射仪中 , 在

真空状态下 , 喷金镀膜 4 min , 置于日立 S-570扫描电镜下观察照相。

2　结果分析

2.1　光学显微镜观察

光学显微镜观察结果如下:华木莲的花粉左右对称 , 异极 , 极面观为椭圆形 , 侧面观为舟形 , 具

远极单沟 , 沟直达端部 , 闭合 , 极轴约 29.5μm , 最长赤道轴约 64.7 μm , 表面平滑;白玉兰的花粉

左右对称 , 异极 , 极面观为椭圆形 , 侧面观为舟形 , 具远极单沟 , 沟直达端部 , 闭合 , 极轴约 24.5



μm , 最长赤道轴约 55.9 μm , 表面平滑 。

2.2　扫描电镜观察

在扫描电镜下可见 , 所观察的花粉具远极单沟 , 左右对称 , 异极 , 极面观为椭圆形或长椭圆形 ,

侧面观为舟形 , 两端较尖;沟长 , 直达两端 , 闭合;表面纹饰以穴状和蠕虫状为主 , 近极面 、远极面

和侧面的纹饰一致或存在差异 (表 1 , 图 1-1 ～ 12)。

表 1　19种木兰科植物的花粉形态特征
Table 1　The pollen morphology of 9 species f rom Magnoliaceae

种名 极轴/μm 赤道轴/μm 表面纹饰 (×2 000) 表面纹饰 (×103) 凭证标本

华木莲

Sinomanglietia glauca
约　24.1 约 60.2

1 700倍下可见近极面有

侧面和远极面则较平滑

具较细的拟网状纹饰 , 杂以稀疏穴

纹 , 以近极面为明显

俞志雄

99002

巴东木莲

Manglietia patungensis
约 31.0 约 6.7

1 700倍下隐约可见蠕虫

状纹饰

远极面可见小穴 , 至侧面可见少许蠕

虫状纹饰 , 中间杂以小穴 , 近极面蠕

虫状纹饰明显 , 中间亦杂有小穴

林新春

9813

白玉兰Ⅰ

Magnolia denudata
约 21.3 约 42.2～ 55.7

具明显的穴状 , 并杂以

稀疏的蠕虫状纹饰
具密而深的蠕虫状纹饰 , 并杂有小穴

俞志雄

970301

白玉兰Ⅱ

Magnolia denudata
约 22.0 约 55.3～ 62.0

较平滑 , 隐约可见蠕虫

状纹饰
具疏而浅的蠕虫状纹饰

林新春

9806

望春玉兰

Magnolia biondii
约 18.2 约 44.6 表面很平滑

远极面和侧面具稀疏的穴 , 近极面较

密

林新春

9801

宝华玉兰

Magnolia zenii
约 30.5～ 35.4 表面较平滑 可见模糊的拟网状纹饰

林新春

9803

天目木兰

Magnolia amoena
具明显的穴

林新春

9804

美毛含笑

Michelia caloptila
约 20.5 约 50.1～ 54.3 具密而明显的穴

具清楚 、 明显的穴或为网状纹饰 , 网

眼呈穴状 , 穴较大

林新春

9902

乐昌含笑Ⅰ

Michelia chapensis
约 17.4 约 35.5～ 39.5 表面平滑 表面平滑 , 具稀疏 、 不太明显的小穴

林新春

9906

乐昌含笑Ⅱ

Michelia chapensis
约 15.0 约 44.2 具明显的穴 具多而密的明显小穴

林新春

9811

深山含笑

Michelia maudiae
约 19.1 约 48.6～ 50.4 较平滑

蠕虫状纹饰明显 , 网眼呈穴状 , 近极

面纹饰较深 , 穴较密

林新春

9905

3　讨论

在光学显微镜下可以观察到花粉的大小 、形状 、 萌发孔类型等 , 但外壁纹饰难以区分;在扫描电

镜下可见清楚的纹饰 。从图 1可知 , 木兰科植物花粉的形状和萌发孔类型基本一致 , 但大小及外壁纹

饰存在差异 , 甚至同种植物的不同居群亦如此 , 如乐昌含笑具有叶为倒卵形 (居群 Ⅰ)和椭圆形 (居

群Ⅱ)的不同居群。前者的花粉外壁在 2 000倍 (SEM)下平滑 , 在 10 000倍下仍较平滑 , 可见稀疏

的不太明显的小穴 , 而后者的花粉外壁在 2 000倍 (SEM)下可见明显的穴 , 在 10 000倍可见多而密

的小穴 (图 1-9 ～ 11), 由此可知本种正处于分化之中。白玉兰的不同居群也存在类似情况 (图 1-3 ～

4)。外壁纹饰可作为木兰科植物区分种或种下等级的依据 , 但很难用于上述4属的划分。

值得一提的是 , 有一些种类 (白玉兰 、 望春玉兰和宝华玉兰)的花粉的观察结果与前人的报

道[ 4 ,5]不太一致 , 其大小和外壁纹饰均有差异 , 可能与实验材料产地的不同有关 。

综上所述 , 木兰科植物的花粉形态资料有一定的分类学价值 , 但引用时须慎重 , 且应与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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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扫描电镜下的花粉形态特征
Figure 1　The pol len morphology under SEM

1.华木莲 Sinomanglietia glauca (×10 000), 2.巴东木莲 Manglietia patungensis (×10 000), 3.白玉兰 Magnolia denudata

(Ⅰ)(×10 000), 4.白玉兰 Magnolia denudata (Ⅱ)(×10 000), 5.望春玉兰 Magnolia biondii (×10 000), 6.天目木兰

Magnolia amoena (×10 000), 7.美毛含笑 Michelia calopti la (×10 000), 8.美毛含笑 Michelia caloptila (×10 000), 9.乐

昌含笑 Michelia chapensis (Ⅰ) (×10 000), 10.乐昌含笑 Michelia chapensis (Ⅰ) (×10 000), 11.乐昌含笑 Michelia

chapensis (Ⅱ)(×10 000), 12.深山含笑 Michelia maudiae (×1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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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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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len morphology of 9 species from Magnoli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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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ollenmorphology characteristics of 9 species of Magnoliaceae (Sinomanglietia glauca , Manlietia

patungensis , Magnolia denudata , Magnolia biondii , Magnolia amoena , Michelia caloptila , Michelia

chapensis , Michelia maudiae , Magnolia zenii)were observed by both optical microscope and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shape and germination aperture of 9 speices are similar , but their

size and exine sculpture are different , and so are the different population of one species.Therefore , pollen

morphology can be applied for taxonomy of Magnoliaceae to some extent , and it is important to adopt these evidence

carefully combined with other evidence.[ Ch , 1 fig.1 tab.8 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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