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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木种子吸涨期间亚细胞结构的发育
‘

曾广文 傅远志 符梅忠

(浙江农业大学 ) (浙 江省林业科学研究所 )

摘要 本研 究班较 了衫木具不 同活 力的 自由授粉种子 (高活 力 的掖 2 4 4 ; 低活力

的沌 5 )在 3 d 吸 涨期 间
,

种子胚细胞亚结构的发育
。

结果表明高活 力的沁 2 44 种子

在吸涨第一天可 以看到 发育的线拉体
。

第二天 以后线粗体数量明显增加
,

多位于细

胞核周 围
。

内质网在吸涨第三 天也明显增加
,

发育良好
。

脂质体和糊粉粒却在吸涨

第三 天消失了
,
出现 了大童大 小不等的淀粉粒

。

而低活 力的池 5 种子胚细胞亚结构

的发育
,

相 比之下要迟缓得 多
,

直到吸涨的第三 天
,

细胞仍被 大量的脂质体和糊粉

杜所占据
,

难以 见到线拉体
、

内质网
,

也看不到有淀粉拉的形成
。

关越词 衫木
, 种子活 力 , 细胞亚结 构

杉木 (C u n n in g ha m ia la o c e o la t a ) 系我国南方主要的用材树种
。

由于生长期长
,

加上缺乏

早期预测手段致使劣势家系种子用于育苗
、

造林直接影响木材产量
。

如能在种子萌发及幼苗

阶段通过生理生化或细胞学的方法进行早期鉴定
,

选取生长势旺且速生的优良家系用于繁殖
、

造林将会大大提高杉木生产量
。

关于早期鉴定的研究
,

在大田作物方面进行得比较广泛
、

深入
。

尤其在杂种优势预测指标

方面有
:
胚的大小

,

种子 比重
,

种子大小
,

种子发芽率
,

发芽势
,

幼苗生长速率
,

双亲提取液的

互补
,

叶绿体互补
,

线粒体互补等等
。

在木本植物方面
,

比较后进一些
。

但近些年来亦 日见活

跃
。

叶培忠证明杉木苗期生长优势直到造林后第十六年仍然保持着
。

苗期的生长优势是与种

子萌发势
、

种子活力 (种子在土壤中产生幼苗的能 力 以及种子适应环境范围的水平
,

常用活

力指数来表示 )和种子吸水萌发过程中亚细胞结构的发育紧密相联系的
。

种子活力与种子吸水

萌发期间亚细胞结构发育关系的研究多见于大田作物
,

如 花 生 (Mar c u s & Fee le y
, 1 9 6 4

、

一9 6 6 )
、

利马豆(K le in & B e n
一

Sh a u l
, 1 9 6 6 )

、

棉花 (B e rja k & v illie rs
, 1 9 7 0 )

、

大豆 (V a n

D e r E b & N ie u w d o r p , 1 9 6 7 )
、

蓖 麻 (B re id e n ba eh e t a l
, 1 9 6 5 )

。

活 力高的种子在吸水萌

发过程中
,

细胞亚结构发育较早
,

速度较快
,

尤其 是线粒体与内质网系统
。

而在林木种 子 方

面几乎不太看到这方面的研究报道
。

本文以杉木种子 为材料
,

比较了高活 力(活 力 指 数 为

39 9
.

3) 与低活 力(活 力指数为2 08
.

89 )的自由授粉种 子 在萌发前吸涨期间种胚亚细胞结 构 发

育的差异
,

试图找出种子活力的细胞学基础 及种子活力鉴测的细胞学指标
。

本文 于1 9 8 8 年 1 月 1 5 日收到
。

·

该课魔系
,

1
,

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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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料 与 方 法

试验材料 系浙江省余杭县长乐林场初级种子园 19 8 6年采集的自由授粉种子
,

代 号 2 4 刁

(高活力
,

据测得活力指数 V l = 3 9 9
.

3 0 )
,

代号 5 (低活力
,

V l = 2 0 5
.

5 9 )
。

样品处理 选取完整种子
,

于水中分别吸涨 1
、

2
、

3 d
。

剥 取 种胚用于制超薄切片
。

超薄切片制片程序 (见 R ol a
nd

, 1 9 了8) 样品先用2
.

5 %戊二醛固定
一

4 %饿酸固定一
3 0 % 乙醇脱水

一
1 00 % 乙醇脱水

一
10 0 %丙酮脱水

一
8 12 环氧树脂浸透

一
包 埋
一

切

片(L K B 切片机 )
。

片厚5 0一7 on m
。

结 果 与 讨 论

经 1 986
、

19 8 7两年试验
, 2 44 号种子平均活力指数(V l)

‘》为3 99
.

30
,

远较 5 号种子平均活 力

指数2 0 8
.

8 9为高
。

活力不同的这两个样品的种子在吸涨开始至萌发前的 3 d 吸涨过程中
,

种胚细胞亚结构

的发育有明显的差异
。

主要表现在线粒体
、

内质网的发育速度
,

脂质体的消失以及淀粉粒的

形成与累积方面
。

(一 ) 线粒体的发育

高活力的2 44 号种子吸涨 l d 即可见到线粒体 (图版 I一A 一 1 )
。

吸涨 Z d 以上的
,

线粒体 数

量显著增加
,

围绕在细胞核周 围 (图版 I一A 一2 ,

A 一3 a
、

b ) 与V a n D e r E b 等人 (1 9 6 7 )在 大

麦种子萌发期间观察到的情况一致
。

而低活力的 5 号种子
,

吸涨期间线粒体发育表现出很迟

缓
,

即便吸涨 3 d 的种子也难以看到线粒体的存在 (图版 亚一B 一3a
、

b )o

(二 ) 内质网的发育

高活力的 2 44 号种子吸涨第三天可以看到发育得很好的内质 网(图 版 I一A 一 3 b)
。

这 与

K le in & B e n 一s ha u l (1 9 6 6 ) 在 利马豆种子萌发早期胚轴细胞及 B r ia r ty 等人 (1 9 7 0 )在 萌

发蚕豆种子中观察到内质 网增加的情况一致
。

而低活力的 5 号种子
,

即使吸涨 3 d
,

仍不见内

质网的增加(图版 丑一B 一 3 b )
。

(三 ) 糊粉粒及脂质体的减少
、

消失和淀粉粒的出现和累积

高活力的2 44 号种子
,

吸涨 l d
,

种胚细胞中还有不少糊粉粒及大量围绕在其周围 的 脂质

体(图版 工一A 一 1 ) ; 吸涨Z d
,

细胞中糊粉粒变小
,

脂质体迅速减少 (图版 工一A 一2 ) (这与K le in

& B en- sh a u l (19 6的在利马豆和 H o r n e r & A r n o tt (1 9 6 6 )在丝兰种子的观察结果一致 ) ;

吸涨 3 d
,

细胞中脂质体和糊粉粒基本消失
,

代替它们的是许多大小不等 的淀 粉 粒 (图 版

工一A 一
3a

、

b)
。

显然
,

这些新形成和累积的淀粉粒是由脂质体的类脂水解成脂肪酸
,

进而 转 化

成唬泊酸
、

苹果酸
,

后两者再经乙醛酸途径转化生成的
。

这些淀粉粒的形成和累积很可能是

作为临时贮存物
,

为种子发芽准备了易以被动员的能源
,

因为淀粉比脂质更易被利用
。

与24 4

号种子相比
, 5 号种子在 3 d 吸涨过程中未见到淀粉粒形成

。

即使吸涨了 3 d 的种子
,

除了细

胞核以外
,

整个细胞基本上仍被糊粉粒和脂质体所占据 (图版 亚一B 一3a
、

b)
,

根本看不到淀

户 犷I = ‘I “

牙 f 其中
,

犷几 种子活力指敌 . G l: 种子 萌发指数 ,

平入 幼苗地上 部鲜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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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粒的存在
。

看来 自脂质向淀粉转化对于杉木种子的萌发有重要的生理意义
。

在萌发前的吸

涨期间种胚细胞内淀粉粒形成速度有可能作为种子活力和苗期生长势早期鉴定的一项指标
。

从以上结果可 以看出
,

i舌力不同的种子在萌发速度
、

萌发势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

而

且在这些差异表现出来之前
,

在种子吸涨期间
,

在细胞亚结构的发育和细胞代谢方面早就表

现出了差异
。

了几力高的种 子
,

线粒体
、

内质网发育早
、

发育快
。

细胞代谢起动早
。

作为种子

贮藏物质的糊粉粒
、

脂质体迅速水解
,

为其它细胞器发育提供材料
,

或转化成淀粉
,

以淀粉

粒形式临时贮存起来
。

很可能是为种子萌发准备易以被动员利用的能源
。

这些细胞器的发育

以及细胞代谢起动的早迟与速度看来与种子活力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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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州森林立地和土壤考察简况

根据美国国际树作研究所与国际树作研究所中国办事处的中美森林考察交流计划
,

以中

国林科院林研所研究员
、

副所长盛炜彤同志为团长的第一个组团 (成员有张万儒
、

刘寿坡
、

仲

崇琪
、

刘小坡 )
,

从 1 0月 1 日到1 4日对美国加州进行了考察和学术交流二美方接待并陪同的是

美国国际树作研究所主任迈尔斯
·

默文
,

董事会成员劳丽
·

利培特
。

这次考察共访间了 17 个

单位与地点
,

重点单位是辛普森木材公司
,

参观了 自动化木材加工工艺
,

森林采 伐 更新 现

场
,

工厂化育苗生产
,

森林资源微机管理
,

正在营造的按树短轮伐期纸浆林 , 二是伯克利加

州大学林业与资源系布洛吉特森林研究站
,

考察了森林立地类型划分
,

立地评价及应用等 ;

三是与伯克利大学林业与资源系进行学术交流
。

该系主席及教授分别介绍了加州森林的分布

与立地条件
、

立地分类与评价
,

生长模型及土壤方面的研究
。

刘寿坡副研究员介绍了大兴安

岭火灾区森林环境的特点及火灾后的情况
。

这次考察是成功的
,

收获较大
。

了解到美国非常重视森林的 自然保护
,

森林立地分类与评

价在加州森林经营中普遍得到应用
,

美国森林土壤当前科研和技术发展动态
,

普遍地应用微

机进行森林资源管理以及重视发挥森林多功能多用途的经营等
。

这些收获对我国正在进行的

森林立地研究帮助很大
, (梅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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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4号亲本 自由授粉种子吸涨后的胚 细胞 电 子 显 微镜照片
。

其 中 : A
一 1 为 吸 涨 l d

,
1 0 0 0 o x ; A

一 2 为 吸 涨 Zd,

几o 0 0 0 x ; A
一 3a 为 吸 涨 3 d

, 1 0 0 0 0 又 ; A
一 3 b为 吸 涨 3 d

, 8 0 0 0 义 。

(图例
: a g

—
糊粉粒 ; e w

—
细胞 壁 ; e r

—
内

质网
; m

—
线粒体 , n

—
细胞核

, L

—脂质体 , 5 9

—
淀粉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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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号亲本 自由授粉种子吸涨后的胚细胞电子显微镜照 片
。

其中 : B
一 1为吸涨 l d

,

10 0 00 x ; B 一 2为吸 涨Z d
, IO O00 x ;

B
一 3 a 为吸涨 3 d

, 1 0 o o o x ; B
一

3 b 为吸涨 s d
,

8 o o o K 。

(图例* a g

—
糊 粉 粒 , e w

—
细 胞 壁 , n

—
细胞核 ,

L
—

脂质体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