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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蜡梅( Caly canthus chinensis Cheng et S. Y. Chang)为蜡梅科夏蜡梅属[ 1] ,国家二级重点

保护植物,自然分布在浙江省的天台和昌化。蜡梅科中唯独它花无香气, 花大而美丽,具有较高

的观赏价值。

夏蜡梅发现后,改变了长期以来认为夏蜡梅属只存在北美的认识,增加了一个北美—东南

亚之间的间断分布种。而对它的归属,是属于 Calycanthus还是另立新属 Sino-calycanthus, 已

从各个方面进行研究
[ 2～7]

,唯缺生殖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因此,通过这方面的研究,为蜡梅科的

系统位置及夏蜡梅的归属提供有益的参考,又为培育新品种提供一些理论依据。本文为生殖生

物学研究的一部分。

1　材料与方法

　　本试验材料采自浙江昌化顺溪坞的自然植株, 生长良好。自 1992年 3月中旬至 5月中旬,

每隔 7 d取不同大小的花芽, 直至开花,用 FA A 固定,常规石蜡制片, 切片厚 8～10 m,番红-

固绿对染, Olympus OH-2型光学显微镜观察、摄影。

2　观察结果

2. 1　花芽分化

夏蜡梅顶芽经一段时间生长,形成两对叶片后,在 3月底、4 月初,顶芽开始向花芽分化,

顶端生长停止, 原套、原体的界限逐渐不明显,形成至少 5层、以垂周分裂为主的结构,使顶端

变平变宽(图版 1-1)。顶端的分化具明显的向心分化特征, 即它的分化从花部的外部开始, 依

次是花被、雄蕊、不育雄蕊、雌蕊(图版 1-2)。它的杯状花托,是因为顶端停止生长,而由着生花

被及雄蕊的部分伸长生长的结果。至第二轮雌蕊原基产生,杯状花托已基本形成。

2. 2　小孢子发生与发育

2. 2. 1　花药壁层的发育及小孢子母细胞形成　雄蕊原基形成后, 经伸长生长与边缘生长, 远

轴面的角隅处表皮细胞下形成了多列细胞质浓的孢原细胞,经一次平周分裂,外层为初生壁细

胞层, 内层为初生造孢细胞(图版 1-4) , 前者发育为药壁, 后者经分裂、分化为小孢子母细胞

(图版 1-3)。

花药壁的发育为双子叶型, 初生壁细胞分裂形成内外两层细胞, 内层的细胞发育成绒毡

层,外层细胞再进行一次平周分裂形成药室外内壁和中层。夏蜡梅中层细胞分裂多次,由 4层



左右的细胞组成; 绒毡层细胞多核、细胞质浓,伴有横向和斜向分裂,形成 1～2层左右的细胞。

从外至里药壁依次为: 表皮、药室内壁、中层和绒毡层,由 7～8层细胞组成(图版 1-3)。小孢子

母细胞减数分裂时,绒毡层的径向壁消解, 出现解体(图版 1-5) ,在原位向药室外提供营养, 直

到消耗殆尽。因此,夏蜡梅的绒毡层属于腺质绒毡层。中层在发育过程中部分解体,但保留 2层

左右一直至开花(图版 1-10)。

2. 2. 2　小孢子的发生和发育　花芽长度大约 1～1. 2 cm 时, 小孢子母细胞减数分裂,形成由

胼胝质包被的四分体, 呈四面体型排列(图版 1-6) ,从四分体到游离小孢子的时间较短,刚产

生的小孢子形状半圆形,细胞核大、细胞质浓、细胞壁薄(图版 1-7)。由于小孢子不断地从绒毡

层吸取养分,细胞的体积增长很快, 细胞壁不断增厚,细胞液泡化, 接着进行了不等分裂;形成

了营养细胞和呈纺锤状的生殖细胞, 由胼胝质壁分开(图版 1-8) , 随着胼胝质壁的消解,生殖

细胞以裸细胞状进入营养细胞的细胞质中(图版 1-9) ,发育成二细胞型的花粉粒,直至开花。

小孢子在成熟过程中,从四分体中刚释放出来后增长迅速,花粉壁也随之增厚, 小孢子有

丝分裂形成生殖细胞与营养细胞之后, 花粉粒的增长则较小,这过程与绒毡层的解体、被吸收

是一致的。

3　分析与讨论

　　夏蜡梅的花芽分化具向心特征。雄配子体的发育过程与蜡梅[ 8]基本一致,但不存在象蜡梅

中花粉发育异常的现象。系统演化上,夏蜡梅花大, 花在叶子长出两对后再形成, 雄蕊多数,达

18～19枚
[ 1]
,它放在该科原始的位置上。花粉形态和核型等研究

[ 2, 5, 7]
,从不同角度证实了该种

的原始性,但对它归于 Caly canthus属还是另立新属 Sino-caly canthus,仍有争议。与蜡梅相比

较,夏蜡梅存在几点较原始特征,它的药壁层次较蜡梅多,绒毡层分别为 1～2层细胞,中层两

层左右细胞保留直至开花。由于美国蜡梅方面的资料缺乏,因此也提不出是否另立新属的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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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1　夏蜡梅花芽分化及雄配子体发育

　　1.花芽分化、雄蕊原基形成( 80×) ; 2.花芽向心分化( s t——雄蕊, ss——不育雄蕊, pi——雌蕊) ( 45×) ; 3. 花

药壁细胞和小孢子母细胞(箭头指绒毡层) ( 430×) ; 4.初生壁层和初生造孢层(箭头指初生造孢层) ( 430×) ; 5. 绒

毡层解体、小孢子发生(箭头指绒毡层) ( 430×) ; 6.小孢子四分体( 980×) ; 7.两个小孢子( 980×) ; 8.营养细胞与生

殖细胞(图中空隙因材料收缩之故) ( 980×) ; 9.生殖细胞进入到营养细胞中(图中空隙因材料收缩之故) ( 980× ) ;

10.至开花时保留的细胞壁中层 2层细胞(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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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fferentiation of Flower Bud and Development of Male

Gametophyte in Calycanthus chinensis

H uang J ianqin

　　Abstract　The dif ferent iat ion of flow er bud and development o f male gametophyte in

Calycanthus chinensis have been studied. The flow er bud differ ent iates in centropetally and

mult iserial archesporial cells are fo rmed at the hypodermal position of anther. The mi-

cro spore tet rads are ar ranged in tet rahedral pat tern. In about 7～8 layer cells of the anther

w all developed in dictyledonous type, mult inucleate tapetum, w hich may div ide t ransversally

or obliguely , get to degenerate when the micro spore mother cells undergo meio sis, and remain

in a parietal posit ion until these cells ar e absorbed completely by the pollen grains. So it be-

longs to secretory type. How ever, 2 of middle layers are st ill remain. A s the po llen g rains are

shed, they are at 2-cell stage.

　　Key words　Caly canthus chinensis　f low er bud　male gametophy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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