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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种樟属树种木材比较解剖研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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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光学显微镜和扫描电子显微镜 ,对国产樟属 17 种木材结构进行了观察。结果如下 :管孔排

列为散孔材和半环孔材 ;较高的单管孔率 ;具有梯状穿孔和单穿孔两种类型 ,管间纹孔式主要为互

列 ,少数种具对列。单列射线稀少、细而短 ,多列射线量多 ,形状差异较大 ;射线组织以异形 Ⅲ和 ⅡB

型为主 ,射线 - 导管间纹孔式主要为刻痕状。轴向薄壁组织以稀疏傍管状和星散状为主 ,部分种具

环管束状、翼状 ,数量差异较大。樟属所有木材的射线或轴向薄壁组织中含油细胞或粘液细胞。木

材的上述特征表明 ,樟属木材内部结构具有明显差异 ,并可作为种级分类依据。另外 ,根据木材结构

的显著差异 ,建议光叶桂和细叶香桂按两个种处理。

关键词 : 樟属 ;木材 ;木材结构

中图分类号 : S792123 　S78111 　　　　　文献标识码 :A

樟科 (Lauraceae)樟属 ( Cinnamonun)是一个泛热带分布的属。全世界约 250 种 ,产于热带亚

热带亚洲东部、澳大利亚及太平洋岛屿。我国约 46 种和 1 变型 ,主产南方省区 ,北达陕西及甘

肃南部 ,尤以西南、中南等省区所产的种类最多[1 ] 。其木材是军用材、工程建筑、民用装饰和器

具加工的优良用材[2 ] 。前人对樟属植物的花粉形态[3 ] 、叶的油细胞和粘液细胞分布[4 ] 、雌蕊群

维管分布格局[5 ]等方面均有研究报道。对木材结构也有研究[6 　8 ] ,但对国产的树种报道不多 ,

仅《云南热带材及亚热带材》、《中国热带材及亚热带材》、《中国木材志》中有少量描述性记载。

后来 ,林松[9 ]对广东樟科 26 种 (樟属 10 种)木材显微构造进行较为详细的研究 ,但对其木材的

超微结构仍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应用光学显微镜和扫描电子显微镜对国产樟属 17 种

木材结构进行详细的观察 ,试图为该属植物的系统分类、鉴定提供一定的依据 ,同时为科学、高

效地开发和利用樟属木材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1 　材料

研究所用的樟属 17 种木材标本分别采自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云南等省区 (表 1) 。树

龄均在 20 a 以上 ,取材部位在胸径处圆盘的心材 ,每种观察 1 　3 个试样。

112 　方法

11211 　木材切片　将材料切成 1 cm3 左右的小块 ,放入 20 %乙二胺溶液中 ,放置在常温下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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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材料及来源

树　种　　　　　　 采集地　　　　　 标 本 来 源

1 野黄桂 C. jensenianum Hand.2Mazz 1 号 (广东省) ;2 号 (福建省) 华南农业大学

2 黄樟 C. porrectum (Roxb. ) Kosterm. 1 号 (广东省) ;2 号 (海南) 华南农业大学

3 光叶桂 C. lioui Allen 海南省 华南农业大学

4 毛桂 C. appelianum Schewe 广东 ,惠阳 华南农业大学

5 樟 C. camphora (Linn. ) Preal 广州 ,流溪河林业局 华南农业大学

6 阴香 C. burmannii (C. G. & Th. Ness) B1. 1 号 (海南) ;2 号 (广东) ;3 号 (云南) 华南农业大学

7 细叶香桂 C. chingii Metc. 广州 ,流溪河林业局 华南农业大学

8 软皮桂 C. liangii Allen 1 号 (云南省) ;2 号 (海南) 华南农业大学

9 平托桂 C. tsoi Allen 海南省 华南农业大学

10 少花桂 C. pauciflorum Ness 广东 ,新丰 华南农业大学

11 卵叶樟 C. ovatum Allen 海南省 华南农业大学

12 红辣槁树 C. kwangtungense Merr. 广州 ,流溪河林业局 华南农业大学

13 岩樟 C. saxatile H. W.Li 1 号 (广西) ;2 号 (云南) 华南农业大学

14 粗脉桂 C. validinerve Hance 1 号 (海南省) ;2 号 (广东) 华南农业大学

15 川桂 C. wilsonii Gamble 广东省 华南农业大学

16 钝叶桂 C. bejolghota (Buch.2Ham. ) Sweet 海南省 华南农业大学

17 肉桂 C. cassia Prest 广东省 华南农业大学

化 15 　30 d ,清洗后 ,在滑走切片机上切成横、径和弦向切片 ,厚度为 15 　20μm。20 %次氯酸

钠溶液漂白 20 min ,番红染色 12 h ,经酒精系列脱水、二甲苯透明、中性树脂封片。LEICA DMLB

显微镜下观察并照相。

11212 　离析材料　将木材切成小细条 ,Schultze 法离析 ,番红染色 12 h ,酒精系列脱水、二甲苯

透明、中性树脂封固。

11213 　扫描电子显微镜的材料处理　将木材切成 3 mm3 左右的横、径和弦向小块 ,20 %次氯

酸钠溶液漂白 20 min ,各级酒精脱水 ,自然干燥后喷金。在 PhilipXL - 30E SEM 型扫描电镜下

观察并照相。

11214 　用测微尺测量数量特征　导管分子长度、导管直径及纤维长度等分别测量 30 个值 ,计

算平均值和标准差。横切面上测量导管和射线分布频率。

11215 　本文采用的术语　以 IAWA[10 ]中的描述双子叶植物木材所用的鉴定特征表 ,Bass[11 ]等

鉴定纤维的标准 ,Kribs[12 ]和 Metcalfe[7 ]等划分射线的标准 ,Metcalfe[7 ] 、Stern[6 ]和何天相[13 ]等划

分轴向薄壁组织标准为依据。

2 　观察结果

211 　导管

樟属木材一般都有明显的生长轮 ,仅卵叶樟的生长轮不明显 (图版 Ⅰ- 1) 。管孔分布多为

散孔材 (图版 Ⅰ- 1 ,3) ,仅樟等 4 种为半环孔材 (图版 Ⅰ- 2) 。管孔以单管孔为主 ,少数由 2 　

4 个 ,偶尔可达 5 　8 个径向排列的复管孔所组成 ,间或有管孔团 ;由于导管分子端部重垒 ,管

孔间或弦向成列 (图版 Ⅰ- 2) 。导管的分布频率差异很大 ,一般散孔材较高 ,半环孔材较低。

以肉桂和毛桂最多 (大于 40 个·mm - 2 (图版 Ⅰ- 3) ,属于多等级 ,卵叶樟其次 (20 　30 个·

mm - 2) ,属于中等等级 ,其余的为少等级 ,其中平托桂最少 ,仅为 9 个·mm - 2。管孔的形状为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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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椭圆形、卵圆形或略具多边形轮廓。管孔的排列形式主要为径列或斜列 (图版 Ⅰ- 1 　3) 。

导管直径都小于 100μm ,但种间存在较大差异 ,毛桂最小 ,仅为 5911μm。导管长度在 400 　

900μm 之间 (表 2) 。

樟属木材导管穿孔板有单穿孔和梯状穿孔两种类型 ,穿孔板倾斜或略倾斜 (图版 Ⅰ- 4 　

6) 。一般梯状穿孔与单穿孔同时存在一个种或一个导管分子中 (图版 Ⅰ- 4 ,5) ,梯状穿孔的横

隔数为 4 (1 　8)个 (图版 Ⅰ- 4 ,5) ,属于少的等级。同时具有梯状穿孔和单穿孔的有 11 种 ,樟

具有不规则梯状穿孔 (图版 Ⅰ- 5) ,仅具有单穿孔的有 6 种 (图版 Ⅰ- 6) 。管间纹孔式为对列

和互列两种类型。具互列的有 12 种 (图版 Ⅰ- 7 ,8) ,既有对列又有互列的 5 种 (图版 Ⅱ- 1) 。

纹孔为具缘纹孔 ,纹孔的形状有圆形、椭圆形和多边形 (图版 Ⅰ- 7 ,8) ,以圆形和椭圆形为主

(图版 Ⅰ- 7 ,图版 Ⅱ- 1) 。纹孔口有内含 (图版 Ⅰ- 8 ;图版 Ⅱ- 1) 、外延和合生 (图版 Ⅰ- 7) ,

纹孔口的形状有圆形、椭圆形、透镜状和狭缝状 (图版 Ⅰ- 7 ,8 ;图版 Ⅱ- 1) 。

212 　木射线

樟属木材的射线密度为中等 (5 　10 条·mm - 1) (见表 3) ,但同一种间木射线的密度差异较

大 (图版 Ⅰ- 1 　3) 。射线有单列和多列两种类型。单列木射线稀少、细而短 ,多列木射线数

量多 ,有的种同一射线间或出现 2 次多列部分 ,两者间由直立细胞或方形细胞连接 (图版 Ⅱ-

2) 。多列木射线高度一般在 1 mm 以下 ,为低射线。多列木射线的宽度一般 2 　3 个细胞 ,最

大宽度在种间也有差异。樟属有 5 种具有细射线 (图版 Ⅱ24) ,6 种为略宽射线 (图版 Ⅱ- 3) ,其

余为中等射线 (图版 Ⅱ22) 。射线组织多数为异形 Ⅲ型和 ⅡB 型 ,有少量的异形 ⅡA 型 ,偶见 Ⅰ

型 (图版 Ⅱ22 　4 ,8) 。射线 ———导管间纹孔式主要是刻痕状、大圆状、圆肾状和似管间纹孔式。

樟属木材的射线 ———导管间纹孔式都具有刻痕状 (图版 Ⅱ- 5 ,6) ,有 7 种具大圆状 (图版 Ⅰ-

5 ,6) ,有 3 种具圆肾状。有 6 种仅具 a 型 (图版 Ⅰ- 6) ,其它种含两种或两种以上类型。射线

中都含有油细胞或粘液细胞 (图版 Ⅱ- 3 ,4) ,但数量略有差异 ,黄樟和樟含量最多。樟属木材

的木射线一般都含有树胶 (图版 Ⅱ- 3) 。

213 　木纤维

樟属木材木纤维长度中等 ,在 900 　1 600μm 之间 (见表 3) 。但种间存在差异 ,使该属木

材的应用存在差别。纤维直径大多数种在 20 　30μm 之间 ,仅少花桂为 1818μm。纤维壁厚

从薄至厚 ,一般在靠近年轮界晚材部分的纤维壁厚 515 　9. 0μm ,其它部位壁薄 2 　4μm(图

版Ⅰ- 1 　3) 。木材纤维壁上的纹孔为具缘纹孔和单纹孔两种 ,纹孔口一般内含 ,狭缝状、透

镜状和圆形 (图版 Ⅱ- 7) 。樟属木材有 4 种具有纤维管胞 ,8 种具分隔纤维 (图版 Ⅱ- 2) ,其中

毛桂、川桂、肉桂两者都具有。

214 　轴向薄壁组织

樟属木材轴向薄壁组织主要为稀疏环管状和星散状 (有的是油细胞或粘液细胞) ,有些种

子还具有环管束状、翼状 (见表 3) 。黄樟等 5 种薄壁组织较多 ,钝叶桂偶见 (图版 Ⅰ- 1 　3) 。

在轴向薄壁组织里 ,黄樟、樟和细叶香桂油细胞或粘液细胞多 ,少花桂和光叶桂的较多 (图版

Ⅱ23) ,其余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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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卵叶樟　横切面×25 示不明显年轮界 (箭头) ; 21 樟　横切面×25 示导管弦向成对 (箭头)

31 毛桂　横切面×25 管孔分布频率高 ; 41 毛桂　径切面×400 　具单穿孔和梯状穿孔 ; 51 樟 　径切
面×300 　示不规则梯状穿孔 (箭头) ,示大圆状纹孔 (黑箭头) ;61 肉桂 　径切面 ×800 　示 a 型纹孔式 (箭
头) ;71 少花桂　弦切面×1 200 　示合生纹孔 (箭头) ,示外延纹孔口 (黑箭头) ;81 野黄桂　弦切面×800 　
互列纹孔式

图版 Ⅰ　国产樟属木材比较解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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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肉桂　弦切面×1 600 　示互列纹孔式 (箭头) ,示对列纹孔式 (黑箭头) ; 21 平托桂 　弦切面 ×80 　示同
一射线出现两次多列部分 (箭头) ,示分隔纤维 (黑箭头) ;31 光叶桂 　弦切面 ×80 　示轴向薄壁组织内的
油细胞或粘液细胞 (箭头) ,示树胶 (黑箭头) ;41 粗脉桂　弦切面×80 　示油细胞或粘液细胞 (箭头) ;51 岩
樟　径切面×300 　刻痕状导管———射线纹孔式 ;61 野黄桂　径切面×800 　具 b 型导管———射线纹孔式 ;
71 细叶香桂　径切面×3 200 　示木纤维纹孔 (箭头) ;81 川桂　径切面 ×80 　示方形细胞 (箭头) ,示直立
细胞 (黑箭头)

图版 Ⅱ　国产樟属木材比较解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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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樟属 17 种木材结构较为相似。管孔形状主要为圆形、椭圆形或卵圆形 ,部分略具有多边

形趋势 ;较高的单管孔率 ;具有梯状穿孔和单穿孔两种类型 ;管间纹孔式为对列或互列。纤维

壁较薄。射线有单列和多列两种类型 ;单列射线稀少、细而短 ,多列射线量多 ;射线组织以异形

Ⅲ和 ⅡB 型为主 ;射线 —导管间纹孔式主要为刻痕状。所有的种都具有轴向薄壁组织 ,以稀疏

傍管状和星散状为主。樟属所有木材的射线或轴向薄壁组织中均含有油细胞或粘液细胞。这

些特征与 Stern[6 ]和 Recard[14 ]对樟属植物的木材结构的观察结果一致。

喻诚鸿[15 ]对木材结构与系统的演化关系研究表明 ,在木材结构中单管孔较为原始 ,复管

孔和管孔团较为进化 ;梯状穿孔较单穿孔原始。在樟属木材结构中 ,单管孔分布匀而广 ,其数

量较复管孔占优势 ,具梯状穿孔等 ,说明樟属木材结构中保留一些原始性状。Kribs[12 ]对木射

线的研究表明 ,单列木射线不发达 ,数量少 ,多列木射线组织两端不具有长翼 ,为进化类型。在

樟属木材构造中 ,樟等 4 种为半环孔材 ,单列木射线稀少且短而窄 ,多列木射线两端不具有长

翼 ,部分种仅有一直立细胞或方形细胞 ,表明木材结构中已出现许多进化特征。由此说明樟属

植物木材结构各特征进化不一致。樟属植物在外部形态[1 ] 、花粉形态[2 ] 、雌蕊群[5 ]和叶肉中分

泌结构[4 ]等都显示了较原始性状 ,而木材结构在演化上具较进化性状 ,由此说明樟属植物的外

部形态和内部结构非平行演化。在樟科木材结构中 ,樟属、木姜子属、山胡椒属和楠属出现了

半环孔材 ,仅檫木属具环孔材 ,其余的属为散孔材。樟科木材大部分属为单穿孔 ,樟属、

Aiouea、Endlicheria 等 7 属具单穿孔和梯状穿孔两种类型 ,极少属或种仅具梯状穿孔。樟科木

材全部具有轴向薄壁组织 ,主要为稀疏傍管状 ,在樟属、檫木属和厚壳桂属出现翼状或聚翼状

类型[7 ] 。因此 ,根据上述木材结构特征 ,说明樟属为樟科中间进化类群。

细叶香桂和光叶桂分别由 Metcalfe (1931) 和 Allen (1939) 命名[1 ] 。后来 ,陈焕镛[16 ]等多人

对其有详细的描述。但李锡文[1 ]在《中国植物志》中将光叶桂和细叶香桂归并为香桂 ( C. sub2
avenium Miq. ) 。初庆刚[4 ]对细叶香桂的油细胞和粘液细胞的分布进行了研究 ,而林松[9 ]则将

光叶桂和细叶香桂视为两个种来研究。在本研究中观察看出 ,光叶桂无管孔团 ,射线组织为 Ⅲ

型、射线 —导管间纹孔口直径较大 ,轴向薄壁组织含量较多、具星散状、稀疏傍管状和环管束

状 ;细叶香桂有管孔团 ,射线组织为 ⅡA、Ⅲ型、射线 —导管间纹孔口直径小、轴向薄壁组织含

量少、具星散状和稀疏傍管状。由此可见 ,两种木材结构存在显著的差异 ,而木材的结构特征

可做为分类的证据[14 ,17 ] ,所以根据上述木材结构特征 ,认为将光叶桂和细叶香桂仍按两个种

处理为好。

樟属 17 种木材结构存在着明显的种间差异 ,而这些特征可作为种间分类的证据[14 ,17 ] 。

例如 ,在 17 种木材中 ,仅卵叶樟的生长轮不明显 ;毛桂等 13 种木材为散孔材 ,其中毛桂和肉桂

的管孔数量多 ,且肉桂具有侵填体 ;在横切面具管孔团的树种中 ,岩樟的管孔数量少 ;在同时具

有单穿孔和梯状穿孔的木材中 ,红辣槁树具分隔纤维 ,细叶香桂油细胞多 ,阴香少 ;在不具有管

孔团的木材中 ,钝叶桂具分隔纤维 ,野黄桂不具分隔纤维 ,纹孔口内含 ,而少花桂纹孔口外延或

合生 ;光叶桂具纤维管胞 ,轴向薄壁组织多 ,粗脉桂和软皮桂轴向薄壁组织少。樟等 4 种为半

环孔材 ;樟和黄樟油细胞多 ,而黄樟环管束状薄壁组织多 ,樟少 ;川桂和平托桂油细胞少 ,其中

川桂具管孔团 ,平托桂不具管孔团。因此 ,根据 17 种植物的木材结构的主要特征差异 ,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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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如下的分种检索表 :

11 散孔材 2⋯⋯⋯⋯⋯⋯⋯⋯⋯⋯⋯⋯⋯⋯⋯⋯⋯⋯⋯⋯⋯⋯⋯⋯⋯⋯⋯⋯⋯⋯⋯⋯⋯⋯⋯⋯⋯⋯⋯⋯⋯

11 半环孔材 14⋯⋯⋯⋯⋯⋯⋯⋯⋯⋯⋯⋯⋯⋯⋯⋯⋯⋯⋯⋯⋯⋯⋯⋯⋯⋯⋯⋯⋯⋯⋯⋯⋯⋯⋯⋯⋯⋯⋯

　21 横切面上管孔数量多 ,管孔数大于 40 个·mm - 2 3⋯⋯⋯⋯⋯⋯⋯⋯⋯⋯⋯⋯⋯⋯⋯⋯⋯⋯⋯⋯⋯⋯⋯

　21 横切面上管孔数量中等或少 ,管孔数小于 30 个·mm - 2 4⋯⋯⋯⋯⋯⋯⋯⋯⋯⋯⋯⋯⋯⋯⋯⋯⋯⋯⋯⋯

31 导管无侵填体 ,管间纹孔式互列 ,纹孔口圆形 毛桂 C. appelianum⋯⋯⋯⋯⋯⋯⋯⋯⋯⋯⋯⋯⋯⋯⋯⋯⋯

31 导管有侵填体 ,纹孔式对列或互列 ,纹孔口椭圆形 肉桂 C. cassia⋯⋯⋯⋯⋯⋯⋯⋯⋯⋯⋯⋯⋯⋯⋯⋯⋯

　41 横切面管孔有管孔团 5⋯⋯⋯⋯⋯⋯⋯⋯⋯⋯⋯⋯⋯⋯⋯⋯⋯⋯⋯⋯⋯⋯⋯⋯⋯⋯⋯⋯⋯⋯⋯⋯⋯⋯

　41 横切面管孔无管孔团 8⋯⋯⋯⋯⋯⋯⋯⋯⋯⋯⋯⋯⋯⋯⋯⋯⋯⋯⋯⋯⋯⋯⋯⋯⋯⋯⋯⋯⋯⋯⋯⋯⋯⋯

51 单穿孔 岩樟 C. saxatile⋯⋯⋯⋯⋯⋯⋯⋯⋯⋯⋯⋯⋯⋯⋯⋯⋯⋯⋯⋯⋯⋯⋯⋯⋯⋯⋯⋯⋯⋯⋯⋯⋯⋯⋯

51 通常单穿孔 ,少数梯状复穿孔 6⋯⋯⋯⋯⋯⋯⋯⋯⋯⋯⋯⋯⋯⋯⋯⋯⋯⋯⋯⋯⋯⋯⋯⋯⋯⋯⋯⋯⋯⋯⋯

　61 具有分隔纤维 红辣槁树 C. kwangtungense⋯⋯⋯⋯⋯⋯⋯⋯⋯⋯⋯⋯⋯⋯⋯⋯⋯⋯⋯⋯⋯⋯⋯⋯⋯⋯

　61 不具有分隔纤维 7⋯⋯⋯⋯⋯⋯⋯⋯⋯⋯⋯⋯⋯⋯⋯⋯⋯⋯⋯⋯⋯⋯⋯⋯⋯⋯⋯⋯⋯⋯⋯⋯⋯⋯⋯⋯

71 轴向薄壁组织油细胞和粘液细胞颇多 ,为 6 个·mm - 2 细叶香桂 C. chingii⋯⋯⋯⋯⋯⋯⋯⋯⋯⋯⋯⋯⋯⋯

71 轴向薄壁组织油细胞和粘液细胞少 ,为 2 个·mm - 2 阴香 C. burmannii⋯⋯⋯⋯⋯⋯⋯⋯⋯⋯⋯⋯⋯⋯⋯⋯

　81 年轮界不明显 卵叶樟 C. ovatum⋯⋯⋯⋯⋯⋯⋯⋯⋯⋯⋯⋯⋯⋯⋯⋯⋯⋯⋯⋯⋯⋯⋯⋯⋯⋯⋯⋯⋯⋯

　81 年轮界明显 9⋯⋯⋯⋯⋯⋯⋯⋯⋯⋯⋯⋯⋯⋯⋯⋯⋯⋯⋯⋯⋯⋯⋯⋯⋯⋯⋯⋯⋯⋯⋯⋯⋯⋯⋯⋯⋯⋯

91 不具有纤维管胞 10⋯⋯⋯⋯⋯⋯⋯⋯⋯⋯⋯⋯⋯⋯⋯⋯⋯⋯⋯⋯⋯⋯⋯⋯⋯⋯⋯⋯⋯⋯⋯⋯⋯⋯⋯⋯

91 具有纤维管胞 12⋯⋯⋯⋯⋯⋯⋯⋯⋯⋯⋯⋯⋯⋯⋯⋯⋯⋯⋯⋯⋯⋯⋯⋯⋯⋯⋯⋯⋯⋯⋯⋯⋯⋯⋯⋯⋯

　101 具有分隔纤维 钝叶桂 C. bejolghote⋯⋯⋯⋯⋯⋯⋯⋯⋯⋯⋯⋯⋯⋯⋯⋯⋯⋯⋯⋯⋯⋯⋯⋯⋯⋯⋯⋯⋯

　101 不具有分隔纤维 11⋯⋯⋯⋯⋯⋯⋯⋯⋯⋯⋯⋯⋯⋯⋯⋯⋯⋯⋯⋯⋯⋯⋯⋯⋯⋯⋯⋯⋯⋯⋯⋯⋯⋯⋯

111 纹孔口内含 野黄桂 C. jensenianum⋯⋯⋯⋯⋯⋯⋯⋯⋯⋯⋯⋯⋯⋯⋯⋯⋯⋯⋯⋯⋯⋯⋯⋯⋯⋯⋯⋯⋯⋯

111 纹孔口外延或合生 少花桂 C. pauciflorum⋯⋯⋯⋯⋯⋯⋯⋯⋯⋯⋯⋯⋯⋯⋯⋯⋯⋯⋯⋯⋯⋯⋯⋯⋯⋯⋯

　121 具翼状薄壁组织 光叶桂 C. liouii⋯⋯⋯⋯⋯⋯⋯⋯⋯⋯⋯⋯⋯⋯⋯⋯⋯⋯⋯⋯⋯⋯⋯⋯⋯⋯⋯⋯⋯

　121 不具翼状薄壁组织 13⋯⋯⋯⋯⋯⋯⋯⋯⋯⋯⋯⋯⋯⋯⋯⋯⋯⋯⋯⋯⋯⋯⋯⋯⋯⋯⋯⋯⋯⋯⋯⋯⋯⋯

131 射线细胞有油细胞和粘液细胞 粗脉桂 C. validinerve⋯⋯⋯⋯⋯⋯⋯⋯⋯⋯⋯⋯⋯⋯⋯⋯⋯⋯⋯⋯⋯⋯

131 射线细胞无油细胞和粘液细胞 软皮桂 C. liangii⋯⋯⋯⋯⋯⋯⋯⋯⋯⋯⋯⋯⋯⋯⋯⋯⋯⋯⋯⋯⋯⋯⋯⋯

　141 射线细胞和轴向薄壁细胞含大量油细胞和粘液细胞 ,为 8 个·mm - 2以上 15⋯⋯⋯⋯⋯⋯⋯⋯⋯⋯⋯⋯

　141 射线细胞和轴向薄壁细胞含少量油细胞和粘液细胞 ,为 3 个·mm - 2以下 16⋯⋯⋯⋯⋯⋯⋯⋯⋯⋯⋯⋯

151 轴向薄壁组织量很多 ,环管束状多 黄樟 C. porrectum⋯⋯⋯⋯⋯⋯⋯⋯⋯⋯⋯⋯⋯⋯⋯⋯⋯⋯⋯⋯⋯⋯

151 轴向薄壁组织量较多 ,环管束状少 樟 C. camphora⋯⋯⋯⋯⋯⋯⋯⋯⋯⋯⋯⋯⋯⋯⋯⋯⋯⋯⋯⋯⋯⋯⋯

　161 横切面管孔具管孔团 川桂 C. wilsonii⋯⋯⋯⋯⋯⋯⋯⋯⋯⋯⋯⋯⋯⋯⋯⋯⋯⋯⋯⋯⋯⋯⋯⋯⋯⋯⋯

　161 横切面管孔不具管孔团 平托桂 C. ts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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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Anatomy of 17 Cinnamonum Wood

SUN Jin1 , WU Hong2 , SUN Tong2xing1 , GAO Zhen2zhong1 , LI Kai2f u1 , LI Bing2tao1

(11 College of Forestry ,South China Agric fulture Universty , Guangzhou 　510642 ,Guangdong ,China ;

2.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South China Agriculture Universty ,Guangzhou 　510642 ,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The wood anatomy of 17 native species belonging to Cinnamonum of Lauraceae was studied

with both light microscope and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The main characters of the secondary xylem

are as follows : (1) The woods are diffuse and semi2ring porous with most solitary pores ,a few multiple
and cluster pores. (2) Vessel elements possess simple and scalariform perforation with predominantly al2
ternate intervessel pits. (3) The woods possess mostly multiseriate ray and a few linear ray (4) Wood rays

are heterogenous belonging to the Kribs’hetergeneous Ⅲor ⅡB. Vessel2ray pits are mainly of sculpture

type (5) Wood axial parenchyma are mainly of diffuse and scanty paratracheal type , only a few are of va2
sicentric , aliform type (6) All woods of 17 species possess oil cells or mucilage cells in axial parenchyma

cells or ray cell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mentioned above , we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wood structures in Cinnamonum may be employed as classification confirmation. Wood

anatomy of Cinnamonum supports C. liouii and C. chingii as separate.
Key words : Cinnamonum ; wood ; wood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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