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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植物花粉的形态特征具有种属特异性。本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报道了金花茶组 8 种植

物花粉的形态特征。结果表明 , 8 种金花茶组植物的花粉外壁纹饰可分为三大类型:疣状纹饰

(块状纹饰)类型 、 脑纹状纹饰 (蠕虫状纹饰)类型及拟网状纹饰类型。不同种植物花粉外壁纹

饰存在一定差异 , 三大类型花粉外壁纹饰存在一定的演化关系 , 可为种间分类及演化关系提供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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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llens of plant prossess specialities of family form.The fo rm specialites o f 8 species in

the Sect.Chrysantha were observed and studied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Three basic sculpes

w ere defined:(1).verrucate, (2).tuberculate-baculate , (3).viz., o rnate.The ultstracture speciali-

ties of each plant pollen are of obvious differences.They can provide some impor tant form information

for plant classification and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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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 , 胡先 〔1〕教授重新发现产于广西的具有金黄色花的山茶属植物 , 从此引起了

中外植物学家们的广泛关注 , 被誉为 “茶族皇后”。张宏达〔2〕教授以花冠黄色等特征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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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的分类单元 ———金花茶组 (Sect.Chrysantha H.T .Chang)。金花茶新种不断被发现 。

目前种名已超过 40余个〔3、4〕。由于该组植物分布较集中 , 外部形态比较相似 , 有些种类的

花 、 叶等形态变化较大 , 这无疑给种的划分带来一些困难 。花粉是植物携带遗传信息的雄性

生殖细胞 , 与其它组织器官相比其性状更稳定 , 环境因素对它形态特征的影响较小 , 各种植

物的花粉形态及外壁结构各具特色 , 是鉴别种的重要依据之一 。有关金花茶组植物花粉形态

的比较研究 , 汪小兰〔5〕做了一些工作 , 本文报道了 8种金花茶组植物花粉的形态特征 , 对金

花茶组植物花粉形态的特点及种间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 , 为金花茶组植物的分类 、 演化及种

质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1　材料和方法

材料主要采自广西南宁树木园金花茶基地 , 部分采自广西植物研究所及广西林业科学研

究院 。共采集观察了下列 8种金花茶组植物的花粉。

(1)凹脉金花茶　C.impressinerv is Chang et S.Y.Liang

(2)薄叶金花茶　C.chrysanthoides Chang

(3)淡黄金花茶　C.f lavida Chang

(4)柠檬黄金花茶　C.l imonia C.F .Liang et S.L .Mo

(5)小瓣金花茶　C.parvipetala J.Y.Liang et Z.M.Su

(6)薄瓣金花茶　C.leptopetala Chang et S.Y.Liang

(7)龙州金花茶　C.longzhouensis J.Y.Luo

(8)扶绥中东金花茶　C.achrysantha Chang et S.Y.Liang

采取发育正常含苞待放的花各 2 ～ 3 朵 , 采取艾特曼醋酸法 , CO2 临界点干燥 , 导电胶
贴于样品台 , 真空喷金镀膜 , 置于扫描电子显微镜下观察 。花粉的形态 、 外壁表面纹饰均在
扫描电镜下观察 、测量及照相 。花粉粒大小以极轴长和赤道轴长表示。花粉的描述主要依据

G.Erdtman著的 “孢粉学手册”〔6〕和王开发著的 “孢粉学概论”〔7〕中的名词术语和所定标准 。

2　观察结果

8种金花茶组植物的花粉 , 其外部形态有以下共同特征。

形状为球形或长球形 , 中等大小 , 赤道面观为椭圆形 , 极面观为三裂圆形或纯三角形 ,
萌发孔为 3 (拟)孔沟 , 按 NPC 系统〔6〕属 345 , 沟膜明显 , 轮廓不平 , 沟膜在赤道处常突

起 , 表面纹饰有 3种类型 , 即疣状纹饰 (块状纹饰)、 脑纹状纹饰 (蠕虫状纹饰)和拟网状
纹饰 。各种花粉的形态特征及差异见表 1 , 图版Ⅰ 、 Ⅱ。

3　分析与讨论

金花茶组植物花粉形态的共同特征是主要的 , 是双子叶植物中主要花粉类型 , 基本上符
合山茶属花粉的一般形态特征〔8〕 , 这说明金花茶组是一个亲缘关系极为接近的 、 自然的组 。

植物花粉的外壁纹饰是植物进行种属细致分类的重要依据〔6 , 7〕 。淡黄金花茶属于疣状纹

饰类型;柠檬黄金花茶属于脑纹状纹饰类型;它们分属于不同的类型 , 差别显著 , 支持把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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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花茶和柠檬黄金花茶分属于不同种的观点。龙州金花茶属于拟网状纹饰类型 , 薄叶金花

茶属于疣状纹饰类型 , 它们分属于不同类型 , 支持张宏达〔9〕教授最近把龙州金花茶列为新

种的观点 。
表 1　金花茶组植物花粉形态特征

Table 1　The form specialites of pollen of the Sect.Chry santha

种　名
花粉粒
形　状

极面观
形　状 花粉粒大小(μ) 外壁纹饰(Under SEM) 图　版

样　品
采集地

薄叶金花茶 长球形
三裂
圆形

(30.6～ 34.1)32.8
x

(26.4～ 30.9)28.3

疣状或块状突起 , 孔穴均匀密布 ,中等
大小 、圆形 、孔较多 ,分布在突起与突起
之间。 Ⅰ∶1-3 南宁

淡黄金花茶 球形
三裂

纯三角形

(30.7～ 34.5)32.1
x

(28.6～ 33.1)30.2

疣状或块状突起 , 孔穴均匀密布 ,块状
突起明显而大 ,孔穴分布在突起上或突
起之间。

Ⅰ∶4-6 南宁

凹脉金花茶 球形
三裂

纯三角形

(33.1～ 39.6)38.4
x

(37.3～ 42.2)39.2

脑纹状或蠕虫状纹饰 ,弯曲的短条纹之
间组成不规则的眼孔 ,有的眼孔常连在
一起成沟。

Ⅰ∶7-9 南宁

柠檬黄金花茶 球形
三裂
圆形

(33.6～ 38.2)35.5
x

(32.7～ 36.4)34.4

脑纹状或蠕虫状纹饰 ,弯曲的短条纹之
间组成不规则的眼孔 ,短条纹较小且均
匀 ,多数眼孔为圆形 ,少数成长沟。

Ⅰ∶10-12 雁山

小瓣金花茶 球形
三裂
圆形

(34.1～ 38.7)36.3
x

(35.9～ 39.1)37.5

脑纹状或蠕虫状纹饰 ,弯曲的短条之间
组成不规则的眼孔 ,短条纹较粗 ,孔多
穴少。

Ⅱ∶1-3 南宁

扶绥中东金花茶 球形
三裂
圆形

(27.8～ 31.2)29.1
x

(26.2～ 30.7)28.2

拟网状纹饰 ,穿孔大小不一 ,形状多为
圆形或椭圆形 , 穿孔之间分布小穴 ,小
穴多于穿孔。

　Ⅱ∶4-6 南宁

龙州金花茶 球形
三裂

纯三角形

(38.1～ 42.1)40.2
x

(37.8～ 40.9)39.1

拟网状纹饰 ,穿孔大小不一 ,形状不规
则 ,穿孔之间布有小穴 ,小穴少于穿孔。 Ⅱ∶7-9 南宁

薄瓣金花茶 长球形
三裂

纯三角形

(38.7～ 42.3)41.6
x

(36.8～ 39.9)37.2

拟网状纹饰 ,穿孔大小不一 ,形状不规
则 ,穿孔较多且较大 ,穿孔之间有深浅
不同的小穴 ,小穴明显小于穿孔 ,但小
穴数目较穿孔多。

金花茶组植物的分类长期以来有不同的观点 , 出现了 “大种” 与 “小种” 之分 。由于金

花茶组植物分布较集中 , 生态环境相差不大 , 但金花茶组植物花的大小 , 叶的大小 、形态 、

厚薄及叶柄的长短等生态型变化却较大 , 有的还呈连续性变化 , 这些由于不同的生态环境而

造成的变异能否作为一个种来处理 , 目前尚未统一。这无疑给金花茶组植物分类定种带来一

定的困难和混乱 。花粉是植物的雄性生殖细胞 , 与其它组织器官相比其性状较稳定 。花粉外

壁纹饰特征作为植物种属鉴别的重要依据已有大量报道
〔6～ 8〕

。本实验结果表明 , 薄叶金花

茶 、 淡黄金花茶属疣状或块状纹饰 , 凹脉金花茶 、柠檬黄金花茶 、 小瓣金花茶属脑纹状或蠕

虫状纹饰 , 扶绥中东金花花 、 龙州金花茶 、 薄瓣金花茶属拟网状纹饰 , 它们分属于不同的三

大类型 , 差异明显 , 与它们在形态上分属于不同种相吻合〔9〕 , 可做为种间类群鉴别的重要

依据 。但同类型的花粉外壁纹饰之间不同种的差别不大 , 由于取材 、制片处理及拍照角度不

同等都对纹孔及突起的形状 、大小 、分布密度等有一定的影响〔10〕 , 因此 , 同类型不同种的

外壁纹饰之间的细微差别是否是物种本身的反映 , 能否作为种的鉴别依据 , 有待进一步研

究。

花粉外壁纹饰在某些方面也反映植物种属间一定的演化关系 。8种金花茶组植物花粉外

壁纹饰可分为三大类型:疣状或块状纹饰类型 , 脑纹状或蠕虫状纹饰类型及拟网状纹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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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它们显示出一定的演化规律 , 即由覆盖层较多 、 孔穴少而小 , 演化成覆盖层较少 、 孔穴

大而多。这些花粉外壁的亚显微特征对金花茶组植物的分类地位及山茶属植物系统演化的重

要意义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

本文承张宏达教授多次指导并提出宝贵意见 , 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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