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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在光学显微镜和扫描电子显微镜下观察了我国产栗属 ( C os t o o e o M川
.

) 和三

棱栋属 ( T ir g o n o b ol a , 。 s F 。 : m a n ) 木材的解剖学特征
.

结果表明
,

在栗属中
,

木材为环孔材
.

雄栗 ( .C h e n r一宕 R e h d
.

e t W I I s
.

) 和板栗 ( .C 优 0 111 5 5了明 a B l
.

) 早材比例小
.

晚材比例大:

而茅栗 ( .C s e g 。`。 f ` D o d e
) 则相反

。

在三棱栋 ( T r `g 0 0 0 b a l a ” 。 5 d o i e h o 。 夕e ” 5 15
( A

.

C a m

。 s ) F o r m a n
) 中

.

木材管孔沿径向溪流状排列
,

为辐射孔材
。

在栗属中
.

木材的 导 管分子多为

单穿孔
.

在晚材导管分子中
,

偶见梯状穿孔板
。

而在三棱栋中
,

未见梯状穿孔板
.

此外
,

在 两 属

木材中
.

尚存在某些其它的差异
。

关键词
.

栗属 ; 三棱栋属 ; 生长轮 ; 导管 ; 纤维 ; 环管管胞 ; 轴向薄壁组织 ; 木射线

栗属 ( C a s t a , e a M i l l
.

) 有 1 2种
,

分布于北温带及亚热带
,

我国有 3 种
,

即锥栗 ( aC
s t -

a , e a h e n r 夕1 R e h d
。 e t W i l ,

.

)
、

板栗 ( C
.

二 0 1115 5 1优 a B l
.

) 和茅栗 ( C
.

s e g “ f ” `艺 D o d e )
。

既是经济林
,

又是用材林
。

该属木材结构已有报道 [ 艺’ ” ’ 毛’ 5 ’ . ’ 。 〕 。

三棱栋属 ( T ir g oo bal
-

助 us F or m an ) 有 2 种
,

分布在马来半岛
、

加里曼丹至西里伯斯
、

泰 国 西 北部及我 国云南

南部
。

我 国有 i 种
,

即三棱栋 ( rT 匆o ” o b a la n o s d o i e h a n 夕e n s i s (A
.

C
a m u s

) F o r m a n )
。

两属在分类学和地理分布方面都有明显差异
,

为研究其木材结构的差异和相似性及与分类学

的关系
,

对此两属木材解剖结构进行了光学显微镜和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
。

材 料 和 方 法

本研究所用木材标本分别产自云南
、

广东和江苏
,

由有关单位提供
,

所研究的材料树令

均在 15 牟以上
。

材料经水煮软化
,

用滑走式 切片机切成横向
、

径向和弦向三种切片
,

厚度为 14 或 16 微米
。

离析材料用铬酸 ( 10 % ) : 硝酸 ( 10 % ) = 1 : 1 的离析液离析
。

上述两法均用结晶紫染色
,

光学树脂胶封固
。

导管分子
、

纤维和环管管胞均在解剖镜下分离出来
,

放在贴有双面导电胶

带的样品台上
,

在 15 K V下
,

用
x
一 600 型 ( 日立 ) 扫 描电子显微镜观察和照相

。

导管
、

纤维
、

环管管胞和射线等有关数据均测 50 个
,

求其平均值
。

南京林业大学吴达期先生
,

广西农学院林学分院木材研究室和四川农学院候德树先生为本研 究 提 供了木材标本
,

谨

J七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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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察 结 果

一
、

生长轮

在栗属的木材中
,

早材和晚材的界限明显
,

为典型的环孔材
。

但是
,

在锥栗和板栗中早

材的比例较小
,

而茅栗中早材比例较大
。

在三棱栋中
,

无早材和晚材之分
,

管孔沿径向溪流

状排列
.

为辐射孔材
。

二
、

导份

在栗属中
,

导管在早材带横切面上呈圆形
、

卵圆形或椭圆形
。

锥栗导 管 壁 厚 为 5
.

19 微

米
,

板栗 5
.

03 微米
,

而茅栗为 4
.

76 微米 ( 表 1 )
。

三个种中
,

早材 导 管 分 子的长度也有差

异
。

板栗的最长
,

为 5 6 7
.

4微米
,

茅栗次之
,

为 4 67
.

1微米
,

锥 栗 最短
,

只有 4 3 6
.

3微米 ( 表

1 )
。

早材导管弦径也有不同
。

板栗和 茅栗的分别为 2 47
.

8微米和 2 3 1
.

8微米
,

而锥栗的为 20 0
.

0

微米
。

在三个种中
,

早材导管有单穿孔 ( 图版 I
: 1 ,

7
,

14 )
,

均看到侵填体
。

在 晚 材带横切

面上
,

栗属的导管分子均呈不规则的多角形
。

单独
、

少数短径列复管孔
,

此外
,

在锥栗和板

栗中观察到少量管孔团
。

在锥栗和板栗中
,

晚材导管呈火焰状排列
,

而茅栗晚材导管分散在

晚材带中
,

不呈火焰状排列 ( 图版 I : 1
,

4 ; 图版 I : 1 )
。

锥栗和板栗晚材导管 壁 厚 度

较为接近
,

分别为 2
.

99 微米和 3
.

0 8微米 ; 而茅栗的则薄一些
,

为 2
.

21 微米
。

晚材导管分子的

长度种 间也略有差异
,

分别为
,

锥栗 5 47
.

9微米
,

板栗 60 G
.

7微米
,

茅栗 5 64
.

6微米 ( 表 1 )
。

板栗和茅栗晚材导管弦径 比较接近
,

分别是 42
.

3微米和 42
.

2微米 , 锥栗的只有 3 2
.

6微米 ( 表

1 )
。

三个种的导管均为多单穿孔
,

稀梯状穿孔板 ( 图版 I : 2
,

3
,

4
,

8
,

9
,

10
,

11
,

15 )
。

三种早材和晚材导管均未见螺纹加厚
,

管间纹孔通常互列
,

圆形至卵圆形
,

纹孔口内

陷
,

透镜形
。

板栗管间纹孔略大些
,

锥栗和茅栗相近 ( 表 1 )
。

锥栗导管密度大些
,

其它两

种差别不大 ( 表 1 )
。

在三棱栋中
,

在横切面上
,

导管呈圆形
、

卵圆形或椭圆形 ( 图版 ! : 4 )
。

导管壁的厚

度为 4
.

42 微米
,

界于栗属木材早材导管和晚材导管之间
。

导管弦径 ( 1 0 .6 3微米 ) 也 是 小于

栗属早材导管
,

而大于晚材导管
。

而导管分子长度 ( 61 3
.

5微米 ) 则略长于栗 属 的种
。

导管

密度 ( 8
.

0个 / 平方毫米 ) 远小于栗属的种
。

管间纹孔长径 ( 8
.

81 微米 ) 与栗属的种相近 (表

1 )
。

导管多单独
,

单穿孔 ( 图版 l : 1 7 )
。

管间纹孔常互列
,

圆形 至 卵 圆 形
,

纹孔口内

陷
,

透镜形
,

导管螺纹加厚缺如
,

含侵填体
。

三
、

纤维和管胞

在两属巾
,

均有大量木纤维
。

在栗属中
,

锥栗和茅栗纤维长度 较 为接近
,

分别为 915
.

6

微米和 9 3 7
.

5微米
,

板栗的稍
一

民一些
,

为 1 09 3
.

7微米
。

在三个种 中
,

纤维 直 径差异不大
,

锥

栗 20
.

8微米
,

板栗 19
.

6微米
,

茅栗 2 2
.

8微米
。

纤维的壁以板栗最厚
,

为 5
.

57 微 米
,

锥 栗 次

之
,

为 4
.

06 微米
,

茅栗最薄
,

为 3
.

3 1微米
。

三棱栋的纤维长度为 1 371
.

5微米
,

比栗属的三个

种都长
。

纤维直径
) 、 2 1

.

2微米
,

与栗属的三个种相近 石 但壁较栗属的种厚
,

为 5
.

83 微米 ( 表

1 )
。

在两属中
,

纤 维的纹孔形小
,

圆形
,

纹孔 口内陷
,

透镜形
,

间或呈
“ x ”

形
。

在栗属中
,

环管管胞较多
,

三个种环管管胞 的 长 度 为
,

锥栗 6 3 5
.

6微米
,

板栗 6 4 7
.

5微

米
,

茅栗63 0
, 2微米

,

相差无 几
。

其真径板栗较小
,

是24
,
9微米

,

其余两种相近
,

锥采30
.

。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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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

茅栗 2 9
.

9微米 ( 表 1 )
。

环管管胞的直径种间差异甚小
,

分别为
,

锥栗7
.

82 微米
,

板栗

7
.

的 微米
,

茅栗 7
.

5 6微米
。

在三棱栋中
,

环普管胞数 目较少
,

长度为 8 2 4
.

2微米
,

比 栗 属三

个种 的长
,

直径为 27
.

6微米
,

介于板栗和另外两种之间
,

纹孔直径为 7
.

21 微米
,

与栗的三个

种相差不多 ( 表 1 )
。

在两个属中
,

环管管胞纹孔圆形及卵圆形
,

间或 “ 义 ” 形
,

纹孔 口内

陷 ( 图版 ! : 6
,

1 2
,

1 3
,

1 6
,

1 9
,

2 0 )
。

四
、

轴向薄壁组织

在栗属中
,

轴向薄壁组织量多
,

有星散
、

星散一聚合及离管带状和似环管 (但较少 )几种类

型
。

在锥栗中
,

星散一聚合薄壁组织带 l 一 3 列细胞
,

在 另外两个种中为 1 一 2 列细胞
。

在

该属中
,

轴向薄壁组织细胞端壁节状加厚不明显或略明显
。

轴向薄壁组织细胞含有晶体
。

在

三棱栋中
,

也有上述几种类型的轴向薄壁组织
,

但轴向薄壁组织细胞端壁 竹状加厚明显
,

轴

向薄壁组织细胞中未见晶体
,

含树胶多 ( 图版 I : 1
,

4 ; 图版 I : 1
,

4 )
。

五
、

木射线

在两属中
,

木射线均为非叠生
。

在栗属中
,

板栗和茅栗射线多单列
,

稀 2 列
,

同形 ; 锥

栗也为单列 射线
,

稀 2 列
,

多为同形
,

少数为异形单列射线
。

射线的宽度分别为
,

锥栗 18
.

9

微米
,

板栗21
.

2微米
,

茅栗 20
.

2微米
。

三个种的射线高度分别为
,

锥栗 1盯
.

7微米 ( 7
.

8个细

胞 )
,

板栗 2 01
.

8微米 ( 7
.

9个细胞 )
,

茅栗最低为 16 0
.

8微米 ( 7
.

2个细胞 )
,

每毫米射线条数

也有差别
,

锥栗最多
,

为 10
.

1
,

茅栗最少
,

为 3
.

3
,

板栗 9
.

4介于二者之间
。

在栗属中
,

射线

细胞 均为圆形或卵圆形
,

常含树脂
。

导管射线间纹孔常 大 而 圆 形
,

在锥栗中
,

还有刻痕状

的
。

在三棱栋中
,

射线非叠生
,

同形
,

除单列射线外
,

还有聚合射线
,

单列射线的宽度比栗

属种小
,

为1 6
.

7微米
,

高度为 3 19
.

0微米 ( 1 2
.

5个细胞 )
,

远比栗属 的 高
。

射线细胞的形态

特征与栗属的种相近
。

两个属射线中均未见晶体 ( 图版 I : 2
,

3
,

5
,

6 , 图版 I : 2
,

3
,

5
,

6 )
。

讨 论

关于栗属植物的木材解剖学研究国内外均有大 量 报道 { 2 ’ “ ’ ` ’ 6 ’ “ ’ 。 ’ ,

但三棱栋属的木

材结构国内未见报道过
。

从 分类学的角度来看
,

栗属和三棱栋属有某些共同特征
,

但二者又有明显差异
。

这两属

植物都有总苞
,

总苞内均有 1 一 3 坚果
。

但栗属植物雄花序直立穗状
,

坚果半球形
、

扁球形

或卵球形
,

而三棱栋属植物雄花美黄花序下垂
,

坚果 卵状三角形
。

从木材结构上来看
,

栗属

生长轮明显
,

环孔材
,

管孔带 1 一 2 ( 3 ) 列管孔
,

单管孔占优势
,

侵填体普遍存在
,

晚材

十分倾斜至火焰状排列
,

有单管孔和短的径向 ( 斜向 ) 复管孔团
,

早材导管处有环管管胞
,

薄壁组织星散一聚合至离管带状
,

木射线单列
。

而三棱栋则生长轮不明显
,

管孔沿径向溪流

状排列
,

单管孔占优势
,

环管管胞 少
,

除单列射线
,

尚宽射线 ( 聚合射线 )
。

其木材结构与

栗属差异较大
,

而 与青冈属接近
,

表明其木材结构特征可以 支持分类学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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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栗属和三棱栋属导管
.

纤维和环管管胞的特征

T a bl e1
.

T h e e ha r a e t er i s ti es o f vs es el s ,

f i b e r s a n d v a s i e e n t r i e

t r a e h e i d s i n C a s t a 刀 e a a n d T r f g o ” o 6 a l a ” u s i n C五i n a

茅 栗

C
.

s e g “
f n i i

测定项目 ( 微米 )

1 t e m s
( “ )

植 物 名 称 } 二 ~
、 甲 _ _ _ r _ , _ *

( 王汇 匀是
`、 “ 功 U u ` P ` a n L S

} C a : t a n e a

\ \
~

{ h e ” r夕 i

\ \ ~ } 尺 e h d e t

~ \ \
~

} W 11 5
.

~ \ ~ !

板 栗

C
.

从 0 111 5 1

` s f沉 a B I
.

D o d e

导 管 分 子 长 度
早 材

E a r l y w o o d

晚 材
L a t e w o o d

4 3 6
.

3 5 6 7
.

4 4 6 7
。

1

L e n g t h o f v e s s c l e l e m e n t s
5 4 7

.

9 6 0 6
.

7 5 6 4
.

6

导 管 弦 径
早 材

E a r l y w o o d 2 0 0
.

0 2 4 7
。

8 2 3 1
.

8

T a n g e n t i a l d i a rn e 士e : o f v e s s e l 晚 材
L a t e w o o d

3 2
.

6 4 2
。

3 4 2
。
2

导 管 壁 厚
早 材

E a r l y w o o d
5

。

1 9 5
。

0 3 4
.

7 6

W
a 1I t五ie k n e s s o f v e s s e l 晚 材

L a t e w o o d
2

。

9 9 3
。

0 8 2
.

2 1

管 间
M a 主n d i a m e t e r

纹 孔 长 径
0 f P i t b e t w e e n t五e v e s s e l s 8

。

6 8 9
。

3 1 8
。

85

导 管 数 目/ 平 方 毫 米
N o

.

o f v e s s e l s
/ m m

5 4
。

0 2 9
.

2 3 1
。

9

纤 维 长 度
L e n g t h o f f i b e r 9 1 5

.

6 1 0 9 8
。

7 9 37
。

5

纤 维 直 径
D i a m e t e r o f f i b e r 2 0

。

8 1 9
。
6 2 2

.

8

纤 维 壁 厚
w

.

a l l t h i e k n e s s o f f i b e r
4

.

0 6 5
。

5 7 3
。
3 1

环 管 管 胞 长
L e n g t h o f v a s i e e n t r i e

度
t r a e h e i d

6 3 5
.

6 64 7
.

3 6 3 0
。

2

环 管 管 胞 直 径
D i a m e t e r o f v a s i e e n t r i e t r a e h e i d

3 0
。

0 2 4
。

9 2 9
.

9

}云
。
漏

一

廿石矛--ic
-

{燃黛
一 ,

…
一 61

兰
-

…兰
1

`
’

` 2

…卞
…-

-
- -

一…
一汾

…万

||
||月刁l|

.

|
.

环 管 管 胞 纹 孔 长 径
M a i n d i a m e t e r o f P i t i n t h e 7

。

21
v a s i e e n t r i e t r a e h e i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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