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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金花茶花粉形态的扫描电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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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金花茶分类系统尚未完善ꎬ金花茶又极具观赏价值ꎬ潜在价值极高ꎬ该研究应用扫描电镜观察三种金

花茶花粉形态ꎬ即平果金花茶、直脉金花茶、金花茶ꎬ并运用数理统计和图片分析的方法对其花粉形态进行了

探讨ꎮ 结果表明:三种金花茶花粉均属于大花粉粒ꎬ花粉平均极轴在 ５０ μｍ 以上ꎬ花粉极面观为钝凹三角形ꎬ
萌发孔为三孔沟ꎬ即 Ｎ３Ｐ４Ｃ５类型ꎮ 平果金花茶与直脉金花茶花粉外壁纹饰为拟网状纹饰ꎬ平果金花茶网眼较

密ꎬ网脊稍不平ꎬ直脉金花茶网脊稍隆起ꎻ金花茶为蠕虫状纹饰ꎬ短条状突起ꎮ 花粉形态对其分类有重要意义ꎬ
通过花粉外壁纹饰的类型可知金花茶与其二者亲缘关系较远ꎬ花粉形态各指标具有种间变异性ꎬ种内具有保

守性ꎬ而平果金花茶和直脉金花茶花粉外壁纹饰相同但具体分类还需进一步研究ꎮ 该研究结果为金花茶种质

资源分类和利用提供了参考ꎬ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金花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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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庄瑞林ꎬ２００８)ꎮ 金花茶被誉为“茶族皇后”ꎬ而
享誉海内外ꎬ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ꎮ 金花茶的分类学

主要集中在形态解剖学、孢粉学和核型分析上ꎬ花粉

的外部形态特征具有种属特异性ꎮ 外壁纹饰特征作

为植物种质鉴别的重要依据已有大量报道ꎬ至今已有

２７ 个种和变种作了花粉扫描电镜研究(谢永泉等ꎬ
１９９１ꎻ王任翔等ꎬ１９９７)ꎮ 由于金花茶植物分类复杂ꎬ
至今存在许多争议ꎬ因此研究金花茶花粉形态为分类

问题提供一定理论依据ꎮ 而邓桂英(２００１)对金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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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应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对平果金花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ｐｉｎｇｇｕｏｅｎｓｉｓ)、直脉金花茶(Ｃ. ｍｕｌｔｉｐｅｔａｌａ
ｖａｒ. ｐａｔｅｎｓ)和金花茶(Ｃ.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ａ)进行花粉形态

比较研究ꎬ根据花粉形态特征确定其亲缘关系ꎬ为金

花茶种质资源分类和利用提供参考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材料采于 ２ 月中旬华南农业大学校园内生长健

壮植株且成熟的花粉ꎬ分别为平果金花茶、直脉金花

茶、金花茶ꎮ
１.２ 方法

参照敖成齐和刘小坤(２００１)的方法ꎮ 采用额

氏醋酸酐分解法制片ꎬ于光学显微镜目镜 １０×、物镜

４０×下测量花粉的极轴长(Ｐ)、赤道轴长(Ｅ)ꎬ每种

花粉测量 ２０ 粒ꎬ取平均值ꎮ

将花粉分别均匀地撒在粘有双面胶的扫描电镜

样品台上ꎬ在 ＩＢ￣５ 发给型离子溅射仪上喷金ꎬＦＥＩ￣
ＸＬ３０ 型扫描电镜下观察并拍照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花粉粒的大小和形状

３ 种金花茶花粉粒均属于大花粉粒ꎬ如表 １ 所

示ꎬ金花茶花粉极轴平均长为 ５０.３２ μｍꎬ赤道轴平

均长为 ４５.８２ μｍꎬ花粉平均极轴 /赤道轴(Ｐ / Ｅ)为

１.１０ꎮ 花粉形状为近圆球形ꎮ
平果金花茶和直脉金花茶花粉粒为长球形ꎬ长

轴较长ꎮ 平果金花茶 Ｐ / Ｅ 为 １.２７ꎬ直脉金花茶值为

１.３４ꎬ其直脉金花茶极轴最长为 ５７.８２ μｍꎬ且赤道轴

最短为 ４３.２３ μｍꎮ

表 １　 金花茶花粉粒大小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ｅｃｔ.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ａｅ ｐｏｌｌｅｎ ｇｒａｉｎ ｓｉｚ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极轴长
Ｐｏｌａｒ ａｘｉｓ
(μｍ)

赤道轴长
Ｅｑｕａｔｏｒｉａｌ

ａｘｉｓ
(μｍ)

极轴 /
赤道轴
Ｐ / Ｅ

形状
Ｓｈａｐｅ

金花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ｎｉｔｉｄｉｓｓｉｍａ

５０.３２ ４５.８２ １.１０ 圆球形
Ｓｐｈｅｒｏｉｄａｌ

平果金花茶
Ｃ. ｐｉｎｇｇｕｏｅｎｓｉｓ

５７.００ ４５.１４ １.２７ 长球形
Ｐｒｏｌａｔｅ

直脉金花茶
Ｃ. ｍｕｌｔｉｐｅｔａｌａ ｖａｒ. ｐａｔｅｎｓ

５７.８２ ４３.２３ １.３４ 长球形
Ｐｒｏｌａｔｅ

２.２ 外壁纹饰特征

外壁纹饰是鉴定花粉最重要特征之一ꎮ 在光学

显微镜下ꎬ其花粉外壁纹饰有两种类型ꎬ平果金花茶

和直脉金花茶为拟网状纹饰ꎬ平果金花茶网眼较密ꎬ
网脊稍不平ꎬ直脉金花茶网脊稍隆起ꎻ金花茶为蠕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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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金花茶花粉粒形态特征 (赤道面观 ×２ ０００ꎬ极面观 ×２ ０００ꎬ外壁纹饰 ×６ ４００ )　
１－３. 金花茶ꎻ ４－６. 平果金花茶ꎻ ７－９. 直脉金花茶ꎮ

Ｆｉｇ. １　 Ｓｅｃｔ.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ａｅ ｐｏｌｌｅｎ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Ｅｑｕａｔｏｒｉａｌ ｖｉｅｗ ×２ ０００ꎬＰｏｌａｒ ｖｉｅｗ ×２ ０００ꎬ
Ｅｘｉｎｅ ｓｃｕｌｐｔｕｒｅ ×６ ４００)　 １－３.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ａꎻ ４－６. Ｃ. ｐｉｎｇｇｕｏｅｎｓｉｓꎻ ７－９. Ｃ. ｍｕｌｔｉｐｅｔａｌａ ｖａｒ. ｐａｔｅｎｓ.

状纹饰ꎬ短条状突起ꎬ突起间见穿孔(图 １)ꎮ
２.３ 萌发孔特征

萌发孔的数目(Ｎ)、位置(Ｐ)和特征(Ｃ)是花粉

分类的依据之一ꎬ观察的 ３ 种金花茶萌发孔均为三

孔沟ꎬ属 Ｎ３Ｐ ４Ｃ５类型ꎮ 沟一般较细长ꎬ中部隆起ꎬ常
缢缩形成两个半沟ꎮ 金花茶三孔沟的形态存在差

异ꎬ沟两端渐窄ꎬ沟膜明显(图 ２)ꎮ

３　 讨论

花粉是植物携带遗产信息的雄性生殖细胞ꎬ与
其他组织器官相比其性状较稳定ꎬ环境因素对它形

态特征的影响较小ꎮ 花粉形态对金花茶组植物分类

有一定的意义ꎮ 而花粉外壁纹饰在分类及种间类群

鉴定中占有重要地位(倪穗和李纪元ꎬ２００７)ꎮ 王任

翔等(１９９７)表明扶绥中东金花茶、龙州金花茶、薄
瓣金花茶与凹脉金花茶、柠檬黄金花茶、小瓣金花茶

分属于不同的两大类型ꎬ差异明显ꎬ在形态上易于区

别ꎬ其花粉外纹壁饰明显不同ꎮ 贾子瑞(２０１４)研究

云杉属分类发现花粉形态特征的各指标在种间具有

变异性、种内具有保守性ꎮ 本研究结果表明平果金

花茶和直脉金花茶属拟网状纹饰ꎬ金花茶属蠕虫状

纹饰ꎬ外壁纹饰存在差异ꎬ金花茶不同于平果金花茶

和直脉金花茶的ꎬ而平果金花茶与直脉金花茶需进

一步研究比较其亲缘关系ꎮ 同时本研究结果与唐绍

清等 ( ２００４) 通过比较金花茶和平果金花茶的

ｎｒＤＮＡ ＩＴＳ 区序列得出金花茶与平果金花茶亲缘关

系不近的结论相一致ꎬ但同类型的花粉外纹壁饰之

间不同种的差别不大(韩柏明ꎬ２０１３)ꎮ 覃小玲等

(２０１２)通过 ＦＴＩＲ 技术表明平果金花茶与直脉金花

４２４１ 广　 西　 植　 物 ３６ 卷



图 ２　 金花茶花粉形态　 １. 金花茶ꎻ ２. 平果金花茶ꎻ ３. 直脉金花茶ꎮ
Ｆｉｇ. ２　 Ｓｅｃｔ.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ａｅ ｐｏｌｌｅｎ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１.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ａꎻ ２. Ｃ. ｐｉｎｇｇｕｏｅｎｓｉｓꎻ ３. Ｃ. ｍｕｌｔｉｐｅｔａｌａ ｖａｒ. ｐａｔｅｎｓ.

茶聚类分析得出其差异较大ꎬ各自划分为一个种ꎮ
韦仲新等(１９９２)对山茶属 １８ 个组 ２７ 个代表种花粉

大小、形状、外纹壁饰等做了综合比较分析ꎬ研究结

果表明花粉外纹壁饰在扫描电镜下差异显著ꎬ为分

类提供重要依据ꎮ
平果金花茶、直脉金花茶亲缘关系不是很近ꎬ今

后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花粉外壁纹饰类型相同的不

同种的研究ꎮ 本研究所观察的花粉种类较少ꎬ今后

应进一步采集更多金花茶组花粉对其花粉形态进行

系统观察ꎮ 通过电镜扫描对 ３ 种金花茶花粉形态比

较分析ꎬ旨在确定 ３ 种金花茶的亲缘关系ꎬ在于解决

金花茶组分类问题ꎬ丰富了金花茶基础研究ꎬ进一步

说明花粉形态尤其是外壁纹饰的类型对金花茶组植

物的分类提供一定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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