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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大苞姜属和苞叶姜属种子解剖

学特征及其系统学意义
’

廖景平 吴七根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
,

广州五山 5 10 6 5 0)

摘 要 黄花大苞姜和苞叶姜分别是大苞姜属和苞叶姜属在中国分布的唯一代表
。

黄花大苞姜种

子椭圆形
,

具表皮毛
,

无假种皮 ; 苞叶姜种子卵圆形
,

无毛
,

假种皮盘状
。

二者的种子均包含种

皮
、

外胚乳
、

内胚乳与胚四部分
。

种皮均可分为外种皮
、

中种皮与内种皮
,

且中种皮包括下皮

层
、

半透明细胞层与色素层
。

合点区内种皮均出现缺口
,

缺口 间充满合点区色素细胞群
。

苞叶姜

种皮有 7一 9 层细胞
,

其中色素层 3 一 5 层细胞
,

而黄花大苞姜仅有 5 层
,

各部分均只有 1层细

胞
,

是迄今研究过的姜科植物中种皮细胞层数最少的
。

在珠孔区
,

苞叶姜具明显的柄状结构
,

并

有珠孔领和孔盖的分化 ; 而黄花大苞姜柄状结构短
,

且不明显
,

无珠孔领
.

因此
,

种子解剖学支

持将苞叶姜从大苞姜属分出并提升为属
.

同时
,

根据姜 目较原始类群的种子没有珠孔领分化
,

推

测黄花大苞姜可能保留了姜科某些较原始的特征
.

关键词 黄花大苞姜 ; 苞叶姜 ; 种子解剖学 ; 系统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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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大苞姜 ( C a u ot ak
e n望 fe

r ia c o e n o b-al ll’s (H a n e e ) K
.

L a sr e n ) 与苞 叶姜 ( yP 烤即 hy llu m

夕u n n a n e n s is (G
a g n e p

.

) W u e t C h e n ) 曾均被置于山奈属 (众
e n明fe r .al ) 〔 ’

,

2 〕
.

K
.

s e h u m a n n

( 19 0 4 ) 恢 复 C a

仰
t a n dr a 属 时 将 苞 叶 姜 移 至 该 属

。

K
.

L a rs e n ( 19 6 4 ) 建 立 大 苞 姜 属

( ca ulo ka
e n坦 fe ira ) 并将黄花大苞姜移至此属 〔 ’ 〕后

,

s m iht ( 19 7 2) 根据花药及腺体的特征又将

苞 叶 姜从 C a

mP
t an dr a

移 至 该 属
,

并据 其 具 叶状 苞 片 另 立 一 组
,

即苞 叶 姜 组 ( S ee L

yP gr op 妙 luI m )(
4 〕

。

吴德邻和陈忠毅 ( 19 89 ) 根据这两种植物在形态
、

地理分布
、

染色体数目

上的差异
,

并结合抱粉学资料
,

将苞叶姜分出并建立苞叶姜属 (yP gr op 妙刀扮川 (G ag ne .P ) .T L

w
u et 2

.

Y
.

c he n)
,

把苞叶姜作为该属的模式种
〔 5 〕 .

我们在姜科种子的系统解剖学研究中
,

发

现大苞姜属在我国的唯一代表黄花大苞姜与我国特有的苞叶姜属模式种苞叶姜
,

在种子解剖特征

上差异极大
,

现予以报导
.

1 材料与方法

黄花大苞姜采自华南植物所属下鼎湖山树木园
,

苞叶姜采自云南昆明郊区温泉县原西南林学

院后山
.

研究方法同前文 (6 〕
.

2 观察结果

黄花大苞姜种子椭圆形
,

长约 L 7 m m
,

宽约 .0 8 m m
,

种子表面具表皮毛
,

无假种皮 ; 苞叶

姜种子卵圆形
,

种子表面无毛
,

假种皮盘状
。

在珠孔区
,

苞叶姜具明显的柄状结构
、

有珠孔领与

孔盖的分化
,

黄花大苞姜柄状结构短
,

且不明显
,

无珠孔领
,

孔盖仅具雏形
.

在合点区
,

两者的

内种皮均出现缺 口
,

缺口间充满合点区色素细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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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假种皮

仅苞叶姜具盘状假种皮
,

白色
,

仅包围种子基部的柄状结构 (图 1 :l )
.

假种皮由内
、

外表

皮细胞及其间的数层薄壁细胞构成
.

纵切面表皮细胞近长方形
,

体积小 ; 其外表面具一层较厚的

角质层 (图 2 : 9)
,

表皮细胞间的薄壁细胞其形态和细胞体积因位置不同而不同
,

但通常为长方

形
。

近柄状结构的假种皮细胞间散布有少许色素细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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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种子结构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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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4 为黄花大苞姜
.

1
、

4 种子纵切面
,

2
、

3 种子横切面
。

1示苞叶姜种子无毛
,

具珠孔领 ( 个)
、

盘状假种皮 (▲ ) 和明显的柄状结构
。

4 示黄花大苞姜种子具表皮毛
,

无珠孔领 (人 ) 和假种皮
,

柄状结构短且不明

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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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种皮 黄花大苞姜 (图 2 : 3
,

4) 和苞叶姜 (图 2 : 7
,

8) 的种皮均可分为外种皮
、

中种皮

与内种皮三部分
,

但二者各部分的形态特征差异较大
。

·

.2 2
.

1 外种皮 黄花大苞姜和苞叶姜的外种皮均 由 1 层表皮细胞构成
.

表皮细胞的壁均增

厚
,

略木质化 ; 横切面细胞近圆形或椭圆形
,

纵切面切向延长
,

近长方形或线形
.

二者外种皮的

最大区别在于黄花大苞姜的部分表皮细胞向外突起
,

形成单细胞表皮毛
,

而苞叶姜则没有表皮毛

存在
.



图 2
, . 、 , .、 ; 二

二
。 。 口品匹

三商倒评 图
F ig

`

2 D e ra ils o f a r i l
, s e e d e o a t

,

m ie r o P y la r er g io n a n d c h a la az ] r e g io n

1~ 4 黄花大苞姜
,

5一 9 苞叶姜
.

1
、

5 合点区部分结构纵切面
。

往意
,

黄花大苞姜合点区下皮细胞增至 2

孔区部分结构纵切面
.

3
、

7 部分种皮结构横切面
.

4
、

8 部分种皮结构纵切面
.

9 部分假种皮纵切面
.

1
,

l ~ 4
.

C o .对。
ka

e 刀望fe r ia c o e o o b l’a ils
,

5一 9 御 rg DP hy llu
n : 夕u 。 。 a n e o s站

.

1
,

5 P a r ts o f e h a la az l re g io n in L S二 N o t气 t加

be
r o f h y po d e r m a l e e ll l

a y e r o f C
.

c
oe no b矛a 左s in c r e a s e d t o 2 la y e rs (▲ ), t h o pe

r is pe
r m ce l ls o f t h is s pe ic o a r e r o u n d is h

。 n l y w i th s~ 7 Ia ye岛
.

2
,

6 aP
r ts o f m ie ro P y la r r e g io n in L

.

S二 3
,

7
.

aP
r ts o f s e e d e o a ts in .T S二 4

,

8
.

h
r 留 o

f
s e e d co

a ts



3 期 廖景平等: 国产大苞姜属和苞叶姜属种子解剖学特征及其系统学意义 2 13

2
.

2
.

2 中种皮 黄花大苞姜和苞叶姜的中种皮均由下皮层
、

半透明细胞层与色素层构成
.

2
.

2
.

2
.

1 下皮层 由表皮内方的 1 层下皮细胞构成
。

细胞切 向延长
,

内含红棕色色素块
.

经

三氯化铁染色后
,

下皮细胞呈强烈正反应
,

表明细胞内的色素块结合有单宁
。

2
.

2
.

2
.

2 半透明细胞层 为下皮层内方的 1层体积较大
,

内含有不定形块状物的细胞
.

细胞

切向延长
,

近长方形或不规则形
,

细胞层呈半透明状
。

半透明细胞内的块状物在苏丹黑 B 染色中

均呈正反应
,

表明含有脂类 ; 苞叶姜的这些块状物还含有蛋白质
,

在汞一澳酚蓝染色中呈强烈正

反应
。

2
.

2
.

2
.

3 色素层 不论横切面还是纵切面
,

色素层细胞均切向延长
。

黄花大苞姜与苞叶姜的

色素层细胞层数与内含物差异甚大
,

前者色素层大都只有 l 层细胞
,

偶尔可见 2 层
,

细胞内含有

红棕色色素块
,

后者的色素层有 3 一 5 层细胞
,

细胞内仅含有少量颗粒状色素物质
。

2
.

2
.

3 内种皮 黄花大苞姜与苞叶姜内种皮均由 1层砖形薄壁细胞构成
,

细胞仅内径向壁及

内切向壁略增厚
,

其它保持薄壁状态
。

不论横切面或纵切面
,

内种皮细胞均切向延长
,

但横切面

的长度较纵切面更长
。

2
.

3 珠孔区的结构 黄花大苞姜珠孔区没有珠孔领
,

但分化出简单的孔盖 ; 苞叶姜除具有珠

孔领与孔盖外
,

尚有一较特化的柄状结构 (图 1 : 1 ) ; 黄花大苞姜的柄状结构短
,

且不甚明显

(图 l : 4 )
。

2
.

3
.

1 珠孔领 苞叶姜的珠孔领由内种皮及色素细胞向外胚乳凹陷形成
。

珠孔领的内种皮细

胞仅 内径向壁及内切向壁略增厚
,

其它保持薄壁状态 ; 其色素细胞含有少许黄褐色色素
.

2
.

3
.

2 孔盖 黄花大苞姜与苞叶姜的孔盖均由内种皮细胞与 5 一 7 层色素细胞构成
。

其内种皮

细胞仅内切向壁及内径向壁略增厚
,

色素细胞内的色素物质前者多
,

几乎充满整个细胞
,

红棕

色 ; 后者少
,

黄褐色
。

2
.

3
.

3 柄状结构 黄花大苞姜
、

苞叶姜在孔盖外侧形成柄状结构 ( S t a lk一 l ik e s t r u e t u r e ) (图 l

: 1
,

4)
。

此结构由外 向内可见表皮
、

下皮和半透 明细胞层的分化
,

均为种皮相应层次的延续
.

半透明细胞以内为一些薄壁细胞及散布其中的色素细胞
.

柄状结构的表皮细胞壁亦增厚并略木质

化
.

苞叶姜的柄状结构粗细均匀
,

较长
,

而黄花大苞姜的柄状结构渐细
,

较短
.

2
.

4 合点区的结构 种子在合点区亦分化出外种皮
、

中种皮与内种皮
。

其 中外种皮
、

中种皮的

半透明细胞层与种皮相应层次相似 ; 中种皮的色素细胞层数增多
,

种脊维管束延伸至此 ; 仅黄花

大苞姜合点区下皮细胞由 1层增至 2 层 ; 内种皮在合点区的共 同特征是出现缺 口
,

缺 口间充满合

点区色素细胞 (图 1 : 1
,

;4 图 2 : 1
,

5)
。

合点区色素细胞为近等径的多角形或近长方形薄壁

细胞
,

细胞内充满红棕色色素
。

2
.

5 外胚乳 黄花大苞姜与苞叶姜在合点区附近均有外胚乳存在
。

两者外胚乳细胞的壁均平直

而不弯曲为波浪形
,

但细胞形态与细胞层数差异大
,

前者近圆形
,

最厚处仅有 5 一 7 层细胞 (图

2 : 1 )
,

后者近长方形
、

线形或不规则形
,

一般有 8一 12 层细胞
。

外胚乳细胞内充满淀粉粒
,

合

点区附近的少数细胞含少许蛋白质
。

与内种皮相接的外胚乳细胞的外表面分布有明显的角质层
.

2
.

6 内胚乳 上方为多层细胞部分
,

往下方变窄
,

并逐渐过渡到单层细胞内胚乳部分
。

多层的

内胚乳细胞椭圆形
、

近圆形或不规则形
,

单层细胞部分其细胞近长方形
。

黄花大苞姜多层细胞内

胚乳富含脂类与蛋白质
,

其最外方不分化出一层体积小的细胞 ; 苞叶姜内胚乳富含蛋白质
,

最外

方具一层体积小
、

主要含脂类的细胞
。

两种植物内胚乳均含淀粉粒
。

2
.

7 胚 苞叶姜仅观察到球形胚
.

黄花大苞姜的胚棒状
,

基足部略膨大
,

先端变小 (图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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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其胚有胚芽
、

胚根的分化 ; 胚细胞含有蛋白质
、

脂类与许多淀粉
,

胚细胞问没有异细胞分

化
.

表 1 黄花大苞姜和苞叶姜种子解剖学特征的不同点
T a b le 1 T h e id ffe er n e e s o f t h e 概 d a n a t o m ic a l e h a r a e t e r be wt ee n C a u lo ak e n 砚fe iar

c o e n o bia ils a n d

yP gr op hy llu m y u n n a n e n 成 s

黄花大苞姜 C
.

co cn
o b ia ils 苞叶姜 .P y u n n a

ne 彻 i ,

假种皮 A r il

外种皮 E x o tes t a

中种皮色素细胞层数及内含物

hT
e n u m be

r o f ce ll la ye
r a n d ce llu al r

e o n
at isn o f P ig me

n t e e ll la界
r

珠孔区珠孔领与柄状结构

T h e m ic or p y恤 r co all
r a n d

s t a lk一 11k
e s tur e t u er

a t

m icr o yP al r r e g io n

无 A b se n t

有毛 W t访 e Pid e

mr
a l ha isr

l( 偶刀层
,

细胞内含红棕色色素块
.

o n ly l ( ar er ly Z ) l
a
ye

r
(s )

, e e lls co
n
at i

n

r e d d is h b r o wn P ig m e n t b o d y

无珠孔领
,

柄状结构短且不明显

W i tho
u t m ic or yP al r

co lal r ,

t h e

S at lk一 l止 e 3 t r u C t u re S h o r t a n d

0加e u r e

有 P res
s e n t

无毛 W i th o u t
ha irs

3~ 5 层
,

仅含少许色素颗粒

3 ~ 5 la ye sr
,

ce us co
n
at in

g ar n u la r P ig me
n t

有珠孔机 柄状结构明显

W iht m ic or yP fa r
co lla

r a n d

a n o b v io u s s t a】k , li k e

S t f U C tU化

合点区下皮层细胞层数
T he

n u
m be

r o f ce il la ye
r o f

h y op d
e r
m is a t e h a la az l r e g io

n

2层

W i th 2 l a ye sr

通常 1层

U
s u a l ly w i th l la挥 r

注 : 内
、

外胚乳及杯的不同点未列出
.

N o et
.

t h e d iffe卿璐
o f pe r is pe mr

,
e n
do

spe r m a n d e m bry o be t

wee
n t h es e two

s户沈 Ies h a v e n o t be e n
po i n te d o u `

3 讨 论

报导过的姜科种子都具假种皮
,

而且其形状极为多样 〔7 〕
.

但我们发现
,

黄花大苞姜的种子

没有假种皮
,

这是以前未曾报导过的 ; 苞叶姜的假种皮亦很特殊
,

为盘状且仅包围着种子基部的

柄状结构 (图 1 : 1)
,

内
、

外表皮细胞外方均具厚的角质层
.

姜花族种子的研究仅见于 M a u r i t oz n 对 eH dy
c h l’u m g a r de n i a n u m

,

B ar e
hy

c h il u s h o r
功

e

ldl’i 和

R o sc oe “
uP rP “ er a 近成熟种子种皮的简单描述与 H g ar de n ia nu m 的图示 (8 )

.

他的描述与图示和

我们的研究表明
,

其内种皮均由部分壁略增厚的砖形薄壁细胞构成 (图 2 : 3
,

4
,

7
,

8)
,

即为

薄壁细胞型 内种皮
.

另一方面
,

与 .H g盯凌 n ia nu m
、

B
.

h or 功
e l d ii

、

R
.

p “ rP ur ea 及苞叶姜 比
,

黄花大苞姜的种皮最为简单
,

只具 5 层细胞
,

中种皮的下皮层
、

半透明细胞层及色素层均仅 1层

细胞
,

是迄今研究过的姜科植物中种皮最简单的类群 ; 而且黄花大苞姜表皮细胞具表皮毛
,

这仅

在舞花姜中有报导 〔 , 〕
.

G or o jet
n 和 B o u m a n ( 19 81 )曾指出

,

珠孔领和孔盖的出现是姜科种子的结构特征 〔 ’ 。〕 .

前人

的工作 〔7,s 〕和我们对豆盐属 〔 6,1
1〕 、

姜属 (1 2〕
、

舞花姜 (9 〕种子的研究也证明了这点
,

苞叶姜亦

具有珠孔领与孔盖
,

但黄花大苞姜珠孔区却仅有孔盖而没有珠孔领的分化 (图 1 :l
,

4)
.

这是

姜科植物没有珠孔领类型的首次报导
.

姜花族种子合点区结构尚无文献报导
.

本文提供了姜花族的黄花大苞姜和苞叶姜合点区结构

的研究资料
.

它们与已报导的姜科植物合点区构造有许多共同点
,

即种皮亦分化出外种皮
、

中种

皮与内种皮
,

中种皮色素层细胞层数略增多
,

内种皮出现缺口
,

缺口间充满合点区色素细胞
,

分

布在中种皮的种脊维管束终止于缺 口上方
。

值得注意的是
,

它们的合点与种脐 (珠孔端 )
、

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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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直线上
,

合点位于种子正上方
。

研究表明
, 一

黄花大苞姜与雹“ 1
一

姜种子解剖学特征有明显的区别 (表 l)
。

这些特征的差异完

全有理由支持把苞叶姜从大苞姜属分出
,

并成立苞叶姜属的意见 〔5 〕
.

黄花大苞姜的种子解剖学特征在己研究过的姜科植物中是很特殊的
,

表现在种子极小
,

无假

种皮 ; 具表皮毛 (舞花姜属亦具表皮毛 ) ; 其种皮虽亦具有姜科种皮的基本层次结构
,

即外种

皮
,

包括下皮层
、

半透明细胞层
、

色素层的中种皮与内种皮
,

但各部分均只有 1层细胞
,

是已研

究过的姜科植物中种皮细胞层数最少的 ; 珠孔区没有珠孔领分化
。

据 G or o
tj en 和 B o u m a n 的研

究
,

姜目 8 科 中
,

除兰花蕉科 ( L o w ia ee ae ) 未被研究外
,

只有旅人蕉科 ( S t er il tz iac ae e) 没有

珠孔领
,

蝎尾蕉 科 ( H e xi e o n i a e e a e ) 具 发育不全 的珠 孔领
,

其余 5 科 均具珠 孔领 ( ’ 0 〕
.

aT hk ajt
a n 则指出

,

蝎尾蕉科亦没有珠孔领 〔’ 〕
。

上述事实使我们提出这样的设想
,

在姜目较原

始的科是没有珠孔领分化的
,

只有较进化的类群才出现珠孔领
。

姜科是较进化的科
,

具有珠孔

领; 而今姜科亦找到没有珠孔领的类型
,

这有可能显示黄花大苞姜是姜科中种子结构保留了某些

较原始特征的类群
。

此外
,

黄花大苞姜其它一系列比较特殊的特征的系统学意义还不十分清楚
,

只有在对大苞姜属其它植物和姜科更多的属的种子解剖学研究后
,

才有可能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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