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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薇 (Lagerstroem ia indica) 雄蕊异化 , 具有长花丝和短花丝两类形态不同的雄蕊。两类雄蕊中的花粉形态、数
量、大小和生活力等都有一定的差异。前人研究推测两类花粉在功能上有着明显的分工。作者就两类花粉的生活力及
授粉结实能力进行了研究 , 证实紫薇两类花粉均有育性 , 并可自花结实。

试验于 2005—2007年 6—9月在天津大学和天津科润蔬菜研究所进行。以紫薇品种 ‘红红火火 ’和 ‘彩霞满天 ’
2～4年实生苗各 4株为材料 , 于盛花期连续 15 d对有代表性的花枝进行观测和收集花粉。花粉离体培养基为 H3 BO3

20 mg·L - 1 + CaCl2 10 mg·L - 1 +琼脂 5 g·L - 1 , 分别附加 0、50、100、150、200、250、300 g·L - 1蔗糖。25 °C培养
4 h后观测 , 花粉管长度大于花粉粒直径的视为萌发。试验重复 3次 , 每次统计花粉 1 000粒以上。

选取即将开放的花蕾 , 开花前一天傍晚去雄套袋 , 次日清晨花柱伸直后辅助授粉 , 套袋。分别在 6、12、24、30、
36、48和 54 h取完整的雌蕊 , 用卡诺固定 24 h, 75%酒精中保存。苯胺兰染色 24 h, 荧光显微镜观测萌发情况。每
个时期取材 5朵 , 连续重复 3次。授粉后 5 d和 30 d调查结实能力 , 果实成熟后调查单果种子数。

通过试验观测发现 , 雄蕊分两类。 (1) 外围花药 6个 (少为 5、7或 8个 ) , 花丝与花柱等长 , 约 20～24 cm, 花
药较大、棕色 , 花粉绿色 , 前人称之为 ‘传粉型雄蕊 ’; (2) 中央部分花药 20～45个 (多数为 30) , 花丝较短 , 长度
为 11～14 cm, 花药较小、黄色 , 花粉黄色 , 前人称之为 ‘给食型 ’雄蕊。

两种花粉均在培养基蔗糖浓度为 200 g·L - 1时萌发率最高 (80%以上 ) , 超过 200 g·L - 1后降低 ; 在 0和 50 g·
L - 1时 , ‘给食型 ’花粉萌发率高于 ‘传粉型 ’, 100 g·L - 1以上时后者高于前者。辅助授粉 6 h (图 1, A) , 花粉已萌
发 , 突破柱头壁 , 其中 ‘传粉型 ’花粉的花粉管长度达到整个花柱长的 1812% , 12 h后 (图 1, B ) 达到 5716% ,
‘给食型 ’花粉表现相似 , 分别达到 1513%和 5013%。24 h后两类花粉的花粉管均进入子房 (图 1, C) , 花后 48 h时
花柱中观测不到发光的花粉管。两种花粉授粉后均得到了果实 , 并有正常的具胚种子。

图 1　授粉后 6 h ( A)、12 h ( B) 和 24 h ( C) 花粉在柱头萌发及荧光观测 ( ×66)

F ig. 1　Germ ina tion of pollen after pollina tion for 6 h ( A) , 12 h ( B) and 24 h ( C)

by fluorescence m icroscopy observa tion (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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