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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度濒危植物 一云南蓝果树的种子形态和 

不同处理条件对种子萌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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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观察了云南蓝果树 (Nyssa yuananemis)种子的形态，并初步研究 了萌发基质、光照、人工破坏内果 

皮和 pH梯度碱液处理对云南蓝果树种子萌发的影响。结果表明：云南蓝果树种子 (带内果皮)平均大小 

为 0．94 cm×0．52cm×0．17 cm(长 ×宽 ×厚)，千粒重约 234．3 g，有萌发瓣 ；红土，腐殖土，泥炭土 (v／v／v。1 

：1：1)为云南蓝果树种子萌发的适宜基质；种子在光、暗条件下都能萌发；人工破坏内果皮能明显地提高 

种子的萌发率 ；碱液处理对云南蓝果树种子的萌发有抑制作用，但对中国蓝果树 (N．s／nens／s)种子的萌 

发有促进作用。本文还对云南蓝果树的致濒原因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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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cd M orphology and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Germination of the Critically EndarLgered 

Nyssa yunnanensis(Nyss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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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嘣 ：Seed morphology was observed and effects of substance types。light，destroying the endocarp artificially and gra． 

client pI-I OH germination percentage ofthe species，N．yunnanens／s，wereinvestigated
． rFne results showed thatthe average 

seed size with endocarp was 0．94 cm×0．52 cm×0．17 cm(1ength×width×thickness)，per-thousand-seed．weight about 

234．3 g，with germination valve．Amongthethree substancetypes，laterite／humus soil／peat(v，v，v，1：1：1)Was betterfor 

N．~ ns／s．Seeds could germinateinthe bothlight and dark，the germination rate can beincreased by destroying the 

endocarp artificially obviously，and the seed germination of N．~ ns／s Was stunted by treated in lye，however，that of 

N．sinensis Was promoted ．Besides，the rarity causes of N． mⅡ， we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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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蓝果树 (Nyssa yunnanensis W．C．Yin) 

又名毛叶紫树，属于蓝果树科 (Nyssaceae)，蓝 

果树 属 (Ny~sa Gronov ex linn)(方 文 培 等， 

1983)。落叶大乔木，是我国热带北缘的特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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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立国，1989)，极度濒危种 (Critically Endan- 

gered)(汪松和谢炎，2004；顾云春，2003；李玉 

媛等，2003)，国家一级保 护植 物 (于永福， 

1999)。其木材红色，结构细密，切面光滑，不 

易翘裂 ，油漆及粘胶性能良好，加工容易，木材 

美观，是 良好的建筑用材 (宋朝枢等，1989)。 

迄今为止，对这一极度濒危物种的研究报道还仅 

见于系统分类和资源调查 (方文培等，1983；吴 

征镒和范家瑞，1977；李延辉，1996)。李耀利 

等 (2002)曾把它作为近缘种用 rbcL序列探讨 

单室茱萸属的系统位置。为了更好的保护和利用 

这一珍贵种质资源，笔者于 2004年 8月、2005 

年3～4月、2006年 2～4月对其进行野外资源调 

查，发现该种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自治州的普文 

(东经 101—6，北纬 22。25 )，该地海拔 850～900 

m ， 年平均气温 20．2~C，年降雨量 1 675 mln，相 

对湿度 83％，土壤为紫色砂页岩发育的赤红壤 

(蒋壁荣，2003)，其 自然更新能力差，林下植被 

密集，基本无幼苗。 

据房伟民和陈发棣 (2003)的记载，中国蓝 

果树 (N．sinensis O1iv．)种子需在碱液中处理才 

能萌发，云南蓝果树和中国蓝果树为同属植物， 

该方法能否促进云南蓝果树种子的萌发需要证 

实，故我们对云南蓝果树这一极度濒危物种的种 

子萌发也采用碱液中处理，以探讨影响云南蓝果 

树种子萌发的适宜 pH，另外根据云南蓝果树的 

生境及种子本身的特点还进行了其他萌发因子的 

初步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云南蓝果树的种子采自云南省西双版纳 自治州的普 

文 (2004年 8月 、2005年 9月)。中国蓝果树的种子采 自 

昆明植物研究所植物园 (2004年 8月)。将采回的果实， 

用水浸泡 24 h，搓洗剔除果肉，留下含有内果皮的种子， 

用水选法除去浮在水面的劣种 (虫蛀或种胚发育不完 

全)，自然阴干后的种子直接进行实验。 

1．2 方法 

1．2．1 果实和种子的形态特征观察 在 OLYMPUS双 目 

解剖镜下观察其形态特征 ，用游标卡尺测量其大小，用 

电子天平称其百粒重，实验分为5组，每组 100粒，结 

果取平均值。 

1．2．2 pH值对云南蓝果树和中国蓝果树种子萌发 的影 

响 随机取出两种植物的种子 720粒，均分 4组，分别 

用 pH值为 7．0、8．3、9．2、9．7的碱液 (硬脂酸与氢氧化 

钠质量比约为20：3)浸泡48 h，用蒸馏水清洗后，放入 

铺有两层滤纸的培养皿中，加入适量的水 ，在人工气候 

箱 (哈尔滨市东联电子技术开发公司，HP~280H)中萌 

发，萌发温度 19～24 ，湿度 83％，光照约 ∞．60land 

m。。s一。在试验过程中保证种子处于湿润状态，每处理 

设 3个重复。 

1．2．3 萌发基质对云南蓝果树种子萌发的作用 随机取 

种子 540粒，均分 3组，分别播种于 3种不同的基质中 

(红土／腐殖土 =1：1；红土／腐殖土／砂土 =1：1：1；红土／ 

腐殖土／泥炭土 =1：1：1)，基质湿度保持在 60％～70％， 

自然光照 (0—850tunol m～s )，气温 9～39℃，湿度约 

为 8o％，，每处理设 3个重复。 

1．2．4 人工破坏内果皮和光照对云南蓝果树种子萌发的 

影响 随即取种子 540粒，均分三组 ，分别进行人工破 

坏内果皮和不做处理的种子萌发对照试验，萌发温度为 

19～24℃，湿度 83％，光照约 69．60tunol m— s 或者全 

黑暗试验均设 3个重复。 

2 结果与讨论 

2．1 果实和种子的形态特征 

云南蓝果树的果实为核果、椭圆形，随着发 

育果实由绿色渐变为红至暗红，干时紫红色 (图 

1：A)。内果皮较厚，0．06～0．10 em，骨质，有 

明显的纵棱，具弯柔毛 (图 1：B)，内果皮一侧 

具明显棱状的心皮合缝。种子 (带内果皮)平均 

大小为 0．94 em×0．52 em×0．17 em (长 ×宽 × 

厚)，千粒重约 234．3 g。种皮薄，自然状态下为 

黄褐色，由于内果皮坚硬、种皮薄、种仁 (胚和 

胚乳)湿粉末状，未能剥出完整的种子 (包括种 

皮、种仁)，种子的基本结构图 1：C。成熟胚萌 

发时，胚根顶破薄的种皮，推开内果皮尖端一侧 

的三角形萌发瓣 (Germination valve)(Edye，1963) 

(图 1：D)，从裂开的合缝处伸出。合缝开裂是 

种子萌发先期的形态特征。 

Edye(1963)在总结本属植物果实的特征 

时，提到内果皮上有萌发瓣这一典型特征，廖海 

民 (1993)、陈令静等 (1991)对中国蓝果树所 

做的幼苗形态观察和胚胎学研究也提到萌发瓣， 

但就目前所知，有关本属植物的分类学文献中并 

未把萌发瓣作为分属依据，本文通过对云南蓝果 

树的观察实验并结合前人的研究认为：萌发瓣应 

该作为本属植物典型的分类学特征，至于属内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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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人工破坏内果皮 (A)和全黑暗条件下 (B)种子的萌发率 

Fig．4 Germination percentage with 2 different treahIlents，destroying endocarp artificially(A)and cultivated in the dark(B) 

云南蓝果树原产地的土质是赤红壤，最接近 

于红土／腐殖土／砂土，但实验结果显示其萌发率 

最低 ，另外笔者在野外调查中基本未见云南蓝果 

树林下有幼苗，说明原产地的土质并不适合云南 

蓝果树种子的萌发，至于为何原产地有其分布还 

需进一步调查研究。 

2．4 人工破坏内果皮和光照对云南蓝果树种子 

萌发的影响 

从环境条件比较稳定的人工气候箱 (萌发温 

度为 19～24℃，湿度 83％，光照约 69．60 p．mol 

m
I2 

s )中种子的萌发结果 (图4)可知：未经 

过处理的种子萌发率为 60．53％，而经过人工破 

坏内果皮后，萌发率可以提高到 65．00％，说明 

人工破坏内果皮是提高种子萌发率的有效手段， 

内果皮坚硬也可能是其导致濒危的原因之一。全 

黑暗条件下种子也能萌发，且萌发率为 25．00％， 

但实验后期由于子叶无光照，不能进行光合作用， 

慢慢死亡。此外野外林下很少见到幼苗，可能与 

林下草本植被非常密集，种子萌发后光照不足， 

对成苗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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