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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羞草科植物宝世界约有 种
,

广泛分

布热带及亚热带地区
,

尤以热带美洲最多
。

自交不亲和性 含羞草科植物绝大部分是

异花授粉
,

大多数种有自交不亲和特性
,

尤以木

本属的种为最多
。

随着向草本方向的演化
,

自

交不亲和性相对减少
。

这种自交不亲和性在形

态上主要表现为单性花或雌性不育的两性花
。

如在合欢属和雨树等属的花序中
,

有大型花或

叫中心花
,

小型花也叫边缘花
,

大型花即是雌
、

雄蕊齐全的雌性不育的两性花
,

可存在于含羞

草科植物所有的花序类型中
。

另一种花在外部

形态上不易察觉
,

它主要存在于较小的头状花

序中
,

多出现在杂性花  雄花和两性花 同株 !的

属中
。

花繁似锦的杂性花 含羞草科植物的杂性

花具有自交不亲和性
,

能在繁殖时减少能量消

耗
、

提高繁殖效率
。

在雌花和两性花组成的杂

性花序中
,

大部分雄花在形态上是两性花
,

但雌

蕊不育
。

这种生理上的雄花在吸引传粉者和提

高结实率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

一方面
,

它减少了

花序中雌蕊发育成果实
,

节约了能量
,

却保证了

少数果实的重点发育
,

提高了种子的质量和后

代存活率
。

事实上在合欢属
、

金合欢属
、

猴耳

环属
,

棋子豆属等属中结的果实远远少于花序

中的花
,

显然花序中大部分花是不育的
。

在另

一方面它又保证了花序中花的数 目和 花 粉 产

量
,

甚至发展了更多更发达的雄蕊
,

以保证和增

强吸引传粉者
。

在合欢等属 中花序中有两种形

态的花
,

其大型花的雌蕊不育
,

但其雄蕊群比边

缘花的雄蕊群更发达
,

以保证吸引昆虫
。

对传

粉者而言
,

无论是专性还是非专性
,

都要优先选

择高花粉产量的花
,

尤其对高级传粉者如鸟类

及哺乳类更是如此
。

因此
,

杂性花的产生能更

有
‘

效地吸引或选择更高级的传粉者
,

进而产生

了以蜂媒为主向鸟媒
、

蝙蝠为媒转变
。

果实种子大 部分雌性不育的两性花是花

序中所结的果实 由多而少
、

由小而大转变的基

础
。

一些生长在热带潮湿森林中的植物
,

如棋

子豆属
、

楠藤子属等植物
,

它们的果实大
,

数量

少
,

种子也较大
,

这对适应荫湿的森林环境有着

积极的意义
。

因为在荫湿的森林中
,

传粉者较

少光顾
,

因此高产量花粉的花能有效地吸引传

粉者
,

同时
,

在阴暗的森林中光合作用受到了一

定的影响
,

没有足够的能量产生许多的果实 ∀在

阴暗的森林中只有大型的种子才能有足够的能

量
,

维持幼苗生长到能进行光合作用的空间
。

因此
,

在这些植物中
,

雌花不育既可保证它们的

传粉
,

又能产生大的种子
,

提高它们对环境的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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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能力
。

花的多子房性 含羞草科花的传粉者从昆

虫到鸟类和哺乳类
,

但以鸟类和蝙蝠传粉较多

其花的演化趋势是向小型化方向发展
,

花为辐

射对称
,

花瓣直立
、

形态 变小
,

雄蕊发达
,

数目增

多
,

少数花形成了多子房现象
,

并形成密集的花

序
,

以整花序吸引传粉者
。

值得一提的是少数

花产生了多心皮分离现象图 %
#

#

& ,

这一现象似

乎和被子植物系统演化趋势相反
,

但从传粉生

物学角度来看这种现象便易理解
,

因为大量雌

性不育的两性花
,

减少了雌蕊授粉的机会
,

而每

花多子房的产生便可弥补这一缺陷
。

花药腺体和中性花 含羞草科植物小而密

集的花序的形成
,

使花部蜜腺被遮掩或退化
,

为

了补偿这种不足
,

如海红豆属
,

金合欢属
,

植

藤子属在花药的顶端形成了腺体  图 )!
。

含羞

草科花序中还有适应传粉的特化结构即产生了

中性花
,

中性花通常是花序中的产蜜结构
,

多位

于花序的基部 图 ∋ ,
(!

,

如球花豆属
、

楹藤子属

等
。

美丽的雄蕊群 鸟媒是含羞草科植物中最

常见的传粉方式
,

从中国引种到美洲的合欢时

有蜂鸟光顾
。

但在中国则主要是虫媒
。

美洲的

围延树属
、

米缨花属及合欢属等
,

它们吸引鸟类

传粉主要靠花序的外观
,

一般花瓣的颜色不太

重要
,

重要的是雄蕊群的色彩
,

它们与花冠颜色

成鲜明的对比
,

花药和花丝间
、

花丝的上下部颜

色也不相同
,

有的则在能育花和不育花的色彩

上也有差别
。

我国的合欢其花丝上部 呈 红 色
,

下部呈白色
,

形成鲜明对比
。

热带地区所产的

白花合欢的花丝特化
,

颜色洁白
,

在深色森林中

十分耀眼
,

以吸引传粉者
。

适应哺乳动物传粉的花 分布在热带美洲

的印加树属及分布泛热带的球花豆属植物的传

粉
,

主要是由哺乳动物蝙蝠来承担的
。

如球花

豆属植物头状花序高度特化
,

由具坚硬花柄的

花组成
,

十分牢固
,

花序是由两性花
,

中性花

和退化的雄花组成
,

产蜜的中性花位于两性花

和雄花之间
,

适应蝙蝠食蜜时实现传粉
。

甚至

不同地区分布的球花豆由不同的蝙蝠来传粉
。

这在适应传粉方面进化到了最高级的阶段
。

妞合花粉的产生 含羞草科植物在传粉和

繁殖生物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特化是产生了复

合花粉
。

复合花粉能提高花粉的体积
、

数量
、

授

粉效率及萌发率
。

此外
,

在演化过程中复合花

粉合数趋 向于与其胚珠数目一致
。

如朱缨花属

的一些种类
,

其花粉为 ∗ 合花粉
,

胚珠数也为

∗ ,

这样一粒复合花粉便起到了 ∗ 个单 粒 花 粉

的作用
,

无疑这是提高胚珠授精效率的最佳选

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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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样品化学千燥电镜扫描

生物组织在进行扫描电镜观察前
,

需经过

系列的前处理和干燥处理
,

才能进行
。

干燥样

品可用物理方法和化学方法两种
,

但物理方法

的缺点是处理程序较繁琐
,

时间较长
,

并需仪器

设备
。

现在
,

我们摸索出一种新的方法
、

它不需

用仪器设备
,

省时
、

省事
、

实用的化学千燥法
。

这种方法只需把经过前 处理的样品组织浸没在

六甲基二硅胺烷试剂中约 , 分钟
,

然后取出样

品放在空气中自然干燥
,

即能保持样品组织不

因失水而收缩
,

因此
,

能取得样品生活状态下真

实 自然的电镜图像
。

这种方法的原理是使用的试剂中
,

甲硅烷

基能与样品组织中的蛋白质产生交联作用
,

使

样品在前处理固定后
,

再次得到固定而变得硬

固不收缩
。

我们曾用该试剂干燥了多种植物样

品
,

并获得了良好的电镜图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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