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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玉兰 中 3～7个胚珠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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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山玉兰 (Magnolia delara)~)两个居群各 10个果的解剖 ，发现其 心皮中的胚珠数 

目是变化的 ．1个果 上的心皮中分别具有 2～7枚胚珠 ，l心皮具有 3、4、5、6和 7枚胚珠的 

数目在木兰属中首次发现：在木兰科中．心皮中所具有的胚珠数目是分属的重要依据之一， 

木兰属和术莲届是根据心皮 中胚珠的数 目来划分 的．前 者具 2胚珠 ，而后 者具 4～16胚珠 。 

水兰属中具 3、4、5、6和 7胚珠心皮的发现有力地支持 了 Baillon所提出的将木莲属 与术兰属 

归并的分类观 ： 

关键词 山玉兰 ． L一皮 ，胚珠数 目 

分类号 Q &，F’．7 7．／ 

Discovery of 3～7 Ovules in One Carpel of Magnolia delavayi 

CONGXun，IJL"turn1一Xue，ZR~NG Yah～Ping，WU Quan—An，YUE Zhong—Shu 

(№  f Brim)"．The c Academy of轴 r ，Knnming ) 

Ahstr．／~ Thispaper deals Wl小 the mlrnber of 0v esinMagno／／a de／aw)-／．Thefrmtsfrom twopopulation 

。f M ． m—d ch~-ked m／atomically qlae result shows that the number of o~alles is vari~ le 2～7 

dvu】髓 were observed in di erent carpels from the satire fruit of M 出k嘏 ．3，4，5，6 and 7 o,,aAe~in 

one carpel were dJscove~dinthe genusMag~wliaforthefirsttime．TheillltIl~r of ovulesin a ca pd isthe 

most important laxot~omic characteristic that disting 8h黯 tv,O genera． Magno／／a and Ma~g／／et／a There are 

two ovules in orle carpel ofthe genus Magnolia k4～16 in删  ．The of3～7 ovules in 

one caqoel of Magnolia dekn~ayi implies that gag,~t／a and Ma~g／／et／a may be the tiff／fre germs．This result 

supports Baillon s proposal that the "m Manglietia should be it~orporated into the ger~m W ． 

1 w Magnolia ddm,ayi．Carpel，Number of o~atles 

术兰科 (Mag~oliaceae)植物被认为是原始的被子植物之一，是研究被子植物起源、演 

化的一个关键类群， 直是植物系统学研究的重点 ，已积累了许多形态 、分类、区系地理 

和分子生物学等各个方面的研究资料。自1964年 J．Hutchison在其 “有花植物志”中确立 

以来 ，木兰科科下的系统始终是大家研究的一个重点。近年来，一些新属和新种相继被发 

表，给科下系统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依据，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科下的系统仍 

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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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属 (Magnol／a)和木莲属 (Mangl／et／a)是木兰科的两个大类群 ，也是木兰科 中建 

立较早的两个属。其分属的主要依据是木兰属的每心皮具有稳定的2胚珠 (很少在下部心 

皮中有 3～4枚胚珠)(刘玉壶，1996)，而木莲属为 4～l6个胚珠。关于这两个属 的关系 

问题，不同的研究者持不同的意见。 自木莲属建立 来 ，Baillon(1806)第一个提 出来将 

木莲属与木兰属归并 ，随后 ，Keng(1978)认为仅凭每心皮的胚珠数 目而划分木莲属和木 

兰属是不 自然的 ，主张两属合并 但至今为止的所有 系统仍将两属分立 (Dandy，1964； 

刘玉壶，1984，1995，1996；Nooteboon，1985)。究其主要原因是 ，木兰属每心皮的胚珠数 

目为 2枚，而木莲属的胚珠数 目为 4～16枚，两属的胚珠数 目之间没有连续性 。但是 ，作 

者在对木兰属的山玉兰进行研究时，发现其每心皮的胚珠数目并不稳定，尽管多数心皮为 

2个胚珠，但也存在 3、4、5、6和 7个胚珠。现予 报道。 

1 材料和方法 

供解剖的山玉兰 MagnoEa de／a~3i果实来 自昆明植物园和云南省建水县坡头。其 中昆 

明植物园的山玉兰 自云南省牟定县化佛 山引种栽培，可作为化佛山居群的代表，花为红 

色；而坡头居群为野生 ，在其附近地区没有发现其它木兰科植物 ，花 白色。从每个居群 中 

随机选 10个个体，从每个个体上采集 1个果。再解剖每一个心皮 ，统计其胚珠数 目。 

2 结果与讨论 

化佛山居群 l0个果的胚珠数目列在表 1中 除 3号、5号和 7号果每心皮的胚珠数目 

都为2枚外，其它果的胚珠数目是变化的，除 2枚胚珠外，1心皮中还有 3、4和 5的胚珠 

数 目存在 (图版 I：1～4)。坡头居群 l0个果的胚珠数 目列在表 2中。除了 3号果的胚珠 

数目全为2枚外，其它各果的心皮中分别出现了2、3、4、5、6和 7枚的胚珠数目，因一 

些心皮中具有 6和 7枚的胚珠数目 (图版 I：5，6)而与化佛山居群胚珠数目有所不同。 

． 
裹 1 ‘匕佛山居群每心皮的胚珠数目 

Table1 The皿1mb叮0f ml洲 a caIpel offruitsf：a~nHla BIl叽 populati~ 

0  0  7  0  0  0  0  0  2  

2 8 0 m 0 1 0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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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结果表明，山玉兰每心皮中的胚珠数目是不稳定的，且其变化的幅度较大 ，从 2 

枚至 7枚胚珠 (若解剖更多果的话 ，可能还会有更多的胚珠数 目)，而与木莲属的 4 16 

枚相重叠。因此，依据木兰属每心皮的胚璩数 目为稳定的 2枚与木莲属每心皮的胚珠数 目 

为 4—16枚不同而分立为两个属是不 自然的。 

除了 《中国植物志》第三十卷第一分册中有木兰属植物 “很少在下部 tL,皮具 3 4” 

枚胚珠外，几乎所有的文献都把木兰属植物每心皮的胚珠数 目记录为 2，且将每心皮所具 

有的胚珠数 目作为分属 的唯一性状。而木兰属和木莲属的其它形态特征是极 为相似的。 

can嘞 t(1955)对木兰属和木莲属植物进行木材解剖研究后指出，两者的木材结构极为相 

似。Praglowski(1974)的孢粉学研究结果同样表明，木兰属和木莲属的花粉形态也是高度 

相似的。陈瑞 阳等 (1985；1989)和李秀兰等 (1998)对木兰科植物的染色体和核型进行 

了研究 ，其结果表明木兰科植物的染色体基数均为 19，所不 同的是。木莲属植物全为二 

倍体 (2n=2x=38)，而在木兰属内出现倍性变化 (2n：2x：38．2n=4x=76．2n：6x： 

114)。从生活习性上看，木兰属植物有常绿和落叶两类，而木莲属植物全为常绿。最近， 

俞志雄 (1994)和郑庆衍 (1995)在江西宜春发 现了落叶的木莲——华木莲。吴征镒等 

(1998)从落叶的华木莲这一点上强调木兰属和木莲属是不可分的。李捷 (1997)对木兰 

科植物进行分支分析后指出，木兰属和木莲属形成一单系类群 ，支持 Baillon将木兰属和 

木莲属合并的观点。木兰属和木莲属的区别仅在于木兰属每 tL,皮具 2枚胚璩，而木莲属每 

tL,皮具 4或更多枚的胚珠，而本研究正好发现木兰属的山玉兰的每心皮不仅仅具有 2枚胚 

璩，而且具有 2—7枚胚珠。因此，作者完全支持 Baillon(1866)的观点，主张将木莲属 

并人木兰属中。 

至于这种每心皮具有 2～7枚胚珠的现象是否普遍存在于木兰属中，还有待于对木兰 

属植物的胚珠数目进行普遍的研究。如果每 tL,皮多于 2枚胚珠的现象普遍存在于木兰属的 

各类群中，说明这两个属是一个自然的类群 ；如果仅存在于山玉兰中，表明山玉兰是联系 

木兰属和木莲属的中间类群，两属亦不可截然分开，而应该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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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心皮中有 2十胚珠 

4．1心立 中有 5个 肛珠 

1 2一ovulein a~rvel 

4 5一ovulein a c4 d 

囤版说明 

2 1心 皮中有 3十胚珠 

5 1心皮 中有 6个 胚珠 

E】 卸蜘 0fPlate 

2 3—0Ⅵ ein a carDd； 

5．6—0n ein a c mel； 

3 l心 皮 中有 4十胚珠 

6 1心皮中有 7十胚珠 

3 4一ovuleln R~rvel 

6 7一ovulein a~r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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