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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观察了峨眉尖舌苣苔(Rhymchogtossum omeiens 花序及花的形态发生过程，并同近缘类群 

。’进行比较和分析，结论如下：1)峨眉尖舌苣苔花序分生组织较通常的总状花序分生组织已发生形 

变和位偏从而导致不平衡分化 形成花偏向于腹部一侧的变了形的总状花序。2)花冠和能育雄蕊 

的两侧性可能和退化雄蕊相关。3)该种雌蕊早期的发生和发育过程仍保持着祖先类群 中轴胎座 

的系统发生式样，并在随后的发育过程中转变成侧膜胎座。4)做为古热带 Klugioid植物的残遣种 

类，该种和异叶苣苔属有密切的亲缘关系，但该种不可能起源于异叶苣菩类植物 Klu oid植物 

和异叶苣苔属可能来自较近的共同祖先，并向不同方向演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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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rphogenesis of the inflorescences and flowers ofRhynchogtossum omeiense has 

been observed and compared with its allied groups．Several remarkable features and evolutionary 

trends have been revealed as the followings：1)The inflorescence meristem ofR．oraeiense is difief． 

ent from the normal racemose meristem in its fusiform and ellipsoid aoices having been shifted to 

the ventral side ofthe axis instead of出obose apices o1"1 the top ofaxis in the normal raceme，which 

has developed a unilateral raceme with only two ventral rows of bracts be ating flowers 21 The 

bilabiate co roUa and didynamous stamens in this species is probably related to the state of sup- 

pression of the staminode 3}The initiation and early de velopment of its gynoecium has main- 

mined the nature ofthe carpellary closure which may have formed the axile placentatinn in its an- 

cestral group The bilocular ovary at the early developmental stage gradually transform s into 

unilocular one in the following developmental process 4)As a relict species of the Klugioid plants， 

it is close to the genus W hytockia However，it 1s almost impossible that R omeiense has been 

evolved from v̂tockia．but that Klugia and Whytockia may have come from a common ance~ 

tor and develope d in difierent 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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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l~ds Florat morphogenesis，Deformed raceme，Ptacentation．Rhynchoglossum omeiense 

峨眉尖舌苣苔(Rhynchoglossum o?~teiense W．T．WarI 是我国特有种，分布干四川峨眉山，雷渡等地 

区，干 1982年由壬文采先生首先描述。根据 Burtt(196 6)研究，尖舌苣苔属的大型花冠，4十能育雄蕊的多 

年生类植物代表着该属的原始类群。该类植物即 KlugioJd植物呈印度 南美洲阃断分布。谈类植物的起 

薅【和散布途径至夸仍然不明。多数学者认为该类植物和异叶苣苔属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并且可能起源千古 一 

老的“异叶苣苔类”植物(Weber，1982，1978)。根据模式描述和野外观察，峨眉尖舌苣苔显然是比较原始的 r 

Ktugioid植物，并和异叶苣苔属中的一个原始种类峨眉异叶苣苔(w．sp)常常相互伴生地分布在阴湿的沟谷 ‘ 

澳旁。此两种的分布医是尖舌苣苔族(Klugieae)自然分布医的最北界，这一区域也是异叶苣苔属的原始多 

样化中心。由此可见，峨眉尖舌苣苔可能是连接异叶苣苔属和尖舌苣苔属系统演化的关键种类。此外，胎 ． 

座的演化趋势一直是苦苣苔科系统发育研究中长期争论的问题。作为中轴胎座的异叶苣苔属和侧噗胎座的 

尖舌苣苔属对懈决逸一演化问题显然是至关重要的，有关峨眉尖舌苣苔花部的十体发育资料也就显得尤其 

必要。因此，峨眉尖舌苣苔花部形态发生的研究，对干探讨尖舌苣苔属和异叶苣苔属的系统发育关系及胎 

座的演化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1材料和方法 

峨眉尖舌苣苔不同发育时期的花序和花芽分期采 白干四川雷渡，并用 FAA 固定长期保存。用干电镜 

扫描的研究材料从FAA中转人 50％乙醇中，经分皱脱水至95％乙醇，然后在解剖镜下剥去多余部分，再经 

lO0％ff．．醇，过乙酸异戊酯，CO，临界点干燥，上样台和喷金后，在扫描电镜下观察照相；用干连续切片的材 

料从FAA中转人 50％乙醇中，经乙醇分级脱水后，浸蜡和包埋，连续切片采用铁矾苏术精法染色。 

2观察结果 

峨眉尖舌苣苔为花偏向一侧的总状花序，花和花序轴均有苞片。花萼近简状，5浅裂，裂片三角形，几 

等大；花冠微呈二唇形，上唇2裂，下唇 3浅裂，喉部收缩，花冠顶面观呈微偏斜的辐状(rotat 能育雄 

燕 4，二强，后方两个较前方两十短：退化雄蕊一个，位干两个后方能育雄蕊之间。花盘呈环状。合生雌蕊 

由上下排列的两心皮组成，子房下部二室，中部以上一室，内伸性侧膜胎座，2柱头完垒分离。 

2．1 花序和花粤的发生 

在峨眉尖舌苣苔中，最顶端的花序分生组织呈向腹面偏斜的梭状椭球形(图版 l：1．2，3)。最先在分生组 

织基部形成的突起是苞片原基，呈三列顺序向上发生。其 中两列位于腹面，基部形成花原基 一列位于背 

面的左侧部．基部不形成花原基。花序轴背面右侧部只是偶然发生一些苞片，基部也不形成花原基。花序 

轴的背面则没有苞片和花原基的发生 (图版 I：2)。但仔细观察，在花序分生组织下部的背面均有和腹面的 

苞片原 基相对应 的两个微小的突起，逸可能是花序轴背面原有的两列苞片和 花原基退 化的鹿迹(图版 

I：2)。 · 

花原基最先呈椭球形，即原基在切线方向上较宽而在射线方向上较窄，随着花原基的逐渐长大，其】页 

部变平，随后在花原基的边馨产生5个萼片原基(图版 l：1，3 随着继续生长，5个萼片的基部融合井逐渐 

向上推进至成熟花萼的中上部，有时个别的萼片原基分裂成 2个萼片原基，从而使成熟的花萼有6个裂片( 

图版 I：3)。在花萼发育的初期 ，部分萼片之间从近轴面向远轴面覆盖，有时也从远轴面向两侧覆盖(图版 · 

l：1．3，4)，但随后的发育趋向干镊台状排列，井且 5个三角形的萼裂片几乎等大(图版 I：4)。 

2．2花冠和雄蕊的发生 

待花萼裂片发育至即将包合起来时，花部中央变得平坦并呈五角形，然后在角处产生 5个花瓣原基突 

起(图版 I：5 稍后，在 5个花瓣原基之间的内侧也逐渐擞现出4个突起，即雄蕊原基。除近轴面的一个 

退化雄蕊原基稍晚发生外，4个雄蕊原基几乎同时发生(图版 I：5，6)c并且在随后的过程中，退化雄蕊原基 

表现为生长迟滞，并最终停止发育使之在成熟花中仅有约2 mm长(图版1：7，9；图版II：11 靠近退化雄蕊 

即近轴面的两个花瓣原基也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生长缓惺(圈版 1：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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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5个花瓣原基的继续向上生长，其侧生生长使 5个原基的基部连成环状．将来发育成花冠筒(图版 

I：7)。在成熟花冠中，花冠的禽合部即花冠筒达花冠的中上部．上部 5个裂片微呈二唇形，即近轴的两个裂 

片 (上唇)略小于远轴的 3个裂片 (下唇)。 

在 4个能育雄蕊原基的早期生长中，后方即近轴面的 2个原基生长迅速，其体积大干前方两个原基( 

图版 1：7，9)。当 2个心皮发育至向内折叠时，花药的两个药室已渐显示出来并逐渐在两药室之间分化出药 

隔，这期间前后方的能育雄蕊则几等大(图版 II：11，14)。花丝的形成是由于后期居间生长所致。 

2_3 心皮的发生和发育 

当花瓣原基基部连成环状和四个能育雄蕊分化呈前后两对时，雌蕊原基在前后位置上几乎同时产生 2 

个突起即 2个心皮原基突起(图版 I：8)。2个心皮原基逐渐长大并分别进行侧面生长从而使 2个心皮的边篆 

在发育初期呈马蹄形(图版 1：9：图版 II：10)。 

随着继续生长和发育，2个心皮分别向内折叠然后柑各 自心皮的中轴线向腹面内卷，从而使 2个心皮 

的边篆在雌蕊的中央相遇，随之出现各 自心皮的腹缝线(图版 II：11，12)。与此同时， 2个心皮措背面的接 

触面从基部向上愈合从而使子房的下部由2个心皮合生形成二室(图版 II：12)。 

在雌蕊发育的中期，2个心皮的边篆船各自的腹缝线分离并遂渐向雌蕊边篆退缩，2个心皮沿背面的盘 

台面也就逐渐 向边篆收缩，速时子房基部向外形成环状突起，将来发育成围绕子房基部的环状花盘(图版 

II：13—15，18)。当子房的分化即将完毕时，愈合面从心皮的背面已经移到心皮的边篆．也就是说，2个心皮的 

愈合面从伸向子房的中央移到子房的边篆．这时 2个心皮以各自的边篆相互连接(图版 II：14)。2个心皮各 

自腹缝线的分离以及相互间的愈合面向子房边缘的收缩终使子房的上部变成一室(图版 II：15一l7)。 

在整个雌蕊的发育过程中，子房的分化经历了2个心皮的愈合面逐渐从心皮背面穆到心皮边篆的垒部 

过程；当进入花桂分化时期时，2个心皮均是以边篆相结合(图版 II：I5)。花桂的大部分也是由后期的居间 

生长所致。在雌蕊的发育后期，两个心皮间的愈合面并没有完垒达到最顶部，从而使柱头仍处于完垒分离 

状态(图版 II：I8)。 

3讨论 

3．1 蛾眉尖舌苣苔花序的起源 

峨眉尖舌苣苔花序的顶端呈无限状连续分化出苞片和花原基。但花原基仅以=列交互发生于花序轴的 

腹面。背面仅在左侧和腹面的二列苞片呈对应顺序形成一列苞片，但苞片基部不产生花原基，背面的右侧 

部只是偶然产生一些不育的苞片，正背面则无附属物。由此可见，峨眉尖舌苣苦的花序既不同干典型的总 

状花序也不同于苦苣苔亚科的对花聚伞花序。 

有的学者认为尖舌苣苔属的花序可能由异叶苣苦属植物茎的整个上面部分演变而来。其中每朵花代表 

着异叶苣菩属植物的每一个腋生花序，花基部的苞片实质上是退化的茎生叶(Weber．1978)。谈假说是以 

异叶苣苔属植物具有顶端生长的茎来解释尖舌苣苔属具有顶端生长的拟总状花序的起源 根据我们的实验 

观察，异叶苣苔属植物茎的顶端生长已完垒受到抑制，该属植物的茎实质上是位于小型叶腋的侧芽替代顶 

芽生长所形成的各级侧技系统。由此看来，Weber对尖舌苣苔属植物花序起源的解释是不能成立的 

从花序的顶端保持不斯分化这一特性来看，该种的花序仍属无限花序，即变了形的总状花序。从形志 

发生观察可知，峨眉尖舌苣苔花序的顶端呈梭状椭球形而且偏于腹面，不同于通常位于正顶部呈圆球形的 

总状花序分生组织。根据 Tucker(1984)，花部分生组织的最初形状往往决定着随后器官分化的对称性程 

度。圆球形分生组织所产生的器官往往呈辐射对称，而其它形状的舟生组织如椭球形和扁球形的分生组织 

则往往产生两侧对称和非对称的器官。峨眉尖舌苣苔花序舟生组织的非对称性分化在腹面和背面呈两个极 

端即腹面分化出二列具苞片的花，而背面无任何附属物，两侧则处于两个极端的不同过渡阶段。看来该种 

花序的分化式样和花序舟生组织的形状及位置呈密切的相关关系。 

尽管花序轴背面无任何附属物，但在花序分生组织最早期的发育过程 中，背面在同腹面对应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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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均有两个微小的突起．只是在随后的发育过程 中， 由于其它部分的迅速生长使这些突起逐渐变得不明 

显以至干消失。大量类群的形态发生学研究证明：个体发育的最早时期往往反映最原始的性状状态或者说 

重演早期祖先的系统发育式样(Crisci at,1980)。遗传学也早已认识到，凡是影响顶端分生组织使之产生 

特化器官 (或附属体)的基因．往往在发育稍后时期才发生作用，所有迟效基因改变原有结构的总和效应 

在个体发生的早期阶段是最小的(Stebbins，1957)。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些微小的突起可能是原来的 

苞片厦花退化后在个体发育早期留下的痕迹。由此 可见+峨眉尖舌苣苔这一特殊发生式样的花序起源于总 

状花序分生组织的形变和位偏所导致的不平衡分化，分生组织的形变和位偏是由于影响顶端分生组织的基 

因突变使总状花序的顶端分生活动对称性破缺所目l起。峨眉尖舌苣苔倪具二列花井偏向腹面一侧的变形总 

状花序可能柬自于以六列花螺旋着生干花序轴上的正常总状花序。 

3．2 退化雄蕊和花冠殛能育雄蕊两侧性的相关关系 

退化雄蕊的发育迟滞性质在原基发生的最早期就已经显现出来，而 5个花冠裂片和 4个能育雄蕊在早 

期的发生过程中几乎是同步的。并且在生长过程的早中期，两个后方能育雄蕊原基的生长速度超过两个前 

方能育雄蕊。两个上唇裂片也仅从早中期以后才开始发育迟缓，两个后方能育雄蕊在发育中期还没有看出 

明显的发育迟缓。花冠和能育雄蕊的早期发生式样很难解释它们成熟结构的两侧性。然而．在随后的发育 

过程中，花冠和能育雄蕊 中的发育迟缓现象均不约而同地发生在邻近退化雄蕊的位置上，即两个上唇裂片 

和两个后方能育雄蕊。二者从发育中期以后所表现的发育迟缓似乎同它们的发生位置邻近退化雄蕊有一定 

的相关关系。这一相关关系是否存在仍需更多相关类群的形志发生和生理生化过程的瀑人研究。 

3．3 峨眉尖舌苣苔雕蕊的性质和系统发育地位 

胎座的式样和雌蕊的发生类型密切相关。在雌蕊的系统发生过程中，典型的侧膜胎座来自于心皮以边 

缘相互邻接井愈合。典型的中轴胎座则来自于心皮以背面相互邻接，心皮边缘位于子房的中央或由于高度 

内卷使心皮边缘位于每个心皮所形成的子房室中且相互分离，合生雌蕊的愈台面位于各心皮相互邻接的背 

面(Eames，1961)。处于典型的中轴胎座和删膜胎座之间的胎座类型是内伸的侧膜胎座。其系统发生途径 

有三：1)来自干典型的侧膜胎座由子房边缘向中央伸长 这 一伸长的极端情况可能形成发生的中轴胎座 2) 

来自干典型的中轴胎座在子房中央分离并向边缘退缩；3)来 自干心 皮以背面相互邻接，但心皮边缘并不在 

子房的中央相遇，即不形成各自心皮的腹缝线。 

从峨眉尖舌苣苔雌蕊早期的发生和发育过程来看．该种仍保持着祖先类群中轴胎座的系统发生式样 

(Eames．1961)。其证据主要是两个心皮原基相互独立发生，发育中的心皮以背面相互邻接并沿接触面从 

基部逐渐向上愈合，2个心皮的边缘分别达 于房中央井首先形成各自的腹缝线 值得注意的是，在雌蕊发 

育的中期，2个心皮的边缘沿各自的腹缝线分离，并连同沿背面的愈台面逐渐向雌蕊边缘退缩至 2十心皮以 

各自的边缘相互结合，终使子房的上部变成一室。从下部中轴胎座的二室子房转变成上部例膜胎座的一宣 

子房，位于子房中部和中上部的内伸性删膜胎座剐处于二者之间的过渡区域。 

根据峨眉尖舌苣苔和尖舌苣苔属其它 Klugioid植物的雌蕊解剖学研究．在子房基部的横切面上，2子 

房室之间具有一宽阔的横隔．随着向上连续切片．横隔在子房 中央逐渐变薄以至成为膜状并在子房 中部最 

终断裂转变为一室子房(Wang al，1997；Weber，1971)。雌蕊的成熟结构进一步验证中轴胎座的二室子房 

向侧膜胎座的一室子房的转化过程。峨眉尖舌苣苔的内伸性侧膜胎座是雌蕊个体发育过程中从中轴胎座向 

删膜胎座转化的中间过渡形式，完垒是次生的。 

系统发育的改变由一系列起了变化的个体发育所引起(Crisci el at,1980)。根据遗传学解释，这些变化 

往往是由一系列较小的基因突变改变了各种生长过程的性质或时间所Bl起。在该属的一些较进化的种类 

中，整个子房均为稍内伸的侧膜胎座，仅在子房的基部i五残存着横隔遗迹(Wang etal，1997)。在形态进化 

的渐进发展过程 中，程度上的差异总是遂渐让位于性质上的差异。因此．从系统发育来看，峨眉尖舌苣苔胎 

座的个体发育式样是中轴胎座向完垒的侧膜胎座演化的过渡类型似乎是比较合理的解释。这一演化趋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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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增加胚珠的着生数 目及胚珠受精机会的均等性有直接关系。 

3．4 峨眉尖舌苣苔在尖舌苣苔属中的系统位置以夏和异叶苣苔属的关系 

R ／a：“／innm A．S Rao et Joseph被认为是尖舌苣苔属最原始的孑遗种类，它突出表现在以下原始特征， 

即托冠近辐射对称，裂片几等大，不呈假面状，花梗基部两个不等大的苞片被认为是仍保持着异形叶的叶状 

特征(Weber，】978)。除花梗基郝仅一个苞片外，峨眉尖舌苣苔和 R．1azulinum具有十分相似的原始特赶。 

二者各 自分布于我国四川南部和印度东北部与获国西藏交界地区。从尖舌苣苔属地理分布来看，Klugioid 

植物主要分布于印度，锡兰和缅甸至我国四川，仅有一种 R azureum分布干南美洲的墨西哥，委内瑞拉 

和哥伦比~(Burtt，1962；李振宇，199 6)。尖舌苣苔属较进化的狭义的 Rhyachoglossum植物的分布区从印 

度．我国南部向东至新几内~(Burtt，1962)。R a21gre z4m在南美洲的分布说明 Klugioid植物可能在联合古 

陆分离之前即已形成，狭义 Rhynchoglossum植物的分化则可能发生在联合古陆分离之后。峨眉尖舌苣苔 

和 R Qz~rc̈州的诸多原始性状和尖舌苣苔属植物的地理分布和分化式样表明二者显然是古热带 Kitlgioid 

植物的孑遗种类。 

尽管峨眉尖舌苣苔的花序为无限花序，以具苞片的单花排列在花序轴上，而异叶苣苔属植物则是无苞片 

的对花聚伞花序，但它们的形态发生均是在花序轴的腹面呈二列产生花原基。二者雄蕊的发生过程也基本 

相似，唯一的区别仅在于异叶苣苔属的退化雄蕊和四个能育雄蕊原基几乎同步发生，在稍后的时间里开始 

生长迥滞；而峨眉尖舌苣苔的退化雄蕊从原基的发生就表现出退滞现象。雌蕊两个心皮的发生也与此类 

似，即在峨眉尖舌苣苔中随着完全分化出花冠和雄蕊原基，两个心 皮原基便立刻显示出来(Wang f al 

1997)，而在异叶苣苔属 中，经过类似于花冠和雄蕊的五角形雌蕊原基后，两个心皮原基才显示出来。峨 

眉尖舌苣 苔退化雄蕊和雌蕊 的发 生式样显然是异叶苣苔属发生过程的省略，形态进化上 称为早 熟 

(Precocity) 这些早熟现象和胎座个体发育式样同异叶苣苔属花部的形态发生过程相比较，则显示出一定 

程度上的特化。然而，峨眉尖舌苣苔具有顶端生长的总状花序和高达 2 m的大型草本则是鞍异叶苣苔属 

植物原始的性状，而这些性状从一个已经失去顶端生长的类群反演而来的机会是几乎不可能的。 由此可 

见，尽管二者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但峨眉尖舌苣苦不可能起源于异叶苣菩类植物。二者可能起源干较近 

的共同祖先，并向不周的方向演化。 

致谢 本文承蒙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王文采研究员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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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说明 

围版 I 1～9花序和花的发生及发育．1～3花序 l花序顶端(I)，花序轴腹面的二列苞片(原基)(B】B2)和花(原基 

4](F)，花序轴两侧的苞片原基及苞~(113，1t4)；2花序顶端的发生式样，井示花序顶端偏向花序轴腹面和花序顶端稍下处 

背面的两个突起(B5，B6)；3花序】页端的形状和花原基及花萼(s)的发生与发育：4--9花 4置青早期的花葶和 镊告状 

包台起来的花萼；5示花顶部呈布规则的五角形．5个花瓣原基(P]在五角处出现，4个刚开始发生的能育雄蕊原基(st)突起 

位于艳瓣原基内埘并与之互生；6示退化摧蕊原基(sd)在正近轴面的位置上开始出现(位于近轴面的 2个花瓣原基之间的 

内侧)；7花瓣原基倒生生长使其基部连接成环和雄蕊原基逐渐长大，同时示退化雄蕊和与之邻近的 2个花瓣原基的迟滞 

生长．8示 2个心皮原基(c)的独立发生：9 5个艳冠烈片和 4个能育摧蕊及 i个退化雄蕊的发育(靠近退化摧蕊的 2个能 

育娃蕊是后方雄蕊)，2个发育初期的心皮呈马蹄状 

圈版 1I 10-15雄蕊和雌蕊的发育 l0．图版 I：9中 2个发育初期呈马蹄状心皮的放大，】i 2个心皮向内折叠井开 

始内卷，2个基本等大分别位于后方或前方的能育雄蕊已分化出药室，i个退化摧蕊明显小于2个能育摧蕊：12．2个内卷 

的心皮井已形成各 自的腹缝线；13子房发育的中期，2个心皮的边缘已经柑軎 自的腹缝线分离，子房基部向外生长形成 

环状花盘(d k] 花药中部 1个皱淘的遥嘶发育使伽生的 2对药室分开；I4．子房即将完全分化出来，示 2个心虚的顶部肌边 

缘相接；15已进人花柱和柱头的发育时期，示 2个心皮的顶部以边缘相接 l6～17示图 l5相近发育时期的子房横切面 

I6_子房 中上部措切面，每个心皮已沿各自腹箍线分离；17子房上部横切面，示 2个心皮的愈告面即特移到子房边缘 18 

示2十分离的柱头已分化出来。 

Explanation of Plates 

Plate I l～ 9．Initi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flores~nccs and flowere 1～ 3 Inflorescences 1．Development of 

inflorescence，showing the inflorescence apex (I)， the two rOWS of ventral flowers (primordia)(F) and 

b~cts【primordia)(B1，82)，and two rows of lateral bracts(primordiaXB3，B 4]：2 initiation pattern of inflorescence apedt． 

especially showing the inflorescence apex biased to the ventral side of axis，and two protuberances(B5，B6)at the dor~l 

side of aals；3 Form of inflorescence apex(I)，initi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lower primordia (F)and sepal 

primordia(s)；4—9 flowe~ 4 early developmental ak and enclosed sepals with valvate aestivation(with margins 

edge—to—edge contact)；5 Irregularpentagonalfloral apex and nisiationoffive petalprimordi P)at eachan andfour 

stamen primordia(stj within and alternative to petal primordia；6 Showing that a staminode primordium(sd)has arised at 

mid—adaxial position；7 The lateral growth of petal primordia and connected into a ring at base and enlar ged  stamen 

primordia，note the depression of the staminode psimordium and the retardation of two upper pe tal primordia；8 The Jn． 

dependent initiation of two carpel primordia(C) 9 five petals and four fertile stamens and one stamJnode．and 

horseshoe—shaped carpel margins
．  

Plate I／10~】6 Development of androecium and gynoecJum 10 The horseshoe—shaped carpel mRrgins；Il two 

separate carpels fold adardally and begin involute along the median axis and the thecae become visible；12 the two 

involute carpels；13 The mid— developmental stage of ovary，the margins of each of two ca rpels separating along the 

v~ntra]sutureline，the outgrowing ofthe base ofovaryforming a ring ofdisc(dk)，and amedianfurrow develops，sepa~ 

rating the lateral pairs of thecae；I4～ 15 At the end of ovarial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be gining of style and stigm a 

differentiation showing the top of tw o carpels al"e in edge—to-edge contact；l6～ I7 Transections of ovary at the 

developmental stage similar to 15 16 Tran section of ovary at the middle—uppe r part the margins of each carpel have 

separated along the ventral suture line；】7 Transection of ovary
．

at the uppe r part．showing the fusion SlM"face between 

two carpels shifting toward the periphery of ovary ；18．The style and stigm a appear，note the stigma be ing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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