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焕镛木花部数量变异和腋生花现象 

曾庆文 高泽正 张奠湘 
(-}I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650 

摘要：对广 西环江术论的焕镛木 [Woon),ourt~icz~epteatrionalis(Dandy)Law]自然居群花朵着生方式和性别 

比例作了随机抽样调查 ，首次发现其花的着生方式陈多数为顶生花外 ，还有少量的腋生花 ，自然居群中雄 

抹与雌株的性别 比例 为 1．2I：t。对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栽培居群和广西环江木论 自然居群 2O株 600朵 

花址行的解剖统计揭示，雌 雄花各 部分 的数量足变化 的，雄花 的花被片一轮或两轮 ．2-6片 ．雄蕊 81—152 

枚，雌花的花被片两轮，外轮 2 片，内轮4一I3片，心皮 3-8枚，只有雄花花药2室及雌花每心皮具 2个胚 

珠是稳定的。花部表型性状的大幅度变异表明焕镛l术具有较丰富的遗传多样性。讨论了腋生花与顶生花在 

木兰科系统发育中的意义 、表型性状 的异步进化现象 以及建 立焕镛术属 Woonyour,gi,,~Law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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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lower location． sex ratio and numerical variation of the flower parts of Woonyoungixz 

印 e r n (Dandy)Law，an endemic species in China，were investigated by random sampling trees 

from natural population of Woonyou嚼 Ⅱseptentrionalis in Mulun Village，Huanjiang County"(Guangxi 

Province)Although most ofthe flowers(90％)were terminal as previously described，a small fraction 

r 10％ 1 were foun d to be axillaD,，which was not recorded previously'．The ratio of male to female 

individuals was 1．2 1：I Statistic results from 600 flowers iD 20 individuals from introduced trees in 

South China Botan ica1 Garden and from natural population iD Mulun show that the number of flower 

parts， except the number of thecae per stamen an d the number of ovules per carpel，is variable．The 

variations are：2—6 tepals in one or two whorls．81—1 52 stam ens in male flowers，two whorls oftepals， 

2—4 in the outer whor1．5—13 in the inner．and 3-8 carpels in fema1 flowers．Two thecae in each stam en， 

an d two ovules iD each carpel are the only stable characters．Great vailation in flora1 characters indicates 

that this species possesses high genetic diversib'．The phyIogenetic significance of co-occurrence of 

axillaD,and term inal fowers．the heterobathmy of flora1 characters，an d the tenability of the genus 

m Jonyoung~a are~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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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 s： Wooayoungia 、 “} }l#rlf1nId ： kxillary flower； Numerical variation of flower parts 

Heterobathmy 

I931年 ，英国著名木兰科专家 J．E Dand3lll根据秦仁昌教授 1928年在广西罗城县东南部唐 

家埔海拔 300iT1林 中采到的仅有雄花蕾的木 利植物标本 (R．C．Ching 5247)，发表了单性木兰属 

的新种 Kmerio septentrbmali Dandy。直至 1986年 ，刘玉壶 教授在审查《贵卅l植物志》稿件时，才 

发现采 自贵 ’f荔波县海拔 740 fit山地密林中的该种的果标本(黄德富 1275号 )，并于 1986年秋季 

存广西环江术沦板南屯又重新发现了该种群 ：经过 1986—1988三年的跟踪调查采集 ．才采全雄花 、 

雌花 、果 、种子的标本 ，并将其迁地保存在华南植物园木兰园内，已于 1995年开花结果四c刘玉壶 l 

经仔细研 究后 于 1997年 将其发 表 为一新届—焕 镛 术 属 WoonyouagiaLaw，模式 种 为焕 镛 木 

Wr,onyo~ngia septe rztriona]i~(Uandy)Law，在其形态描述中，记载了焕镛木为花单生枝顶 ，雌雄异 

株．雄花花被片 5，外轮 3片，内轮 2片；雌花花被片极不相似，外轮 3片，倒卵形，内轮 8—11片，线 

状倒披针形 

2001年 6月 ，笔者对广西环江木论的焕镛木[Wemnyoungia septenlr~malis(Dandy)Law]自然居 

群的花朵着生方式和性别比例及来 自华南植物园的栽培居群 和广西环江木论的 自然居群雌、雄檀 

株的花部形态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发现其花的着生方式及花部数量存在较大的变异，现予 报道 

1 材料和方法 

在广西环 江县木论乡板南屯的焕镛木[Woon>vungia septentriondis(Dandy)Law]野生居群 中， 

随机观察 429株焕镛木植株，调查其花的着生方式及其性别比例。供解剖的焕镛木花朵分别来 自 

广西环江木论的自然居群和华南植物园的栽培居群(引种自广西环江木论，共有 100多株)，每个 

居群随机选取 5个雌株和 5个雄株 ，每株随机采集 3O朵花 

2观察结果 

对广西环江县木论乡板南 屯焕镛木 自然居群 500多株成熟个体 中的 429株进行了花 的着生 

方式和性别调查，结果发现该种为雌雄异株，雄性植株 230株，雌性植株 199株，性别比例为 1．21： 

1，花的着生方式除多数为顶生花(约占90％)外，绝大多数雄株与雌株还有少量的腋生花(约占 

10％)(图版 I：1—2)【凭证标本 ：Bannantml(板南屯)，Mulun(木 论)，Guangxi(广西)，alt．530 rn，in 

lbrest，10／06／2001，ZengQing-wen(曾庆文)42(IBSC 663865，663866)、Zeng Qing-wen(曾庆文)43 

(IBSC 663867，663868)]。 

对来自华南植物园栽培居群和广西环江木论 自然居群共 lO株雄株的 300朵雄花，及 lO株雌 

株的 300朵雌花进行了解剖计数，结果发现焕镛木雌雄花的花被片数 目都是变化的，其雄花与雌 

花的变异情况分别见表 1和表 2 从表 1可见 ，成熟雄花的花被片多数为 1轮 ，稀两轮 ，(2-)3—4 

(一6)片(图版 I：3—7)，雄蕊 81．1 52枚。从表 2可见，雌花的两轮花被片极不相似，外轮(2一)3(-4)片 

(图版I：8-10)，内轮(4一)6—11(一J 3)片，心皮(3一)5—6(一8)枚 ，台生，每心皮具 2颗胚珠。 

3 讨论 

3．1 腋生花与1页生花 

焕镛木自然居群中花的着生位置除多数为顶生花(约占 90％)外，绝大多数雄株与雌株还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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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雄花花部数量变异 

Table1 Numerical~,ariatianofmaleflower parts 

华南植物园栽培居群 
Culfivated nl髓 s jii South China BoatnicaI Garden 

广西环江术论 自然居群 

Natural population in Mulun Village{Guangxi) 

编号 每花格酸片数 日 每花 罐 教 花药窒数 编号 每花花醯片数目 每花雄蕊数 目 花药室数 
No No of tepals No of stameos No ofthecae No No oftepals No．ofstamens No ofthecae 

perflower perflower perflower perflower 

2—3 

2-3 

2—d 

2-3 

2—3 

】3一】46 

02—148 

28一】52 

lI一】44 

05-】4】 

3—5 

3—5 

3—6 

3—4 

3-4 

9S一】23 

8l—lI】 

97一】38 

86—134 

92一】36 

表 2雌花花部数量变异 

Tab Le 2 Numerical variation offenmleflowerparts 

量的腋生花(约占 1 0％)(图版 I：1，2) Figlar~ 在垦花木兰 Magnolia stettata(Sieb．et Zucc．)Maxim． 

和二乔木兰 Magnolia sout~mgeana Soul—Bod坤 发现了腋生花 ，其随机抽样统计结果显示星花木兰的 

腋生花 占 62％，二乔木兰的腋生花 占 32％ 然而 ，King[~和 Tresedert~则在南亚含笑 Michetia 

doltsopaBuch．．Ham 中发现了顶生花，Nooteboom[8~在 Michelia M m zBlume中也发现了顶生花 。 

由此可见，顶生花和腋生花同时出现在木兰属和含笑属中，顶生花不是木兰属所特有的性状，腋生花 

也不是含笑属所特有的性状。因此，Dandy[91、刘玉壶In, 和Nooteboomt~ I将花的着生位置(顶生与 

腋生)作为唯一性状或主要性状来划分木兰属或木兰族与含笑属或含笑族是不自然的，值得商榷 李 

捷 用 27个性状和徐风霞等 用 32个性状进行分支分析所得出的结果均不支持顶生花的木兰族 

与腋牛花的含笑族的划分，认为这种划分是不 自然的。Qiu 、mzuma 和Kim 用 DNA序列分析 

昕得 的分子系统树也不支持这种用花 的着生位置(顶生与腋生 )对木兰旗与含笑族所作的划分。 

3．2 表型性状的异步进化 

艰早以前．人们就研究发现．一个有机体的不同器官和不同部分的进化速度是不同的，且常常 

是极端 地不同 ，进 化趋向或者加速 ，或 者碱 蘧 Dollom[将这种 现象称之 为“特 化交叠 (chevau— 

chement des specialisations)”；De Beer[ 。I称之 为“镶嵌进化(mosaic evolution)”：Takh arI 则称之 

为”异步进化(hetcrobathmy)”．并认为在绝 太多数情况下 ，特别在有花植物的较原始的分类静 f如 

术兰科 Magnoliaceae和林仙科 Winteraceae’内．表现得最为明显 Dilcher和 Crane[~根据化石资料 

认为木兰科具有 1亿年的进化历史，是较原始的类群，它既保存有许多原始性状，同时又具有许多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 4期 曾庆文等：焕镛术花部数量变异和腋生花现象 

进化特征。我们的研究表明，焕镛木花部数 目是不稳定的，且变化的幅度较大 ，雄花花被片 2-6片． 

雄蕊 81-152片，雌花外轮花被片 2-4片，内轮花被片 4—13片，心皮在 3—8枚 花部数 目不定数是 

原始性状 ，定数是进化性状 ，但它在性别上 已由两性花进化到单性花 ，在花被片数 目上由 3轮或多 

轮花被片进化到多数雄花只有单轮花被片，因此，单性花和单轮花被片是较进化性状 ，而且它们的 

权值比花部数目高。由此可见，与木兰科其它属相比，焕镛木属于进化类型，但在花部数 目不定上 

又保留了原始性 状 ，这 与席 以珍 在花粉壁超微结构 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即单性木 兰 Kmeria 

”ptentrionali,~Dandy(即本文的焕镛木 Woonyoungia septerariona!is(Dandy)Law)花粉外部形态与 

木兰科各属特征一致 ，表明其花粉特征的原始性 ，但花粉外壁超微结构显示其外壁表面具皱波状 

纹饰、覆盖层波浪状 ，具稀疏的小穿孔 ，柱状层很薄 ，小柱典型 ，直立，短而细，这又表明焕镛木在木 

亚科 中是一个较进化的类型。 

此外，表型性状的变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遗传丰富程度 。大i匾变的花部数目变异表明焕镛 

木具有较丰富的遗传多样性。至于遗传多样性的分子检测及花被片数 目变异的适应性意义有待进 
一 步探索． 

3．3 成立焕镛木属 Woonyoungia Law的依据 

J E，Dandy1z~1927年将 Magnolia ￡ ∞ⅡPierre定为木兰科新属 Kmeria(Pierre)Dandy，模 

式种为柬单性木兰 Kmeria duperrearuz(Pierre)Dandy，产于柬埔寨，乔木，花单性，单生枝顶，雌雄同 

株．佛焰苞 1枚、花被片6、阿轮近相似、内轮较小，雄蕊多数，花药内向开裂，药隔线状，伸出成短尖 

头 雌蕊群无柄 ，心皮多数 、每心皮 2颗胚珠 ，聚合果近果形 ，成熟心皮木质 ，沿腹缝线及部分背缝 

线开裂，最后两瓣全裂，种子 1—2颗，垂悬于丝状的假珠柄上。1931年，他根据秦仁昌教授 1928年 

存广西罗城县东南部唐家埔海拔 300m林中采到的仅有雄花蕾的木兰科植物标本 (＆c．Ching 

5247)，发表了单性木兰属的新种 Kmeria septentrionalis DandyI 。刘玉壶经仔细研究后于 1997年 

将其发表为一新属—焕镛木属 Woonyoungio Law，模式种为焕镛木 Woonyoungia septentrlona!ix 

(Dandy)Law。本文的观察结果表明，焕镛木为常绿乔木，花单性 、单生枝顶 ，雌雄异株 ，成熟雄花的 

花被片多数为 1轮 ，稀两轮 ，雌花的两轮花被片极不相似 ，外轮花被片倒卵形 ，内轮线状倒披针形 ， 

雌蕊群无柄 ，聚合果近果形 ，成熟心皮革质 ，沿背缝线开裂 ，种子 1—2颗 ，垂悬于丝状的假珠柄上。 

单性木兰属(Kmeria)则雌雄同株，花被片两轮近相似，成熟心皮木质，沿腹缝线及部分背缝线开裂， 

最后两瓣全裂 2司。由此可见，焕镛木属与单性木兰属亲缘较近，但两者仍较易区分。焕镛木属从单 

性木兰属中独立出来，能更清楚地体现木兰科的进化脉络：两性花一雄性两性花异株(见于拟单性 

木兰属 Parakmeria)—单性同株(见于单性木兰属 Kmeria)--*单性异株(见于焕镛木属 Woonyoungta)。 

Nooteboomiz~以分子性状为主要依据，将木兰科的大多数属进行归并，在确定属的界限时过于强调 

属间的绝对差异。吴征镒等 认为，大属观念未能体现出木兰科较晚期的进化历程和它的进化层 

次，且过于笼统，看不出以形态 ．地理为主的进化脉络和扩散迁移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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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说明 

图版 I 

1具腋生花 的雄花花杖 ；2．具腋生花的雌花花挫 ；3具 2花被片的雄花 ；4．具 3花被 片的雄花 ；5具 4花被片lI々雄花 ；6具 

5花杖片的雄花 ；7．具 6花被片的雄花：s具 2花杖片的雌花；9．具 3花诎片的雌花 ：10具 4花敖片的雌花 

Explanation ofplate 

Plate】 

1 The male flower branch with Bn&xillary flower；2 The female flower branch with an axillary flower(dry specimen)；3，2-tepal 

male flower；4 3-tepal male flower；5 4-tepal male flo~er；6 5-tepal male flower；7 6-tepal male flo~eK 8 2-tepal feraale flower； 

9．3-tepal female flower；10 4- 口 female f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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