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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离体萌发法,研究不同的培养基对成年株“素心”蜡梅(Chimonanthuspraecox)花粉萌发的作用,并探讨不同干

燥时间及贮藏条件对花粉生活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干燥4h的花粉在10%蔗糖+75mg·L-1 H3BO3+0.1‰ CaCl2+
50mg·L-1GA3 的培养基上培养4h后萌发率最高,并且干燥4h后的花粉贮藏2d后生活力下降明显,在-20℃条件

下贮藏6d后花粉萌发率明显高于4℃和20℃贮藏的花粉,第8d后3种贮藏条件下的花粉萌发率均不到1%。研究结

果可为测定和分析蜡梅花粉生活力提供一定的参考,也为蜡梅储存指出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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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梅(Chimonanthuspraecox)为蜡梅科(Calycanthaceae)蜡梅属(Chimonanthus)落叶灌木,别名腊梅、黄
梅、黄梅花;又因蜡梅花入冬初放,冬尽而结实,伴着冬天,故又名冬梅。蜡梅是中国特产的传统名贵观赏花木,
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是国家二级濒危植物之一[1]。近些年来,对蜡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蜡梅遗传多样性、抗逆

分子生物学、种质资源、分类及分布等方面[2-4]。有关蜡梅花粉生活力的研究已有初步报道[1],但是有关添加了

赤霉素(GA)等激素的培养基对蜡梅花粉生活力的影响还未见报道。花粉生活力测定的方法主要有染色法、显
微镜形态观测法、离体萌发法[7]。目前,测定蜡梅花粉生活力的方法有:联苯胺染色法[1]、离体萌发法[1,9-10],氯化

三苯基四氮唑(TTC)法和无机酸法[10]等,其中离体萌发法耗时较长,但能有效地检测蜡梅花粉的生活力,测定结

果也比较精确可靠[8]。
鉴于上述背景,本研究采用离体萌发法来测定蜡梅花粉的生活力,研究适合蜡梅花粉萌发的培养基类型及

不同贮藏条件、贮藏时间对蜡梅花粉生活力的影响,探讨蜡梅花粉适宜的贮藏条件,这对蜡梅基因库的保持、育
种操作及遗传改良等具有重要意义。

1材料与方法

供试材料为重庆西南大学南区校园内的自然越冬的“素心”蜡梅,选择其中生长健壮的枝条带回室内,收集

花粉等待检测。
1.1离体萌发最佳培养基筛选

采用单因素控制法筛选最佳培养基。首先确定其中蔗糖和 H3BO3 含量,配制以下培养基:1)5%蔗糖+
10mg·L-1H3BO3;2)5%蔗糖+50mg·L-1H3BO3;3)5%蔗糖+75mg·L-1H3BO3;4)10%蔗糖+
10mg·L-1H3BO3;5)10%蔗糖+50mg·L-1H3BO3;6)10%蔗糖+75mg·L-1H3BO3;7)15%蔗糖+
10mg·L-1H3BO3;8)15%蔗糖+50mg·L-1H3BO3;9)15%蔗糖+75mg·L-1H3BO3。然后,选择蜡梅花

朵,用镊子取下正在散粉的花粉,将取下的花粉混合均匀后散布到上述不同的培养基上,置于22℃环境下培养

2~4h,取出镜检。镜检时每个培养基取5个视野,平均每个视野不低于200粒花粉,把花粉管的长度大于或等

于花粉的直径作为花粉萌发的标准[11-12],统计数据并计算出萌发率,重复7次后计算平均值。最后,根据9组培

养基的萌发率确定蔗糖和H3BO3 的最佳配比,并在此基础上分别加入不同含量的CaCl2(0.1‰,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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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上述方法测定蜡梅花粉的生活力,得出CaCl2 的最佳添加量。在最佳的蔗糖、H3BO3 和CaCl2 含量配比培

养基中,再分别加入不同含量的GA3(25,50,75mg·L-1),也采用同样的方法测定蜡梅花粉的生活力,得出

GA3 的最佳添加量。
1.2花粉保存的最佳干燥时间的确立

采用相同的蜡梅花粉源,选择盛花期即将散粉的蜡梅拿到室内培养,将花药用镊子摘下,收集于硫酸纸上,
于22℃温室下培养3h,等待花药散粉后混合均匀。用硅胶干燥剂在4℃低温环境下干燥,于干燥后0,2,4,6,
8,10,12,16,20,24h使用本研究确立的最佳培养基测定花粉生活力,得出最佳干燥时间。
1.3花粉储藏的最佳温度和时间的确立

采用同一地区生长情况相近的蜡梅花作为花粉源,用同样的方法干燥(干燥时间为得出的最佳干燥时间),
再平均分成3份,分别储存在22,4,-20℃的条件下,每2d取出一定量花粉,测定花粉生活力。

2结果与分析

2.1花粉离体萌发最佳培养基

2.1.1蔗糖和H3BO3的含量对蜡梅花粉萌发率的影响 实验结果表明,相同蔗糖含量条件下,蜡梅花粉萌发率随

着H3BO3含量的增加而增加。相同H3BO3含量条件下,分别添加了5%、10%和15%蔗糖的培养基,花粉萌发率

先升高后降低。H3BO3含量为75mg·L-1时,添加了15%蔗糖的花粉萌发率高于添加5%蔗糖的花粉萌发率,
蔗糖含量为10%时,萌发率最高,达到20.93%(图1)。而在左丹丹等人的研究中,蔗糖含量为10%时花粉萌发

率低于蔗糖含量为15%时的花粉萌发率[1],这种差异可能来源于环境的影响。蔗糖为植物的各项生理活动提供

能量,不同植物对蔗糖等的需求量不一样,山楂、葡萄、石榴、樱桃、李在含有10%蔗糖的培养基中花粉萌发率最

高,而15%的蔗糖将会抑制樱桃、李的花粉萌发[13]。
2.1.2不同CaCl2含量对蜡梅花粉萌发率的影响 从图2中可以看出,在10%蔗糖+75mg·L-1H3BO3培养基

的基础上,少量的CaCl2会提高蜡梅花粉的萌发率。0.01%CaCl2能够促进蜡梅花粉的萌发,萌发率最高达

19.96%;0.05%CaCl2促进蜡梅花粉的萌发的效果开始减弱;0.15%CaCl2则抑制花粉萌发。总的看来CaCl2 含

量越高,它对花粉萌发的抑制就越显著(p<0.05)。在左丹丹等人的研究中,少量的CaCl2对蜡梅花粉的萌发有

促进作用,在0.05%时达到最高的萌发率,为20.538%[1]。本研究得出的结果与上述结果不尽一致———由于左

丹丹等人所采用的蜡梅花粉取自中国农业科学院,这与本文材料来源在地理环境、温度、光照等方面有所差异,
由此可能导致最终结果的不一致。

  注:不同小写和大写字母分别表示经Duncan法多重比较后差异显著

(p<0.05)和极显著(p<0.01),下同。

图1 蔗糖和 H3BO3 的含量对花粉萌发率的影响

Fig.1 Theeffectofthecontentofsucroseand
H3BO3ongerminationofpollens

图2 不同CaCl2 含量对花粉萌发率的影响

Fig.2 TheeffectofdifferentCaCl2contenton
pollensgerminationrates

2.1.3不同GA3含量对蜡梅花粉萌发率的影响 实验结果表明,GA3在有CaCl2的条件下对蜡梅花粉的萌发能够

起明显的促进作用。在10%蔗糖+75mg·L-1H3BO3+0.01%CaCl2的培养基中加入不同含量的GA3可以明显

提高蜡梅花粉的萌发率,与不加GA3的培养基相比,添加50mg·L-1GA3的培养基上蜡梅花粉萌发率高达26.
70%,而GA3的含量超过50mg·L-1后,这一促进作用逐渐减弱(图3)。但是,在本研究范围内没有出现GA3抑
制花粉萌发的情况。
2.2最佳干燥时间对蜡梅花粉保存的影响

从图4可见,蜡梅花粉的萌发率随着干燥时间的延长呈现先升后降趋势,干燥4h的花粉萌发率达到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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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发率为18.25%;然后呈下降趋势。因此4h为本研究得出的最佳干燥时间。然而左丹丹等人[1]得出的结论

为12h,而本实验中干燥12h后花粉萌发率明显降低,这可能与上述研究中干燥方法、气候环境和取样时间的差

异有关。理论上说,花粉内含水量越少,各项生理活动都会降低,但是含水量过低则会影响其他生理因素,从而

影响花粉的萌发率。

图3 不同GA3 含量对花粉萌发率的影响

Fig.3 TheeffectofdifferentGA3contenton
pollensgerminationrates

图4 花粉保存的最佳干燥时间

Fig.4 Thebestdryingtimeofpollen

图5 不同储藏温度对花粉生活力的影响

Fig.5 Theeffectofdifferentstoragetemperatures
onpollengerminationrates

2.3花粉最佳储藏温度和时间

从图5可知。在-20℃下储存的花粉萌发率最高,20℃下

储存的花粉萌发率最低。3种储藏温度下花粉萌发率都呈现逐

渐下降的趋势,在前2d内该趋势尤为明显,从第2d开始,该趋

势放缓,并逐渐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到第8d时,3种储藏温度下

花粉萌发率极低,均在1%以下。理论上保存温度越高,花粉内

部的生理活动越旺盛,消耗的能量就越多,从而使得萌发率降低,
本研究结果基本与之相符。但是在左丹丹等人的研究中,蜡梅花

粉在20℃环境下保存30d仍然有6%的萌发率[1],这可能与取

材时间、干燥方法、花粉的生理状态、南北方的湿润度差异等因素

有关。

3讨论与结论

3.1培养基成分对花粉生活力的影响

通过离体萌发的方法测定不同含量的蔗糖、H3BO3、CaCl2、GA3对“素心”蜡梅花粉生活力的影响,得出蜡梅

花粉萌发的最适培养基组成是为10%蔗糖+75mg·L-1H3BO3+0.1% CaCl2+50mg·L-1GA3。离体培养

中H3BO3和蔗糖是培养基中重要的成分,其中蔗糖可以维持花粉和培养基的渗透平衡,也是花粉萌发的营养来

源。不同植物花粉萌发最适宜的蔗糖含量并不相同,本研究中10%的蔗糖含量可以较好的促进蜡梅花粉的萌

发。不同植物花粉萌发适宜的H3BO3含量也不同,本研究中75mg·L-1的H3BO3能更好的促进蜡梅花粉萌发。
本研究也发现,CaCl2与GA3在蜡梅花粉的萌发中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过量CaCl2会抑制蜡梅花粉的萌发;
在研究范围内,未见GA3抑制花粉萌发的情况出现。
3.2储藏条件对花粉生活力的影响

通过对不同干燥时间、储藏时间以及储藏温度对蜡梅花粉生活力影响的研究后,结果表明,用硅胶干燥剂干

燥4h的蜡梅花粉生活力最好,萌发率可达18.25%;蜡梅花粉的生活力随着储藏时间的增加而下降,在-20℃
环境下保存的蜡梅花粉的生活力最高。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般而言,温度越低越适宜于花粉的储存,可能是

由于低温减弱了花粉的呼吸作用,减少了营养物质的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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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onthePollenVitalityandStorageCapacityinChimonanthuspraecox

YANGShan1,ZHANGJiarui1,QinYao2,MAJing1,LIMingyang1,LIZhineng1
(1.KeyLaboratoryofHorticultureScienceforSouthernMountainousRegions(Ministryof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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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themeansofgerminationinvitro,theeffectsofdifferentculturemedia,preservationconditionanddryingtimeonthe
germinationofpollensinChimonanthuspraecox‘Luteus’werestudied.Theresultsshowedthatthepollendriedfor4hoursand
thenincubated4hoursonthemedium,whichiscomposedof10%sucrose+75mg·L-1 H3BO3+0.1‰ CaCl2+50mg·L-1

GA3,reachedthehighestgerminationrate.Storingfortwodays,thevitalityofpollendriedfor4hoursshowsextinctdescent.The
germinationrateofpollenstoredat-20℃for6dayswashigherthanthatofat4℃and20℃,respectively.Thevitalityofthe
pollenstoredfor8daysislessthan1%.Theresultscanprovideareferenceforthemeasurementandanalysisofpollenviability,the
orientationofpollenpreservationinfutureisalsosugg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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