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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沙冬青雌配子体及胚胎发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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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凯里学院 生物科学技术系，贵州 凯里 556000；2．中国科学院 华南植物园 ，广东 广州 510650) 

摘 要 ：矮沙冬青子房单心皮 1室 ，边缘胎座 ，弯生胚珠，胚珠具双珠被、厚珠心。大孢子孢原细胞发生于珠 

心表皮下，大孢子母细胞减数分裂形成直线排列的四分体，合点端大孢子具功能 ，并按蓼型胚囊发育 ，雌配子 

体成熟于 4月中旬。双受精后，胚乳发育为核型。在矮沙冬青大孢子发生、雌配子体和胚胎发育过程中未发 

现异常现象，因此认为矮沙冬青濒危不存在雌性生殖结构与发育过程异常的内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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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female gametophyte 

and embryo in Ammopiptanthus FIaF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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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mple ovary，the placentation is brink．The ovules are campylotropous．The ovule is bitegmic and 

crassinueellate．The megaspore archesporium is initiated from sub-epidermis of nucellus． The megaspore 

mother cell divides into linear tetrad after meiosis．The chalazal end megaspore is functional one．The embryo 

sac is the Polygonum type when the embryo sac is mature．Female gametophyte is mature in the middle ten 

days of April．The endosperm develops into nuclear type after fecundation．The abnormal development is not 

found in megasporogenesi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emale gametophyte and embryo of A 0 ￡口 肪 s 口一 

7／US．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endangerment of this species is not related to megasporogenesis and the develop- 

ment of female gametophyte and embr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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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沙冬青 (Ammopiptanthus nanus(M．Pop．) 

Cheng f．)又名新疆沙冬青、小沙冬青、矮黄花木，隶 

属于豆科(Leguminosae)沙冬青属(Ammopiptan— 

thus)，为第三纪孑遗植物，是亚洲中部荒漠特有的 

常绿阔叶小灌木，在我国仅见于海拔 2 i00～2 400 

IT1的新疆喀什地区南部昆仑山与帕米尔交界的狭 

窄地带(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1998)， 

天然更新困难，濒临灭绝，已被列入我国第一批珍稀 

濒危重点保护植物名录中(国家环境保护局等， 

1989)。矮沙冬青对荒漠山川I防风固沙保持生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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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其种籽 

油酸含量达 87 ，是干旱 区人民食用油和工业用油 

的新油源等，对其进行研究 、保护和资源开发 ，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有关矮沙冬青雌配子体及胚 

胎发生发育的研究尚未见报道，本文拟对其雌配子 

体及胚胎发育进行了研究，为矮沙冬青胚胎学研究 

提供新的资料，同时也探讨其濒危是否与雌性生殖 

结构及发育过程有关 。 

1 材料和方法 

材料采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恰县巴音库鲁提 

(75。35 E，39。50 N，2 100 m)和瞟尔托阔依(74。51 

E，39。3O N，2 700 m)。凭证标本 ：葛学军 075，存于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标本馆(IBSC)。2003至 

2004年，分别从 3月上旬至 4月下旬 ，采集不 同发 

育时期的花蕾至开花为止，每隔 3～5 d采集一次， 

用卡诺液固定后转入 75％酒精中保存。爱氏苏木 

精整体染色，常规石蜡切片，厚度 8,um。用 Axiop— 

lan 2光学显微镜镜检和数码拍照(配套使用 Axio— 

Vision Re1．4．2软件)。 

2 观察结果 

矮沙冬青总状花序顶生 ，蝶形 花冠，龙骨瓣分 

离，分离雄蕊 1O枚，荚果。 

2．1大孢子发生与雌配子体发育 

2．1．1胚珠的形成 矮沙冬青子房单心皮，1室，边 

缘胎座。3月 10日以前 ，在子房壁内表皮下的局部 

细胞平周分裂产生突起，形成柱状胚珠原基(图版 

I：1)，其细胞具有很强的分生能力。原基的前端分 

化成珠心，基部分化成珠柄。在珠心基部分化出内 

珠被和外珠被(图版 I：3)，胚珠在生长过程 中逐渐 

弯曲，属于双珠被、弯生胚珠。 

2．1．2大孢子的发生 位于珠心表皮下方的孢原细 

胞，体积明显大于周围的珠心细胞，细胞核大，细胞 

质浓厚(图版I：2)。孢原细胞分裂产生的造孢细胞 

体积增大直接发育为大孢子母细胞(图版 I：3)，大 

孢子母细胞纵向延长，呈长圆形，体积明显增大，细 

胞核大，呈圆形。珠心表皮细胞和周缘细胞分别进 

行平周与垂周分裂，在大孢子母细胞与珠心表皮之 

间产生数层周缘珠心组织，属于厚珠心胚珠。大孢 

子母细胞减数分裂经过二分体(图版I：4)形成直线 

排列的大孢子四分体(图版 I：5)，四分体的 4个大 

孢子大小不等，合 点端 的较大，珠孔端的较小 ，随后 

珠孔端的 3个大孢子逐渐退化解体，只有合点端的 

功能大孢子继续发育 ，并按蓼型胚囊发育。 

2．1．3雌配子体发育 功能大孢子体积逐渐变大， 

继而发育为单核胚囊 。单核胚囊经 1次有丝分裂形 

成二核胚囊(图版 I：6)，此时 2核分别移向两极 ，两 

核之间存在一个大液泡(图版 I：7)。二核胚囊的 2 

核经 2次有丝分裂先后形成四核胚囊(图版 I：8、9) 

和八核成熟胚囊 。成熟胚囊反足细胞早期退化，不 

易见到典型的反足细胞。成熟胚囊有 2个极核(图 

版 I：10)、2个助细胞(图版 I：11)、1个卵细胞(图 

版 I：11)，矮沙冬青的胚囊发育属于蓼型。随着胚 

囊的发育，2个极核逐渐长大并靠近融合成次生核 

(图版 I：12)。从二核胚囊开始珠心组织细胞逐渐 

退化 。 

2．2胚胎发生发育 

花粉粒内含物经花粉管进入胚囊被释放后进行 

双受精过程：1个精子和卵细胞融合成合子，另 1个 

精子和中央细胞的次生核融合成初生胚乳核(受精 

极核)，初生胚乳核明显增大(图版 I：13)。 

完成双受精后，初生胚乳核先分裂，合子后分 

裂 。胚乳发育为核型 ，胚乳核分裂并不伴 随形成细 

胞壁 ，而产生大量的游离核 。随着游离核的增加和 

液泡的扩大，核被挤到四周 (图版 I：14—16)。发育 

后期，在游离核之间产生细胞壁使胚乳游离核细胞 

化。由合子分裂成原胚 (图版 I：15)，胚柄呈棒状 

(图版 I：14)，原胚进一步发育形成球形胚。随着胚 

的不断发育，胚乳细胞逐渐被消耗。 

雌雄配子体发育各时期与胚胎发育的对应关系 

见表 1。 

3 讨论 

矮沙冬青子房单心皮 1室，边缘胎座，胚珠弯 

生、厚珠心、双珠被。大孢子母细胞减数分裂形成直 

线排列的四分体，合点端大孢子具功能，胚囊发育为 

蓼型。双受精后，初生胚乳核先分裂，合子后分裂， 

核型胚乳 。 

韩雪梅等(1991)对同属的另一种植物——沙冬 

青(A．mongolicus)的雌配子体发育研究表明：沙冬 

青大孢子四分体呈直线或“T”型排列。而矮沙冬青 

大孢子四分体只呈直线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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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雌雄配子体发育各个时期与胚胎发育的对应关系 

Table 1 The development of female gametophyte 

and male gametes and embryo 

植物濒危的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是由于植物有性生殖过程的某些环节出现障碍，造 

成繁殖困难、个体数量减少而面临濒危(高润梅， 

2002；何田华等，1998；刘生龙等，1995；刘林德等， 

1997，1998；鲁元学等 ，1999；潘跃芝等 ，2001；张寿洲 

等 ，1997)。宋娟娟等(2003)对矮沙冬青减数分裂染 

色体行为进行了观察，结果表明其减数分裂染色体 

行为没有异常现象 。本文对矮沙冬青雌配子体及胚 

胎发生发育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大孢子形成过程 

正常；功能大孢子位置确定 ，数 目一定 ，非功能大孢 

子正常退化；未见胚囊败育现象，因此认为矮沙冬青 

不存在雌性生殖结构与发育过程的异常现象。另外 

我们对其小孢子发生及雄配子体发育也进行了研究 

(另文)，并无异常。由此看来，其致危的原因需从其 

它方面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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