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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及果实形态与种子结实率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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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研究以果实大小有明显差异的 ２６ 个白及果序共 ８７ 枚果实为材料，分析了果实形态（包括果实重

量、长度及直径）与种子结实率的相关性。 结果表明：果实重量与结实率的相关性最为密切，相关系数为

０．７８６，达到中等正相关；其次是果实直径，相关系数为 ０．６３４；最后是果实长度，相关系数为 ０．５５３。 对 １０ 枚果

实及种胚大小测量结果显示，果实形态与种胚大小相关性为弱相关，不同果实种胚大小相差较大，种胚直径和

种胚长度平均分别为 １７７．９ μｍ 和 ３５９．０ μｍ，最大分别为 ２４１．９ μｍ 和 ５２８．６ μｍ，最小分别为 ６４．５ μｍ 和 １１４．３
μｍ；单粒白及种子平均重 ３．９０ μｇ，８７ 枚果实中，单枚果实平均种子数量为１０ ４３６粒，最大为３９ ４８８粒。 该研究

结果表明果实重量及饱满程度（直径），可以作为评价白及果实质量（种子结实率）的参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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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及（Ｂｌｅｔｉｌｌａ ｓｔｒｉａｔａ） 系兰科白及属多年生陆

生型草本，本属约 ６ 种，中国有 ４ 种，陕南地区分布

３ 种（中国植物志，１９９９），白及不仅观赏价值较高，
亦是常用中药之一，其作用为收敛止血，消肿生肌，
用于咯血吐血，外伤出血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２０１５）。 白及也是我国现代医药工业（任华忠等，
２００９）和化妆品工业（刘光斌等，２００５）的重要原材

料。 近年来，白及的临床应用扩大，需求急剧增加，
但自然繁殖较难和野生生境破坏及过度采挖，导致

野生白及资源急剧减少（张亦诚，２００７）。 目前，白
及的大规模生产主要通过分割假鳞茎进行无性繁

殖，这种方式繁殖系数较低且容易积累病害，不能满

足当前的生产需求，而基于白及种子的实生苗繁殖

体系可以提供大量健康白及种苗（牛俊峰和王喆

之，２０１６）。 白及种子是大量获得白及种苗的前提，
因此对于白及种子质量状态需要给予一定关注（张
智慧等，２０１６）。

植物通过有性生殖形成种子过程中受到多种因

素影响，主要包括花粉限制、胚珠限制及母株营养源

的限制（Ｈａｒｄｅｒ ＆ Ｂａｒｒｅｔｔ， ２００７）。 其中，兰科植物

的传粉方式及土壤施肥情况与结实率的研究较多，
Ｇａｌｅ（２００７）、 Ｌｅｈｎｅｂａｃｈ ＆ Ｒｉｖｅｒｏｓ （２００３）、Ｐｅｔｅｒ ＆
Ｊｏｈｎｓｏｎ （２００９）、Ｎｅｉｌａｎｄ ＆ Ｗｉｌｃｏｃｋ （１９９９）分别对

日本芋兰（Ｎｅｒｖｉｌｉａ ｎｉｐｐｏｎｉｃａ）、智利兰花 （Ｃｈｌｏｒａｅａ
ｌａｍｅｌｌａｔｅ）、兰科植物 Ａｃｒｏｌｏｐｈｉａ ｃｏｃｈｌｅａｒｉｓ、非兰科异

种植物的传粉方式与结实率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Ｉｌｖｅ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对 Ｏｒｃｈｉ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ｓ 新建和原有种群

间的结实率差异进行了探究；Ｇｉｊｂｅｌ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研
究了土壤施肥对兰科植物 Ｇｙｍｎａｄｅｎｉａ ｃｏｎｏｐｓｅａ 座果

率及种子的影响。 目前，张燕等（２００９），Ｋｉｙｏｈａｒ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Ｊｉｔｓｏｐａｋｕ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对白及种子形态及

结实情况有一些观察研究，但尚未见到对白及果实

形态与结实率相关性的研究报道。
兰科植物种子非常小，同种兰科植物种子种胚

大小存在差异。 Ｒ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Ｊｅｒｓáｋｏｖá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 分别研究了稀有兰科植物 Ｃａｌａｎｔｈｅ ｙａｏｓ⁃

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及 Ｄｉｓａ ｐｕｌｃｈｒａ 的种胚发育影响因素。 张燕

等（ ２００９）、 Ｋｉｙｏｈａｒ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Ａｒｄｉｔｔｉ ＆ Ｇｈａｎｉ
（２０００）分别对白及种子种胚大小进行了报道，但结

果差异较大。 本研究以不同果序白及果实为研究材

料，分析了果实形态与种子结实率（即具胚种子与

种子总数的比率）之间的相关性；另外，对不同大小

果实与种胚大小关系及单粒种子重量进行了测量分

析。 通过对不同果实形态与种子结实率的关系研

究，旨在解决白及实生种苗生产中关键之一———果

实结实率及种子质量评判的参考指标问题。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本研究所用白及果实采自陕西省汉中市留坝县

地理坐标为 ３３°３７．５１６′ Ｎ，１０６°５４．９５８′ Ｅ，海拔为

（９７２．２ ± ６．２）ｍ。 以果序为单位进行采摘，置于阴

凉通风处自然干燥，待用。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白及果实形态测量与结实率计算　 选取果实

大小有明显差异的果序 ２６ 个，果实共 ８７ 枚，对果序

上果实从顶部到基部依次编号；测量每个果实的长

度与直径，分别称量果实、果皮及种子总重量。 单个

果实纵切后抖出种子，混合均匀，在显微镜视野中随

机选取 ３０ 粒种子观察统计具胚种子数量，重复 ３
次。 计算结实率： 具胚种子数 ／ ３０ × １００％。
１．２．２ 白及种胚大小测量　 挑选外形差异较大的白

及果实 １０ 枚，测量每个果实长度与直径。 果实纵切

后剥出种子，混匀后取适量置 ０．１％的 ＴＴＣ 溶液中，
３０ ℃下染色 ２４ ｈ 后，每个果实随机选取至少 ３０ 粒

种子，在显微镜下测量种胚大小（图 １）。
１．２．３ 白及种子重量测量　 将种子浸泡 ２ ｄ 后，在显

微镜下进行白及种子计数，有无种胚均计入总数，每
４００ 粒种子为一组， 置于铝箔纸上， 阴干 后 用

ＦＡ２００４Ｎ 型电子天平称重，重复 １０ 次。
单粒白及种子重量 ＝ （Ｗ 铝箔 ＋ 种子－Ｗ 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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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白及种胚大小测量
Ｆｉｇ． １　 Ｅｍｂｒｙｏ ｓｉｚ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Ｂ． ｓｔｒｉａｔａ

箔） ／ ４００。
１．２．４ 数据处理　 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进行数据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白及果实形态与结实率关系

对 ２６ 个果序的 ８７ 枚果实形态及种子结实率测

量、计算结果如表 １，对白及果实形态与结实率相关

性分析结果见表 ２。
表 １ 说明不同果序单个果实的果实重量、种子

重量、果实形态及结实率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表 ２
显示，果实重量与结实率的相关系数最高，达到

０．７８６，二者的相关性最为密切，达到中等正相关，说
明果实越重，结实率越高；其次是果实直径与结实率

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为 ０．６３４，即果实越粗壮，果实相

对饱满，结实率越高；最后是果实长度与结实率的相

关性，相关系数为 ０．５５３。 单粒果实种子总重量与果

实重量之间相关系数为 ０．９７０，达到强相关性，对单

个果实来说，果实越重，其种子也越重，种子数量也

越多；单粒果实种子总重量与结实率的相关系数也

最高，达到 ０．７８６，即单粒果实种子越重，果实所含有

胚种子越多，结实率越高。
另外， 白 及 果 实 中 果 皮 重 占 果 实 重 量 的

６８．９１％；而在一个果序中，大小果实出现的顺序没

有规律。
２．２ 白及果实形态与种胚大小关系

１０ 枚果实形态与种胚大小测量结果如表 ３
所示。

分析表 ３ 可知，白及果实形态与种胚大小间的

相关性为弱相关，不能根据果实外在形态准确判断

具胚种子种胚发育情况，但根据表 １，可以对具胚种

子比例做出预判；不同果实中具胚种子种胚大小不

一，种胚之间发育差异较大，３００ 粒种子种胚直径平

均为 １７７． ９ μｍ，最大达 ２４１． ９ μｍ，最小仅为 ６４． ５
μｍ，差值达 ３．７５ 倍；种胚长度平均为 ３５９．０ μｍ，最
大 ５２８．６ μｍ，最小仅为 １１４．３ μｍ，差值高达 ４．６２ 倍。
不同果实的种子种胚大小变化幅度差异较大，种胚

直径 ＲＳＤ 极差为 １１．１９％，种胚长度 ＲＳＤ 极差高达

１４．５％，种胚直径相对长度而言，数据波动较小。 对

单粒白及种子，其外形如梭状，呈中间大，两端小，种
胚长度和直径显示为强相关，相关系数为 ０．８８８，即
种胚越长，其直径也越大。

对 ３００ 粒种子种胚大小分布情况进行统计，种
胚直径以 ２５ μｍ 为间隔，从 ５０ μｍ 到 ２５０ μｍ 划分 ８
组区间，依次编组号为①～⑧；种胚长度以 ５０ μｍ 为

间隔，从 １００ μｍ 到 ５５０ μｍ 划分为 ９ 组区间，依次

编组号为①～⑨。 结果见表 ４ 和表 ５。
数据显示：已成熟的不同形态白及果实中种子

大小分布基本服从正态分布，即较大和较小的种子

数量均较少，而中间大小的种子较多。 种胚直径主

要分布在平均值附近的 １５０ ～ ２００ μｍ 区间内，占比

达 ６２．３４％；而种胚长度主要集中在平均值附近的

３００～４００ μｍ 区间，此区间集中了 ６８％的种子。 即

成熟的白及种子种胚主要集中在长 ３００ ～ ４００ μｍ，
直径 １５０～２００ μｍ 大小范围内。
２．３ 白及种子重量

测量得到 ４００ 粒白及种子重（１．５６±０．１２） ｍｇ，
通过计算得到单粒白及种子平均重 ３．９０ μｇ。 根据

表 １ 数据，以单枚果实种子总重平均０．０４０ ７ ｇ，最大

０．１５４ ０ ｇ 计算，８７ 枚果实平均种子数量为１０ ４３６
粒，最大果实种子数量为３９ ４８８粒，说明在单粒白及

果实中蕴含白及种子数量极大，以结实率 ５０．４３％
计，具胚种子平均达５ ２６３粒，可做为无菌培养过程

中对原球茎或无菌苗得率的参考指标。

３　 讨论与结论

对兰科植物种子结实情况，Ｉｌｖｅ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Ｇｉ⁃
ｊｂｅｌ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Ｎｅｉｌａｎｄ ＆ Ｗｉｌｃｏｃｋ（１９９９）、Ｐｒｏｃｔｏｒ
＆ Ｈａｒｄｅｒ （１９９４）、Ｐｒｏｃｔｏｒ （１９９８）、Ｖａｌｌｉｕｓ（２００１）等

研究中都给予了关注， 包括传粉方式、新老种群、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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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白及果实形态与结实率
Ｔａｂｌｅ １　 Ｆｒｕｉｔ 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ｓｅｅｄ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ｏｆ Ｂ． Ｓｔｒｉａｔａ

指标
Ｉｎｄｅｘ

果实重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ｆｒｕｉｔ

（ｇ）

种子重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ｓｅｅｄ

（ｇ）

果实长度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ｆｒｕｉｔ

（ｍｍ）

果实直径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ｆｒｕｉｔ

（ｍｍ）

结实率
Ｓｅｅｄ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

平均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０．１３０９ ± ０．０６９４ ０．０４０７ ± ０．０３１８ ２８．２ ± ５．２ ６．７ ± １．６ ５０．４３ ± ２４．７６

最大值 Ｍａｘ∗ ０．３３４９ ０．１５４０ ４３ １２ ９４．４４

最小值 Ｍｉｎ∗ ０．０２４４ ０．００４３ １７ ４ １１．１１

　 注： ∗为 ８７ 枚果实的统计值。
　 Ｎｏｔｅ： ∗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８７ ｆｒｕｉｔｓ．

表 ２　 白及果实形态和结实率的相关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ｕｉｔ 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ｓｅｅｄ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ｏｆ Ｂ． Ｓｔｒｉａｔａ

相关性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果实重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ｆｒｕｉｔ

（ｇ）

种子重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ｓｅｅｄ

（ｇ）

果实长度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ｆｒｕｉｔ

（ｍｍ）

果实直径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ｆｒｕｉｔ

（ｍｍ）

结实率
Ｓｅｅｄ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

果实重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ｆｒｕｉｔ （ｇ） １

种子重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ｓｅｅｄｓ （ｇ） ０．９７０∗∗ １

果实长度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ｆｒｕｉｔ （ｍｍ） ０．７５７∗∗ ０．６７６∗∗ １

果实直径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ｆｒｕｉｔ （ｍｍ） ０．７０１∗∗ ０．６６４∗∗ ０．６４８∗∗ １

结实率 Ｓｅｅｄ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 ０．７８６∗∗ ０．７８６∗∗ ０．５５３∗∗ ０．６３４∗∗ １

　 注： ∗∗． ０．０１ 水平（双侧）显著相关；∗． ０．０５ 水平（双侧）显著相关。
　 Ｎｏｔｅ： ∗∗．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０．０１ ｌｅｖｅｌ （ｂｏｔｈ ｓｉｄｅｓ）； ∗．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０．０５ ｌｅｖｅｌ （ｂｏｔｈ ｓｉｄｅｓ） ．

表 ３　 白及果实形态和种胚大小
Ｔａｂｌｅ ３　 Ｆｒｕｉｔ ｔｒａｉｔｓ ａｎｄ ｅｍｂｒｙｏ ｓｉｚｅ ｏｆ Ｂ． ｓｔｒｉａｔａ

指标
Ｉｎｄｅｘ

果实长度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ｆｒｕｉｔ
（ｍｍ）

果实直径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ｆｒｕｉｔ
（ｍｍ）

果实重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ｆｒｕｉｔ
（ｇ）

种子总重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ｓｅｅｄ
（ｇ）

种胚直径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ｅｍｂｒｙｏ
（μｍ）

种胚长度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ｅｍｂｒｙｏ
（μｍ）

ＲＳＤ
（Ｄ）
（％）

ＲＳＤ
（Ｌ）
（％）

平均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２８．１ ± ７．０ ９．０ ± １．８ ０．２２６０ ± ０．０８５１ ０．０８８６ ± ０．０４７６ １７７．９ ± ２７．５ ３５９．０ ± ４１．８ １２．２１ ± ３．３３ １１．６７ ± ４．２６

最大值 Ｍａｘ∗ ４１ １２ ０．３８５４ ０．１８２３ ２１８．６ ４２７．２ ２０．１８ ２１．３６

最小值 Ｍｉｎ∗ １７ ６ ０．０９１８ ０．０２４３ １２９．０ ２５４．３ ８．５５ ６．８６

与种胚长度相关性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ｅｍｂｒｙｏ

０．０６４ ０．６１４ ０．１９６ ０．０６６ ０．８８８∗∗

与种胚直径相关性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ｅｍｂｒｙｏ

０．１２５ ０．４９４ ０．１４７ ０．０７０ ０．８８８∗∗

　 注： ∗∗ ０．０１ 水平（双侧）显著相关； ∗ ０．０５ 水平（双侧）显著相关。
　 Ｎｏｔｅ： ∗∗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０．０１ ｌｅｖｅｌ （ｂｏｔｈ ｓｉｄｅｓ）； ∗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０．０５ ｌｅｖｅｌ （ｂｏｔｈ ｓｉｄｅｓ） ．

肥、异种花粉及花粉寿命的影响等。
白及的种子结实率也有少量报道。 胡开治等

（２０１０）在研究不同贮藏方法和时间对白及种子萌

发影响时注意到，１０ 个白及果实中成熟种子的有胚

率最高为 ９２％、最低为 ７６％，平均（８４．９±４．７）％；张
燕等 （２００９）报道实验所用白及种子的有胚率为

５９．２１％。 本研究使用的白及果序是随机挑选的，果
实大小不一，对 ８７ 枚果实进行测量，平均值为

５０．４３％，最大值及最小值分别为 ９４．４４％和 １１．１１％，
均值与报道的数据相比有所偏低。

关于兰科植物种子结实率，Ｐｒｏｃｔｏｒ （１９９８）、Ｖａｌ⁃
ｌｉｕｓ（２００１）和 Ｗａｌｌａｃｅ（２００３）的研究表明， 在一些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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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不同种胚直径区间种子数量
Ｔａｂｌｅ ４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ｅｅｄ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ｍｂｒｙｏ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ａｒｅａｓ

组号
Ｇｒｏｕ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区间
Ｒｅｇｉｏｎ （μｍ）

５０～７５ ７５～１００ １００～１２５ １２５～１５０ １５０～１７５ １７５～２００ ２００～２２５ ２２５～２５０

个数
Ｎｕｍｂｅｒ

２ １ ２ ４３ ７１ １１６ ４６ １９

比例
Ｒａｔｉｏ （％）

０．６７ ０．３０ ０．６７ １４．３３ ２３．６７ ３８．６７ １５．３３ ６．３３

表 ５　 不同种胚长度区间种子数量
Ｔａｂｌｅ ５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ｅｅｄ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ｍｂｒｙｏ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ｒｅａｓ

组号
Ｇｒｏｕ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区间
Ｒｅｇｉｏｎ （μｍ）

１００～１５０ １５０～２００ ２００～２５０ ２５０～３００ ３００～３５０ ３５０～４００ ４００～４５０ ４５０～５００ ５００～５５０

个数
Ｎｕｍｂｅｒ

２ ０ ５ １７ １０３ １０１ ６３ ７ ２

比例
Ｒａｔｉｏ （％）

０．６７ ０．００ １．６７ ５．６７ ３４．３３ ３３．６７ ２１．００ ２．３３ ０．６７

科植物中果实重量、种子重量与其结实率存在相关

性。 本研究中白及果实重量和种子总重与结实率的

相关系数均为 ０．７８６，达中等正相关；果实直径与结

实率之间的相关性稍弱，相关系数为 ０．６３４。 说明白

及果实重量及果实的饱满程度（直径）可以作为评

价结实率的指标，果实越重、越饱满，结实率越高。
兰科植物种子非常小，干种子很容易受到气流

和静电干扰，悬在液体中的种子由于种皮中存在气

泡难以观察种胚状态（Ｐｒｏｃｔｏｒ ＆ Ｈａｒｄｅｒ， １９９４），因
此在种子形态研究中，大多是对种子及种胚的长度、
宽度测量，对单粒种子重量测定相对较少。 Ｖｅｒｍ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观察了 ３２ 种兰科植物的种子形态，测量

了种子长、宽，种皮细胞数量及长度，胚的长、宽等，
何明高（２０１０）对 １５ 种海南兰科植物（包括 ４ 种地

生兰，１１ 种附生兰）种子形态进行了分析，包括种子

长、宽，种胚长、宽，但都没有测定种子重量。 张燕等

（２００９）对白及的种子的测量结果发现，长 １．２０ ｍｍ，
宽 ０．２３ ｍｍ，种胚长 ０．３８ ｍｍ， 宽 ０．２２ ｍｍ；Ｋｉｙｏｈａｒａ
（２０１２）的测量结果发现，种子长 １．８０ ｍｍ， 宽 ０．２３
ｍｍ， 种胚长 ０．４９ ｍｍ， 宽 ０．２１ ｍｍ。 Ａｒｄｉｔｔｉ ＆ Ｇｈａｎｉ
（２０００）汇集了许多兰科植物种子资料，包括种子的

长和宽、种胚的长和宽以及种子重量，但仅报道了白

及种子的长度［（０．１９±０．０７） ｍｍ］，而没有种子重

量。 该数据比本研究及张燕等（２００９）和 Ｋｉｙｏｈａｒａ
（２０１２） 种胚的测量值还小，存在一定差异。 本研究

中白及种胚大小的测量结果：种胚长 ３５９．０ μｍ，直
径 １７７．９ μｍ，与张燕等（２００９）的结果接近，且种胚

大小主要集中在长 ３００～４００ μｍ，宽 １５０～２００ μｍ 的

区间。
兰科植物种子被称为“粉尘”种子（ｄｕｓｔ ｓｅｅｄｓ），

是兰科植物的一个重要特征；种子长 ０．０５～６．０ ｍｍ，
直径 ０．０１～０．９ ｍｍ，单粒种子重约 ０．３１～２４ μｇ，种胚

也非常小，如坛花兰 （ Ａｃａｎｔｈｅｐｈｉｐｐｉｕｍ ｓｙｌｈｅｔｅｎｓｅ）
０．０５８ × ０．０４２ ｍｍ （Ａｒｄｉｔｔｉ ＆ Ｇｈａｎｉ （２０００）。 兰科陆

生植物的种子大小长 ０．１１～１．９７ ｍｍ，直径 ０．０７～０．４
ｍｍ；热带的种类种子重量通常小于 １ μｇ ，全北区的

（ ｈｏｌａｒｃｔｉｃ ） 相 对 重 些， Ｇｏｏｄｙｅｒａ ｒｅｐｅｎｓ 和

Ｃｅｐｈａｌａｎｔｈｅｒａ ｄａｍａｓｏｎｉｕｍ 的重约 ２ μｇ，Ｌｉｍｏｄｏｒｕｍ
ａｂｏｒｔｉｖｕｍ 的 ５．７ μｇ，Ｇｙｍｎａｄｅｎｉａ ｃｏｎｏｐｓｅａ 的为 ８ μｇ
（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 １９９５）；白及种胚被认为是在兰科植物

中发育最好的，种胚具有 ７３４ 枚细胞，而 Ｅｐｉｐｏｇｉｕｍ
ａｐｈｙｌｌｕｍ 的种胚仅 ８ 枚，Ｃａｌｙｐｓｏ ｂｕｌｂｏｓａ 的为 ２９ 枚，
Ｄａｃｔｙｌｏｒｈｉｚａ ｍａｊａｌｉｓ 的约 ２００ 枚，由此推测白及种子

重量应相对较大；而本研究的测量结果为平均 ３．９０
μｇ，与文献比较，居中间位置；张智慧等（２０１６）对白

及种子重量测量结果为 ６．４～１３．５ μｇ，较本研究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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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偏大。 导致原因可能是文献报道的有些是对刚刚

收获的新鲜种子的测量，有些种子则是处于不同脱

水程度的储藏状态（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 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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