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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钢玉兰芽种类与成枝成花规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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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报道了舞钢玉兰芽的种类、分校习性与成校生长规律拟花营、着生位置、解剖结构及其分化发育成花规

律。从中发现( 1) 当年生枝上有休眠芽、叶芽(侧叶芽和顶叶芽)、拟花蕾 3 种( 2)拟花营有缩台枝、芽鳞状托叶、雏

枝、雏芽及雏营组成因其外形似‘花营气称为 10花蕾"叫到缩台校是校与花着生的中间过渡枝变阶段是由母校

顶端节问缩短、增粗的校段和当年由雏校生长的 I í大极短新技所组成?忡忡~5 月及 7~8 月前后两批形成的拟花

营?均经过未分化发育期、花被分化发育期、雄恋群分化发育期及离心皮雌恋群分化发育期?各期均依次递后交错

进行但不逆转也不能截然分开直到翌春花分化发育全部结束开花后才能结实; ( 5) 芽鳞状托叶是托叶的变态『

最外层薄革质外面密被短柔毛『始落期 6 月中下旬『其余纸质 膜质『外面密被或疏被长柔毛『翌春开花时脱落

完毕( 6) 雏营有雏梗、雏花及包被雏花的佛焰苞状托叶组成(7)分枝习性与成枝生长规律为预生分校及预生 同

生分校呈单阶无歧、单阶 l 歧生长规律稀有单阶 2歧生长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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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 me reslllts of Yulania wugangensis are firstly stllrlien in th :is paper, "whieh are typcs , 
ramificat io n eharaet erist ics 罔 rllles of grmving into hranehes of hllrls anrlloells 罔 anatomy 罔 rllles of 
rliff，川 entiating into flmvers of similar flmver hllns. '1、 he rcslllts as follmvings: (1)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hllrls on the spring hranehes ofpresent year; latent hllns , 1(~'lÍ hll出 (lat eralleaf b urls anrl 
apieal leaf burls) anrl similar flower burls. (2) 日 imilæ: flmver hllrl is composerl of 日llotai-braneh

let , stipllle like hllrl seales , heginning hranehlet , lx~ginning leaf hllrlS anrl heginning flo"wer hllrl 
lt is ('Á.'lllerl similar flmver hllrl hecallse it's shape likes flwwer hllrl; (3) Sllotai-hranehlet is transi

tion pha咽 h(川何~n hranehlet anrl flmv er s et t ing loeat ion. lt eonsis ts of t he shor tenerl , st Oll t P旧Ie町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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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山h 旺 perieneerl fOllr stages, w hieh are inrlifferentiation p(汀 iorl ， rlifferentiation periorl of p川 I

anth 罔 anrlroeeillm dllster anrl apoearpOllS pist 过 elllster. These stages progress alternately in tllrn 罔

hllt rlon't reveI飞 e anrl sq旧rate eompletely. The hllrl必 eotùrl not hloom anrl hear llnt 过 flower hllrlS 

rlifferentiation to he 们 er in next spring; (5) 日 tipllle like hllrl s(丁 ales i" the anomalism of stipll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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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most olltsirle layer is thin 罔 eonaeCOllS anrl rlensely eo刊red hy short fluff\'w hieh hegin to fall 
off rlllring the mirlrlle 0 1' last ten --rlays of Jllne，皿rl the others are r旧per 0 1' memhranolls textllre 

anrl nenS(片。r sparsdy eovererl hy long flllff , "'ivhieh rlo not finish falling off till hlooming in the 
seconn spring; (6) Beginning flmver hllrl is eomposed of h(有 inning penllnele , heginning flmve 1' 

anrl spathifonnis stipllle en盯~loping heginning flmver; (7) llamificÁ.'ltion ehæ:aeteri"tics anrl l'llles 
of grmving into hranehes of hllrls helong to prolepsi" anrl prolepsi，，-叮 nlepsis ， heha￥ ing the regll

larity of single step "WithOllt hraneh , single step having one hraneh , rarely t "'iVO hranehes. ln eon 
elllsion , th(岳阳 reslllts are significant to resolvetheprohl川n of num川 OllS anrljllmhlerl ahollt ela"si 

马 ing anrl rleserihi吨。 f il1agnolia , anrl hllilrl a ne'w dassifying syst川n to sllhfam句。f 1\1 agno 
lioirleae 
Key words: Yulania wugangensis 罔 Bllrl tyP(川日imilar flmver hllrls 罔 SllOt ai-branehlet 罔 Gro"'wth

hahit 罔日 imilar fl mv er h llrlS rliff erent iation 罔 Yulania

舞钢玉兰 Yulania 饥i ug ang ens lS 丁 B. Zhao 

明 B. Sun et Z. X. Chen)υL. Fll 是我国特有

经济树种之 也是美化、香化庭院和城乡园林化建

设事业的名贵观赏树木良种II-ll 。因其具有生长迅

速、适应性强、高产优质、经济效益显著等特性罔是我

国传统的牢夷"生产和提取挥发泊的优质良种之

一。该种拟花营顶生、腋生和簇生均有罔有时内含2~

4 个小拟花营和几个小拟花营状叶芽罔构成总状聚

伞花序。缩台枝上的侧叶芽形成的拟花营经多次开

花后呈现出缩台校群的特异分类特征性状。花、芽鳞

状托叶着生在缩台枝上。分校习性属预生分校141 呈

单阶无歧及单阶 l 歧生长规律和预生 同生分校呈

单阶无歧、单阶 l 歧及单阶 2 歧生长规律而特异并

在研究花白顶生→腋生→簇生→总状聚伞花序的进

化理论、玉兰属 Yulania 日pach 的恢复及其属下分

类系统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工飞l 罔在经济林集约栽

培和园林化建设事业中具有广阔的开发利用前景。

为此罔多年来作者对舞钢玉兰芽的种类、拟花营及其

着生位置与解剖、分校习性与成校生长规律、拟花营

分化发育与成花规律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罔获

得了一些新的宝贵材料。现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前分别对 4~5 月及 7~~ 月前后两批形成的拟花

营进行形态特征观察和内部结构解剖。最后，对观

察、测定和研究结果，绘制和拍照有关图表，作为研

究结论的依据。

2 结果与分析

2.1 芽种类

根据作者观察团舞钢玉兰当年生枝条上有休 il\ò

芽(无明显的芽体表露)、叶芽(侧叶芽和顶叶芽罔图

版 1: 1. (司及拟花营(过去误称呢营'丁 3种。拟花营

有顶生、腋生和簇生(图版 1: 1 ~5 ， 7 ， 14， 19)，有时

内含 2~4 个小拟花营和几个小拟花营状叶芽(指外

形似小拟花营，其内为叶芽图版 1: 3, 1O~ 12, 25) 

构成总状聚伞花序(图版l: 3 , 25) 。

拟花营是玉兰属植物的特有分类特征性状之

一罔是指该属植物能发育成花或总状聚伞花序的芽。
它在过去文献著作中记载为 6花蕾刘 l 飞-171 我们认为

是错误的罔不合乎科学含义。其原因在子拟花营的芽

鳞状托叶外面被柔毛，外形似花营，而内部结构有

缩台枝、芽鳞状托叶、雏枝、雏芽和雏营组成。缩台枝

上密被柔毛罔具侧叶芽罔无正常叶片罔稀具畸形小叶罔

芽鳞状托叶和小拟花营状叶芽。因其结构与花蕾"

及 7昆合芽"有显著的区别我们称为 1((花蕾"。

1.1 供试材料 2.2 拟花蕾着生位置
选用河南农业大学和洞南省新郑林业高新技术 拟花蕾因其着生在枝条上位置的不同罔可分 3

试验场内引裁的 3~7 年生舞钢玉兰植株罔作为观 种①顶生拟花营。单个拟花营着生在当年生校顶端

察、测定和研究材料。 (图版 1:2 ， 5 ， 7) ②腋生拟花营。拟花蕾着生在当年

1.2 研究方法 生枝上的叶腋内(图版 1: 1 ~3罔 14 罔 19罔 25) 罔③簇生

在供试植株上罔按枝条生长发育的不同进行分 拟花营。拟花营簇生在当年生校端或校顶部叶腋内

类，选用不同校类上的叶芽，分组、编号、定时、定位 通常构成总状聚伞花序。缩台枝上的侧叶芽，连续多

进行新技生长规律的观察和测定。在新校生长停止 年形成的拟花营经多次开花后，呈现出缩台校群的

后，每5~ lO d 选取不同校类上芽，在解剖镜下观察 特有分类特征性状(图版 1: 7, 25) 。该性状在其高产

拟f'鸪4理唔一制乾与旦得明恰好时j腾酬~bli制柏树掉销~明样特烟如因尚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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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和观赏价值罔并在研究花白顶生→腋生→簇

生→总状聚伞花序的进化理论中具有重要意义 。

从图版 l 中明显看出罔舞钢玉兰拟花营着生位

置及其构成总状聚伞花序的分类特征性状罔是玉兰

属中特殊种群的代表是建立舞钢玉兰组 Yulania

日pach 日 eet. W ugangyulaniae T. B. Zhao , D. L 

Fll d Z. X. Chen. Sllhseet. nov. inerl 的重要依据

之一罔并对玉兰属属下分类乃至木兰属 J1 agnolia 

Linn 罔甚至木兰亚科 Magnol川rleae 的分类系统研

究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1985 年 N ootehoom 指出含笑属 ( il1 icheia 

Linn. )的腋生单花是顶生子侧生短枝上罔与木兰属

的顶生单花榈比，两者实质上都是顶生"的观

点l 司 1 例 。 李捷161 及 LwaMl 赞同i3: 观点而不同意

刘玉壶以花顶生和腋生作为木兰亚科分为木兰簇

Trih. 1\1 agnolieae D C 和含笑族 Trih. 1\1 iehdieae 
La'iv 的依据 14， 61

笔者认为罔从植物发育学的观点出发罔提出木兰

亚科的做生单花是顶生子侧生短枝上"的观点是正

确的，是植物分类学的重要基础理论之 。 但是植

物分类学是区分植物种类探讨植物间亲缘关系

阐明植物界自然系统的科学州飞是以其形态特征

作为植物分类的理论、依据和标准的罔并不是以发育

学的观点来处理和解决植物分类学中的 切问题。

如木兰亚科植物的花被片、雄恶和离生单雌施都是

叶的变态1 1 01 罔是由叶原基分化发育而成罔是同源而

异形。 同源是研究植物分类学的重要理论基础之

但不是惟的异形是研究植物分类学的理论基础、

依据和标准而不是不考虑植物间的亲缘和系统发

育。因此，在木兰亚科研究中既要考虑顶生单花的客

观存在也要正视腋生单花和簇生花，乃至总状聚伞

花序特异性的事实罔才是正确的罔否则都是偏面的。

2.3 拟花蕾解剖

舞钢玉兰拟花营~ß球形长 2. 5~4. 0 cm，径

1. 2~1.8cm 罔有 4~6 层芽鳞状托叶(图版 1: 1 ~5. 

8，川、缩台枝、雏枝、雏芽和雏营组成(图版 1: 1O~ 

12 ， 21) 。

2.3.1 芽鳞状托日十

芽鳞状托叶是托叶的变态119. 刀 l 从外向内为薄

18罔 20~24) 罔与着生在枝条上的膜质、小、披针形、淡

黄白色、疏被短柔毛的托叶相区别罔故采用劳鳞状

托叶川 19 刀 l 。 过去文献中把它写作为 6苞

片州 7. 16.? 1 川、穿鳞州 71 、协焰苞状苞片'对 7. 1 号-1 7 1 、明

焰苞'们 15-1 7 1 、协焰苞片刘 161 是不符合科学含义的

笔者不予采用。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雏花外面包被的膜质、疏

被长柔毛、灰棕褐色、透明的托叶罔着生在花梗顶端罔

呈单片状罔或 2 裂罔有时具畸形小叶(图版 1: 15~ 

18) 罔与芽鳞状托叶同属托叶的变态罔是同源罔为与着

生在缩台枝上的芽鳞状托叶相区作者称为吁弗焰苞

状托叶飞而不采用唠鳞状托叶"或协焰苞状苞片"

或饼焰苞"等。

2.3.2 缩台枝

缩台校是母校(前 l 年生校)顶端增粗、缩短的

校段与当年生由雏校抽生的极短 l 次新校(长度<

lωo ml皿I

的中问过渡阶段(图版 1: 1O~ 1口3罔 2刀1~24刽)。该校段

具有数节、节短、增粗、无叶(稀有畸形小叶)、密被长

柔毛罔具有叶芽、小拟花营状叶芽及小拟花营罔以及

芽鳞状托叶及其环痕上密被长柔毛分类特征性状。

为与蔷薇科J:losaeeae 的苹果 Malus p urnila M ill. 1 

年生成的果台校l 川(..I. hrclliatrrl fruit→m盯hlet) 和

棒科 Lo川aeeae 的山胡椒属 Lind盯 α 丁 hllnh 和木姜
子属 L扩户S趾阳αLam. I川丑 7川司引1 1 年生成的缩短校(川日h，川f

n川!扣》口Han配chl"巾S叫)才榈臼区别罔故称嗡台校"(日llotal

branchlet) 。

舞钢玉兰拟花营内的雏营(花)在缩台枝上有 2

种着生方式罔即①单个拟花营中的雏营着生在雏校

校顶 。 翌春罔花先叶开放后罔不育花(包括花梗)自行

脱落罔育花不脱落罔缩台枝上的叶芽萌发形成 l 次新

技(图版 1: 24) 小拟花营状叶芽萌发形成 2 次新校

2 次新枝上形成新的拟花营和新的缩台校(图版 l

13, 23 , 24); ②总状聚伞花序上的顶生拟花营，有少

数子 7~8 月 2 次开花后其侧生小拟花蕾膨大形成

总状聚伞花序(图版 1: 10罔 20罔 25) 罔稀有当年生新形

成的腋生拟花营中也有 2 次开花者(图版 1: 13 , 23 

24) 。

2.3.3 雏营

革质 纸质 膜质罔最外层 l 枚灰褐色至淡黄 解剖表明罔舞钢玉兰雏营由雏梗、雏佛焰苞状托

绿色罔外面密被短柔毛罔雏叶干枯脱落罔始落期 6 月 叶、雄态群、离心皮雌态群I 1 01 以及延长、 1彭大的圆

中下旬罔其余的芽鳞状托叶外面密被 疏被长柔毛罔 锥状花托组成。雏梗长 3~4m川皿径 4~6mm.

淡黄绿色罔纸质 膜质大罔匙状半卵球形(图版 1: 8罔 白色罔密被长柔毛罔顶端着生 l 枚膜质、疏被长柔毛

9)枭喇-牌予制单明野iE书中酬~rrOp，iILPubli幅幅制l艳明白t啊曾在前相/用服呐.p:et



84 武汉植物学研究 第 21 卷

15~18) 。 根据雏花花被片的形状不同罔分 2 种花

型 I1 ①花被片 9 枚，稀 7 、 H 枚外轮花被片 3 枚稀
l 枚罔披针形罔长 9~ 1O mm 罔宽 2~3mm罔内轮花被

片 6枚稀 5 枚长 2~21 mm ，宽 3~5mm ②花被

片 9 枚稀 7 、 H 枚花瓣状。 2 种花型花的雄态均为

多数长 S~ 10 mm，花丝长约 1 mm 药室侧向纵

裂，先端具短尖头离生单雌恶多数长 2 r---.- 7 mm 

花柱及柱头长 2~3 mm 等罔从外观上看清晰可见。

为进一步了解舞钢玉兰拟花营着生位置、解剖

结构及 2 种花型的区别罔以图 l 表示。

从图版 I 和图 l 明显看出舞钢玉兰拟花蕾组

成中有 4 种特征为玉兰属所特有的分类特征性状

即①拟花营，②缩台校③拟花营最外层 l 枚芽鳞

状托叶女台离期子 6 月中下旬; (主缩台校君羊。

2. 4 分枝习性与成枝生长规律

舞钢玉兰因其芽种类、着生位置罔以及枝条生长

发育状况的不同罔其分校习性与成校生长规律则有

显著的不同。

2. 4. 1 叶丛枝
i豆类校通常由叶丛枝、短校I 2l, 26-2SI 上的叶芽及

中枝、长校l 写到-2SI 中部以下的侧叶芽萌发生成在年

生长周期中只有 l 次生长其年生长量< 5em，具

3~5 枚叶片其中初生叶片为畸形小叶 。 新的叶丛

校顶端形成新的顶叶芽或新的拟花营(图版 1:4~

7) 罔稀形成新的中校或短校罔校顶形成新的拟花蕾

(图版 1: 2~5 罔 7) 。这种分校习性罔 Figar 称为预生分

校川。其分校习性与成校生长规律，笔者称为预生分
校呈单阶无歧生长规律。该类校寿命较短罔通常 2~

3( 2~ 5) 年或拟花营采摘后很快枯死是造成舞钢

玉兰树冠内膛光秃的主要原因之 。

2.4.2 短枝

i豆类校通常由短枝上叶芽、缩台枝上叶芽和小

拟花营状叶芽罔以及中枝、长枝上的中下部侧叶芽萌

发形成在年生长周期过程中也只有 l 次生长罔其年

生长量在 S~15 cm 之间罔属预生分校呈单阶无歧生

长规律(图版 1: 4~7) 。 当年生春季由母校上叶芽萌

发生成的 l 次新校(春校)及由缩台枝上叶芽或小拟

花营状叶芽萌发生成的 2次新枝上形成的新的拟花

营，有少数子 7~8 月 2 次开花后，在新的缩台校上

的叶芽萌发生成 2 次或 3 次新技罔并在校顶形成新

的拟花营。这种 1~2 次新枝，均有 l 次生长其生长

量 2~5 cm 。这种分校习性及成校生长规律罔笔者称

这一分枝特性罔将玉兰属原称玉兰亚属 J1 agnolia 

Linn. Sllhgen. Yulania{ 日 pch) H.cichcnbach 的分校

习性罔称为预生分校是片面的罔笔者特予纠正。

2.4.3 中中直

该类校通常由中枝、长枝上的上中部的侧叶芽

萌发生长，稀有短枝上顶叶芽萌发生成，在年生长周

期过程中也只有 l 次生长，其生长量在 15~30 cm 

之间罔稀超过 50cm o 其中罔分校习性与成校生长规

律有①短枝、中枝上部的叶芽萌发后罔多形成新的

中校罔其上形成新的拟花营罔属预生分校呈单阶无歧

生长规律，新的中校中部以上的侧叶芽和顶叶芽经

分化发育成新的顶生和腋生拟花营(图版 1: 1~5罔

7, 19)，其下部的侧叶芽多无芽体表露 呈休眠状态

(图版 1: 4, 5, 7) ;②粗壮中枝上的上中部侧叶芽多

形成 l 次新的中校或长校罔其上侧叶芽多形成新的

拟花营，顶端多形成簇生拟花营有时为总状聚伞花

序(图版 1: 3 罔 14罔 19罔 2 5) 。新的拟花营稀有子7~8 月

开花后罔在新的缩台枝上新的小拟花营状叶芽萌发

生长 2 次新校、新的拟花营和 2 次新的缩台校(图版

1: 13 罔 21 罔 23~2到罔稀有 3 次新枝、新的拟花营和新

的缩台枝 。这种分校习性笔者称之为预生 同生分

校里单阶 l 歧及单阶 2歧生长规律。

2.4.4 长壮枝

该类校由休眠芽、截干茵的侧叶芽或休眠芽和

嫁接茵的接芽、粗壮枝上的顶叶芽萌发生长罔在年生

长周期过程中有 2 种情况罔其生长量> 1. 0 m. 有时

达 2.5 m 以上。 2 种情况是①长壮枝、茵干在年生

长周期过程中有 2 次峰值其间有 段缓慢生长阶

段呈马鞍状曲线生长属预生分校里单阶无歧生长

规律，②粗壮的徒长校或茵干的上中部饱满侧叶芽

有的子 7~8 月萌发形成新枝，属预生 同生分校

呈单阶 l 歧生长规律 。 新枝上有新的腋生拟花营和

顶生拟花营的形成罔稀有 3 次新校的形成。这种 3 次

连续新技形成的分校习性罔作者称为预生一同生分

校呈单阶 2 歧生长规律。

2.4.5 缩台枝

缩台校分校习性与成校生长规律有 2 种情况罔

即①由缩台枝上小拟花营状叶芽萌发生成 l 次新

校(春校) ，校顶形成新的拟花营属预生分校呈单阶

无歧生长规律(图版1: 4罔 5罔 7) 。立地条件差罔弱细校

主通常形成顶叶芽，②立地条件好，粗壮中枝、短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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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阶 l 歧生长规律。

综上所述罔舞钢玉兰属于页生分校呈单阶无歧、单

阶 l 歧生长规律及预生一同生分校里单阶 l 歧生长

规律，稀有单阶 2 歧生长规律，为玉兰属的特有分校

习性与成校生长规律，也是建立舞钢玉兰组的重要

依据之 。

2. 5 拟花蕾分化发育与成花规律

2. 5. 1 拟花蕾分化发育始期

观察表明罔舞钢玉兰拟花营依据分化发育始期

的不同罔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 i豆类为 l 次新校和

缩台枝上由小拟花营状叶芽萌发的 2 次新枝，多子

4 月中下旬至 5 月上旬停止生长后校顶形成的拟花

营， 6 月中下旬最外层 l 校芽鳞状托叶开始脱落内

部雏营(花)内各部已分化发育成雏形其余芽鳞状

托叶相继脱落罔直到翌春开花时脱落完毕罔第二类

该类为第 类拟花营中有的子 7~~ 月 2 次开花后

(图版 1 : 13 罔 24) 罔由新的缩台枝上的小拟花营状叶

芽萌发生成 2 次新校和 2 次新的拟花蕾罔其最外层

l 枚芽鳞状托叶脱落和离心皮雌应群1101 均已分化发

育完毕罔芽鳞状托叶相继脱落罔直到翌春开花时脱落

完毕。

2.5.2 拟花蕾分化发育期

舞钢玉兰前后两批形成的拟花蕾除其分化发育

始期不同外均需经历未分化发育期、花被分化发

育期、雄泣群分化发育期和离心皮雌泣群分化发育

期I1 27 , :2剧团直到越冬后罔花器各部(包括雌雄配子体)

发育完毕，才能开花结实。但不同的是，第 批形成

的拟花营的各个分化发育期均早子第二批形成拟花

营的各个分化发育期 3f卜 60 rl 各期均依次递后进

行。

( 1) 未分化发育时期指当年生前后两批(指

4~5 月及 7 月上中旬)萌发的新技上的顶叶芽或侧

叶芽呈现出绿豆粒状膨大罔基部为圆球形罔中部以上

渐尖呈锥状弯曲，膜质托叶淡黄白色，在解剖镜下

般不容易区别出叶原基、芽鳞状托叶原基与花被原

基等，故称为未分化发育期。

( 2) 花被分化发育期通常子 5 月上中旬或 7

月上中旬新校上的顶叶芽或侧叶芽膨大呈øß球形

露罔长约 1m川皿I

现微突罔直至 6 月下旬至 7 月上旬罔雏形花被片长

5~10mm. 雄态相继分化发育罔其花丝、药隔等均能

分辩出来，故称雄恋群分化发育期。第二批拟花营的

雄忘群分化发育时期，通常在 7 月下旬至 H 月上中

旬表现出来。

( 4) 离心皮雌泣群分化发育期在雄应群分化

发育的同时罔离心皮雌应群也相继分化发育罔 6 月下

旬至 7 月中旬罔雏形花被片长1. 5~2. 5 mm. 雏形

雄应长 o. 8~ 1. 3 mm. 花柱长 1~2mm罔 7 月下旬至

H 月下旬第二批拟花营中的离心皮雌恋群分化发

育表露出来。同时罔第一批形成的拟花营有少数子 7

月下旬至 H 月下旬开花者，但花而不实。其原因可能

是由子雌雄配子发育不好或因天气炎热气温高

不利子授粉的结果。

近年来对舞钢玉兰拟花营分化发育期与成花、

成校生长规律进行观察。 结果表明(图 2) 罔舞钢玉兰

前后两批形成的拟花营罔除分化发育始期不同外罔均

按未分化发育期、花被分化发育期、雄恋群分化发育

期、离心皮世草莓群分化发育的进程罔依次递后交错进

行但不逆转也不能截然分开，各期相隔时间通常

在 30~60 rl 之间。前后两批形成的拟花营，只有经

过冬季，翌春开花后才能结实 。 同时，还可以看出

叶丛枝、长壮校和缩台校等不同校类的成花、成校生

长规律则有显著差异 。

3 小结

( 1) 舞钢玉兰当年生枝上有休眠芽、叶芽(顶

叶芽和侧叶芽)和拟花营(顶生、腋生和族生拟花营)

汗队有时拟花蕾呈现总状聚伞花序。在过去文献中

称幸在伞花序'到 7 ， 291 或 6总状花序'川l不妥。

( 2) 拟花营有芽鳞状托叶、缩台枝、小拟花蕾及

小拟花营状叶芽、雏校及雏营等组成。过去把它称为

花蕾"是错误的。因其外形似花营，内部结构也不同

子混合芽，故称拟花营。

( 3) 芽鳞状托叶是托叶的变态罔不是叶片的变

态。 过去把它称为 6苞片"、劳鳞"、苞鳞"、协焰苞

状苞片"、协焰苞"是不合乎科学含义的罔是概念的

芽体罔长 3~5 mm罔径 2~3 mm罔在解剖镜下罔能观 错误。

察到芽鳞:民托叶原基的微凸直到 5 月下旬或 7 月 ( 4) 缩台校是由母校校端的变态校段与当年生

下旬，花被原基呈微突表露，称该期为花被原基分化 由雏校萌发成极短(长< 10 mm罔 2~3 节)的 l 次新

发育期。 校组成，是校与花着生的中间过渡变态校段，并具数

( 3) 雄恋群分化发育时期该期始子 5 月下旬 节、节短、增粗、无叶(稀有畸形小叶)，具芽及被毛等

至向坪绍吨M颊堕褂鲤嗡!f~'ìl'朝哈II~物搭根'ffubli得格酬仔啦!14申奇哺呢赞有增塔协肝理草草彗1



年形成的果台枝、短枝、缩短枝不同，故称缩台枝"。 发育期，依次递后进行，各期前后均有交错，但不逆

( 5) 舞钢玉兰分枝习性与成枝生长规律是:由 转，也不能截然分开，只有越冬的拟花营，才能开花、

母枝上叶芽萌发形成的 1 次新枝，属预生分枝呈单 结实 。

阶无歧生长规律，稀为(徒长枝或茵干)预生分枝呈 ( 7) 芽鳞状托叶始藩期为 6 月中下旬，直至翌

单阶 l 歧生长规律;缩台枝上的小拟花营状叶芽及 春开花时脱落完毕。这一特性也是玉兰属特有的分

母枝上侧叶芽萌发生成的 1 次新枝，为预生分枝呈 类特征性状之一，稀有拟花蕾于 7~8 月开花。

单阶无歧生长规律;缩台枝上缩短的 1 次新枝上小 ( 8) 拟花营、缩台枝、芽鳞状托叶始落期、佛焰

拟花蕾状叶芽萌生的 2 次新枝，稀有 3 次新枝，笔者 苞状托叶，以及分枝习性属预生分枝呈单阶无歧或

称之为预生一同生分枝呈单阶 1 歧、单阶 2 歧生长 单阶 l 歧生长规律及预生一同生分枝呈单阶 l 歧，

规律，从而纠正了 R. B. Figar 提出的木兰属玉兰 稀单阶 2 歧生长规律，为玉兰属恢复的新证据 。

亚属分枝习性仅属预生分枝的片面观点。 ( 9) 拟花蕾预生、腋生和簇生，有时内含 2~ 4

( 6) 拟花蕾分化发育始期有三:4~5 月及 7~8 小拟花蕾及小拟花营状叶芽，构成总状聚伞花序，以

月。前后两批形成的拟花蕾均按未分化发育期、花被 及 2 种花型的不同，是建立舞钢玉兰组的重要依据。

分也革步草草回邮甜iriâ14每晶黯10高幽幽J晦战隘缸臼ublishing(J~Q;Ju矗卸曲单由是主运矗盹岳成岛附陆柏姐血et

1.1次枝 2.2 次枝 3. 芽鳞状托叶 4 . 芽鳞状托叶始落期 5. 未分化发育期 6. 花被分化发育期 7 . 雄离群分化发育期;
8. 离心皮雌恋群分化期; 9. 开花期 10. 拟花蕾期 11.越冬期 12. 3 次枝13.母校 14. 叶芽枝 15. 长壮枝 16. 缩台枝;
17.4 次枝1.第一批 II. 第二批
l. FirsL hranch; 2 . Secon d hranch; 3. SLipule like hud scales; 4. Beginning daLe o[ shedding o[ sLipulelike hud seal咽 5. In 
dillerenLiaLion period; 6. DillerenLiaLion period o[ perianLh; 7. DillerenLiaLion period o[ androeciulll; 8. DillerenLiaLion period 
o[ apocarpous piSLil clusLers; 9. Flowering period; 10. Period o[silllilar l10wer huds; 1 l. Period o[ surviving Lhe winLer; 12. 
T hird hranch; 13. MaL f1'nal hranch; 14. Branch o[ lea[ hud; 15. hurly long南ranch; 16. SuoLai-hranchleL; 17. Fo 町 Lh hranch 

圄 2 舞钢玉兰拟花雪分化发育期与成枝生长规律
( I 拟花蕾分化发育期与成规律 II. 分校习性与成校生长规律)

The period o[ dillerenLiaLion and rules o[ growing inLo hranches o[ silllilar l10wer huds in Yulαruα wugαr￥~eruw; 
( I. The period o[ dillerenLiaLion and rules o[ developing inLo l10wers o[ silllilar l10wer hud; 

IIRalllilïcaLion characLerisLic and Lulles o[ growing inLo hranches o[ silllilar l10wer h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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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花白顶生 腋生 簇生 总状聚伞花

序的进化理论及木兰亚科分类系统研究中罔具有重

要意义罔在其经济林集约栽培和园林化建设事业中

具有广阔的开发利用和推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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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n& lit 明

舞钢玉兰芽、芽位、解剖、分校习性与成校生长规律

国版 1 , 1 侧叶芽J 腋生拟花蕾 3 簇生拟花蕾:4.5 顶生拟花蕾?属预生分校呈单阶无歧生长规律: 6 顶叶芽 7 缩台校

群: 8. 9. 1~4 层芽鳞状托叶: 111 拟花蕾解剖 11 雏小拟花蕾 12 雏叶芽: 13 二次开花后的新缩台枝、幼果属预生一同生分

校: 14 拟花蕾上芽鳞状托叶具畸形小叶: 15.17 绽开花、佛焰苞状托叶 2 裂及幼芽 16 佛焰苞状托叶上具畸形叶 18 绽开

花、花梗及叶芽属预生一同生分校呈单阶 l 歧生长规律: 19 腋生拟花营『属预生分校呈单阶无歧生长规律卫}芽鳞状托叶、

小拟花营 21 缩台校: 22 雌雄翠群: 23. 24 二次开花后的雌雄恋群及预生 阿生分枝呈单阶 2 歧生长规律:25 簇生拟花营呈

总状聚伞花序

Ex pl anation of plat四

T￥ rlf' S ， location , anatom￥， ramification chara r1:f'ristic :'i and l" IÙ f':'i of 阳 OWlll 民 into f1 0w f'l":'i and hmndu,,:,; of hllds of Ylllaniα 1I;1l 

Kαrt{(θ nns 

Plate 1: 1. Lat时 all f'uf hud: 2. axillarv similar flow 问 hud; 3. Faseiatp similar flow f'l" hud; 4 , 5. A piml similar f1 0w f'l" hlld , 

h f'lon民 m民 to prol f' lf.'i is h f'havin民 tluo. H'民 ularity of singl f'飞，t f'p W ithout hmm:h; 6. Apimllf'uf hud; 7. (~rollpS of Suotai -hmnch 

lf't; 8 , 9.1- 41ay f'l" Stiplllf' lik f' hudscalf's; 10. Anatomyofsimilar f1ow f'l" h阳1; 11 日 mall h f'民1Il1ll1l民 similar flow f'l" hlld; 12 

B哺 llllllll 民 lf'uf hud: 13. N f'W Sllotai斗1l" um:hl f' t and VOlln民 fl1l it aft f'l" s f'condul'￥ flo ，\:问『忡lon民 m民 to prol f'psi~、、ynlf' p:;;l';;; 14 

日 tiplllf' likf" hlld scalf's of similar f1 0w f'1" hlld relwvin民 small ahnonnallf'uf: 15.17. Initial hurstin民f10W f'l"， Bi loh f'd spathi 

formis stiplllf' and ￥。 UIl民 hlld; 16 日 pat hiformis StiPlllf' h f'havin民 ahnormallf'af; 18. Initial hllrstin 民 flow f'r , flow f'r stalk aml 

l f'af hlld , h f'lon 民'"民 to prolf'psL<;-:<;ylù f'psis h f'havin民 th f' r f'民 lllarity of sin民 l f' st f'p havin民 on f' hram:h; 19. Axillarysimilarflow 

f'r hlld , prol f'psis h f'havin民 th f' r f'民 lùal"itv of sin民 l f' st f'p with川lt hranch 卫}日t iplll f' lik f' hlld scal f's aml small similar flOW f'I 

b阳1: 21. Sllotai占l"U m:hl f't: 22. (叶 nandrillm; 23 , 24. Gynandrillm aft f'I 附coml町、f10w f'rin民 and prolf'psis -:'i ynl f' l"J:'i is h f'havin民

th f' r f'民lllaritV of sin民 l f' st f'p havin民 two hranch; 25. Fasciat f' similar flow f'r hlld , appf'arin 民 total cym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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