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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属植物 个种颖花俘尖的比较研究

张 文 绪
中国农业大学农业与植物遣遗传育种系

,

北京

摘要 用扫描电镜对稻属植物 个种颖花俘尖进行观察
,

看到外俘尖的两侧各有一个突起或折痕
。

根据其形状不同
,

将 个稻种的外俘尖分为
“

乳突型
” 、 “

钝角型 ” 、 “

折痕型 ”
和

“

融合型
”

种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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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属 植物颖花俘尖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性状
,

其特征早为人们注意
。

用扫描电镜

观察
,

可发现一些更细微的结构
。

我们已在外俘的双峰乳突结构和叶片的乳突结构观察中
。

获得了许多稻种分类和演化的信息〔‘一‘ 〕。

因此对俘尖的研究
,

可为稻种的分类和栽培稻演化

的探索提供一些新的事实
,

从而把我们的认识向前推进一步
。

材料和方法

材料 详见表
。

方 法 从每份材料 中选一粒完整典型的成熟稻谷
,

粘于观察铜台上
,

真空喷金后
,

置于

型扫描电镜下观察并拍照
,

根据照片图象进行 比较分析
。

结果

稻属植物的移尖特征 稻属植物颖花的俘片有外俘和 内俘
,

释的顶端为俘尖
,

多数稻

种俘尖生有俘毛
,

外俘尖延伸而形成芒
。

外俘尖基部两侧各有一个瘤状突起 图
一

或折痕

图
一 , ,

是由外释维管束纵纹与外俘的一部分乳突列向顶端集中而形成的结构
,

内俘尖

两侧没有这一结构
。

表明稻属植物的外俘尖是由一个俘尖和两个突起合成的复合俘尖
。

稻属植物外移 尖 的 类型 因外释尖基部的两个突起的形态不同
,

稻属植物的外俘尖可

分为 种类型
。

第一类是
“

乳突型 ”外秤尖
,

其特征是外俘维管束纵纹与外释部分乳突列向俘

尖集合形成 个椭圆形乳头状突起
,

分列于俘尖基部的两侧
,

顶端着生若干俘毛 图
一 , ,

。

属这种类型的稻种有亚洲栽培稻
,

非洲栽培稻
,

普通野稻 多年生和杂草型
,

印度稻
,

短

舌野稻
,

长雄蕊野稻
,

南方野稻
,

药用野稻
,

小粒野稻和展颖野稻等 种
。

第二类是
“

钝角型 ”
外俘尖

,

其特征是外俘维管束纵纹与外秤的部分乳突列向俘尖集中

处形成一个钝角突起
,

紧贴外俘尖的基部而不独立成一乳突
。

使外俘尖 由此点形成一个钝角

折转
,

而把外俘尖与内俘尖撑开成一个角度 图
一 , 。

属这种类型的稻种有紧穗野稻
、

类

药用野稻
、

斑点野稻
、

高秆野稻
、

宽叶野稻和短药野稻等 个种
。

第三类是
“

融合型 ”
外秤尖

,

其特征是沿外俘维管束微陷的纵纹一直通到外俘尖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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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试验材料及其来原

稻 种 学 名 染色体组

亚洲栽培稻 粕

亚洲栽培稻 梗

非洲栽培稻

普通野稻 多年生

普通野稻 杂草型

印度野稻

短舌野稻

南方野稻

长雄蕊野稻

斑点野稻

小粒野稻

紧穗野稻

药用野稻

类药用野稻

宽叶野稻

高杆野稻

大颖野稻

澳洲野稻

短药野稻

展颖野稻

马来野稻

疵粒野稻

颗粒野稻

翻

砂 滋仇

才“介户

洲 翻

凡

八

”

功

王

厅宇

川 砚

云

刀 阴

尸

勺

即

仁 亡

来 原

中国

中国

西非

马来西亚

孟加拉国

印度

西非

澳洲

非洲

西北亚

东南亚

东非
,

中非

南亚
,

东南亚

印度

南美
,

中南美

南美

南美

澳洲

西非
,

中非

东南亚

中国
,

东南亚

南亚
,

东南来

清晰折痕 图
一 , 。

属这种类型的稻种有马来野稻
、

颗粒野稻和虎粒野稻等 个种
。

第四类是
“

融合型外秤尖
,

其特征是外俘尖两侧既无突起
,

也无折痕
,

只有维管束纵纹上

生有一列秤毛直通俘尖而标明其界线
,

表明是复合俘尖 图
一 , 。

属这类的稻种有澳洲野

稻和大颖野稻等 个种
。

讨论

随观察方法的进步
,

稻种和微观性状逐渐展示在人们的面前
,

所观察到的复合外俘尖即

是其一
。

由复合外俘现象
,

可推测稻属植物的外俘可能是 由三片秤壳相连发育而成
,

是稻种

颖花
“

三基数
”

结构的表现之一
。

谨在此提 出
,

供学术界研讨
。

稻属植物种群与外俘尖的类型有一定的关系
。

属
“

乳突型
”

外俘尖的 个稻种中
,

除药

用野 稻
、

小粒野 稻 和 展颖野 稻外
,

个都属 于 染色体组的栽培稻及其亲缘野稻种群
。

属
“

钝角型
”

外俘尖的主要是宽叶野稻种群 的一些稻种
。

而颗粒野稻种

群 和 尚未归群的一些稻种则属
“

折痕型
”
和

“

融合型
”

外俘尖
。

所以这一结构的进

一步深入研究也许可以用于分类之中
。

普通野稻和亚洲栽培稻在这一性状上的异同及其可

能的演化关系尚未发现
,

还需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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