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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稻种叶片硅酸体的研究

张文绪 ① 王莉莉
植物科技学院

摘 要 对 勺
,

王 等 个稻种叶片中的硅酸体进行了研究
。

观察到扇形和哑铃形两种

硅酸体
。

根据扇形硅酸体的扇面长 扇柄长的比值
,

将其划分为长柄型
、

中间型和短柄型三种类型
。

并依此

而对 个稻种的硅酸体异同作了比较
,

为古稻 田硅酸体的分析提供参考
。

关性词 稻 硅酸体

中圈分类号

,

一 ,

乃
,

稻属植物及其近缘植物叶片中普遍存在一种扇形硅酸体
,

亦称蛋 白石
。

木同植物种硅酸

体的形态和大小有不同程度的差异 「, 〕。

其中釉稻和梗稻硅酸体的研究较多
,

并作为古稻 田的

证据应用于考古之中
。

为种植水稻的历史
、

栽培稻的起源和演化的探讨提供依据
。

因此详

细地对水稻及其近缘种硅酸体的形态特征进行研究是更准确进行古稻类型鉴别的有力手

段
,

从而为水稻的演化探索提供更多信息
。

材料和方法

材料共 份
,

属于 个种
。

即釉稻
,

粳稻 田鸡青
, 八之了王户。 分别原产

中国江西东乡和斯里兰卡 份
, ,

占 勺 人
,

刃关‘ 和
。

将 成熟的叶片晾干后
,

剪碎放入增锅 内
,

置于 电炉上烧
,

直到 叶灰呈灰白色或白色

为止
,

冷却后加入少量蒸馏水
,

充分搅拌
,

再用超声波处理
,

静置备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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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个稻种叶片扇形硅酸体的特征 拜

稻 种 扇柄长 扇面长 扇面宽
。

釉稻 士

田鸡青 粳稻 士

王 东乡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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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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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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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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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表 个稻种叶片扇形硅酸体类型的频率

稻 种 宽度 拌

长度 拜

,

粕稻

一
。川

一
。盯

︸
勺工工‘,曰‘

⋯
内卜‘︺︸﹄内」

,‘人‘工月性

左人二认人口‘

⋯
内口田鸡青 粳稻

东乡

竹月了八一︺叮‘日任

⋯
内卜曰

︸

人叮奋门了八

⋯
甘舟丹,︸上

叮奋,‘乃工甲‘

⋯
内卜内月阳介户 洲

斯里兰卡

,

,布叮沙胜

⋯
几卜﹃︸

月,五

八

八‘几八

内了月了

⋯
丹匕内卜,八自上

如 勺

尤
,叮布︸

⋯
‘众

,︸司关‘‘

,氏氏了

⋯
月八门︺

月任八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第 期 张文绪等 个稻种叶片硅酸体的研究

硅酸体
。

仅 有
,

有 和釉稻有 属于大型
,

其余稻种都

没有大型硅酸体
。

从纵长 拌 ,

横宽 拼 的小型硅酸体频率分析
,

东乡

达
,

是 种中最多的
,

依次为 汉之刀王‘
,

粳稻
,

斯里兰卡
, ,

勺 人 , ,

和釉稻
。

可见釉稻的硅酸体相对较大
,

粳稻相对较小
,

而东乡普通野稻

最小
。

讨论

年代中期
,

从土壤中寻找植物蛋白石 〕。

年代以后
,

水稻硅酸体的研究有了

较大的进展
,

并用于考古以寻找和断定古代水田的存在
。

已知水稻及其近缘种的硅酸体形态有别〔‘〕,

特别是釉稻和粳稻有明显的形态差异
。

佐藤

洋一郎等根据 值和硅酸体差别系数 与釉粳亚种差别系数 之 间的相关研究以 」,

认

定釉稻硅酸体为 型 短柄型
,

粳稻为 型 长柄型
。

为古稻亚种的鉴定和水稻起源演化的

研究增添了一种新的方法
。

根据笔者观察
,

种和亚种内的扇形硅酸体个体形态变异较大
,

其 值是一连续分布
。

依佐藤洋一郎等研究闭
,

用
,

系数判断
,

就有 的品种为
一

的中间型
,

同

时还有 一 的误判
。

因此将其划分为长柄型 日型
,

短柄型 型 和中间型 型
,

再结

合群体分析
,

能比较客观地反映实际
。

如 的硅酸体判别系数 值的分布范围是

一
,

其中 属短柄型 型
,

可认定为釉稻
。

而 田鸡青的
,

值分布为 一

一
,

其中短柄型 型 占
,

长柄型 型 占
,

中间型 型 占
。

表现

为一种具有釉粳双重特性的特点
,

这个品种虽为粳稻
,

但却带有原产长江下游地方品种的原

始性质
,

这就为品种在演化中的历史地位提供了信息
。

东乡的普通野稻
,

值分布为

一
,

其中短柄型 型 占
,

长柄型 型 占
,

中间型 型 占
。

斯里兰

卡 普通野稻 的
,

值分布为 一
,

其 中短柄型 型 占
,

长柄型 日型 占
,

中间型 型 占
。

三种类型皆有
,

但 比例不同
。

东乡普野中釉的成分多
,

斯里兰

卡普野中粳的成分较大
。

由此可见
,

作为一种方法
,

在考古中用硅酸体判定古稻 田的可靠性最大
,

判定釉粳亚种

的差别其次
,

而判别栽培稻与野生稻的差别尚难把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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