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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峰葡萄心皮形态发育的研究 

胡建芳 贺海洋 冷 平 
(。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北京 100094； 乌鲁木齐环境资源开发研究所，乌鲁木齐 830002) 

摘 要：对葡萄心皮融合过程以及雌蕊各部分形成进行了详细观察。在早期发育阶段心皮是分离的， 

随着发育心皮原基出现并不断分裂增长，基部对应两侧初生分生组织向中心靠拢，靠拢的心皮初生分生组 

织以远轴背腹面表皮细胞相互连合，进而细胞再分化变为薄壁细胞，心皮原基以折叠方式进行融合，融合 

细胞向上生长分化花柱和柱头，向下则构成子房组织，将子房隔成2室。3心室子房的形成可能有两种方 

式，即生殖后融合与特殊区域生殖后融合 、 

关键词：葡萄；心皮；融合；发育 

中图分类号：S 6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3-353X (2004)02-0155-05 

Carpel Morphology in ‘Kyoho’Grapevine 

Hu Jianfang ，He Haiyang ，and Leng Ping 

( College of Agronemy and Biotechnology，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94，China； Urumchi Environmental 

Resource Development Laboratory，Urumehi 830002，China) 

Abstract：The detailed ontogeny of postgenital fusion within the gycoecuim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d 

with light microscopy in ‘Kyoho’ grapevine．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two carpels are free at the early stage 

of floral ontogeny．During normal floral development the two carpels primordial initiated．Th e separate c~ els 

primordial lateral growth continuously upward with opposing distal tips of the two carpels primary meristem ap- 

proached to each other．The adaxial surfaces of two carpels primordial contacted at upon ovary regions，and 

the epiderm al cells in the contact zone rapid redifferentiation into parenchymatous cells．As a consequence of 

this epidermal cells redifferentiation the carpel become fused by the infolding，and this region then proceeds to 

develop into the style，the stigma，and the distal region of the ovaries．After the completely fusion carpel of 

ovary form ed two locules separated by a septum．Ferthermore，this paper indicated that the ontogeny of three 

c~ els of ovary with two patterns in grapev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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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皮是植物的繁殖器官，是孕育胚珠和雌性配子体的场所，也是划分植物类群和阐明植物演化关 

系的重要依据 ]̈。在早期雌蕊发育阶段心皮融合是一个重要过程 引。对果实来讲心皮数不同意味着 

所产生的种子数也不同，从而对果实大小和品质构成影响。目前对植物心皮研究的资料还很少，对心 

皮形成以及由它衍生而来的组织、器官发育了解的还不全面。因此研究植物的心皮形态发育对揭示雌 

性各器官的来源、组成以及对果实生长发育都具有重要意义。 

葡萄是2心皮4胚珠植物，也就是说果粒中最多只有4粒种子。但有些品种，如蓓蕾一A葡萄果 

实中的种子数常常多于4粒，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一品种在自然状态下3心皮果实的比率在50％左右。 

这些具有3心皮子房的果粒比2心皮子房果粒大，果实中含有种子数也较多 j。巨峰葡萄在自然状态 

下发生3心皮果实的比率较低，同时落花落果较为严重，果实中含有种子数也较少 J。利用外源化学 

药剂处理后可以提高多心皮、多胚珠子房的比率，有效防止落花落果，提高有种子果粒率 ]。但目 

前对于葡萄心皮形态形成过程和多心皮、多胚珠发生模式了解较少，对雌蕊早期发育过程中各器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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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来源、组成、演化也所知不多。因此本研究通过详细观察早期葡萄雌蕊发育，旨在明确心皮形态 

发育过程以及各器官组织的形成；同时揭示3心皮子房产生的可能方式，为实现多心皮大果粒葡萄育 

种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于2000～2001年在北京东北旺农场进行。以巨峰葡萄为试验材料，试材的栽培条件保持一 

致。在花蕾形成期和开花期分别从不同花序中采取小花200—300粒，FAA固定。制备石蜡切片，切 

片厚1O m (连续纵、横切片)，铁矾苏木精染色后观察雌蕊形成。 

2 结果 

2．1 葡萄心皮融合过程 

葡萄心皮原基呈新月形突起 (图版，1)，随后向周围伸展底部加宽，对称两端分化出心皮边缘 

初生分生组织 (图版，2，箭头所示)。在初生分生组织形成的同时雌蕊中心部开始形成突起的圆柱 

(图版，3，箭头所示)；两侧初生分生组织向中心靠拢，在雌蕊上部与中心部突起的圆柱相遇，同时 

出现胚珠原基 (图版，4)。在初生分生组织向中心靠拢的过程中，表皮细胞清晰可见 (图版，5)。 

初生分生组织在雌蕊顶部相遇，此时表皮细胞依然存在 (图版，6，箭头所示)，两侧心皮初生分生 

组织在雌蕊顶部融合开始后表皮细胞开始变成薄壁细胞 (图版，7，箭头所示)。但两侧心皮初生分生 

组织向中心靠拢并进行融合的生长速度并不同步 (图版，8)。融合完全的心皮将子房分割成两个子 

室，结合部位的细胞进一步向上生长分化花柱和柱头细胞，向下则构成隔膜细胞，此时胚珠开始分化 

孢原细胞 (图版，9)。有些个体在顶部融合时形成明显的缝合线 (图版，1O，箭头所示)；还有些个 

体在心皮两侧初生分生组织向中心靠拢时，中心部突起的圆柱还未形成，使两侧初生分生组织以远轴 

背腹面表皮细胞进行连合，形成明显的缝合线 (图版，11，箭头所示)。在部分受精后子房的横膈膜 

中缝合线依然可见 (图版，12，箭头所示)。 

2．2 葡萄雌蕊各器官的发生 

雌蕊中的花柱组织是在心皮融合完成后由细胞向上分裂形成，最初形成的花柱组织细胞排列紧密 

比横膈膜细胞要大 (图版，9)，随细胞的分裂花柱不断伸长 (图版，16)，发育完全的花柱组织是实 

心的 (图版，13、16)，在其中央形成传递组织，这些细胞形成垂直的纵列结构 (图版，13、18)。 

由花柱向上再分化形成柱头组织 (图版，18、19、20)，柱头细胞继续伸长形成不同长度的乳头细胞 

(图版，13、16)，柱头和传递组织连接在一起，为花粉管的生长提供了一个不问断的通道 (图版， 

13)。 

葡萄的子房分为子房壁、心室和横膈膜。胚珠着生在子房壁之内，胚珠着生的地方构成了胎座， 

葡萄的胎座位于子房中央，为中轴式胎座 (图版，10、1 1)。这种胎座式所形成的心室数与心皮数相 

等 (图版，14、15)。胚珠出现是在心皮还没有完全愈合的状态下 (图版，4、5、6)，胚珠倒生 (图 

版，18)，具厚珠心并在此形成雌配子体 (图版，13)。横膈膜组织是由心皮边缘初生分生组织和花 

中心部突起的分生组织共同形成 (图版，4、10、11)，连接花柱和胚珠是花粉管伸长的必经之路 

(图版，13)。子房壁是由两侧对应的心皮边缘初生分生组织演化而来，到开花期时子房壁大多为薄 

壁细胞 (图版，5～13)。 

2．3 葡萄3心皮的发生 

正常两心皮子房的形成是通过两侧对称的心皮边缘初生分生组织向中心靠拢并愈合，形成2心室 

子房，每一心室含有两个胚珠 (图版，13、14)。3心皮子房的形成有以下几种途径；一是随花分生 

组织中心部突起圆柱的伸长，心皮边缘3侧对应初生分生组织向中央部生长而融合形成3个心室，每 
一 心室含有两个胚珠，共6个胚珠 (图版，15、16)；二是部分心皮初生分生组织除与中心部突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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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柱融合外，还可能与其它边缘组织融合 (图版， 

边缘初生分生组织在融合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愈合， 

19、20，箭头所示)。 

3 讨论 

17、18，箭头所示)，从而形成多心皮；三是心皮 

而在隔膜中央形成了缝隙，产生另一心皮 (图版， 

3．1 葡萄心皮形态发育过程 

植物雌蕊是由一个或多个包围胚珠的心皮组成，也就是说心皮是组成雌蕊的基本单位。一朵花可 

有一个或多个心皮。多心皮雌蕊根据雌蕊心皮的分离与连合状况可分为离心皮雌蕊和合心皮雌蕊。对 

于合心皮雌蕊，心皮的融合有两种方式，一是心皮融合呈折叠状态，形成两室或多室雌蕊；二是心皮 

融合呈不折叠或部分折叠状态，形成一室雌蕊 。从本研究结果来看；葡萄雌蕊属于合心皮雌蕊， 

每一子房由两个心皮 (两心室)组成。心皮的融合方式是折叠式，即融合是通过心皮的远轴表皮细 

胞与远轴表皮细胞相连接愈合 (图版，5～11)，在这一过程中表皮细胞的再分化强弱关系到愈合的 

牢固程度。对于愈合细胞进行再分化较弱的个体来说，可以形成明显的缝合线 (图版，10、11)，这种 

缝合线一直可以保持到受精后的子房中 (图版，12)。缝合线的存在一方面说明心皮初生分生组织的表 

皮细胞相互之间没有完全融合，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子房内部结构可能不很牢固。但大多数个体在心皮融 

合过程中表皮细胞可以通过相互插入，并伴随分裂增长进行完全融合，到发育成熟的个体中几乎看不出 

缝合线 (图版，9、13，大量图片没有在此显示)形成非常牢固的结构。对于具有缝合线的个体和没有 

缝合线的个体可能与后期果实发育中裂果的形成有关，对此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在心皮融合过程中部分个体的两侧初生分生组织向中央部靠拢的速度不相同 (图版，4、8)，这 

就使心皮融合组织产生了不均衡，可能造成一侧边缘初生分生组织可以完全与中心柱融合，而另一侧 

则不完全融合形成雌蕊器官的变异。另外由于中央部突起的圆柱发育在个体中存在差异，造成两侧心 

皮初生分生组织的融合部位也不同，有的在雌蕊顶部 (图版，10)，有的在雌蕊中央 (图版，11、 

12)这些说明在心皮融合过程中个体发育是存在差异的。这种差异可能导致雌蕊在形态方面发生变 

化，同时对今后果实的生长发育也可能产生影响。 

3．2 葡萄3心皮子房发生的两种模式 

生殖后融合对于合心皮雌蕊发育过程具有重要地位。它可以将原本分离的心皮通过相互接触并融 

合形成单一结构 ]。在早期雌蕊发育过程中，除了心皮之间发生融合外，雌蕊还可以与花托、雄蕊、 

或其它组织融合，融合是植物产生不同花形态的重要机理 ]。本研究通过对大量葡萄心皮形态发生 

过程的详细观察发现巨峰葡萄3心皮子房发生的模式可以归纳为两种。其一是在心皮初生分生组织形 

成时，由边缘3侧对应组织同时向中央部生长而后相遇形成3心室子房 (图版，15、16)。这种3心 

皮子房的发生时期较早，可能在初生分生组织开始形成之前就已经决定了。植物学上把这种心皮融合 

方式称为生殖后融合 (Postgenital fusion) ，形成的3心皮子房中每个子室都可以形成正常的胚珠 

(图版，15)。其二是在心皮初生分生组织形成之后，在心皮融合过程中由于心皮初生分生组织融合 

方向或位置发生改变而形成。包括心皮初生分生组织与花边缘组织的融合 (图版，17、18)和心皮 

边缘初生分生组织的不完全愈合 (图版，19、20)。这种3心皮子房的发生时期较晚，是在心皮进行 

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植物学上把这种融合称为特殊区域生殖后融合 (Spatially restricted postgenital 

fusion) 。形成的3心皮子房中每个子室是否可以形成正常的胚珠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这两种变异 

的心皮融合方式同时存在于早期发育的葡萄雌蕊中，第一种融合出现的比率较低，只有从大量切片中 

偶尔才能够获得，第二种融合出现的比率相对要高，这可能是由于前者的形态变异发生时期较早，引 

起变异的原因可能更多地受到自身内部发育状况的影响，而后者的形态变异发生时期相对较晚，引起 

变异的原因可能更多地受到外界条件的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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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说明 1．心皮原基形成，×66；2．心皮原基加宽生长，×66；3．中心柱出现，两侧初生分生组织相互靠拢，×66；4．胚珠发生， 

×33；5．愈合前心皮初生分生组织的表皮细胞，×75；6．初生分生组织在雌蕊顶部相遇， ×66；7．表皮细胞开始转化为薄壁细胞， 

进而心皮融合，×66；8．两侧初生分生组织生长速率不同，×33；9．心皮完全融合，×66；10～l2。心皮融合过程中的缝合线，×33； 

×66；×33。C．心皮；L．心室；0．胚珠；OW．子房壁。 

Explanation ofplat~ 1．The initiation ofearly carpel primordium，×66；2．The lateral growth of caq~l primordium，×66；3．Th e cylinder of 

caq~1 was initiated，showing the primary meristem of the carpel approach each other，×66；4．The ovule~rmation，×33；5．Showing the epi— 

dermal cell， 艾75；6．Carpel primary meristem contact at upon pistil， ×66；7．The epiderm al cell started become parenchymatous cells，×66； 

8．Two carpel l~rimary meristem grow with different rate，×33；9．The complete fused carpe1．×66；10—12。Showing the seam cell of ovary， 

×33； ×66； ×33．C．carpel；L．1oculus；O．ovale；OW ．ovary w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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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说明 l3，14．葡萄两心皮子房纵切与横切面，×33；15，16．葡萄三心皮子房横切与纵切面，×33；17～20．特殊区域生殖后 

合形成的多心皮，×33。L．心室；O．胚珠；OW．子房壁；S．柱头。 

F+．,xpINnAI~On ofplates 13，14．Longitudinal andtransverse sechon of ovaryfortwo carpels，×33；15，16．Transverseandlongitudinal sec! 

ofovaryforthree carpels， ×33；17—20．Theinitiation ofmulti—carpel duringthe spatially restricted postgenitalfusion，×33．L．1ocuhs；0． 

yule；OW．ovary wall；S．stig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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