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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铃木花粉生活力及贮藏力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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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30～40年生悬铃木(Platanus acerifolia)的花粉为试材，研究了不同培养基对其萌发的作用，同时探讨了不 

同贮藏条件和贮藏时间对花粉生活力的影响。结果表明：悬铃木花粉在15％蔗糖 +0．01％硼酸的培养基上培养24 h 

后萌发率最高；附加琼脂的固体培养基对花粉的萌发影响不大；50 ms／L的赤霉素对悬铃木花粉的萌发没有明显的抑 

制或促进作用；花粉干燥后在低温4℃下贮藏能保持较长的生活力，比未经干燥25℃和4℃下贮藏分别长35 d和20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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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Pollen Vitality and Storage Capacity 

in Platanus acerif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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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Laboratory ofHonlodm~ Plant Biology，Ministry ofEducation；CoUpe ofHorticultur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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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culture media，preservation condition and time on the germination of 

pollens collected from 30-40 years old Platanus acerifolia tree were studied．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pollen germinating percentage reached the hishest after incubated f0r 24 h on the media supplemented 

with 15％ sucrose and 0．0l％ Boric acid：solid medium supplemented with agar or 50 ms／L gibberelin 

(GA3)wielded little influence over pollen germination；the dry pollen preserved under the temperature of 
4~C retained the viability 35 days and 20 days longer than  the fresh pollen preserved  under the tempera— 

ture of 25~C an d 4~C，respe 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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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铃木树型雄伟端庄、绿叶期叶大荫浓、树冠广 

阔、生长迅速、寿命长、易繁殖、萌芽力强、耐修剪；对 

土壤的适应能力强，能耐干旱、瘠薄，具有极强的抗 

烟抗尘能力，对城市环境的适应能力极强，故世界各 

国广泛应用，有“行道树之王”的美称⋯。但悬铃木 

每年春季新叶和球果落毛，严重污染环境。且易致 

人皮肤过敏、咳嗽等，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因此， 

如何减灭它的球果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 】。要从 

根本上解决悬铃木的果毛污染，只有通过育种手段， 

通过杂交育种培育三倍体悬铃木将是行之有效的方 

法。一旦选育出少果、无果品系，只需要引种，即可 

繁殖推广 J。 

在农业和林业的常规育种中，为了进行人工辅 

助授粉或杂交授粉，需要早期采集和贮藏花粉 】。 

悬铃木花粉在授粉之前必须进行花粉生活力的测 

定 ，以鉴定其质量。目前，关于花粉生活力鉴定的方 

法很多，主要有显微镜形态观测法、染色法、培养基 

发芽法 引̈，其中染色法又有 TI'C染色法、醋酸洋红 

染色法、I一Ⅺ染色法等。染色法虽然操作简便，但其 

测定误差相对较大。而培养基发芽法应用较为普 

遍，并且其测定结果比较精确可靠 ．】 ．】 ，但不同植 

物花粉萌发 的时间不 同，适合 萌发 的条 件也不 

同  ̈” 。我们采用培养基发芽法来测定悬铃木花粉 

的生活力，研究适合花粉萌发的培养基类型及不同贮 

藏条件、贮藏时间对悬铃木花粉生活力的影响，为测 

定其花粉生活力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因此研究花 

粉的生活力以及花粉适宜的贮藏条件，对悬铃木的 

遗传改良、育种操作、基因库的保持等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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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植物材料 

实验中测定的花粉于4月中旬采 自华中农业大 

学30～4O年生的悬铃木(Platanus acerifolia)同一单 

株相同时期的盛花期花粉。 

1．2 方法 

花粉生活力的测定采用培养基发芽法 引̈：配制 

所需蔗糖浓度的培养基 ，pH值调至5．8～6．0。滴 1 

滴于载玻片上，取少量悬铃木花粉置于滴液(液体 

培养基)中，用大头针搅拌均匀，或者将花粉均匀撒 

播在固体培养基上；然后将玻片放在有湿滤纸的培 

养皿中，盖上皿盖，一起放人 27℃的培养箱内，定期 

取出，于显微镜下观察统计发芽率。每处理重复5 

次，每重复镜检 3个视野(每个视野花粉数≥5O)。 

花粉萌发率 =某视野萌发花粉数／该视野统计花粉 

总数 ×100％。 

1．2．1 花粉萌发时间的确定 悬铃木花粉在简单 

培养基(10％蔗糖 +1％硼酸)上培养，隔 2、6、12、 

24、28 h后，分别观察统计悬铃木花粉的萌发率，以 

确定悬铃木花粉萌发的最适观察统计时问。 

1．2．2 花粉萌发最适培养基(含蔗糖和硼酸)的确 

定 配置6种液体培养基，分别是：0．001％硼酸 + 

5％蔗糖；O．001％硼酸 +10％蔗糖 ；O．001％硼酸 + 

15％蔗糖；0．01％硼酸 +5％蔗糖；0．01％硼酸 + 

10％蔗糖；O．Ol％硼酸 +15％蔗糖。培养时问为上 

述确定的最佳观测时问，分别观察统计花粉在各种 

培养基上的萌发率，以确定适合悬铃木花粉萌发的 

最佳培养基。 

1．2．3 在不同培养基、不同贮藏条件和贮藏时间下 

的花粉萌发实验 取悬铃木花粉在最佳培养基上， 

经最适时问培养后，观察 固体培养基(加 1％的琼 

脂)和液体培养基(不加琼脂)上花粉的萌发率，比 

较两种培养基上的花粉萌发率。配制 50 mg／L赤霉 

素(GA，)+最佳培养基，经最适时问培养后，观察比 

较悬铃木花粉在该培养基与原最佳培养基上的萌发 

率。将盛花期的悬铃木花粉装入小瓶中，分别置于 

室温(25~C)和低温(4oC)两种条件下保存，每隔一 

定时问取少量的花粉播种到培养基(10％蔗糖 + 

l％硼酸)上，27℃培养箱中培养后镜检，统计花粉 

萌发率。 

从花粉贮藏起开始测定生活力，最初一周每隔 

4 h测定 1次。之后间隔时间逐渐延长，每天观察 1 

次。15 d后萌发率降至 1％ 一2％左右，改为每周观 

察 1次。直到50 d左右，视野中很难找到萌发的花 

粉时停止观察。 

2 结果与分析 

2．1 悬铃木花粉萌发时间 

悬铃木花粉在不同时间上的萌发率是有差异 

的。实验结果表明(图 1)：前 6 h基本上没有花粉 

萌发，6～24 h，随着时问的延长花粉的萌发率逐步 

提高，24 h后悬铃木花粉萌发率达到最高，为 

88．56％，28 h后观察结果与24 h相近，花粉的萌发 

率趋于平稳，说明 24 h有生活力的花粉已萌发完 

毕，不再随时问的延长而提高萌发率，故随后的实验 

均在培养 24 h后统计花粉生活力。 

2 6 l2 24 28 

培养时间 (h) 
Culture time 

图 1 培养时间对花粉生活力的影响 

Fig．1 Effect of culture time on pollen viability 

2．2 适宜花粉萌发的最佳培养基(含蔗糖和硼酸) 

悬铃木在不同培养基上的萌发率不同。实验结果 

表明(图2)：花粉在 15％蔗糖 +0．01％硼酸的培养 

基上萌发率最高，在5％蔗糖 +0．001％硼酸的培养 

基上萌发率最低；蔗糖浓度相等的条件下，在含硼酸 

0．01％的培养基 上 的萌 发率 大 约是 在 含 硼酸 

0．001％的培养基上的2倍 ；硼酸浓度相等的条件 

下，悬铃木花粉在 5％蔗糖的培养基上比在 10％和 

15％蔗糖的培养基上的萌发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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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ncentrati0n of sucrose 

图 2 不同培养基对花粉萌发率的影响 
Fig．2 Effect of different InC A on pollen germination 

2．3 琼脂对悬铃木花粉萌发的影响 以2．2确定 

的最佳培养基(15％蔗糖 +0．01％硼酸)为液体培 

∞∞ ∞ 如∞如 0 

0暑 _目cu u=0 J0 

 ̂ )÷料 褡豁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56 武 汉 植 物 学 研 究 第24卷 

养基，在其上加上1％的琼脂作为固体培养基。取 

悬铃木花粉在两种培养基上培养，在最佳观测时间 

24 h后观测，比较固体培养基和液体培养基对花粉 

萌发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悬铃木花粉在液体培 

养基上的平均萌发率为58．36％，固体培养基上平 

均萌发率为 54．70％，两者间不存在显著差异。说 

明在发芽培养基中是否加琼脂对悬铃木花粉萌发没 

有影响。 

2．4 赤霉素对悬铃木花粉萌发的影响 以2．2确 

定的最佳培养基为对照，观察花粉在 50 mg／L赤霉 

素(GA，)+最佳培养基(15％蔗糖+O．01％硼酸)上 

的萌发率。实验结果表明(表 1)：悬铃木花粉在两 

种培 养 基 上 的 平 均 萌 发 率 分 别 为 56．27％、 

54．86％，说明该浓度的赤霉素对悬铃木花粉的萌发 

没有明显的促进或抑制作用。 

表 1 赤霉素对悬铃木花粉萌发的影响 
I'able 1 Effects of GA on pollen germination 

培养基类型 
Type of media 

平均萌发率(％) 
The average rate 0f 

pollen germination 

15％ 8uclD6e+0．01％ boric acid 56．27 

50 ms／L GA3+15％ su +O．01％ boric acid 54
． 86 

2．5 不同贮藏条件和贮藏时间对悬铃木花粉生活 

力的影响 为了探讨悬铃木花粉采收后的贮藏条件 

和最迟授粉时间，实验中研究了不同贮藏时期和贮 

藏温度与干湿度条件对花粉生活力的影响。实验结 

果表明(图 3)：悬铃木花粉萌发率不但随贮藏时间 

的延长而下降，与贮藏条件也有密切关系。无论是 

低温还是室温，贮藏的花粉萌发率均随贮藏天数的 

增加而迅速降低。对于贮藏相同时间的悬铃木花粉 

来说，低温下贮藏花粉萌发率高于室温下贮藏的花 

粉萌发率；对于均在低温下贮藏的花粉，干燥后的比 

未经干燥而采后立即贮藏的花粉萌发率高。 

未经干燥在室温下贮藏的花粉萌发率到第 3 d 

就下降到 10％以下，仅为 8．69％，到第 5 d就不到 

1％了，以后的萌发率几乎为0；未经干燥在4℃低温 

下贮藏的花粉到 25 d后萌发率不到 1％，以后的萌 

发率几乎为0；干燥后在4℃低温下贮藏的花粉萌发 

率一直都高于前两种，直到第 30 d还有 13．82％的 

萌发率，第 50 d时萌发率才渐趋于 0。 

贮藏 1 d后 ，3种贮藏条件下的花粉萌发率下降 

幅度相同，但以后室温和低温未干燥的花粉萌发率 

下降幅度都快于低温干燥条件下的花粉萌发率，而 

且室温未干燥的花粉萌发率下降得最快，第 3 d有 

显著下降。说明低温可以适当延长悬铃木花粉的寿 

命，而采后经干燥过的花粉在低温条件下贮藏寿命 

最长。 

蒸 
l 2 3 4 5 10 20 30 40 5O 

贮藏天数 (d) 
Days of preservation 

图 3 不同贮藏条件和贮藏时间对花粉萌发率的影响 
Fig．3 Effect of various preservation condition and 

time Oil poHen germination 

3 结论与讨论 

(1)通过悬铃木花粉萌发梯度时间实验，确定 

悬铃木花粉的最佳萌发时间为24 h，之后趋于稳定， 

说明24 h是观察统计悬铃木花粉萌发率的最佳时 

间，本次实验结果为以后选择观察悬铃木花粉萌发 

率的时间提供了参考依据。 

(2)实验在含蔗糖和硼酸的基础上，比较不同 

蔗糖浓度和硼酸浓度对悬铃木花粉萌发的影响，得 

出悬铃木花粉在 15％蔗糖 +0．01％硼酸的培养基 

上萌发率最高，其次为 10％蔗糖和 0．01％硼酸的培 

养基。但对于一些复杂的培养基来说，是否蔗糖浓 

度为15％、10％，硼酸浓度为0．01％很适合悬铃木 

花粉的萌发，还需进一步研究。 

(3)实验在50 mg／L赤霉素(GA3)+15％蔗糖 

+0．01％硼酸的培养基上，观察比较悬铃木花粉在 

该培养基与原最佳培养基(15％蔗糖 +0．01％硼 

酸)上的萌发率 ，结果发现该浓度的赤霉素对悬铃 

木花粉的萌发没有明显的促进或抑制作用。但是否 

其它浓度的赤霉素对悬铃木花粉的萌发有促进或抑 

制作用，还需进一步实验观察；且对于不同的植物种 

类花粉萌发的最适赤霉素浓度都有不同，也有待进 
一 步研究 15,16]。 

(4)本实验中悬铃木花粉在 4~C贮藏条件下， 

前3 d萌发率较高(>6o％)，而在 25℃条件下，第 

3 d花粉萌发率从 65．32％降至 17．89％，并且 5 d后 

生活力为 0。故4℃贮藏条件下前 3 d盛花期的花 

粉生活力最高，是最合适的授粉材料。无论是低温 

还是室温，悬铃木花粉生活力都随时间的延长而下 

∞ ∞∞ 加∞ 如柏如 加m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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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且室温下下降得最快，低温干燥贮藏的花粉能保 

持较长的生活力时间。据有关资料报道，是因为花 

粉在贮藏过程中，仍然要进行新陈代谢的生命活动， 

低温贮藏中可溶性糖类和有机酸类消耗较少，所以 

花粉生活力下降得较慢；而低温干燥条件更减弱了 

花粉 的代谢 作 用，故 能保 持 较 长 的生 活力 时 

间 7． j。真空干燥超低温保存(如 一20cI：)对悬铃 

木花粉生活力的影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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