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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了天仙果6DEFGHIJIFKL’M4NO2PQR2SIIFTIULVL6W00X2IK%RN2<YZN5<的繁殖生物学特性C春季雌株不形成雌

花序3雄瘿株的花序中雄花也不完全发育3只有瘿花发育良好3这些瘿花为培育传粉者6[\LHK]̂TL_L‘a2<提供了必需的

繁殖及发育场所9夏秋季是天仙果自身的繁殖时期3雌花序及雄花花药发育良好C雌花期与雄花期每年在 :B@月份及 8

B#月份相遇C通常进入花序传粉或产卵的小蜂只有 "B!只C对天仙果隐头花序的配置及花的解剖研究还表明3其繁殖

习性是榕树bb榕小蜂共生体系繁殖对策多样性的体现C
关键词=天仙果9繁殖生物学9榕小蜂9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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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仙果6DEFGHIJIFKL’M4NO3桑科榕属 CZ<4‘组<为雌全异株榕树D"B:E3隐头花序的连续发育可以划分

为 %B(;个时期D@ECWZ11D;E认为 D2IJIFKLPQR2SIIFTULVLFD2 ÛJEG]J)EHFD2.LJE]\]HL都 由 [\LHK]̂TL_L

HE\.IHKJELVL传粉C但这显然有悖于榕树与榕小蜂一对一专性共生规律3似乎应该认为这里包含着在形态学

上还无法区别的 :个生物学种C对这 :种榕树的共生体系作比较研究3将有助于在种群生态水平上深入探

讨这一问题的实质C但由于区系的和地理的原因3仍未见进一步的研究报道C本研究为探讨上述 :对共生

体系之间的关系实质提供必要的资料C

H 材料与方法

在福建宁德市研究基地6农垦荒地3面积约 $7@;X>!<3对路旁操作方便的天仙果随机选定 ""株6后经

证 实3雌株 @株F雄瘿株 ?株<3编号作物候连续观察3编号以外的植株只作一般性调查C从 ">>?年 !月份至

">>#年 ""月份3除了 ">>?年 :B;月份F">>#年 @B;月份和 ?月份每周一次野外观察外3其余时间每 !B

:周观察一次3记录各株花序的发育情况6分期方法参见李宏庆等D@E<C在不同发育时期各采集雌雄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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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用于观察"计数和绘图#

$ 结果及分析

$%& 天仙果的繁殖结构

$%&%& 花序 ’()期花序发育情况与 *+,-./-0+12相似345!6期花序壁厚约 7(899!:期花序直径可

达 7;<(8=9#传播种子主要依靠鸟类和鼠类#

$%&%$ 花"果实和种子 各种花及种子的形态见图 >#每个雄瘿花序内瘿花约有 ?@@(A@@朵!雄花约有

7@@(8@@朵B春季C或 7<@(8<@朵B夏秋季C!散布于整个花序内壁瘿花之间!近孔口部分分布略密#
值得注意的是!春季 :期雄瘿花序内的雄花数量不及瘿花数的一半!花药内几乎不具花粉!花药也常

不开裂D而夏秋季 :期花序内雄花数量显然比春季时多!花药内具有大量正常发育的花粉#无疑!春季的雄

瘿株已失去了其雄性意义!这与天仙果的繁殖物候有关#

图 > 天仙果的花果解剖BE;6期雄瘿花序 F;瘿花 =;虫瘿 G;雄花 H;两性花 I;雌花 J;果实 K;种子C

LMJ;> NO=PQMR9EQESP9OPI*+,-.TUT,V2WEX;YTT,ZT[2\2BE;]KÊH6JE__̂O=PQMR9!F;JE__I_P‘HX!=;JE__I_P‘a

HX!G;9E_HI_P‘HX!H;FM̂HbRE_I_P‘HX!I;IH9E_HI_P‘HX̂!J;IXRMS!K;NHHĜC

两性花存在于部分雄瘿花序中!主要位于孔口周围!雄蕊常 7个!有时 >(4个!越靠近孔口的位置!越

是雄蕊发育较好而雌蕊发育不良!反之亦然#在这样的花序内通常无雄花#一般认为榕树中的雄花"长花柱

的雌花和短花柱的瘿花都来自两性的祖先3?5!某种外界或内在因素的刺激将引起雄瘿花序内雄花和瘿花

数量和质量的重新分配!并影响到榕树c榕小蜂之间的关系平衡#
雌花序内雌花约有 4@@(<<@朵!子房分成高低 7层!柱头受粉面分布于花柱的上部 >d8(>d7!柱头高

度略不一致!能刺激传粉小蜂积极寻找产卵点!从而有利于传粉#可形成约 7<@(8<@颗小核果#

$%$ 天仙果的繁殖习性

$%$%& 传粉者 大量观察表明!花序中必然出现的是传粉者Be12.Vf/Z2g2 ]̂;!见图 7C#此外还有一种寄

生蜂及一种食榕果昆虫#

$%$%$ 天仙果的繁殖物候 观察结果见图 8#通常每个 6期花序内只有 >(7只传粉小蜂进入B雄瘿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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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传粉小蜂形态"#传粉者雌蜂 $传粉者雄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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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偶有超过 5只的情况%6每年的 578月份是传粉小

蜂传代的关键时期6此时花药中常不形成花粉4亦表明

春季雄瘿株完全成了传粉小蜂的寄主6879月份是天

仙果的繁殖时期4部分传粉小蜂舍命进入雌花序传粉6

:;:;< 繁殖物候的可塑性 天仙果的 =期>?期花序

在 57@月份及 A7B月份相遇6对于每一具体的花序

来说4=期或 ?期延续的时间是很短的"约 578C%4但

在观察 中 发 现4在 传 粉 小 蜂 数 量 极 少"或 无%的 DE月

初4=期花序较长时间维持在 =期4F等待G传粉小蜂的

产 卵4表 明 榕 树 能 够 通 过 调 整 自 身 发 育 进 程 以 提 高 繁

殖成功率6

< 讨论

图 5 天仙果的繁殖物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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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表示隐头花序的发育期4̂ 表示传粉小蜂出飞的

去 向4 表 示 上 一 年 生 的 花 序4 表 示 同 时 存 在

上一年生的及当年生的花序4 表示当年生的花序%

"\7]C2L2,+I32-.#,IM#020+10NK+-’#4^ +J.,2.+1

I+,,’-#.+/04 0NK+-’#+1,#0.N2#/4 0NK+-’#+1

$+.M,#0.N2#/#-C.M’0N2#/4 0NK+-’#+1.M’0N2#/%

<;_ 隐头花序和花

孔口总苞片的表皮及内腔中的花没有任何蜜腺细

胞 的 分 化4但 传 粉 小 蜂 明 显 地 具 有 向 =期 花 序 内 钻 行

的主动性6结实的雌花序和不结实的雄瘿花序在 =期

时 具 有 同 样 的 吸 引 传 粉 小 蜂 的 能 力4这 需 要 对 挥 发 性

引诱物作深入研究4从共生和竞争的角度去做解释6
天仙果雄瘿花序中雄花所占比例"约 @E‘%显著高

于 其 它 已 知 OPQRS属 的 种 类"一 般 在 !‘75E‘之

间aAb%4其 分 布 规 律"散 布4靠 近 孔 口 处 略 密%又 与 雌 雄

同株的榕树类似4亦常见两性花6这些特点表明天仙果

资 源 分 配 的 重 点 保 持 在 花 粉 生 产 上4而 不 是 为 传 粉 者

提供哺育场所4同时也表明花粉利用率是不高的6同进

化程度较高的 薜 荔"OPQRScRdPeW%相 比a@b4表 现 出 明 显

的原始性6进一步的研究将涉及传粉小蜂的花粉装载

行为6

<;: 天 仙 果 的 繁 殖 习 性 是 榕 树f榕 小 蜂 共 生 体 系 繁

殖对策多样性的体现

天仙果在春季不形成雌花序4雄瘿花序中雄花也不完全发育4只有瘿花发育良好4为传粉小蜂提供了

必需的繁殖及发育场所g到夏秋季才是自身的繁殖时期4雌花序及雄花花药发育良好6hi#3+.+a9b曾对日本

大阪 5株 OPQRSTUTQVWL#/)TUTQVW植株花序的季节性发育作过观察4数据显示繁殖习性与天仙果的基本一

致6这与薜荔"OPQRScRdPeW%春季侧重于植物繁殖的情形则好相反a@b6此外4OPQRSUPjT[S几乎连续不断地形

成花序6不管哪一类情形4都涉及到共生体系双方的利益分配问题6由于榕树与传粉小蜂相互之间绝对的

依赖关系4在季节性气候影响下4双方始终在互惠的状态中不断协调4从而形成了多样性的繁殖对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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