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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被子植物生殖生物学》主要介绍被子植物有性生殖过程和调控机制的研究内容。
被子植物的有性生殖是由许多环节组成的复杂过程，其中的每一环节都有其独特的调控机制。
现在对这些环节的发生过程已有一定认识，由于植物有性生殖发生在子房内的胚珠中，对各个环节的
调控机制还不清楚。
在过去形态结构工作的基础上，采用生物技术和分子生物学方法研究植物有性生殖的调控机制已显示
出初步的效果，植物有性生殖研究将由过去的揭示生殖过程进入到揭示调控生殖机制的新阶段。
利用植物生殖细胞特征探索改良作物的研究也获得了一些新进展，显示出其特有的应用潜力。

《被子植物生殖生物学》可供综合性高等院校、农林院校及科研机构有关植物学专业的研究人员和教
师、研究生和本科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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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花药绒毡层的发育　　花药是植物的雄性生殖器官。
花药发育成熟之后开裂，其中的花粉通过风或昆虫等媒介的传播，转移到植物柱头上，开始植物的受
精过程。
花药发育的中心事件是花药中的花粉发育，但花药体细胞组织对花粉的发育也起关键的调控作用。
花药体细胞，尤其是花药壁细胞的分化非常复杂，通常由四层细胞构成，由外向内依次为表皮、药室
内壁、中层和绒毡层。
这四层细胞紧密相连，但其形态和功能都有很大差异，尤其是最内层的绒毡层细胞，直接与花粉接触
，常常在花药发育中途退化。
绒毡层细胞具有腺细胞的特征，即细胞质浓厚、细胞器较多和具有多倍性。
绒毡层细胞内含有大量的线粒体、内质网、核糖体和高尔基体等细胞器，表现出旺盛的代谢及合成活
动。
在小孢子母细胞减数分裂时期，绒毡层细胞核分裂但细胞质不分裂，常形成两个或多个核组成的合胞
体，表现出非常活跃的代谢活动。
绒毡层细胞在蛋白质、脂类、碳水化合物等的合成上很活跃，而且合成过程具有阶段特异性（张英涛
等，1996）。
绒毡层细胞还具有极性分泌的特征，细胞中的物质以分泌小泡的形式定向地转运到药室面，并分泌到
药室中，为小孢子发育提供所需营养物质。
小孢子和绒毡层中的物质进行着活跃的代谢和交换，包括pH的变化、生长素浓度的增加，以及碳水化
合物、脂类、蛋白质、核酸的移动等。
绒毡层细胞在花药成熟之前退化是其发育特征，通常在形成二胞花粉之前退化，但在不同的植物中退
化时间也不同。
由于绒毡层所处的特殊位置，花粉形成过程中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和水分等都必须通过绒毡层运输
，或经过它的转化，或由其本身细胞解体来供应，所以绒毡层细胞的正常发育是花粉发育正常的基本
保证，否则会导致花粉的败育。
　　第一节绒毡层的发育和类型　　花药绒毡层细胞起源于花药周缘层细胞。
在单列孢原细胞呈柱状排列的花药类型中，孢原细胞平周分裂向内产生了造孢细胞，向外产生了初生
周缘层细胞。
初生周缘层细胞再进行一次平周分裂形成次生周缘层细胞。
在不同的植物中，初生周缘层细胞分裂形成次生周缘层细胞后直接转化为绒毡层细胞（双子叶型），
或由次生周缘层细胞分裂后的衍生细胞形成绒毡层（单子叶型）。
周缘层细胞通过一次平周分裂产生的绒毡层细胞，再经过其连续地垂周分裂形成一圈同型的绒毡层细
胞。
因此，很多植物的花药绒毡层细胞一般是一层同型的细胞层。
这类绒毡层是同型单一起源。
然而，在有些植物中，同一层的绒毡层细胞呈现出很大差异：药隔部位的绒毡层细胞体积比药壁部位
的绒毡层细胞体积大，呈现出异型性。
同一药室中的绒毡层有两种形态，二者的来源就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在枸杞花药的发育早期，孢原细胞有多列细胞，呈弧形排列，从花药的横切面上看，孢原细胞呈马蹄
形轮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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