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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丁茶冬青不同种质材料的
花果形态学观察

潘学峰，邵国伟，刘国民
( 海南大学 苦丁茶研究所，海口 570228)

摘 要: 笔者对定植于海南大学苦丁茶种质资源圃内的苦丁茶冬青种质材料的花果形态进行系统观察。结

果表明，苦丁茶冬青的花果形态与经典分类学文献中的描述有所不同。经典分类学文献记载苦丁茶冬青的

花为 4 基数，子房 4 室，每室中着生 1 胚珠，而且雌雄异株。笔者观察结果: 1) 花瓣数通常为 4，但也有花瓣数

为 3，5，6 和 8 的情况; 雄蕊通常为 4 枚，但也有 3，5，6 和 8 枚的情况。2) 子房通常为 4 室，但也有 3，5，6 室，

甚至是 8 室的情况。3) 分核通常为 4 枚，但也观察到 2，3，5，6 枚甚至 8 枚的情况。4) 子房 4 宫，每室中着生

1 胚珠，而且雌雄异株。每个子房室通常只着生 1 胚珠，但可在少数子房室中观察到同一子房室中着生有 2
胚珠，即苦丁茶冬青中的“多胚现象”。5) 通常为雌雄异株，典型的雄性种质材料占 45． 45%，典型的雌性种

质材料占 44． 16%。但约有 10． 39%种质材料，其不同雄花的不发育子房退化程度各不相同，从不发育子房

仅残留一个小突起痕迹到雄蕊和雌蕊发育基本正常的两性花均有存在，即在典型的雄花与两性花之间，子房

发育程度存在一系列过渡类型。
关键词: 苦丁茶; 苦丁茶冬青; 形态学; 分类地位

中图分类号: Q 949． 754． 6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 15886 / j． cnki． rdswxb． 2018． 03． 013

苦丁茶是我国民间一大类常用代茶饮料和传统药用植物的统称，至少有 30 种( 包括变种及变型) ，涉

及 12 科，13 属。最具影响的有两类，一类是以粗壮女贞［Ligustrum robustum ( Ｒoxb． ) Blume〗为代表的木

犀科苦丁茶; 另一类则是以苦丁茶冬青( Ilex kudingcha C． J． Tseng) 为代表的冬青科苦丁茶 ［1］。苦丁茶

冬青古称瓜芦、皋芦、物芦，等等，在民间已有两千多年的利用历史。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我国东汉时期

成书的《桐君录》( 公元前 25 ～ 26 年) :“南方有瓜芦木，亦似茗，至苦涩，取为屑茶饮，亦通宵不眠……”［2］

临床试验与长期饮用的结果证明，苦丁茶具有解酒、去腻、消炎镇痛、清凉解毒、降脂降压、抗癌等功效，被

人们誉为长寿茶、保健茶、美容茶、益寿茶、健心茶、益智茶、茶中之王、绿色黄金［3 － 6］。冬青科苦丁茶主要

有苦丁茶冬青( I． kudingcha C． J． Tseng) 、大叶冬青( I． latifalia Thunb． ) 、枸骨( I． cornuta Lindl． ) 、五棱苦

丁茶( I． pentagona S． K． Chen，Y． X ． Feng et C． F． Liang) 以及霍山冬青( I． houshanensis Y ． H ． He) ，

等几个物种［5］，其中以苦丁茶冬青最具产业化开发价值，目前是所有各种“苦丁茶”中人工栽培面积最大，

产品价格最昂贵的种类，往往被人们视为“正宗苦丁茶”［6］。新种苦丁茶冬青( I． kudingcha C． J． Teng)

自 1981 年发表以来，有关该物种与其若干近缘种的主要形态差异及其分类学地位等问题一直存在着争

议［2，5 － 12］。为了澄清以往在苦丁茶冬青( I． kudingcha C． J． Teng) 及其近缘种分类学地位问题上的争议，

海南大学苦丁茶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对苦丁茶冬青及其相关种质材料的茎叶形态学作了详尽的研究和报

道［5］。笔者对定植于海南大学苦丁茶种质资源圃内的苦丁茶冬青种质材料及若干相关近缘种之种质材

料的花器形态及其开花习性进行了一次系统的调查研究。一方面，可以将研究结果与以往经典分类学家



对苦丁茶冬青及相关近缘种的描述进行比较，从而指出以往描述中存在的问题，并补充新的观察资料。
另一方面，可以根据苦丁茶冬青花器之形态学研究结果( 并结合生化标记和分子标记的研究结果) 验证以

往经典分类学家在苦丁茶冬青及其相关近缘种的分类问题上研究结论，对苦丁茶的分类学领域中的若干

问题( 特别是种下划分的问题) 提出新的学术观点。

1 材料与方法

1． 1 实验材料 取海南大学苦丁茶种质资源圃内定植的 200 多份苦丁茶冬青种质资源材料及若干相关

近缘种的种质资源材料为实验材料。材料来自我国苦丁茶冬青野生植株的各原产地和苦丁茶主要栽培

区，包括广西、广东、云南、贵州、湖南、海南等省区。
1． 2 花器形态结构观察 根据对苦丁茶种质资源圃内已经开花的苦丁茶冬青植株进行花的形态学观

察，并依据观测结果进行描述。⑴ 雄花的形态结构观察: 雄蕊的类型，花药着生方式，花药开裂方式，花丝

的长度与直径，退化子房形状与大小。⑵ 雌花的形态结构观察: 雌蕊的类型，子房位置的类型，胎座类型。
⑶ 花冠类型及花瓣的基数: 根据对苦丁茶种质资源圃内已经开花的苦丁茶冬青种质材料植株的观测结果

进行描述。⑷ 花性以及雌性种质材料、雄性种质材料与杂性花种质材料所各占的比例: 根据对苦丁茶种

质资源圃内已经开花的苦丁茶冬青种质材料植株的观测结果进行统计。⑸ 分核形态及分核基数的观察:

取苦丁茶冬青不同供试种质材料熟透的单果，轻轻去除果皮和果肉，并轻轻刷洗干净。若同一果实中各分

核于果实中心部位相互粘连在一起，则不强行将其分开; 若同一果实中各分核于清洗后很容易分开，则令其

自然分开。将来自不同种质材料之单果中的分核按单果分别晾干，并分别观察和记录其形态特征和基数。

2 结果与分析

2． 1 雄花的形态结构特征 雄花序为聚伞状圆锥花序或假总状花序，着生于当年生枝叶腋内。花序芽

时密集成头状，基部具阔卵形或近圆形苞片，具缘毛。单个聚伞花序 3 ～ 4 花( 图 1，2 ) 。总花梗长 1 ～ 2
mm; 花梗长 1． 5 ～ 3 mm，疏被微柔毛或不被毛。花常 4 基数，偶见 3，5 或 6 基数( 图 2 ) 。花瓣卵状长圆

形，长 3． 5 mm。花萼裂片宽卵状三角形。雄蕊离生，短于花瓣; 花药卵形，个字形着药，纵裂; 花丝长 2
311． 8 μm，直径 529 μm( 图 3) 。花粉粒球形，表面有乳头状突起( 图 2 － 2) 。不发育子房卵圆形，在不同

基因型的种质材料中，或甚至在同一基因型的不同小花中，不发育子房的退化程度不同，存在一系列过渡

状态( 图 4) 。

图 1 苦丁茶冬青的雄花

Fig． 1 Male flowers of Ilex kudincha

2． 2 雌花的形态结构特征 雌花序为假总状花序，着生于雌株当年生枝条叶腋内。合生心皮子房，无可

见花柱; 浅盘状柱头直接紧贴( 倒扣) 在子房顶端( 图 5，6 ) 。子房上位，常为 4 室，偶见 3 室、5 室和 6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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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7) ，甚至 8 室( 见图 8 － 6: 分核 8 枚，可推知幼果期横切，应可见子房 8 室) ; 每室内通常着生一胚珠，

胚珠侧生在位于子房各室下半部的侧膜胎座上( 图 7) 。偶见个别子房之某一室中着生 2 胚珠( 可发育为

“双胚苗”，见图 7 － 2) 。退化雄蕊长于花瓣( 图 5 － 1) 。
2． 3 花性的异常现象 在所观察的苦丁茶冬青种质资源材料中，多数基因型在通常情况下均表现为典

型的雌雄异株，即同一基因型的植株上，要么全部着生雄花，要么全部着生雌花。但对苦丁茶冬青种质资

源库中已开花的全部植株进行一次详尽的观察后，发现有不少基因型的花性其实比较复杂: 从不发育子

房高度退化的典型雄花，到同一朵花中雄蕊和雌蕊均表现为发育正常的两性花的情况均有存在。在典型

的雄花与典型的两性花之间，存在一系列过渡类型。即在雄蕊表现为可育的不同小花中，子房的退化程

度( 或发育程度) 并不一致( 图 4) 。不过，这种两性花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两性花，因为它在授粉后其

子房虽然能够比较正常地膨大，并形成成熟的果实，但这种由所谓的“两性花”产生的果实，其中的种子是

空瘪的，种胚发育不全，不具萌芽能力。这种花性异常的现象多数产生在某些雄性基因型的植株中，即在

这类基因型的植株上，多数花为可育的正常雄花，但存在数量不等的性别异常的花朵，其中的雄蕊正常发

育，雌蕊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发育，甚至发育接近正常，可以结果。在个别情况下，某些主要表现为雌性的植

株，雄蕊的发育接近正常或完全正常，多数花朵的雌蕊其发育也是正常的，或者接近正常，但其中的部分花朵

雌蕊退化程度不等，虽能结果，但其中的种子也是空瘪的，不具发芽能力。例如，基因型 C －0050，C －0066 的

花性就属于这种情况。
2． 4 性别比例观测结果 根据 2004 年度和 2005 年度对苦丁茶种质资源圃中已开花结果的苦丁茶冬青

种质资源材料所作的观察，结果显示: 已作花性观测的种质材料共 77 份，其中为典型雄性植株的种质材

料共 35 份，占 45． 45% ; 为典型雌性植株的种质材料共 34 份，占 44． 16% ; 以单性花为主同时兼具异常两

性花的种质材料共有 8 份，占 10． 39%。

图 2 苦丁茶冬青的雄花序、雄花和花粉粒

1． 雄花序; 2． 花粉粒; 3 ～ 6． 不同基数的雄花; 其中 3 为 3 基数，4 为 4 基数，5 为 4 基数，不育子房未完全退化; 6 为 5 基数

Fig． 2 Male inflorescence，male flower and pollen grain of Ilex kudingcha
1． Male inflorescence; 2． Pollen grain; 3 － 6． Male flowers with different numbers of foral parts，3． 3 floral parts ( petals) ;

4． 4 floral parts ( petals) ; 5． 4 floral parts ( petals) ，with the undeveloped ovary not fully degenerate; 6． 5 floral parts ( pe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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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苦丁茶冬青的花药

1，2． 尚未开裂的花药( 其中 1 为背面观，2 为正面观) ; 3． 两枚已开裂的花药; 4． 已开裂的花药( 局部)

Fig． 3 Anther of I． kudingcha
1，2． Anthers that did not dehisce ( 1． back view; 2． Front view) ; 3． Two anthers that dehisced; 4． Anther that dehisced ( partial)

图 4 苦丁茶冬青雄花中不发育子房的不同退化程度

Fig． 4 Degeneration of undeveloped ovaries in the male flowers of I． kudingcha

353第 3 期 潘学峰等: 苦丁茶冬青不同种质材料的花果形态学观察



图 7 苦丁茶冬青幼果中具不同室数的子房

1． 子房 2 室; 2． 子房 3 室; 3． 子房 4 室; 4． 子房 5 室; 5． 子房 6 室

Fig． 7 Ovaries with different locules of young fruits in I． kudingcha
1． Ovary 1 － loculed; 2． Ovary 2 － loculed; 3． Ovary 4 － loculed; 4． Ovary 5 － loculed; 5． Ovary 6 － loculed

图 8 苦丁茶冬青的分核形态及其基数

代码 C － 0066，C － 0073 及 C － 0083 为各组分核所归属的苦丁茶冬青之不同种质资源的编号

Fig． 8 Morphology and basic number of fruit pits of I． kudingcha
Codes C － 0066，C － 0073 and C － 0083 were tagged for the accessions of I． kudingcha germplasm which fruit

contained different p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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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多胚现象 在苦丁茶冬青的雌花授粉后 45 d 左右时( 即幼果的外种皮尚未石质化之前) ，如果对幼

果进行横切，可以方便地观察到，苦丁茶冬青子房的每室内通常着生 1 胚珠，胚珠侧生在位于子房各室下

半部的侧膜胎座上( 图 7 ) 。偶见个别子房之某一室中着生 2 胚珠( 图 10; 图 7 － 2 ) ，此即所谓“多胚现

象”。子房的每一室以后各发育为一枚种子。如果一个子房室内有 2 枚胚珠存在，以后则发育为 2 胚种

子。2 胚种子播种发芽后可发育为“双胚苗”。

图 10 部分苦丁茶冬青种质材料中的多胚现象

Fig． 10 Polyembryony of the partial germplasm materials in I． kudingcha

3 讨 论

3． 1 关于苦丁茶冬青花器形态与数量的变异 经典的植物分类学家都认为，虽然植物营养器官形态构

造方面的有关论证可以作为被子植物系统分类和认别鉴定的依据，但由于营养器官的可塑性与变异性都

较繁殖器官为强，所以，至今为止，植物繁殖器官的形态构造，特别是花果的形态，仍然是被子植物系统分

类和识别鉴定的主要依据［26］。苦丁茶冬青( I． kudingcha) 繁殖器官的形态特征，已有不少学者作了描

述［7 － 10］。但由于所依据的标本极为有限，以及一些其他方面的原因，以往文献中对苦丁茶冬青之繁殖器

官的某些重要的形态特征，尤其是花器形态和数量的某些变异现象没有被描述出来。笔者通过对定植于

海南大学苦丁茶种质资源圃中的来自不同省区和起源于不同生态条件下的苦丁茶冬青种质材料之形态

特征进行系统的观察，发现在苦丁茶冬青中，并非所有的形态特征均如以往经典分类学文献中所描述的

那样，特别是花器或果实的某些结构，在数量上和形态上均存在一系列的变异类型。笔者的观察结果与

前人的描述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在花基数方面，以往的报道均认为苦丁茶冬青为“花 4 数”［7 － 10］。笔者的观察结果是: 以花 4 数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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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分种质材料的部分花序中，存在不少花基数为 3，5，6，甚至 8 的小花。例如，花瓣数通常为 4，已观察

到花瓣数为 3，5，6，甚至 8 的情况; 雄蕊通常为 4 枚，但已观察到 3，5，6 枚，甚至 8 枚的情况，等等。
以往的报道均描述苦丁茶冬青的子房为 4 室，分核为 4 枚［8 － 10］。笔者的观察结果是: 苦丁茶冬青的

子房以 4 室为主，但在不少种质材料中可以观察到子房 2，3，5，6 室，甚至 8 室的情况; 分核通常为 4 枚，但

在不少种质材料中也可以观察到分核 2，3，5，6 枚，甚至 8 枚的情况。
以往的报道均把苦丁茶冬青描述为典型的雌雄异株植物［7 ～ 10］。而笔者的观察结果是: 苦丁茶冬青的

花性比较复杂，除了正常的雌株和雄株外，在少数以雄花为主的基因型中还可以观察到数量不等的两性

花，这种两性花通常可以产生红熟的果实，但多数情况下，其中的种子不具发芽能力。
此外，还有一些以雄花为主的基因型，其不同小花中不发育子房的退化程度不完全相同，从不发育子

房仅残留一个小突起痕迹，到雄蕊和雌蕊发育均基本正常的两性花均有存在。这种植株实际上既存在着

典型的雄花( 占多数) ，同时也存在着比较典型的两性花，但雌花不存在于该植株上，而是在其他基因型的

植株上。从这个意义上说，苦丁茶冬青也可以看成杂性异株( polygamodioecious) 。
3． 2 苦丁茶冬青中的多胚现象及其潜在的利用价值 通常，苦丁茶冬青的每个子房室( locule) 中只着生

1 枚胚珠( ovule) ，以后发育成为 1 粒单胚种子。单胚种子发芽后只能产生 1 株苗。但在苦丁茶冬青的少

数子房室中，可以观察到同一子房室内着生有 2 枚胚珠( 图 7 － 2; 图 10 ) ，继而可以发育成为具有发芽能

力的 2 胚种子。笔者认为，这种现象应属于多胚现象( polyembryony) 。植物多胚现象产生的原因极为复

杂，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途径［26］: 1) 由珠心或珠被的二倍体细胞直接发育成不定胚( adventitious em-
bryo) ，从而导致多胚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合子胚在内的各个胚均为二倍体胚。2) 由 1 个受精卵分

裂成 2 个或多个独立的胚，即所谓裂生多胚现象( leavage polyembryony) 。这种情况下，各个胚均是二倍体

合子胚，而且理论上各个胚所含的遗传物质是完全相同的。3) 另一种情况是从胚囊中卵细胞以外的细胞

( 例如助细胞) 发育成胚，从而与受精卵发育而成的合子胚一并构成多胚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又有 2 种可

能: 一种可能是卵以外的细胞也象卵细胞一样通过受精过程而发育成为二倍体胚; 另一种可能则是不通

过受精过程，直接由胚囊中卵细胞以外的单倍体细胞发育成单倍体体胚，并由此发育成单倍体种子，进而

发育成单倍体植株。
单倍体植株在木本植物的杂交育种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以苦丁茶冬青为例，苦丁茶冬青为大型

乔木，从种子播种到实生苗植株开花结果，需历时 5 ～ 6 年; 而且，由于雌雄异株的特性，自然界现有的植

株几乎 100%均为杂合体。因此，欲通过传统的有性杂交手段获得一个稳定的纯系或品种几乎是不可能

的。如果获得了单倍体植株，则可以通过染色体人工加倍很快地获得纯合的二倍体，然后通过无性繁殖

( 组培快繁或扦插育苗) 即可获得 1 个群体较大的纯合二倍体株系或品系。因此，研究多胚现象的产生机

理对于包括苦丁茶冬青在内的林木育种来说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良好的应用前景。以上所列举的仅

仅是苦丁茶冬青形成多胚现象的几种可能的途径。究竟是其中的哪一种( 或哪几种) 途径所导致，目前尚

不明确，需作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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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phological Observation on the Flowers and Fruits of Different
Germplasm Materials of Ilex kudingcha C． J． Tseng in China

PAN Xuefeng，SHAO Guowei，LIU Guomin
( Kudingcha Ｒesearch Institute，Hainan University，Haikou，Hainan 570228，China)

Abstract: A systematic observation was made on the morphology of the flowers and fruits of the germplasm mate-
rials of Ilex kudingcha C． J． Tseng conserved in the Kudingcha Germplasm Banks of Hainan University． The re-
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ome morphological differences of the flower and that of the fruits in I． kudingcha，
between the descriptions in typical taxonomic literature and our observations． According to the typical taxonomic
literature，the number of floral parts of I． kudingcha is 4，while our observations showed that the number of flo-
ral parts was usually 4，but 3，5，6，even 8 foral parts were also observed in some florets． These differences
mainly showed as the followings． 1) The number of petals in a floret was usually 4，but 3，5，6，even 8 petals
were also observed in the same floret． The number of stamens in a floret was usually 4，but 3，5 ，6，even 8 sta-
mens were also observed in the same floret． 2) Usually，there were 4 loculi in an ovary． But 2，3，5，6，even
8 loculi were also observed in the same ovary in some germplasm materials． 3) Usually，there were 4 pits in a
fruit． But 3，5，6，even 8 pits were also observed in a few of fruits in some germplasm materials． 4) According
to the descriptions of the typical taxonomic literature there was only 1 ovule in a loculus of ovary． However，2 o-
vules could also be observed in the same loculus in few． of gerplasm materials． Which was the so-called“poly-
embryony”． The mechanism of polyembryony occurrence，as well as the latent importance in breeding of the pe-
rennial woody plant，such as I． kudingcha，we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5) According to the descriptions of the
typical taxonomic literature，the plants of I． kudingcha were dioecious． While our observa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lants of I． kudingcha were usually dioecious，that the typical male germplasm materials accounted for
45． 45%，and that the typical fame germplasm materials accounted for 44． 16% ． However，there were an other
10． 39 % germplasm materials，in which the undeveloped ovaries of the different flores were degenerate by dif-
ferent degrees． A series of transition types could be observed，from a small protuberance of the undeveloped ova-
ries to the complete flowers with normally developed stamens and pistils．
Keywords: Kudingcha; Ilex kudingcha C． J． Tseng; morphology; tax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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