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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季‘云粉’、‘云玫’的花粉活力
和柱头可授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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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花卉研究所 ,云南省花卉育种重点实验室 ,云南 昆明 650205)

摘要 :采用红四唑 ( TTC)染色法测定切花月季新品种云粉、云玫的花粉活力和寿命 ,联苯胺 —过氧化氢测定柱

头的可授性 ,显微观察其柱头的形态、颜色变化 ,结合田间人工授粉试验研究其育性。结果表明 : (1) 23 ℃干燥

条件下 ,散粉 4 d内花粉活力保持在 50%以上 ,保存 10 d时 ,花粉活力降至 6%以下。 (2)云粉柱头活性持续时

间为 3 d以上 ,云玫不超过 2 d,强可授性持续时间云粉远远高于云玫。 (3)田间试验 ,云粉作母本结实率均高

于 70% ,作父本时结实率差异极显著 ;云玫作亲本时 ,结实率不超过 16% ,甚至不结实。可为我国自主知识产

权月季品种应用于杂交育种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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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Pollen Viability and Stigma Receptiv ity of
Chinese Rose Varieties:Yunfen and Yun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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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s, Kunm ing 650205, China)

　　Abstract: Pollen viability and life - span of cut Chinese roses varieties Yunfen and Yunmei were evalua2
ted by TTC. The stigma recep tivity was estimated by benzidine - H2O2. The development of stigma’s modality

and color was observed by m icroscope. Hand - pollination in the field was also adop ted to study the fertility in

Chinese rose. The results showed: 1. The pollen germ ination rate was higher than 50% in four days after shed2
ding pollens and reduced to six percent at the tenth day. 2. The stigma of Yunfen kep t high recep tivity for more

than 3 days, while Yunmei lasted less than 2 days. The best recep tible time of Yunfen was much longer than

that of Yunfen. 3 In field crossing, the hip setting was higher than 70% when Yunfen was the female parent.

The hip setting differed much from the male parent. A s for Yunmei, there were few hip s gotten when it was

used as either female or male parent. The result of this experiment will p 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varieties of

roses which have been p rotected in China to be used in cross - br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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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云粉、云玫散粉后 10 d内的花粉活力

Fig. 1　Pollen viability of Yunfen and Yunmei for ten days after shedding

　　杂交育种是月季新品种选育的主要方法 ,月季杂交结实率低严重影响其育种进程 ,不同的杂交组合

结实差异很大。目前 ,我国授权保护的切花月季品种多依赖于芽变选育获得 (如冰清、云玫等 ) ,仅有少

数几个品种通过杂交选育获得。我国目前在实施 UPOV公约 1978年文本 ,能充分利用依赖性派生品

种 , UPOV公约 1991年文本的实施对现有的育种现状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 1 ]
;充分利用国内授权保护的

品种进一步培育新品种 ,掌握亲本的育性对杂交成功至关重要。开展月季花粉活力与柱头可授性研究 ,

有助于提高杂交育种效力 ,提高结籽率 ,加速育种进程 ,为筛选核心亲本提供基础依据。此方面的研究 ,

国内外已有相关报道 ,如锦带花 [ 2 ]、Parieta ria juda ica L.
[ 3 ]、蒙古扁桃 [ 4 ]、百日草 [ 5 ]等 ;在月季方面 ,花粉

生活力测定报道仅见张颢 [ 6 ]、周家杏等 [ 7 ]
,柱头可授性研究未见报道。本文对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

研究所培育的月季新品种云粉、云玫的花粉活力及其柱头可授性进行研究 ,在药剂检测的基础上 ,结合

田间人工授粉试验的结果 ,探讨云粉、云玫的育性。可为我国授权保护的切花月季品种应用于育种提供

科学依据 ,并对提高我国月季育种效率以及选育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月季新品种具有一定的指导

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 1　研究材料

研究材料为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培育的切花月季新品种云粉、云玫 ,以及育种圃收集的 5

个切花月季品种 :新粉 (New p ink)、双色粉 (Doubl p ink)、木瓜粉 (Mu gua fen)、黑巴克 (B lack baccara)、

皇家巴克 (Royal baccarra)。花粉及柱头材料选自育种圃云粉、云玫健康成熟待开放的花枝 ,每品种 20

枝。瓶插摆放在光照恒温培养室 ,摘取花药 23 ℃条件下干燥保存完成散粉 ,柱头留作可授性检测试

验。试验时间为 2008年 4—12月。

1. 2　研究方法

1. 2. 1　花粉活力检测 　采用 TTC (2, 3, 5 - triphenyl tetrazolium chloride)法 [ 8 ]检测花粉散粉后 10 d内的

活力。将花粉撒在载玻片上 ,添加 1或 2滴 5 g /L TTC溶液 ,混匀后盖上玻片 , 25 ℃条件下 20 m in后显

微观察 ,统计 6个视野里红色花粉粒所占的比例 ,重复 6次。

1. 2. 2　柱头外部形态观察 　采用便携显微镜、体式显微镜观察柱头外部形态特征 ,记录不同发育阶段

柱头外部形态、颜色变化 ,每个品种 10朵花 ,每朵花 10～15枚柱头。

1. 2. 3　柱头可授性检测 　观察柱头形态的同时 ,采用联苯胺 —过氧化氢法 [ 9 ]测定柱头的可授性。自

花苞初开放时 ,每天 08: 00、16: 00测定柱头的可授性 ,将柱头浸入含有联苯胺 —过氧化氢反应液 V

(10 g/L联苯胺 ) ∶V (30 g/L过氧化氢 ) ∶V (水 ) = 4∶11∶22,体积比 )的凹面载玻片中 , 10～20 m in后用

放大镜观察柱头部位 ,若柱头周围呈现蓝色并伴有大量气泡 ,则柱头具有可授性 ,连续测定 5 d。

1. 2. 4　田间人工授粉试验 　依

据形态观察和联苯胺 —过氧化氢

法测定的柱头最佳可授粉时期 ,

以云粉、云玫为亲本与育种圃的

5个品种进行杂交 ,采用散粉 4 d

内的花粉 ,每个组合授粉 15朵

花 ,不同时期 3次重复 ,统计结实

率和单花结籽数。

2　结果与分析

2. 1　花粉活力检测结果

由 (图 1 )可知 ,散粉 4 d内

花粉均保持较高的活力 ,且降幅不显著 ,在 5%以内 ;保存 5 d后花粉活力急速下降 ;散粉当天的花粉活

力 ,云粉为 (67. 95 ±4. 16) %、云玫为 (51. 22 ±2. 41) %。可见 ,贮存环境对月季花粉活力和寿命影响很

大 ,品种间的花粉活力和寿命也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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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柱头外部形态

云粉、云玫在花朵成熟开放至衰老的过程中 ,柱头的形态、颜色呈阶段性的变化 (表 1)。
表 1　云粉、云玫柱头形态、颜色及其可授性

Tab. 1　Stigma receptiv ity, m oda lity and color developm en t of Y unfen and Y unm e i

开花后时间 / h

Time after bloom ing

云粉 Yunfen

柱头可授性

Stigma recep tivity

柱头形态、颜色

Stigma modality and color

云玫 Yunmei

柱头可授性

Stigma recep tivity

柱头形态、颜色

Stigma modality and color

16 – 开裂 ,黄色 – 开裂、白色

24 + 开裂 ,黄色 – 开裂、白色

40 + 开裂 ,黄色 + 二裂、白色

48 + + 二裂 ,淡黄色 + 二裂、白色

64 + + 二裂 ,淡黄色 + + 二裂、白色

72 + + 二裂 ,淡黄色 + 平展、白色

88 + 二裂 ,黄褐色 – 平展、灰白色

96 + 二裂 ,黄褐色 – 平展、灰白色

112 – 二裂 ,褐色 – 平展、灰白色

120 – 二裂 ,褐色 – 平展、灰白色

　　“– ”表示不具可受性 ;“ + ”表示部分具可授性 ;“ + + ”表示具强可授性。

　　“– ”means stigmas have no recep tivity; “ + ”means some stigmas have recep tivity, some have not; “ + + ”means stigmas

have the highest recep tivity.

　　花苞初开时 ,云粉、云玫的柱头均为开裂状 ,继而发育为裂片状 ,云粉柱头至衰老时仍保持着二裂片

状 ,而云玫柱头裂片发育为平展状 ;柱头颜色均由鲜艳变为暗淡。观察发现 :云粉花苞开放 48 h后 ,柱

头表面乳突组织膨胀至最佳状态 ; 72 h后 ,柱头表面开始萎缩 ;到第 5 d时 ,柱头表面乳突细胞萎缩 ,完

全失去光泽。云玫 64 h后柱头为深二裂状 ,边缘开始向外展开 ; 72 h后 ,裂片平展状。

2. 3　柱头可授性检测

云粉、云玫开花后 ,柱头可授性经联苯胺 —过氧化氢检验结果显示 ,随时间的延长 ,柱头可授性呈阶

段性降低 ,至完全失去活性 (表 1)。花苞初开放时柱头都不具可授性 ,云粉、云玫柱头可授性强弱及其

持续时间存在明显差异 ,说明柱头在花朵成熟开放至衰老的过程中 ,随着时间的增加 ,柱头可授性呈阶

段性的变化 ,从最初不具活性到最后完全失去活性。

2. 4　田间人工授粉试验结果

由表 2可知 ,云粉作为母本时 ,结实率均在 70%以上 ,单花结籽数均在 13粒以上 ;作为父本时 ,有 2

个组合没有收到种子。云玫为亲本时 ,仅与 2个品种正反交获得种子 ,且结实率都很低 ,单花结籽数均

少于 6粒。
表 2　不同组合的结实率和单花结籽数

Tab. 2　H ip setting and seed bear ing per h ip for d ifferen t crossing com b ina tion

选配亲本

Parent

云粉 Yunfen

母本 Female parent 父本 M ale parent

结实率

Seed - set

ratio

单花种子数

Seed number

per flower

结实率

Seed - set

ratio

单花种子数

Seed number

per flower

云玫 Yunmei

母本 Female parent 父本 M ale parent

结实率

Seed - set

ratio

单花种子数

Seed number

per flower

结实率

Seed - set

ratio

单花种子数

Seed number

per flower

新粉 New p ink 73. 5b 21. 46a 47. 6a 6. 47a 9. 4a 3. 61a 15. 2a 5. 33

双色粉 Doubl p ink 88. 5a 15. 84b 7. 1c 5. 32a 0b 0b 0c 0

木瓜粉 M u gua fen 90. 0a 15. 13b 0d 0b 0b 0b 0c 0

黑巴克 B lack baccara 90. 6a 13. 65b 21. 4b 4. 28a 6. 3a 1. 26a 4. 1b 5. 85

皇家巴克 Royal baccarra 94. 3a 15. 42b 0d 0b 0b 0b 0c 0

　　同列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 P < 0. 05)。

　　D ifferent letters in the same row mean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 05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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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3. 1　云粉、云玫的花粉活力

试验中 , 23 ℃干燥条件下云粉、云玫花粉活力在 4 d内降低不显著 ,均保持较高活力 ;保存时间超

过 5 d,花粉活力急速下降 ,这些现象为育种工作中花粉保存提供重要依据。花粉活力与花粉数量均为

雄性适合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进一步影响繁殖成功率 [ 10 ]
,云粉散粉前 4 d花粉具有较高的活力 ,但花

粉数量少也是导致无法结实的主要原因之一 ;植物的花粉活力与寿命因物种和花粉贮存环境不同而有

所差别 [ 2 ]。在无法解决延长花粉寿命的情况下 ,提前采集花药或定期更换花粉以确保杂交结实率。花

药的贮存环境也是影响其散粉的主要原因 ,给予花药最适的散粉环境是获得大量花粉的必要条件。

3. 2　云粉、云玫的柱头可授性

当育种材料花粉量不能满足更多的柱头时 ,选择柱头最佳活性时期 [ 5, 11 ]进行授粉 ,可大大提高育种

效率。云粉、云玫柱头可授性持续时间存在显著差异 ,在不能准确掌握柱头可授性的最佳时期 ,可通过

花朵成熟度、柱头形态、颜色变化来判定柱头可授性 ,这与膏桐 [ 10 ]柱头可授性评判标准一致。但植物生
殖器官的形态成熟晚于生理成熟 ,授粉前柱头的生理成熟度直接影响异花授粉的结实情况 [ 12 ]

;试验中

发现 ,柱头表面乳突细胞生长发育状态与柱头可授性存在一定的联系 ,但还需要深入研究。

3. 3　云粉、云玫的柱头可授性药剂检测结果与田间人工授粉试验的对比

联苯胺 —过氧化氢法测定柱头可授性 ,云粉柱头活性持续时间为 3 d以上 ,云玫不超过 2 d,柱头强

可授性持续时间云粉远远高于云玫。田间人工配组杂交结实率进一步证实 ,柱头可授性是影响结实的

又一重要因素。云粉作母本时 ,结实率均高于 70% ,最高达到 94. 3% ,作父本时 ,各组合结实率差异极

显著 ;云玫作为杂交亲本时 ,仅与 2个品种正反交组合有结实 ,而且结实率很低 ,单花结籽数也很少。以

上结果表明 ,云粉、云玫柱头可授性药剂检测结果与田间人工授粉试验情况是一致的。

柱头可授性持续时间对杂交结实率高低有显著影响 ,在授粉次数和花粉量相同的情况下 ,柱头保持

长时间的活性 ,可促进花粉的萌发 ,增加结实率和结籽数。云粉、云玫新鲜花粉活力均高于 50% ,在花

粉萌发比例较高的情况下 ,正、反配组杂交结实率各组合间差异显著 ,说明切花月季花粉萌发率不是决

定结实率高低的唯一因素 ,这与张颢等 [ 6 ]的研究结果一致。

3. 4　花粉活力和柱头可授性检测在切花月季杂交育种中的应用

切花月季花粉活力、柱头形态及可授性等已成为选择杂交亲本材料的重要依据。了解杂交亲本的
花粉活力和柱头可授性 ,可减少杂交的盲目性 ,正确筛选育种材料 ;同时确定柱头最佳授粉时间并采取

重复授粉的方法 ,可大大提高育种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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