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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   要

试验中得到了 4种 小穗并生类型。它们是垂直并生型、平行并生型、混合并生型和相对并

生型。

经观察:侧生小穗是花序 2次轴小穗。 侧生小穗的小花原始体可以发育为 3次轴小穗 ,

使侧生小穗变为 2次轴分枝穗o并查清了各种并 生小穗的来源 、形成和彼此之间的关系。

关链词:小麦;并生小称;关系

维管植物在进化中逐渐专化的趋势主要是减化、融合和对称改变 ,最普遍的规律是减

化 (G.L.史旦宾斯 ,1965)。 现代植物中凡是较简单者都不是原发性简单 ,而是长期适

应环境的演化中减化、简化和专化的结果。这个演化过程就是适应整个环境条件做为一

个整的有机体完善化的演化过程 (A.几 TaxT狈取丑II,1954)

根据达尔文的看法 ,祖先的征状在连续的一系列后代中成隐性而假眠着,以待条件来

到时则做为返祖现象重新出现。当正常发育进程被破坏后,在正常发育中处在抑制状态

或中立状态的这些全部的发育能力都被激化而实现。(stCbbins,G.L” 1972)

因此 ,使植物的遗传基础发生动摇(染色体加减、远缘杂交、辐射和药物处理等),再给

以一定外界条件影响,破坏其正常的发育规律 ,植物体在系统演化中隐去或假眠的祖先征

状就会不同程度地作为返祖现象而重新出现。

本文仅报道小麦的各种小穗并生现象,即同一穗轴节上着生 2个以上小穗 或分 枝

穗。,

一、材 料 和 方 法

从阿勃×6508后代中选出的一个单体材料为基础(解俊择等,1980),再与冬小麦高加索杂交,其后

代种植于温湿度较高,光 照条件较差的温室里,春季种植于西宁本所试验田,得到了各种小称并生类型

的标本o

本文仅研究变异材料本身,对产生变异的条件和原因以及所用单体材料另做专题研究。

本文 1988年 12月 23日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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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 2次轴分枝穗的类型中,2次花序轴 Fl的扁平面垂直于称轴 R的扁平面,3次花序轴 r,的扁平
面则垂直于 rl的扁平面,即在花序中子轴的扁平面垂直于母轴的扁平面(图版 II:I)。 小穗的护颖垂直
于母癔轴或母分枝称轴的扁平面,以 此做为判断并生小穗之间关系的基础。

文中为说明方便以横[一 ]代表侧生小穗和与其平行并生小穗的扇面展开方向,竖 [1]代 表与侧生小
穗垂直并生的小德扇面展开方向。

二、结 果 与 分 析

(一、垂直并生

1,垂直并生型的基本类型及其形成原因的分析

试验得到的材料中,从小穗并生的节数看 ,有一节小穗并生和多节小穗并生 (图版
I;1-4)。 从穗轴 1个节上并生小穗的数目看,有 2小穗并生,3小穗并生和多小穗并生
(图版 I:1-4〉。还有小穗与 2次轴分枝穗并生的(图版 I:6、 7)。 从并生小穗在穗轴上发
生的节位看 ,一般在下部和中部 ,上部很少发生(图版 I:l-4)。

2个小穗垂直并生时,小穗扇面之间不是呈卜型垂直就是呈爿型垂直(图版 I:1〉。 以
叫型垂直为例(图版 I:l中 ),左边小穗的扇面平行于其他侧生小穗和穗轴的扁平面 ;小穗
轴 rl的扁平面垂直于穗轴 R的扁平面(图版 I:1下 ;图 版 II:5)。显然此小穗是 2次轴侧生
小穗。 右边小穗的扇面垂直于侧生小穗和穗轴的扁平面 ,小穗轴 r2的扁平面垂直于侧生
小穗轴 rl而平行于穗轴 R的扁平面(图版 I:l下右 ;图版 II:5右 )。 因此,它不是穗轴 R
的分枝 ,而是侧生小穗轴 rl上 的 3次轴小穗。
·

从并生小穗护颖的形态看 ,左边侧生小穗的护颖是异形的,其 无并生小穗的左侧护颖
为偏向单龙骨瓣状普通护颖。 有小穗并生的右侧护颖为正向单龙骨瓣小花外稃状护颖 ,

此护颖的腋内常有退化的雌雄蕊或内稃 ,说明此护颖来自小花的外稃。而与侧生小 穗 垂
直并生的小穗所处位置总是与侧生小穗另一侧的小花或护颖呈相对互生状态,它的两片
护颖都是偏向单龙骨瓣状普通护颖。说明与侧生小穗垂直并生的小穗是侧生小穗基部的
小花原始体或护颖腋内的潜伏花芽发育为 3次轴小穗的结果。

如果 3小穗垂直并生,一般置H型 (图版 I:3)。 中间小穗的扇面平行于同侧其他侧
生小穗和穗轴的扁平面,其两片护颖垂直于穗轴的扁平面。 此小穗的小穗轴 rl的扁平面
垂直于穗轴 R的扁平面(图版 II:4)。 显然,中间的小穗是此节上的 2次轴侧生小穗。两
侧 2小穗的扇面垂直于侧生小穗和穗轴的扁平面,它们的护颖垂直于侧生小穗轴的扁平
面;而两侧小穗的小穗轴 r2的扁平面垂直于侧生小穗轴 rl的扁平面,而平行于穗轴 R的
扁平面(图版 II:4〉。因此,此 2小穗都不是穗轴 R上的分枝,而是侧生小穗轴 r1上 的 3

次轴小穗。

从护颖看,中 间小穗的护颖都是正向单龙骨瓣小花外稃状,显然它们来自小花外稃。
两侧小穗的着生位置低于中间的侧生小穗并与其基部小花呈连续互生状态,此 2小穗的
护颖都是偏向单龙骨瓣普通护颖。说明此 2小穗都是侧生小穗基部小花原始体或护颖腋
内的潜伏花芽发育成的 3次轴小穗。

4个以上小穗垂直并生时(图版 I:4),只是与侧生小穗垂直并生的小穗数不同,而 无
本质差别。也是平行于其他侧生小穗和穗轴扁平面的是 2次轴侧生小穗,两侧与之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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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生的所有小穗都是侧生小穗基部小花原始体或护颖腋内的退化花芽发育成的 3次轴小
穗。实际上这种类型是 2次轴尚未伸长的雏形 2次轴分枝穗,中间的侧生小穗相当于分
枝穗的顶生小穗(图 版 I:4下 )。

总之,小穗垂直并生型是 3次轴小穗与 2次轴侧生母小穗并生于一节的现象。
从个体发育上讲 ,与侧生小穗垂直并生的 3次轴小穗是在器官形成第 4阶段结束时 ,

穗原始体的一些 2次轴小穗突起的基部不开始形成小花 ,而代之以 3次轴小穗突起 ,由小
穗突起形成新的与侧生小穗垂直并生的 3次轴子小穗(图版 II:10-12)。 在器官形成第
5阶段 3次轴子小穗基部形成颖片折皱,并几乎与 2次轴侧生小穗同时进人小花分化阶
段(图版 II:13)。 所以,一般 3次轴子小穗的发育、大小和结实情况与 2次轴侧生小穗几
乎相同,两片护颖均为正常同形护颖。而 2次轴侧生小穗则常因其基部产生 3次轴小穗
央去其原来的护颖,代之以由基部小花的外稃变来的小花外稃状新护颖。

2.2次轴分枝穗的形成与垂直并生型相似

在单体的杂交后代中得到一些由侧生小穗变为 2次轴分枝穗的中间材料,可 以说明
侧生小穗变为 2次轴分枝穗的过程。

图版 I:6中 ,有一个雏型 2次轴分枝穗。其右侧都是 3次轴小穗,每一小穗的外侧都
有一个正向单龙骨瓣小花外稃状苞片。显然这是本该发育为小花的位置,在一定条件下
发育为 3次轴小穗的结果,外侧的苞片相当于小花的外稃。而左侧为和 3次轴小穗互生
于同一个 2次轴上未发生变异的小花。这就形成小花和小穗 ,小花的外稃和小穗外侧的
苞片相对互生于同一个轴上的局面。说明侧生小穗的小花可以代之以 3次轴小穗形成 2

次轴分枝穗。

图版 I:7中 ,也发育成一个 2次轴分枝穗,2次分枝穗轴上的部分 3次轴小穗的外侧
仍带有正向单龙骨瓣外稃状苞片。说明此 2次轴分枝穗上的 3次轴小穗也源于侧生小穗
的小花原始体。基部一个 3次轴小穗与分枝穗呈垂直并生型,但其小穗轴 r2的扁平面与
分枝穗轴 r】 相垂直,而平行于中上部的 3次小穗轴(图版 1:7下 ;图 版 II:2)。 说明此小
穗仍属分枝穗轴上的 3次轴小穗。。

随着分枝穗轴的伸长 ,3次轴小穗外侧的苞片退化 ,与之并生的基部小穗也明显地回
到 2次分枝穗轴上 ,形成完全正常的 2次轴分枝穗(图版 I:5;图 版 II:1)。

所以,侧生小穗变 2次轴分枝穗的实质是小花原始体发育为 3次轴小穗,侧生小穗轴
变分枝穗轴。

(二)平行并生

与侧生小穗平行并生的小穗通常叫辅助小穗,辅助小穗一般发生在穗轴中下部侧生
小穗的外侧(图版 I:8-11)。

平行并生型一般只有 2个小穗并生,小穗的扇面相互平行并且都平行于穗轴的扁平
面和同侧其他侧生小穗。 小穗轴 r2t和 rl的扁平面也彼此平行并且都垂直于穗轴 R的扁
平面(图版 I:9;图 版 II:7)。 它们都有两个偏向单龙骨瓣状普通护颖,这些护颖都垂直于
穗轴的扁平面。侧生小穗并不因辅助小穗的产生而改变自己的结构和护颖的形态,说明
它们之问的关系不如垂直并生型密切。

从发育状况看 ,近 轴的侧生小穗其大小、结构和发育状况与其他侧生小穗均无差别。

· 159·



而各个辅助小穗之间其大小、结构和发育状况有很大差异。有的只是一个双龙骨双层颖片,.

其顶端有 2个相对的芒状体 ,实际上这是 2个彼此相连的颖,即雏型小穗(图版 I:11下 〉。

有的虽已形成雏型小穗,但 2个护颖不在小穗的两侧而在外侧 ,有时还彼此粘连 (图版

I∶ 17下 )。 在多节发生辅助小穗时 ,一般穗轴中下部的发育较好,两端的发育较差,穗子

的尖端部分一般不发生辅助小穗(图版 I:10)。 说明辅助小穗的发生和发育状况与发生时

间和营养物质的供应密切相关。

从个体发育上讲,辅助小穗发生于侧生小穗的外侧并与侧生小穗同处于一个苞原始

体的腋内(图版 II:14)。 但辅助小穗发生的部位总是低于侧生小穗的第 1护颖 ,说明侧生

小穗护颖之下的 2次轴还具有类似分蘖节那样的密集的节间,辅助小穗就是从护颖下边

的节上长出来的 3次轴小穗。

另外 ,虽 然辅助小穗与侧生小穗呈平行并生的形式 ,但辅助小穗常常不在侧生小穗的

正下方而左右偏离(图版 I:12),甚 至有时辅助小穗在侧生小穗下与之呈T型垂直并生 ,两

个护颖平行于侧生小穗和穗轴的扁平面 (图版 I:13)。 小穗轴 r2t的 扁平面垂直于侧生小

穗轴 r1的扁平面平行于穗轴。也说明辅助小穗从根本上讲还是花序 2次轴基部的 3次轴

分枝,是侧生小穗的子小穗。由于花序 2次轴基部节间过于密集使之发生了 90° 的扭转

才形成与侧生小穗平行并生的形式。

同时,还发现几个 3小穗平行并生的标本(图版 【:14、 15)。  3个小穗的扇面彼此平

行并且都平行于穗轴的扁平面和其他侧生小穗 ,小穗的护颖也彼此平行并垂直于穗轴的

扁平面。3个小穗中,近轴小穗最大 ,而且具有 2个偏向单龙骨瓣状普通护颖,它的着生

位置也最高 ,可 以肯定它是 2次轴侧生小穗 ;另外 2个小穗较小,也都具有 2个正常形态

的护颖 ,它们的着生位置都低于侧生小穗的第 1护颖 ,说明此 2小穗都是从侧生小穗下边

的节上长出的 3次轴子小穗。说明侧生小穗基部的密集节间至少有 2个以上。

(三)混合并生

混合并生是 1个小穗与侧生小穗平行并生 ,而 另 1个小穗与侧生小穗垂直并生(图版

I:16-19)。

3个小穗中,近轴的小穗扇面平行于同侧其他侧生小穗和穗轴的扁平面,其护颖垂直

于穗轴的扁平面。其大小、结构、发育程度和着生方位与其他侧生小穗基本相同。2片护

颖的形态为异形的 ,其无垂直并生小穗的一侧为偏向单龙骨瓣普通护颖 ,有垂直并生小穗

的一侧为正向单龙骨瓣外稃状护颖。可以肯定此小穗为 2次轴侧生小穗。

与恻生小穗垂直并生的小穗扇面垂直于侧生小穗和穗轴的扁平面,其 2个护颖都是

偏向单龙骨瓣普通护颖,护颖的平面垂直于侧生小穗的护颖平行于穗轴的扁平面。此小

穗在侧生小穗的基部与侧生小穗另一侧的护颖或基部小花呈连续互生状态。显然它是侧

生小穗基部小花原始体或护颖腋内的潜伏花芽变异而来的 3次轴小穗。

与侧生小穗平行并生的小穗扇面与侧生小穗相平行 ,但此小穗一般较小 ,其大小、结

构和发育程度很不一致 (图版 I:16-18)。  在发育不完全的情况下它的护颖经常在小穗

的外侧。其着生位置不但低于侧生小穗的第 1护颖,而且也在与侧生小穗垂直并生的 3

次轴小穗之下。

从各小穗轴与穗轴之间的关系分析 (图版 II: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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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的扁平面 ,与之垂直并生小穗的小穗轴 r2垂直于 r】 的扁平面。 很明显 ,r】 是 R上的 2

次轴分枝 ,r2又是 rl上的 3次轴分校。而辅助小穗的小穗轴 r2t的 扁平面平行于侧生小穗

轴 rl垂直于穗轴 R,但 r2t与 rl不在一个水平面上而常常左右偏离,有时甚至与 rl相 垂

直 ,加之它的着生位置也总是低于 rl和 r2。 所以,r2t是 rl更低节位改变了方向的 3次轴

分枝。

另外还得到一些小穗与 2次轴分枝穗混合并生的标本(图版 1:20、 21〉。图中可以看

出 2次轴分枝穗的基部的 3次轴小穗 ,由于分枝穗轴的短小与分枝穗形成垂直并生的形

式 ,但这种小穗与直接长在分枝穗轴上的 3次轴小穗的着生方向是完全一致的 ,而且呈连

续互生状态。所以它们是 2次轴分枝穗的一部分,是 2次轴分枝穗基部的 3次轴分枝。

图中还可看出,在 2次轴穗正下方有一个着生位置最低的小穗 ,其小穗扇面平行于穗

轴的扁平面而垂直于 2次分枝穗轴上的所有 3次轴小穗 ,其两片护颖垂直于穗轴的扁平

面。显然此小穗是辅助小穗 ,是改变了方向的 2次轴基部更低节位的 3次轴分枝。

通过以上分析 ,3种小穗之间的关系就基本清楚了。近轴小穗是 2次轴侧生小穗 ,与

之垂直并生的小穗是从侧生小穗护颖腋内或基部小花外稃腋内长出的 3次轴小穗 ,而与

侧生小穗平行并生的小穗则是 2次轴基部更低节位处长出的 3次轴小穗,由于 2次轴基

部节间的密集和空间的限制 ,形成了与侧生小穗或 2次轴分枝穗平行并生的形式。

(四 )相对并生

即两小穗分别着生于穗轴两侧同一节位上呈对生状态。此现象多发生于穗轴基部或

中部,上部很少发生(图版 I:22〉。

对生 2小穗的扇面分别平行于其同侧其他侧生小穗和穗轴的扁平面,它们的护颖都

是偏向单龙骨瓣状普通护颖并且都垂直于穗轴的扁平面。2个小穗轴 rl的扁平面分别垂

直于穗轴R的扁平面(图版 II:9)。 因此两个小穗都是 2次轴侧生小穗。这是 1个穗轴节

间未伸长使 2相邻节趋于融合所形成的两个 2次轴侧生小穗对生的形式。

讨` 论

通过对各种并生类型小穗之间关系的分析 ,有以下几点看法。

(1)小麦的侧生小穗轴是穗轴上的 2次轴分枝,因此侧生小穗是花序 2次轴小穗。

(2)与 侧生小穗垂直并生的小穗是侧生小穗护颖腋内的潜伏花芽或基部小花原 始体

变异而成的 3次轴小穗。其小穗轴是护颖以上的侧生小穗轴上的 3次轴分枝。
(3)侧生小穗变异为 2次轴分枝穗的实质是小花原始体发育为 3次轴小穗,侧生小穗

轴伸长变为分校穗轴,侧生小穗未变异部分的基部小花退化掉腋内的雌雄蕊和内稃,由外

稃变异为新的护颖,形成 2次轴分枝穗的顶生小穗。这就是小麦的穗状花序在辐射、染色

体加减、药物处理或其他特异条件下,发生垂直并生小穗或穗分枝现象的根本原因。对圆

锥小麦 (rr彷 c″勿莎″rg;扬勿 L.)分枝穗的形成过程和起源的理解可能有一定的帮助。

(4)与 侧生小穗平行并生的辅助小穗是从侧生小穗第 1护颖以下的 2次轴上长 出的

3次轴小穗 ,其小穗轴应为 2次轴更低节位处的 3次轴分枝,这在混合并生型和小穗与 2

次轴分枝穗平行并生时更为明了。从 3小穗平行并生型的出现可知,在侧生小穗第 1护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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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的 2次轴基部还有类似分蘖节一样的密集关节,辅助小穗就是从这些关节上长出的

3次轴小穗。因这种小穗一般发育较迟,受空间的限制和其下面侧生小穗的挤压 ,其座落

位置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扭转形成与侧生小穗平行并生的形式。

这对库别尔曼发现的
“
在已有正常小穗的穗轴关节上开始形成辅助小穗。 在颖片里

面可看到很多原始突起(小穗)” (Φ.M.库别尔曼,1958)是一个进一步的证明。而且对

小麦花序的演化及其与其他禾本科植物之间演化关系的研究也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线索。

参 考 文 献

郭本兆、王世全,】 981,我国小麦族的花序形态演化及其属间亲缘关系的探讨,西 北植物研究,1(l):12-19。

解俊峰、孙立南,!981,一个春小麦单体材料的初步鉴定,遗传,2(l);17-20。
C· L· 史旦宾斯(复旦大学遗传研究所译),1969,植 物的变异和进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388-418。

Φ·M· 库别尔曼等著(蔡可译),1958,禾 本科植物结实器官的形成阶段,科学出版社,32-‘ 3。

stebbins, C, L,, 1972, The evolution 。f the grassfainily. The Biology and Vtilizatioil(Youngncrs?V·

B&C.M.卜 icKe11,eds.)Acad.Press.P.1-】 5.New Yoik&London.
A.丑 TaxTa爪 x兄 H, 1954,Bonpocu 0BOJI。 un。“Ho访 A..1opΦ 。罚。Γnn pacTeHH访 Z3压 8TeJ】 bCTBo丑 eHⅡ rpa冯cKOro

I`′ ll9IBepcnTeta.

RELATIONS BETWEEN THE VARIOus cOLLATERAL
SPIKELETs OF WHEAT

Xic Junfcng

(ac。 、
`乃 `‘

召,` P`夕
`矽

召″ I″‘
`j`泌 `' o` BJo′

of,1 子乃e C汤 j″ dsd '望 rc'c``y o` s‘ 9召 ″rC‘, 冫【
·
j″氵饣留)

I【ey·w·ord§ :~`VhCat; Collatcral spikclcts; Rclations

· 162·

`Vc havc gaincd four kinds of thc co11ateral spikclets of whcat.  

△
′
hcy arc vcrtica1,paral-

lel, lllixcd and or)p.osite co11atcral typc.

1·

·
hc lateral spikclcts arc all thc sccond axial spikclcts.

1·

·
hc latcnt florcts in axils of glurincs and F1-orcts of thc lateral spikclets can all dcvclop into

9hird axial spikclcts.  'rhcrcf。 rc, thc lattral spikclct can dcvclop into second axial spikc.

1,  
·
rllc spikclcts to bc vcrtica1 ↑o tlle latcFal spikclct arc all thc third axial spikclcts on

thc basc of thc latcral spikc1ct.

2.  
·
r.hc spikclcts to bc parallcl to t11e latcral spikclct arc also the third axial spikclcts beˉ

lo、v thc first glurnc of th.c latcral spikclct.

3,  'I· hc nnixcd collatcral typc cnnbraccs tllc li)afa11cl an(l thc vcrtical collatcral typc.

4.  'rhc 。ppositc collatcral type is t1ae result of“vo ncighbouring nodcs of rachis nlerg-

ing cach othcr into onc·



图版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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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II

Platc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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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版 说 明 1

L2小稳垂直并生。下 ,小 穗轴与穗轴之间的关系 ;2· 多节 2小穗垂直并生。基部小穗已变分枝穗 ;3· 3个

小穗呈H型垂直并生 ;4· 多节多小穗垂直并生。下 ,1节小穗的放大;5· 2次轴分枝穗 ;6· 雏型工次轴分枝

穗。右侧为有外稃状苞片的三次小穗 ,左侧仍为小花 ;7· 1个小穗与 2次轴分枝穗垂直并生。 分枝穗的 3

次轴小穗外侧有外样状苞片;8· 2小穗平行并生 ;9.平行并生的小穗轴与穗轴的关系 ; lO· 多节 2小 穗 平

行并生 ;11· 雏型小穗与侧生小穗平行并生。 下 ,雏型小称的放大;12· 偏平行并生 ;13· 2小穗呈T型并

生 ,14,l,,3小 穗平行并生 ;16,17,】 8,19混 合并生。 与侧生小穗平行的小稳发育程度各不相同;16下 ,

雏型小穗的放大 ;】 7下 ,小穗外侧的 2护颖 ,20,21小穗与 2次轴分枝穗混合并生 ;22· 2小稳对生

1. The vertical co11ateral type of twO spikelets. Lower;Relations between tbc rachillas and

rachis; 2. 1· he veftica1 co1】 ateral type 。￡ two spikelets at inany nodes of rachis, a second

axial branch spike is on the base 。f rachis; 3. 
·
rhree spikelets in It shape; 4. 1· he veitical

collateral type。 f several spikelets at m.any nodes of rachis.Lower:Enlargement oE spikelets

at a node;  5. △
·he second axial branch spike;  6. The cnlbryonic foim oE thc second aXial

spike, The third axial spike1ets are a11 at the right hand 。f thc second axia1. The f1orets are

at thc left lland 。f thc second axial;  7. △
·he vertical collateral type of a spikelet and the

second. akial sp.ike. △
·
he t|b.ird axial spikelets 。.f thc l)iailch.apilke are all in.axils oF bracts;

8. 1· he pafallel collateral type 。E tb`o spikelets; g·  R.elations of t“`o △achi11as to rachis; lO.

△
·
he para11el oo11ateral type 。￡ twO spilkelets at nlarly nodes 。￡ rachis; 11. 1·

·
1·le parallel col1ˉ

ateral type of e】 nbryonic spikelet an(l lateral spikelet, Lowef: Enla△ geInent of the ei】 bryonic

spikeiet;12.The slant para11el co11ateral type; 13~Tw· o spikeIets in shape; 14-15.Thc

parallel collateral type oF three spikelets; 】6-18~ 19. T.he inixed co11ateral type, The spikˉ

elets paia11eling to thc lateral spikelets having shown off distinct foi】 ns, 16, Low.er: Enlarg

ernent of the embryonio spikelet, 17,Lower:TⅠ vo gluiles outside thc spikelet; 20--21.The

rlixed.co11ateral type °f spilkelets aiX1.tlh.e secc” ld axial spiike; 22. The oppositc collatcraI

type of two spikelets



图 版 说 明 I1

:-9· 并生小穗轴与穗轴之间的关系,R为一次轴(穗轴),rl为 2次轴(侧生小穗轴或 2次穗轴),r2为 3次

轴,r2‘ 为变向3次轴(辅助小穗轴)。 1· 口次轴分枝穗;2· 小穗与 2次轴分枝穗垂直并生型;3,4小 穗垂直

并生型;4· 3小穗垂直并生 ;5· 2小穗垂直并生 ;6· 侧生小穗轴与穗轴的关系;7· 2小穗平行并生型; 8.

多小穗混合并生型 ;9· 相对并生型;lO-14·并生小穗的形成;lO· 穗生长锥:A· 侧生小穗,B· 3次轴小穗

原始体;“ ·侧生小穗: A.小花原始体,B· 护颖原始体,C· 3次轴小穗突起,D· 苞叶原始体;12· 侧生

小穗:A· 小花原始体,B· 护颖原始体,C· 3次轴小穗原始体,D· 苞叶原始体;】 3· 侧生小穗:A· 雄蕊

原始体,B· 新护颖,C.3次轴小穗分化出小花,D· 原护颖,E· 苞卟原始体;】 4·侧生小穗和辅助小穗:

A,恻生小穗的小花原始体,B· 侧生小穗的护颖原始体,C· 辅助小穗突起,D.苞叶原始体。

1-9. Relations between Various rachillas and rachis.R-The first axial(rachis),rl-The second

axial (lateral rachilla and rachis). r狂
·̄
rurned thiid axial (assist spikelet axial), 】2 thC third

axia1; 1. △
·
he second axial branch spike; 2~ The vertical collateral type of spikelcts and the

seCOIld.axial spiike; 3. △
·
11e vertical co11ateial tyI)e。 士 four spik.elets;4~ △

·
he vertical collatcral

type of three spikelets; 5. The veitical co11ateral type of twO spikelets; 6. IRelations of iateral

to rachis; 7. 1· he parallel collateral type 。f th′ o spikelets; 8~ 
·
rhe inixed collatefal type o￡

seVeral spikelets; 9. △
·
he opposite co11ateral type 。f t⒒`o spikelets, lO-14, IFormative couise

of thc co11atera1 spikelets; lO. The young spike. A. 
·
rhe lateral spikelet. B. The einbryos 。f

the third axial spikelets; 11·  △
·he young lateral spikelet. .A, The enlbryo of flore. B. The

embryo oF glume.C.The embryos。 f the third axial spikelets.D.Einbryonic bract;】 2· The
young late△ 81 spikelet.A.The embryonic floret.B.The embryo of glum.e.C.The em.bryos

of thC third axial spikelets.D.The embryonic biact;13~ The young late△ al spikelet,A.The
enlbryonic stan.ens. B. N· ew· glurnes. C. 'rhe third axial spikelet has developed out einbiyonic

florets.1).The old glumes,E.The degenerate bract;14· ·
rhe lateral and assist spikelets.A.

The clnbryonic norets。 f lateral spikelet,B,The einbryonic glunles of 1ateral spikelet,C.
The young assist spikelet.D.The degenerate bra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