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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花姜属 3种植物繁殖策略比较

刘志秋, 陈 进
X

, 白智林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云南勐腊　666300)

摘　要: 选择自然分布于西双版纳地区的毛舞花姜(Globba bar thei Gagnepa in)、双翅舞花姜(G . schomburg kii J.

D. Hooker )和澜沧舞花姜( G . lancangensis Y. Y . Q ian)为实验材料,比较了 3种植物的有性和无性繁殖特性。毛

舞花姜和双翅舞花姜在自然状况下开花不结实,人工自交与异交、人工去除珠芽均不能使其恢复有性繁殖能力;花

粉败育(毛舞花姜)或花粉活力低(双翅舞花姜, 花粉萌发率< 12% )可能是这 2 种植物不能结实的主要原因。毛舞

花姜和双翅舞花姜均以珠芽为主要繁殖体, 一年生植株每花序产珠芽分别为 16. 46±3. 56(平均值±标准差, N =

60)和 14. 25±3. 63(平均值±标准差, N = 153)。澜沧舞花姜具有雄花两性花同株的性表达特征,自然状态下以种

子繁殖为主, 结实率(种子/胚珠比)可达 64. 5%±12. 1% (N = 36) , 人工自交结实率显著低于异交结实率, 有明显

的自交不亲和现象; 花序上产生少量珠芽[每花序产珠芽2. 24±1. 41 (平均值±标准差, N = 184) ]。此外, 3 种舞花

姜属植物还具有通过地下茎进行克隆繁殖的能力。3 种舞花姜属植物的拜访昆虫均为蜂类 ,毛舞花姜的拜访昆虫只

有排蜂( M egapis dor st ata)。双翅舞花姜拜访昆虫主要为排蜂、黄绿彩带蜂( Nomia strigat a)及木蜂( Xylocopa sp. ) ;

澜沧舞花姜的拜访昆虫主要为排蜂和黄绿彩带蜂。3 种舞花姜属植物的花冠管长度存在显著差异,毛舞花姜> 双翅

舞花姜> 澜沧舞花姜。这 3种植物的花冠管长均显著大于上述3 种蜂的喙长。毛舞花姜的花蜜分泌量少,一天内花

蜜分泌总量仅为花冠管体积的 3/ 4,这使得一些喙较短的蜜蜂如黄绿彩带蜂不能取食其花蜜, 而双翅舞花姜花蜜分

泌量大, 在上午 9÷00 以后即溢出花冠管, 不同喙长的蜜蜂均可取食。拜访昆虫的种类可能受花冠管长度与花蜜分

泌量的共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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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ies on Reproductive Mechanisms of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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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 ics o f sexual and asexual reproduct ion of three species of Globba ( G.

barthei , G . schomburgkii , and G. lancangensis) those are nat ive perennial herbs in Xishuangban-

na, Yunnan Province of Southeast China w er e studied. Both G. barthei and G. schomburgk ii

most ly depended on bulbils for their repr oduct ion, and the one year aged plants pr oduced 16. 46±
3. 56( mean±SD, N = 60) and 14. 25±3. 63 ( mean±SD, N = 153) bulbils per ramet . No seed set

w er e observed for the two species w hile by art ificial self ing and crossing . T he abnorm al pollens

( > 98% of total pol lens observ ed ) in G. bar thei and low po llen viabil ity in G. schomburgk ii

( < 12% ) may be ascr ibable to no seed-set . Fo r G . lancangensis, how ever, it mainly engaged in

sexual reproduct ion w ith a seed-set ratios ( seed/ ovule r at ios) o f 64. 5%±12. 1% in the f ield ( N

X

收稿日期: 2003-04-28, 修回日期: 2003-08-28。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30170160)。

作者简介: 刘志秋( 1976- ) ,女,纳西族,云南人,硕士,主要从事植物繁殖生物学研究工作。

通讯作者( E-mail: biot rans @ bn . yn . cninfo. net)。



= 36) and produced relativ ely few bulbils ( 2. 2±1. 4 per ram et , N = 184) . G . lancangensis bear s

bo th male and herm aphrodite on same ramet , w hich is ter med as andromonocy. T here w er e no

signif i-cant differ ences for the fruit-set ratios betw een hand-sel fing and hand-crossing, but signifi-

cant dif ferences of seed-set ratio s ( seed/ ovule rat ios) , w hich suggested that this plant might

maintain the mechanism o f self-incompat ibil ity . Addit ionally , three species of Globba have the

ability of clonal r eproduct ion w ith underg round stem s. T he co rolla tuber length of three species

dif fered signif icantly by the order : G. barthei> G. schomburgkii> G. lancangensi s. All po llina-

to rs of three Globba w e observed w ere def initely honeybees other than but ter flies, and the latter

w as prev iously suggested by o ther author s. M egap is dor stata w as the only po llinator for G.

barthei , w hile M . dorstata, N omia st rigata and Xy locopa collaris visited G . schombur gki, M .

dor stata and N . strigata w ere the main visitors for G. lancangensis. T hr ee species have much

longer co rolla tuber comparing w ith the tongue length of three visitor s. Nectar in G . bar thei

during a day can only r each the height of 3/ 4 co rolla tuber length, w hich m ay prevent bee w ith

short tongue ( e. g . , N omia strigata) visit ing the flow ers. T he f low ers of G. schombur gkii pro-

duce lar ge amount o f nectar and nectar overf low s the cor olla tuber after 9÷00 A. M . , w hich m ake

bees w ith dif ferent tongue leng th, can easily suck the nectar. Thus, the visitat ion of dif ferent

bees appeared to be influenced by bo th cor olla tuber leng th and the am ount of nectar pr oduced.

Key words: Bulbils; Globba; G. barthei; G. lancangensis; G . schombur gkii; Reproductive

bio logy ; Z ingiber aceae

　　舞花姜属( Globba)是姜科的一个属, 属于舞花

姜族,有近 100个种
[ 1, 2]

, 中国产5种以上
[ 3]
。在我国

分布的几种舞花姜中存在不同的繁殖策略。毛舞花

姜 ( Globba barthei Gagnepain) 和双翅舞花姜( G.

schomburgkii J. D. Hooker )在自然条件下正常开

花但高度不育,以花序下部苞片内形成的珠芽进行

无性繁殖; 澜沧舞花姜 ( G. lancangensis Y. Y.

Qian)主要以种子繁殖为主, 花序上几乎没有珠芽。

有关舞花姜属植物的繁殖生物学系统研究尚未见报

道,仅 Sakai等有过对一个种传粉昆虫初步观察方

面的报道[ 4]。

本研究旨在通过离体花粉活力检测、人工自交

异交有性繁殖系统检测、花部形态及传粉媒介观察

及无性繁殖能力检测等方法,比较毛舞花姜、双翅舞

花姜及澜沧舞花姜 3个种的有性、无性繁殖特性及

其差异,为进一步深入探讨其有性、无性繁殖策略变

化及进化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 1　实验地概况

澜沧舞花姜的野外样地位于西双版纳勐海县勐

遮( 21°59′N , 100°16′E)。该地海拔 1 180 m ,生境为

麻栎( Quercus acutissima Carr. )与勐海石栎( L itho-

carpus f ohaiensi s A. Camus)为优势种的疏林及林

缘沟边(以下称澜沧舞花姜野外样地)。

毛舞花姜有 3个野外样地, 包括: ¹ 勐海县勐遮

(同澜沧舞花姜) ; º 勐腊县南贡山(勐养及勐腊公路

96 km 处) ; » 大渡岗(大渡岗乡政府以南 6 km ) (以

下称毛舞花姜野外样地)。

双翅舞花姜的野外样地位于西双版纳勐海县距

景洪市区 17 km 处的流沙河电站旁, 该地海拔

800 m, 生境为路边疏林及橡胶林缘(以下称双翅舞

花姜野外样地)。

实验材料引种栽培于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

植物园内的防虫大棚中(相对光强为 50% ) (位于西

双版纳勐腊县勐仑镇, 21°41′N, 101°25′E)。该地海

拔 570 m , 年平均气温 21. 4℃, 年平均降雨量

1 539 mm ,年平均相对湿度 83%。栽培的介质为以

沙1/ 3、土 1/ 3、农家肥 1/ 3相混合的土壤。进行除杂

草、浇水等管理工作(以下称植物园栽培地)。

1. 2　研究材料

3种舞花姜均为姜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毛舞花

姜产于云南南部海拔 240～1 000 m 密林中, 菲律

宾、柬埔寨、老挝亦有分布[ 5]。毛舞花姜株高 30～

60 cm, 全株被毛, 圆锥花序, 花稠密、橙黄色, 花色

鲜艳,自然条件下不结实,主要以珠芽进行繁殖。

双翅舞花姜产于云南南部林中荫湿处,中南半

岛亦有分布[ 5]。株高 30～50 cm,圆锥花序,花疏离、

黄色,花色鲜艳。双翅舞花姜在云南南部地区自然条

件下不结实,产生圆球状的珠芽,珠芽繁殖是其主要

的繁殖方式。

澜沧舞花姜分布于云南西南部海拔为 200～

1 200 m 的森林中
[ 6]
。株高 20～60 cm, 花黄色,果实

椭圆形,花后期在花序下部产少量珠芽。与毛舞花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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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双翅舞花姜不同的是澜沧舞花姜在自然条件不仅

能结实,同时又形成珠芽。

1. 3　研究方法

花部特征观察: 从播种后一周起每周观察植物

的物候变化, 记录植物的萌芽时间、始花期、花期结

束时间、植株进入休眠的时间。于2001年 6月 30日

从早晨 3÷00 花未打开时开始观察植物一天的开花

行为, 记录各个开花行为的时间,包括开花时间、花

丝下弯时间、花药打开时间、落花时间。从植物园栽

培地生长的不同的植株上随机取当天开的花各 20

朵以上,用游标卡尺(精度为 0. 05 mm )直接测量花

冠管及花丝的长度。

花粉量与胚珠数比( P/O )测定: 参照宋志平

等[ 7]的方法测定花粉量与胚珠数比( P / O)。

花粉活力检测: 花粉活力检测参照胡适宜[ 8]的

方法进行。

传粉媒介: 采用重力玻片法检测风因子作用下

的花粉流情况[ 7]。从早上 4÷00左右开始观察记录野

外样地中昆虫访花的频率及停留的时间, 整个观察

过程持续到下午19∶00左右结束,每种观察 3 d。捕

捉访花昆虫装入干净的小玻璃瓶中带回实验室,体

视显微镜观察是否携带花粉, 并测定访花昆虫的个

体大小和喙的长度。

有性繁殖系统检测: 该实验在植物园栽培地中

进行。材料是于2001年 4月从野外样地引种栽培于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植株, 实验在防虫大棚中进

行。在花期( 2001年 6～8月)每天早上花药打开后

( 9÷30～10÷30)对毛舞花姜及双翅舞花姜进行如下

处理: ¹ 去除珠芽自花授粉; º 不去珠芽自花授粉;

» 去除珠芽异花授粉; ¼不去珠芽异花授粉。每个处
理选取 8～10个单株当天所开的花, 每个样本所处

理的花数均大于 150朵,并以其它未处理的植株作

为对照( CK) ,样本数大于 300。2001年 7～9月在植

物园栽培地对雄花两性花同株的澜沧舞花姜于每天

7÷00～9÷00进行如下处理: ¹ 不作任何处理( CK) ;

º 两性花自花授粉( H-self ing ) ; » 同株异花授粉(采

用雄花、两性花的混合花粉) ( H + M -sel fing) ;¼两
性花异株间授粉( H-H-crossing ) ; ½ 异株间雄花对

两性花授粉( H -M -cr ossing )。每天观察结实情况,

在果实成熟时采收并统计不同处理下澜沧舞花姜的

结果率和结实率。

花蜜分泌量测定: 为了排除花蜜抽出后对花蜜

分泌量的影响,采用了 2种测量方式对毛舞花姜及

双翅舞花姜当日开花花蜜分泌量进行测定。用内径

0. 5 mm 的毛细管吸取花蜜, 读取花蜜在毛细管中

长度为花蜜分泌量,后折算成体积,从 7÷00～17÷00

每隔 2 h 测定一次。采用2种处理方法: ¹ 对同一组

花每隔 2 h 吸取一次花蜜,测定不同时刻的花蜜分

泌量, 共选取 20朵花进行测量; º 早晨 7÷00在 60

朵花的花冠管中插入毛细管,每隔 2 h 收取一组毛

细管,每次收取 10根,测定毛细管中的花蜜量(实验

在植物园防虫的栽培地大棚中进行)。澜沧舞花姜由

于花冠管细,所采用的毛细管无法测量,仅作一般观

测。

无性繁殖特性研究: 2001年 4月播种植物园栽

培地中所产的 3种舞花姜珠芽。按萌生时间的先后

顺序对每个花序进行编号(花序长至 10～15 cm 开

始编号) , 按花序编号记录每个花序所产珠芽数。花

期结束时统计每个单株的萌生株数。

数据处理: 利用双因素方差分析进行 2种花蜜

分泌量测定方法所测花蜜分泌量差异显著性分析

(测定时间及方法 2个因素)。利用了单因素方差分

析( AN OVA )比较了 3种舞花姜萌生株数及珠芽数

的差异显著性。

2　结果与分析

2. 1　开花行为及有性繁殖特性

毛舞花姜于 4月中旬萌芽, 6月中旬始花, 7月

进入盛花期,花期 9月结束,植株 11月底进入休眠。

每个花序花期近 30 d, 单花花期约 24 h, 花于早上

4÷00左右开始打开, 花药打开时间为 8÷45～9÷00。

双翅舞花姜 4月上中旬萌芽, 5月底始花, 6月

进入盛花期,花期 9月底结束,植株 11 月初进入休

眠。每个花序花期 30～60 d,单花花期 24～27 h, 早

晨 4÷30～5÷00开放,花药打开时间为 9÷00～9÷30。

澜沧舞花姜的花果期几乎同步,约为 6～10月,

单个花序的花期可长达 60～90 d。圆锥花序顶生, 具

小花序, 小花序上的花自下而上开放,每天开放 1～

4朵不等。澜沧舞花姜的花具有两型[ 9] ,一种为两性

花,另一种为雄花。两性花花期24～27 h。雄花花期

约为 10 h ( 4÷00～14÷00)。2种花的花瓣每天早晨

3÷00～4÷00打开,早晨 5÷30～6÷00花药开裂。雄花

于 13÷00～14÷00间脱落,而两性花持续到翌日凌晨

4÷00左右才脱落。

3种舞花姜在花打开初期均有花丝与花轴成

45°角上举的特点。毛舞花姜的花 7÷00～7÷30开始

下弯,一天内下弯的程度均有所变化,翌日早晨脱落

时进一步弯成螺旋状。双翅舞花姜的花在 7÷30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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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下弯,与毛舞花姜一样翌日早晨脱落时花进一

步弯曲成螺旋状。澜沧舞花姜花开后在较短时间内

花丝下弯到一定角度便不再有进一步下弯的迹象。

澜沧舞花姜的雄花当天下午 14÷00脱落时保持原来

的形态,雌花翌日早晨脱落也保持前一天的形态。

3种舞花姜的有性繁殖特性有显著差异。首先,

3种舞花姜的 P/ O比存在显著差异,双翅舞花姜的

P/ O 比最高,为 55. 6±8. 9;毛舞花姜、澜沧舞花姜

的 P/ O 比较低, 分别为30. 3±13. 3, 22. 7±7。花粉

活力观察的结果表明, 毛舞花姜的花粉几乎没有活

力 ( > 98%的花粉形态上异常, 以圆形饱满者为参

照, 图 1: A) ,双翅舞花姜的花粉活力很低(图 1: B;

图2: A )。澜沧舞花姜具有雄花两性花同株的性表达

特征, 2种花型在一定时间内均有较高的花粉活力

( > 90%) (图 1: C;图 2: B)。在野外样地中观察的结

果及实验样地中人工自交和异交的结果表明, 毛舞

花姜和双翅舞花姜都不能结实,去除珠芽也不能改

变其不结实的状况。澜沧舞花姜能正常结实, 在野外

的结实率 64. 5±12. 1%( N = 36) ;在植物园栽培地

中进行有性繁育系统检测的结果显示, 澜沧舞花姜

2种自交方式的结实率显著低于 2种异交方式的结

实率,具有自交亲和力低的特点(表 1)。

A.毛舞花姜; B. 双翅舞花姜; C.澜沧舞花姜,示雄花的花粉萌发( A , B, C×200)

A . G . lobba bar thei; B. G . schomburgk ii; C. G . lancagnensis, showing pollen germination o f male flow ers in G .

lancag nensis( A , B, C×200)

图 1　3 种舞花姜的花粉萌发

Fig. 1　T he m icro scopic phot os of po llen germination of thr ee species in Globba

表 1　3 种舞花姜有性繁殖系统比较

T able 1　Sexual systems of thr ee species o f Globba

处理
T reatments

毛舞花姜
Globba bar thei

N
结实率 Seed-set

(结果率 F ruit-set ) %

双翅舞花姜
Globba schomburgk ii

N
结实率 Seed-set

(结果率 Fruit-set ) %

处理
T reatments

澜沧舞花姜
Globba lancanensis

N
结实率 Seed-set

(结果率 F ruit -set ) %

对照 CK > 300 0 > 300 0 123 0

自交
Selfing

不去珠芽
M aintaining

bulbils
235 0 231 0 H+ M -selfing 256 5. 7±6. 1( 17. 2)

去除珠芽
Removing

bulbils
221 0 247 0 H-selfing 192 6. 9±3. 5( 17. 7)

异交
Crossing

不去珠芽
M aintaining

bulbils
173 0 257 0 H-H-crossing 140 42. 8±11. 8 ( 16. 4)

去除珠芽
Removing

bulbils
196 0 224 0 H-M -cro ssing 275 43. 0±12. 7 ( 15. 3)

野外居群结实率
Seed-set in the field

- 0 - 0 64. 5±12. 1( 36)　

　　注: 结实率为平均数±标准差;野外居群结果率括号中的数值表示所统计的果实数。

Notes: Seed-set rat ios w ere means±1 SD; The value in the br acket of fr uit-set rat ios in t he field is t he number of fr uits
obser ved.

148 武 汉 植 物 学 研 究　　 　　　　　　　　　　　　　　　第 22 卷　



图 2　双翅舞花姜(A)和澜沧舞花姜 (B) 花粉萌发率的日变化(数据点为平均值±标准误)

Fig . 2　Po llen germination percentage o f G . s chomburgkii ( A ) and G . lancangensis ( B) in a day ( Bars ar e means±1 SE)

2. 2　无性繁殖特性

3种舞花姜都具有无性繁殖的能力,即以地下

茎进行克隆繁殖及花序上产生珠芽,然而 3 种舞花

姜无性繁殖能力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在同一栽培地

上的一年生的 3种舞花姜萌生株数的比较可见,毛

舞花姜的萌生能力最强,产生 6±1. 15(平均值±标

准差, N = 10)个萌生株, 其次是双翅舞花姜, 产生

2. 98±1. 65( N = 52)个萌生株, 澜沧舞花姜的萌生

能力较弱, 产生 1. 26±1. 98( N = 15)个萌生株。珠

芽产量也具有相同的格局,毛舞花姜、双翅舞花姜、

澜沧舞花姜每花序分别产 16. 46±3. 56、14. 25±

3. 63、2. 24±1. 41个珠芽(表 2)。

表 2　3 种舞花姜无性繁殖系统比较

T able 2　Asexual pr opagation sy st ems o f thr ee species of Globba

项目

Item

毛舞花姜
Globba barthei

N M eans±SD

双翅舞花姜
Globba schomburgk ii

N M eans±SD

澜沧舞花姜
Globba lancanensis

N M eans±SD

萌生株数
Ramet s

6 6±1. 15 a 52 2. 98±1. 65 b 15 1. 26±1. 98 c

每株珠芽数
Bulbils on each inflor escence

60 16. 46±3. 56 a 153 14. 25±3. 63 b 184 2. 24±1. 41c

　　注: 毛舞花姜、双翅舞花姜、澜沧舞花姜均为一年生无性系; 结实率用的是野外样地中的结果;不同的字母表示种间平均

值有显著差异; P≤0. 05。
Notes: G . bar thei, G . schomburgk ii and G . lancanensis ar e one yea r old; T he seed-set ratios wer e the r esults obser v ed at

field sit es; The means among species w ithin panels sharing different letter 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 ent; P≤0. 05.

2. 3　传粉昆虫与花蜜分泌

通过玻片法检测结果显示, 在载玻片上均未检

到 3种舞花姜的花粉,排除了风媒传粉的可能。自然

条件下 3种舞花姜的访花昆虫均为蜂类, 但 3种植

物的拜访昆虫存在差异。在野外样地中,毛舞花姜仅

有排蜂(M egap is dorstata)一种昆虫拜访,排蜂拜访

时,吸蜜及采集花粉;双翅舞花姜的访花昆虫较为多

样, 有排蜂、黄绿彩带蜂 ( N amia strig tata)及木蜂

( Xy locop a sp. ) , 排蜂及木蜂拜访能碰触到花药及

柱头,其中木蜂的拜访不具规律性,即有时一整天不

见前来拜访一次, 而黄绿彩带蜂主要以吸蜜为主;澜

沧舞花姜同时被排蜂及黄绿彩带蜂拜访, 排蜂拜访

能碰触到花药及柱头,而黄绿彩带蜂主要以吸蜜为

主。排蜂体长为 16～18 mm, 喙长为 6 mm。黄绿彩

带蜂体长 11～13 m m, 喙长 4 mm。木蜂体长 17～

20 m m, 喙长约 6 mm (图 3:Ⅰ, Ⅱ)。

3种舞花姜的花冠管长度有显著差异(图3:Ⅰ) ,

毛舞花姜的花冠管最长, 长为 23. 5 mm ; 其次是双

翅舞花姜, 为 16. 0 mm , 澜沧舞花姜的两性花及雄

花的花冠管长分别为 11. 9 mm 和 9. 9 m m。

2种花蜜测定方法所测花蜜分泌量没有显著差

异,毛舞花姜一天内的花蜜分泌量仅达花冠管的3/ 4

处(图 4: B) , 即只有当访花昆虫的喙长超过 6 m m

时, 才能吸取到花蜜, 排蜂的喙长超过这一长度,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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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毛舞花姜; S.双翅舞花姜; L .澜沧舞花姜(两性花) ; M .排蜂; N .黄绿彩带蜂; 误差线

上方不同的字母表示种间平均值有显著差异;数据点为平均值±标准误; P≤0. 05
B. G . bar thei; S. G . schomburgk ii; L . G . lancag nensis( Hermaphrodites) ; M . N amia

str ig tata; N .Megap is dor stata. The means among species w ithin panels sharing
differ ent lett er s ar e significantly differ ent; Bar s ar e means±1 SE; P≤0. 05

图 3　Ⅰ: 3种舞花姜花冠管长与蜜蜂喙长间的比较; Ⅱ: 3种舞花姜花丝长与蜜蜂体长间的比较

Fig. 3　Ⅰ: The comparison of cor o lla tuber length o f three species of Globba and t ough length o f tw o main v isiting
bees; Ⅱ: The comparison of filament length o f three species of Globba and the leng th of body o f tw o main v isit ing bees

拜访双翅舞花姜和澜沧舞花姜的黄绿彩带蜂的喙长

仅 4 mm, 这可能是黄绿彩带蜂不拜访毛舞花姜的

原因。虽然双翅舞花姜花冠管长度为 16. 0 mm ,但

其花蜜分泌量大, 上午 9÷00以后花蜜分泌量溢出花

冠管,对访花昆虫喙的长度没有限制(图 4: A)。

此外, 影响传粉有效性的主要花部性状为花丝

的长度。毛舞花姜的花丝最长,而双翅舞花姜及澜沧

舞花姜的花丝长度差异不大(图 3:Ⅱ)。排蜂的个体

较大,在吸取花蜜时,身体能碰触到 3种舞花姜的花

粉,黄绿彩带蜂个体较小,拜访双翅舞花姜及澜沧舞

花姜时背部无法碰触到花药, 而以吸取花蜜为主。

图 4　双翅舞花姜(A)和毛舞花姜(B)的蜜分泌量日变化(虚线表示花冠管体积,数据点为平均值±标准误)

F ig . 4　The diurnal changes of nectar v olume of G . schomburgk ii ( A ) and G . bar thei ( B)
( T he do t line r epresented t he volume of co ro lla tuber. Bar s are means±1 SE)

3　讨论

3种舞花姜属植物具有不同的繁殖策略, 毛舞

花姜和双翅舞花姜形成了主要以珠芽进行繁殖的特

性,无法进行有性结实, 是 2 个专营克隆繁殖的物

种;澜沧舞花姜为雄花两性花同株的种,且自交亲合

力低,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异交系统。澜沧舞花姜既能

结实产生种子,同时能产生少量珠芽。珠芽繁殖方式

在舞花姜属植物中普遍存在, 但也有些种类如

G . w initii花序上不产珠芽, 主要以有性结实为主

(笔者观察结果)。可见,舞花姜属植物中具有多样的

繁殖系统。无性繁殖能力强的毛舞花姜及双翅舞花

姜在自然条件下和人工授粉条件下均不能结实, 而

能正常结实的澜沧舞花姜的珠芽产量、分株能力均

显著低于毛舞花姜和双翅舞花姜。这和 Grant提到

的具有产珠芽能力的葱属植物( A llium) [ 10]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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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植物有性繁殖的因素可能有很多种,有环

境因素引起的,如高海拔[ 11]、供肥水平[ 12]、密度[ 13, 14]

等;生物因素如:缺乏传粉动物[ 10]等。在众多植物不

育的原因中, 遗传因素往往是最主要的因素之

一
[ 15 ]
。传粉媒介的观察、花蜜分泌量的测定及繁育

系统的检验表明,毛舞花姜及双翅舞花姜并不缺乏

有效的传粉昆虫。人工去除珠芽及人工自交还是异

花授粉,均不能使毛舞花姜产生种子。造成毛舞花姜

及双翅舞花姜不育的主要原因之一可能是由于花粉

没有活力。而引起花粉没有活力的原因尚待进一步

探讨。舞花姜属染色体基数为 16[ 16] ,毛舞花姜和双

翅舞花姜的染色数均为 48[ 16, 17] ,为三倍体。染色体

加倍引起的花粉败育可能是毛舞花姜及双翅舞花姜

不能结实的原因。

通过对西双版纳地区分布的 3种舞花姜属植物

的拜访昆虫的观察,访花昆虫均为蜂类,而非有人猜

测的蝶类
[ 18]

, 与 Sakai等在婆罗洲( Boenean)观察到

舞花姜植物的拜访昆虫为垫蜂类( Amegilla)
[ 4]
也有

所不同。

很多植物都将其花对传粉动物的回报(花蜜)藏

于特殊的花部结构中, 如距( spur ) , 花冠管等,只有

具有特别身体构造的昆虫才能摄取到 [ 19]。达尔文早

期就提出植物的花冠管的长度与传粉动物间具有协

同进化关系
[ 20]
。传粉动物的喙长与花冠管的长度的

关系影响传粉系统专化的重要性得到了很多研究者

的关注[ 20 24]。然而, 具有这些结构的很多植物仍同

时有不同喙长的传粉昆虫前来拜访 [ 25] ,花冠管与喙

长并不形成一一对应关系,而只与是否能吸取到花

蜜有关[ 22]。所研究的 3种舞花姜均具有较长的花冠

管, 3种舞花姜植物的花冠管长均明显比拜访昆虫

喙长,但不同种植物花蜜量分泌存在明显差异, 毛舞

花姜一天内的花蜜分泌量约占花冠管的 3/ 4, 而双

翅舞花姜花蜜的分泌在花药打开前就溢出花冠管。

澜沧舞花姜的花冠比毛舞花姜和双翅舞花姜短,同

时也观察到有花蜜分泌,花冠管可能对 2种蜜蜂没

有形成选择压力。传粉昆虫的种类可能同时受花冠

管及花蜜的分泌量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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