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珍稀植物蛛网萼是东亚特有的一种单种属植物，其主要在
中国与日本呈现间断式分布。我国仅存的蛛网萼大多存在于华东
地区，比如，浙江、江西、安徽、福建等省份。蛛网萼的耐阴湿
能力较强，喜溪涧、阴湿裸岩或岩洞口，因此其一般生长在海
拔 800 ～ 1800m的山谷水旁林下或者是山坡石旁灌丛中。其小
枝为灰褐色，几乎无毛，一般呈现披针形与椭圆形，其的先端形
状一般为尾状向尖状过渡，基部叶柄两侧一般会稍下延形成狭楔
形，边缘有粗锯齿或小齿，叶柄则为扁平状态，一般不会开较多
的花，萼片呈现阔卵形，中部以下合生，形成三角形或四角形轮
廓，孕性花萼为筒陀螺状态，花瓣更厚一些，通常保持卵形，先
端略尖，花丝比较短，花药则近圆形，子房呈下位，花柱细长。
蛛网萼属于绣球花科，更是被列入了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的范
围，可以说具有非常高的观赏、科学以及生态价值。

相关调查表明，蛛网萼林下的实生苗十分稀缺，这就导致该
植物种群面临着严重的更新问题。对于植物的繁衍生息来说，大
部分植物主要依赖于有性繁殖来实现后代的繁衍延续，蛛网萼也
不例外。其产生后代需要依据种子，种子可以说是蛛网萼进行有
性繁殖不可或缺的器官之一，然而在种子的幼苗阶段，非常容易
遭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得其生长环境遭受威胁，无法健
康正常的生长发育。因此，对种子的萌发产生恶劣的影响，从而
使得植物种群新个体的产生遭到巨大的阻碍，在很大程度上破坏
了种群的稳定性与生态环境的稳定性。研究员柴胜丰与将运生曾
经针对濒危植物合柱金莲木的种子萌发特性做出一系列的研究，
其研究结果指出，种子萌发的速较慢、种子萌发不整齐、种子对
于温度的要求范围较小，且其生长非常缓慢，这些因素都是造成
植物在自然中繁殖困难的重点原因。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外界环
境因素对于种子萌发所产生的影响会为植物的均衡分布与正常繁
殖造成严重阻碍。因此，为了能够促进蛛网萼的自然繁殖，并为
现存的零星做出有效地保护，就必须要明确蛛网萼的种子萌发特
性，从而明确掌握蛛网萼幼苗存活的条件，不断提升其成活率，
为植物及生态保护提供有效助力。

一、蛛网萼的种子形态及萌发特性分析
以下通过对蛛网萼种子进行模拟实验来研究其的种子形态与

萌发特性分析：
（一）材料
随机选择自然干燥、成熟饱满的蛛网萼种子。
（二）实验设计
1．赤霉素浸泡。分别建立赤霉素溶液浓度为 100、200、

300、500、1000mg/L的五个处理组，将种子放置其中浸泡，时间
为 24 小时，浸泡完毕后对其重复进行冲洗及酒精消毒处理，处
理次数保持 3 次即可。完毕后将其放置在培养皿的 3 层湿润滤纸
上，数量均为 200 粒，然后转移到气候箱中培养，气候箱需保持
25℃恒温光照，此后与未处理的种子做对照。

2．不同水温浸泡。采取 20℃、25℃、30℃、35℃的温水进
行 24 小时浸种，要注意，当水温自然降低后，12 个小时为周期
需要进行一次换水，不浸泡的种子作为对照组，其也需要在气候
箱子中进行培养，条件为温度 23℃，相对湿度 90%。

3．冷藏处理。将新采集的种子进行不同时间段的冷藏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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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冷藏温度为 4℃，时间分别为 1 个月，3 个月，6 个月。选取
200 粒种子，设定 3 个重复的处理，此后将其放置培养温度保持
在 22℃～ 25℃的培养皿中，以 3 天为一个周期记录其的萌发情
况，萌发标准为胚根 1mm。

（三）数据处理
针对各处理间产生的相关数据可以采用SPSS14.0 软件进行差

异显著性检验。
（四）结果分析
1．种子形态分析。蛛网萼呈现蒴果果实形态，形状为圆柱

钟，其在干燥状态呈现紫红色，顶部会相应出现孔裂，果实的规
格约长 6 ～ 8mm，宽 3 ～ 5mm ；蛛网萼种子较为细小，其形态
为纺锤状，种子表面附有不规则条纹，种子整体为深褐色，且种
子两端存在短翅，当种子处于未成熟阶段，其的颜色一般为透明
色，在成熟的过程中实现向褐色转变。在这一阶段，种子两端的
断翅并不明显，不容易观察到，当其发展到接近成熟或完全成熟
的阶段，种子则会完全变化为深褐色，两端的短翅也会显现。

蛛网萼种子的基本结构是由种皮与种仁组成，种皮有两层，
外种皮表面存在条纹，有翅结构，颜色为深褐色，其质地较硬，
能够对种子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水分的渗
透，内种皮则呈现白色肉质形态，萌发后会长出胚根，子叶呈现
小型绿色形态，其可以向种胚输送发育所需的水分。

2．种子萌发特性分析。第一，不同的赤霉素浓度对于种子
的萌发会在发芽率与发芽时间以及发芽势都产生一定的影响（见
图 1），从时间角度出发，1000mg/L浓度赤霉素浸泡过的种子，其
的萌发时间相较出现提前，且发芽率与发芽势也与其他状态的种
子产生明显差别，其在 9 天后开始萌发，500mg/L的种子萌发时间
也较早，表现为 11 天，当培养至 9 ～ 26 天之后，则出现种子萌
发峰值，萌发率最终可以判定为 12.5%和 7.0%，萌发率较低。

图 1  不同的赤霉素浓度处理后种子的萌发情况

第二，种子通过不同水温浸泡，也会对其的萌发时间，发芽
率与发芽势产生影响（见图 2），从时间角度出发，30℃水温浸泡
过的种子发芽时间提前，从发芽率角度来看，25℃水温浸泡过的
种子发芽率最高，但存在发芽率低且发芽不整齐的问题。各组温
度浸泡过的种子与对照组对比，其的发芽势没有明显差别，整体
发芽率较低。

图 2  不同水温浸泡处理后种子的萌发情况



第三，不同的冷藏条件处理过的种子依然能够萌发，这就表
明蛛网萼种子不存在休眠状况，由图 3 可知，冷藏周期为 1 个月
的种子与未经过冷藏处理的种子萌发率较高，冷藏周期 3 个月的
种子萌发率约为 7.3%，六个月冷藏处理的萌发率则为 4.5%。

图 3  冷藏处理后种子萌发状况

二、结束语
综上所述可以得知，赤霉素能够有效提升种子的活性，水分

与温度对种子萌发有着重要的影响，冷藏则可以使种皮软化，有
效避免种子进入休眠期，但这一系列因素也较为片面且基础，相
关人员需要不断深入研究，从而为保护蛛网萼，促进生态自然的
发展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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