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獐牙菜属植物花部维管束解剖学研究
×

薛春迎 何廷农 刘建全

(中 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西宁,8m∞ 1)

摘   要

对獐牙菜属植物花部维管束的解剖学性状研究,发现该属植物花部维管束中仅花萼维管

束存在组与组之间的差异,其他花部维管束性状基本一致。花冠维管束、雄蕊维管束、心皮维

管束均为基本型;花萼维管束主要有两类 ,即基本型和减化型。在所研究的类群中,仅异花组

和戒獐牙菜组植物的花萼维管束为减化型,其他各组均为基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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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子植物花的形态学 ,历来是植物分类学家与系统学家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花的

形态学和解剖学性状是区分高级分类群和建立被子植物分类系统的重要依据。在花部解

剖中,维管系统的研究占突出地位 ,这是由于普遍接受
“
维管系统是保守的

”
这一观点 ,期

望通过花的维管系统的研究来揭示在外形上业已消失的进化上的变化(Puri,1951),并 为

被子植物的系统学研究获得更多的资料(Eames,1929;Wilkin义)n,1948)。 龙胆科花部维

管束解剖研究对探讨属级及属下分类群的亲缘关系和系统发育有一定的价值(W∞d∞n,

1936;Li!ldsey,1938,1940;Copal et a1.△ 962;陈世龙 ,20()())。 本文对龙胆科獐牙菜属 8

组植物(何廷农 ,1994)的 花部维管束系统进行了观察 ,欲寻找有意义的花部维管束性状 ,

为进一步探讨獐牙菜属的系统关系和属下亲缘关系提供资料。

材料和方法

供试材料及产地见表 1。 凭证标本均存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标本馆

(FIWP)。 解剖观察用的材料 ,用 F凡《冰醋酸 :酒精 =1:3)固定 24~48小 时后转人

70%乙醇中保存。爱氏苏木精整体染色。常规石蜡法切片,切片厚度 5~12umo中 性树

胶封片。ol叩lpus BH-2型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并照相。

头 本工作受到国内地区访问进掺计划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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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供试材料的来源及产地

Tablc 1 
·
rhc。rigin of the nutenals exan△ led

分类群

Taxo1】

凭证标本

Vouchcr

何廷农 Ho Tingl⒑ Ilg 784

薛替迎 Xue Chuny△ ng 98001

薛春迎 Xue Chuny△ng 98∞2

刘建全 Liu J⒙nq1nn 323

Kcrl et a1. 9789

sect.R呕∝a折皱组

s.tu`如 脾 夕肥 华北獐牙菜

sect.swertia獐牙菜组

s.c/y加脔″do红直獐牙菜

sect.∞hel⒙ 多枝纽

s.∫助″cnd幽·涩抱茎獐牙菜

sect.spinesl关m腿 刺种组

s 夕″‘
'o|y。

助 狭叶獐牙菜

奂ct.Frasera密花组

s “‘”“
`(,义

隙ct.PLtvnm⒓ 宽丝组

s御 &sft·
`:s毛

獠牙菜

隙ct.Kmgdon-Wardia蔽 獐牙菜组

s 池臼沏盥 藏獐牙菜

sect.Heteranth癸 异花组

s

观 察 结 果

1,花萼维管束

从花梗开始的连续横切片可观察到花萼维管束首先从花柄维管柱中分出,分别来源

于花萼迹 ,花萼迹的数目与花基数相同(图版 I-1~2;图版Ⅱ-1~2;图版Ⅲ-1-2;图版Ⅳ-

1~2)。 花萼维管束的发育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异花组的四数獐牙菜 S.r幽叼功抑 和藏

獐牙菜组的藏獐牙菜 S.m⒄冫20“z,花萼迹从花柄维管束中分出后 ,其中不相邻的 2个花

萼迹各自分化形成 3条花萼维管束 ,而另 2个花萼迹各自分化为 1条花萼维管束 ,藏獐牙

菜 S.叼 ce″凼 所剩的最后 1个花萼迹分化为 2条花萼维管束(图版 I一 1~2)。

另一类是除以 L两组外的其他各组植物 ,它们的共同点是每个花萼迹分化形成 2边

束和 1中 束,共 计 3条花萼维管束,但 在此后的发育却出现差异:抱茎獐牙菜 S,

`幽
c乃e腕″么不再分化,即每个花萼迹最终分化形成 3条花萼维管束(图版Ⅲ-1~3);而

华北獐牙菜 s.u..n`助 ″gz〃 ″口,红直獐牙菜 S.er、￠
`l`omcr口

和毛獐牙菜S.p汤吖@5中的每

个花萼迹分化形成 2边束和 1中束 ,共计 3条花萼维管束后,2边束又一分为二 ,形成 2

条维管束,这样 ,每个花萼迹最终分化形成 5条花萼维管束(图版Ⅱ-1~3);S.彦功
'Jos口

每

个花萼迹分化为 3条维管束后 ,来 自相邻花萼迹的 2边束融合 ,后又分离(图版Ⅳ-1-3),

狭叶獐牙菜 S.口刀名″s″y。

`z‘

z每个花萼迹分化为 3条维管束后 ,只有来自两个相间花萼迹

的 3条维管束中的 2边束又一分为二,最终形成 5条维管束 ,而另 2个花萼迹则保持 3条

维管束不再分化。

地点和海拔

ur'Ⅱity and altitude

青海玛沁 Maqin Qinmai,35o0m

青海平安 Ping· an Qingl`ai,25∞m

青海西宁 X讯ng Qinglai,2300m

厶南大理 Dali Yunnan,2900m

Twissalmam,Saddle betwecr Cane

PcRk&BLck,ˇ 1°untain

厶南丽江 Lijian Yunn‘u,3200m

西藏聂拉木 Nielmlu X z洫g,35(Xm

青海门源 Mmyuar Qingl△ ai,32()()m

9()

刘建全 Liu J汕quan 207

刘建全 Liu Jianqum 92

薛春迎 X哎 Chunmg,93(X)6



2.花冠维管束

当花萼筒与子房柄分离时,花冠迹才出现 ,花冠迹的数目与花基数一样 ,每个花冠迹

均分化形成 3条花冠维管束后 ,便不再分化(图版 1-4~7;图 版Ⅲ 4̄-7;图版Ⅳ-4~6),

如 :抱茎獐牙菜 S./冫口″法劭口″@、 s.矽汤z‘ Jo5曰 ,藏獐牙菜 S.砌叼,aos口 ,四数獐牙菜 s.

勿”亻泫抑或每个花冠迹分化出的两条边束又一分为二形成 2条花冠维管束(图版Ⅱ-5),

这样 ,每个花冠迹便形成 5条花冠维管束(图版Ⅱ-6)。

3.雄蕊维管束

雄蕊迹最后从维管柱中分出,每个雄蕊迹分别形成 1条雄蕊维管束(图版 I-4~8;图

版Ⅱ-4~6;图版Ⅲ-5~8;图版Ⅳ-6~7)。 在花冠筒与子房柄分离时 ,雄蕊维管束进人与花

冠简合生的花丝中。

4,心皮维管束

子房为 2心皮,1室。每心皮具 3条维管束 ,即 1条背维管束和 2条腹维管束。在子

房柄中背维管束稍比腹维管束早分出,而腹维管束在很短的距离内就分开成为 2条腹维

管束(图版 I-7;图版Ⅱ-7~8;图版Ⅲ-7;图版Ⅳ-8)。 这样 ,背腹维管束在到达子房之前就

已分开。

讨  论

1.獐牙菜属花部维管束解剖学性状组合

表 2 拜牙菜曰植物花部解剖学性状比较

Table 2 
·
rl)e fl。 ral ana“ ,nlic co1△ plri′人)n of sttP″氵″in廷;entianaceae

状件 折皱组 獠牙菜组 多校组 刺种组 密花组 宽丝组 ;按獐 牙莱组  异花组

Rugσ a swenia C〉 phelia sir戚⒌ rn变 ra natynem^ Killgdα 1ˉ
 HCtCrantk举

crlllna                       WardiR

Characlcr

花基数 Rmm“uσ 咖 ″ms‰ ¤̀、  5
花冠迹 No,of petal traces       5

花冠维管束 No.of petal bundes    25

花萼迹 卜b.d seml traces        5

花弯维t束 0n茁 ter d sepal u.r俐 .es

数目Number            25

类型 Tvpe·             -

雄蕊迹 No.of staInen traCes       5

雄蕊维管束 No.of stamen bund6    5

心皮迹 Character of car1)el trace

背维管束 No.of dor翊 ∝md bundles  1

腹维管束 No.of ventral car碑 l b1:澜l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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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中可以看出,獐牙菜属中肉根组、大花组、热带山地组等组的花维管束发育解

剖学资料还很缺乏 ,但能看出有一系列性状组合是獐牙菜属植物所共有的:花 5(4)数 ,轮

状排列 ;花萼和花冠维管束分别来源于 5(4)个花萼迹和花冠迹 ;每个花冠迹分化形成 3

个花冠维管束 ,后不再分裂或又二歧分支形成 5条维管束 ,这样花冠简中共有 15(12)条

或 25(20)条花冠维管束 ;雄蕊维管束分别来源于 5(4)个雄蕊迹 ;最终形成 5(4)条维管束

进人花丝中;子房 2心皮 1室 ,每心皮具 3条维管束 ,即 1条背维管束和 2条腹维管束。

2,獐牙菜属花部维管束解剖学性状差异

獐牙菜属植物花部维管束性状中主要是花萼维管束存在差异,如 :折皱组、獐牙菜组、

多校组、宽丝组每个花萼迹分化形成 3条花萼维管束 ,每边束又一分为二 ,形成 5条维管

束或不再分裂 ,没有发生减化现象;密花组每个花萼迹分化形成 3条花萼维管束 ,相邻两

边束并合后又分裂 ,刺种组每个花萼迹分化形成 3条花萼维管束,仅相对的2个花萼迹形

成的边束又一分为二 ,形成 5条维管束 ,而另 2个花萼迹形成 3条维管束后不再分化 ;藏

獐牙菜组和异花组 ,花萼迹部分分化形成 3条花萼维管束 ,部分分化形成 2条或直接形成

1条花萼维管束 ,发生减化现象。

3.獐牙菜属花部维管束的类型

Puh(1951)提 出了被子植物花部维管束的基本解剖结构 ,即每个花萼、花瓣和雄蕊的

维管束均来源于单个维管束迹 ,但在花萼和花瓣中,维管束迹均分为 3束 ,而在雄蕊中不

分离 ,直接形成雄蕊维管束。每 1心皮首先出现 1条背维管束 ,随即 2条腹维管束也出

现。被子植物的花在这种基本类型的基础上 ,花部维管束发生融合、分离等各种分化。从

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獐牙菜属植物花部维管束中花冠维管束、雄蕊维管束和心皮维管束

基本一致 ,符合 Pun的解释 ,因 此均为基本型。而花苓维管束的发生存在差异 ,根据花萼

维管束的发生方式 ,獐牙菜属植物花萼维管束可能有两种类型 :

I.基本型  每个花萼迹均分化形成 3条花萼维管束 ,在此基础上又发生分离、融

合等现象。基本型又可分为 2种 :

(1)来 自1个花萼迹的 3条花萼维管束又 2级分化为 5条维管束 ,或不再分化 ,如折

皱组 ,獐牙菜组 ,多枝组 ,宽丝组。

(2)每个花萼迹均分化为 3条花萼维管束后相邻边束并合 ,如密花组 ;或每个花萼迹

均分化为 3条花萼维管束后 ,而只有部分行 2级分化形成 5条维管束 ,如刺种组 ,我们姑

且称之为变型。

Ⅱ.减化型  花萼迹中有的分化为 3条维管束 ,有的分化形成 2条或 1条维管束 ,

如藏獐牙菜组和异花组。

许多学者认为维管束的并合或减化是较进化的特征(梁汉兴 ,1986;Davis,1966;

Eames,1961;Pu武 1951;Li:】dsey,1940),根 据这一观点 ,我们推断獐牙莱属花萼维管束

演化趋势为 :基本型
一

减化型。

4.猝牙来曰花部维曹束的系统学意义

异花组植株基部具许多纤细小枝 ,主茎上的顶花较小枝上的花大 2~3倍 ,呈 明显的
·92·



异型,因此 ,是一高度特化的组 ;藏獐牙菜组的花有明显的花萼筒和花冠筒,花丝下部增

大,联合成短筒等衍征 ,是獐牙莱属中演化程度最高的组 (何廷农 ,1994),另 外 ,异花组和

藏獐牙菜组花冠基部近轴面均着生凸起的蜜腺 ,在獐牙菜属中是一种进化的蜜腺性状。

从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 ,二组具有演化程度高的减化型花萼维管束类型,因此 ,从花部维

管束的角度进一步验证了它们在獐牙菜属中的系统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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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FLORAL VAsCULAR ANATOMY OF smERTIA L,
(Gentia1Inceae)

Xue Chunying He Tingnong Liu Jianquan
(Northwst Platenu Institutc of Biol吃 y,the Chine赞 Acad四△y oft艾 iences.Xining,81(X)()1)

Abstract

The v扯 cular autαny of the nower。 f elght species in the genl△s.suFrr:口 llas kFn studigi.In all species

of s狄∷
`zc tllc petak are on0traoe organs,thc single trace d1说

des to threeα le medlan and mo laterals,thc

latcrals bundcs nuy dlvldc in funhcr in their respective lobes or not.The stamnal traces that are onc-trace

organs diverge onc for eElch starllen.The ovary has slx bundes,the t、 o do喂 l buildles and fc壮 r ventral

bundleq.The sepals are啜 entia11y ongtrace org灬 .They!my reccive thrce traces,one mcdlan and bvo

laterals.Exccpti()nally in s.zerroprcrα  a11d s.” 口y″vm,the trace for each of no adjacent divides into three,

thc other two traces don’ t divide at all,and(s.moc777()s)the last n‘ ‘y divid6 into two.

Key wcrds:sttF″ uL.;FIoral vascular;Anatα】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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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l

lO  .
^^

K,花夸迹 ;C,花瓣迹 ;A.雄蕊迹;s,花△维管束 ;P,花冠维管束 ;G,雄蕊维眢束 ;D,心皮背维管束;v,心
皮胶缑管束

田版 I 藏”牙菜花都解剖
1-11花基部连续横切面 1花萼迹分为 3束 。2.另 1花萼迹分为 2束 ,2.每个花苒迹分为 1束。3.花冠迹分出 .

4.雄蕊迹分出。5.每个花冠迹分化出 3条花冠维管束。6.lO条花萼维管束和 15条花冠维瞀束。7.心皮维管
束分出。8,花横切面。9-11.花夸及花冠横切,(1~4× 40.8,5-8× 27.2,9-11× 204)

K,sepal trace C,Petal trace A,staInen trace s,sepal b1ndlc P,petal bundle C,staIncn btuld怡 D.1、rsal四产1

bundle V,Ventrai carpel bundlc
phte I Fl。 ral肛 uton△ y of s. 石nc田″o;唿 :                ~

1~ll successive oonsccu0Ve of the base of the nower:(1~4x40.8,5~8× 27.2,9~11×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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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Ⅱ

囡版 II 华北拜牙来的花部解钿

1~9花基邯连续按切面 1 花夸迹分出,每条花玎迹分为 3束 .2.两边束又一分为二。3,2花冠迹分出。4,每

个花冠迹分化为 3条花冠维管束 ,雄蕊迹出现。5~6花冠维管束的两边束又一分为二。7~8.心皮背波束分出。

9.花有及花冠横切面。(1~6,8× 40.8;7× tO2;9x204)

Plate II noral anatmv of s,Itn`彡 2.7:抄臼留 :

1~90况.℃αluve tra】 △s∝t¤ ls of the base ofthe nowσ :(1-6,8× 40.8;7× lO2;9×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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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Ⅱ

2

曰版Ⅲ 招茎△牙来的花都臼“

1~9花基部连续横切面 1花苓迹分出。2.每条花萼迹分为 3束。3.15条花萼维眢束。4.花冠迹分出。5.每

个花冠迹分化为 3条花冠维管束.6.15条花冠维管束 ,雄蕊迹出现。7-8.心皮背胶束分出。9.花苓及花冠梭

切面。(1~7× 40.8;8× 27.2;9× 2(k)

Pate III Floral anatσ ny of s.J涩″d:41c昭 :

l~9(bmecutivc tra够 。etlαls of the base of the nower;(1~7× 40.8;8× 27.2;9x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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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版 IV s.mW“口的花都解剖

1花萼迹。2每个花苓迹分化为 3束 .3.两边束融合。4.花忍迹出现。5.每个花心迹均分为 3束。6雄蕊迹

出现。7.雄蕊维管束。8.背腹束分出.9花冠横切面。(1~7× 40.8;8× 27.2;9x204)

Phte IV noral anntcnly of s.Jit犭 ″Jo盟 :

1~9 Colsecutive trallsctl()n‘ ,d the base d tk n。wer(1~7x40.8;8× 27.2;9×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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