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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蕊草属 系统位置的研究
‘

蔡联炳

一

〔摘 要 叶片表皮
、

叶片横切 面
、

花粉和淀粉拉的微观特征
,

对青藏 高原的

特有类群三蕊草属 的 系统位笠进行 了探讨
。

结果表 明
,

三蕊草

吻 在止述 徽观性状上与毛蕊草 冲 血

差距最小
,

与冠毛草 认 加 姐 差

距次之
,

与宝兴野青茅 刀缨 和 拂子茅 。
钻 妙 差距最大 三蕊草属的 系统位五应处于毛蕊草所隶的燕

麦族 中 在系统演化上
,

燕 麦族是最原始的 类群
,

它可 能 直接或 间接地派

生 了针茅族 和 剪股颖族
。

关键词 三蕊草属 叶 片表皮 叶 片横切 面 花粉 淀粉拉 系统位五

三蕊草属 是青藏高原的特有属
,

现知仅含三蕊草 之 州

种
,

为禾本科中的单种属
。

该属是我国著名禾草学家耿以礼教授于 年在华盛顿科学院

杂志 上发表的新属
,

并在 年出版的 中国主要植物 图说一禾

本科 上详细地论述了新属名的来源以及与近缘类群间的亲缘关系川
。

指出三蕊草属之外

秤深 裂
,

裂片间具膝曲扭转之芒
,

基盘微小钝圆而具短毛等性状与冠毛草属

相似
,

但冠毛草属中的冠毛草 加 曾被 氏归于拂子

茅属 。 中
,

且微小无毛之 延 伸小穗轴可见 于拂子茅 妙
之小穗中

,

印度志记载的 , 和 ’花 , 等种之外俘

亦全部生有柔毛
,

故本新属亦可为广义拂子茅属之 组 又本新属之外俘深裂及其裂片间具

有膝曲长芒之一性质
,

与原产于西康之宝兴野青茅 缨
“ ’ ’

亦颇有些相似
,

但其颖片常具 脉 一 脉 而非 一 脉
,

又与燕麦族 尤以与该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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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蕊草属 ‘ 之小穗含 花者最为相似
。

然而
,

从上述三蕊草属的近亲类群来

看
,

冠毛草属是隶于针茅族
,

野青茅属 及明“ 和拂子茅属 皆隶于剪股颖

族
,

毛蕊草属却隶于燕麦族 〔’,

〕,

这种近亲类群的族级相跨则进一步反映了三蕊

草属是个系统位置难于确定的属
。

事实上
,

尽管耿氏当时仍把三蕊草属置于剪股颖族下的

股颖亚族 弋 中
,

可到了 年郭本兆等则又着重强调外俘 裂片
,

花具 鳞被
,

花药较短
、

卵圆形
,

雌蕊具 枚花柱的性状而姑且将它列入针茅族图
。

所以
,

究竟三蕊草属

应归何族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疑题
。

为此
,

本文在前人外部形态研究的基础上
,

试图通过叶

片解剖
、

花粉扫描以及淀粉粒形态等特征的相互比较
,

对三蕊草属系统位置的确认提供新的

证据
。

材料和方法

按照耿 以札教授提供的三蕊草属近亲类群的信息
,

本文特选择了毛蕊草属 中的毛蕊草
、

冠毛草属 中的冠毛草
、

野青茅属中的宝兴野青茅
、

拂子茅属中的拂子茅以及三蕊草属中的三

蕊草作为参试种
。

这些参试种除三蕊草是核心对照种外
,

其它各个种皆代表不同的族参与

核心种的比较
,

从而确定其三蕊草属应归附的族范围和这些族间系统发育的相互关系
。

所有实验材料均取 自于蜡叶标本
,

共 份
,

其中叶片表皮耗用 份
,

叶片横切面耗用

份
,

花粉扫描耗用 份
,

淀粉粒耗用 份
。

叶片表皮和横切面的解剖材料仅取旗叶下第

一叶片的中间部段
,

分别按常规的徒手刮削法和石蜡包埋法进行操作
,

只是在操作前材料需

经开水浸泡软化处理
。

花粉材料预前一律施行酒精浸泡发胀
,

待花粉恢复到正常状态后
,

再

固定
、

凉干
、

喷涂金属膜电镜观察
。

淀粉粒材料采用研钵磨粉法
,

即在每份材料中仅取 粒

饱满种子
,

待干燥后研磨成份
,

然后置于 蒸馏水 中搅拌均匀
,

再用固定吸管取 滴于载

玻片上进行形态
、

计数测定
。

由于实验材料是在蜡制植物的不同部位上获取
,

所以一些标本

可以单独同时提供 一 类材料
,

提供 类材料的标本多见于叶表皮的供给或某些淀粉粒的

选用
。

下面为节省叙述起见
,

特将提供 类以上材料的凭证标本加以名录

三蕊草
。 人 舒

青海兴海 郭本兆 叶表皮
、

叶横切
、

花粉

青海天峻 郭本兆等 一 叶表皮
、

叶横切

西藏改则 郎楷永 叶表皮
、

淀粉粒

青海河南 周立华等 叶表皮
、

淀粉粒

毛蕊草 ‘、
耐

四川红原 采集人不详 叶表皮
、

叶横切
、

花粉

青海久治 藏药队 叶表皮
、

叶横切

青海久治 果洛队 叶表皮
、

淀粉粒

冠毛草 人 , ￡
加 加 入

青海都兰 杜庆 叶表皮
、

叶横切
、

花粉

青海尖扎 刘 尚武等 叶表皮
、

叶横切

青海西宁 丁经业等 “ 叶表皮
、

淀粉粒

宝兴野青茅 。侧尸“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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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雅安 植 万学生 叶表皮
、

叶横切
、

花粉

四川沪定 采集人不详 叶表皮
、

叶横切
、

淀粉粒

拂子茅 山
新疆玛纳斯 关克俭 叶表皮

、

叶横切
、

花粉

西藏米林 青藏补点组 叶表皮
、

叶横切

河北赤城 采集人不详 叶表皮
、

淀粉粒

观察结果

实验观察了上述 个参试类群的叶片表皮
、

叶片横切面
、

花粉和胚乳淀粉粒
,

得知这

个类群在微观形态上不仅具有共性
,

而且更重要的还具有各自不同的个性 图版
, , 。

其中
,

叶表皮上的个性着重实施在叶片的远轴面上
,

主要由组成表皮的长细胞
、

短细胞
、

气孔

器和刺毛形态
、

数量及分布式样的变化来实现的 叶片横切面上的个性差异主要体现在叶片

的中肋上
,

尤以中肋维管束鞘的形态 、大小
、

韧皮部的形状以及鞘外厚壁细胞的层数最为明

显
,

其次横切面上泡状细胞层的厚薄也格外引人注 目 花粉在各个类群间的差异主要反映在

花粉大小和外壁纹饰上
,

但花粉萌发孔的口径及孔缘宽度也表现较为明显 而淀粉粒在各个

类群间的差异显示较少
,

仅在数量和大小上有较为清晰的间断
。

所以
,

整个实验类群的微观

性状差可粗略列于表
,

以供对照
。

讨 论

在外部形态上
,

三蕊草属的系统位置之所以难于作出决断
,

其主要原因在于三蕊草的性

状在不同族属间发生了交叉
。

但这种交叉在微观性状上并非同等出现
,

因为微观性受外界

环境因子的干扰较小
,

能更深刻地反映类群间的差异及其亲缘
,

在多数情况下是对宏观分析

的补充和完善
。

所以下面为探讨三蕊草属的系统位置
,

单就 个方面的微观证据进行推论
。

叶片表皮特征

从表 列出的三蕊草与邻近属的几个种的叶片远轴面特征来看
,

虽然三蕊草与各个代

表种的叶片表皮均存在差异
,

但就每个对比种 指三蕊草单独与各个代表种的对应 而言
,

其

差距并非均等
,

其间有的差距很大
,

有的差距又较小
。

就拿长细胞的长度来说
,

与三蕊草长

度 拜 接近的数是毛蕊草的长 拜 ,

其次是冠毛草的长 料
,

而宝兴野青茅和拂子

茅的长都在 拌 以上
,

相距三蕊草更远 再从短细胞数量和分布来看
,

三蕊草同毛蕊草的

情况基本一致
,

脉上脉间普遍分布孪生或单生的短细胞
,

而到了冠毛草则短细胞仅于脉上普

遍
、

且一般单生
,

最后到宝兴野青茅和拂子茅则短细胞变得极微稀少甚至缺如 若再从附属

物刺毛来讲
,

三蕊草也和毛蕊草或冠毛草非常接近
,

只是三蕊草的脉间偶尔还有刺存在
,

可

到了宝兴野青茅或拂子茅
,

则脉间不但刺生普遍
,

而且还普遍出现钩
。

所以这就看出
,

在叶

表皮结构上无论是表皮细胞还是表皮附属物
,

是数量性状还是非数量性状
,

三蕊草皆与毛蕊

草相近
,

与冠毛草相距较远
,

而与宝兴野青茅和拂子茅差距最远
。

然则在分类类别上
,

毛蕊

草所隶的属群归于燕麦族
,

冠毛草所隶的属群归于针茅族
,

宝兴野青茅和拂子茅分隶的属群

归于剪股颖族
,

因而三蕊草的 自附属群归于燕麦族是合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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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蕊草及其近缘种的一些微观性状比较

阳

狱狱狱
远 轴 面 叶 表 皮皮 叶 片 横 切 面面

‘

长长长细胞胞 短细胞胞 气孔器器 刺 毛毛 中肋 维 管 束束 中肋 维 管 束束

刀 鞘形态态 鞘 最 宽 直 径径

三三蕊草草 平 均 长 约约 脉 上 脉 间间 无或偶尔尔 仅刺
,

脉上上 近菱形形 约 拜拜

拜 ,

壁壁 普遍
,

孪 生生生 」

厚厚厚
,

弯曲曲 或单生生生 曰曰曰曰

遍遍遍遍遍遍
,

脉 间稀稀稀稀

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

毛毛蕊草草 平 均 长 约约 脉 上 脉 间间 无或偶尔尔 仅刺
,

脉上上 近菱形形 约 拜拜

浏 产 ,

壁壁 普遍 孪 生生生 普遍
,

脉 间间间间

厚厚厚
、

弯曲曲 或单生生生 通常无无无无

冠冠毛草草 平 均 长 约约 脉 上 普遍
,,

长 约 拜 ,,

仅刺
,

脉 上上 近菱形形 约 拌拌

卯 严
,

壁 一一 脉 间稀 少 脉 间 一 普遍
,

脉 间间间间

般般般较 薄
,

平平 一般单生生 列列 通常无无无无

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

宝宝兴野青茅茅 平 均 长 约约 无或偶尔尔 无或偶尔尔 刺 和 钩 普普 近圆形形 约 产产

拌 ,

壁壁壁壁 遍
,

脉 上 为为为为

厚厚厚
,

微 弯 或或或或 刺
,

脉 间 主主主主

平平平直直直直 要 为钩钩钩钩

拂拂子茅茅 平 均 长 约约 无或偶尔尔 长 约 拌 ,,

刺 和 钩 普普 近圆形形 约 拜拜

拜
,

壁壁壁 脉 间 一 遍
,

脉上 为为为为

厚厚厚
、

微 弯或或或 列列 刺
,

脉 间主主主主

平平平直直直直 要为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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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叶 片 横 切 面面 花 粉粉 淀粉粒粒
‘

中中 肋 韧 皮皮 鞘 外 厚 壁壁 泡 状 细 胞胞 大大 外 壁壁 萌 发 孔孔 孔 缘 宽宽 数 量量 平 均 直直

部部 形 态态 细 胞 层 数数 层层 小 改改 纹饰饰 直 径径 度 径

一 鲍
一 吧

〔〔二

圆圆形形 一 层层 薄薄 一一 庆 状状 一一 一一 多多 拌拌

拌拌 小 突突 料料 拜拜拜拜

起起起起起起 分分分分分分

散散散散散散 排排排排排排

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

圆圆形形 一 层层 薄薄 一一 虎 状状 一一 一一 多多 拌拌

拌拌 小 突突 产产 严严严严

起起起起起起 分分分分分分

散散散散散散 排排排排排排

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

圆圆形形 一 层层 薄薄 一一 沈 状状 一一 一一 较小小 拌拌

拜拜 小 突突 产产 产产产产

起起起起起起 集集集集集集

成成成成成成 块块块块块块

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

近近新月形形 一 层层 厚厚 一一 虎 状状 一一 一一 少少 拌拌

拌拌 小 突突 拜拜 拜拜拜拜

起起起起起起 集集集集集集

成成成成成成 粗粗粗粗粗粗

块块块块块块状状状状状状

近近新月形形 一 层层 厚厚 一一 疵 状状 一一 一一 偶尔尔 拌拌

拌拌 小 突突 拌拌 严严严严

起起起起起起 集

成成成成成成 细细细细细细

块块块块块块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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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横切面特征

在叶片横切面上
,

三蕊草与各近缘属的各个代表种间的差距仍然不等
,

而且这种不等的

差距 比之前面叶表皮差距来显得更为清晰
,

即亦或是定量性状 如 中肋 维管束鞘的最宽直

径 也 比叶表皮的定量性状格外分 明
。

但似觉奇怪 的是
,

三蕊草与各代表种间的亲缘远近也

与叶表皮特征呈现的结果完全一致
,

即三蕊草与毛蕊草关系最近
,

与定兴野青茅和拂子茅关

系最远
,

而冠毛草关系居中
。

因为对照表 列出的性状可以看出
,

三蕊草与毛蕊草的性状基

本完全相同
,

冠毛草却在中肋维管束鞘最宽直径和鞘外厚壁细胞层数两项数量性状上增加

了相异
,

而宝兴野青茅和拂子茅基本无一项类同之处
。

这说明
,

三蕊草在叶片横切面上的结

构是属于毛蕊草型的
,

在系统位置上也理应划入毛蕊草隶属的燕麦族中
。

花粉特征

三蕊草与近缘属各代表种间的亲缘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体现在花粉形 态上
,

其中花

粉大小和花粉外壁纹饰则是两个最为明显的特征
。

从表 罗列的性状状态来看
,

花粉体积

最大的是三蕊草
,

直径为 一 拜 我国学者应俊生
,

张玉龙测定的本属花粉体积更大
,

可

达 拼 圈
,

其外壁疵状小突起呈分散排布 而与此特征相近的种却是毛蕊草
,

其花粉直

径为 一 拼 ,

且外壁优状小突起也呈分散排布 冠毛草
、

宝兴野青茅和拂子茅的花粉体

积 已见明显减小
,

一般直径处于 一 拼 之间
,

且外壁虎状小突起不再分散排布
,

而是 一

多个相互集聚形成块状
。

但其间宝兴野青茅的块体显粗
,

拂子茅的块体显细
,

冠毛草在花粉

体积上相对显小
。

另外
,

花粉萌发孔处的特征也是不可忽视的
。

譬如花粉孔的 口 径和孔缘

的宽度展示在三蕊草和毛蕊草上的数值是 比较一致的
,

而冠毛草中却明显出现 了孔径增大
、

孔缘变窄
,

在宝兴野青茅和拂子茅 中孔径
、

孔缘 皆有不 同程度 的减小
。

可见
,

三蕊草与毛蕊

草关 系密切
、

与冠毛草乃 至宝兴野青茅和拂子茅关 系相对疏远
,

在类别上隶于燕麦族的事

实
,

从花粉形态上也得到了印证
。

淀粉粒特征

淀粉粒在对三蕊草系统位 置的探讨 中
,

虽然明显的差异特征不多
,

但显示在数量和大小

上的性状却是 比较突出的
。

正如表 明示的结果
,

淀粉粒在三蕊草和毛蕊草类群中数量居

多
,

在冠毛草中数量偏少
,

在宝兴野青茅和拂子茅中数量稀少或偶 尔存在
。

在大小上
,

即使

三蕊草和毛蕊草的淀粉粒不是最大
,

可它俩在颗粒的平均直径上其数值是 比较接近的
,

两者

仅相差 胖
,

相应淀粉粒最大 的冠 毛草其平均直径为 拼
,

与淀粉粒次大的三蕊草相

比
,

其差额却有 “ 宝兴野青 茅和拂子茅的淀粉粒不仅数量稀少
,

而且体积也较小
,

尤

其拂子茅偶尔出现的淀粉粒平均 直径小到 拼
,

使得光镜照 片难于显现
,

图版 中也缺如

该种
。

所以很明显
,

从淀粉粒上反映的特征也又一次揭示了三蕊草属的系统位置
,

即三蕊草

属归入燕麦族是无疑的
。

总之
,

上述微观性状对三蕊草属系统位置的探讨
,

所得的结果是完全一致的
。

这一结果

在宏观上既否定了将三蕊草属放入剪股颖族的作法
,

也排除了将它划入针茅族的异议
,

同时

也肯定了当年耿以礼教授列 出的小穗颖 片常具 脉而与燕麦族之毛蕊草相似的性状的价

值
。

事实上
,

有关三蕊草属置于燕麦族中的意见
,

世界上早有学者作了这一处理阁
,

并直接

将三蕊草属划归到了燕麦族下的假 扁芒草属 尸‘￡“ 心‘ ’ 中
。

但作者

认为该属列于燕麦族下是合适的
,

可与假扁芒草属合并却有不妥之处
。

因为假扁芒草属的

小穗多花
,

颖通常 脉
,

外秤上部无毛
,

花药较长
,

子房密被长柔毛
,

叶舌长大
、

近于披针形等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期 蔡联炳 三蕊草属 ‘ ’ 系统位置的研究

性状闭是与三蕊草属有本质差异的
。

当然
,

若把三蕊草属置于燕麦族中
,

那么燕麦族与近缘的针茅族
、

剪股颖族的系统关 系

又怎样呢 对此
,

微观性状也能作出一定的回答
。

例如在表 列出的性状中
,

表皮长细胞的

拉长
,

短细胞的消失
,

钩的出现 横切面上维管束的增粗
,

厚壁组织的加厚 花粉体积的减小
,

外壁突起的集聚 此为不同属间小穗小花简缩异变所致 以及淀粉粒含量的减少等在先前学

者的研究和本文作者过去的推证圈 中
,

皆认为是与类群系统发育相并行的演化性状
。

如是

这样
,

则上述 族中燕麦族应是最原始的类群
,

针茅族演化次之
,

剪股颖族系统位置最高 燕

麦族可能直接派生了针茅族
,

并在此基础上又可能间接产生了剪股颖族
。

不过
,

这仅是部分

微观性状单方面的粗略分析
,

其真实度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

商榷
。

,

,

卯
,

一

一 雌
,

“ 夕沁才
, 。

户仍几
,

块 , 于“
山

, 。

之 夕 叔 唱 一

, 之 卿

加
, 之

‘

卯
,

入 心 眼
,

,

仁

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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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版 说 明

图版 一 叶片远轴面表皮光学显徽镜照 片 均为 一 叶片横切面光学显徽锐照 片
、 、 , 、

一 。 一
、 、

三蕊草 八 ”目 七月 、 、

毛蕊草 冲 勿 内
夕艺 , 凡 ‘ 价

、 、

冠毛草 加户

加到铂
、

定兴野青茅 二。

咖 泊 坛
、

娜子茅 峪心州山 。

图版 一 叶片横切面光学显徽镜照片 均为 一巧 花粉电镜扫描照片 倍数见图片比例尺
。 、

宝兴

姗青茅 “州日”“ , 、

佛子茅 邸叱洲仍
、 、

三蕊草 月 ” 、

毛蕊草

认助 卿
、 、

冠毛草 加户加脚四翔 卜

图版 口 一 花粉电镜扫描照片 倍数见图片比例尺 一 淀粉位光学显徽镜照片 均为
。 、 、 、

宝兴野青茅 杯二 , 廊 址
、 、

拂子茅 劝勿痴 , 、

三蕊草 月 ￡阳口 毛蕊

草 二认冲叼抽 哪
、

冠毛草 扣郊帅彻间 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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