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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三种茄科植物种子微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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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扫描电镜对青藏高原地区3种茄科重要药用植物马尿泡 (Przewalskia tangutica)、曼陀罗 (Datu— 

ra stramonium)和山莨菪 (An od tanguticus)18个 自然居群的种子微形态进行了观察。种子的种皮纹饰在 

3个不同的物种之间具有显著的差异，可以分为4种类型。与山莨菪和马尿泡在植株、花、叶等形态差异 

较大不同，种子大小、颜色、形状及表面纹饰等在两个物种间非常相似，说明与曼陀罗属相比，山莨菪属 

和马尿泡属间可能具有较近的亲缘关系。结果说明种子微形态这一稳定的性状可以作为青藏高原茄科这 3 

个属间的分类依据，具有重要的系统学意义，但是分类决策必须要包括形态学、细胞学、孢粉学、分子生 

物学等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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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eed micromorphology of 1 8 natural populations of three important medicinal plants：Przewalskia tanguti— 

ca，Datura stramonium and Anisodus tanguticus，representing three genera of Solanaceae on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was observed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SEM)in order to evaluate this character for use in system— 

atic analysis．Ornamentation of seed surface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e three species，and can be divid— 

ed into four types．P tangutica is very different from A．tanguticus on plant．flower and leaf morphology．However． 

the two species show high similarity on seed size，color，shape and surface ornamentation compared with D．stramo— 

nium．A plausible explanation for the result is that Przewalskia L．and Anisodus L．have closer phylogenetic relation— 

ships than Datura L．In addition，there is nearly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seed micro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me species from different localities．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seed miero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could 

be an evidence for classification among the 3 genus in Solanaceae on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and shows impor·- 

tant systematic significance，but taxonomic decisions must be made with a full suite of morphological，cytological， 

palynological，molecular and other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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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科Solanaceae包含约95属2 300余种，是一个广布于温带及热带地区的中等大科，南美洲是其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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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分布中心 (Hunziker，2001)。中国约有 20属 

101种，全国普遍分布，但不同地区植物的分布 

有所不同 (由继红，1990；李江陵和陈善墉， 

1992；Zhang等，1994；张月莹，2007)。本科植物 

具有重要的经济和药用价值。马尿泡 Przewalskia 

tangutica为茄科马尿泡属Przewalskia L．多年生草 

本植物，又名唐古特马尿泡、矮蓖若等，为我国 

特有珍稀濒危物种，生于海拔3400～5 100I13的多 

石裸地，分布于青海、甘肃、四川和西藏；独特 

的高原生态环境赋予了其特有的化学成分，具有 

很高的药用价值 (Zhang等，1994)。曼陀罗Datu- 

ra stramonium是茄科曼陀罗属 Datura L．一年生草 

本植物，生于海拔2000—2500 1TI的荒地、田埂等 

处，是血管疾病方面的重要药用植物，在我国各 

省区均有分布，由于生长环境的差异，种内形态 

变异显著 (Zhang等，1994)。山莨菪 An~odus 

tanguticus隶属于茄科山莨菪属4n 0d L．，多年 

生草本，生于海拔 2 300～4 150 m的田边、山谷、 

山坡等地，分布于青海、甘肃、云南、西藏等地， 

是特产于青藏高原地区的中草药。这三个物种作 

为重要的药用植物资源，都是所在属在青海省分 

布的唯一植物，是茄科植物在青藏高原地区重要 

的代表性物种 (何廷农，1996)。 

与植物的其他器官相比，种子由于其整个发育 

过程相对封闭而受环境影响较小，具有很大的稳定 

性，种子形态学已成为分类学的一个重要依据，大 

量的研究已证实了其在不同分类阶元上都具有重要 

的分类学意义 (陈世龙和何廷农，2002；陈旭波等， 

2010；陈明忠等，2011；庞海龙等，2012)。茄科天 

仙子亚族根据种皮细胞特征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研究认为这一特征可能是天仙子亚族在分类学和 

系统学上的重要性状，但是这一结论尚需要在形 

态学和分子生物学等方面的研究来证实 (Zhang 

等，2005)。本研究选取这三个物种利用扫描电 

镜对种子形态和种皮微形态进行观察，了解其在 

种内和种间的差异，探讨它们在分类学上意义， 

从而为青藏高原茄科植物的分类提供新的依据。 

1 材料方法 

野外采集马尿泡、曼陀罗和山莨菪成熟、饱满的种 

子，自然干燥。实验材料来源及凭证标本信息见表 1。 

凭证标本存放于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藏高 

原生物标本馆 (HNWP)，种子存放于中国西南野生生 

物种质资源库。 

选取成熟、饱满的种子用酒精清洗，超声波震荡以 

去除种子表面的杂质。将其贴于带有双面胶的样品台 

上，用Et本 JEE-420型真空镀膜仪喷金镀膜后在 日本 

JSM一5610LV型低真空扫描 电子显微镜下进行观察并拍 

照。本文所用的种子形态和种皮表面微形态术语参考刘 

长江等 (2004)的描述。 

2 结果 

马尿泡和山莨菪种子表皮纹饰基本相似，均 

为网状纹饰，由网脊和网眼组成，网脊的粗细和 

是否具有表面附属物在不同类群之间存在差别， 

分为以下三种类型，类型 I：网状纹饰，网脊细， 

明显凸起，被细丝，网眼不规则，大小不一致； 

类型II：网状纹饰，网脊粗，明显凸起，被细丝， 

网眼不规则，大小不一致；类型 III：网状纹饰， 

网脊粗，明显凸起，表面光滑，网眼不规则，大 

小不一致。曼陀罗的种皮表面纹饰与前两者不同， 

种皮表面孔穴状，表面具小型长条形至近圆形凹 

穴，等深 (类型IV)。所观察的3个物种 18个 自 

然居群的种子微形态特征见表 1和图 1，2。 

3 讨论 

本研究利用扫描电镜对3种来自不同属的茄 

科植物的种皮纹饰进行观察，观察结果表明，种 

皮纹饰在物种间的变异式样丰富，在种内则较为 

稳定。曼陀罗种子种皮纹饰与另外两个物种的差 

异较大，为IV型，且4个居群间种皮纹饰一致。 

三个物种中，只有山莨菪种子微形态在居群间出 

现差异，分为类型II和类型III两种不同的种皮 

纹饰特征。山莨菪和马尿泡的种皮纹饰较为相 

似，仅仅在网脊粗细及其附属物方面有差异，这 

也说明了种子的形态特征与一般的形态变异并不 

完全对应。山莨菪和马尿泡在其他方面的形态差 

异相当明显，但是种子大小、颜色、形状及表面 

纹饰非常相近 (何廷农 ，1996)。从种子特征可 

以看出，在所观察的3个属之问，山莨菪属和马 

尿泡属问具有较近的亲缘关系。但是这一结论尚 

需要进一步的形态学、细胞学、孢粉学、分子证 

据等方面的研究来证实。 

种皮纹饰在这个 3个属之间的明显差异，说 

明种子微形态可以作为茄科各属之间的一个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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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所有采集地均来自青海省。 Note：1’}le locality is in Qinghai Province 

依据。茄科在青海省共有 10属，其中有 8个属 

都仅有单一物种在本省有分布，说明种子微形态 

这一稳定的性状甚至可以作为青海省茄科植物种 

的分类依据，但是这需要对其中两个包含多个物 

种的属 (枸杞属 Lycium L．和茄属 Solanum L．) 

的进一步研究来证实。而种皮纹饰在3个物种之 

间的差异与相似性的表现，说明其也可以作为属 

或属以下分类单元系统发育分析的一个重要证据， 

加以形态学、细胞学、孢粉学、分子生物学等证 

据，可以更好地呈现属或种间的系统发育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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