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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芪草属 scirp口sL。 研究(一 )

叶片解剖及分类问题的探讨
泳

詹 明  杨永 昌
(中 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本世纪以来 ,廉草属 (s‘

`″

`”

L.(s· L· ))范围的限定一直颇有争议,存在着细分为
若干属、把 F庇″口和 E″ op乃。/″″ 并人藤草属以及将原属中的 scct.Blysmus提 升为属
的 3种主要观点。作者对我国西北地区的廉草类群进行了叶片解剖、成熟胚形态结构和
花粉形态的研究,并应用数量分类学的方法对其分类等级进行了探讨。本文先报道叶解
剖方面的工作。

通过对叶解剖结构的研究,作者赞同将原属细分的观点,同 意 C.R,Mctcalfc关于叶
形演化的推论,认为该属叶形演化所反映的诸类群演化进程与花序演化所反映的演化进
程相同,并 就 Blysmus的系统位置提出了疑义。

廉草属属莎草科廉草族,我国有40余种,西北地区 16种 ,是一个形态多为变异、分类·
问题颇有争议的大属。自林奈建属(1753)以来 ,该属以花柱基部不膨大、具 6条左右不分
生的下位刚毛、小穗的鳞片呈螺旋状排列(稀 2列排列)及长侧枝聚伞花序或头状、穗状花
序区别于廉草族其它属,并一直被沿用到 19世纪末 (Bcnthcm,G.等 ,1883;Clarkc,C.
B” 1894)。 但本世纪以来 ,很多学者对其范围的限定提出了不同观点,归纳起来有 3种

:

(1)将该属细分为若干小属,主要为苏联学者所采用 (Eropa浼 ,T.B” 1967,06咂Ⅱl】 9IKOB,

几 H.,1963,poxeBIII【 ,P.IO,,1935);(2)基 本保留原范围,仅把其中的 scct.Blyˉ

smus提升为属,这一观点由 A.A.Bcctlc(1944)提 出,以后为《中国植物志》所采用 (唐

进等 1961);(3)T.Koyama(1958)提 出廉草属还应包括羊胡子草属 (E南
P乃o″″)和

芙兰草属(F″御
`),他的这一观点未被第二人接受。在以后的论著中,T.Koyama(1978)

又改变了原有观点,采用了细分的处理。

以往的研究主要是根据外部形态。作者在外部形态观察的基础上,对西北地区的廉

草类群进行了叶解剖结构的研究,提出了一些粗浅的看法,供同行们参考。

一、材料 和 方 法

以该属在西北地区分布的 11个种为参试种 ,代表分布于该地区的 6个组;以 E″oP-

衤本文蒙部本兆先生指导,王 为义同志协助叶牌剖工作,马 察泉先生等,并提出宝贵意见,孙振荣同志冲洗照片,

在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文 lg86年 1月 6日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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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or″ 叨 co仞 o‘″″ NCCs代表 E。op杨 /″仞 属作为对照。(表 1)

研究材料全部取自我所收藏的腊叶标本 ,每种 5份 ,每份标本重复 5次。选取发育良

好的叶片于烧杯中水煮软化,一部分用常规石蜡法制片,番红一固绿染色,观察叶片横切

面结构 ;一部分置于载玻片上,用 单面刀片轻轻刮净上表皮(或下表皮)及叶肉,同时不断

用毛笔蘸水刷去刮下的叶肉,刮时用力要均匀 ,既要刮净叶肉,又不能刮破表皮。刮好的

表皮用5%番红染色、脱水、透明、制成永久片观察叶表皮结构。

表 1 全试种及关所妇女的种

△
·
able l  species exarnilne(l aild.their sectionst)

sectlons specics species

scifpus s, o`J饣,,`'J′‘ 【so1cpis s. ‘r‘
'r‘

,`‘‘

s, ro‘ ‘

`,°
`刀

′氵 s. p:‘ ,”;`“了

S. ‘
`/o多

()``″

``‘

Blysn us

s.2`‘ “g″,钙‘氵‘
`‘

‘

刀. ‘氵″oco`,9pr召 ‘‘
``z)

Baeothryon

s. p`'%)|cri:,,,i‘

Bolboschocnus

s. ‘
`;日

:‘ 召,饣′ z`iop乃 of“
`,,‘

) E.ro,ヵ o‘ ‘‘
`”

schociloplectus

I)参照玻伦凯(1963)和 “中国植物志)第十一卷 Refercncing Dai lunˉ kai(1963)and“ F1· R.P.sin.” Vo1.

l1.

2)该种名根据(中 国植物志》第十一卷 The namc according to“FI.R.P.sin.” Vo1.11.;

3)对照属:Check genus.。

s. f'多‘
`″ 'c″

,0″

``,,`

观 察 结 果

不同组及对照间的叶解剖结构有显著差异,但 scct.sCirpus与 scct.TriChophorum

一致或基本一致 ;同组种间在叶解剖结构上具一致性。(表 2,3)

叶表皮(图 版 1-3) 束上细胞一般较束间细胞小,细胞壁的木质化程度高,具硅质

体 ,但 scct.BacOthryon中 ,这两类细胞的大小形态和壁的木质化程度几乎无差别,s油
`竹

'J“

七仍″话“‘Tang ct Wang中甚至无硅质体存在。硅质细胞一般和束上不含硅质体的细

胞大小一致或基本一致 ,但 scct.Blysmus的 硅质细胞宽度明显缩短而成为
“
短细胞

”
。这

种短细胞在束上区成簇存在。在上表皮 ,硅质体有 3种分布情况:(1)边缘、中央束上区

都有分布(sCct.Bolboschocnus;scct、 sChocnopkctus、 E″o`乃 or″ 彻 ro″ o‘″″ NCCs);(2)主

要分布于边缘束上区 (scct.scirpus、 scct,Trichophorum、 scct.Blysmus); (3)仅分布于

两端束上区 (scct.Isolcpis、 scct.BacOthryon)。 硅质细胞中硅质体的数量一般为 1-4个 ,

在 scct.sChocnoplcctus中可达 6个 ,在 scct.Isolcpis中达 10个 ;其排列方式一般为纵列

的一行,但在 scct.Blysmus中 呈无规则型。 E石o`乃。/仍″ ro″“″″ Nccs中除有纵列一行

外,还有横列一行,对 角线排为一行或三角形排列。scct.Isolcpis和 scct.BacOthryon的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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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体无卫星颗粒 (satclltc),E砌

`乃

or″ ″
'o″

oj“″ Nccs的 硅质体很少有卫星颗粒 ,scc· t

Blysmus的 硅质细胞中一般只有一个硅质体具卫星颗粒,其它类群的硅质细胞中所有硅质

体都具卫星颗粒。scct.Bolboschocnus、 scct.sChocnoplcctus和 scct,Blysmus的卫星颗粒

细小多数 ,scct,sCirpus、 scct.Trichophonlm和 E″o`切r″″ co″ oJ″″ NCCs的卫星颗粒

粗大少数。

束间具有气孔器。上表皮的气孔器有 3种分布形式:(1)所有束间区 (泡状细胞除

外)都有分布 (scct,Bolboschocnus、 scd.schocnoplcctus);(2)边 缘束上区零星分布 (sCct·

scirpus、 scct.Tichophorum、 scct Blysmus和 E″op乃 o,·″仞 Co″ @‘″″ NcCs);(3)无 分布
(scct.Isolcpis、 scct.BacOth” on)。 这 3种分布形式与硅质体在上表皮的 3种分布形式一

一对应。除分布形式上的差别外,各组及对照间在气孔器的大小上也有差别。E”op肪
`·

″″

0o″0“″ Nccs的气孔器最大,scct.Bolbo“ hocnus、 scd.IBacOthryon的比较小,其它类群

的介于二者之间。scct,Bac()thryon的 气孔器宽度大于束间细胞宽度一倍之多,其它类群

中二者宽度几相等或前者稍大。

上表皮中央的束间细胞成为泡状细胞。泡状细胞的明显程度有所不同。scct.Isolcpis、

scCt,Bacothryon无 泡状细胞的分化,E庇
`乃

or″″ co″“″″ NCCs中不明显,其它类群中较

显著。

scCt.Bolboschocnus的 束间细胞常具一种球状的结晶体 ,这种球状体在 scct.sCirpus、

scCt.TiChophorum中 可偶尔出现 ,在其它类群从未发现。

叶缘、叶下表皮中肋处,在 scct.sCirpus、 scct.Trichophorum、 scct.Blysmus和 Eri-

。p切″″ co仞 o‘″″ NcCs中具大刺,其它类群中具小刺或无刺。

仗切面(图版 3、 4) sCct.Bolboschoc● us上下表皮细胞大小相等,其它类群中上表皮

细胞大于下表皮细胞。上表皮中部的泡状细胞在 scct.sCirpos、 scCt.Trthophorum.scct

Bolboschocnus中 为柱状,在 scd.schocnopkctus和 scct,Blysmus中 是等径的。 E″o`杨 -

/“″ ro″ o‘仍〃 NCCs的泡状细胞不明显,scct.Isolcpis、 scct.PacOthryon中无甚分化。

sCCt.sChoCnoplcctus和 scct.B1ysmus上表皮之下具一层下皮层,其它类群中无这一结

构。上表皮两端分布的纤维束一般与其它位置的纤维束体积相同,但 sc“ ,Blysmus中前

者明显大于后者。scct.sCirpus、 scct.Tichop11° rllin中 纤维束外围细胞 (表皮细胞除外)

可具硅质体,其它类群中无。sCct.BaCOthryon、 scct、 Blysmus,E″op乃 o/″
`″

ro″ 0,9‘勿 Nccs

的纤维束可与维管束内鞘相连 ,其它类群中,这两类厚壁细胞不相连。

除 scct.BacOth”on外 ,各类群的叶肉都含有大量单宁。 sCct.Bolboschocnus、 scct.

Isolcpis、 scct,BacOth”on和 E/Jop乃。/`″ ∞〃o‘″〃 NcCs的叶肉在近轴、远轴面呈均等分

布 ;scct· sclrpus与 scct,TriChophorum的 叶肉也是两侧分布,但以近轴面一侧分布较

多;scct· schocnoplcctus、 scct.Isolcpis中 叶肉基本分布于远轴面一侧且数量较少。气腔在

针状叶中 1-3个 ,在 扁形叶中多数。scct,sCirpus、 scct.Trichophorum、 scct,schocnoplc-

ctus的气腔内无残留细胞壁或薄壁细胞,其它类群中气腔不同程度地具这类组织。 scct.

Isolcpis具 3个维管束,其它类群具多数维管束。维管束具两层鞘,scct.sChocnoplcctus、

scCt.Isolcpis的 内鞘细胞无U形栓化加厚,其它类群的内鞘细胞都有这种加厚 (至少在远

轴面一侧的细胞 )。 scct.Isolcpis scct、 ^BacOthryon和 E`· iop乃or″″ c。″o● ″999 NCCs的 外鞘

不延伸 ,其它类群的外鞘延伸形成维管束鞘延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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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叶片表皮结构

iable 2 Epidcfinis structurc of a lcaf l“ adc

硅质细胞
silica cell

性状
Charactcr

硅质体
silica botIy

9忙刂

Prickle

大小等于来上非硅
质细胞

Equal to no-siliCa
cell above strand

在上表皮的分布

L.ocation on adaxial
epidern1is

每一硅质细胞内的数

No,per silica cell

在细胞中的排列

组及对照
scct, and chccl∶

边缘或
argin or`

|/和中央
and ccntral

Arrangemcnt in
silical cell

卫星颗粒

satellites

纵列一行

^ver0cal row

粗大少数
Larger,a fcw

scirpus 大刺
Largtr

是
Yes

I-4

Tnchophomm 同上
Ditt°

同上
Ditto

小刺或无削
smallcr or abscnt

同上
Ditto

同上
Ditto

同上
Ditto

同上
Ditto

从边缘到中央 细小多数
sinaller, Manyn】argin to ccntral

同上
r)itt。

同上
Ditto

多为纵列一行
工)itto, Frcquently

同上
ditt°

Bolboschoenus

schoenoplectus

Isolcpis

同上
Ditt°

同上
IDitto

边缘和中央(或 缺)
Margin and centrai

(or· abscnt)

无刺

^bscnt

同 L
I)itt°

两端束上区分布
two-cnd zoncs
above strands

小刺或无刺
sniallcf or absent

同 L
I)itto

同上
Ditt。

大刺
LaFgef

否,宽度明显缩短
no,shortcf in Width

边缘分布
marg::1

同上
1)itto

是
Yes

边缘或

`iargin of

由
ˉd

和

a
n

央

纵列一行
A vcrtlcal row

无
Abscnt

2-6

2-lo

Bacothryon

Blysn△ us

E″°

'乃

o`‘‘’9:Col″ o‘“,,NCes

】-3或 无
1-3 or abseilt

同上
Ditto

同上
ditto

不规则
irrcgula

细小多数
smallef,many1-4

一
一
°

l
△

u

同

D
i

纵列或横列 一行或
三角彩

vertical or hofizonˉ
无或粗大少数

Absent or larger,^few
tat rov` of

`

\

`

L
〓同

D
i



组及对照
sect. and check

Width of stoinata
apparatus:width of
cell betl″

·een strands

孔器宽:束间细胞

大小(长 ×宽)

'.   size(u)(Icngth× width)

排  列
Arra‘

=gcincnt

无序
Disordcr

边缘少△分布
Marg∶n,a fcw

同上
Ditto

同上
I)i tto

气孔器
stoinata apparatuB

缤表 2

在上表皮 的分布

1,ocation.on adaxial
cpiderrnis

边缘和中央大】分布
MarBin and ceiltral,

manP

scirpu; 1.65

I,63

1.35× 0.85

】.2× 0,8

Bolboschocnus

schoenoplectu:

Isolcpis

!.40 1,0× 0.85

1.1× 0.75

:,2× 0,冫

1.0× 1.o

1.2× 1,o

同上
Ditto

同上
Ditt°

同上
ditto

无
Abscnt

通常有序
L9sualfy order

同上
E)itto

序
娴

无
啪

边缘少】分布
Margln,a few

BI”mu:

·
〓~u
一

 ·

性状
Character

球状体
Balls

与束上细胞相同

,,.束阆细胞  .
CCll bCtW.CCn ttr△1ds

否
No

偶然出现
prcscnt rarely

否
No

同上
E)itto

否
N°

经
prcsent

常出现
frcqucntly

否
No

无

^bscnt

否
No

sa111c as cell above

strands

否
No

否
No

I,39-1.92

】.60

2.lo

1.81

1.59

同上
r)itt。

同上
Ditto

同上
ditto

同上
E)itto

同上
Ditto

召

'`op乃

o`,‘ ″9 ro`刀 o‘‘‘”‘ Nets 1,4× I.8
边缘中央少】分布

Margin and ccntral,
a fcw

\

tJichophorum

Baeothryon

同上
Ditto

相同或基本相同
samc or almost sam



表 0 叶片贫

Tablc 3 The structu rc。￡

性状
Character

近远轴两
侧分布

Locnted on
adaxial

组及对照
sect. aod
chcck

,但近轴一
侧较多

but inorc

&abaxial
sidc

on adaxial
sidt

同上

Ditto

scirpus

Trichophonlin

Bolboschocnus

schocnoplcctus

,两钊均等

Ycs,

syn)inetrical

,仅远轴一
例分布

onty
xialaba si(le·

是

o,atinost on

abaxial sidc

是,两侧均等

yes,

syn】 netrica】

】so1cpis

Bacothryon
同上

Ditto

否,基本在远
轴一侧

Blysnius

Eriop乃 o/'仞
‘0’’o‘ :‘″’ Nees

纤维束
‘bcf文Jand

Hypodernis

下皮层

无

^bscnt

prcsent

同上

Ditto

无

Absent

有
Ⅲ考较大

Forn· ltr

largtr

近相等

Almogt

cqual

同上

Ditto

近相等威
煎若较大

^linost cqualor former
largcr

前者较大

Formcr

Largcr

同上

Ditto

同上

E)i“°

同上

Ditto

同上

Ditto

同上

Ditto

上

 
〓

同
 
D
i

质
胞

表皮
tpidcrmis

与非硅质
大 小

Compa【to△

ccn silic

煎者较小

Forinef

smalicr

柱状

Colurno

同上

Ditto

同上

1)itto

同上

1∶〉itto

同上

E)itto

同上

Ditto

近相够

^1most
cqual

同上

Ditto

前者较小

Foriner

snaa11cr

下表皮细
大小比较

Conipanso。
bctwcea

adaxial ‘‘‘
abaxial ce11

8【 〖lo-ilica
ccll ln sizc

等径

【sodin·

无

^bscnt

等径

【“adiaˉ

不 明显

I:lcons·

plcuous

同上

Ditto

同上

Ditto

上表皮之
prescrlt,

cpidermis

,上表皮之
下 Prcscnt,

under
adaxial
cpiderrnis

有 ,

下
axia1

同上

Ditto

同上

Ditto

同上

Ditto

无

^bsent

无

Absent

near mar81n
on adaxial
cpidefrnis&

同上

Ditt°

Conipaison

其
硅质体

silica

Body

相等

Equa1

同上

DiIto

同上

DItto

同上

Ditto

同上

ditto

前者较大

Foriner

larlgcr

相等

Eq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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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bcto、 `cen

泡状细胞

Bulhlorm

ccll

同上

Ditto

同上

D:tto



切■结构

transvc1‘ C sCC0on of a icaF bladc

Mesophyll

单 宁 位 置

tannin Location

维管束间
有

Prescnt

维管束
vasCular bundIts

数 量

No,

外鞘有延
伸区

C)11ttr shcat1】 .

with

是

无

Abse:lt

^.moilgvascular
bundlcs

同上

Ditto

维管束与上
表皮之间
Bct、 ~· ecn

vascular
buildlcs
d.cp

维管束间

同上

Ditto

Yes

同上

Ditto

同上

Ditto

同上

工9itto

同上

Ditto

同上

Ditto

同上

Ditto

同上

】)itto

同上

Dit【o

同上

Ditto

同上

Ditto

否

No

有

Present

Arnong
VasCular
bundles

数 最

N。 ,

同上

Di

多数

Many

否

No

是

Ycs

有残留细胞壁

`和

薄壁细

with ru

tal  ceIl

aII or`and
11yma

箕  腔
a1rˉ cavlty

同上

Ditto

内销细胞
具硅质体

ccll with

silica body

Vcs

是

否

`o

否
 
N
o

Inner

同上

Dtto

同上

Ditt。

同上

Ditto

同上

1)itto

同上

Ditto

3个
Ycs

是

否

 
№

口 ￡̄orm,not
cd 、;`ith fibcr strand

U△orm&not c

witlt fibeF strands

内销细胞

inncr shtath Cell

多数

卜iany

同上

Ditto

同上

Ditto

同上

E吃tto

同上

D:〖“,

同上

Ditto

同上

Ditto

同上

D:1to

多数

Many

同上

Ditto

同上

Ditto

同上

Ditto

同上

Ditto

同上

Ditto

同上

Ditto

U形栓化加厚,不与纤
维束相连

gubcnzed t thicked

with fiber

U形栓化加厚,与纤
束相连

bcrized and
Uˉform&

1-2个

l-3个

同上

Ditto

同上

0tto

多数

Many

同上

Dito

同上

Ditto

楚

Yes

否

No

同上

Dit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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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叶片u切耐外形、中助和拉0中位工
T·ablc 4 勹

·
hc outline 。f transversc scction 。f a leaf blade, its inidril) and its vasClllar bundlcs 1ocati。 n

中肋

Midrib

维管束位置

LocatioII of vascular bOndlc

佳状
Chafactcrs

组和对照
sCct,&chcck

scirpus

Trichophorum

Bolboschoenus

明  显

Coilspicuou‘

同 上

Ditt°

不 明 显

inconspicuous

上表皮一侧或中都

Near adaxial epidcrmis
or iniddte

E9;。 p乃 orf‘

`”

Co″ off‘ 9‘ Nees

同上

Ditto

中部

卜‘idd1c

同上

工)itto

schoerloiplcctus 下表皮一侧

l`lear abaXial epidcrniis,

Bl ys11)us

Baeothryon

isolcpis

同上

Ditto

下表皮一恻 ,少 中部
Nacr abaxial epidcrmi:,

rarely Iniddle

无

 
№

下表皮一侧

l`】car abaxiat epidcrinis

同上

Ditto

向上

Ditto

0

示 意 图

Diagram

半圆形,上表皮下凹
scinisphcrc 、̌ith rcduced

adax|ial cc)Itcavitl`

条形、平展

Lincar,flat

同上

Ditto

条形,边 缘内卷

Llilcar, illvolutc

条形 ,平 展

Lincaf,nat

同上

r)itto

月 牙 形

Crcsccntiform

外   形

Forin

`ˇ
/

`ˇ
/

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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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横切面的外形、中肋及维管束在叶中的位置如表 4所示。

讨  论

(1)上述性状及性状状态在蔗草属 (s.1.)各类群中十分稳定地出现,可作为良好

的分类性状。如此众多的内部性状在该属内具 2至多种变异式样,反映了该属巨大的杂

合性。 这一结果和传统的外部形态观察所得到的结果相一致。 除 scd.sorpus和 scd.

Tichophorm,间差异很小外,其它各组间都有明显不同,造成了属内叶解剖结构上的杂

合性。参照现行分类中将 ErJ。p杨 r″″作为单独一属的处理,以 E,co″o‘″″ Nccs为对

照,比较各组间的差异,我们认为这些组间的差异已达到了属间间断的水平,因而赞同将

原属细分为若干小属的观点,认为 scct.sorpus和 scct.T0Cllophomm可 共同构成一属,

其它各组都可独立成属。

(2)A,A.Bccdc(1944)曾 将原属中的 scct.Blysmus提 升为属,这主要是注意到

了 Blysmus的 无限型穗状花序与其它类群的有限型花序之间在演化上的较大的间断性。

从叶解剖结构看,scct.Blysmus的 硅质细胞成为特殊的
“
短细胞

”
,在束上区成簇存在,硅

质体在细胞内排列弭序,仅中央一粒具卫星颗粒。这些性状不仅在蔗草属中十分独特,而

且在莎草科已知的叶解剖结构中也从未见过。此外,它的上表皮两端的纤维束大于其它

部位的纤维束,也不同于其它类群,从而佐证了莎草科内有限、无限两类花序来源不同的

假说 ,也对 Blysmus在底草族中的系统位置提出了疑义。
(3)由横切面纬构看出,所有类群的叶片都属异面叶”。在这些异面叶中有十分明显

的气腔,反映了它们的水生起源性,而针状叶(横切面外形为月牙形或半圆形)则使其表面

积缩为最小,是适应旱生的。从分布海拔和生境来看,具这类叶形的 s∝t.1solcpis、 scct.

BacOthryon是 各类群中分布海拔最高、生境最趋干旱的。 因此我们认为这类叶形是适应

干旱而后出的,其它扁平的叶则较原始。C.R.Metcarc(1969)曾 研究过莎草科植物的

叶形演化,提出月牙形或半圆形的异面叶是由扁平异面叶演化而来,并进一步演化为圆柱

状等面叶。我们同意 C.R.Metcarc的 观点。∶

在这一演化过程中,我们认为扁平叶中维管束靠下表皮一侧排列是开始演化的最初

结果。月牙形异面叶、圆形等面叶以及这一演化过程中的其它叶形其维管束总是靠下表

皮一侧排列的。据研究,等面叶叶片的内部结构为维管束靠向表皮的叶柄式结构。我们

推测演化的具体过程可能是扁平异面叶的两半叶片向中肋处收缩,中肋向两侧扩展(从而

使中肋消失)及中肋处近轴面一侧组织膨大,使维管束靠向下表皮一侧排列为一圈,中部

为基本组织区域,达到月牙形或半圆形的叶形及内部结构。这种叶形通过上表皮范围的

缩小而最终成为圆形的叶及叶柄状的内部结构(等面叶)。 scct.Blysmus的 叶多数、基生,

内部的维管束靠下表皮排列,中肋消失,并且分布海拔高,分布区的环境较为干旱,因此有

可能向这方面演化。scct.sChocnopkcms叶 中的维管束虽然也排向下表皮一侧,但它界有

一枚叶片,且生于最上部叶鞘,呈鳞片状。观察莎草科所有具针状叶的类群,再没有发现

这样的类型;观察该组的近缘类群,发现它们的叶是向退化消失方向发展,因此认为 scd.

1)本文使用的异面叶、等面叶的概念是仿 c· R· Metcalfc(1969),以 维管束中木质部、韧皮都与叶近轴面、远抽

面的相对位王来确定的,不同于一般使用的 K· 伊梢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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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cnoplcctus植 物的叶不会向着圆形等面叶演化。

scCt.sCirpus和 scct.TriChophorum的 叶具明显中肋, 维管束位于上下表皮中间或

偏上表皮一侧,从而反映了它们处于叶形演化的原始阶段。 C.R,Mctcalfc(1969)还 认

为扁平具中肋的异面叶还可通过边缘内卷,使两半叶片近轴面各自靠近并最终合并而演

化为具上下两行维管束的
“
假异面叶 (pCsCudodorsivcnoal)” 。据此认为 E″o`乃。

''私
ro〃ˉ

“″移 Nccs的叶形可向这方面演化(图 1)。

退化

Rudimontary

●△
l
l

个
l
l
ˉ

^
l
l

^
t
I
I
I
I
I

^
l
l
l
l
]
I

|

块片状

scaleˉ liko

5
个

I
l
l
l

,f

厂

`

图 1 叶形的演化

Fig. 1  Evolution of thc leaf form

i. sect. scirpus、  sect. Trichophorum、  scct. Bolboschoenus,  2. scct. Blysnius,
3. scct. Baeothryon、  sect. Iζ olcpis;  4. Er;op乃 or```,, ro`″ o‘“,9 NeCs; s. sc ct,

sch.ocnoplcctus,

花序的演化方式如图 2所示。 sCct.sCirpus、 scct.Trich° phorum、 E而p石o/'勿 c。″o~

‘″彻 Nccs为多次复出长侧枚聚伞花序,scct.Bolboschocnus和 scct.sChocnoplcctus为 简i

单或一次复出长侧枝聚伞花序(有时缩为头状),scd,IsolcPis为 1-3小穗的头状花序 ,

scCt.Blysmus为 穗状花序,scct.BaCOthryon为 单生小穗。叶形演化所反映的诸类群演化

进程与花序演化所反映的结果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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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花序的演化

Fig, 2  Evotutioil of infloresccncc

1· 复出长侧佼聚伞花序 compoud anthela; 2.简 单长侧枝聚伞花序 simpk anthcla;

3· 头状花序 nead; 4.稳 状花序 spike, 5,单 生小称 solitary spikc1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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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1Es ON THE GENUs sCrnPI`5L.(s,L.)IN
NORTHˉWESTERN CHINA I,THE ANATo】 MIY OF

LEAF BLADE WITH A DIsCUssION
oF ITS TAXONOlMiY

zhan Ming   Yang Yongchang

〈Ⅳ c'汤″
`‘
rp`″‘o“

`″

‘“J“

`‘

。/刀协′ogy'彳r召

'。

″氵cs|″访c)

since this ccntury,thc prcvious lin1its of thc gcnus sc|/```f L, (s.1.) havc bCCn long dcbatcd

aild thcre arc thrcc maill vie砜 `s: 1)splitti11g thc Original genus into rnany gcncra; 2) cornbining
thc gcncra.Fr彦 召刀口 and .E/J口

`乃

(’ /防″,into thc gcnus; 3) °nly takiIlg scct, Blysn1‘ ‘s out as a gcnus.

Thc authors studics thc anatomy of lcaf bladc, thc nlorphology of n1aturc embryo and pollen of

thc sc|/P消 L. (s,1.) groups in North~Wcstcrn China and survcys thc taxa lcvcl 、vith nuⅡ lcrical

taxOIl()my.  In the prcsent papcr,thc rcsult of lcaF blade anatomy is rcportcd,

Hiaving studied thc anatomy of lcaF bladc of thc gcnus,wc a莒 rCC irl spliting thc gcnus int(》

many genera,conscnt to thc opiniorl of C.R.. Mctcalfc ab· out lcaf for【 l) cv。lutioll, and considcr

that cvcry group cvolutioIl advancc show.cd by lcaf fornl is parallcl to that by inflorcsencc iIo

thc gcnus,and think that thc systcInatic position of Blysmus gr° up in thc scirpcac is doubtf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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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l

Platc I

叶片表皮结构 Epidermis structure of a leaf blade 1.2.7.东 方藤草 sr″ ″̀
“

。/访″
`夕 `订

ohwi, 1.下
表皮 abaxial cpi(lermis(× 100); 2· 上表皮,示束间细胞球状体 adaxial epidermis,showing balts in

the cell betwcen strands(× 5o);7.示 硅质体,卫庭颗粒祖大少数 showing smca b。 dylcs with larger

and a fcw satellites(× 200); 3· 百球麻草 sc:'p“
`。

“乃o`″氵Diets上表皮,示边缘分布的气孔器及

大刺 adaxial epiderm“ ,showing stomata apparatuses and large prickles on thc margin(× 50);

4· 5· 扁秆蔗草 sc″ PI‘ pJ'″
`r:‘

``,9i‘

Fr.sChmidt,4,上表皮 adax1at epidtrmis(× 50); 5·下表皮,示

束间细胞球状体 aba又 1al C” dermis,shoong balls in thc cell betwccn strands(× 200);6· 8· 藤草
s‘:'P“ ′′杨″″/L.6.上表皮 adaxial epidermis(× lO0);8.示硅质体,卫星颗粒细小多数 showing

silica bod1cs with small an(l many satClites(× 200).



图卡 II

Plate II

叶片表皮结构 ll)idermis stiucturt of a leaf bladc 1.2.细 秆燕草 s″ /P`“ 饣
`〃

r″
`了

I¨ ; 1.下

表皮 abaxial epidcrlris(× 50); 2.上 表皮 adaxial tpidermis(X100); 3.4· 6· 矮茄革 Sc″ˉ

p`‘ P“勿″“,Vah1.; 3.上 表皮 adaxial epidermis(X100); 4· 「表皮 aba“ al epidcrmis(×

50);6· 示硅质休,无卫星颗拉 showing silica bodlcs without satellite(× 200);5· 7· 丛毛羊胡

子草 动%p乃 or“锣 ro`,,“ “″ Nees, 5.下 表皮 abaxial epidcrl“ s(× 100), 7· 硅质细胞 sinca

ccll(× lO0); 8· 华扁穗草 B′”
`9,″

Fi″ oro″ prc“ ″‘·rang et Wang硅 质细胞 (短细胞)silica

ccll(short cc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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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3

Platc 3

I镶∷. ∷. ·

罅,‘

】-4.叶 片表皮结构 △p∶ dcrni“ tructure of a lcaf blatk; 1.丛 毛羊胡子草 F″ op肠″
``, ro9,`0-

sI`9’’NCCs上 表皮 ,示 大刺 ada“ al ep∶ dermis,showing large prtkle(× 50); 2-4.华 扁穗草

B`” ,,,``“ |″“o`,·p路“
`‘

】ang et Wang, 2.上表皮,示边缘分布的气孔器 adaxial epiderinis,

showing stomata appafatu丈 s on thC margin(× 50); 3· 下表皮.abax1al epidermis(× 50);

4· 上表皮 ,示 大il adaxial ep∶ dermk,showing large prickle(× 50);5.6· 叶片横切面结构 thc

struCture of tfanierse seCtion。 [a lcaf blark;5.扁 秆蘼享 sr″ pijs pz'″ k`″
`,,订

Fr.schmklt.

(× 20()); 6· 馋扁穗草 刀′”
`,,″

‘‘
`″

o∞
`,`p/d0‘

·leng et Wang(×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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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4

Platc 4

|∷
∷∷∷甄∷;∷∷∷⋯

叶片横切面结构 ]△ c syucture of tran” e‘e seC0on of a teaf btadc; 1.矮

蕈草 s‘ ·
`p〃

‘ρ̀̀
′

’·″″l Vald.(× 2(")); 2.5,百 球廉常 sc0p″‘ ro‘砀o/功
`Diels(× 400,× 200);3.丛 毛羊胡子草 E`汤 p乃 or“ ,,· co`,’ 0‘“

`,’

Nees(× 200);

4· 细杆燕草 sc”·p″‘饣沏‘“阝【..(× 200); 6.水 葱 s″
`·

p“f扌〃拓/″ 夕矽
`,,o″

沏″|

Cme1.(× 2on).ad~adaxial,ab_abaxia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