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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蔗草属的研究

III.系统分类

詹  明  杨永 昌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通过叶片解剖和成熟胚及花粉形态的研究 (詹明等,1987),我们同意前人将蔗草

属 (s‘‘r`绡 L.,sCnsu lato)细 分为若干小属的观点,认为西北地区廉草属的下列各

纟且., 目即 sect. Bolboschocnus、  scct. schocnoplcctus、  scct. Isolcpis、  sect. BacOthryon 和

scct.Blysmus应 分为不同的属,sCct.T血 hophorum和 sed.s山pus并 可 归 成 一 属。

本文就此做了系统分类 ,并用数量分类学方法对分类结果做了验证。

系 统 分 类

属 1 藤草属;莞属(台湾植物志)

5cfrp:● sL.(sp.P1,Cd., 1,47.1753;idcm,Gcn.P1,cd,5,26,1754) cmcnd,

T. ICoyaina in Hui-lin Li, F1. 
·
I·aiwan 5: 203, 1978-△·

rˉ c乃。

`乃

口
`笏

″ Pers, synops.

P1, 1:69, 1805, p, p,-sr氵 rp″s scct. Ⅳ(9`刀 oc乃 o/氵‘ Bcurl, in Notis. P1, Ind. C)cc, 13.

1825;A,A.Bcctle in Amer,Journ.Bot.31.263,1944-sr″
`″

‘sCct· rr″乃op乃。r￠仞

(PCrs,)Dar1· in F1, Ccstr,ed,3:40. 1853; A,A.Bcctlc,1.c,264;T.Koyama in

JourI1,Fac.sci.Univ,Tokyo(Bot,)7(6):294· 1958;中 国植物志 11:11.1961-

sc′ /`仿‘ sCct, E仍 sc`rp叨 ‘ .Aschcrs. in ∶F1. Brand, 1: 751, 1864; Bcnth. et· IIook. f. Gcn.

P1.3:1051.1883-sr氵 /P仍‘subgcn.E“‘汀r`″ ,Pax in EIlg1,ct Prantl,Nat.Pflanzen~

fan1.2(2):112,1887-s‘ ,'`仍‘s Cct.sC″ p″‘;T,Koyama,1,c,292;中 国植 物志

11 :9. 1961-sc0rp″ o subgcn. sr`rp‘
`f; Egorova in Grubov, 

∶P1, .A.siac Ccntr. 3: 16,

1967,

由于没有确定正式的模式 ,Tr″记,op′9or仍″ 类群范围的限定颇为不一。根据 PCrs。 on

的原描述 ,它不仅包括具单生小穗的 s功

`″

‘c引 p0Jo‘仍‘L,类群 ,也包括具大型聚伞花序

和良好发育叶片的 sc`r`饬‘J″s切″″‘
`s ohwi类

群。但在作为 s油

`泌

属下的一个组时 ,

Trichophorum类群的范围只限于 s访

`″

‘J泌切″刀J” ohwi类群,这一范围一直被北美

本文 1986年 8月 23日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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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学者所沿用。而在此之前,K.H,E,Koch曾将其限定在 sc″

``′

cc‘‘p氵

`0‘

″了L.类
群的范围内,这成为以后欧洲分类学者所采用的观点。此后,Koch又将 E″ oP记’。

'″
仞 包

括在内。

匍匐根状茎存在或缺,秆散生或丛生。秆生叶与基生叶兼有。长侧枝聚伞花序多次

复出;苞片叶状。小穗小,具多数花。刚毛 6或较少,较坚果长或等长,具倒刺或少数顺

刺。坚果长约 0,6毫米。胚陀螺状 ,长约 0.18毫 米,宽约 0.15毫 米,胚根侧生,胚芽基生,

子叶鞘不显著增大。花粉粒长约 28微米。

叶表皮具大刺。硅质细胞较束间细胞小,上表皮的中央部分存在较少,大 小与束上无

硅质体的细胞近相同;硅质体 1-4个 ,纵列一行,卫星颗粒粗大少数。气孔器排列无序 ,

上表皮仅叶缘稍有分布。束间细胞稀有球状物体。 叶横切面外形扁平,上表皮细胞大于

下表皮细胞 ,无下皮层,纤维束可具硅质体,不与维管束内鞘相连。叶肉近轴、远轴二侧都
有分布 ,近轴一侧较多,具有单宁。气腔多数 ,位于维管束间,无残留细胞壁或薄壁细胞。

维管束多数,位于上下表皮中间或偏上表皮一侧,内鞘细胞具有 U形栓化加厚,具有维管

束鞘延伸区。泡状细胞柱状。中肋明显。

模式种:s功p” ‘,`″″J锣‘L.(我 国不产)                  ∶

我国有 7种 ,西北地区 4种。

1· 东方麋草(东北植物检索表)

sicfrpos orfenf‘ urfs O.hwi in Act. Phyt。 tax, ct Gcobot. 1: 76. 1932; Egor° va in

Grub。 v,P1,Asiac Ccnt.3:16.1967,东 北草本植物志 11:8.p1.3,f,1-4,1967;
秦 岭 植 物 志 1(1):198.f.157.1976— sc丿rp″‘‘

`″

″rc弼 L,v ar.″ ″/`彬 o历助 方 R』·

in Tcnt,F1,Ussur, 161,1816;T,Koyama in J。 urn.Fac. sci. u niv, Tokyo(Bot,)

7(6):346,1958;中 国植物志 11:9.p1.2,f,7-1o,1961— sr″P″‘‘y′″勿′′彬‘a uct.

non, L.: MaxiIn. in Ind. F1. Pckin. 478. 1858.

生于山坡阴湿处、水边、沼泽等地。产于我国陕西、甘肃 ,分 布于东北各省、内蒙古、河

北、山西、山东。苏联远东、蒙古、朝鲜、日本也有。

山西:五台,关克俭、陈艺林 01262;沁县 ,关克俭、陈艺林 810。 北京:怀柔 ,北京综

考队 250。 陕西:凤县 ,傅坤俊 12447、 12687;青峰山,赵师忭 125。 甘肃 ,舟曲,郭本兆
5125。

2· 华东厣草(中 国植物志 )

scfrp” △″ 耐z口己。ensfo Makio in Bot.Mag.Tokyo 18:119.1904; 中国植物 志
11:11.p1.3.f.6-1o.1961;东 北 草 本 植 物 志 11:8.p1.76,1976;秦 岭 植 物 志
1(1):199.f.158.1976_s./历 r卸。氵

`召

‘ Maxim.v ar.`夕
`仍

夕刀″‘ Komarov, F1.Mansh.

1;341,19o1;T.Koyama in Journ,Fac.sci,Univ,Tokyo 7(6):337,1958,

生于山坡阴湿处 ,山沟水旁。产于我国陕西、甘肃 ,分布于东北各省、河南、江苏。朝
鲜、日本也有。

陕西:蓝田,罗 生辉 740;丹凤 ,陕西野生植物调查队 382;留 坝 ,西北植物所标本号
284228。 甘肃:康县,张志英 16475、 16778。 湖北:房县,邢吉庆 17632。

3· 茸球蕉草(中 国植物志 )

s‘:irpos r口 s△。nensfs C)hwi in Act, Phytotax.ct C.cobot, 7: 134. 1938— sc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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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膨

'′

氵仞‘Beetle in Amer.Joum.Bot.33:662.1946;中 国植 物 志 11:12.p1.3.

f,1-5.1961;东北草本植物志 11:9.p|4.1976-s汤
`”

切
'砌

‘Micbx.subsp.

锣丿
'乃

饬/″F (Bocklcr) T,Koya如 .a var. J留‘乃
'″`”

呼‘ (ohwi) T, Koyam.a in Journ. Fac.

sci.Univ.Tokyo(Bot,)7(6):341,1958-sc`r`够 ‘″″印扔‘Michx.subsp,″f幽″r舀9

(B。cklcr)T.Koyama var.弼初 仿″‘ (Beetlc)T.Koya111a,1.c.342——— s″r`” ″Jo`切ˇ

r锣勿 a uct. no11 加压ichx.: 加王iq, In ∶Alln~ R压us. Bot. Lugd.-Batav. 2: 143. 1865; C. B.

Clarkc in Hook. f. F1. Brit,.India 6:661. 1893.            ,.

生于沼泽地、水边及潮湿草地。产于我国甘肃 ,分布于东北各省、山西、山东、河南、江

苏、安徽、浙江、湖北、江西、贵州、四川、云南。苏联远东、朝鲜、日本及印度也有。

.甘 肃 :地名不详,兰州大学武康调查队 1641。 四川:峨嵋山,T.T.Wang.23588.
4.百球藤萁(中 国植物志 )

scfrpus ros硝0rraff Diels in Bot.Jahrb.29:228.1900;中 国植物志 11:13.p1.

4上 9-13.1961;秦 岭植物志 1(1):199.f.159,1976-sorp″ ‘品氵″c溺F aud.non

sfunro: Diels 1, c, 228,

生于山沟、山坡阴湿处及河滩、林下。产于我国陕西、甘肃,分布于浙江、湖北、福建、

广东、四川、云南和西藏。

甘肃:康县,王丽 104。 四川:城口,戴天伦 100405、 100247、 105024。 西藏:墨脱 ,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西藏考查队 (以下简称西藏队)1698。

s.油″滋‘ohwi和 s.他仍o'历J Dicls在叶横切面上稍有不同,前者维管束内鞘

无硅质体 ,纤维束仅中肋处有硅质体 ,后者的维管束内鞘和所有的纤维束都具有建质体。

属 2 三棱草属(东北植物检索表);云林莞草属 (台湾植物志)

B。r3。sc△。en‘IB(Aschers.)Palla in Hal△ er und Wohfahrt,Koch’ s syn.DFutsch·

F1.Auf1.3(2):2531. 1907; Roshevitz in Komarov, F1.URss 3:55. 1935; Egorova

in Grubov, P1. A~siac Ccntr. 3: 19. 1967; 
·
I′ . K.oyaina in iHui-1】n Li, F1, △

.aiwan 5:

206. 1978-R.Frg'/刃  c)piz, sczna∶【l, 83, 1852, n oln. illeglt.— sc,rp″o scct. BoJ多 o

夕c乃 o`″ z`‘  A.sChcr. in F1, Prov, Brandcrlb. 1: 753, 1864; Bcctlc in A.ill c r. Journ. Bot,

29:82.1942; T.Koyama in J。 urn. Fac.sci.Univ.Tokyo(Bot.)7(6):288. 1958;

中 国 植 物 志 11:7.1961-s0`p仍 ‘ scct.Ragcr口 (opiz.)BCCtlC,1,c.31:264.1944.

具匍匐根状茎,顶端膨大为球状块茎。秆散生,具多数秆生叶。苞片叶状;顶生长侧

枝聚伞花序短缩,常具有较少辐射枝。小穗大 ,具多数花。鳞片顶端具缺刻状撕裂并有一

芒;下位刚毛 6条或较少,针状,为小坚果的一半长或稍多 ,具倒刺;雄蕊 3。 果实较大。胚

蘑菇形 ,长约 0,9毫米 ,宽约 0.7毫米 ,胚根侧生,突起,胚芽基生,子叶鞘显著增大且不对

称。花粉粒长约 52微米。

叶表皮具小刺或无刺。硅质细胞较束间细胞小,与束间非硅质细胞大小近相同,在上

表皮的大部分束上区都有存在;硅质体每细胞 1-4个 ,纵列一行,具细小多数的卫星颗

粒。气孔器排列无序,上表皮的所有束间区都有分布。束间细胞具有球状物体。 叶横切

面形状扁平,上下表皮细胞大小近相同,无下皮层。纤维束不具硅质体,不与维管束内鞘

相连。叶肉近轴、远轴两侧都有分布且均等,其间具单宁。气腔多数,存在于维管束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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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留细胞壁或薄壁细胞。维管束多数,位于上下表皮中间,内鞘细胞 U形栓化加厚,具有

维管束鞘延伸区。泡状细胞柱状。中肋明显。

模 式 种 :Bo`乃 o‘c乃 o召″″‘ 勿 ″ 拓 ″ 笏s(L.)Palla (我 国 不 产 )

全国有 3种 ,西北地区都有。

1.荆三棱(开宝本草) 新组合

B。rB。sc△。enus,`‘ ug‘yr口 (ohwi) Y. C,Yang ct M,zhan, conlb.nov.-sr氵 r`″‘

`褶

″
'ohwi,Cypcr,Jap,2:100.1944;中 国植物志 11:7.p1,1,f,12-16,1961;

东北草本植物志 11:3.p1.1.1976-sc9,`″ ‘/J″。̀,〃彷绡 (Torr,)A,Gray var.y夕 g勿 r″

(ohwi)T.Koya1。 a in Journ.Fac,sci.Univ,Tokyo(Bot,)7(6):334. 1958-Bo`-

侈oFc乃 o``,仍‘ `刀 ″r扌

`氵
`,,笏

‘ a uct. non (L.) palla: Li。 u ct al, Clav, P1. Chin. Bor,~oric nt.

508, 1959.

生于湖水浅水中和沼泽地。产于我国新疆 ,分布于东北各省、江苏、浙江、贵州。苏联

远东、朝鲜、日本也有。

新疆:喀什,西藏队 3061;地点不详,田 允温 64。

2.扁秆荆三梭(秦岭植物志 )

B。rb。sc△。enus prc耐 ctrrmfs(Fr,schmidt)Egorova in Grubov,P1,Asiac Ccntr.

3:20, 1967; 'I· , K.oyalna in IIui-lin Li, F1. 
·raiwn 5:207, 1978— sr`r`″‘ `′″侈氵c叨J`,,`‘

Fr.schnidt in Rcis Amur1,u,Ins,sach1.190.1868;T.Koyama in Journ Fac.Sci,

Univ.Tokyo(Bot)7(6):330,1958;中 国植物志 11:7.p1.1.f.1-7,1961;东 北

草本植物志 11:5,p1.2,1976;秦 岭植物志 I(1):200.f.160.1976.

生于沼泽、水沟、河滩、盐碱地、湖边及稻田。产于我国陕西、甘肃、青海、新疆 ,分 布于

东北各省、内蒙古、河北、山西、山东、河南、江苏、浙江、云南和西藏。苏联的西伯利亚东部

及远东、朝鲜、日本也有。

山西:运城 ,彭桂秋 127;永济,王有荣 6、 10,李才贵 10。 陕西:延安,梁一民 809。

甘肃:文县,王作宾 19059。 青海:西宁,王生新 292,钟 补求 8180;大柴旦,中国科学院

甘青调查队 343;德令哈,中国科学院甘青调查队 377。 新疆:夏河,中 国科学院西北高

原生物研究所新疆考查队(以下简称新疆队)335;阿克苏,西藏队 3049;吐鲁番,李安仁

等 5506;鸟 苏,关克俭 1072;米泉,周 太炎 650621。

3· 球穗三棱草(新拟 )

BoJBosc△oe″口s stro;frintts (Roxb.) V. Krccz, in P,H,Ovcz.F1.Tadzh, sSR

2:47.1963-s枷
`“

‘‘″o历

``刀

″‘Roxb.in Ind.cd.Carcy 1:222,1820; 中国植物志

11:8 p1, 1. f. 8-l1. 1961— sc'`· p锣‘ 曰/∫氵
`,打

 Roth. in Nov,P1, SP, 30, 1821— Bo`-

沙o‘r汤 o`″″‘ `opo〃
`氵

 :Egorova in Grubov, P1. Asiac CcIltr. 3: 21. 1967.

生于湖边、水沟及沼泽地。产于我国甘肃、青海、新疆。中亚、苏联高加索、伊朗和印

度也有。

青海:托索湖 ,郭本兆 26484。 新疆:阿尔泰山,周太炎等 652028;铁干里 ,西藏队

3022;沙湾 ,关克俭 950;伊宁,新疆队 625。

B,‘″渤
`氵

″泌 V,Krccz,和 B.p切ヵ仍
`磁

‘Egorova在叶片表皮结构 上 有 所 不 同。

前者无刺 ,上表皮的少数束间区有时无气孔器分布 ,后者有刺 ,上表皮的所有束间区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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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气孔器分布。

属3 水葱属(新拟);拟莞属(台湾植物志)

sc△。enoprecttIs(Reichb.)Palla in Bot.Jahrb.10,298.1888,p,p,nom,cons,,

non Lestiboudois 1819, n cc `..fcycr 1831-sc扌 r`” scct·  sc乃 °f″ op`rc`仍‘ R.eichb, Ic, F1,

Gcrm, 84:40. 1846;Bcnth, et Hook,f,Gcn.P1,3:1051.1883;Pax in Eng1,ct Pran~

tl,Nat, pflanzcnfam. 2(2): 112, 1887;Roshevitz in Komar° v,F1, URss 3:46.1935;

Bcctlc in Amcr,J。 urn,Bot,31:264,1944;中 国植物志 11:17,1961— s‘ 9``跖‘scct·

zoc″‘
```o C. B. Clarkc scr, E″

`四

c笏‘
`r`‘

 Bcctlc, 1, c. 28: 692,1941-sc扌 /`笏‘ sC ct·  P召 -

`fro`F``‘
(schrad.)Aschcr.ct Gracbn.scr.L″ c″‘

`'西
 (C.B.Clarke) Bcctlc, 1.c.

264-sc`r`″ j scct./C`″ ge`o″ Rcichb.scr.z'彻 ‘”“ (C,B,Clarkc)T,Koyama in

Journ. Fac. sci,Univ,T° kyo(Bot,)7(6):284,1958— sr乃 o纟″o夕′
'″

饧‘ (Rcichb.) Palla

se ct. sc乃 oc`,op如 r`钐 f· I· , K~oyaina in Hui~lin Li, F1, Taiwan 5: 207. 1978,

匍匐根状茎存在 ,无块茎。秆散生 ,无节。基生叶发育或仅 1枚鳞片状叶 ,位于最上

部。苞片秆状 ;简单长侧枝聚伞花序假侧生,有时复出。小穗大或中等大 ,具多数花。鳞

片边缘具缺刻和微毛 ;下 位刚毛 6条或较少 ,针状 ,具倒刺;雄蕊 3。 果实较大 ,表面光滑。

胚蘑菇状 ,大 小约 0.65× 0.55毫 米 ,胚根侧生 ,不 突起 ,胚芽基生,子叶鞘显著增大且不对

称。花粉粒长约 39微米。

叶片表皮具小刺或无刺。硅质细胞较束问细胞小 ,与束上非硅质细胞大小近相同,上

表皮大部分束上区都有分布;硅质体每细胞 2-10个 ,一般纵列一行 ,具细小多数的卫星

颗粒。气孔器排列无序 ,上表皮所有束间区 (泡状细胞区除外)一般都有分布。束间细胞

不具球状物体。叶横切面形状扁平 ,上表皮细胞大于下表皮细胞或有时相同,上表皮下具

一层下皮层。纤维束无硅质体 ,不与维管束内鞘相连。叶肉少 ,仅远轴面一侧分布 ,其间

具单宁。气腔多数 ,存在于维管束间 ,非 常发达 ,无残留细胞壁或薄壁细胞。维管束多数 ,

靠下表皮排列 ,内 鞘细胞无 U形栓化加厚 ,具维管束鞘延伸区 ,泡状细胞为等径细胞。中

肋不明显。

模式种:s汕 omo``召 ‘′″‘′″c秘
`r`J(L,)Palla(我

国不产 )

全国有 4种 ,西 北地区 3种。

1.剑苞水葱(新拟) 新组合

sc△oenoprect口 se△rensergff(Bocklcr)Y,C,Yang ct加f.zhan,comb,nov.一

sr′/`″‘ 召乃/召ヵ沙Frg丿

` B0cklcr in Linnaca 36:712, 1870; 
】Roshcvitz in【 【omar。 v, F1.URss

3:51,1935;Egor。 va in Grubov,P1.Asiac Centr,3:16,1967;中 国 植 物 志 11:18.

p1, 7. 1961.

生于近水处。产于我国宁夏。苏联西伯利亚、中亚细亚和欧洲也有分布。

宁夏:吴忠 ,黄河调查队 7913。

2.三梭水葱(新拟 )

sc△oenoidlecftts triguerer (L,) Palla in Bot.Jahrb. 10:229, 1888; T, Koya~

lna in Hui-lin Li, F1. Taiwar】  5: 209. 1978-sc氵 rP″‘ `/丿 g`‘ f`fr 1'. △江ant 1:29. 1769;

Roshcvitz in K~oinar()v,F1.URsS 3:48.1935;T.K.oyaiua in Journ. Fac,sci.Un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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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ky。 (Bot.)7(6):320.1958;中 国植物志 11:18.p⒈ 8,f,11-15∶ 1961;Egorova

in Grubov,P1,A血 c Ccˉltr.3:19.1967;东 北草本植物志 11:12.p⒈ 6,f,6-9.

1976;秦 岭植物志 1(1):201.f.161.1976,

生于沼泽、河滩地和其它近水处。我国分布于除广东以外的其它各省、区。苏联、朝

鲜、日本、中亚细亚、欧洲和美洲也有。

陕西:延安,李四雄 14。 甘肃:天水 ,周 英瑛 337,匡金玉 350。 新疆:伊宁,新疆队

626。 山西:关帝山,马官 15371;地点不详,关克俭、陈艺林 1685。 西藏: 地点不详,西

藏队 3068。

3.水葱(中 国植物志 )

s|c△oenoprecr口 s fc拓rnoemonfcnj (G∶mc1.) Palla in sitzb. zoo1.-Bot, ()csc1.

Wicn 38: 49. 1888; V. K.rccz in P, Ovcz, F1. 'r.adz△ .ssR 2: 45. 1963— sc`rP伤 ‘ `〃 ~

诊‘r″〃
'″

7.o`9′夕力J Gm.cI. F1, Bad.1: 108. 1805; Roshcvitz in K.oin arov, F1.U· ssR 3: 47.

1935;东 北 草 本 植 物 志 11:14,p1.6.f,1-5.1976— s功
`″

。彻′′励 ‘Vahl,Enum,p1.

2:268.1806;中 国 植 物 志 11:19,p⒈ 9,f,8-13.1961— s油

`“

历夕

`沾

′方 V· Krccz,

in 公(ot. syst. Herb. Inst, Bot. Acad, sci. UIRsS 7: 28, 1934; ∶Egorova in Grubov, ∶P1.

Asiac Ccntr.3:16.1967— sc乃 oc″ op`“砌‘″刃′

`'”

(Vahl)A,&D,Lovc in Bul1,Torr,

Bot.C1. 91: 33.1954; V.K~rccz. 1.c. 44; T, Koyaina in Hui-lin Li, F1, Taiwan

5: 209. 1978.

生于沼泽、河滩盐碱地、湖边、水沟、道路旁。产于我国陕西、甘肃、青海、新疆 ,分 布于

东北各省、内蒙古、河北、山西、江苏、四川、贵州、云南、西藏。朝鲜、日本、苏联以及欧洲一

些国家、北美、大洋洲也有。

内蒙古;伊盟乌审旗,王作宾 18176。 西藏:拉萨,采集人不详 466。 甘肃:文县,张

志夹 6070。 青海:共和,采集人不详 44‘。新疆:焉耆,周太炎 651401;米 泉,青藏队
65-o129。

s.历 g″出/Palla和 s,`￠拓r″″移o″

`″

″
`Palla的

叶片解剖结构有所不同。前者表皮

具小刺 ,硅质体在细胞中除纵列一行的通常排列外 ,还出现三角形排列 ,对角线排为一行

和横列一行的情形 ;横切面上 ,前者上下表皮平整 ,纤维束与维管束间位置上的一一对应

关系不明显 ,后 者下表皮细胞大小不一 ,使整个表皮参差不齐 ,纤维束与维管束基本一一

对应。

属 4 细莞属 (新拟 )

1solepig R.Br,Prodr.F1,Nov, Hol1.221.1810— sc`r`″‘ s cct.r‘o纺 PJ‘
(R.

Br,)Griscb,spici1.F1.Rumcc1.Bith.2:417.1845;Bcnth.ct Hook,f,Gcn,P1.3:

1051. 1883;C. B.Clarkc in Hook,f.F1. Brit.IIld. 6: 645, 1893; Bcctle in Amcr,

Journ.Bot.31:264,1944;T,Koyama in Journ.Fac,sci,Univ,Tokyo(Bot,)7(6):
285,1958;中 国 植 物 志 11:29,1961-s汤

``‘

`subgc n.rm`印 打 (R.Br,)Peterm.

De uttsch1.F1,1:589,1849,p,p,;Pax in En璧 ,et PrantI,Nat,Pflanzenfam,2(2):

111. 1887; E.gorova in G· rubov, PI. .Asiac Ccntr. 3: 16, 1967,

无根状茎及块茎。秆丛生,矮小,无节。具多数基生叶,刚毛状。苞片秆状;头状花序

一樗
品
 
 

上
口
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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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侧生,1-3小穗。小穗小,具多数花。下位刚毛不存在,雄蕊 2。 小坚果小,表面具横

矩状网纹。胚哑铃状 ,长约 0.2毫 米,宽 约 0,13毫 米,胚芽基生,胚根侧生,子叶鞘不显著

增大。花粉粒长约 24,7微米。

叶表皮无刺。硅质细胞较束间细胞小,与束上非硅质细胞大小近相同,在上表皮仅两

端束上区有分布;硅质体每细胞 2-10个 ,纵列一行 ,无卫星颗粒。气孔器排列无序,上 表

皮不存在。束间细胞无球状物体。叶横切面形状为半圆形 ,上 表皮下凹,其细胞大于下表

皮细胞 ,无下皮层。纤维束不具硅质体 ,不 与维管束内鞘相连。叶肉在近轴。远轴两侧都

有分布,其间具单宁。气腔 1-2个 ,位于维管束间,具残留细胞壁或薄壁细胞。维管束 3

个 ,靠 向下表皮 1侧 ,内 鞘细胞无U形栓化加厚,无维管束鞘延伸区。无明显泡状细胞。无

中肋。

模 式 种 :r‘ °

`'p订

‘幽 “ 口 R.Br,

我国仅此 1种 ,西北地区也有。

细第(新拟 )

JooJepf9 Berocec (L.) R, Br.Prodr. 222. 1810— scJrP'‘  ‘召′口rC″‘ L, sp, P1.

49.1753;Roshcvitz in Komarov,F1,URss 3:46.1935;中 国植物志 11:29.p1.13,

f,21-24.1961;Egor° va in Grub。 v,P1,Asiac Centr.3:18,1967;秦 岭植物志 1(1):

203.f.163,1967— s汕o″o``Fr`够‘‘″″“‘(L,)Palla in Hallier and Wohlfahrt,1.c,

3: 2538. 1907

生于河滩湿地、沼泽、林问湿地、潜水露头阶地、林缘河边、沼泽草甸和石岩上。产于

我国陕西、甘肃、青海 ,分布于云南、四川、西藏。亚洲其它国家、欧洲也有。

甘肃:夏河 ,何毅 184。 青海:西宁,郭本兆 10529;循化 ,张盍曾 275;门源 ,钟补求

84977;玉 树 ,杨永昌 1509。 西藏:吉隆 ,青藏队 74-2138,吴征镒、陈书坤、杜庆等 75-

651;亚东,青藏队 74-2138,青 藏补点组 750125;米林 ,西藏中药普查队 3599;南木林 ,

西藏中药普查队 988。

属 5 株慕属(新拟);针蔺属 (台湾植物志 )

Baeothryon Ehrh, cx A.lDictr.sp.P1.2: 89, 1833; Czcrcg  A.ddit.ct

Corrig.ad(F1,URSS)206.1973-rrir乃 。p乃。r勿″ Pcrs.syn,P1. 1:69.1805, p.p,;

Roshcvitz in K.oIn ar° v,F1, t1Rss 3: 37. 1935, p. p, cxc1. 'r, alpinum Pcrs.; Egorova

in Grubov, P1. Asiac Ccntr,3:14, 1967-scfr`仍 ‘ s ect, B″ o`力 ryo″ (Ebrh.cx A.

Dictr.)Bcnth· et Hook.f.Gen,P1,3:lO49.1883, p.p.; Pax in En直 , Ct Prantl,

Nat,Pflanzcnfam.2(2):112.1887, p.p.; Bcctlc in Amcr.Journ.Bot.31:164.

1944,p,p.;中 国植物志 11:31,1961— sc″P” sCct.B″0`″ yo″ (Ehrh.cx A.Dic“ .)

Bcnth.ct Hook,f.scr.B″ o`乃 ,·yo″ T.Koyama in Journ.Fac,sci,U niv,Tokyo(Bot.)

7(6): 293. 1958, p, p,, eXc1, srirp″‘乃仍
'‘

o″氵刀仍‘Fcrnald.

具细长匍匐根状茎,无块茎。秆矮小,近丛生,近圆柱状 ,无节。基生叶针状。苞片鳞

片状;单生小穗顶生,具少数花。下位刚毛缺;雄蕊 3。 小坚果黑褐色,表面平滑。胚陀螺

状 ,长约 0,2毫米,宽约 0.2毫 米,胚根基生,呸芽侧生,子叶鞘不显著增大。花粉粒长约

28微米。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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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表皮具微刺或无刺。具有硅质细胞或无,硅质细胞与束上非硅质细胞大小相同;束
上细胞与束间细胞大小、木质化程度相同,上表皮仅两端具有;硅质体每细胞 1-3个 ,纵
列 1行 ,无卫星颗粒。气孔器排列较有序 ,宽 度大于束间细胞宽度 1倍 ,上表皮不存在。束
间细胞无球状物体。叶横切面形状呈月牙形,上 表皮细胞大于下表皮细胞 ,无下皮层。纤
维束无硅质体,可与维管束内鞘相连。叶肉近轴、远轴两侧都有,无单宁。气腔 1-3个 ,

位于维管束与上表皮间,具有残留细胞壁或薄壁细胞。维管束 5个左右,位于下表皮 1侧 ,

内鞘细胞 U形栓化加厚,无 维管束鞘延伸区。无明显泡状细胞和中肋。
模式种:B″ o,乃 ryo″ “″

`oF″
″ (L.)A.Dict.(我国不产)

我国产 2种 ,西北地区都有

1· 抹藤(新拟 )

刀’
ceof乃 r9`。

`lp口
,●frttm (vahl) A, et D.Lovc in Univ, C。 lorado stud, (Bot,)

17:14,1965— sc|rp〃 ‘

`彻

Ⅱ励 Vah1.Enum,2:243.1806;中 国植物志 11:32.p1.
13,f.9-12.1961;东 北 草本 植物志 11:20. p1.9.f,1-4,1976-r功 杨p杨 r仍″

`″

″″″〃 (Vahl)schinz ct Tc11.in Vicrteljahrsschr,Naturf.Gcsellsch.zurich 6:265.

1921; Rosbcvitz in K.oInarov, FI. UTRss 3: 38. 1935; Egorova in Gˉ rubov, P1. Asiae
(∶)cntr. 3: 14. 1967.

生于灌丛草甸 ,沼泽性草甸、河滩及湖滨草甸和高寒嵩草草甸;最高分布海拔达 4700

米。产于我国新疆 ,分布于内蒙古、河北、西藏。苏联西伯利亚、中亚细亚及欧洲也有。
新疆:塔什库尔干 ,西藏队 3124;特 克斯 ,周太炎 650608。 西藏:阿里 ,青藏队 76-

7821、 76-7718、 76-7897;普兰 ,青藏队植被组 13063;吉隆,青藏队 6222;那 曲,青藏队
10489。

⒉双拄头抹裰(新拟 )新组合

召!口(α)t历r9`on dfarigⅡmrffcom (Kuk,) Y. C, Yang ct M.zhan, comb, n。 v._
s‘′/`″‘

`笏

狃′′饬‘ vah1. subsp.z:∮″g″
'`|c哆

‘‘Kuk, in Act. Hort.GcOthob, 5:34,1929-
s″

`“

‘

',,,`g移

砌 r`‘‘(Kuk.)Tang ct wang,中
国 植 物 志 11:32.p1,13.f.5-8,1961;

秦 岭 植 物 志 1(1):203.f.164,1976— rric加 p乃 or仍″ 洳
`,g″ '`J‘

″仞 (Kuk.)Egorova
in Grubov,P1.Asiac Ccntr.3:14.1967.

生于沼泽草甸、河漫滩、阴坡草地;最高分布海拔达 4050米 。产于我国甘肃、青海 ,分
布于四川。中亚地区也有。

甘肃:夏河 ,何毅 150。 青海:囊谦 ,杨永昌 921;同 仁 ,周立华、孙立南 966;久 治 ,中
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所果洛队 28;门 源 ,周兴民、沙渠 028;兴海 ,吴珍兰 006、 051;治
多,周立华 409。

属 6 扁穗草属 (中 国植物志 )

Bly.8mus Panz. cx schultcs, lvfant. 2:41, 1824; Roshcvitz

3:58.1935;中 国植物志 11:40,1961;Egorova in Grubov,

1967, n oin, cons.-Ⅳ 。″lor乃

`o`Bcauv, in L6tib.Ess Fainu.in Amcr. Journ, Bot, 31:262. 1944 nom, rciic,-s″
、P″‘

Koch, sy n ops. iPI. cd. 2. 858. 1844; IBcnth. ct Hook. f, (~lcn.

· 18 ·

in Komarov,F1,U·Rss

P1.Asiac,Ccnti.3:22.

Cypcr.37. 1819;Bccdc

scCt.B`y‘ 〃″‘ (schdtcs)
P1. 3:1o51, 1883;Pax



in Eng1,ct.Prand,Nat.Pflanzcnfam.2(2):l12, 1887;T,Koyama in Journ.Fac.

sci.U niv,Tokyo(Bot,)7(6):287, 1958.

匍匐根状茎存在 ,无块茎。秆三棱形,有节或无。叶基生或秆生。基部苞片叶状P小苞

片鳞片状;穗状花序单一,顶生。小穗两侧排列,具有少数花。鳞片覆瓦状,近 2列排列 ,

刚毛 3-6条或无;雄蕊 3。 小坚果平凸状,表面平滑。胚铆钉状,大小约 0.3× 0.3毫 米 ,

胚根基生,胚芽侧生,两者共有的切面在种子的窄面(也即胚的窄面),子叶鞘不显著增大 ,

花粉粒长约 35微米。

叶片表皮具大刺。硅质细胞宽度显著短于束上非硅质细胞的宽度,成为
“
短细胞

”
,在

上表皮仅存在于边缘大型束上区;硅质体每细胞 1-4个 ,无规则排列,一般只有 1个具有

卫星颗粒,卫星颗粒细小多数。气孔器排列无序,在上表皮仅边缘零星存在。束问细胞无

球状物体。横切面形状扁平,上 表皮细胞大于下表皮细胞,上 表皮下具有一层下皮层。纤

维束无硅质体,可与维管束内鞘相连。叶肉主要在远轴面一侧分布 ,具有单宁。气腔多数 ,

位于维管束间,具有残留细胞壁或薄壁细胞。维管束多数,位于下表皮一侧或上下表皮中

间,内 鞘细胞 U形栓化加厚 ,具有维管束鞘延伸区。泡状细胞为等径细胞。中肋不明显。

模 式 种 :B切 ″″‘c0掰P″”″‘ (L.)Pranz,c【 Liilk

我国产 3种 ,西北地区都有。

1· 扁穗章(中 国植物志)

Bry:m口,。。mpre88】 s(L,)Pranz.Cx Link in Hort.Bcro1.1:278,1827;R° she-

vitz in Komarov,F1.URss 3:58,1935;中 国植物志 11:40,p1.16,f,5.1961;Ego-

rova in Grubov, iP1. Asiac Ccntr, 3:22. 1967— sr乃 o召″″‘ ro″ ,p/召‘‘仍‘ L, sp. P1. cd, 1,

43.1753— s口/p钌‘ co彬 Prc‘
‘仍‘ (L.) PCrs.syn.1:66. 1805— N· o仞 or乃

`o″

 ro仍

`/召

‘‘侈

(L,)BCcdC in Amcr.Journ.Bot.31:262, 1944.

生于沼泽、河漫滩、流水沟旁和湖滨草甸。产于我国新疆 ,分 布于西藏。中亚、欧洲也

有。

新疆:塔什库尔干 ,西 藏队 3278;塔城 ,新疆队 2457。 西藏 ;波密 ,西藏队 0350;普

兰 ,西 藏队 4151、 4228;改则,西藏队 4318;日 土,西藏队 3614,中 国科学院肯藏队 76-

9064;申札 ,西 藏队 4371;札达 ,青藏队 76-7743;班 戈 ,郎楷永 9436;仲 巴 ,青 藏队 6507;

噶尔 ,中 国科学院青藏队 76-7960。

2· 华扁穗草(中 国植物志 )

Br,`sm四 :1mOompreBBm Tang ct Wang,中 国 植 物 志 11:224,41.p1.16.

il-4.1961;E8orova in Grubov,P1.Asiac Ccmr.3:23.1967;秦 岭 植 物 志 1(1):

2o5, f. 166. 1967,

生于沼泽、湖滨和河滩草地、湿润草地 、河边、水沟边及泉边。产于我国陕西、甘肃、青

海 ,分布于内蒙古、河北、山西、云南、四川、西藏。中亚、喜马拉雅山地区西部至东部亦有。

青海:久治 ,中 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所果洛队 308。 西藏: 昌都 ,青藏队 12723;

南木林 ,西 藏中药普查队 904;仲 巴 ,青 藏队 6426;班戈 ,青藏队 10674;日 土 ,青藏队 76-

8768、 76-8755;林 芝,西藏中药普查队 3347;当雄 ,青藏 7563;申札 ,郎楷永 10090;双

湖 ,郎楷永 9777;波 密 ,西藏队 350;聂拉木 ,青藏队 6206;吉 隆 ,吴征镒 75-641。

3.内蒙古扁穗革(东 北草本植物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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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ysI"口 :r口f口s(Huds,)Link in Hort,Bcro1.1:278.1827;Roshcvitz in Komarov,

F1.URss 358.1935;Egorova in Grubov,P1.Asiac Ccntr.3:23.1967;东
北 草 本 植 物

志 11:22.p1.1o.f.6-1o.1976— s汕。f″″‘ 厂“彻 ‘ Huds,F1,An妙 ,15,1762—
Ⅳo″ or乃

`。
`/“

/″ (Huds,)Bcctlc in Amcr,Journ.Bot,31:262. 1944.

生于湿砂地和盐碱地附近的草本。 据有关文献,产于我国新疆,分布于内蒙古。 蒙

古、苏联及一些欧洲国家也有。

未见到标本。

在西北地区分布的原廉草属种类还有 sorp'‘ (s,⒈ )`″
`,杨

洳‘Roxb,因 为材料所限 ,

本文对该种没做仔细研究,其隶属关系存疑。

分 属 检 索 表

1.长侧枝聚伞花序、头状花序或单生小穗 ;胚的胚芽、胚根共有的切面在种子的宽面。

2.具有下位刚毛 ;叶扁平 ;植株一般较高大 (20厘米以上 )。

3· 小穗短于 5毫米 ;果实长约 0.6毫米;鳞片具 3(5)条脉 ;长 侧枝聚伞花序多次复出;胚陀螺状 ,小

型 (约 0.17× 0.16毫米)⋯⋯⋯⋯⋯⋯⋯ ⋯̈⋯⋯ ⋯̈ ⋯̈ ⋯̈⋯¨ 1.sc`'p″ J

3.小 穗长约 10毫米;果实长约 2.5毫米 ;鳞片具 1条脉;长侧枝聚伞花序简单或一次复出,或 缩为
头状 ;胚蘑菇状 ,大型(约 0.冫 ×o.6毫米 )。

4.具有块茎 ;苞片叶状 ;茎秆具节;胚根突起⋯⋯⋯⋯⋯ ⋯̈⋯⋯⋯⋯⋯⋯⋯⋯⋯⋯2,Bo助“拓
'″
”

4.无块茎 ;苞片秆状 ;茎秆无节;胚根不突起 3.sc乃 oc″ ()p′召r`“ f

2.下 位刚毛不存在 ;叶针状 ;植抹矮小 (20厘米以下)

5.苞 片秆状 ;果实表面具粗纵肋和密而细的横肋 ;无地下茎;头状花序;雄蕊 2;胚哑铃状,胚根侧
生 ,胚芽基生⋯⋯⋯⋯⋯⋯⋯⋯⋯⋯⋯⋯⋯⋯⋯⋯ ⋯̈⋯⋯⋯¨̈ ⋯⋯¨̈ ⋯⋯⋯·⋯⋯·4.L沈 p订

5.苞片鳞片状 ;果实表面平滑;具 有地下茎;单生小穗 ;雄蕊 3;胚陀螺状 ,胚根基生 ,胚芽侧生 ⋯⋯

5.BJJo`乃
'y°

″

】.穗状花序 ;胚的胚芽、胚根共有切面在种子窄面 ,外形铆钉状 6.B`夕 J`″〃‘.

1· 硅质细胞不成为
“
短细胞

”
,硅质体在细胞中一般成一行纵列 ;上表皮两端的纤维束与其它纤维束大小

相同◇

2· 硅质体具有卫星颗粒 ;具有维管束鞘延伸区 ;气腔多数 ;上表皮多少有气孔器分布。
3.卫星颗粒粗大少数 (IO个以下);表皮具大刺;花粉粒长约 28微米 ⋯⋯⋯⋯⋯⋯⋯⋯ 1,sc″p`亻

3.卫星颗粒细小多数 (15个以上);表皮无刺或具小刺 ;花粉拉长 40-5o微米。
4.叶 肉发达,近轴、远轴两侧都有分布 ;气腔具有残留细胞壁或薄壁细胞;无下皮层 ;维管束内鞘

细胞具 V形栓化加厚 ;泡状细胞在状 ;束间细胞具有球状物体⋯⋯⋯⋯⋯⋯⋯ 2.Boz助 ‘'乃。召ヵ“F
4.叶肉不发达 ,仅远轴面一侧分布 ;气腔无残留细胞壁或薄壁细胞 ;具下皮层 ;维管束内鞘细胞无
U形栓化加厚 ;泡状细胞为等径细胞 ;束间细胞无球状物体⋯⋯ 3.sc乃ou″op`cc`〃‘

2.硅质体无卫星颗粒或硅质体不存在;无维管束鞘延伸区;气腔 1-3个 ;士 表皮无气孔器分布。
5,维管束 3个 ,内 鞘细胞无U形栓化加厚,不与纤维束相连;气孔器排列无序,宽度不超过束间细胞
宽度 1倍 ;束上细胞比束间细胞小,木质化程度高;硅质体每细胞 2-1o个 4.zfo·

`纟

p.`f

5· 维管束 5个以上,内 鞘细胞 U形栓化加厚,与 纤维束相连 ;气孔器排列较有序,宽度超过束间细胞
· 2o ·



宽度 1倍多;束上细胞在大小,木质化程度上与束间细胞相同;硅质体每细胞 1-3个或不存在⋯

5.B召 co`乃
`,`o″

1· 硅质细胞较束上非硅质细胞宽度明显缩短,而成
“
短细胞

”
,硅质体在细胞中呈无规则型排列;上表皮

两端的纤维束大于其它位置上的纤维束 ⋯⋯⋯ ⋯̈⋯⋯ ⋯̈⋯⋯⋯⋯⋯⋯ 6.B7夕 ‘
`9,t‘

‘

数量分类学方法对分类结果的验证

选择 11个种为运算分类单位(opcrad。 nal taxonomic un△,简称 oTU),取 89个性状

(chamctCr)进 行数量分类。0TU及其编号如表 1所示,代表了上述各属及对照属一

羊胡子草属 (Eriophorum)。 性状包括成热胚形态、叶片解剖、花粉粒大小和植株外部形

表 1 o·rlJ及 关绰号

Tabtc l List of()tU’ s and thclr N· o.

编号 N。· otU’ s

10

s.c,/`,:‘ ‘ 。′△饣″′〃′j‘

sd./P〃‘ /。‘′乃‘)``ii|

Bd侈 o‘r乃∝.ヵ

`J‘

pr召″ic“:,冫9订

Bo:乃 ofr乃 o‘,″ ″j‘″o历

`氵

刀
``‘

1●″。p乃σ“拟 ro,9,σ ″
`99

sc乃″刀op`'`‘
`‘

” 日“‘″/

sc乃 oc勿 op.z饣‘
`fi‘

 `口 多F/″
'饣 `9,o力

·′
'″

j

Bz,‘助〃‘‘′刀α·o`,jp/“ ‘″‘

z‘ 。J饣 p`‘ ‘o``c'宓 ‘‘

B'rof乃
`'o″

 `,“ ’’jiJ″″,

B''oJ乃 /yo`, ″“″g,,,夕 订g`‘

`,,
11

态。叶片解剖、成熟胚形态和花粉粒方面的性状全部取自作者以前的研究(詹明等,1987),

植株外部形态的性状由观察本所藏腊叶标本所得,每种重复 10-15份标本。所有数据均

取测量后的平均值。性状及其编码的类型见表 2。

以 0TU为行,编码后的性状为列构成原始数据矩阵,运算首先在此矩阵上进行,具

体步骤如下:

先将原始矩阵标准化,计算公式为:

x” ~上i二上 (i-1,2,3,· ··⋯ ,t;i=l,2,3,⋯ ⋯ ,n)
si

其中 y” 是原始数据,xii为 标准化的数据,歹 j和 s,分别表示第 j个性状的平均值和标 准

差。

从标准化数据矩阵上计算相似性系数 (similar0 coCffic1cnt)。 本文采用相关 系数

和欧氏距离系数 ,它 们的计算公式如下 :

`^△ '   -`r   -`z=J.gikˉ xi丿 ′xiLˉ xi丿

相关系数 R” 一

l目
(x奴 ^民 )Ⅱ 目

(x” ^诱 ,刈
⋯

· 2】 ·



表 2 0△分类怪扶表

△
·
able 2 List of charactcrs for nu】 】erical taxonoiny.

性  状
Characters

花序类型 【nfl。 resc ence

基部苞片形状 The 1。 west bract shape

刂̀禳长.度 spikelet lengh

`J、
厢欹数虐彀|No· spikelets

小稳花数 No.fIore“ per spikclet

犭̀穗 颜|色.spikelet colour

缺片形状 scalc shape

鳞片长度 scale Icngth

鳞片被毛 scalc ha:ry

块片顶端全缘 scale entirc at apex

鳞片顶端有芒 scale awned

讲片脉数 No· vei。 s of sCalc

鳞片中脉颜色 Colour of scale midrib

鳞片具脊 scale Keeled

测毛长度 B“tte length

雄蕊数量 No.stam e。 :

花药形状 Anthcr shape

花药长度 Anther le】gth

花柱长度 sole length

花拄分校长:花拄长
氨爷:、t资:gi乩盛

果实 长度 rruit lcn gth

绾△△
·
△

Code No.

M

M

`

`I

M

M

M

`

N

N

M

M

M

M

△
~△

ii,
t.od··

`o.

M

N

果实平面 ,形乡状 FIuit shape on plane

果实立体形状 Cubical shape。 f(ruit

果实濒色 Fruit coIour

性  状
Charactels

M

M

M

N

M

B

|匍 匐粮状茎 Rhi`° m ato“

秆丛生 culm cespitosc

秆具节 cuIm with nod

叶着生位置 Lcaf location

花单性 Fl。ret uniscxual

块茎 Tuber

秆高度 Culm 11oglu

秆形状 culm shape

N

叶片表皮具大刺 Plickles on epidermis

束间细胞球状体数量 谘 ;:酣
ss挂

f星
1

束间细胞宽度X|f∶:s】
cell betwecn

M

M

N

N

`

X

束间细胞宽:束上细胞宽 width of cell bcˉ
t、

`een strand: `Vidtl、
。f cell above strant】

硅质细胞为短细胞 ::lifa cell being short

硅质细胞中硅质体数且
浒 sliIilf烈

y

硅质细胞中硅质体的排列 smica b。 dies
arrangnlent iil silica cell

卫星颗粒数遑 No.satenites

零散硅质颗粒数虽
芷:1J】

tered“ lica

气孔器排列有序
stornata apparatuses
arraoged orderly

·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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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状
(∶9haracters

气孔器宽;气孔器长
Width of stomata
apparatus: its length

气孔器长度 Length of stomata apparatus

气孔器在上表皮的分布位置 stomata appa-
rattlses locatio1△  on adaXial epiderinis

气孔器宽:束间细胞宽 width。￡stom ata

ap1)aratu s: 、vi(ith of cell betv`een.strand:

叶片横切面形状 :r毖v皆溲
e拉

茗n°

f

上下表皮细胞大小之比 size。 f adaxial epi-
(lerrnic ce11: size 。E abaxial epider】】△ic ccll

上表皮细胞大
`J`羿缡e陈 id∶ ∶iil

表皮硅质细胞小于束间细胞 silica cell sma1

1er tllan.cell l)ct“ `cen strand.s orl epiderini

具有下皮层 IIypodermi;

纤维束与维管束位置相对应 Flber stran(l

△esponse to vasCular strand on location

续表

编码类型
Code No,

M

M

M

M

N

上表皮近 缘 纤 束 大 维 束
Fib它 r strand near 111argin ofl adaxia1
epider1△1is I er tltan otlte△ s

气腔内部 Air ca“ ty inner

纤维束细胞具有硅质体 silica body in cen
of Flber strand

近、远轴两侧叶肉分布均等 symmetry beˉ
t``een adaXial aF、 d abaxial mesoplly11

叶肉间具单宁 Tannin in mesophy11

气腔位置 Locaoon of air cavity
一
 
一

N
一

N
一

B

一
 
一

一
 
一

X

气腔四周 Air cavity periphery

维管束数量 No· vascular bund1es

维管束排列
Arrangnient o￡
va;Cular bt】 ndlc:

维
.管

束位置. I'ocation of vastular bundles

维管束鞘具硅质体 已品 扌嵘:aW wascular 花粉长度 Pouen length

维 内鞘细胞U形拴化加厚 Inncr sheath
ce11 。Ⅰ vascular laun(lle suberized 8【  thiˉ

n(ken in (J-form

B代表二元性状,N代表数值性状,M代表有序多态性状。
B=· Binary cItaracters, Nˉ 官N·un1en.CaI chaFacters, M=:Ordered mult“ tate characters

下表皮细胞排列蠖齐 Ce11。f abaxia1
epidcrntis arranged regularly

气腔发达程度 Air cavity developed

纤维束在上表皮的位置 Locaion。 f Fll,er
strand.s on.adaxial epldermis

表皮细胞径向壁着生琏质体 s111ca body on
thc radial 、̀a11 of epidermic ce11

硅质体高度 Height of sikca body

成熟胚铆钉状 Mature cmbryo rivet制 laped

成熟胚哑铃状￥∶red inbryo dumbbel1ˉ

成熟胚锥状 Mature cmbryo coneˉshaped

成熟胚纺锤状 X∶挂:f embryo spindleˉ

成熟胚长度 Length of mature cmbr,o

成熟胚宽度 width。 f lnature embryo

子叶鞘显著增大 ::港 f“
°lyledo°

有维管束鞘延仲区

泡状细胞 BuIIIform cell

成熟胚蘑菇状

N

N

M

N

N

N

M

M

M

M

M

中肋 Mid0b

气腔数量 N。·air ca““es

胚根伸出 Radicle protruded

胚 根位置 Radicle location

胚芽位置 plumule 1oca0on

secti

seed

编码类型
Code No.

E.xtension of vascular
bu】1dle sheath

Maturc einbryo
inushroom-shaped

胚 芽胚 根共有 的切面与种子
sbo嗝`ing both radicle and
para11cl to broacl side 。f

23

纤维束与维管束柏连 F1her strand and
v asc u【 ar burldle connected

性  状
Characters



式中民=÷ ∑xik。

距离系数D” 一[÷ 室(xik-xikyl:/2(i,j=1,2,3,⋯ ,o

将每对 0TU的相关系数和距离系数计算出来以后得相关系数和距离系数矩阵。

在相关系数和距离系数矩阵上进行分类运算。分类运算采用一般效果较好的不加权

算 术 平 均 配 对 法 (Unw吨htCd paircd-group mcthod using arithmct△ c avcrag6,简 称

UPGMA),做 出 2个相似的分类结果树系图。图 1为相关系数树系图。

召

1】

10

9

】0

t6

19

18

一
ハ
>
ハ

一

∝
c
i
ハ

〓

㈢

一
0

2o
C

o.4

-0.2

-0.4

o.4065

I犭

17

洋
※
《Ⅱ
锶

12

o∶ 8  o.6  0.4  0,2   o  -o.2-0,衽 一0.o

相关系数
·

CorrClation cocrric icnt

图 1 分类结果树系图

1·ig, 1  Phenogram sbowing the Classi11cation
衤等级划分纟戈 Line deli1】 tting hierarclly

o     2     4     6     8    10

结合次数 Cl ustcri ng ti mC5

图 2 结合线图

Fig. 2  r)iagram sho、ving Clustering proc=ss

衤等级划分线 Line De1imi“ ng Hierarchy

以 0TU的结合水平(即相似性系数)为纵坐标,结 合次数为横坐标,将全部聚类过程

描点,并依次连接成阶梯式的折线,做出聚类的结合线图 (图 2)。 相关系数聚类结合线和

距离系数的结合线近相同,故文中只列出前者。

聚类结合线显示:第 1次和第 2次、第 2次和第 3次、第 3次和第 4次结合之间,结

合水平的差距较小,分别为 0.0065、 0.1106、 0.0970(相关系数,以下类同),平均差距为

0.0712;第 5至第 10次的各次结合间,结合水平的差距也很小,分别为 0.0611、 0.0732、

o,1208、 0.0911和 0.0382,平均为 0.0769。 而第 4和第 5次结合之间,结 合水平急骤变化,

相差竟达 0.4550!说 明全面相似性在这里出现了显著的问断,以此将所有 0TU分 为相

似性水平迥然不同的 2个等级,分 类等级的划分因此应在这里进行。以第 4次结合和第 5

次结合的结合水平平均值 (即 2个等级相似水平差距的中点)可作一分类等级的划分线 ,

该值是 0.4065。

分类结果树系图显示,第 1至 第 4次 的结合 为 s协p钐‘ o″砌沁 和 s.ro‘初
'ヵ
方、

B￠ eo`加·yo″

`″

`,,″

衫彻 和 B,``‘
``蜜

彤滋
`r″

/,,、 BoJ沙 o● c乃 o召刀多‘ P′
'″`f饧

′′’9“ 不口 B. ‘
``·

o多′′′″“‘、

sr加 c″ o`汹励‘′叼彻咖'和 s.`沥印
`,″

勿o″′″″′
`间

的结合,即属内种与种间的结合,相互

间的结合水平很高 (相关系数大于 0.6),由此结合产生的属与具 1个代 表种的属—

r‘。

`‘

、石 (OTU9)和 引 ,s`膨‘ (oTU8)以 及 对 照 属 E/`。

`加

膨 ′’’ (OTU 5)一 起 ,越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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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等级划分线,因如上所述它们间的结合水平差距很小,不形成明显间断,所以都应与

E″o`切
'″
彬 一样,成为属的等级,从而验证了以上系统分类中属的划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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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GENUs sCrRPI`sL.
IN NORTHWEsTERN cHINA
III. sYsTE【 ǏATIC CLASSlFIcATIoN

zhan 卜.1ing   Y· ang、′
°ngcl)ang

(`′ o/`乃″ε“ P`召
`召

。‘‘ ′刀,彦 |J″:e 。

` BJ。

′°召

', 'c饣 '。

″ J口 、s|加|'d)

I-Iaving studicd thc anatonlv of lcaf bladc, thc n1aturc cmbryo and pollcn nlorphology as

v`cll as thc gross ll△ orphology of plants, thc autllors bclicvcd that thc gcnus srirp‘
,`J I.ˇ . (scnsu

lat.) should bc split int。 six gcncra.  In tllc prcscnt papcr, a taxonol,nic trcatInCnt alld t、 vo kcys
of tIlcsc six gcnera arc givcn and ntilllerical taxonomy is prcscnted. 'rllc rcsult supports thc

abovc splitting of thc gcnus sci/`,′ JJ Iˉ . (scnsu l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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