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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古特雪莲的形态学观察

及一新变种的描述
米

王 为 义
(中 国科学院西北商原生物研究所)

唐古特雪莲 (s鲋 ,‘ r印
`'″

g'亻“ Maxim.)种群包括单头花序植株和多头花序植株
(Maxim。vicz,1881;Dids,1900;刘 尚武,1985.),分布在青海、四川西北部、甘肃南部

和西藏东北部。 在青海省内,分布在玉树、果洛、海南、黄南和海北 5个藏族自治州的

4000-5100米的高山流石滩和高山草甸。从采集的标本看,唐古特雪莲主要为单头花序

和三头花序植株两类。其分布区、海拔高度和生态环境基本相同,但单头花序植株矮小,

只有 3-4片叶子。唐古特雪莲中两类花序植株外部形态上的差别是单纯的生态环境对

植物体产生的非本质的影响,还是属于种群水平的差异,这就是本文研讨的目的。

一、材 料 及 方 法

单头花序植株采自巴颜喀拉山海拔 4950米阴坡的流石滩,三头花序植株采自玉树藏

族自治州称多县当巴沟 5050米 阳坡的高山草甸。取材日期相同,都为地上部分。茎杆用

滑走切片机切片 ,厚 20微米 ,其余用石蜡切片法 ,厚 10微米,常规染色。花粉粒通过扫描

电镜拍照。

二、观 察 结 果

(一 )单头花序的植抹

1.茎的横切面观:圆形 ,中 央空心。维管束 20-21个 ,较宽,大小不等,排列成 1环 ,

韧皮部和木质部发达,导管多卵圆形,胞壁特别加厚。维管束帽位于维管束的外内 2侧 ,

外侧束帽长,呈带状排列,内 侧束帽变化较大,有的特别发达,呈大半圆形 ,有的很少或不

显 (图版 I:3,5)。细胞直径远较导管的大 ,胞壁强烈加厚,以致胞腔不明显并木化。树脂道

特别发达,每 个维管束的外侧有 1-6个 ,道径大而圆,其 中含有丰富的橘红色内含物。皮

●本文得到杨永昌、刘尚武两位先生的分类学指导。

本文 1986年 7月 5日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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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韧皮部和木质部薄壁组织细胞中均含染色深的内含物。 维管束周围的薄壁组织的细

胞壁较少加厚或木化。皮层和髓缘细胞圆形 ,有 明显的胞间隙。

2.叶片

(1)横切面观:中 脉稍向背面突起,并由中脉向两侧渐减薄。 中脉由 3个大的维管

束组成 ,分散排列成新月形 ,薄壁组织中有小的裂隙腔 (图 1:1)。 树脂道仅位于中央维管

束的远轴面,道径大而圆,其中也含橘红色内含物。中脉向 2侧的表皮细胞大小不等,细

胞壁显著加厚,但并非木化。气孔平于表皮细胞。栅栏组织占叶片厚的 1/2,其 中有较大

的细胞间隙,栅栏细胞多的 2列 ,稀少的 3列 (图版 II:2),排 列不整齐,细胞拟圆柱状。栅

栏细胞、表皮细胞的比值为 2.0-2.8-3.8。 海绵组织少 ,形成大小不等的腔隙。维管束鞘

偏于叶片的远轴面,约 32-34个。树脂道只分布在较大维管束的远轴面,其中的内含物

不显著。叶缘为栅栏组织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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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唐古特雪莲 Fig· l s'“瑚
`″

夕
`'″

g“
`,c`

1-3单头花序植株叶片横切面、非腺毛和腺毛 transverse section of leaf blade,non△ 1andutar and glaˉ

ndular hairs of a slnglC b~ead plants;

4-6=头 花序植株叶片横切面,非 腺毛和腺毛 Transverse sec“°。。f Ica(bl妃 c,non glandular and gla~
ndular ha△ rs of three hcad ptailts. (1,4, 21x; 2, 5, 7oX; 3, 6, lOOX.).

(2)表 皮正面观:近轴面和远轴面细胞的大小和形态均较一致。 细胞不等径,胞壁

弯曲,并 相嵌排列。气孔毛茛形,呈块状分布,每个气孔周围有 3-5个表皮细胞 (图版 II:

4,6)。

表皮上的附属物毛状体。它可以分成腺毛和非腺毛两种,均由多细胞组成。 前者有

单列和 2列细胞两种,2列细胞的毛较多,头细胞增大,其中有内含物 (图 1:3);后 者在

扩大镜下也可见,基细胞 4-7个 ,多数细胞的长小于宽 ,胞壁厚,其中有内含物 ;头细胞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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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伸长,是毛基长的 5-10倍 ,顶尖,薄 壁,缺 少内含物 ,分 隔的顶细胞在叶缘可观察到(图

1:2)。

3.花粉粒形态:花粉粒的大小 36× 40微米 ,近扁球形 ,具 3孔沟,垂直赤道轴,沟 顶

较窄,向极顶裂得较长,每两条沟顶之问的距离 1· 2-1,4微米 (图版 III:2a、 2b)。 花粉壁

分外壁和内壁,外壁显著厚,其轮廓波浪形,表面具细网纹,波浪的突起部分具刺状突

起,突起高 1,51-1,lO-0.60微米,其顶多数平截,两突起顶端间的距离 6.60-3.72-

1.90微米。突起基部周围的网眼较多,多卵圆或弧形。突起之间凹人部分网眼较少,细

长 ,不 规则或不显著 (图版 III:3a)。

(二 )三头花序的植杯
^

1.茎 的横切面观:圆形 ,中 央空心。维管束 34-35个 ,径向延长 ,全部维管束的大小

几乎相等,排 列成 1环 ,韧皮部和木质部较发达 ,导管多卵圆形,胞壁一般加厚。维管束帽

位于维管束的外侧,多 呈半圆形 ,其 内侧不显,或主要由胞壁加厚并木化的薄壁细胞组成。

其细胞的直径较导管小,胞壁稍加厚并木化。树脂道很少,仅分布在个别维管束的外侧 ,

单个,下皮细胞小 ,道 口不显 ,未观察到其中的内含物。皮层、韧皮部和木质部薄壁组织细

胞中内含物不显。维管束周围的薄壁组织的细胞壁显著加厚并木化 (图版 I:4,6)。 皮层

和髓缘细胞圆形 ,具明显的细胞间隙。

2.叶片

(1)横切面观:中脉向背面显著突起,并由中脉向两侧渐减薄。中脉由 5-7个大的

维管束组成,排列成 1条。 薄壁组织中具巨大的通气道 (图 1:4),树脂道位于较大维管

束的远轴面,道径小或不显,其中缺少内含物。中脉向两侧的表皮细胞大小不等,细胞壁

显著加厚 ,但并非木化。气孔稍突起表皮细胞之上。栅栏组织占叶片厚的 1/2,胞间隙小。

栅栏细胞多 3列 ,稀少 2列 ,邻近表皮的两列细胞稍延长 ,呈 圆柱状,排列整齐。栅表细胞

的比值 3· 1-3,8-4.4。 海绵组织较少,形成较大的腔隙。维管束位于叶肉中央,约 75-

77个。树脂道普遍存在于较大维管束的远轴面,道 口清楚,但缺少内含物。 叶缘由栅栏

组织占据。

(2)表皮正面观:近轴面细胞较小,几乎等径 ,胞壁近平直气孔毛茛型 ,较均匀分布 ,

其周围有 4-5个普通表皮细胞。远轴面细胞稍延长、胞壁稍弯曲,气孔的类型与分布同于

近轴面 (图版 II:3,5)。

表皮上的附属物为毛状体,它 分成腺毛和非腺毛两种 ,均由多细胞组成。前者又分单

列和两列腺毛,单 列腺毛较多,头细胞较大,有 内合物 (图 1:6)。 后者在扩大镜下也可见 ,

由基细胞和顶细胞组成 ,基细胞 5-9个 ,它 的长等于宽,咆壁厚 ,有 内含物,头细胞显著伸

长 ,是 毛基长的 5-8倍 ,顶端尖,薄壁,不具内含物 ,顶细胞中未观察到分隔。

3,花 粉粒的形态:花粉粒的大小 35× 39微米 ,近扁球形,具 3孔沟,垂直赤道轴排

列,沟顶较宽,向极顶裂得较浅,每两条沟顶之间的距离为 8.3-10.0微 米 (图版 rⅡ :la、

1b)。 花粉壁分外壁和内壁 ,几乎等厚,其外壁表面轮廓线波浪形,具细网纹雕纹,波浪的

突起部分具刺状突起,突起长 2.77-1.56-1.11微 米,其顶极少数平截,两突起顶端间的

距离 10.28-5.63-3.66微 米,突起基部周围的网眼多,卵圆或椭圆形,拟呈同心层排列。

突起问的凹人部分的网眼变小或稍不清 (图版 n1: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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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唐古特雪莲种群中,单个头状花序和多个头状花序植株,除外部形态学特征外,其内

获 1 唐古特△莲种群中两类不同花序拄抹形态结构的比较

1·able 】  △
·

J】 e n10rph~structllra1 coniparison.° .f t“
`o kind.s (,￡

 11cads ill t1△ is p· opulatlon

oF saus鼠lfca tarlgutica

记 录 项 目
Items recorded

单头花序植株

^.slnglc headcd plants

外部形态
Extcrnal
nlorphology

栅

5-16厘米 (cm)

3-4片

15-30厘米 (cm)

6-8片

20-21个 34-4● 个

5-7个

叠

:
‘

营

自

翠

坻

蒜

K

~̌
一

一0
~
一

G

在维管束的外侧
on.thc Outsldcs of vas. bun,

至多 1个
l`lot rnorc than l

缺少
Absent

显著
Marked

中脉向背面突起
b‘edian ve】】1 suCk;ng
out back

维管束数
Numbcf of vas. bun.

树脂道的分布
Distribution of resi‘ l

v es叉 ls

树脂道中的内含物
Contents of resin
Vessels

通气道
Air passages

表皮细胞
Epldermal cells

栅栏组织层次
Laycrs。 f patsade tissue

栅表比值
Ratio betw· een pa1】 sade
cells aI)(I cpiderll). cells

络管束数
l`iumber 。Ⅰ vas. bu n.

表皮非腺毛
l′lonˉglangular ha△ rs on

epidermises

缑管束的内外两侧
on thc outside an(l insides
of vas.bun.

I-6个

橘红色块
Mass of orange

舀
〓υ>

日

●
△
Σ

蛮̌

备

∽°飞
一D
〓

B
△

上

古

在较大维管束顶部
At thc tops of larger ve△ ns

缺少
卢1bsent

巨大
Crcat

田
>
g
日

 
艹
 
 

啻

较小,胞壁稍平直
sina】1er, cc11 walls stralghter

多 3层 ,少 2层

`Iore 3 1aye△
s, le$2 1ayeis

3.1-3.8-4,4

乃一″ 个

花粉拉的形态
lvIorpho1ogy of po11en.grains

顶细胞不分隔
Apical cells no partitions

较小 ,3沟浅裂,较宽 ,外 璧和内壁
几乎等厚 ,刺 状突起较长,等

smaller,tricolpus sha11ow
splits, and w.jder at tops of it.

Exine and intinc nearly cqaut
thickened oil 、vh∶ch thorn-likc
projections, longer ctc.

株  高
Plant lleigbts

叶 片 数
1`lun△ bcr of leaf blades

维管束数
Nuinbcr of vas. bun,

维管束相的分布
DIstributlon of the caps

of vas. bun.

单个维管束顶的树脂道
Number of rcs1ji vessCls
at apex of a s△】glc
v as. bun.

树脂道中的内含物
Contcilts of rCon vcssets

中央维管束顶部
Located at thc tops of
nledia△ l vcin

橘红色块
Mass of orangO

大,胞壁弯曲
Large,cetl walls sinuous

多 2层 ,少 3层
More 2 1ayers,less 3 1ayers

2.0-2.5-3.8

32-34个

预细胞分隔观察到

^.pical ce11s are partitioi,s

较大,3沟深裂,顶部较窄,外壁
增厚,刺状突起较矮 ,等

1,argcr, tricolpus dceply spli-
ts, and narrower at tops 。f it.
Ex△nc th△ckciled on wltich thornˉ
like pr。 ,cctiolls shorter, etc.

3个

有一点
LittIc

较大
Lar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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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结构也有相同和不同之处。相同的是茎皮层和髓缘的薄壁细胞圆形 ,髓形成空腔 ;维管

束顶有维管束鞘和树脂道 ;植株表面有基本一致的毛状体 ;气孔毛茛型,叶 肉中海绵组织

趋向栅栏化;花粉粒均为扁圆球形,3孔沟,外壁具刺状突起和网状雕纹等。但它们的差

别是显著的,甚至超过了它们的共同点 (表 1)。

由上面看出: 多头状花序植株的结构复杂且较一致,而单头状花序植株的结构在多

方面较多头状花序植株简单,但在某些方面表现更为特化,如维管束鞘的分布、形态和结

构,树脂道的数目居多和其中的内含物等。这些特化的特征有助于人们认识;唐古特雪莲

这个种群中的多头花序的植株 ,随着青藏高原的抬升,环境条件的改变,其中的某些个体

向着矮化的方向演化,这种矮化的具有高度特化的维管束鞘结构的植株更能适应高山大

风、寒冷等生态条件,产生更强大的支持作用。随着植林的矮化,输导能力相对减弱 ,维管

束数大大减少,植物需要的能量减少 ,制造食物的
“
工厂

”
相应精简,叶片缩小,栅栏组织的

层次减少 ,密集的程度降低;大量地发展树脂道并充满橘红色内含物,加之表皮上大量腺

毛的发生 ,分 泌油脂类物 ,既有利于抗寒又有利于昆虫传粉。因而,这些特化了的特征 ,对

高山植物来说,又是进化的特征。鉴于此,作者将具单头花序的植株从唐古特雪莲种群中

分出来,成为一个变种 (s弼“″″口
`彻

g″″口v ar.沙口夕″伙口
`″

″“·

附新变种描述:

巴颐喀拉雪莲 新变种

s″″“″″
`″

″召″汀四 var.沙
'y″

″姒 /″″J‘ W· Y.Wang,var.nov.

A.typo capitalo l, foliis 3-4, pl颂 ta huFniliorc 5-16 cn1 alta diffcrt.

Qinghai:Bayankaracn,in shadc slopc, alt.4900m,8 August, 1979, Wang′
Veiyi

129(Typus,NWBI),

与原种的区别是单头状花序,3-4片叶,植株较低 ,高 5-16厘米。

青海:巴颜喀拉山,阴 坡,海拔 4900米 ,1978年 8月 8日 ,工 为义 129(模式 ,存 中国

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

参 考 文 献

刘尚武,1985,雪 莲亚属,吴征镒主编,西藏植物志4:867,科学出版社。

r)iets, L,, l900, 】)ie Flora von C.entra1ˉ Cbina, Bo`. J日 乃
`多

. 29: 623.

卜1axunovicz, C. J· , 188】 , Dkgnos:s plantaruna novaru111 asiat1caruli) 
【

`′

 B“

`J. I″

,p. s‘ . 尸‘
`纟 `‘

p., 27: 486.

· 41 ·



IMIORPHOLOG1CAL OBsERVATIONs ON s^【
`ssI`RE^r^Ⅳ ct`Trc^wITH A DEscRIPTION OF

A NEW VARIETY

、Vang Wciyi

(Ⅳ o`:汤 ″‘召:P`夕
`‘

。“
`″

“
`:':c oy zj。

`。

g,,`'c召

`召
`,:|ds`″

|cc)

s日
`‘

fs``/F口 彦C77g:‘ ″Cc is an alpinc plant grow· n all ovcr Qinghai Platcau and part of Xizang
(TibCt), sichuan and Cansu (K.a nsu) arcas.  It includcs two kinds of plants:singlc llcadcd and

n,ulti~hcadc(l inflorcsccncc plants.

F.or thc purposc of con1paring tllc diffcrcIlccs betwccIl thcin,their morpho-stlucturcs of thc

vegctativc and rcproductivc Organs 、vcrc cxarnincd.  Thc study revealcd that thcy wcrc quitc

diffcrcnt in sizc hcight of thc body, Dutnbcr of lcof bladcs aIld intcrnal ctructurc`s.  1·
hc nun1~

bcr of vascular bundlcs in thc stcm,lcaVcs and bracts of thc singlc hcadcd inflorcsccncc plant

lvcrc about half as much as thc nlulti~hcadcd onc. I-I()wcvCr,thc distributivc position and struc~

turcs of bundlc shcath, thc shapc tlnd cantants of rcsin vcsscls at thc apcx oF .`;1cll Vascular

bundlc in stcnl and thc n△ orphology。 fF)011cn g· rains, ctc, 、Vcrc nlurc n|1orc conlplcx and spccial
in thc singlc-hcadcd inflorcsccncc plant.

1·

·
hcrcforc, thc author suggcsts that thc sirglc~hcadcd iⅡ

florcsccncc plants sllolll(I bc considc~
rcd as a ncw varicty— — s″

`。

j″r四 ″
``J‘

J″

`r〃

″夕r.3日 yc刀灭口
'“

″s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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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I Platc I

唐古特雪莲 s″““″
`,'″

“f″ c′ :

l、 2单头和三头花序植株茎外形 the cxternals of ptants with a inglc head and threc hcads; 4、 6三

头花序植株茎横 切面 一 部 分
^part of thc transverse sections of敌

cm in plants wth thrcc hcads;

3.5单头花序植株茎横切面一部分 A part of tra“ vcrsc secu。ns。f弑em in plants with a single head;

a树脂道 Remn veselsi b维 管束稍 Bun.sheath(5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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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古特雪莲 s刀
``j‘

“饣
``￠

馏″助
'

I、 2三头和单头花序植抹叶片横切面一部分
^p盯

t of tbe cross scctions。 f leut blades o‘ Plmts wth
thicc hcads and a△nglc one; 4、 6单头花序埴抹叶片的近轴面和远轴面 Adaxiat an(l abaxial。 f lcaf

bla(les in plants witb全 si吨le head, 3、 9三头花序植株叶片近轴面和远轴面
^山

xial a汛 l abaxial of
lcal bladc in plants with threc beads(5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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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III Platc III

1.唐古特雪莲
=头

花序植株的花粉粒 P。 llen gFains of plants with three beads in s'“ ‘“″
'`召

″g“
`:‘

口。

la极轴面观 p。laf、 kw; lb赤道轴面观 Equatorial view,(1800x,扫 描电镜 sEM)·  2·唐古特雪莲

单头花序植株的花粉粒 Po11en gr“ns of plants with a single head in s'“ $“″
'`'″

g‘‘,,c`. 2a极 轴

面观 Polu【 “ew; 2b赤 道轴面观 Equatona1“ ew.(1800x,扫 描电锐 sEM)·  3· 唐古特雪莲单头和三

头’t序植株花粉拉的一部分 Pollen gralns of plants with a single head and three hcads in s`“
“

`'`

``刀

g“ f:‘

'. A外壁 Exine; B沟 (∞lpus(5500x,扫 描电钱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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