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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刂

细柄草属 (C￠夕0历夕朗”
```。

Stapf)是 禾本科 (P()'lceae)中 兼具灌木形 态 和草本

形态的小属。该属自 1917年 由o.stap】 建立 以来,在我国报道 的 仅 有 3种 ,其 中 1

种产于台湾,现尚无标本可考,而另外两种硬秆子草 EC.`ss扬访J'(steud.)A.Ca-
musl和细柄草EC.伽勿汀Jo/`氵

``o(R。
Br。 )stap曰却是普遍分布大陆南部、 东部以至东

北部的广布种。由于大陆细柄草属植物地理分布广泛,生态环境多样,因而造成了属内

类群间的明显分化。这种分化不仅表现在种下级次上,而更重要的是在种级水平上,原
分类划分的大陆两细柄草种已不能完全包罗所有这些种群,否则仅就藏于全国各大标本

馆中的细柄草属标本的混乱也无法澄清。所以鉴于这种情况,本文试图通过解剖手段 ,

并结合外部形态特征,对该属进行种间界限和种间亲缘的探讨。

二、材料和方法

在查阅了全国主要地区细柄草属植物标本的基础上,对选自不同地点、不同形态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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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我国各卞要地区不同形态的48份 细柄草属 (c矽切″pe劭‘″
`slapF)标 本分别进行

了叶片解剖研究.结果发现大陆细柄草属的叶片结构可以分为3个 基本类型,即长德草质型、

年德草质型和短穗木质型,其中长穗草质型和短穗木质型类群分别与原分类处理 的细柄草

Ec.p毋幻汀7o/伤
`冫

(R.Br.)stapF]和 硬秆子 草 Ec.css铴|`e(steud.)A.camusl相 对

应,而等穗革质型类群则被定为一新种邦氏细俩草(c.腕o。 T..B.C“ ,sp.noV.)。 在 已

知的这3种 细柄苹属植物中,作者分析了它们的种间演化关系,提 出了禾本科中本质 类群是

由草质类群所衍生的结论.

 ̄29 ·



压8份蜡叶标本分别进行了叶片解剖研究.叶片解剖分表皮和横切而两方而,前者使用常

规的徒手刮削法用单面刀片在玻板上进行操作,后者使用常规的石蜡包埋法进行制片。

材料均取自旗叶下第 1叶片的中间部段,即先将材料浸泡、水煮,待软化后再分别施行

处理。但徒手所得的表皮裤片是先经染色、观察、描述、绘图、拍照等过程后才脱水封

固制片保存的。

三、观察结果

通过产自河北、辽宁、山东、山西。陕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

云南、四川和西藏等地的48份细柄革属标本的叶片解剖观察,发现无论是在叶片表皮正

面观上,还是在横切面观上,整个大陆细柄草同的叶片可以归纳为 8个基本结构类型 ,

这 3个基本结构类型分别与该属植物的外部形态相关,尤其与总状花序上同节无柄小穗

对有柄小穗的相对长度以及茎秆质地联系在一起,而分别予以长穗市质型、等穗草质型

和短穗木质型之称谓 (图 版 I)。

(一)长穗草质型

上表皮长细胞短阔,脉间细胞多等径,壁波状弯曲或微波状弯曲,无气孔器,短细

胞着生脉上,哑铃形的硅细胞通常与马鞍形栓细胞相间排列,傲毛长基;主生脉间,乳

突如有,多为单域,刺毛分布于脉上,脉间仅钩,有的居群刺。钩尖有延伸,甚至刺在

脉上成为大毛。下表皮长细胞稍长,等径细胞极少,壁微波状弯曲,气孔器于脉间 1列

居中或 2列分靠两侧,副卫细胞尖顶形至圆顶形,短细胞多生脉上,哑铃形的硅细胞与

马鞍形挂细胞交互排列呈行,微毛长基,生于脉间,数量较多,乳突多域、密生,唯气

孔器间细胞上的形大而单域,刺毛生于脉上或脉问,有的居群尖有延伸,甚至成为钩状

毛,但无大毛生成。

横切面上叶片较薄,约 55-80微米,其中上表皮泡状细胞层约占叶片厚度的一半。

维管束充塞于上、下表皮之间,分大小两型:大型维管束6-10个 ,近叶缘 的 2-3个上

方有厚壁组织而使叶脉向上抉突,小型维管束为大型维管束所分隔,通常临中肋的大型

维管束间有7-10个小维管束9叶肉细胞位于两相 邻维管束之间,其紧靠维管束的细胞

多为等径,移离维管束的细胞多有延 长。中肋常于下恻含1-5层小径厚壁细胞,使中

肋向下突起或微突,上铡通常无明显厚壁组织存在,仅见1-5层体积较大的薄壁细胞集

生。                           、

(二)等招卓质型

上表皮长细胞阔长,脉间等径细胞较少,壁微波状弯曲至平直,偶有圆顶副卫细胞

的气孔器着生;仅生于脉上的短细胞由哑铃形的硅细胞与马鞍形的栓细胞相间排成,微
毛如有,等基,仅生于脉间,乳突稀有着生,多域,常分布于近脉列,刺毛生于脉上 ,

脉间仅钩,'脉上有的刺尖有延伸,甚或形成大毛。下表皮长细胞较窄狭,除气孔器间细

胞外无等径细胞,壁微弯:气孔器常 1列或相邻2列居于脉间正中,到卫细胞圆顶形,

稀尖顶形,主生脉上的短细胞除哑铃形硅细胞和马鞍形栓细胞相联成行外,还有少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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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节形硅细胞间插其间,徽毛等基,生于脉间,数工稀少,乳突多城、密生,气孔器间

细胞上的单域乳突已多数分散成为低矮的多域乳突,刺毛多生脉上,脉间偶存,可尖不

延伸,无大毛着生。

横切面上叶片较厚,约90-130微米,其中上表皮泡状细胞层相对 较薄,低于叶片

厚度的一半。维管束集生于上、下表皮之间9分大小两型:大型缀管束9-12个 ,近叶缘

的1-2个上方有厚壁组织而使叶脉上突,小塑维管束为大型缑管束分隔,数量偏多,通

常临中肋的大型维管束间有9-14个小型维管束。叶肉细胞位于两相邻维管束 之间,其

蟹个组成细胞趋于等径。中肋常于下侧含在-6层小径厚璧细胞,致使中肋明显下突,而

上恻通常在含藩壁组织的同时,还多少跗生厚壁细胞。

(三)短Ⅱ木质型

上表皮长细胞窄长,唯脉间正中部分的细胞显宽短,璧傲弯至平直,通常无气孔器

着生9仅生于脉上的短细胞由哑铃形的硅细胞和马鞍形或圆球形的控细胞相间排成,未

见微毛发生,但有多域乳突密被,刺毛量少,一般刺生脉上,钩生脉间,脉上有明显的

大毛分布。
^F表

皮长细胞狭长,仅气孔器之间有等径细胞,璧微弯至平直,气孔器多以

1列居于脉间正中,副卫细胞圆顶形,俩尖顶形,主生脉上的短细胞由哑铃形或结节形

硅细胞与马鞍形栓细胞相间排列成行,微毛等基,短小,稀生于脉间;乳突多域、密生 ,

气孔器间细胞上的单域乳突为同型多域乳突替代,刺毛通常缺如;但脉上有体身细长的

大毛存在。

横切面上叶片稍薄,约 55-90微米,其中上表皮池状细胞层薄于叶片厚度的一半。

维管束密集于上、下表皮之间,也分大小两型:大型维曾束6-8个 ,近叶缘的1-2个上

方有厚壁组织而使叶脉上突,小型维管束为大型维管束所断隔,数量较多,通常临中肋

处有10-15个小维管束分布。叶肉细胞位于两相邻缑罾束间,其整个组成细胞趋于等径。

中肋不仅下恻含有厚壁细胞而背向外突,而且某些居群上恻薄壁细胞也不同程度缩小 ,

趋于厚壁化。

四、讨  论

1.根据解剖所知,细柄草属呈现在叶片结构上的变异是多方面的,而且这些变异在

各居群中表现十分稳定,说明细柄草曰植物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其内部形态已发生歧异 ,

新的类群已分化形成,新的物种正值产生,囚而叶片内部结构性状可以作为类群划分的

可靠依据。

2.在细柄覃属中,虽然叶片各种变异性状垒成了大陆细柄草属的3个基本结构类型 ,

但其中表皮上的微毛、乳突、刺毛和大毛,横切面上的叶片厚度、维管束数和厚壁组织

则是构成这 8个基本类型最明显的性状,它们不仅与外部形态上无柄小穗的相对长度、

茎秆质地相关照,而且与有柄小穗小穗柄的长短。第 1颍脉数、背面是否下凹等性状相

对应 (表1),从而为类群在内外形态上 8个类型的鉴分寞定了诊断基础。

3.曲 叶片解剖结构及外部形态而划分的大陆细柄草属 3个基本类型,与 原分类处理

的大陆纲柄草属相比较、长穗草质型类群恰与原绷柄草符合一致,短穗木质型类群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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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的细柄茸口三个击本类型的形态结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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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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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cnt

原硬秆子草符合一致,而唯独等穗草质型类群却无具体种别相应。并且 ,在查阅了与我国

毗邻地区的一些植物后,也无与此类植物对等的类群存在,可见有的学者在鉴分此属植物

时,将该类植物忽而放入细柄草种中,忽而又放入硬秆子草种中,造成了馆藏标本的极

大混杂性。为此,本文特将该类植物定一新种,命名为部氏细柄草 (C.助氵o万 L.,B.Cai,

sp. n.ov.)。                                                          、

4.新种郭氏细柄草确立后,在已知的大陆 8种细柄草属植物中,作 者 认为细柄草

可能是最原始的类群,郭 氏细柄草演化次之,而硬秆子草演化最为高级。因为这 3种植

物所呈现的一些内外性状,在先前的植物演化研究中,是比较明了的系列演化特征,如

徽毛基细胞的短缩至微毛的变小或消净,刺毛的集简直至消失,厚壁组织的产生至薄壁

细胞的厚壁化以及小穗和小穗柄的进一步简缩、颖脉的减少等,这些性状趋势不只是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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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个族、属之中,而往往自于整个禾本科。

5.大陆 3种细柄草厨植物的演化级次被评认后,显然在细柄草厨中外 貌 高大灬粗

壮、单生的进化类群是由外貌低矮、纤细、丛生的原始类群进化而来,质地柔弱、斌于

草质的类群向着质地坚硬、赋于木质的类群演化。这不仅可以从侧面揭示禾本科中象竹

类、芦竹类、玉蜀黍类等茎秆木化的类群是由茎秆细弱的草质类群所衍生,而且可以直

接印证G.L.stebbins 1o72年提出的
“
原始禾草具有低矮丛生、短叶短根茎、多年生的

特征
”
,“竹类是古老而非原始的植物类群

”
的科学论断。

附新种郭氏细柄草描述 :

礻氏细柄草 新种 田 1

C·cpfrrfpedf。 m△ Ⅱoj L。 B. Cai, sp. noV. (Fig. 1)

A.ffinis C.。  〃ss犭″9饣 J￠彡(stet1d。 )A~. C.anlus,sed cuInlis herbaceis gracilibus,

nodis pauciran△ l△ losis, spicl工 lis sessilib· us spiculas pedice11atas 1erc aeq】 】anti-

bu., dorso glamae prinaae leviter s·ulcato bene differt。     '

1-lerba peren.n.is. C.ulnli leviter duri, laxe caespitosi, 5o-11ocin alti,

1.5-2.3mⅡ l diarn., erecti vel basi genicu.1ati, multin.odi,n.odis den.se pu-

l)escen.七 ibu.s et paucira:n,u.1osis.Foliorum vagin.ae iIltern.odiis breviores ve1

1ongiores,glabrae vel parce,ttberculato-villosae(basibus villort1m tubercula-

ril)us); ligulae scariosac,apice obtusae,circa 1.6rnm lo11gae, laininae linea-

res, 10-20Cn△  1ongae, 5——8n1n● 1atae, supra scaberulae basi parce tuber-

culato-hispidae, s111)tus glabrae vet parce tuberσ ulato-villosae basi puberu-

lae. Pan.icula hxa,1o-18cm lo11ga,5-multinodis, ramulis fasciculatis 1-3-

plicatoranlificationibu.s, in.axi11is ramtlloru!n pilosis, q11oq1】 e ranlulo apicali

l-racem· um singl1.larem crescen.s.  Race1n.i 7-12rnn1 1o王 1gi, semI)er 2—△

n.odes, 5-9-spiculiferi, in.terrodia rllacllidiun△ ct pcdu|1Guli spicular· um gra-

ciles sulcati, in utroque latere cniati, 1/2spiculae sessilis  partcm】 crc ae-

quan.tes. spiculae  sessiles e11iptico-lanceolatae, circa 3inm longae (aristis

exclusis), ln△ .n1 1atae, callis 
·
bar·batis, gll△ ma prima siabcoriacea,comp·lalla,

dorsaliter leviter sulcata,apice praenaorsa, !n.arginibu.s con.duplicatis, parce

pilosa, 4-6-nervis ol)scltris; gluIna secundtl scmi-hyalina,navicularis api-

cc acuminata marginibus conduplicatis,glabra 3-nerVis gluma l,rima paˉ

un。 l。ngior ct an隙 :stior,1cmma prit】 Ilum llyalinum,1/2 glumam fere aequ¨

ans, aipice den.tic“ latttn】  et pilosuIn, tan.tun△  basib·us inarginu!1△  in.flexis;

lernn∶lFl seCundunl lincaris, apice in arista,n~ gcniculatani1 8-12n△ !n lon-

ga!n, antl,crac 11tsco-flaVae, circa 1.3nlm 1ongae, ovariuln.clongatoˉ -oV a-

tum,st、71is 2, stigrnate aspergilliforn△ i. spiculae pedicellatae masc· ulae,spi-

culas sessiles superan.tes vel iere aeq· uantes,glumae du.ae 】ere aequilongae,

scaberulae, marginibus pilosis, 7-9-n.ervis.

siclluan.: I.'udiFlg, at road side in.thickcts, alt. 1 30oin., 23 Jur1.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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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郭氏纲弼拿
1.植株x1;2.总状花序×6;3.无柄小梅第1颖背面和皮面观xlOj 4.第 2扳的背面和腹面规
x10;5.第 1外稃 ×】0;6,第 2外稃和芒×lO;7.总状花序的花轴节间×lO.8.雌 蕊 x lO;

9.雄銮的花药×!0,!0,叶的一段x6.             (王 额绘)
Fic, 1  C.cp;`J|pε

'j留

”: 乃1‘oj △. B. Ca:
1. Plant X1; 2. Racem.c ×6; 3. Fifst t1。 】!e oF sessile sp:ke1ct, dofsi1】 8nd ventrB1
o:ev· s X10; 4, socond g1“ !〖le,dorB31 8△ d Fentfal v:c lr g ×10: 6, F:rsI ICm.】 la XlO:

6. seeood 13:ll“ !o iith 8】  8平 n XiO: `. Ini● ::lodo of lho FBchis of rBcen1●

X lO, 8. PIBlil X.】 o, 9.Ailthers oF gta网 B。s XlO,
】0.A seB】 Ilcnt of leaf X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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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 K.uo et W. Y.Wang 20288 ('rypus io NWBI), Y.aan,at ditch si-

de, alt. 620m, 20 Ju‘1. 1977, P.. C.· 1(uo et· VV· 。Y· .W.ang 20071; X】 zazlg:

Chayu, on rn.oist 】1oodland,alt, 1gO0】m.,14 Ju1. 1978,E.xped. Xizang 1009,

Yunna了】: Chuxiong, at road side in ino】 st thickets, alt. 1850inp 14 0ict.

1979, ′飞/. z. Xie 105.

多年生草本。秆稍硬,疏丛,高 50-110厘米,径 1· 5-2.3毫米,直立或基部膝曲,

具多节,节上密生短柔毛,少分枝。叶鞘短于或长于节间,无毛或有稀疏疣基细毛,叶

舌子膜质,先端钝圆,长约1.6毫米,叶片线形,长 10-20厘米,宽5-8毫 米,上面稍

粗糙,其基都具疣基裢硬毛,下面无毛或琉生疣基细毛,其基部被短柔毛。圆锥花序开

展,长 10-18厘米,5一多节,分枝镂生,具 1-3回小校,枝腋内均具短柔毛,每一小

枝仅着生 1枚总状花序。总状花序长7-12毫米,常2-4节 ,合 5-9枚小 穗,穗轴节间

和小穗栖纤细,具纵沟,两侧有纤毛,长约为无柄小穗之半。无柄小穗椭圆状披针形 ,

长约 3毫米 (芒除外),宽约 1毫米,基盘具髯毛,第 1颖亚革质,扁平,背面稍下凹 ,

先踹啮蚀状,边缘内折,疏生短乘毛,具d-6条不明显的脉,第 2颖半透明,舟形,先

端尖,边缘内折,无毛,具 B脉,略较第 1颖长且狭,第 1外稃透明膜质,长约为颖的

一半,先端钝齿状,具短柔毛,基部边缘内折,第 2外稃线形 ,先端延伸里一膝曲的芒,

芒长8-12毫米,花药棕黄色,长约1.3毫米,子房长卵形,花柱2,柱头帚状。有柄小穗

雄性,长于或近等手无柄小穗,两额近等长,粗糙,边缘有细柔毛,各具7-9脉。

本种与硬秆子草〔C.否 s氵仞订
'(steud.)A.Camus〕

相近,但它的秆草质,纤细,

节少分枝,无柄小穗近等长于有柄小穗,第 1颖背面下凹等特征而明显区别。

四川:泸定,路旁草丛,海拔1800米 ,1977年 6月 23日 ,郭本兆、王为义20288(模

式标本,存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雅安,水沟边,海拔620米,1977年 6月

20日 ,郸本兆、王为义20071。 西蔽:察隅,湿润河滩地,海拔1900米 ,1973年 7月 14

日,西藏考察队1009。 云南:楚雄,路旁湿润草丛,、 海拔1850米 ,1979年 10月 1‘ 日,谢

文忠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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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OF THE LEAF BLADE AND INTERspEclFlc

RELATlONsHIPs OF THE CONTINENTAL cAPILLIPEDIU·M
IN CHINA

·
                   Cai Lianbing

(Ⅳ o'‘ ”tEIusf p`口

`纟

日“

`os”
r留 J。 or B|o`o召

`,r另9c△ |m侈 s纟

'cnd侈
昭 9`or s历纟叨c彡s,X· |,9f,9留 ,810001)

Investigat】。ns were made on the herbaria of the genus C〃 夕刃;j夕纟′饣仍仍
fro甲 the major regions o】 China.The‘ 8 herbarium specimens chosen from d卜

fferent regions are studied on the external morphology by the rnethod of

the a11atomy o】 1ea1 blade. 'rhe results sho· w· that the stm(iures of the le-

a1bla.des of the oontinental C口 夕0JJ饣夕
'J犭

c‘″·in China in.ay be devided into

three m.aior typess herbaceous type wnh l。 ng spikelets,herbaceous type

with equal spikelets a,∶ld lignous type 、vith short spikelets. In the three

types, the herbaceous type with long spikelets an.d the lignous type

With short spikelets correspond respectively to the C.夕 舀
'″

饣

`J。

`仍
仍(R.Br。

)

stapf and the C;。  舀ss饣

`”

犭J'(steud.)A.。  Can】us of the past treatillent, and

the herbaceous type 环`ith equal spikelets is fit to establish a n.el″  speci-

es:C.为
`‘

o犭 L.B.Cai.The auther considers th· at the c.夕
''口

氵∫Jo`仍仞(R.

Br。 )stapf is the most prinlitive, the C. 乃″oj L.∶B. Cai ls secondary and

the C· 。 ‘贺,s饣9仍万J纟 (steud.) A. Caillus is the n△ 0st advan.ced among the three

species know:l in the genus, the lignous taxa deriVe from the herbaceous

taxa.

Key wordsa C衫 夕JJ:J夕纟′J刃″‘, C。 乃
`‘

oJ, Anatom.y of lea￡ blade, Interspeciflc

relat1onships of C刃 夕石J跖夕。JJ仍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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