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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蔓龙胆属、双瑚婊属和龙胆曰狭蕊组进行 了花部解剖学的研究 ,并 以此为据讨论

了这些类群的分类等级及其系统演化关系。△龙胆居花萼简具 10条 维管束 ,花冠筒具 15条

维管束 ,子 房基部的腺体具维管束 ;双瑚煤厂中花△简具 5条 维管束 ,花冠简具 10条 维管束 ,

子房基邯的腺体也具维管束 ;龙 胆F狭蕊组花萼简具 12条 维管束 ,花 冠简具 15条维管束 ,子

房基部的腺体无维管束 ,这些类群也具有如下共有特征 :具 5条雄蕊维管束 ,每 心皮具 1条

背维管束和 2条 破维管束 ;雄蕊花丝均具翅;花 夸简基都均具绥片状附属切 ,比较芟龙胆属、

双蝴森肛和龙胆日狭蕊组的花部解剖特征 ,表 明褶花类群间可能具有较近的亲缘关系 ,把芟

龙胆曰和双蝴森只作为独立的居处理较为合适。从花部解剖特征分析 ,蔓龙胆展和双蝴条目

可能较龙胆属和龙胆属狭蕊组进化。

关铤词 :蔓 龙胆属 ;双蝴蝶属 :龙胆属狭蕊组 ;花 部解剖学 ;龙 胆科

根据 Ho(1995)最新的龙胆科 Gentianaceae分类系统 ,变龙胆居 0αtr″rd|口 的相

关 类 群 应 包 括 龙 胆 属 G刎切 口和 双 蝴 蝶 属 Tr`pr″“冫 r〃″z?2。 龙 胆 属 狭 蕊 组

G.sect.sre刀喀y`2P是 一较特殊的类群 (smith,1965),故 本文将其作为一独立类群加以研

究。由于这几个类群的花冠裂片间具褶 ,因 此 ,也称为褶花类群。褶花类群的系统位置、

类群的划分以及类群间的系统演化关系等长期存在争议。Marquand(1937,1931)将 变

龙胆属和双蝴蝶属归人龙胆属中;Clark(1875)将 双蝴蝶属归人蔓龙胆属中。关于龙胆

晟狭蕊组 ,Love和 Love(1976)建议将该组移人双蝴蝾属 中作 为亚阕处理 ;Yuan
(1996)建 议将该组从龙胆属中移出。Toyokuni(1965)认 为双煳蜾属和龙胆属的亲缘关

系较近;s而th(1965)认为龙胆属狭蕊组与蔓龙胆属和双蝴蝶属亲缘关系较近 ,而与龙

胆属其他组较远。Ho和 Liu(1990)认 为龙胆属狭蕊组是龙胆后中较原始的类群 ,而通

· 中国科学院重点项目 (Kz952-s1-123)和生物分类区系学科发展特别支持女费励课砑 .

本文于 1997年 9月 15日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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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此类群使得龙胆属与芟龙胆属和双蝴蝶属有较近的亲缘关系。Yuan(1996,1995)认

为狭蕊组与蔓龙胆属和双蝴蝶属有较近的亲缘关系 ,而 与龙胆属其他组亲缘关系较远。花

部解剖学研究在解决龙胆科 中各类群的系统演化关系上具有较重要的意义 (Gopal et

a1.,1963;Lindsey,1940,1938),对 褶花类群的花部解剖学研究 ,主要集中在龙胆属

中 (Gopal et a1.,1960),而 对其余的类群未见有详细的报道。本文通过分析比较蔓龙胆

属、双蝴蝶属、龙胆属狭蕊组的花部解剖结构 ,为褶花类群的系统演化关系的阐明提供

依据。

材料和方法

供试材料来源及产地见表 1。 除双蝴蝶 ⒎ c历″mse的 凭证标本保存于安徽师范大学

生物系标本馆 (ANUB)外 ,其它材料的凭证标本均存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标

本馆 (HNWP)。

解剖观察用的材料 ,用 FAA(冰醋酸 :酒精=1:3)固 定 24~48小时后转人 70%
酒精中保存。爱氏苏木精整体染色。常规石蜡法切片,切片厚度 5~12um。 中性树胶封

片。olympus BH-2型 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并照相。

表 1 供试材料的来源及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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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结果

1.△龙胆属 Cr。 wn″ rd|口

披针叶芟龙胆 (C.滋切t`口,)的花为 5数 。从花基部的连续横切片可观察到 ,花夸维

管束来源于 5个花萼迹 ,其中 2个花萼迹各 自分化为 3条花萼维管束 (图 版 I-1),另 2

个花萼迹各 自分化为 1条花萼维管束 (图 版 I-3,4),最 后 1花萼迹分化为 2条花萼维管

束 (图 版 I-2)。 这样花萼简中共有 10条 花萼维管束 (图版 I-5)。 在每个花萼维管束处 ,

花弯简向外突起。

花萼简基部的内表面具鳞片状附属物 ,仅 由 2~3层细胞组成 ,只有在显微镜下才可

观察到。成熟的花萼筒由角质化的表皮细胞和 3~5层 排列紧密的薄壁细胞构成。

在花萼简与子房柄分商时,花冠迹才出现 ,共有 5个花冠迹 ,每个花冠迹均分化为

3个花冠维管束 (图 版 I-3,5),而且每个花冠迹分化出的两条边束均与相邻的花冠迹分
·36·

地点和海拔
Locality and altitudc

大理 ,云南 ,3500m

I)ali, Yunnan, 3 500nl

黄山,安效 ,I500m

Huangshan, Anbui, 1500m

平安,青海 ,2500m

pingan,Qin8hai,25oom

|

|



臼

●
一
△
●

图版 】 披针叶蔓龙胆的花都解剖

l~9花秦都连续横切面 1· 花跨迹分为 3束 .2· 另 l花夸迹分为 2束 .3.2个花售迹分为 1束 和花冠迹分出 ,

4.最 后 1花萼迹分出和另一花冠迹分出.5,花冠维管束的边束融合。6.花 冠迹分出,7~8· 花冠维管束边

束融合.9.雄蕊迹分出及腺体出现 ,〈 均为×44)

注 ;图 版 l~Ⅵ 中的 K,花粤迹 ;C,花瓣迹 ;A,雄 蕊迹 ;s,花 夸维管束 】P,花冠维管束 ;C,雄 蕊维督

柬;D,心 皮背维管束 ;V,心 皮腹维瞥束 ;N,腺 体 ;Vb,维管束

Plate I  Floral anatomy of Ck△

`〃

7d`‘‘
'P`夕

t.dv氵

1—
—9  successive consecttiVe o.f the b.ase of tbe flo、 ver: 1.s1· 1o、vin8· the sepal trace divid.iilg into threc bun-

dtes.2.AilotllCr sepal trace divld.i】 1g in.1。 two bund.les.3.· rwo sepal traces dividing into(,】 】e bundles aild.pet8】

trace,4,T11c scparating scpal and petal trace,5,Fused Inarlgiilal cOrolla bundle.6,Tlle scparatin8.petal trace

7-8.I′ used margiilal corolla bu11d.le.9.· I· be separati1△ 1g starncll traCe alld.n.ecta△ y.  (All× 41〉

`otc:Platc l-Vl K,scpal trace C,Pctal trace A,stamcn trace s,scpal bundle P.pe·
al bundlc G· ,stamen

bundle D,Dorsal carpel bundle V,Ventral carpel bundle N,Ntctary Vb,V· ascular bu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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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出的边束相融合 (图 版 I-5,9),这 样花冠筒中共有 10条 花冠维管束 (图 版 Ⅱ-5),但

在花冠筒的稍上方 ,融合的维管束又分开 ,最终花冠筒中共有 15条花冠维管束。花冠筒

由表皮细胞和几层薄壁细胞构成 .

雄蕊迹 5个 ,最后从维管柱中分出 ,分别形成 5条 雄蕊维管束 (图 版 Ⅱ-1,2).雄 蕊

花丝两侧的细胞向两边扩展成翅 (图 版 Ⅱ-7)。

子房为 2心皮 ,1室 。每心皮具 3条维管束 ,即 1条 背维管束和 2条腹维管束 .在 子

房柄中背维管束稍比腹维管束早分出,而腹维管束在很短的距离内就分开成为 2条腹维

管束 (图 版 Ⅱ-5,7)。 这样 ,在背腹维管束到达子房之前就已分开 (图 版 Ⅱ-7)。

腺体位于子房柄的基部 ,-其 突起部分与雄蕊互生 ,且在腺体中下部与子房柄分离
(图 版 Ⅱ-1)。 在腺体中部所有子房柄表皮细胞均发育成腺体 (图 版 Ⅱ-3,5)。 腺体已发生

明显的分化 ,主要由分泌表皮和产蜜组织组成 ,仅有少量来源于中柱的维管束进人腺体

基部 (图 版 Ⅱ-8,9),它们可能通过传递细胞与腺体联系。分泌表皮垂周壁延长 ,细胞排

列紧密且细胞质较浓 ,产蜜组织由 2~3层 细胞构成 ,细胞核相对较大且液泡化明显 (图

版 Ⅱ-8,9)。

2,双蝴蝶旧 rr|prer。 sp″″″″

双蝴蝶 (T.c`itm召ヵ犯)的 花为 5数 。从花柄开始的连续横切片可观察到 ,花萼维管束

首先从花柄维管柱中分出,分别来源于 5个花萼迹 (图 版 Ⅱ-1)。 在花萼迹处花萼筒仅稍

稍突起 ,故花萼筒基本呈圆形。在雄蕊与花冠筒分离时 ,花萼简才在花萼束处突起 ,而
使花夸筒呈五角星状。花卒迹分化形成 5条花苓维管束 ,这样花萼筒中共有 5条花苓维

管束 (图 版 【-2)。

在花夸简基部的内表面可观察到仅由几列细胞组成的花落附属物。成熟的花萼筒由

表皮细胞和 5~7层 紧密排列的厚壁细胞组成 (图 版 I-5)。

花冠迹在花萼简与子房柄完全分离时才出现 ,共有 5个花冠迹 ,其 中有 2个相邻的

花冠迹各 自分化为 3条花冠维管束 (图 版 ■-3,4),这 2个花冠迹的 1边束在雄蕊迹出现

时融合为 1束 (图 版 Ⅲ-6)。 另 2个花冠迹各 自分化为 2条花冠维管束 (图 版 Ⅱ-4,5),而

其余 1个花冠迹仅分化为 1条花冠维管束 (图 版 Ⅱ-5),这 样花冠简中共有 10条 花冠维管

束 (图 版 Ⅱ-6)。 花冠筒由表皮细胞和中间 3~5层 薄壁细胞构成 (图 版 Ⅲ-8).

雄蕊迹最后从子房柄维管柱中分出 ,形成 5条雄蕊维管束 (图 版 ■-5,7),在 花冠简

与子房柄分离时 ,雄蕊维管束进人与花冠简合生的花丝中。雄蕊花丝两侧的细胞向两边

扩展成翅。

子房为 2心皮 ,1室 。每心皮具 3条维管束 ,即 1条背维管束和 2条腹维管束。背维

管束和腹维管束几乎同时从子房柄维管住中分出 (图 版 I-7,8)。

双蝴辣的腺体位于子房柄基部。腺体已发生明显的分化,主要由分泌表皮、产蜜组

织和维管束构成 (图 版 Ⅱ-7,8)。
·
分泌表皮垂周壁延长 ,而使细胞呈长条形 ,细胞间排列

紧备 ,细胞表面具角质层 ,细胞质稠密 ;产蜜组织由 3~5层细胞组成 ,细胞体积较小 ,

细胞核相对较大 ,液泡化明显 ;维管束在蜜腺与子房柄相连处进人产蜜组织 (图 版 I-9),

当蜜腺与子房柄分离后就无维管束分布 ,可能是通过传递细胞与蜜腺相连 ,而且分离后

的蜜腺在内外表皮上均形成细胞垂周壁延长的分泌表皮 (图版 m~8)。

·38·



图版 1 技针叶主龙胆的花都镣割

1~7花 垂都连续护切面 1,花冠迹分出。2.5个 推‘谈。3~⒋ 5个 交出的法体。5.10汆 花夸络臼束和 10

条花冠维皙柬 ,6.花 冠维t束又分】及心皮口柬分出。7,心 皮宵u束分出。8~9· 毖件及其中的经管束。

(l~7× 44,8× 60;9× 90〉

Platc I noral anatony of Cr夕 v:和 /`杨

'cJ夕

o夕y

I~7,s·ucCessive consecutive of the base of the flower: 1.1′ he separating petal trace.

2,slloo耐 :lg.five stainen traces.3~4.sho、 ″】ng 5 1gla了 ld.s· 5.1()sepal bulid.lcs and l()petal bundles.

6,1′he corolta bundlcs diˇ iding again and separating dorsal bund1e of carple.7.1· he separating dorsal

and ventra1 bundles.8~9,showing gland and vascular bundte in nectary. (I~7× 44;8× 60;9×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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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 双蝴架 的花都 解剖

1,花 夸迹分 出。2.5条 花萼维 管束及 花冠迹分 出 .3.2花 冠迹 各分 为 3束 .衽 ~5.另 2花 冠迹各分 为 2束

及 1花冠迹 分为 1束 。6.雄 蛮迹分 出 ,7~8.心 皮背腹束分 出.9.腺体 中的维 管束 .

(1~8× 30;9× 74)

Plate I   F· loral anatonly of 7·
'●

p`c/。 spe',ヵ l‘

`″
r乃i刀召ヵse

l~8,()on.sccutivc tran.sectioils of t1· 】e base of the floweI: 1,1I· llc separatin8.sepal trace.2.s11owing· 5 sepal

bundles and. the petal trace.3,s】 】。willg each 。f two p.etal traces clividing into th.ree petal bu】 ld.les.4~

5.showin8· eacl).of two petal traccs d.ivi(liilg i:1to.tWo petal bun(lles and one petal traCe forn】
in,‘ onc petal

bun(iles.6.1′ hc sep.aiatiilg stamen.tracc.7~8,The scparatcd.dorsal岙 nd ven.t△ al t urld.le.9,T11e vascular

burld.les i11 ncctary.  (1~8× 3(); 9×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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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Ⅳ 条纹龙胆的花都解剖

1.花苓迹。2· 另 2花萼迹。3· 花冠迹分出。

4~5.每 个花夸迹均分为 3束 ,6· 每个花冠迹也分为 3束 及雄蕊迹出现 ,7· 腺体。

8~9.背 腹柬及 12条花薯维管束和 15条 花冠维瞥束。〈均为×28)

Plate Ⅳ  Floral anatomy of('em“ 夕刀口s`″口
`a

1.scpal tracc.2.C)ther t、 ″o scpal traces.3.· rhe separating petal tiace.4~5.E· vOry scpal tracc dividing into

three sepal bundles.6,iEvery petal tiace dividlng into three petal bundles and stamen tracc.7.showing

nectary· ,8~9.sllow::】 8 dorsal and ven.tral bund.les, 12 sepal bundles aild.15 petal bundles.  (A11×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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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狭蕊 组 C勿 J沏刀口 sect.sre″ og冫″e

条纹龙胆 (G,s功″口)的花为 5数 。从花基部开始的连续横切片可观察到 ,花萼迹首

先从花柄维管柱中分出,共有 5个花萼迹 ,每个花萼迹均分化为 3条花萼维管束 (图 版

Ⅳ-1,5),其 中 1个花萼迹分化不久 ,3条花萼维管束就融合为 1条花萼维管束 (图 版 Ⅳ-

2),另 1花萼迹分化的 3条花萼维管束中有 2条融合为 1条 花弯维管束 (图 版 Ⅳ-5,6),

其余 3个花萼迹的花萼维管束未发生融合 (图版 Ⅳ-6)。 这样花萼筒中共有 12条花萼维管

束 (图 版 Ⅳ-8,9)。 花萼筒基部具花萼附属物 ,由 几层细胞构成。花萼筒由表皮细胞和中

间 2~3层 细胞构成 ,所有细胞的细胞壁均加厚 .

花冠迹 5个 ,在 花萼筒与子房柄分离时从维管柱中分出 ,每 个花冠迹各 自分化为 3条

花冠维管束 (图 版 Ⅳ-3,5),故 花冠筒中共有 15条花冠维管束 (图 版 Ⅳ-8,9)。

花冠简的表皮细胞垂周壁延长 ,且不同程度地木栓化 ,中 间为圆形的细胞构成 (图

版 Ⅳ-8,9)。

雄蕊迹最后从子房柄的维管柱中分出,分别形成 5条雄蕊维管束。雄蕊的花丝两侧

突出成翅 (图版 Ⅳ-6,7)。

每心皮维管束在子房基部几乎同时分化为 1条背维管束和 2条腹维管束 (图版 Ⅳ-7,

9)。

腺体位于子房柄基部 ,腺体突起的部分与雄蕊互生。腺体主要由分泌表皮和产蜜组

织构成 ,无维管束 (图版 Ⅳ-7).分泌表皮细胞长方形 ,排列紧密 ,细 胞具角质层 ;产蜜

组织细胞形状不规则 ,细胞核相对较大 ,细胞质浓厚。在腺体中部 ,所有子房柄表皮细

胞均分化为分泌表皮和产蜜组织 (图 版 Ⅳ-7)。

讨   论

关于龙胆科的花部解剖结构,已 有一些学者做了较全面的观察 (Gopal et a⒈ ,1962;
Lindsey,1938,1940,Woodson,1936)。 Gopal等 (1962)研 究了龙胆属 8种植物的花

部解剖结构 ,它们分别代表龙胆属 4个组 (sect.Cr″c沏〃,sect.ho阴召″口,sCCt.K″
'。

夕,

sect.C`l0刀 drop”〃口)的解剖特征。结果表明这 8种植物的花部解剖特征十分相似 ,他以

GF刀 r油刀口pFdic、〃口r口 为例 ,详细描述了该种的解剖特征。

本文在此研究 的基础上并结合 自己的研究结果 ,讨 论褶花类群间的系统演化关

系。

I.花部维管束

Puri(1951)提出了被子植物花部维管束的基本解剖结构 ,即每个花夸、花辨和雄蕊

的维管束均来源于单个维管束迹 ,但在花萼和花瓣中,维管束迹均分为 3束 ,而在雄蕊

中不分离 ,直接形成雄蕊维管束。每 1心皮首先出现 1条背维管束 ,随即 2条腹维管束

也出现。被子植物的花在这种基本类型的基础上,花部维管束发生融合、分离等各种分

化。Lindsey(1940)根 据心皮迹数 目和这些心皮迹所形成的心皮维管束的数 目,把龙胆

属的花部维管系统分为 4种类型。其中一种每个心皮具有 3条维管束 ,即 1条背维管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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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条腹维管束 ,褶花类群就属于这种类型 ,这与 Puri提 出的心皮缑管束的基本类型相同。

从表 2可看出,褶花类群的雄蕊维管束也符合 ,而且龙胆屑的花夸和花冠维管束均符合

这一基本的花部解剖类型。

龙胆同狭蕊组的花I维管束发生了并合或减化 ,虽然每个花夸迹均分化为 3条维管

束 ,但其中 1个花萼迹分化不久就融合为 1条 花萼维管束 ,而另 1个花萼迹的其中 2条

花夸维管束融合为 1条 花萼维管束。

蔓龙胆同的花萼维管束发生了并合或减化 ,其 中 2个花萼迹各 自分化为 1条 花萼维

管束 ,而 有 1花萼迹分化为 2条花夸维管束。花冠维管迹虽然均分化为 3条花冠维管束 ,

但在花冠简基部发生相邻花冠维管束的融合 ,而后在花冠筒的上部又分离。

双蝴蝶属的花萼维眢束和花冠维管束均发生并合或演化 ,花夸维管束 5条 ,花冠维

管束 lO条 。

许多学者认为维管束的并合或减化是较进化的特征 (梁汉兴 ,1986;Davis,1966;
Eames,1961;Puri,1951;Lindsey,1940),根 据这一观点 ,我们认为双蝴券属和蔓龙

胆居的花被维管束比龙胆属和龙胆同狭蕊组的进化 .

2.花萼附属物

在褶花类群花萼筒的基部均存在鳞片状的花萼附厨物 ,只有在显微镜下才可观察到

(表 2)。 这种附属物首先是由 Arber(1913)在 十字花科植物中发现的 ,该科植物的花梗

查都具有这种讲片状附门物 ,而且在叶柄查部也发现这种附属物。故这种附口物被认为

是托叶的残留。这种附口物同样在马钱科 (Woodson et a1,,1938)和 萝序科 (Agarwal,

1951)中 发现。由于许多形态学家认为花夸和花瓣是从叶演化而来 ,所以这种在花尊和

花辨中的附曰物也被认为是托叶的残留。

表 2 和花类群的花都解剖特征比较衣

'I′able 2  t· he fl。ral anatoiniC COInparisOIl of the plicate coro11a group in the Centian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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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  状

Charatters

(∶9em‘ l'na

续表 2

C)t1)er sections·

εpidermal cells

Inner cells

Nectary

Epidermis

sccretory tissue

Vascular tissue

thickˉ v、`alled

thin-walled

present

present

tlbsent

Note:  ,.  Aftcr()()pal et a1. (1962)

花萼附属物在不同科中出现,表 明这是由于趋同进化造成的。但是在褶花类群中,这

一性状不可能是由趋同进化造成的 ,而 是因为它们来源于一个最近的共同祖先的结果 ,说

明褶花类群间具较近的亲缘关系。

3.花萼简和花冠简的解剖结构

从表 2比较发现蔓龙胆属的花萼筒主要由薄壁细胞构成 ,花冠简的表皮细胞不呈柱

状排列。双蝴蝶属、狭蕊组及龙胆属其他组的花萼简均由厚壁细胞构成 ,双蝴蝶属的花

冠筒表皮细胞也不呈柱状排列 ,而 龙胆属狭蕊组和龙胆属的花冠筒表皮细胞呈柱状排列。

4,花 丝的解剖结构

褶花类群的花丝两侧均具宽窄不等的翅。

s.腺 体

褶花类群的腺体均位于子房柄基部 ,双蝴蝶属和蔓龙胆属的腺体中具维管束 ,而狭

蕊组和龙胆属其他组的腺体中无维管束 (表 2)。 Fahn(1953)指 出,花蜜腺在被子植物

中的进化,主 要沿着向顶向心发展 ,Fahn仅强调蜜腺在位置上的演化趋势。邓彦斌

(1995)在 研究了十字花科的花蜜腺后 ,提 出花蜜腺结构的演化趋势 ,即有维管束的花蜜

腺应比无维管束类型进化。因此,双蝴蝶属和变龙胆属的腺体比龙胆属狭蕊组和龙胆属

的进化。

综合以上分析 ,褶花类群在花部解剖结构上存在较多的相似特征 ,表明褶花类群间

可能具有较近的亲缘关系。同时双蝴蝶属、蔓龙胆属、龙胆属狭蕊组和龙胆属之间在花

被维管束上差异较大 ,故双蝴蝶属和芟龙胆属应作为一独立属处理较为合适 ,而且两属

的花被维管束和腺体比龙胆属狭蕊组和龙胆属的进化。龙胆属狭蕊组的系统位置有待进
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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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reports the characters of noral anatO】 ny of Cr夕 么
`∽
〃rdi口 , △

··
r:p″rospe″″.y″ and

Cl纟刀
`j曰 'a sect,s`e,logy,:e.'1·

he results are used to discuss the systematiC relationships of Craz″ /切
'':口

,

Tr`p`cro‘ pe″
`:‘

″,and Cen`J夕乃夕 sect.sfe7vBvno Cr口 ℃`furdio has 10 bundles in calyx tube and 15 bundles

in corolla tube,there is vascular bundle in gland at the base of ovary.7· 7】p`口rospen叨 ″刀9 has s bundl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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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yx tubc and lO bundles in corolla tl△ b.e,therc is vascular bulldle iIl glaIld at the base of ovary.Ce″
`i夕

″口

sect..s扌召,zogi、 ,7`bas 12 bundles in calyx tube and 15 bundles in corolla tube, there is no vascular bundle

in gland at base of ovary.

·
I·he similar characters of these group are as follows: 5 bundles in starnen; l dorsal bundle and 2

ventral buIldle in onc carple;wingcd.filments;squaInetlae at the base oF calyx.tube;thick.-walled epid.er-

mal cells and thin-walled inner cells of pericarp in capsular.Comparison with Crα 。″彡
'rdf口

,T冖p勿rosper-

``∶

z‘ 99z,(·冫 ″

`I四
`:曰

and Ce刀 ′扌曰刀曰 s泛 Ct.,s`召 ,:o‘ rty9t召 ·the plicata c° rolla group rnight llave close relation.ships.It

is better trcat C/夕 tf〃rdjd and 7· np`召 ro`p召
'″

〃″ as two distinct genera.Cr″ ∶t∮‘厂

'rd and Tnp`纟
rosp召

'~

″″(`9: are more advanced than C).sect.s.J召 ″o‘;′ ″c’ an.d otber section.s of Cc″
`氵

夕刀夕 acCo.rding to evolutionary

trends of tbc floral anatornical cllarac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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