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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绢篙属 s e r i夕h i d i u m ( B e s s
.

) P o lj a k
.

1 6 种

植物花粉形态研究
’

孙会忠
l

贺学礼
` ,

2 “ 陈铁 山
`
张跃进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
,

杨凌 71 21 00 ; 2
.

河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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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探讨绢篙属 S er iP ih id u m ( B es s
.

) P ol j a k
.

植物系统位置及该属植物物种间的系统演

化关系
,

对我国 16 种绢篙属植物花粉进行 了光学显微镜 ( L M ) 和扫描 电子显微镜 ( S E M ) 下的形态

观察
.

绢篙属花粉立体形状为近球形或长球形
,

赤道面观为圆形或椭圆形
,

极面观为三 裂片圆形
,

极板较小 ; 花粉粒较小
,

极轴 (尸 )长 12
.

8一 31
.

3拌m
,

赤道轴 ( E ) 长 n
.

5一 25
.

3 拌m
,

尸 / E 平均值为

1
.

2 2 ; 具三 孔沟
,

直达两极 ; 多数孔膜不 明显 ; 外壁 三 层
,

外两层层次清晰 ; 花粉粒两 端多为 圆

弧状 ; 外壁纹饰在光镜 下多呈表面粗糙或颗粒状
,

扫描 电子 显微镜 下 以颗粒状
一

刺状 复合纹饰为

主
.

因此
,

绢篙属植物花粉形态特征具有较高一致性
,

种间表现出的特异性为绢篙属 的系统分类

提供 了有价值的信
』

息
.

关键词 花粉粒 花粉形态 绢禽属 中国

绢篙属 S e r ￡p h i d i u m ( B e s s
.

) P o lj a k
.

全世界约

有 13 0 种
,

《中国植物志 》 记载我国有 31 种 3 变种
,

是前苏联学者 P o lj a k o v 于 1 9 6 1 年从原篙属 A r t e m i
-

is a L
.

中划分出来的一个具有 同形两性花的头状花

序属
.

该属主要分布于 中亚及我国西 北干旱地 区
,

北美洲西部和中部次之
,

欧洲中东部以南至非洲北

部也有少量 分布
.

绢篙 属植物不 仅具有 较高 的药

用
、

饲用和生态价值
,

而且部分种类是西北干旱草

原的建群种和优势种 l[ 一 5〕
.

由于该属植物外部形态特征连续性和交叉性较

强
,

因而对其系统分类带来许多困难
,

特别是近缘

种之间很难区分
,

以 至于不同的分类学家对属和属

下等级的划分存在分歧
.

目前
,

我 国广泛采用的是

植物分类学家林有润对绢篙属的分类观点
,

如 《中

国植物志》 和 《新疆 植物志 》
,

但 也有不接受 绢篙

属独立成属 的观点
,

如 《中国沙漠植物志 》 ; 国外

学者
,

特别是 G ur b o v
等仍极力主张将绢篙属归人

篙属中 [ 5
,
6 ]

.

形态性状是传统植物分类 的主要依据
.

目前绢

篙属植物的分类系统主要也是利用宏观形态性状建

立的
,

对其进行 研究 的手段和涉 及 的领域极 为有

限
,

在对该类植物的具体鉴定和检索中
,

一些种的

分类学处理颇为困难
.

花粉形态特征相对保守
,

对

花粉形态的研究有助于解决某些植物在分类系统上

的地位问题川
.

绢篙 属植物 花粉研究 只有零星报

道 8[, 叼
,

而有关其超微结构的报道尚未见到
.

鉴于上述背景
,

再加上近年对艾篙类野生植物

资源药用
、

饲用及生态价值开发步伐的加快
,

对绢

篙属进行进一步的深人研究
,

订正和补充其分类学

资料
,

完善其分类 系统就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
.

本

研究利用光学显微镜和扫描电子显微镜对 16 种绢

篙属植物花粉形态进行 了观测
,

以期从微观形态为

进一步探讨绢篙属植物系统分类和演化关系提供依

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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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和方法

供试材料取 自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

所标本馆 ( XJ BI )
、

新疆农业大学标本馆 (XJ A )
、

西

北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W U K ) 所藏的腊叶标本 以及

野外 自采标本 (表 1 )
,

所有材料的花粉状态 (如含水

量 )一致
.

凭证标本 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陈彦生和

表 1

贺学礼教授统一鉴定
.

所有材料均经过 E dr t m an G

醋酸醉分解法处理 〔̀卜
` 2〕 ,

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和测

定花粉粒大小
,

每个物种的花粉粒大小为在 10 X 40

倍下测 量 20 个 花粉粒的平 均值
.

用于扫描电子显

微镜观察的材料
,

用双面胶带将处理后的花粉固定

在样品台上
,

经喷金镀膜启
,

在扫描电子显微镜下

观察和拍照
.

材料来源

采集地 采集人

高山绢篙 5
.

hr o以a n t h 。二 ( R u p r
.

) P o lj a k
.

卡拉套绢篙 5
.

走a ar t a v i c 二m ( K r a s e h
.

e t A b o l
.

e x

P o lj a k
.

) L i n g e t Y
.

R
.

L i n g

三裂叶绢篙 5
.

j
o n c e o m ( K a r

.

e t K i r ) P o lj a k
.

蒙青绢篙 5
.

, 0 0 9口 10 ; u m ( K r a s e h
.

) L i n g e t Y
.

R
.

L i n g

西北绢篙 5
.

n i t or
s “ m ( W e b

.

e x S t e e h
.

) P o lia k

伊塞克绢篙 5
.

1 5 5夕k h u z e n s e ( p o lj a k ) p o lj a k

纤细绢篙 .5 g ar
e i ze s

cen
: ( K r a s e瓦 e t lij in ) 几 lj a k

民勤绢篙 5
.

m i o e h “ n e n s a Y
.

R
.

L i n g

昆仑绢禽 5
.

走o
or 饭

, 11 ( P o lj a k ) p o lj a k

聚头绢荡 .s c

潮 P a ct , ( R cs瓦 xe 刃七 5 5
,

) P olj ak

博洛塔绢禽 5
.

吞o ro t a l e , s e ( p o lia k
.

) L in g e t y
·

R
.

L i n g

球序绢禽 5
.

l he ma
n ia 。 二 〔掩 .e ) Polj ak

.

伊犁绢蔺 5
.

t ar o s i Z派e o s。 ( P o lj a k
.

) P o lj a k

沙淇绢蓄 5
.

: a , t o l云, u , ( S e h r e n k ) P o lj a k
.

草原绢篙 5
.

, hc er n k f a o u , ( L e d e b
.

) P o lj a k
.

新疆绢篙 5
.

走a s e九a r￡u m ( K r a s e h
.

) p o lj a k

新疆 阿克苏县塔拉克

新疆托里县

新疆综合考察 队

张振万

标本号

8 4 9 9

6 3 3

海拔 /。

2 4 5 0

9 50

保存地

X JB I

X JB I

新疆托克县

新疆乌鲁木齐市

不详

杨 昌友

1 1 0 6 9

不详 ;::
X JB I

X JA

新疆东方红牧场

新疆 乌恰县

新获塔城

甘肃民勤县

新孤昆仑山

新班阿尔泰楚河

新孤乌鲁木齐市

崔乃然

张振万

新疆综合考察队

中国科学院甘青队

不详

不详

张振万
.

C 0 1 5 2

C 8 2 0 3 3 8

2 9 7 7

14 5 5

不详

不详

4 6 8 5

1 10 0

2 4 0 0

5 0 0

1 3 0 0

2 2 0 0

8 0 0

1 0 0 0

X JA

XJ A

xJ A

W U K

xJ A

X JA

X JB I

新获青河达坂山

新孤乌鲁木齐市

新疆布尔津县

新蕊伊犁特克斯县

新疆察布察尔

李安仁
,

朱家栋

孙会忠
,

牛忠磊

张振万

刘 国钧

刘红露

1 6 1 3

50 0 4 5

4 2 2 1

74 8 2

3 5 8 2

2 4 0 0

9 0 0

4 5 0

1 2 0 0

9 0 0

习 B I

W U K

X J B I

XJ B I

X J B I

注
:

材料含盖绢篙属的 3 组 8 系 (绢篙组 S ec t
.

S er iP hi id u m 中
,

绢篙系 S er
.

S er iP h id iu m 的有草原绢篙
、

伊犁绢篙
、

西北绢篙
、

蒙青绢篙
、

卡拉套

绢篙 ,
新孤绢蓄系 se

r
.

k as c
掩 ar i cu m 的有新疆绢蔺

、

伊塞克绢篙
;纤细绢蓄系 eS

r
,

Pau icf lor a 的有纤细绢禽
,沙漠绢篙系 S e :

.

aS nt olj an 的有沙漠绢

篙
;
高山绢禽系 s e r

.

R h o d a n t h a 的有高 ilJ 绢篙
、

博洛塔绢蓄 ; 聚头绢篙 系 S e r
.

C o m p a e t a 的有 聚头绢篙
、

球序绢篙
.

民勤绢蓄组 S e e t
.

M in e h u n e n s a

中
,

民勤绢篙系 S er
.

M icn h u ne ns a 的有民勤绢篙
.

三裂叶绢篙组 S ce t
.

uJ cn e a 中
,

三裂叶绢篙系 S er
.

J un ce
a 的有三裂叶绢蓄 )

2 结果和分析

绢篙属 的花粉为单粒花粉
,

立体形状为近球形

或长球形
,

赤道面观为圆形或椭圆形
,

极面观为三

裂片 圆形
,

极板 较小
; 花 粉粒较 小

,

极 轴 (尸 ) 长

1 2
.

8一 3 1
.

3 拜m
,

赤道轴 ( E ) 长 1 1
.

5一 2 5
.

3 拼m
,

平

均 尸 / E 值为 1
.

22 ; 具三孔沟
,

沟长而宽
,

或长而

窄
,

直达两极
,

但沟末端在极板上都不连接形成合

沟
,

沟中间较宽
,

两头较窄
,

沟不形成弯曲
,

沟深

因种而有差异 ; 多数孔膜不 明显
,

部分孔膜外 突
,

边缘整齐或 稍整齐
,

形状 为椭圆形
、

近圆形 和横

长 ;
外壁三层

,

外两层层次清晰
,

外层等于或厚于

内层
,

多从亚极区到赤道 区外壁逐渐加厚
,

内层 略

明显 ; 光镜下 花粉粒呈 浅黄色
,

外壁轮廓线平滑
;

花粉粒两端多为圆弧状
,

少数种类花粉的两端较平

或略尖 ;
外壁纹饰

:

在光镜下观察外壁表面粗糙或

有短刺状体
,

扫描电镜下观察外壁表面以颗粒状
一

刺

状复合纹饰为主
,

部分颗粒 顶部微刺状
,

与篙 自然

群的其他属相 比
,

刺状纹饰 明显退化
.

绢篙属花粉

形态分种描述详见表 2
,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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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 种绢禽属植物花粉形态特征

种名 形状
大小

(极轴 x 赤道轴)

极轴/ 赤

道轴
萌发孔类型 壁层结构 外壁纹饰

博洛塔绢篙

5
.

bo

r o
t al s e e n

长 球 形
、

极 面 观

三裂片圆形

2 6
.

5 件 m (1 7
.

5 一 2 8
.

0)

X1 8
.

0卜 m (1 7
.

3 一 2 2
.

5)

颗粒状
一

刺状

草原绢篙

5
. s chr e n k艺 anu m

近球形
、

极 面 观1 9
.

6拜 m (1 7
.

3 一1 2
.

5) 0
.

4 9

三裂片圆形 X Zo
.

8” m (1 7
.

5 一 23
.

8)

外壁外层和内层结构

明显
,

内壁略明显
,

厚

2
.

4 拜m

三层
,

外两层清晰
,

内

层略明显
,

厚 2
.

5 拌m

颗粒状

高山绢篙

5
.

hr o d a 刀 t h u m

长球 形
、

极 面观 2 8
.

4 拜m ( 1 8
.

0一 2 9
.

4 ) 1
.

7 3

三裂片圆形 X 1 6
.

4 拜m ( 1 5
.

8一 2 5
.

5 )

三层
,

外两层清晰
,

内 颗粒状
一

刺状

层略明显
,

厚 .2 3拜m

聚头绢篙

5
.

e o m P a c t “ m

近球形或卵 形
、

极面观三裂片圆

形

近 球形
、

极 面 观

三裂片圆形

22
.

5 拜m ( 15
.

5一 2 5
.

0 )

又 2 1
.

5 拜m ( 18
.

0一 2 5
.

3 )

1
.

0 5 三层
,

外两层清晰
,

内 颗粒状

层略明显
,

厚 2
.

3 拌m

卡拉套 绢简

5
.

fe d t s c h e n k o a 九u m

1 9
.

5拌m ( 1 5
.

5一 2 2
.

8 )

义 1 8
.

6拜m ( 1 7
.

0一 2 0
.

3 )

1
.

0 5 三层
,

外两层清晰
,

内 颖粒状

层略明显
,

厚 2
.

3 拼m

昆仑绢篙

5
.

k o r o v i n i i

近球 形
、

极 面 观 2 0
.

3拜m ( 1 7
.

3一 2 3
.

8 ) 0
.

9 6

三裂片圆形 X 2 1
.

1 拜m ( 1 7
.

5一 2 5
.

0 )

三层
,

外两层清晰
,

内 颗粒状
一

刺状

层略明显
,

厚 2
.

7 拜m

蒙青绢篙

5
.

m o n g o l o r u m

长球 形
、

极 面观 2 4
.

1拜m ( 1 3
.

5一 2 4
·

3 ) 1
.

30

三裂片圆形 义 1 8
.

5 拜m ( 1 2
.

8一 2 1
.

8 )

三层
,

外两层清晰
,

内 颗粒状
一

刺状

层略明显
,

厚 2
.

5 “ m

民勤绢篙

5
.

m i n c h u n e n s a

三裂叶绢篙

5
.

j u n c e。 。

长 球形
、

极 面 观 2 2
.

3 拜m ( 1 2
.

8一 3 1
.

3 ) 1
.

9 2

三裂片圆形 义 1 1
.

6拜m ( 1 1
.

5一 2 5
·

3 )

近球形
、

极面 观 2 0
.

4 卜m ( 18
.

8一 2 2
.

5 ) 0
、

9 7

三裂片圆形 丫 2 1
.

1 拼m ( 1 7
.

5一 2 5
.

5 )

三层
,

外两层清晰
,

内

层略明显
,

厚 2
.

。 拜m

三层
,

外两层清晰
,

内

层略明显
,

厚 2
.

5 卜m

颗粒状
一

刺状

颗粒状

沙摸绢篙

5
.

s a n t o l云粗u m

近球形
、

极 面观 2 1
.

7 拜m ( 1 5
.

0一 2 5
·

0 ) 1
·

0 4

三裂片圆形 火 20
.

9 拜m ( 1 8
.

8一 2 2
·

8 )

三层
,

外两层清晰
,

内 颖粒状
一

刺状

层略明显
,

厚 2
.

7拜m

西北绢篙

5
.

n i t or
s u m

长球 形
、

极 面 观 2 3
.

8拜 m ( 1 7
.

5一 2 5
·

3 ) 1
.

4 2

三裂片圆形 火 1 6
.

4 拼m ( 1 5
.

0一 2 2
·

3 )

三层
,

外两层清晰
,

内 颗粒状
一

刺状

层略明显
,

厚 2
.

4 拜m

纤细绢篙

5
.

g ar c 乞l e s c e 刀 s

长 球 形或 近 球

形
、

极 面观 三裂

片圆形

近球 形
、

极 面 观

三裂片圆形

2 3
.

6仁m ( 1 2
.

8一 2 5
.

3 ) 1
.

7 2

火 1 3
·

1拜m ( 1 7
.

0一 25
.

3 )

三层
,

外两层清晰
,

内 顺粒状
一

刺状

层略 明显
,

厚 2
.

。拜m

新孤绢篙

5
.

ka s ` h a r汇“ 扭

1 9
.

1 拌m ( 1 7
.

0一 2 2
.

0 ) 0
.

8 9

X 2 1
.

4 拜m ( 1 9
.

5一 2 3
.

3 )

三层
,

外两层清晰
,

内 顺粒状
一

刺状

层略明显
,

厚 2
.

4 拜m

伊犁绢篙

5
.

t ar 左 s艺l i e凡 s e

近球 形
、

极 面 观 1 9
.

3拌m ( 15
.

2一 2 1
·

2 )

三裂片圆形 只 1 8
.

0 拼m ( 1 4
.

8一 20
·

0 )

1
.

0 7 三层
,

外两层清晰
,

内 颗粒状

层略明显
,

厚 2
.

5 拜m

伊塞克绢篙

5
.

15 5夕k k“ l e ” s e

近球 形
、

极 面观 22
.

4 拜m ( 1 5
.

0一 2 5
·

3 ) 1
·

0 3

三裂片圆形 只 2 1
.

7 拌m ( 12
.

8一 2 5
·

3 )

三孔沟
,

沟 长 达 两 极
,

窄
,

深
,

沟 缘略整齐
,

孔

膜外突

三孔 沟
,

沟 长 达 两 极
,

宽
,

浅
,

沟缘不整 齐
,

孔

膜外突

三孔 沟
,

沟长 达 两 极
,

窄
,

浅
,

沟缘 整齐
,

孔膜

不明显

三孔 沟
,

沟 长 达 两 极
,

宽
,

深
,

沟缘整齐
,

孔膜

外突

三孔沟
,

沟 长 达 两 极
,

宽
,

浅
,

沟缘略 整齐
,

孔

膜外突

三孔 沟
,

沟 长 达 两 极
,

宽
,

深
,

沟缘略整 齐
,

内

孔外突

三孔 沟
,

沟 长 达 两 极
,

窄
,

浅
,

沟缘整齐
,

孔膜

不明显

三孔 沟
,

沟 长 达 两 极
,

窄
,

浅
,

沟缘 整齐
,

无 孔

膜孔沟
,

沟 长 达两 极
.

宽
,

浅
,

沟缘整齐
,

孔膜

外突

三孔沟
,

沟 长 达 两极
,

宽
,

深
,

沟缘整齐
,

孔膜

明显

三孔 沟
,

沟 长 达 两 极
,

窄
,

浅
,

沟缘整齐
,

孔膜

不明显

三孔沟
,

沟 长 达两 极
,

窄
,

深
,

沟缘整齐
,

孔 膜

外突

三孔 沟
,

沟 长 达 两 极
,

宽
,

深
,

沟缘嚼烂状
,

孔

膜明显

三孔 沟
,

沟 长 达 两 极
,

宽
,

浅
,

沟 缘 略整 齐
,

孔

膜外突

三孔沟
,

沟长达 两极
,

宽
,

深
,

沟缘 整 齐
,

孔膜

外突

三孔 沟
,

沟 长 达 两 极
,

宽
,

浅
,

沟 缘不整 齐
,

孔

膜外突

三层
,

外两层清晰
,

内 颗粒状
一

刺状

层略明显
,

厚 2
.

3 拌m

球序绢篙

5
.

l e h m a n i a n u m

近 球形
、

极 面 观 1 9
.

4 拜m ( 1 3
.

8一 2 1
·

5 ) 1
·

0 5

三裂片圆形 X 1 8
.

5拜m ( 1 2
.

5一 2 0
.

0 )

三层
,

外两层清晰
,

内 顺粒状

层略明显
,

厚 1
.

3 拜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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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和结论

植物花粉数量多
,

花粉的形态特征是具有很强遗

传稳定性的保守性状
,

它既有科的共同特征
,

也有

属
、

种的特异性 13[
,

l’]
.

绢篙属植物花粉形态特征具

有很高的一致性
.

突出表现在
:

花粉呈近球形或长球

形
,

P / E 介于 0
.

92 一 1
.

92 之间 ;
萌发孔类型均为三

孔沟 ; 绝大多数的表面纹饰为颗粒状
,

刺状纹饰明显

呈退化趋势
,

这种一致性说明绢篙属与篙 自然群有着

很近的亲缘关系s[,
’

, ` 5〕
.

就花粉大小而言
,

绢篙属花

粉与篙 自然群中的篙属
、

絮篙属 ( E l a hc a n ht em , )
、

百花篙属 ( tS i l P n o l e P泛s )
、

栉叶篙属 ( N co Pa l l a s泛a )等的

花粉相比普遍偏小
,

从而表现 出进化性 l6[
, ` 7〕

.

篙属

植物花粉外壁表面绝大多数为刺状纹饰
,

刺状和颗粒

状复合纹饰中颗粒状纹饰不占主体
,

而绢篙属植物花

粉外壁表面刺状纹饰已经明显退化
,

颗粒状纹饰 已占

优势
,

有些种甚至已经没有刺状纹饰的痕迹
,

例如博

洛塔绢篙 5
.

加or at l e n s e ( OP lj
a k

.

) iL n g e t Y
.

R L i n g
,

草原绢篙 5
.

s hc er kn ia un m ( L ed eb
.

) P olj ak
.

和卡拉

套绢篙 5
.

fe d t、 e入e kn oa n

um ( K r a s e h
.

e t Ab o l
.

e x P o l
-

j a k ) iL n g e t Y
.

R
.

L in g
.

另外
,

根据
“
W o d e h o u s e 效

应
” ,

长球形花粉的调节功能强
,

较进化 ;
球形花粉

的调节功能相对较小
,

因而进化程度相对比较低的观

点 l8[ 〕 ,

绢篙属近球形和长球形 的花粉形态也是在篙

自然群演化上处于较高级阶段的标志之一 从植物外

部形态和生物发育看
,

绢篙属的叶片与近缘属相比
,

已经高度的裂化
,

裂片呈线形
、

线形披针形或椭圆披

针形
,

许多种的丛生性状也很突出
,

绝大多数都密被

绒毛
、

柔毛或棉毛
,

同形两性花的数量大大减少
,

中

心花强烈发育
,

先花先果
,

边缘花减少至极限
,

花从

里向外 (离心发育 )
,

全部结实
,

植物把营养集 中在少

数几朵花上
,

按照 自然界生物发育特点
,

种的繁殖成

活率越高
,

营养利用越经济
,

则越表现进化
.

可见绢

篙属是能适应中亚干旱荒漠气候的进化类群
,

这与绢

篙属花粉和篙自然群中其他属花粉的比较分析结果相

吻合
,

支持了林有润等学者关于绢篙属在篙 自然群中

是比较进化类群的观点川
.

萌发孔是抱粉系统发育上最重要 的标志
,

萌发

孔的进化是种子植物演化 中的主要特征之一
,

而萌

发孔的关键特征取决于萌发孔的数 目
、

类型
、

形状

和位置 s1[ 〕
.

萌发孔的功能体现在两个方面
,

一是为

花粉管萌发提供出 口
,

二是随环境湿度变化调节花

粉粒大小的功能
.

绢篙属花粉的萌发孔虽有很 高的

一致 性
,

但 种 间 仍 有 细 微 差 别
.

昆 仑 绢 篙 .S

走o r o v i n i i ( P o li a k ) P o lj a k
,

伊塞克绢篙 5
.

15 5夕k k u -

l e n s 。 ( P o l j a k ) P o lj a k 和草原 绢篙 5
.

s c h r e n k i a n u m

( eL de b
.

) P o
lj

a k
.

的孔沟最深
,

而且较宽
,

沙漠绢

篙 5
.

: a n t o l i n u m ( S e h r e n k ) P o lj a k
.

和聚头绢篙 5
.

c o m P a e r u m ( F i s e h
.

e x B e s s
.

) p o
lj

a k 的次之
,

西北

绢篙 5
.

n i t r o s u n ( W
e b

.

e x S t e e h
.

) P o lj a k
、

高山绢

篙 5
.

hr o d a n t h u m ( R u p r
.

) P o li a k 和球序 绢篙 5
.

l e hm a n艺a n u m ( B g e
.

) P o lj a k
.

的孔沟最浅
; 孔 膜外

突的种有 球 序 绢篙
、

伊 塞 克绢 篙
、

伊 犁 绢 篙 .S

t ar n s i l i e n s e ( P o lj a k
.

) p o lj a k
、

卡拉套绢篙
、

草原绢

篙和三裂叶绢篙 5
.

j u n c e u m ( K a r
.

e t K i r ) P o l j a k二

这些种间表现出的特异性对绢篙属的系统分类是很

有意义的
.

绢篙属花粉形态在种上表现出的特异性
,

与现

有绢篙属分类系统无论在组级还是在系级水平上
,

都有一些出人
.

例如
,

花粉表面纹饰和形状都极为

相似 的草 原绢 篙 和 三裂 叶 绢 篙就 分 属 于绢 篙 组

( S e e t
.

S e r P h i d i u m ) 和 三裂 叶绢篙 组 ( S e e t
.

J u n -

c e a )
,

民勤绢篙 ( 5
.

m i n c h u n e n s a Y
.

R
.

L i n g ) 和西

北绢篙也属于这种情况
; 花粉表面纹饰和形状差异

很大的西北绢篙和伊犁绢篙却 同属于绢篙组 ( S ec .t

S e r P h i d i u m ) 的绢篙系 ( S
e r

.

S e r i Ph d̀ i u m ) ; 花粉表

面纹饰和形状较为相似的聚头绢篙和伊犁绢篙分别

属于绢篙系 ( S er
.

S er iP hi id u m )和聚头绢篙系 ( S e .r

C 口m P ac t)
.

当然
,

目前大量 的花粉形态研究表 明
,

萌发孔不相 同的花粉有时可 以存在于同一科
、

属或

种内
,

而一些不同的花粉类型则发生在不同的分类

单元中
; 与此相反

,

一些不同类群 的植物常含有极

其相似的花粉
,

这种情况表明
,

同一类群中花粉形

态的变异很可能是具有 系统发育上的意义
,

而不同

类群中花粉形态的相似性可能体现他们之间的亲缘

关系 l0[
, ’ 9 〕

,

绢篙属花粉表现 出的特异性和与现行分

类系统上的出人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绢篙

属分类系统提供了富有价值的信息
.

通过以上分析
,

可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

( 1) 绢

篙属植物花粉形态特征具有较高 的一致性
,

花粉形

态特征与篙属的相似性
,

说明两者有着很近的亲缘

关系 ; ( 2) 花粉形态表现 出的种间特异性对绢篙属

属下阶元的划分
,

特别是对组和系的划分具有重要

参考价值
; (3 ) 从抱粉学角度看

,

绢篙属的属下分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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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还有些混乱
,

有些种的归属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

8

对于绢篙属的系统分类学研究
,

仅有抱粉学方
面的资料是不够的

,

必须辅助更多的实验手段和积 9

累更多证据
,

例如形态解剖
、

血清学和细胞地理学
1。

等方面都 尚待进一步研究和积累证据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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