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鸢尾属分子系统发育学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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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中心 / 上海城市植物资源开发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ꎬ 上海 ２００２３１ )

摘　 要: 鸢尾属植物具有重要的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ꎬ研究该属属内系统演化关系对该属种质保存、利用和

遗传育种具有重要意义ꎮ 目前ꎬ有关鸢尾属各分类单元的系统学关系长期处于争议状态ꎮ 因此ꎬ该文以经典

分类系统主要观点为基础ꎬ从不同分类单元的系统关系总结了鸢尾属分子系统发育学研究进展ꎮ 结果表明:
现有分子系统发育学研究结果大多支持鸢尾属为并系ꎬ且该属存在多个起源ꎬ属下的有髯鸢尾亚属、无髯鸢尾

亚属均为多系ꎬ朱诺鸢尾亚属可分为 ５ 个分支ꎬ其中朱诺鸢尾组为多系ꎮ 有髯鸢尾亚属和无髯鸢尾亚属下多

个组的分类地位尚未确立ꎮ 同时ꎬ该研究结果显示无髯鸢尾组下的加利福尼亚鸢尾系和金脉鸢尾亚系可能为

复合种类群ꎬ从而导致近缘种种间形态特征界限模糊ꎮ 此外ꎬ还确立了经典分类系统中部分存疑种的分类地

位ꎬ如将射干和野鸢尾并入鸢尾属、将蛇头鸢尾和中甸鸢尾分别归入网脉鸢尾亚属和尼泊尔鸢尾亚属等ꎮ 该

文还对鸢尾属起源分布和进化历史等进行了展望ꎬ为今后鸢尾属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参考ꎮ
关键词: 鸢尾属ꎬ 分类ꎬ 分子系统发育ꎬ 进化ꎬ 基因组

中图分类号: Ｑ９４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３１４２(２０２１)０１￣００３１￣０９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ｙ ｏｆ Ｉｒｉｓ
ＣＨＥＮＧ Ｌｉｎ１ꎬ２ꎬ ＦＥＮＧ Ｓｈｕｃｈｅｎｇ１ꎬ ２ꎬ ＸＩＡＯ Ｙｕｅ’ｅ２ꎬ ＹＵ Ｆｅｎｇｙａｎｇ２ꎬ

ＺＨＵ Ｓｈｕｘｉａ１ꎬ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ｎｒｏｎｇ１∗

( 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Ｃｏ￣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ꎬ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３７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Ｐｌａ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ꎬ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２３１ꎬ 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ｒｉｓ ｐｌａ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ｏｒｎａ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ａｌｕ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Ｉｒｉｓ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ꎬ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ｏｆ Ｉｒｉｓ.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ｕｎｉｔｓ ｏｆ Ｉｒｉ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ｌｏｎｇ ｉｎ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Ｔｈｕｓꎬ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ｙ ｏｆ
Ｉｒｉ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ｕｎｉ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ａｘｏｎｏｍ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ｅ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Ｉｒｉｓ ｉｓ ｐａｒａｐｈｙｌｅｔｉｃ ｗｉｔｈ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ꎬ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Ｓｕｂｇｅｎ. Ｉｒｉｓꎬ Ｓｕｂｇｅｎ. Ｌｉｍｎｉｒｉｓ ａｒｅ ｂｏｔｈ
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ｅｔｉｃ. Ｓｕｂｇｅｎ. Ｓｃｏｒｐｉｒｉｓ ｃａｎ ｂ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ｆｉｖｅ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ꎬ ａｍｏ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Ｓｅｃｔ. Ｊｕｎｏ ｉｓ 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ｅｔｉｃ. Ｔｈｅ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２－２３
基金项目: 上海市科技兴农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项目[沪农科引字(２０１７)第 １－３ 号]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Ｙ２０１７０１０３)]ꎮ
作者简介: 程琳(１９９５－)ꎬ硕士研究生ꎬ研究方向为植物系统发育学ꎬ(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ｇｌｉｎ＠ ｓｈｂｇ.ｏｒｇꎮ

∗通信作者: 王贤荣ꎬ教授ꎬ研究方向为植物分类与资源利用ꎬ(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ｘｉａｎｒｏｎｇ６６＠ ｎｊｆｕ.ｅｄｕ.ｃｎꎮ



Ｓｅｒ.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ｃａｅ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ｅｒ. Ｃｈｒｙｓｏｇｒａｐｈｅｓ ｍａｙ ｂ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ｇｒｏｕｐ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ｂｌｕｒｒｅｄ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ｏｆ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ｓｉｂｌ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ｌｉｎｅａｇｅｓ. Ｓｏｍ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ｕｎｃｌｅａｒ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ｅｓ ｉ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ｔａｘｏｎｏｍｙ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ꎬ ｗｈｉｃｈ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Ｂｅｌａｍｃａｎｄ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ａｎｄ Ｉｒｉｓ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Ｉｒｉｓ. Ｉ. ｔｕｂｅｒｏｓａ ａｎｄ Ｉ. ｓｕｂ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ｉｎｔｏ Ｓｕｂｇｅｎ. Ｈｅｒｍｏｄａｃｔｙｌｏｉｄ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ｂｇｅｎ.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Ｗｅ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ꎬ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ｒｉｓ
ａｎｄ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ｓｏｍ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ｉｍｉｎｇ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ｒｉｓꎬ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ｙꎬ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ꎬ ｇｅｎｏｍｅｓ

　 　 鸢尾属( Ｉｒｉｓ Ｌ.)隶属于鸢尾科( Ｉｒｉｄａｃｅａｅ)ꎬ全
世界约 ３００ 种ꎬ主要分布于北半球温带地区(赵毓

棠ꎬ １９８５)ꎮ 鸢尾属植物株型优美、花色丰富、花
型奇特ꎬ具有重要的观赏价值ꎬ备受园艺界关注

(胡永红和肖月娥ꎬ ２０１２)ꎮ 同时ꎬ部分鸢尾属植

物较易发生自然杂交和花色变异ꎬ是研究渐渗杂

交与进化的代表物种之一(Ａｒｎｏｌｄ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０)ꎮ
中国鸢尾属种质资源极为丰富ꎬ共约有 ６０ 种ꎬ其
中 ２１ 种为特有种ꎬ鸢尾 ( Ｉｒｉｓ ｔｅｃｔｒｏｕｍ)、蝴蝶花

( Ｉ.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马蔺( Ｉ. ｌａｃｔｅａ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ｓｉｓ) 和溪荪

( Ｉ. ｓａｎｇｕｉｎｅａ)等种类在中国各地常见栽培ꎮ 全世

界 １０ 个鸢尾属植物分布中心的 ３ 个分布中心位于

中国ꎬ即中国西南、西北和东北地区 (Ｗａｄｄｉｃｋꎬ
１９９２)ꎮ

分子系统发育学根据生物大分子包含的遗传

信息建立系统发育树ꎬ推断生物有机体间的遗传

与进化关系ꎬ进而解决属间或属下各分类群之间

的关系(李德铢ꎬ ２０１２)ꎮ 鸢尾属植物作为世界重

要观赏植物之一ꎬ鸢尾属系统发育学研究一直是

该属研究热点问题ꎮ 自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于 １７３５ 年创建鸢

尾属以来ꎬ植物学家们依据不同的形态学特征如

花中脉是否有附属物、根的形态、蒴果形态等ꎬ采
用不同的分类单元如亚属、组、亚组等ꎬ建立鸢尾

属不同的分类结果( Ｔａｕｓｃｈꎬ １８２３ꎻ Ｓｐａｃｈꎬ １８４６ꎻ
Ｄｙｋｅｓꎬ １９１３ꎻ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ꎬ １９５３ꎻ Ｒｏｄｉｏｎｅｎｋｏꎬ １９６１ꎻ
Ｍａｔｈｅｗꎬ １９８９ )ꎮ 在 这 些 分 类 系 统 中ꎬ Ｍａｔｈｅｗ
(１９８９)的分类系统使鸢尾属及各亚属间系统关系

已较为清晰ꎬ然而亚属下组、系以及部分种的分类

地位仍存在争议ꎮ 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ꎬ
人们开始通过分子系统发育学对鸢尾属内的关系

进行探讨ꎮ 但是由于研究方法、选用基因的不同

导致研究结果不尽相同ꎬ因此有关鸢尾属内各分

类单元的系统学关系长期处于争议状态ꎮ
鸢尾属分子系统发育学相关研究对该属种质

的鉴定、保护、利用和遗传育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和实际价值ꎬ也一直是鸢尾属研究的热点问题

(Ｗｉｌｓｏｎꎬ ２０１１ꎻＭａｖｒｏｄｉｅｖꎬ ２０１４)ꎮ 本文以经典形

态学分类系统为基础ꎬ综述鸢尾属分子系统发育

学研究进展ꎬ归纳了目前已获得的主要结论和亟

待解决的问题ꎬ并就该研究领域热点问题、方法和

范围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或相应的建议ꎬ旨在为

该领域后续研究提供参考ꎮ

１　 鸢尾属概况及其系统分类

１.１ 鸢尾属概况

在恩格勒分类系统中ꎬ鸢尾科隶属于被子植

物门单子叶植物纲百合目 ( Ｌｉｌｉｆｌｏｒａｅ) 百合亚目

(Ｓｕｂｏｒｄｏ Ｌｉｌｉｉｎｅａｅ)(赵毓棠ꎬ １９８５)ꎮ 而在最新的

ＡＰＧ ＩＶ 系统中ꎬ鸢尾科被划到被子植物门单子叶

植物纲天门冬目(Ａｓｐａｒａｇａｌｅｓ)ꎮ 全世界鸢尾科植

物有 ８０ 属约１ ６００种ꎬ鸢尾属为该科模式属ꎬ也是

鸢尾科中最大的属ꎬ全世界总计有鸢尾属植物 ３００
多种ꎬ集中分布于北温带的欧亚大陆和北美ꎬ中国

至中东(古地中海)为其分化中心ꎬ最北分布到冰

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ꎬ最南分布在美国的佛罗里

达ꎮ 鸢尾属植物为多年生草本ꎬ该属典型形态特

征为 ６ 枚花被片分为明显的内外两轮、柱头花瓣

化以及具蜜腺的花被管等( Ｇｏｌｄｂｌａｔｔ ＆ Ｍａｎｎｉｎｇꎬ
２００８)ꎮ
１.２ 鸢尾属植物系统分类研究

自 １７３５ 年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首次创建鸢尾属以来ꎬ鸢
尾属 分 类 就 一 直 受 到 人 们 的 关 注ꎮ １８１７ 年ꎬ
Ｒｏａｍｅｒ 和 Ｓｃｈｕｉｔｅｓ 以外轮花被裂片是否有附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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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鸢尾属划分为 ３ 大类群ꎮ １８２３ 年ꎬＴａｕｓｃｈ 将鸢

尾属划分为 ６ 个组ꎬ该系统成为了后人修订鸢尾

属的基础ꎮ １８４６ 年ꎬＳｐａｃｈ 修订了 Ｔａｓｕｃｈ 的系统ꎬ
将鸢尾属分为 １５ 个亚属ꎮ 之后ꎬ陆续有 Ａｌｅｆｅｌｄ
(１８６３)、Ｋｌａｔｔ(１８７２)、Ｂｅｎｔｈａｍ ＆ Ｈｏｏｋｅｒ(１８８３)依
据繁殖器官特征、蒴果特征和根形态分别提出了

相应的分类系统ꎮ １９１３ 年ꎬＤｙｋｅｓ 将鸢尾属分为 ４
个组ꎬ这是该属第一次较为科学的修订 ( Ｄｙｋｅｓꎬ
１９１３)ꎮ １９５３ 年ꎬ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在 Ｄｙｋｅｓ 的基础上ꎬ在
鸢尾属下设置了亚属、组、亚组 ３ 个分类单元ꎬ为
解决复杂的鸢尾属分类关系提供了帮助ꎬ鸢尾属

植物 分 类 进 入 成 熟 时 期 (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ꎬ １９５３ )ꎮ
Ｒｏｄｉｏｎｅｎｋｏ(１９６１)以根部是否膨大、花中脉是否有

附属物等形态特征为依据将鸢尾属划分为 ６ 个亚

属ꎬ并且将所有球根类鸢尾划分到鸢尾科不同的

属ꎬ该系统首次将鸢尾属起源与系统发生纳入了

该属分类依据ꎮ Ｍａｔｈｅｗ(１９８９)在其著作 Ｔｈｅ Ｉｒｉｓ
将鸢尾属划分为 ６ 个亚属ꎬ亚属下再设组ꎬ组下设

系ꎬ该系统目前被广泛认可ꎮ
我国对于鸢尾系统分类的研究起步较晚ꎮ 刘

瑛(１９３６)发表的«中国之鸢尾»是我国最早关于

鸢尾属植物的文献ꎬ记载了分布于我国的 ３５ 种鸢

尾ꎮ １９８０ 年ꎬ赵毓棠依据 Ｒｏｄｉｏｎｅｎｋｏ(１９６１)的分

类系统ꎬ将我国的 ６０ 种、１３ 变种和 ５ 变型鸢尾属

植物归入 ６ 个亚属ꎬ这成为我国延用至今的主要

分类系统ꎮ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Ｚｈａ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０)鸢尾

科卷册对«中国植物志»中部分种进行合并ꎬ并增

加了部分新发表的种类ꎬ总计描述了鸢尾属植物

５８ 种ꎬ其中 ２１ 种为我国特有ꎮ

２　 鸢尾属分子系统发育学研究

传统系统学以形态学、解剖学、孢粉学等作为

分类依据ꎬ而分子系统发育学依据蛋白质或 ＤＮＡ
序列推断生命有机体的系统演化关系(刘慧杰和

谢磊ꎬ ２０１６)ꎮ ２０ 世纪末期ꎬ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

展以及科学技术的更新ꎬ分子标记成为了创建系

统发育分类系统的重要方法ꎬ并使鸢尾属分类进

入后成熟发展时期 (卢建红等ꎬ ２０１４)ꎮ Ｙｏｕｎｇ
(１９９８)采用 ２ 个叶绿体基因和 ３ 个限制性位点的

表 １　 鸢尾属形态分类系统(Ｍａｔｈｅｗꎬ １９８９)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ａｘ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Ｉｒｉｓ (Ｍａｔｈｅｗꎬ １９８９)

鸢尾属

Ｉｒｉｓ Ｌ.

Ｉ. 有髯鸢尾亚属 Ｓｕｂｇｅｎ. Ｉｒｉｓ
　 　 １. Ｓｅｃｔ. Ｉｒｉｓ
　 　 ２. Ｓｅｃｔ. Ｐｓａｍｍｉｒｉｓ (Ｓｐａｃｈ) Ｊ. Ｔａｙｌａｏｒ
　 　 ３. Ｓｅｃｔ. Ｏｎｃｏｃｙｃｌｕｓ (Ｓｉｅｍｓｓｅｎ) Ｂａｋｅｒ
　 　 ４. Ｓｅｃｔ. Ｒｅｇｅｌｉａ Ｌｙｎｃｈ
　 　 ５. Ｓｅｃｔ. Ｈｅｘａｐｏｇｏｎ (Ｂｕｎｇｅ) Ｂａｋｅｒ
　 　 ６.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Ｐｓｅｕｄｏｒｅｇｅｌｉａ Ｄｙｋｅｓ
Ⅱ. 无髯鸢尾亚属 Ｓｕｂｇｅｎ. Ｌｉｍｎｉｒｉｓ (Ｔａｕｓｃｈ) Ｓｐａｃｈ
　 　 １. Ｓｅｃｔ. Ｌｏｐｈｉｒｉｓ (Ｔａｕｓｃｈ) Ｔａｕｓｃｈ
　 　 ２. Ｓｅｃｔ. Ｌｉｍｎｉｒｉｓ
　 　 　 ａ. Ｓｅ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ｓ (Ｄｉｅｌｓ) Ｌａｗｒ.
　 　 　 ｂ. Ｓｅｒ. Ｖｅｒｎａｅ (Ｄｉｅｌｓ) Ｌａｗｒ.
　 　 　 ｃ. Ｓｅｒ. Ｒｕｔｈｅｎｉｃａｅ (Ｄｉｅｌｓ) Ｌａｗｒ.
　 　 　 ｄ. Ｓｅｒ. Ｔｒｉｐｅｔａｌａｅ (Ｄｉｅｌｓ) Ｌａｗｒ.
　 　 　 ｅ. Ｓｅｒ. Ｓｉｂｉｒｉｃａｅ (Ｄｉｅｌｓ) Ｌａｗｒ.
　 　 　 ｆ. Ｓｅｒ.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ｃａｅ (Ｄｉｅｌｓ) Ｌａｗｒ.
　 　 　 ｇ. Ｓｅｒ. Ｌｏｎｇｉｐｅｔａｌａｅ (Ｄｉｅｌｓ) Ｌａｗｒ.
　 　 　 ｈ. Ｓｅｒ. Ｌａｅｖｉｇａｔａｅ (Ｄｉｅｌｓ) Ｌａｗｒ.
　 　 　 ｉ. Ｓｅｒ. Ｈｅｘａｇｏｎａｅ (Ｄｉｅｌｓ) Ｌａｗｒ.
　 　 　 ｊ. Ｓｅｒ. Ｐｒｉｓｍａｔｉｃａｅ (Ｄｉｅｌｓ) Ｌａｗｒ.
　 　 　 ｋ. Ｓｅｒ. Ｓｐｕｒｉａｅ (Ｄｉｅｌｓ) Ｌａｗｒ.
　 　 　 ｌ. Ｓｅｒ. Ｆｏｅｔｉｄｉｓｓｉｍａｅ (Ｄｉｅｌｓ) Ｌａｗｒ.
　 　 　 ｍ. Ｓｅｒ. Ｔｅｎｕｉｆｏｌｉａｅ (Ｄｉｅｌｓ) Ｌａｗｒ.
　 　 　 ｎ. Ｓｅｒ. Ｅｎｓａｔａｅ (Ｄｉｅｌｓ) Ｌａｗｒ.
　 　 　 ｏ. Ｓｅｒ. Ｓｙｒｉａｃａｅ (Ｄｉｅｌｓ) Ｌａｗｒ.
　 　 　 ｐ. Ｓｅｒ. Ｕｎｇｕｉｃｕｌａｒｅｓ (Ｄｉｅｌｓ) Ｌａｗｒ.
Ⅲ. 尼泊尔鸢尾亚属 Ｓｕｂｇｅｎ.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 (Ｄｙｋｅｓ) Ｌａｗｒ.
ＩＶ. 西班牙鸢尾亚属 Ｓｕｂｇｅｎ. Ｘｉｐｈｉｕｍ (Ｍｉｌｌｅｒ) Ｓｐａｃｈ
Ｖ. 朱诺鸢尾亚属 Ｓｕｂｇｅｎ. Ｓｃｏｒｐｉｒｉｓ Ｓｐａｃｈ
ＶＩ. 网脉鸢尾亚属 Ｓｕｂｇｅｎ. Ｈｅｒｍｏｄａｃｔｙｌｏｉｄｅｓ Ｓｐａｃｈ

对比ꎬ首次探讨了 ５ 种鸢尾属植物系统发育关系ꎮ
Ｍａｋａｒｅｖｉｔｃ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以分布于西伯利亚地区的

２２ 种鸢尾属植物为研究对象ꎬ利用叶绿体基因非

编码间隔区序列和随机扩增多态性 ＤＮＡ 分子标

记分别构建系统发育树ꎬ并首次在基因库上提交

了鸢尾属植物叶绿体基因序列ꎬ重建了西伯利亚

地区鸢尾属分类系统ꎮ Ｗｉｌｓｏｎ(２０１１)根据叶绿体

基因序列建立的系统发育树ꎬ将全属初步分为 １２
亚属ꎬ将传统分类系统中的无髯鸢尾亚属再细分

为 ６ 个亚属(图 １:ａ)ꎮ Ｍｏｖｒｏｄｉｅｖ(２０１４)和 Ｃｒｅｓｐ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运用更长序列和更多样本建立了极广

义鸢尾属系统发育树ꎬ分别建议将鸢尾属细分为

２３ 个属和 ２５ 个属ꎬ将传统分类系统中某些种和亚

属的地位提升为属的地位ꎬ如建立蝴蝶花属、 马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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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鸢尾属可分为 １２ 个亚属ꎻ ｂ. 鸢尾属为并系ꎮ
ａ. Ｉｒｉｓ ｉｓ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１２ ｓｕｂｇｅｎｅｒａꎻ ｂ. Ｉｒｉｓ ｉ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ｔｏ ｂｅ ｐａｒａｐｈｙｌｅｔｉｃ.

图 １　 根据 Ｗｉｌｓｏｎ(２０１１)重新绘制鸢尾属系统发育树
Ｆｉｇ. １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ｔｒｅｅ ｏｆ Ｉｒｉｓ ｂｅｉｎｇ ｒｅｄｒａｗｎ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Ｗｉｌｓｏｎ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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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和溪荪属等ꎬ但该系统划分过细ꎬ多个属种数过

少ꎬ造成应用不便ꎬ因此并未受到广泛认可ꎮ 相比

之下ꎬＷｉｌｓｏｎ(２０１１)提出的分类系统与传统分类

系统的契合度更高ꎬ因此更被学术界认可ꎮ
目前ꎬ 鸢 尾 属 的 分 类 地 位 已 明 确ꎬ Ｗｉｌｓｏｎ

(２００４ꎬ ２０１１)研究结果表明鸢尾属为并系结构ꎬ
该属有多个起源(图 １:ｂ)ꎮ 但有关鸢尾属下部分

亚属、组、系和种的分类地位仍存在争议ꎮ 鸢尾属

分子系统学研究现在主要集中在对无髯鸢尾亚

属、有髯鸢尾亚属、朱诺鸢尾亚属 ３ 个亚属和一些

重要存疑种上ꎮ
２.１ 属内亚属分类地位

２.１.１ 无髯鸢尾亚属(Ｓｕｂｇｅｎ. Ｌｉｍｎｉｒｉｓ)
２.１.１.１ 亚属分类地位 　 目前ꎬ分子系统学研究结

果一致支持无髯鸢尾亚属为多系ꎬ有多个起源ꎮ
Ｔｉｌｌｉ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通过叶绿体分子系统学研究结

果表明无髯鸢尾亚属为单系ꎬ但支持率不高ꎮ
Ｗｉｌｓｏｎ(２００９)采用叶绿体基因重新探讨了无髯鸢

尾亚属的系统发育关系ꎬ结果表明无髯鸢尾亚属

为多系ꎬ但其中有一个核心的物种群为单系ꎬ这个

核 心 群 包 括 Ｓｅｒ.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ｃａｅ、 Ｓｅｒ. Ｓｉｂｉｒｉｃａｅ、 Ｓｅｒ.
Ｌａｅｖｉｇａｔａｅ、 Ｓｅｒ. Ｔｒｉｐｅｔａｌａｅ、 Ｓｅｒ. Ｐｒｉｓｍａｔｉｃａｅ、 Ｓｅｒ.
Ｅｎｓａｔａｅ、 Ｓｅｒ. Ｒｕｔｈｅｎｉｃａｅ、 Ｓｅｒ. Ｈｅｘａｇｏｎａｅ、 Ｓｅ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ｓ 和 Ｉｒｉｓ ｓｏｎｇａｒｉｃａꎬ 其 中 Ｓｅｒ. Ｓｉｂｉｒｉｃａｅ、
Ｓｅｒ. Ｔｒｉｐｅｔａｌａｅ 和 Ｓｅ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ｓ 为 多 系ꎬ Ｓｅｒ.
Ｌａｅｖｉｇａｔａｅ 为并系ꎮ 王殊(２０１８)对中国产鸢尾属

部分种进行系统发育分析ꎬ发现无附属物组种间

亲缘关系较复杂ꎮ 蒋喻林等(２０１８)基于叶绿体基

因对鸢尾属 ３６ 个种进行发育树构建ꎬ结果表明无

髯鸢尾亚属为多系ꎬ并可能有多个起源ꎮ
２.１.１.２ 属下组分类地位 　 Ｒｏｄｉｏｎｅｎｋｏ(１９６４)将无

髯鸢尾亚属分为无髯鸢尾组( Ｓｅｃｔ. Ｌｉｍｎｉｒｉｓ)和紫

苞鸢尾组( Ｓｅｃｔ. Ｉｏｎｉｒｉｓ)ꎬ赵毓棠(１９８５)在其基础

上又新增单苞鸢尾组( Ｓｅｃｔ. Ｏｐｈｉｏｒｉｓ)ꎮ 而 Ｍａｔｈｅｗ
(１９８９)将无髯鸢尾亚属分为无髯鸢尾组和冠饰鸢

尾组(Ｓｅｃｔ. Ｌｏｐｈｉｒｉｓ)ꎬ前者包括 Ｒｏｄｉｏｎｅｎｋｏ(１９６４)
和赵毓棠(１９８５)系统中的无髯鸢尾组、紫苞鸢尾

组和单苞鸢尾组种类ꎬ后者为 Ｒｏｄｉｏｎｅｎｋｏ(１９６４)
系统中的冠饰鸢尾亚属(Ｓｕｂｇｅｎ. Ｃｒｏｓｓｉｒｉｓ)ꎮ 目前ꎬ
由于针对性研究偏少ꎬ冠饰鸢尾组分类地位尚未

确立ꎬ紫苞鸢尾组和单苞鸢尾组是否并入无髯鸢

尾组也无定论ꎮ Ｗｉｌｓｏｎ(２００６)研究发现冠饰鸢尾

组下 的 Ｉｒｉｓ ｗａｔｔｉｉ 和 Ｉ. ｃｒｉｓｔａｔａ 亲 缘 关 系 较 远ꎬ
Ｗｉｌｓｏｎ(２００９)进而发现 Ｉ. ｔｅｎｕｉｓ 和 Ｉ. ｃｒｉｓｔａｔａ 二者

并非单系ꎮ Ｒｏｄｉｏｎｅｎｋｏ(１９６４)的紫苞鸢尾组含紫

苞鸢尾( Ｉ. ｒｕｔｈｅｎｉｃａ)和单花鸢尾( Ｉ. ｕｎｉｆｌｏｒａ)２ 种ꎮ
王玲(２００５)基于叶表皮微形态研究发现紫苞鸢

尾、单花鸢尾与其他无髯鸢尾亲缘关系较远ꎬ支持

Ｒｏｄｉｏｎｅｎｋｏ(１９６４)的观点ꎮ 现有分子系统学研究

结果也支持将紫苞鸢尾和单花鸢尾作为独立种处

理ꎬ且二者与其他无髯鸢尾植物亲缘关系较远

(Ｗｉｌｓｏｎꎬ ２００９ꎻ仲轶ꎬ ２０１０ꎻ郑洋ꎬ ２０１６)ꎮ 赵毓棠

(１９８５)依据中国特有种单苞鸢尾( Ｉ. ａｎｇｕｉｆｕｇａ)
生活史和苞片数量的特殊性将其独立为组ꎬ目前

有关该种系统学研究未见开展ꎮ
２.１.１. ３ 组下分类地位 　 目前ꎬ有关无髯鸢尾组

(Ｓｅｃｔ. Ｌｉｍｎｉｒｉｓ)下系统发育研究集中在加利福尼

亚鸢尾系 ( Ｓｅｒ.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ｃａｅ) 和西伯利亚鸢尾系

(Ｓｅｒ. Ｓｉｂｉｒｉｃａｅ)２ 个分类单元上ꎮ Ｆｏｓｔｅｒ( １９３７)认

为加利福利亚鸢尾系至少包含 ３ 个分类群ꎬＬｅｎｚ
(１９５８)则提出此系可按花被管长度分为 ２ 个亚

群ꎮ Ｗｉｌｓｏｎ(１９９８)根据叶绿体基因数据ꎬ认为加

利福尼亚鸢尾系为单系ꎮ 不同于 Ｆｏｓｔｅｒ(１９３７)和

Ｌｅｎｚ(１９５８)结论的是ꎬＷｉｌｓｏｎ(２００３)采用核糖体

ＤＮＡ 的 ＩＴＳ 序列进一步研究ꎬ发现加利福尼亚鸢

尾系可分为 ４ 个支系ꎬ且 Ｉｒｉｓ ｔｅｎａｘ 和 Ｉ. ｈａｒｔｗｅｇｉｉ ２
个复 合 种 并 非 先 前 认 为 的 单 系ꎮ Ｔｉｌｌｉ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和 Ｗｉｌｓｏｎ(２０１１)基于叶绿体基因开展的分

子系统学研究结果支持 Ｍａｔｈｅｗ(１９８９)的观点ꎬ即
将西伯利亚鸢尾系分为金脉鸢尾亚系 ( Ｓｕｂｓｅｒ.
Ｃｈｒｙｓｏｇｒａｐｈｅｓ) 和 西 伯 利 亚 鸢 尾 亚 系 ( Ｓｕｂｓｅｒ.
Ｓｉｂｉｒｉａｅ) ２ 个亚系ꎮ 但仲轶 ( ２０１０) 和蒋喻林等

(２０１７)基于多基因组研究和杂交实验发现西伯利

亚鸢尾系物种及其近缘种的分类地位较混乱ꎮ
而有关无髯鸢尾组下琴瓣鸢尾系分类地位的

争议已有了定论ꎮ Ｒｏｄｉｏｎｅｎｋｏ(１９６４)将外轮花被

片形似提琴状的一类鸢尾独立为 １ 个亚属———琴

瓣鸢尾亚属( Ｓｕｂｇｅｎ. Ｘｙｒｉｄｉｏｎ)ꎬ而 Ｍａｔｈｅｗ(１９８９)
将这些种类处理为无髯鸢尾亚属下无髯鸢尾组琴

瓣鸢尾系 ( Ｓｅｒ. Ｓｐｕｒｉａｅ)ꎮ Ｍａｋａｒｅｖｉｔｃｈ ( ２００３)、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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轶(２０１０)和王殊(２０１８)基于叶绿体基因数据的

分子系统学研究结果均支持 Ｍａｔｈｅｗ(１９８９)分类

观点ꎮ 此外ꎬ无髯鸢尾组下马蔺和白花马蔺( Ｉｒｉｓ
ｌａｃｔｅａ)分类地位仍未确定ꎮ 赵毓棠(１９８５)将马蔺

处理为白花马蔺的变种ꎬ该观点获得了余小芳

(２００９)基于形态学和 ＩＴＳ 序列系统发育学研究结

果的支持ꎬ但蒋喻林等(２０１７)基于叶绿体基因数

据的分子系统学研究结果表明马蔺和白花马蔺亲

缘关系较远ꎬ这可能是由于使用不同的分子标记

而造成ꎬ需进一步探讨ꎮ
冠饰鸢尾组不同种间断分布于东亚与北美ꎬ

这些间断分布种之间的演化关系尚未开展研究ꎬ
有关该组下形态学上相似性高的扇形鸢尾 ( Ｉ.
ｗａｔｔｉｉ)、扁竹兰( Ｉ. ｃｏｎｆｕｓａ)和蝴蝶花的分类地仍需

进一步研究(余小芳ꎬ ２００９ꎻ蒋喻林等ꎬ ２０１７)ꎮ
２.１.２ 有髯鸢尾亚属(Ｓｕｂｇｅｎ. Ｉｒｉｓ)
２.１. ２. １ 亚属分类地位 　 Ｔｉｌｌｉｅ ( ２０００) 和 Ｗｉｌｓｏｎ
(２００４ꎬ ２０１１)分别采用叶绿体基因片段对有髯鸢

尾亚 属 进 行 系 统 学 研 究ꎬ 结 果 均 支 持 Ｍａｔｈｅｗ
(１９８９) 的观点ꎬ即将有髯鸢尾亚属分成 ６ 个组

( Ｓｅｃｔ. Ｉｒｉｓ、 Ｓｅｃｔ. Ｐｓａｍｍｉｒｉｓ、 Ｓｅｃｔ. Ｏｎｃｏｃｙｃｌｕｓ、
Ｓｅｃｔ. Ｒｅｇｅｌｉａ、Ｓｅｃｔ. Ｈｅｘａｐｏｇｏｎ、Ｓｅｃｔ. Ｐｓｅｕｄｏｒｅｇｅｌｉａ)ꎬ
但 Ｓｅｃｔ. Ｐｓａｍｍｉｒｉｓ、 Ｓｅｃｔ. Ｐｓｅｕｄｏｒｅｇｅｌｉａ 和 Ｓｅｃｔ.
Ｒｅｇｅｌｉａ ３ 个组并非形态学分类所认定的单系ꎮ
２.１.２.２ 属下组分类地位 　 目前ꎬ有关有髯鸢尾亚

属下 系 统 学 相 关 研 究 集 中 在 假 种 皮 鸢 尾 组

(Ｓｅｃｔ. Ｏｎｃｏｃｙｃｌｕｓ)ꎮ 假种皮鸢尾组因其种子表面

覆盖有白色附属物而得名ꎬ关于该组分类地位一

直存在争议ꎮ Ｓｉｅｍｓｓｅｎ ( １８４６)、 Ｂａｋｅｒ ( １８７７) 和

Ｄｙｋｅｓ(１９１３)分别将假种皮鸢尾处理为属、亚属和

组ꎮ 而在广为接受的 Ｍａｔｈｅｗ(１９８９)分类系统中ꎬ
假种 皮 鸢 尾 组 隶 属 于 有 髯 鸢 尾 亚 属ꎮ Ｗｉｌｓｏｎ
(２０１６)基于 １ 个低拷贝核基因和 ６ 个叶绿体基因

数据的结果基本支持 Ｍａｔｈｅｗ(１９８９)的观点ꎬ假种

皮鸢尾组与 Ｓｅｃｔ. Ｈｅｘａｐｏｇｏｎ 为姐妹群ꎬ但 Ｓｅｃｔ.
Ｈｅｘａｐｏｇｏｎ 部分种可移入假种皮鸢尾组ꎮ 假种皮

鸢尾组为单系ꎬ该组很有可能起源于高加索地区ꎬ
而地中海东部地区是假种皮鸢尾多样性分布中心

之一ꎮ
有髯鸢尾亚属中部分种分类地位仍不明确ꎮ

比如ꎬ长白鸢尾( Ｉｒｉｓ ｍａｎｄｓｈｕｒｉｃａ)因外轮花被片上

具有须毛状附属物而被列入有髯鸢尾亚属ꎬ但其

花粉形态和种苗形态等又与无附属物亚属植物相

似ꎬ因 此 该 种 分 类 地 位 一 直 受 到 关 注ꎮ 王 玲

(２００５)的 ＵＰＧＭＡ 聚类树发现长白鸢尾和无附属

物鸢尾亚属的黄菖蒲( Ｉ. ｐｓｅｕｄａｃｏｒｕｓ)聚为同一支

系ꎬ推断长白鸢尾可能是无附属物鸢尾亚属与有

髯鸢尾亚属之间的过渡类型ꎮ 但王殊(２０１８)基于

叶绿体基因构建的系统发育树显示长白鸢尾处于

有髯 鸢 尾 亚 属ꎬ 支 持 现 有 分 类 地 位ꎮ 赵 毓 棠

(１９８５)将大锐果鸢尾( Ｉ. ｇｏｎｉｏｃａｒｐａ ｖａｒ. ｇｒｏｓｓａ)和
细锐果鸢尾( Ｉ. ｇｏｎｉｏｃａｒｐａ ｖａｒ. ｔｅｎｅｌｌａ)作为锐果鸢

尾( Ｉ. ｇｏｎｉｏｃａｒｐａ)的变种处理ꎬ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将细

锐果鸢尾并入锐果鸢尾ꎬ将大锐果鸢尾作为独立

种ꎮ 蒋喻林等(２０１７)认为锐果鸢尾和细锐果鸢尾

的亲缘关系较大锐果鸢尾更近ꎮ 而笔者在野外调

查中发现锐果鸢尾、细锐果鸢尾、大锐果鸢尾在生

境、植株高度、花大小和花色上存在明显差别ꎮ 目

前ꎬ有关这些种类的研究仍偏少ꎬ下一步可以有针

对性地确立其分类地位ꎮ
２.１.３ 朱诺鸢尾亚属(Ｓｕｂｇｅｎ. Ｓｃｏｒｐｉｒｉｓ)分类地位　
Ｄｙｋｅｓ(１９１３)和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１９５３)分别将朱诺鸢尾

作为组 ( Ｓｅｃｔ. Ｊｕｎｏ) 和亚属 ( Ｓｕｂｇｅｎ. Ｓｃｏｒｐｉｒｉｓ) 处

理ꎬ而 Ｒｏｄｉｏｎｅｎｋｏ ( １９６１) 将朱诺鸢尾单独成属ꎮ
但 Ｍａｔｈｅｗ(１９８９)同意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的观点ꎬ即将朱诺

鸢尾种类作鸢尾属内亚属处理ꎬ目前这一观点已

获得了分子系统学研究结果一致支持( Ｉｋｉｎｃ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ꎻ Ｗｉｌｓｏｎꎬ ２００４ꎬ ２００９ꎻ Ｇｕｏ ＆ Ｗｉｌｓｏｎꎬ
２０１３)ꎮ Ｇｕｏ ＆ Ｗｉｌｓｏｎ(２０１３)采用叶绿体基因对

外轮花被上具鸡冠状附属物的鸢尾种类进行了研

究ꎬ结果显示尼泊尔鸢尾亚属( Ｓｕｂｇｅｎ.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
与冠饰鸢尾组聚成一支ꎬ之后再与朱诺鸢尾亚属

构成姐妹群ꎮ Ｇｕｏ ＆ Ｗｉｌｓｏｎ(２０１３)研究发现朱诺

鸢尾亚属内部可分为 ４ 分支ꎬ支持 Ｉｋｉｎｃ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关于朱诺鸢尾组 ( Ｓｅｃｔ. Ｊｕｎｏ) 为多系的

观点ꎮ
２.２ 部分种分类地位

２.２.１ 野鸢尾( Ｉｒｉｓ ｄｉｃｈｔｏｔｏｍａ)和射干(Ｂｅｌａｍｃａｎｄａ
ｃｈｉｎｅｃｓｉｓ) 　 射干与野鸢尾具有相似的形态与生境:
高度分支ꎬ花较小ꎬ单朵花花期短ꎬ未受精的花会

６３ 广　 西　 植　 物 ４１ 卷



连同子房一起脱落ꎻ分布于干旱砂质草地、山坡石

隙等向阳干燥处ꎮ 野鸢尾和射干较易发生杂交

(Ｙ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ꎮ 传统的形态学分类中ꎬ野鸢尾

被归入鸢尾属下的亚属 ( Ｓｕｂｇｅｎ. Ｐａｒｄａｎｔｈｏｐｓｉｓ)
(Ｒｏｄｉｏｎｅｎｋｏꎬ １９６４ )、 组 ( Ｄｙｋｅｓꎬ １９１３ )、 亚 组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ꎬ １９５３)中ꎬ或与射干合并为一个独立的

属(Ｍａｔｈｅｗꎬ １９８９)ꎮ 目前ꎬ多数分子系统发育学

研究结果显示尽管野鸢尾与鸢尾属下种亲缘关系

较远ꎬ但仍支持将野鸢尾归入鸢尾属( Ｚｈｕｒａｖｌｅ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８ꎻ Ｔｉｌｌｉ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０ꎻ仲轶ꎬ ２０１０ꎻ郑洋ꎬ
２０１６)ꎮ 而 Ｗｉｌｓｏｎ(２００４)基于叶绿体基因数据、王
玲( ２００５) 基于核基因 ( ＩＴＳ 序列) 数据和王殊

(２０１８)基于叶绿体数据均支持将射干归入鸢

尾属ꎮ
２.２.２ 蛇头鸢尾( Ｉｒｉｓ ｔｕｂｅｒｏｓａ) 　 蛇头鸢尾因具有肉

质的指状地下器官以及单室的子房而有别于鸢尾

属 植 物ꎮ Ｄｙｋｅｓ ( １９１３ )、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 １９５３ )、
Ｒｏｄｉｏｎｅｎｋｏ(１９６４)和 Ｍａｔｈｅｗ(１９８９)将蛇头鸢尾处

理为单独的属ꎮ 但是ꎬＴｉｌｌｉ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和 Ｗｉｌｓｏｎ
(２０１１)基于叶绿体基因数据建议将该种归入鸢尾

属网脉鸢尾亚属(Ｓｕｂｇｅｎ. Ｈｅｒｍｏｄａｃｔｙｌｏｉｄｅｓ)ꎮ
２.２.３ 中甸鸢尾( Ｉ. ｓｕｂ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ａ) 　 中甸鸢尾和野

鸢尾形态较为相似ꎬ区别在于中甸鸢尾叶直立或

稍弯曲ꎬ而野鸢尾叶弯曲ꎬ且中甸鸢尾花茎分枝较

野鸢尾少ꎬ因此«中国植物志»将中甸鸢尾划分到

野鸢尾亚属ꎮ 但沈云光等(２００４)通过形态学研究

发现中甸鸢尾具有须毛状附属物、根肉质等特征ꎬ
建议将中甸鸢尾归入尼泊尔鸢尾亚属ꎬ这一观点

已获得仲轶(２０１０)和王殊(２０１８)等基于分子系

统学研究结果的支持ꎮ

３　 问题与展望

３.１ 国产鸢尾重要类群系统发育地位亟需确立

系统学的基本任务是分类和命名ꎬ但另一重

要功能是探讨物种演化历史的系统发育关系ꎮ 通

过演化研究可以了解植物与传粉者的关系、生物

地理、环境适应、物种形成和演化速率等各种生物

学现象ꎮ 美国植物学家 Ｃａｒｏｌ Ｗｉｌｓｏｎ 有关鸢尾属

系统发育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极具代表性ꎮ

而国内研究多集中于属下具体种类分类地位的研

究ꎬ忽略了有关我国鸢尾属起源与演化方面的探

讨ꎬ建议在后续加强此方面研究ꎬ以此加大对我国

鸢尾属种质资源的开发和可持续利用ꎮ
国产鸢尾中ꎬ有髯鸢尾亚属和无髯鸢尾亚属

两大类群系统发生关系亟待解决ꎮ 有髯鸢尾是由

有髯鸢尾亚属有髯鸢尾组( Ｓｅｃｔ. Ｉｒｉｓ)的种类杂交

获得的一个园艺类群ꎬ拥有数万个观赏品种ꎬ是鸢

尾属中最为重要的观赏类群之一(胡永红和肖月

娥ꎬ ２０１２)ꎮ 赵毓棠(１９８５)分类系统认为中国原

产有 髯 鸢 尾 亚 属 植 物 均 隶 属 于 果 实 侧 裂 组

(Ｓｅｃｔ. Ｈｅｘａｐｏｇｏｎ)ꎬ该组种类并未参与杂交选育ꎮ
因此ꎬ未来应加强对中国产有髯鸢尾亚属系统发

育研究ꎬ明确种间分类地位与亲缘关系ꎬ挖掘其优

异基因ꎮ 而«中国植物志»记载的 ６０ 种国产鸢尾

属植物中ꎬ３１ 种隶属于无髯鸢尾亚属(约占总种数

的 ５１. ７％)ꎬ 其 中 玉 蝉 花 ( Ｉｒｉｓ ｅｎｓａｔａ )、 燕 子 花

( Ｉ. ｌａｅｖｉｇａｔａ)和溪荪( Ｉ. ｓａｎｇｕｉｎｅａ)等是鸢尾著名

园艺类群的重要亲本(肖月娥和胡永红ꎬ ２０１２)ꎮ
但是ꎬ赵毓棠(１９８５)分类系统对无附属物组多数

种分类过于笼统ꎬ种间亲缘关系不清ꎮ 而 Ｍａｔｈｅｗ
(１９８９)对无髯鸢尾亚属下组和系的分类更为细

致ꎬ并得到了多数系统分类学研究结果的支持ꎮ
因此ꎬ未来可参考 Ｍａｔｈｅｗ(１９８９)分类系统ꎬ结合

现代分子系统学最新分类结果ꎬ在国产无髯鸢尾

亚属下设组、系ꎬ进一步将各分类单元细分ꎬ理清

种间亲缘关系ꎬ以此更好地对该亚属进行开发

利用ꎮ
３.２ 部分复合种系统发育关系亟待理清

植物复合种是指由于杂交或其他手段使基因

产生交流ꎬ形成在形态学上难以分辨的连续类群

(刘晓贤ꎬ ２０１１)ꎮ 鸢尾属部分近缘种之间可发生

自然杂交而形成复合种(Ｗｉｌｓｏｎꎬ １９９８)ꎮ 复合种

的存在尽管会导致种间形态特征界限模糊ꎬ但是

能为鸢尾这一重要园艺植物带来丰富的花色、花
型变异ꎬ并且研究植物复合种对探讨与地理分布

格局的遗传多样性变化及物种形成等具有重要意

义ꎮ 比 如ꎬ 目 前 有 不 少 关 于 金 脉 鸢 尾 ( Ｉ.
ｃｈｒｙｓｏｇｒａｐｈｅｓ)、西南鸢尾( Ｉ. ｂｕｌｌｅｙａｎａ)和西藏鸢尾

( Ｉ. ｃｌａｒｋｅｉ)分子系统发育学研究ꎬ但这些研究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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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理清三者之间的系统发生关系ꎮ 而笔者在野

外考察中发现这 ３ 种染色体数目相同(２ｎ ＝ ４０)
的鸢尾属植物集中分布于中国西南地区ꎬ在自然

生境中存在大量种间杂交过渡类型ꎬ推测倍性相

同的三者可能是通过自然杂交形成复合种ꎮ 未

来ꎬ可先通过系统发育分析检验这 ３ 种在系统发

育树上是否构成一个稳定的单系类群ꎬ然后再采

用亲缘地理学研究方法对复合种的物种界定、种
间遗传分化程度和进化历史等开展研究ꎮ
３.３ 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亟待更新和扩大

目前ꎬ对于鸢尾属系统发育的研究多数建立

在单个基因或几个基因片段构建的系统发育树

上ꎮ 当前使用的分子标记方法主要为叶绿体基因

标记和少量的核基因标记ꎮ 仲轶(２０１０)认为单一

的叶绿体基因和核基因长度受限ꎬ信息位点较少ꎬ
因此得到的鸢尾属植物的系统发育关系并不明

确ꎮ 因为不同的基因有不同的特点ꎬ如核基因的

变异速率快ꎬ叶绿体基因信息量大、进化速率适中

且单亲遗传ꎬ因此结合多基因开展系统发育学研

究会得到更全面的拓扑结构(刘丽ꎬ ２０１７)ꎮ 而全

基因组包含着更为全面的进化信息ꎬ这可以为寻

找物种进化标记物提供更多数据资料ꎮ 当前全基

因组测序技术已成为趋势 (张树波和赖剑煌ꎬ
２０１０)ꎬ建议在鸢尾属系统发育研究中推广多个基

因标记相结合的方式以及全基因组测序技术ꎬ为
鸢尾属研究获得更多的信息ꎮ

由于鸢尾属植物分布范围广泛、生境多样ꎬ较
难收集到世界范围内鸢尾属植物ꎬ因此现有大部

分学者将研究聚集在某个地区或聚焦于鸢尾属下

某一分类单元ꎬ而取样范围受限和样本受限必然

会无法获得全面的鸢尾属系统发育相关信息ꎮ 因

此未来应调查、梳理更大范围内鸢尾属植物种质

资源ꎬ进一步扩大取样范围和数量ꎬ以此更好地探

讨大区域范围内物种间的亲缘关系及演化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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