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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繁殖器官在竹类植物的分类学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ꎬ研究组在广西马山县观察到竹亚科单枝竹属

芸香竹正在开花ꎬ该文根据观察到的开花状况和采集到的标本解剖观察结果ꎬ对其花枝和繁殖器官特征做

了详细的中文及拉丁文补充描述ꎮ 经对比芸香竹与属内已知繁殖器官结构的单枝竹和小花单枝竹的繁殖

器官ꎬ３ 个竹种有相同的繁殖器官结构特征ꎬ但在小花数目和大小等方面具有差异ꎮ 繁殖器官比较表明该

属竹种的繁殖器官对喀斯特地貌环境有特殊的适应性ꎬ也支持依据营养器官差异划分为 ３ 个独立竹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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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殖器官形态性状是被子植物种类界定中最

重要的依据ꎬ但竹类植物由于极少开花导致在分类

鉴定中只能依靠营养器官形态性状ꎬ很多竹种发表

时也仅能依靠营养体特征命名ꎬ加之竹类植物的营

养器官差异又很小ꎬ往往给竹种的界定和其后的归

类整理造成困难ꎮ 虽然竹类植物很少开花ꎬ但是竹

类植物的繁殖器官特征在分类学和系统学研究中

仍然具有重要意义ꎮ 繁殖器官发生发育时间相对

较短ꎬ不易受环境影响ꎬ而且直接关系着植物的繁

育ꎬ因此往往能为竹类植物类群划分和演化研究提

供有力的支持ꎬ特别是为族、属的划分和分类修订

提供重要依据 (王正平和叶广汉ꎬ１９８０ꎻ耿伯介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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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组在广西马山县的石灰岩山峰上发现

了正在开花的竹亚科 ( Ｂａｍｂｕｓｏｉｄｅａｅ) 单枝竹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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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介和王正平ꎬ１９９６ꎻ Ｘｉａꎬ １９９６)ꎬ该芸香竹居群

分布于石灰岩山峰顶部ꎬ生长于裸露的石灰岩山

地ꎬ居群内只有少数竹丛开花ꎮ 开花竹丛未发现

新竹笋生长ꎬ竹丛不同竿龄的竹竿上都有开花ꎮ
开花竹竿花枝下部有正常枝叶ꎬ竿上有宿存箨鞘

和繸毛等结构ꎮ 作者根据营养体特征鉴定了该竹

种ꎬ并解剖比较了其繁殖器官特征ꎬ现对其繁殖器

官特征进行补充描述ꎮ 营养体和花枝标本藏于陕

西中医药大学中药标本馆ꎮ
单枝竹属分布于以我国广西为中心的西南喀

斯特山地ꎬ中国海南岛、越南北部喀斯特山地也有

分布ꎬ该属植物是石灰岩山地的特有属ꎮ 该属现

已知有 ５ 种 １ 变种 ( Ｘｉａꎬ １９９６ꎻＸｉａ ＆ Ｓｔａｐｌｅｔｏｎꎬ
２００６ꎻＧｏｖａｅｒｔ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ꎬ主要分布于石灰岩山

峰、残峰ꎬ常分布于裸露的石灰岩山顶、石隙ꎬ对石

灰岩山地具有极强的适应性(董蕾等ꎬ２０１１)ꎬ该属

植物能够为其他植物提供遮蔽ꎬ也能防止泥土流

失ꎬ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ꎮ
芸香竹分布于我国广西西部和北部的石灰岩

山地ꎬ在芸香竹的分布区域还有该属分布范围最

广的竹种单枝竹 [Ｂ. ｓａｘａｔｉｌｉｓ ( Ｌ. Ｃ. Ｃｈｉａ ｅｔ 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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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广西南部、广东西部、云南东南部以及贵州南

部ꎬ单枝竹和芸香竹的生长习性、外观特征和应用

价值等都极为相似ꎬ鉴别特征差异也较小(贾良智

等ꎬ１９８８ꎻＸｉａꎬ １９９６ꎻ潘启龙等ꎬ２０１６)ꎬ两个种很容

易混淆ꎬ芸香竹花枝和繁殖器官的描述ꎬ也为界定

芸香竹和单枝竹 ２ 个竹种提供了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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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花枝ꎻ Ｂ. 一段花枝ꎻ Ｃ. 小花ꎻ Ｄ. 假小穗ꎻ Ｅ. 小穗ꎻ １. 小穗ꎻ ２. 苞片ꎻ ３. 芽ꎻ ４. 第一颖ꎻ ５. 第二颖ꎻ ６. 小穗第一节间ꎻ ７. 第一

小花ꎻ ８. 第二小花ꎻ ９. 外稃ꎻ １０. 内稃ꎻ １１. 小穗第二节间ꎮ 标尺 ＝ １ｃｍꎮ
Ａ.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ꎻ Ｂ. Ａ 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ａ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ｂｒａｎｃｈꎻ Ｃ. Ｆｌｏｒｅｔꎻ Ｄ. Ｐｓｅｕｄｏ￣ｓｐｉｋｅｌｅｔꎻ Ｅ. Ｓｐｉｋｅｌｅｔꎻ １. Ｓｐｉｋｅｌｅｔꎻ ２. Ｂｒａｃｔꎻ ３. Ｂｕｄꎻ ４.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ｇｌｕｍｅꎻ ５.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ｇｌｕｍｅꎻ ６.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ｒａｃｈｉｌｌａꎻ ７.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ｆｌｏｒｅｔꎻ ８.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ｆｌｏｒｅｔꎻ ９. Ｌｅｍｍａꎻ １０. Ｐａｌｅａꎻ １１.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ｒａｃｈｉｌｌａ. Ｓｃａｌｅ ｂａｒｓ＝１ ｃｍ.

图版 Ｉ　 芸香竹
Ｐｌａｔｅ Ｉ　 Ｂｏｎｉａ ａｍｐｌｅｘｉｃａｕｌｉｓ

ｐａｌｅａ ｏｖａｔｏ￣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ꎬ ８ － １０ ｍｍ ｌｏｎｇａꎬ ａｐｉｃｅ
ｏｂｔｕｓｉｓꎬ ｓｕｂｔｕｓ ｃｕｍ ２ ｄｏｒｓｏ ｐｉｌｉｓ ｂｒｕｎｎｅｏｌｉｓꎻ ｐａｌｅａ ａｎ￣
ｇｕｓｔｅ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ｅꎬ ａｐｉｃｅ ｏｂｔｕｓｅꎬ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 ｄｏｒｓｏ ｐｉｌｉｓ
ｂｒｕｎｎｅｉｓ ｍｕｎｉｔａꎻ ｌｏｄｉｃｕｌａｅ ３ꎬ ｌｏｎｇｉｓ ｒｅｃｔａｎｇｕｌｉｓꎬ ｇｌａ￣
ｂｒａｅꎻ ｓｔａｍｉｎａ ６ꎬ ｆｉｌａｍｅｎｔａ ２－３ ｍｍ ｌｏｎｇｅ 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ｔｉａꎬ
ａｎｔｈｅｒａｅ ４－５ ｍｍ ｌｏｎｇａｅꎬ ｏｖａｒｉｏ ｇｌａｂｒｏ ｃｉｒｃｉｔｅｒ １ ｍｍ
ｌｏｎｇｏꎬ ｓｔｙｌｏ ｂｒｅｖｉｓｓｉｍｏꎬ ｓｔｉｇｍａｔｉｂｕｓ ３ꎬ ｐｌｕｍｉｓｉｓꎬ ２－３
ｍｍ ｌｏｎｇｉｓ. Ｆｌｏｒｅｔ ｉｎ Ｍａｒｔｉｏ￣Ａｐｒｉｌｉ. Ｆｒｕｃｔｕｓ ｉｎｃｏｇｏｉｔｉ.

花枝侧生或自叶枝顶端生出ꎬ２ ~ ３ 次分枝ꎬ总
长度可达 ５０ ｃｍꎻ花序续次发生ꎬ末级花枝一般长

１０ ~ ２０ ｃｍꎬ有 ６ ~ １０ 节ꎬ每节有一枚鞘状苞片ꎬ鞘
状苞片内有假小穗ꎮ 花期鞘状苞片的鞘部长 ２０ ~

２５ ｍｍꎬ先端有长 ８ ~ １０ ｍｍꎬ宽 ２ ~ ３ ｍｍꎬ钻状的变

态叶ꎮ 花枝除基部 ２ ~ ３ 节无小穗外ꎬ每节各有 １
枚假小穗ꎻ成熟假小穗长 ３.０ ~ ６.０ ｃｍꎬ假小穗柄节

间长 ４ ~ ７ ｍｍꎬ常有苞片 １ 片ꎬ也可多至 ３ 片ꎬ苞片

长 ８ ~ １０ ｍｍꎬ披针形ꎬ先端尖锐ꎬ背面光滑ꎬ脉不明

显ꎬ苞片腋内具芽ꎬ针状ꎬ常不再发育ꎮ 成熟小穗

长 ２.５ ~ ５.０ ｃｍꎬ含 ４ ~ ６ 枚小花ꎬ顶生小花不育ꎮ 颖

片 ２ 片ꎬ披针形ꎬ先端具有短尖头ꎬ光滑ꎬ脉不明

显ꎬ第一颖长 ８ ~ １０ ｍｍꎬ第二颖长 １０ ~ １２ ｍｍꎻ各
小花渐次成熟ꎬ第一小花最大ꎮ 小穗轴光滑无毛ꎬ
脱节于各小花外稃下ꎻ在小穗未成熟时ꎬ小穗第一

节间与其他节间极短ꎬ所有小花基部包被于颖片

３４６１１０ 期 张雨曲等: 竹亚科单枝竹属芸香竹花枝和花特征补充描述



内ꎬ整体包被于鞘状苞片内ꎻ小穗成熟时ꎬ第一节

间显著伸长ꎬ可达 ８ ~ １０ ｍｍꎬ使得小花全部伸出颖

片外ꎬ也使得小花伸出鞘状苞片外ꎬ其他节间从

４ ~ ５ ｍｍ 逐渐变短ꎮ 外稃卵状披针形ꎬ具有短尖

头ꎬ长 １２ ~ １４ ｍｍꎬ近革质ꎬ背面光滑ꎬ脉不明显ꎻ内
稃卵状披针形ꎬ先端钝尖ꎬ长 ８ ~ １０ ｍｍꎬ背面具有

２ 脊ꎬ并有棕色细毛ꎮ 鳞被 ３ꎬ透明膜质ꎬ近长矩

形ꎬ长约 １ ｍｍꎬ 无毛ꎮ 雄蕊 ６ꎬ花丝纤细ꎬ长 ２ ~ ３
ｍｍꎬ花药长 ４ ~ ５ ｍｍꎮ 子房无毛ꎬ长约 １ ｍｍꎬ花柱

极短ꎬ柱头 ３ꎬ羽毛状ꎬ长 ２ ~ ３ ｍｍꎮ 花期 ３—４ 月ꎬ
果未见ꎮ

标本:广西马山县政府后山ꎬ海拔 ４２６ ｍꎬ
２０２１.４.６ꎬ张雨曲 ２０２１０４０６０１ꎮ

单枝竹属内ꎬ已知繁殖器官信息的有单枝竹

和小花单枝竹 [ Ｂ. 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ｓｃｕｌａ (Ｗ. Ｔ. Ｌｉｎ) Ｎ.
Ｈ. Ｘｉａ] (贾良智等ꎬ１９８８ꎻ林万涛ꎬ１９９３)ꎬ比较芸

香竹、单枝竹和小花单枝竹的繁殖器官表明ꎬ三者

具有相同的繁殖器官结构ꎬ与其他属的繁殖器官

相比(耿伯介和王正平ꎬ１９９６)ꎬ这 ３ 个竹种假小穗

包被于各节的鞘状总苞内ꎬ在小穗成熟时具有伸

长的小穗第一节间ꎬ伸长的节间在花期将小花推

出颖片和鞘状总苞外ꎬ使得鞘状总苞既在开花之

前保护了小穗ꎬ又在开花时不影响小穗的授粉ꎬ该
特征为单枝竹属特有ꎮ 单枝竹属分布的东南亚季

风区降水季节性明显ꎬ秋冬少雨干旱ꎬ春夏多雨湿

润ꎬ而喀斯特地貌环境特别容易造成干旱和温度

剧烈变化的局部环境(宋同清ꎬ２０１５)ꎬ单枝竹属竹

种在小穗生长发育的秋冬季环境较差ꎬ小穗轴不

伸长使得小穗受到鞘状苞片的保护ꎬ在春季的开

花时间环境变好ꎬ小穗第一节间显著伸长ꎬ将小花

推出苞片外ꎬ适应开花需求ꎬ该特征表现为该属竹

种对喀斯特地貌气候环境的适应ꎮ
芸香竹与单枝竹、小花单枝竹的繁殖器官虽

然结构相同ꎬ但 ３ 个种之间也有差异ꎮ 单枝竹的

花枝在每节的鞘状苞片内有多枚假小穗ꎬ而芸香

竹和小花单枝竹只有一枚ꎻ单枝竹的小穗有 ５ ~ ９
枚小花ꎬ芸香竹和小花单枝竹只有 ４ ~ ６ 枚ꎮ 小花

单枝竹和芸香竹相比ꎬ２ 个种的假小穗和小花具有

明显的大小差异ꎬ前者假小穗长 １.７ ~ ２.０ ｃｍꎬ外稃

长 ６ ~ ８ ｍｍꎬ前端钝ꎬ而后者假小穗长达 ３.０ ~ ６.０
ｃｍꎬ外稃长 １２ ~ １４ ｍｍꎬ具有短尖头ꎮ 因此ꎬ虽然

单枝竹属内的竹种形态特征极为相似ꎬ但繁殖器

官比较表明繁殖器官特征支持依照营养体特征划

分的单枝竹、小花单枝竹与芸香竹为独立的竹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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