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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番荔枝科囊瓣木族植物 

叶片脉序比较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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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茸番荔枝科囊瓣术族植物共有 5属10种，其中有囊瓣木属 Soccopetalum Benn．，野 

独活属 Miliusa Lesch．ex A．DE．．蚁花属 Mezzelllopsis Rid1．，澄广花属 Orophea B1． 

等属的分类位置仍存在着一些争议．本文对"bTff]有争议的 4个属进行 了叶片脉序比较观察．提供 

分类一个辅佐证据。 

关键词 番荔枝群；囊瓣木族；囊瓣术属；野独7占属；蚁花属 澄广花属；脉序 

番荔枝科囊瓣木族 (Trib．S~coopeta]oae Hook．f．ot Thomson)我国有 5属1 0种， 

除亮花术属 Phaeanthns Hook．f·et Thomson 无争议外，其余囊瓣术属、野独恬属，蚁 

花属和澄广花属等的分类位置仍存在一些争议。M．Ast： ，J． Sinclair[” ，R．E． 

Fries ，H·K．Airy Shaw一 ，H．Hubor[ 等人主张将囊瓣木属与野独活属合 

并，但是 F．A． G．Mique]【 ，J．E． ToijsliIAn ＆ 8．Binnendijk 2 ，F． 

Mu0ller[ ，Vida][ ，G．Bentham ＆ J．D．Ⅱookor[1ll。A．D．E．E]mer(1̈ ． 

C．E．C—Fischer[ ，W．G．Craib l ，D．Chafterjee[1 21，C．A．Bayhot＆R． 

C．Bakhaizen ，J．Ha~chinson：l ，Y．Tsiang et P．T．Li r1、2～ ，．P．T．A． 

Kebier[ “ 等人，则主张两属分开。R．E．Fries 1”，J．Hutchinson l 等 

人主张将蚁花属与澄广花属合并}但是，E．D．Merri]l[z 4]，Y． Tsiang 。t P．T． 

Li “ ，P·J．A．Kebler[ “ 等人则主张两属分开。为此，我们在进行中国番 

荔枝科植物分类的同时，对国产囊瓣术族有争议的 4个属，进行了叶片脉序比较观察， 

对正确划分它们的分类位置提供一些新分类依据。 

材 料 与 方 法 

观察 的植物标本均取自华南植物研究所植物标本室所藏腊叶标本 (表 1)。每种材料坶 

选择发育正常 的成熟叶片。制作程序；将叶片用水煮沸20分钟，用10 氢氧化钠(70℃一80℃> 

浸泡 4— 6小时，用毛笔扫去表皮及叶肉组织J再用10 过氧化氢水溶液漂白4— 6小时 } 

水洗后用爱 氏苏术精 (Ehriich)染色，干后，观察和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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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凭 证 弥 车 

Species Voucher 

澄 』 花 Oroghea hainaneasi s Merr· 

广 西澄广 花 0．polycarpa A． DC． 

毛 澄广花 O．hirsuta King 

囊 瓣未 Saccopeta[um proli~Lcum (Ch n et H。W) 

T Siaag 

越由 野拙话 M iliusa balaas~e Finet et Gagnep· 

野  M · ch c：aii W · T· W ang 

1] #野独活 M．siae~si s Fizet et Gagnep 

花 Mezzettiopsis creaghii Rid1． 

瑶宽昭 F． c．How 70987 

秦仁 昌 R．C．Ching 6 03 

黄志 C．Waag 34244 

符 囡}．K． A．Fu 2842 

华南握物研究所谓查队 Inst．Bot． 
Aust ro—Sin．Exped． 3331 

《̂心 祈 S． K．Lau 33430 

苏宏 汉 H．H．Su 67806 

刘心 斩 S．K．Lau 273 d 7 

寓15盘檀嘶拆末斌1=华南械钧研究所 物#木室 (SCBI) 

结 果 与 讨 论 

(一)族的描述 

乔术或 h ut 互生。脉序类型：环结曲行羽航与真 曲行羽状脉并存j 级脉为近叶} 

及叶尖的较细，n-] 身的稍粗，弧 曲弯衍，于近叶缘处弯曲与上面的二级脉相连，形成脉环基 

四级脉与五级脉构成发育完善的嘲眼； 盲脉 1— 2次分枝，罕不分枝或 3敬分枝；叶缘具三 

级脉环和四级脉环。 

(二)分属捡索表 

1 川缘 见三级脉环 舶小的田级脉耳 ，子边缘处互相三￡搂形成边脉 

2． 绶脒较细 ’ 级脉差异较少：四拨脉 ’j 级脒构成0．3—0．1 mm 的眄眼 ⋯-- ⋯ ⋯ ⋯ ． 

⋯  - - 一 ⋯ ⋯ ”  ⋯ ⋯  ⋯ ⋯  ⋯ ⋯ ⋯ ⋯ 蚁花属 Mezzettiopsi s Ridi． 

2 二 盟脉 噼料 一一P1缎球【x 明显：日报脉与五爨脉扮成 闸眼文小多数 ：O，4 irlm j
一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澄广花属 Orophea B1 

1．叶缘具三纵脉环和细小的四投脉环，束级脉在边缘处 、互耜连接形成i圭脉 ．呈永端澎离的宦脉 

3．最下 对二缎脉以75 --85。角开HI．孤曲上升⋯⋯·⋯”⋯⋯⋯ 囊瓣术属 Saccopstalum Benn． 

3．最下一剥二级脒 30。--45。角开出． 弧曲上升或斜上升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野独活属 MiIiu s a Lesch，ex A．DC． 

(三)属种描述 

1．澄广花属 Orophea B1． 

我国产 3种 (原记载 4种，现桉实 1种是误定 )，分 布 于 广 东、海 南、r 西和云 

南。我们观察 3种。 

主要特征：一级脉纤细至中等粗，约为叶片宽度的1．O一2 0‰ 近直行，近叶基粗，向 

叶尖渐细；二级脉每侧11—15条，其中叶基 2条及叶尖 3— 4条较细；叶基 2— 4对二级脉 

似真曲行羽状脉}其余二级脉弧曲弯行于近叶缘处与上面二级脉相连成环结曲行羽状脉的脉 

环；叶缘具三级脉环和细小的四级脉环，于边缘处互相连接形成边脉}三级脉略粗与四级脉 

区别明显j l叫级脉 与五级脉构成发育完善的网眼，其大小多数在 0．4 HIE1以上j肓脉歃或 l 

y 岫 

吡 

S 

n 

曲 
_莹 

本她 标 验d 实 及孙 类 种m 的m 案∽ 观印 i ，蛐 表曲 

e 

曲 2 4 B H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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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次分枝。 

分种检索表 

1．最下一对二级脉以35’--45 角开出．弧曲向上升。三级脉 以结网型 居多 ⋯⋯⋯⋯⋯⋯ ⋯⋯⋯⋯⋯．· 

⋯⋯⋯⋯⋯⋯ ⋯⋯⋯⋯⋯⋯⋯⋯⋯ ⋯⋯⋯⋯⋯⋯⋯一⋯⋯⋯ ⋯⋯ 澄广花 0．hainanen sis Mort． 

1．最下一对二级脉 以50。155 角开出。弧曲向上升．三级脉以贯串型居多。 

2．二级脖间距在叶片中部较宽．两端稍窄．叶缘三级脉环大而明显 ⋯⋯⋯⋯⋯⋯⋯⋯⋯ ⋯⋯⋯⋯·· 

⋯⋯⋯⋯ ⋯⋯⋯ ⋯⋯ ⋯⋯⋯⋯ ⋯ ⋯⋯⋯⋯⋯⋯⋯⋯⋯⋯⋯⋯⋯·毛漫广花 0．hi r suta King 

2 二级脉间距在叶片中变化 下规剐。叶缘三级脉环大小 ．形状不规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西澄广 花 0．polycarpa A．DC． 

( 1 )澄 广 花 Orophea hainanensi s Mort． (图版 1 ： 1— 2 ) 

一

级脉中等粗，约 为叶片宽度的1．5—2。O％|二级脉每侧11～12条，叶 基 2对二 级脉 

似真曲行羽状脉，最下一对二级脉以35。--45。角开出，弧血上升}二级脉间距为叶片中部宽 

两端稍窄}二级间脉为简单式与复合式并存|三级脉 以结网型居多j盲脉 1— 2次分枝。 

(2)毛澄广 花 0rophea hirsuta King (图版 1：5— 6) 

一

级脉中等粗，约为叶片宽度的1．5—2．0％|二级脉每侧11—12条，叶基 2— 3对二级 

脉似真曲行羽状脉；最下一对二级脉以50。155。角开出，弧曲上升，二级脉间距在叶片中部较 

宽，两端稍窄j复合式二级间脉J三级脉以贯串型居多}叶缘三级脉环太而明显J盲脉弧血 

或 1— 2次分枝。 

(8 )广 西澄 广花 Orophea olycarpa A．D0．(图版 1 ；8— 4 ) 

一 级脉纤细，约为叶片宽度的1．O一1．3％J二级脉每侧14—15条，叶基 3— 4对二级脉 

似真曲行羽状昧|最下一对二级脉以50。一55。角开出，弧曲上升}二级脉间距变化不规则| 

复合式与简单式并存的二级间脉；三级脉以贯串型居多|叶缘三级脉环太小、形状不规则| 

盲脉缺或 1— 2次分枝。 

2．野独活属 Miliusa Lesch．ex A．Da． 

我国产 4种，分布于西南和华南各省区，我们研究 8种。 

主要特征{一级脉 中等粗，约为叶片宽度的1．5—2．2％；近直行，近叶基粗，向叶尖渐 

细 }二级脉每侧l1—19条，其中叶基 1— 2条及叶尖 4— 8条较细}叶基 1— 8对二级脉似 

真曲行羽状脉，其余二级脉弧曲弯行于近叶缘处弯曲与上面二级脉相连形成脉环}二级脉夹角 

为30。一65。}贯串型与结网型并存的三级脉，叶缘具三级脉环和细小的四级脉环，末级脉在 

边缘处不互相连接形成边脉，呈末端游离的盲脉}四级脉与五级脉构成发育完善的网眼，盲 

脉缺或 1— 2次分枝。 

分种捡 索表 

J 近叶缘的三级脉环较大。明显。排列较规则．二级脉间距在叶片中部较宽 两端稍 窄 --⋯⋯⋯⋯⋯ 

⋯ ⋯⋯·⋯⋯⋯⋯⋯⋯⋯⋯⋯⋯⋯ ⋯⋯⋯⋯ ⋯⋯⋯⋯⋯⋯⋯⋯·野独活 ．̈ chunil W ．T．Wang 

1．近叶缘的三级脉环不很明显．排列不大规则。二级脉间距在叶片 中无明显变化规律。 

2．叶尖每侧有纤细二级脉 T一 8条，叶基 一对二级脉为30‘--35。角开出 斜向上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越南野独活 M．balan sae Finet et Gagnep． 

2 叶尖每侧有纤细二级脉 3— 4条．叶基一对二级脉为40’--45’角开出．弧曲上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华野独活 M．sinensis Finer et Gagn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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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野 诬活 盯 liusa chunil W ．T．W sng(图版 1 ；11— 12) 

一 级脉约为叶片宽度的1．7—2．0 }二级脉每删儿一12条，其中基部 1条及叶尖 3— 4 

条较细，叶基 2对二级脉似真曲行羽状脉，最下一对以40。--45。角开出，弧曲上升}二级脉 

阃距为叶片中部宽两端窄}简单式二级同脉，近叶缘的三级脉环大而明显，盲脉缺或 1— 2 

次分枝。 

(2)越 南野 诬活 埘 ili~sa balansae Fine~et Gagnep (图版 1 ：9～10) I 

一 级脉约为叶片宽度的1．8—2．2 }二级脉每侧17— 1 9条，其 中基部 2条及叶尖 7— 8 

条较细，叶基2对二级脉似真【【I1．行羽状脉，最下一对以3O。--35。角开出，斜向上升，二级脉 

间距变化不规则；简单式与复台式并存的二级间脉；近叶缘的三级脉环不很明显大，排列不 

大规则，盲脉缺或 I一 2次分枝。 

(3 )中华野 诬活 M iliusa sin目nsis Fino％ot Gagnep (图版 1 ：13— 14) 

一 级脉约为叶片宽度的1．5—2．0 ；二级脉每侧l1～12条，其中基部 1条及叶尖 3— 4 

条较细，叶基 3对二级脉似真曲行羽状脉，最下一对二级脉以40。--45 角 开 出，弧 曲向上 

升}二级脉 间距变化不规则 简单式与复合式并存的二级间脉，近叶缘的三级脉环不很明显 

大，排列不大规则j盲脉缺或 I一 2次分枝。 

3．囊瓣木属 Saccopetalum Benn· 

我国产 1jp，产于海南，我们研究 1种。 

主要特征：一级脉中等粗，约为叶片宽度的2．O～2．2 ，近直行，近叶基粗，向叶尖渐 

细；二级脉每删15—1 7条，其中叶基 2条及叶尖 2～ 4条较细，叶中部以下二级脉似真曲行 

羽状脉，其余二级脉弧曲弯行于近叶缘处弯曲与上面二级脉连成不大明显的脉环 最下一对 

二级脉 以75。--85。角开出，弧曲向上升，二级脉间距变化不规则}叶缘具不大明显的三级脉 

环和细小而不火明显的四级脉环，末级脉不在边缘形成边脉，呈末端游离的盲脉。 

囊瓣未 Saccopelalum prolificum (Chun e七How)Tsiang (图版 1{7— 8) 

二级脉夹角为45。～85。，具简单式二级间脉I贯串型三级脉，盲脉不分枝或 1次分枝。 

4．蚁 花 厦 埘ezzeitio2sis Rid1． 

仅 1种，分布于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我国产于海南和云南南部。我们研究 1种。 

主要特征： 一级脉中等粗，约 为叶片宽度的1．6—2．1％，近直行，近叶基粗，向叶尖渐 

细，二级脉每侧1 4—16条，其中叶基 2条及叶尖 4— 6条较细}叶基 2— 8对二级脉似真曲 

行羽状脉，其余二级脉弧曲弯行于近 叶缘处与上面二级脉相连成环结曲行羽状脉的脉环J最 

下一对二级脉以45。一58。角开出，孤曲上升，二级脉间距变化不规则，三级脉较细 与四级 

脉差异较少，以贯串型为主并有结网型存在，四级脉与五级脉构成约0．3—0．4毫米的网跟， 

近叶缘的三级脉环大，排列规则，并有细小的四级脉环，于边缘处互相连接形成边脉。 

蚁 花 M ezzettiopsis creaghii Ridl， (图版 1{15— 16) 

二级脉夹角40。--60。}简单式与复合式并存的二级间脉，三级脉分叉或不分叉，波浪状 

行走，盲脉不分枝或 l一 2次分枝，罕 3次分枝。 

(四) 讨论 

1·囊瓣术属、野独活属、蚁花属和澄广花属的叶脉都是：一级 脉 近直行，近叶基粗， 

向叶尖渐细，=级脉为环结曲行羽状脉与真曲行羽状脉并存}由四级脉和五级脉构成发育完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广 西 植 物 l3卷 

善 的网眼。 

2．囊瓣术属与野独活属束级脉不在边缘形成边脉而呈末端游离的盲脉，但 前 者最下一 

对二级脉 以75。q85。角开出，贯串型三级脉 }后者最下一对二级脉 以30。--45。角开出，贯串 

型与结同型并存的三级脉。 

3．蚁花属与澄广花属末级脉在 边缘互相连接形 成 边脉}但前者三级脉较细与四级脉差 

异较少 四级脉与五级脉构成约0．3一O．4ram 的网眼，后 者 三 级 脉略粗，与四级脉 区别明 

显，四级脉与五级脉构成的网眼大小在0．4 mⅢ 以上。 

由于以上叶脉特，征和异同，这 4个属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亲缘关系较近。我们认为仍按 。 

4个属区分较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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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MPARATlVE ANAT0MlCAL 0BSERVATl0N 0N 

VENATION OF THE TRIBE SACC0PETALEAE 

(ANN0NACEAE) lN CHINA 

ohen Jignhui 

rGuangzhou Normal CollegeJ Gunngzhou 510460) 

Lt Fingtao ‘ 

Sauth China Agricu1tur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42) 

Ab st ract There are 5 genera and 10 species belonging to SaeeopetaIeae (Aanona— 

ceae)in China． Their toxenomic positions except for the Phaeanthus Hook． f．et 

Thom son aroused ￡0nle argUlXqen~．． W e through the oom parative observation of 

their leaf venatiolxal morphology， discovered that the venationa1 characters are 

obviously distinct anti may contribute as additional evidence for the necessary 

restitution as well as the idencificati0n of individual genera a nd species．0n the 

basis of the foliar venatiorml characters，the following key to the genera is presented： 

I．The tertiary veins and minute quaternary veins are brochidodromons， at the 

margin with a fimbrial vein 

2． The tertiary veins smaller，witb quaternary vein~slightly similar：quatef- 

nsry veins constitute areole 0．：一 0． m m  with the quinternary veins ⋯ ⋯ 

-·⋯ 一·⋯ 一--·······-·⋯ ·一·-·一-··- -·····一······ ········-·--” 1． M ezzettiopsis Rid1． 

2． The tertiary veins slightly stout and obviously distinct ftom the qaaternary 

vein~；quaternary ones constitute areole over o．4 m m w ith quin!ernary 

veins ⋯ ·-·⋯ ··--一⋯ ·⋯ ⋯ -⋯  --⋯ ·⋯ ·⋯ · ⋯ ⋯ ⋯ ⋯ · -一·⋯ ·⋯ ⋯ ·2． Orophea B1． 

1． The tertiary vein~ and m inute quaternary vein~al'e brochidodrom oUs， at the 

m argin withoat a fimbria1 vein．but constitute veinlets． 

3 The secondary veins at lower part arcuate—ascending， shaping with the 

m idrib an angle of 75。一 85。⋯ ·⋯ ⋯ ⋯ ⋯ -⋯ ·⋯ ⋯ ·⋯ ⋯ ⋯ ⋯ 一 3． SOCCOpetalurn Benn． 

3． The seconSary vein~at low er 呻 rt arcaate— or oblique—ascending， shaping 

with the midrib an angle of 30。～ 5 -⋯⋯ ⋯ ” ⋯ 4．M iliusa Lesch．ex A．DC． 

Key wo rd s A nnonaceae； Sacc0petaleae； Saecopetalu rn： M Hfusa：M ezzettiopsis； 

0 ropheel： Ve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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