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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苦苣苔科三特有属花粉形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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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中国苦苣苔科异片苣苔属 、长檐苣苔属和报春苣苔属等 3个特有属中 3种代表植物的花粉形态进 

行了光镜和扫描电镜的观察。结果发现这些植物的花粉形状比较一致，均为长球形或近球形 ，表明花粉形状 

对苦苣苔科的系统与分类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 。观察到两种类型的花粉外壁纹饰：细网状纹饰、粗网状纹饰； 

异片苣苔属具粗网状纹饰 ，长檐苣苔属和报春苣苔属具细网状纹饰 。还讨论了一些花粉外壁纹饰特征在苦苣 

苔科的系统研究方面的潜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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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ollen morphology of three Chinese monotypic endemic genera in Gesneriaeeae was studied by light micros— 

copy(LM)and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SEM)．All three taxa are similar in having prolate to subspheroidal 

pollen grains，but with different exine sculpture patterns：Allostigma guangxiense with coarsely reticulate，Dolcholo— 

Dla jasminiflorum and Primulina tabacum with finely reticulate pattern，suggesting a clear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The utility and systematic significance of some pollen characters in Gesneriaeeae were also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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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苣苔科(Gesneriaceae)为多年生草本，或为灌 

木 ，稀为乔木、一年生草本或藤本 ，陆生或 附生。全 

世界约有 150属，3 700余种，分布于亚洲东部和南 

部、非洲、欧洲南部、大洋洲、南美洲至墨西哥的热带 

至亚热带地区；中国有 58属，约 463种，自西藏南 

部、云南、华南至河北及辽宁西南部广泛分布；苦苣 

苔科中有 27属特产 于中国(王文采 ，1990；李振宇 

等，2004)。但是，中国苦苣苔科的一些特有属、种自 

发表以来，主要开展过一些经典分类学方面的研究 

(王文采，1983，1984)；其他方面如花粉的形态特征， 

国内有学者对个别特有属的花粉形态进行过研究 

(曹明等，2003)，国外有学者对苦苣苔科 8属 108种 

植物的花粉形态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Luegmayr， 

1993)，但是 Luegmayr的研究也没有涉及中国苦苣 

苔中的特有属种 。为此 ，本文对 中国苦苣苔科 3个 

特有属的 3种代表植物的花粉形态进行光镜和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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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镜的研究，旨在提供这些特有属种花粉形态特征 

的资料 ，并据此对这些特有属在系统上的一些问题 

进行初步探讨。 

1 材料与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苦苣苔科花粉材料采自广西植物 

研究所标本馆(IBK)和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标本 

馆(IBSC)馆藏腊叶标本 。详细资料见表 l。 

表 1 孢粉研究材料及凭证标本 

Table l Materials and voucher specimens for palynology 

光镜 样 品的制作 和观察 ：花粉采 用 Erdtman 

(1952)醋酸酐分解法进行制备；在光镜下观察花粉 

的形状、萌发孑L及外壁纹饰、测量花粉大小。 

花粉 电镜扫描材料的主要处理方法是剪下雄 

蕊，将花药捣碎 ，让花粉散 出来；在解剖镜下用解剖 

针将花粉粘在透明双面胶上，并且尽可能使花粉均 

匀地散开 ，以利于观察 ；再真空镀膜 ，然后用 HI3、A～ 

CHI S一800扫描电镜观察 、照相并记录，照相加速电 

压为 30KV。 

花粉形态描述主要参考 Er&man(1969)、王伏 

雄等(1 997)和韦仲新(2003)的术语。 

2 观察结果 

对中国苦苣苔科三个特有属三种代表植物花粉 

形态特征的观察结果如下。 

花粉形状为长球 形 (Prolate)(图版 I：7，8)或 

近球形(Subspheroida1)(图版 I：6)，极轴为 l7．3～ 

26．8 vm，赤道轴为 l3．1～26．9 m。花粉极面观为 

三裂圆形 ，赤道面观为 圆形或椭 圆形。具三拟孔沟 

(图版 I：4)或三孑L沟(图版 I：7，8)，具沟膜 ，上有颗 

粒(图版 I：4，6)或无颗粒(图版 T： ，7，8)。花粉外 

壁纹饰有细网状纹饰(Finely reticulate)(图版 I：l， 

2)、粗网状纹饰 (Coarsely teliculate)(图版 I：3)二 

种类型。主要的花粉形态特征见表 2和图版 I。 

表 2 花粉形态特征 

Table 2 Morphological characters of polfen 

分类群 
TaXON 

花粉形状 
Po11ell shape 

长球形 

K球形 

花粉大小 
Po11ell size(1am) 

23．6×14．8 

26．8× 1 6．9 

1 3．1× 1 7．3 

极 面观 
Amb 

三裂圆形 

三裂圆形 

三裂圆形 

Exine sculpl klre Plate I 

而 面——— 
细网状纹饰 2，7 

异片苣苔 Allostigma guang．~iemP 

长檐 苣苔 Dolicholoma jasmim'flr)r 2 

报春苣苔 Primulina tab口f 2 近球形 

3 讨论 

3．1异片苣 苔属 Allostigma 

异片苣苔 A．g-uang ~iense W．T．Wang(图版T：3， 

5，8)。单种属，特产广西龙州 、大新等地．生于石灰岩 

山地 。 

在形态上 ，异 片苣苔 与苦 苣苔 科 长蒴苣苔 族 

(Trib．Didymocarpeae End1
． )其它属种相比具有一 

些较独特的特征，如它的柱头数量 2、三角形，侧膜 

胎座2，而明显区别于单座苣苔属(M t“briggs )． 

单座苣苔(M．fJt “
．fvHa)的拄头数量 l、扁球形，侧 

膜胎座 l。我们的观察也发现异片苣苔的花粉粒长 

球形；具粗网状纹饰，网脊较窄，网眼较大、形状不规 

则 、数目较多、分布较密 ，沟膜上见有 稀疏的粗颗粒 

状突起，与业已报道的其它苦苣苔(曹明等，2003)纹 

饰特征有较明显的区别 。因而推测异片苣苔可能是 

苦苣苔科 中较为特化的类群。 

3．2长檐苣苔属 Dolicholoma 

长檐苣苔 D．jasminifTorum I)．Fang et W．T． 

Wang(图版 2，7)。单种属，特产广西那坡的弄化、 

弄布等地，生于石灰岩【lj地阴处岩壁上。 

国内有过关于长檐苣苔花粉形态特征研究的报 

道(曹明等．2003)(样品采 自那坡弄化)。本文对采 

自另一个居群的长檐苣苔(样品采自那坡弄布)花粉 

形态进行了比较研究。此次观察发现：花粉形状为 

长球形；外壁纹饰为粗网状纹饰，网脊较宽，网眼较 

大、数 目较多、分布较密 ，网眼形状不规则，沟膜上未 

见有颗粒状突起 。通过比较发现这两个不同居群材 

料的主要花粉表面纹饰特征是完全一致的，都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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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纹饰；但在纹饰的细微特征上存在一些区别，其 

别主要体现在网脊的宽窄、网眼分布的疏密、网眼 

状是否规则等方面 。这些事实表明来 自不同居群 

长檐苣苔的主要 花粉纹饰 特征在种 内是相 当稳定 

的。但由于产地、生境的不同，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其 

花粉形态在细微特征方面则会发生一些变化。 

日版 I 扫描电镜下的花粉形态 1．报春苣苔的花粉局部放大；2长檐苣苔的花粉局部放大。3．异片苣苔的花粉局部放大；4．报春苣 

的花粉极面观 ；5．异片苣苔的花粉极面观 ；6．报春苣苔的花粉赤道而观；7．长檐苣苔的花粉赤道面观：8．异片苣苔的花粉赤道面观。 

late I Pollen morphology under SEM 1．Primulina tabacum(enlarged view)，1．5 fm1；2．Doli fu7nⅡjasmini， o7 ，̈ (enlarged view)， 

5 n1；3．,~．1lostoZma guan~xiense(enlarged view)，1．5 m；4．P．tabacum(polar view)，3．0 n1；5．A． ““n n (polar view)，3．0~trn；6．P． 

【 “ “m(equatorial view)，3．0 m；7．D．jasminiflovum(equatorial view)，4．8t~m；8．A．guan~xiense(equatorial view)，4．8 m． 

；报春苣苔属 Primulina 

报舂苣苔 P．tabacum Hance(图版 T：1，4，6)。 

件属，特产广东连州、乐昌、阳山，湖南宁远、江华 

也，生于石灰岩山洞附近。 

本次观察的报春苣苔花粉材料采自湖南宁远， 

结果发现：花粉形状为近球形；细网状纹饰，网脊较 

宽、宽窄不均一，网眼较小、形状不规则、数目较多； 

沟膜上见有数量较多的粗颗粒。本次观察结果与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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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雄等(1997)报道的结果不尽一致，其观察材料采 

自广东连州。两者 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花粉具 3 

拟孔沟 ，具沟膜 ，膜上有数量较多的、粗的颗粒 ；后者 

花粉具 3拟孔沟 ，具沟膜 ，膜上有稀疏的、细的颗粒。 

结果表明不同居群的报春苣苔在花粉形态上存在着 

一 些差异和分化。笔者在对采 自湖南江华、广东连 

州的报春苣苔花部结构进行的初步研究中也发现一 

些差异：湖南居群的叶较厚 ；花较大 ，花冠呈较深紫 

红色；花药位置较低，距离花冠筒基部约 1 mm；花 

盘由几枚连成环状的腺体组成。而广东居群则叶较 

薄；花较小，花冠呈浅紫红色，花药位置较高，距离花 

冠筒基部约 2 mm；花盘明显为 2近方形腺体组成。 

这些报春苣苔不同居群的分布区彼此相距上百千 

米，初步推测可能是 由于地理隔离的原因而引起上 

述差异和分化。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韦仲新研究员的热 

情帮助和悉心指导，广西植物研究所韦毅刚先生提供 

部分实验材料，中国科学院植物研 究所肖荫厚工程师 

在技术上给予许多有益的帮助，在此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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