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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花芒毛苣苔在中国的发现及近缘种花粉形态研究
李晓静ꎬ 易　 冉ꎬ 史志远ꎬ 李家美∗

( 河南农业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ꎬ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

摘　 要: 该文报道了中国苦苣苔科(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植物分布新记录种ꎬ即亮花芒毛苣苔(Ａｅｓｃｈｙｎａｎｔｈｕｓ ｆｕｌｇｅｎｓ
Ｗａｌｌ. ｅｘ Ｒ. Ｂｒ.)ꎬ同时描述了该新记录种的分类学特征ꎬ并提供了该新记录种的引证标本和图片ꎮ 此外ꎬ还
比较了该新记录种与束花芒毛苣苔(Ａ. ｈｏｏｋｅｒｉ Ｃ. Ｂ. Ｃｌａｒｋｅ)的花粉形态特征ꎬ发现二者花粉形态及纹饰存

在显著差异ꎮ 凭证标本保存在河南农业大学植物标本馆(ＨＥＡＣ)中ꎮ
关键词: 芒毛苣苔属ꎬ 束花芒毛苣苔ꎬ 大花芒毛苣苔ꎬ 大花芒毛苣苔组ꎬ 沧源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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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Ｄｏｎ]和美丽口红花(Ａ. ｓｐｅｃｉｏｓｕｓ Ｈｏｏｋ.)等ꎬ深受

广大园艺工作者的喜爱ꎮ
本文作者在查阅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植物

标本馆馆藏标本时ꎬ发现采自沧源县班洪乡的几

份标本 均 误 定 为 束 花 芒 毛 苣 苔 ( Ａ. ｈｏｏｋｅｒｉ Ｃ.
Ｂ. Ｃｌａｒｋｅ)ꎮ 本文通信作者于 ２０１３ 年在云南省沧

源县班洪乡采集到有花的该种植物ꎬ当时误定为

大花芒毛苣苔( Ａ. ｍｉｍｅｔｅｓ Ｂｕｒｔｔ)ꎮ 该种与束花芒

毛苣苔和大花芒毛苣苔近缘ꎬ但与二者在花萼和

花冠等特征上均存在显著差异ꎮ 为佐证以上观

点ꎬ本文作者又对该种与束花芒毛苣苔的花粉进

行了研究ꎬ发现二者花粉形态及纹饰存在显著差

异ꎮ 最终确认该种为中国新记录种亮花芒毛苣苔

(Ａ. ｆｕｌｇｅｎｓ Ｗａｌｌ. ｅｘ Ｒ.Ｂｒ.)ꎬ现予以报道ꎮ

１　 新记录种

亮花芒毛苣苔 (新拟) 图版Ⅰ
Ａｅｓｃｈｙｎａｎｔｈｕｓ ｆｕｌｇｅｎｓ Ｗａｌｌ. ｅｘ Ｒ. Ｂｒ.ꎬ ｉｎ

Ｐｌａｎｔａｅ Ｊａｖａｎｉｃａｅ Ｒａｒｉｏｒｅｓ １１５. １８４８ꎻ Ｃ. Ｂ. Ｃｌａｒｋｅ
ｉｎ Ａ. ＤＣ. ＆ Ｃ. ＤＣ.ꎬ Ｍｏｎｏｇｒ. Ｐｈａｎ. ５ ( １ ): ２１.
１８８３. —Ｔｒｉｃｈｏｓｐｏｒｕｍ ｆｕｌｇｅｎｓ ( Ｗａｌｌ. ｅｘ Ｒ. Ｂｒ.)
Ｋｕｎｔｚｅꎬ Ｒｅｖｉｓ. Ｇｅｎ. Ｐｌ. ４７７. １８９１.

附生树皮上的小灌木ꎮ 茎圆柱形ꎬ弯曲或下

垂ꎬ绿色ꎬ无毛ꎮ 叶对生ꎬ无毛ꎬ上面深绿色ꎬ下面

淡绿色ꎻ叶片革质ꎬ长圆形、长圆状披针形、椭圆

形ꎬ茎上部叶或茎下部叶有时卵形或倒卵形ꎬ长
３.３ ~ １６ ｃｍꎬ宽 １.２ ~ ５.１ ｃｍꎬ顶端渐尖、长渐尖ꎬ稀
短渐尖ꎬ基部渐狭、宽楔形、稀圆形ꎬ全缘ꎬ侧脉每

侧 ４ ~ ５ 条ꎬ不明显ꎻ叶柄粗壮ꎬ长 ２ ~ ６ ｍｍꎮ 花数

朵簇生茎或短枝顶端ꎻ花梗长 ８ ~ １２ ｍｍꎬ无毛ꎮ 花

萼钟状筒形ꎬ长 １.２ ~ １.５ ｃｍꎬ无毛ꎬ５ 浅裂ꎻ裂片三

角形ꎬ长 ３ ~ ４ ｍｍꎮ 花冠橙红色ꎬ裂片中央有条形

暗紫色斑ꎬ长 ５.４ ~ ６ ｃｍꎬ外面密被短柔毛ꎬ内面下

部稀被短柔毛ꎻ筒长 ４.５ ~ ５. １ ｃｍꎬ上部粗 １２ ~ １４
ｍｍꎬ下部粗 ４ ~ ５ ｍｍꎻ上唇长 ６ ~ ７ ｍｍꎬ２ 深裂ꎬ下
唇近等长ꎬ３ 深裂ꎬ裂片长方卵形ꎮ 雄蕊伸出ꎬ花丝

着生于花冠筒近喉部ꎬ长 ２.６ ~ ３.２ ｃｍꎬ上部被短腺

毛ꎻ花药紫红色ꎬ长 ３ ~ ４ ｍｍꎬ无毛ꎬ顶端成对连着ꎻ
退化雄蕊狭线形ꎬ长约 １５ ｍｍꎬ着生于花冠筒近喉

部ꎮ 花盘环状ꎬ高约 １.５ ｍｍꎮ 雌蕊长约 ６.２ ｃｍꎬ子
房无毛ꎬ花柱长约 １８ ｍｍꎬ上部有腺毛ꎮ 柱头疏被

黑色柔毛ꎮ 蒴果线形ꎬ长 ２.０ ~ ３.１ ｃｍꎬ无毛ꎮ 种子

纺锤形ꎬ长约 １ ｍｍꎬ一端有 １ 根毛ꎬ另一端有 ２ 根

毛ꎮ 花期 ７ 月—９ 月ꎮ
云南 (Ｙｕｎｎａｎ):沧源县班洪乡树上ꎬ李家美

９５９９ꎬ９５９８ꎬ９５３０(ＨＥＡＣ)ꎬ２０１３－０８－２７ꎻ云南省沧

源县班老头山下林内附生树上ꎬ陶国达和李锡文

４００７７( ＫＵＮ)ꎬ１９８９ － １１ － ０１ꎻ云南省沧源县班洪

乡ꎬ李延辉 １１５８７(ＫＵＮ)ꎬ１９７４－０５－２２ꎮ
分布: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马来西

亚半岛、新加坡、苏门答腊、爪哇和婆罗洲等ꎮ 中

国首次记录ꎮ

２　 花粉形态研究

２.１ 材料和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亮花芒毛苣苔和束花芒毛苣苔

花粉材料来自河南农业大学标本馆(ＨＥＡＣ)馆藏

腊叶标本ꎮ 详细资料见表 １ꎮ
将花剪下在 ２０％酒精中浸泡 ５ ｄꎬ再将花转移

至 ７５％酒精中浸泡 ２４ ｈꎻ剪下雄蕊ꎬ将花药捣碎ꎬ
让花粉散出来ꎻ在解剖镜下用解剖针将花粉粘在

双面胶上ꎬ并且尽可能使花粉均匀地散开ꎬ以利于

观察ꎻ再真空镀膜ꎻ然后在 ＨＩＴＡＣＨＩ ＳＵ３５００ 扫描

电子显微镜(日本:日立公司ꎬ株式会社日立制作

所)下观察、拍照ꎮ 工作电压为 ２０ ｋＶꎮ 花粉形态

特征 描 述 主 要 参 考 王 伏 雄 和 喻 诚 鸿 ( １９５４ )、
Ｅｒｄｔｍａｎ(１９７８)、王开发和王宪曾(１９８３)、曹明等

(２００３)ꎮ
２.２ 观察结果

亮花芒毛苣苔花粉形状为长球形ꎬ大小约为

２０.９２ μｍ × １６.７５ μｍꎻ花粉赤道面观为椭圆形ꎬ极
面观为三裂圆形ꎻ具三孔沟ꎬ沟短ꎬ顶部不汇合ꎻ花
粉外壁纹饰为粗网状纹饰ꎬ并形成大量穿孔ꎬ网脊

较窄、宽窄不均一ꎬ网眼较大、形状不规则、数目较

多、分布较密(图版Ⅱ:ＡꎬＢꎬＣ)ꎮ
束花芒毛苣苔花粉形状为近球形ꎬ大小约为

１７.０３ μｍ × １６.９９ μｍꎻ花粉赤道面观为圆形ꎬ极面

观为圆形ꎻ具三拟孔沟ꎬ顶部几乎汇合ꎻ具沟膜ꎬ 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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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生境ꎻ Ｂ. 花冠解剖ꎻ Ｃ. 花冠外观ꎻ Ｄ. 花萼和雌蕊ꎮ (李家美拍摄于沧源县班洪乡)
Ａ. Ｐｌａｎｔ ｈａｂｉｔꎻ Ｂ. Ｃｏｒｏｌｌａ ｌａｉｄ ｏｐｅｎꎻ Ｃ. Ｃｏｒｏｌｌａ ｏｕｔｓｉｄｅꎻ Ｄ. Ｃａｌｙｘ ａｎｄ ｐｉｓｔｉｌ.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ｅｄ ｂｙ ＬＩ Ｊｉａｍｅｉ ｉｎ Ｂａｎｈｏｎｇ Ｔｏｗｎꎬ Ｃａｎｇｙｕ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图版Ⅰ　 亮花芒毛苣苔
ＰｌａｔｅⅠ　 Ａｅｓｃｈｙｎａｎｔｈｕｓ ｆｕｌｇｅｎｓ Ｗａｌｌ. ｅｘ Ｒ. Ｂｒ.

表 １　 孢粉研究材料及凭证标本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ｖｏｕｃｈｅｒ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ｆｏｒ ｐａｌｙｎｏｌｏｇｙ

分类群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ｕｐ

产地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采集日期
Ｄａｔｅ

凭证标本
Ｖｏｕｃｈｅｒ

亮花芒毛苣苔
Ａｅｓｃｈｙｎａｎｔｈｕｓ ｆｕｌｇｅｎｓ Ｗａｌｌ. ｅｘ Ｒ. Ｂｒ.

云南沧源班洪乡
Ｃａｎｇｙｕａｎ Ｂａｎｈｏｎｇ Ｔｏｗｎꎬ Ｙｕｎｎａｎ

２０１３－０８－２７ 李家美 ９５９８
ＬＩ Ｊｉａｍｅｉ ９５９８

束花芒毛苣苔
Ａ. ｈｏｏｋｅｒｉ Ｃ. Ｂ. Ｃｌａｒｋｅ

云南永德大雪山
Ｙｏｎｇｄｅ Ｄａｘｕｅｓｈａｎꎬ Ｙｕｎｎａｎ

２０１３－０８－２９ 李家美 ９８２０
ＬＩ Ｊｉａｍｅｉ ９８２０

膜上有大小不等的粗颗粒状突起ꎻ花粉外壁纹饰

为细网状纹饰ꎬ网脊较宽、宽窄不均一ꎬ网眼较小、
形状不规则(图版Ⅱ:ＤꎬＥꎬＦ)ꎮ

３　 讨论

最早ꎬＢｅｎｔｈａｍ 以种子两端附属物多少ꎬ将芒

毛苣苔属分为 ４ 组:(１)多毛组(长茎芒毛苣苔组

Ｓｅｃｔ. Ｐｏｌｙｔｒｉｃｈｉｕｍ Ｂｅｎｔｈ.)种子在近种脐一端有多

根毛状附属物ꎬ另一端有 １ 根毛状附属物ꎮ (２)双
毛 组 [ 大 花 芒 毛 苣 苔 组 ( Ｓｅｃｔ. Ｄｉｐｌｏｔｒｉｃｈｉｕｍ
Ｂｅｎｔｈ.)]种子在近种脐一端有 ２ 根毛状附属物ꎬ另
一端有 １ 根毛状附属物ꎮ (３)单毛组 [显苞芒毛

苣苔组(Ｓｅｃｔ. Ｈａｐｌｏｔｒｉｃｈｉｕｍ Ｂｅｎｔｈ.)]种子在两端各

有 １ 根毛状附属物ꎬ花萼 ５ 深裂ꎮ (４)芒毛苣苔组

(Ｓｅｃｔ. Ａｅｓｃｈｙｎａｎｔｈｕｓ＝ Ｓｅｃｔ. Ｈｏｌｏｃａｌｙｘ Ｂｅｎｔｈ.) 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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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 亮花芒毛苣苔ꎻ Ｄ－Ｆ. 束花芒毛苣苔ꎻ Ａꎬ Ｄ. 花粉极面观ꎻ Ｂꎬ Ｅ. 花粉赤道面观ꎻ Ｃꎬ Ｆ. 花粉外壁纹饰ꎮ
Ａ－Ｃ. Ａｅｓｃｈｙｎａｎｔｈｕｓ ｆｕｌｇｅｎｓ Ｗａｌｌ. ｅｘ Ｒ. Ｂｒ.ꎻ Ｄ－Ｆ. Ａ. ｈｏｏｋｅｒｉ Ｃ. Ｂ. Ｃｌａｒｋｅꎻ Ａꎬ Ｄ. Ｐｏｌｌｅｎ ｐｏｌａｒ ｖｉｅｗꎻ Ｂꎬ Ｅ. Ｐｏｌｌｅｎ ｅｑｕａｔｏｒｉａｌ ｖｉｅｗꎻ
Ｃꎬ Ｆ.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ｖｉｅｗ.

图版Ⅱ　 花粉的扫描电镜观察
ＰｌａｔｅⅡ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ｍｉｃｒｏｇｒａｐｈｓ ｏｆ ｐｏｌｌｅｎ ｇｒａｉｎｓ

在两端各有 １ 根毛状附属物ꎻ花萼顶端截形ꎬ有 ５
小短齿ꎻ每花序 ２ 花ꎮ １８８３ 年ꎬＣｌａｒｋｅ 增加了微毛

组 [黄杨叶芒毛苣苔组( Ｓｅｃｔ. Ｍｉｃｒｏｔｒｉｃｈｉｕｍ Ｃ. Ｂ.
Ｃｌａｒｋｅ)]种子在两端各有 １ 条扁平线状附属物ꎬ基

部与种子等宽ꎬ向上渐变狭ꎻ花序单生ꎬ每花序 １
花ꎮ １９８４ 年ꎬ 王 文 采 建 立 了 小 齿 芒 毛 苣 苔 组

(Ｓｅｃｔ. Ｘａｎｔｈａｎｔｈｏｓ Ｗ. Ｔ. Ｗａｎｇ) 花冠黄色或白色ꎬ
无毛环ꎻ檐部明显二唇形ꎬ下唇 ３ 裂稍超过中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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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蕊不伸出花冠之外ꎬ２ 对雄蕊的花药在顶端一起

连着ꎮ
中国有 ３０ 余种ꎬ除芒毛苣苔组外ꎬ其余组均

有分布(李锡文ꎬ１９８３ꎻ王文采等ꎬ１９９０ꎻ李振宇和

王印政ꎬ２００５)ꎮ Ｃｌａｒｋｅ(１８８３)对芒毛苣苔属进行

了全面修订ꎬ他收录了 ６４ 种ꎮ 其中ꎬ亮花芒毛苣

苔种子一端有 １ 根毛ꎬ另一端有 ２ 根毛ꎬ被置于大

花芒 毛 苣 苔 组 ( Ａｅｓｃｈｙｎａｎｔｈｕｓ ｓｅｃｔ. Ｄｉｐｌｏｔｒｉｃｈｉｕｍ
Ｂｅｎｔｈ.)中ꎮ

然而ꎬ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 一系列专著(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ꎬ２００７ꎬ
２００９ꎬ２０１６)的描述以及提供的素描图(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ꎬ
２０１６)ꎬ均表明亮花芒毛苣苔种子两端各有 １ 根毛

“ａｐｉｃａｌ ａｐｐｅｎｄａｇｅ ａ ｆｉｌｉｆｏｒｍ ｈａｉｒꎻ ｈｉｌａｒ ａｐｐｅｎｄａｇｅ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ｉｌｉｆｏｒｍ ｈａｉｒ”ꎮ 因此ꎬ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 的亮花芒毛苣

苔需要进一步研究ꎮ
此外ꎬ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２００７ꎬ２００９ꎬ２０１６) 将细筒芒

毛苣苔(Ａ. ｓｔｅｎｏｓｉｐｈｏｎｉｕｓ Ｗ. Ｔ. Ｗａｎｇ)作为亮花芒

毛苣苔的异名ꎮ 根据王文采(１９８３)的描述及提供

的素描图ꎬ细筒芒毛苣苔花萼顶端截形ꎬ有 ５ 小

齿ꎬ属于芒毛苣苔组ꎬ但其种子附属物不详ꎬ存疑ꎻ
而且其花冠筒细漏斗形ꎬ外面光滑无毛ꎬ与亮花芒

毛苣苔明显不同ꎮ 且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ｙａ ＆ Ｇｏｅｌ (２０１５)
在对印度芒毛苣苔属的修订中并未采用该异名ꎬ
故本文作者认为不能将细筒芒毛苣苔作为亮花芒

毛苣苔的异名ꎮ
中国的亮花芒毛苣苔与同属于该组的束花芒

毛苣苔近缘ꎬ但与后者的区别在于其花冠长达 ５.８
ｃｍꎬ花萼 ５ 浅裂ꎬ裂片狭三角形ꎮ 在云南省沧源县

班洪乡ꎬ本文作者(李家美)采集到有花的该种植

物ꎬ发现其花冠长达 ５.８ ｃｍꎬ红色ꎬ无毛环ꎬ檐部直

立ꎬ不明显二唇形ꎬ裂片近等大ꎬ同形ꎻ雄蕊伸出ꎬ
上对和下对的花药各自在顶端成对连着ꎬ与大花

芒毛苣苔非常近似ꎬ但该种与后者的区别在于其

花冠外密被柔毛ꎬ花柱长约 ２. ４ ｃｍꎬ上部密被腺

毛ꎬ柱头疏被黑色柔毛ꎬ退化雄蕊长 １.５ ｃｍꎬ着生

于喉部等ꎮ
系统发育的分类系统是一个极为错综复杂的

问题ꎮ 对他研究的任何进展ꎬ主要依赖于整个植

物学的其他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ꎬ而形态学(包括

孢粉学和种子微形态)是植物分类的根本依据ꎬ即

分类的判断是以形态性状的综合为依据的(秦仁

昌ꎬ１９７８)ꎮ 苦苣苔科植物花粉的变异主要在于外

壁结构和外壁纹饰ꎬ花粉沟的形态也有一定变异ꎬ
可能具有较重要的系统分类学价值 ( Ｌ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ꎮ 以往孢粉学研究表明ꎬ在芒毛苣苔属中ꎬ
花冠的檐部通常呈不明显二唇形的显苞芒毛苣苔

组和大花芒毛苣苔组的花粉粒较小ꎬ而花冠的檐

部明显二唇形的黄杨叶芒毛苣苔组、小齿芒毛苣

苔组以及芒毛苣苔组的花粉粒较大ꎬ因此花冠檐

部的结构与花粉粒的大小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

(Ｙａｎ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７)ꎮ 亮花芒毛苣苔与束花芒毛苣

苔的花粉壁均为网状纹ꎬ但它们的网脊宽窄ꎬ网眼

形状、大小、数量等方面都有较大区别ꎮ 二者均为

三(拟)孔沟花粉ꎬ但前者花粉长圆形ꎬ孔沟较深ꎬ
网脊较光滑ꎬ且网眼较大ꎬ形成大量穿孔ꎮ 而后者

花粉几乎为球形ꎻ拟孔沟较浅ꎬ在极面顶端几乎汇

合ꎻ具沟膜ꎬ膜上有较多粗颗粒状突起ꎻ且花粉外

壁网脊部分不连续、凹凸不平ꎮ
致谢　 河南农业大学李林帮助制图ꎬ中国科

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馆(ＫＵＮ)张燕工程师在

标本查阅方面提供大力支持ꎬ中国农业科学院棉

花研究所郑州科研中心李鑫在花粉电镜扫描中提

供帮助ꎬ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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