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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蔓点地梅在豫西南的发现及其
微形态特征和系统演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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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黄石庵管理局ꎬ 河南 南阳 ４７３０００ )

摘　 要: 该文报道了河南报春花科点地梅属 １ 新记录种ꎬ即细蔓点地梅(Ａｎｄｒｏｓａｃｅ ｃｕｓｃｕｔｉｆｏｒｍ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ꎮ 该

种因其叶片显著分裂ꎬ裂片深达叶中部ꎬ具有典型匍匐茎而明显区别于该属在河南分布的其它种类ꎬ同时编

制了河南点地梅属植物检索表ꎬ并对该种的叶表皮和花粉形态特征进行了观察和描述ꎮ 结果表明:该种上

下表皮细胞都为不规则多边形ꎬ垂周壁深波状ꎬ下叶表皮具有椭圆形气孔器ꎬ上下表皮都具有坑状雕刻的多

细胞毛和球状蜡质ꎬ叶表皮形态特征和毛的类型可能为点地梅属系统分类和演化提供参考ꎮ 花粉椭圆形ꎬ

具三孔沟ꎬ沟较狭窄ꎬ花粉外壁具有坑状雕刻ꎬ未发现有萌发孔ꎬ该种是点地梅属裂叶组内最小的花粉粒ꎮ

裂叶组因叶大、具长柄、叶缘有齿或深裂而明显区别于该属的其它组ꎬ该种与其近缘种腋花点地梅(Ａ. ａｘｉｌ￣

ｌａｒｉｓ)和掌叶点地梅(Ａ. ｇｅｒａｎｉｉｆｏｌｉａ)间断分布的地理格局和特殊的繁殖方式表明该种很可能为点地梅属的

原始类群在伏牛山、秦岭南坡及大巴山的孑遗植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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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地梅属植物约有 １００ 种ꎬ广泛分布于北半

球的温带区域ꎮ 中国有 ７０ 多种ꎬ主要产于四川、
云南和西藏等省区ꎬ西北、华北、东北及华南也有

少量种类分布(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ꎬ１９８９ꎻＨｕ
＆ Ｋｅｌｓｏꎬ１９９６ꎻ中科院西北植物研究所ꎬ１９８３ꎻ胡启

明和杨永昌ꎬ１９８６)ꎮ «河南植物志»第 ３ 卷记载该

属有 ３ 种ꎬ即点地梅(Ａｎｄｒｏｓａｃｅ ｕｍｂｅｌｌａｔａ)、莲叶点

地梅(Ａ. ｈｅｎｒｙｉ)和大苞点地梅(Ａ. ｍａｘｉｍａ) (丁宝

章和王遂义ꎬ１９９７)ꎮ 近年来ꎬ作者在西峡县老界

岭桦树盘周边山区进行野外考察工作时发现了 １
新记录种ꎬ即细蔓点地梅 ( Ａｎｄｒｏｓａｃｅ ｃｕｓｃｕｔｉｆｏｒｍ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ꎮ 在此予以报道ꎬ为«中国植物志»和«河
南植物志»的修订再版提供资料ꎮ

该种属于点地梅属的裂叶组 ( ｓｅｃｔ. Ｓａｍｕｅｌｉａ
Ｓｃｈｌｅｃｈｔｄ.)ꎮ 裂叶组植株通常疏丛ꎬ叶大ꎬ具长柄ꎬ
叶缘有齿或深裂ꎬ叶基部心形ꎬ少数种类具有鞭状

匍匐茎(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ꎬ１９８９ꎻ胡启明ꎬ
１９９４ꎻＨｕ ＆ Ｋｅｌｓｏꎬ１９９６)ꎮ 该组共有 ２３ 种ꎬ国内共

有 １７ 种ꎬ主要分布于四川、贵州和云南ꎮ 国内学

者(胡启明和杨永昌ꎬ１９８６ꎻ胡启明ꎬ１９９４)在研究

报春花科地理分布和点地梅属的系统修订时认为

裂叶组为点地梅属的原始类群ꎬ四川、贵州和云南

地区不仅是其现代分布中心ꎬ而且还很可能是本

属的起源中心ꎻ国外学者( Ｓｃｈｎｅｅｗｅｉｓ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４)
对本属下各组及其近缘属 Ｄｏｕｇｌａｓｉａ、Ｐｏｍａｔｏｓａｃｅ 和
Ｖｉｔａｌｉａｎａ 的核转录间隔区和叶绿体 ｔｒｎＬ￣Ｆ 序列进

行的分子系统学研究表明ꎬ裂叶组(Ｐｓｅｕｄｏｐｒｉｍｕｌａ)

为以上所有类群中比较原始的类群ꎮ 然而ꎬ该组

下类群之间的起源演化关系目前还未受到充分的

重视和关注ꎬ特别是该组下特有营养繁殖方式的

类群ꎮ 该类群有 ３ 种ꎬ即细蔓点地梅、腋花点地梅

和掌叶点地梅ꎬ这 ３ 种植物具有匍匐茎和较宽阔

且深裂的叶片ꎮ 本研究在河南所发现的新记录种

细蔓点地梅就属于该类群ꎬ该种和分布于横断山

区的腋花点地梅以及分布于中国的藏南地区、锡
金、不丹、尼泊尔、印度的掌叶点地梅呈现间断分

布格局ꎬ该间断分布的格局和营养繁殖方式产生

的原因值得探究ꎮ 在对该种叶表皮和花粉形态进

行观察和描述的基础上ꎬ编制了点地梅属河南植

物检索表ꎬ从微形态结构、形态地理分布和繁殖方

式等方面探讨了该种的系统演化意义ꎮ

１　 新记录种植物 (秦岭植物志)

细蔓点地梅　 图版 Ｉ
Ａｎｄｒｏｓａｃｅ ｃｕｓｃｕｔｉｆｏｒｍ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 ｉｎ Ｊｏｕｒｎ.

Ｂｏｔ. Ｍｏｒｏｔ ９: ４５４. １８９５ꎻ中国植物志 ５９ (１):１４８ －
１４９.图版 ３７:２.１９８９ꎻ 秦岭植物志(１)４:４２.图 ４２.１９８３ꎻ
Ｈｕꎬ Ｃｈｉ￣ｍｉｎｇ ＆ Ｋｅｌｓｏꎬ Ｓ. ＰＲＩＭＵＬＡＣＥＡＥ. ｉｎ: Ｗｕꎬ
Ｚ. Ｙ.ꎬ Ｒａｖｅｎꎬ Ｐ. Ｈ. ＆ Ｈｏｎｇꎬ Ｄ. Ｙ.ꎬ ｅｄｓ.ꎬ Ｆｌ. Ｃｈｉｎａ
１５: ８７ꎬ １９９６.

标本:河南省西峡县ꎬ桦树盘ꎬ落叶阔叶林下ꎬ
海拔１ ２５０ ~ １ ３５０ ｍꎬ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５ 日ꎬ 李景照等

ｈｓｐ１５０６０５００５号(ＮＹＳＹ南阳师范学院生科院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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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１. 植株ꎻ ２. 花ꎻ ３. 花序ꎮ
Ｎｏｔｅ: １. Ｐｌａｎｔꎻ ２. Ｆｌｏｗｅｒꎻ ３.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图版 Ⅰ　 细蔓点地梅
ＰｌａｔｅⅠ　 Ａｎｄｒｏｓａｃｅ ｃｕｓｃｕｔｉｆｏｒｍ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

河南点地梅属植物检索表

１. 植株具有典型匍匐茎ꎬ叶片显著分裂 细蔓点地梅 Ａｎｄｒｏｓａｃｅ ｃｕｓｃｕｔｉｆｏｒｍｉｓ
１. 植株不具有典型匍匐茎ꎬ叶不显著分裂

２. 叶倒卵形、椭圆形或披针形 大苞点地梅 Ａ. ｍａｘｉｍａ
２. 叶圆形、肾状圆形或心状圆形

　 ３. 多年生草本ꎻ花萼浅裂或中裂 莲叶点地梅 Ａ. ｈｅｎｒｙｉ
　 ３. 一或二年生草本ꎻ花萼深裂达基部 点地梅 Ａ. ｕｍｂｅｌｌａｔｅ

标 本 室 )ꎻ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７ 日ꎬ 李 景 照 等

ｈｓｐ１５０６０７００６ 号(ＮＹＳＹ)ꎮ
分布:河南西南部ꎬ西峡ꎻ陕西的东部和南部ꎬ

山阳县、镇安县、宁陕县和留坝县ꎻ重庆的东部和

北部ꎬ城口、巫山、巫溪(根据中国植物数字标本馆

数据资料整理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ｖｈ.ａｃ.ｃｎ / )ꎮ
本种属于点地梅属的列叶组 ( ｓｅｃｔ. Ｓａｍｕｅｌｉａ

Ｓｃｈｌｅｃｈｔｄ.)ꎬ因其叶片显著分裂ꎬ裂片深达叶的中

部及以上ꎬ且具有典型的匍匐茎ꎬ明显区别于该属

在河南分布的其它种类如点地梅、莲叶点地梅和

大苞点地梅等ꎮ 该种常成片分布ꎬ主要产于山坡

林下土壤肥厚的区域ꎬ与其伴生的草本主要有河

南翠雀花(Ｄｅｌｐｈｉｎｉｕｍ ｈｏｎａｎｅｎｓｅ)、野芝麻( Ｌａｍｉｕｍ
ｂａｒｂａｔｕｍ)、荩草(Ａｒｔｈｒａｘｏｎ ｈｉｓｐｉｄｕｓ)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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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１. 光镜下上表皮 (标尺为 ２０ μｍ)ꎻ ２. 光镜下下表皮(标尺为 ２０ μｍ)ꎻ ３. 电镜下上表皮(标尺为 ４０ μｍ)ꎻ ４. 电镜下下表皮

(标尺为 ４０ μｍ)ꎻ ５. 电镜下部分表皮毛放大(标尺为 ５０ μｍ)ꎻ ６. 电镜下表皮上的球状蜡质(标尺为 ２０ μｍ)ꎻ
７. 电镜下气孔器(标尺为 ２０ μｍ)ꎻ ８. 电镜下花粉(标尺为 １０ μｍ)ꎮ

Ｎｏｔｅ: １. Ｕｐｐｅｒ ｅｐｉｄｅｒｍｉｓ (ＬＭꎬ ｓｃａｌｅ ２０ μｍ)ꎻ ２. Ｌｏｗｅｒ ｅｐｉｄｅｒｍｉｓ(ＬＭꎬ ｓｃａｌｅ ２０ μｍ)ꎻ ３. Ｕｐｐｅｒ ｅｐｉｄｅｒｍｉｓ(ＳＥＭꎬ ｓｃａｌｅ ４０ μｍ)ꎻ
４. Ｌｏｗｅｒ ｅｐｉｄｅｒｍｉｓ(ＳＥＭꎬ ｓｃａｌｅ ４０ μｍ)ꎻ ５. Ｐａｒｔ ｏｆ ｈａｉｒ (ＳＥＭꎬ ｓｃａｌｅ ５０ μｍ)ꎻ ６. Ｇｌｏｂｕｌａｒ ｗａｘ ｏｆ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ｒｍｉｓ

(ＳＥＭꎬ ｓｃａｌｅ ２０ μｍ)ꎻ ７. Ｓｔｏｍａｔａｌ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ＳＥＭꎬ ｓｃａｌｅ ２０ μｍ)ꎻ ８. Ｐｏｌｌｅｎ(ＳＥＭꎬ ｓｃａｌｅ １０ μｍ).

图版 Ⅱ　 细蔓点地梅微观形态结构
ＰｌａｔｅⅡ　 Ｍｉｃｒ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ｎｄｒｏｓａｃｅ ｃｕｓｃｕｔｉｆｏｒｍｉｓ

２　 研究方法

取野外采集标本的叶片将其置于次氯酸钠溶

液中ꎬ浸泡 ３ ~ ６ ｈꎬ直至叶片变白且中间有气泡产

生ꎬ然而分离出上下表皮在 Ｎｉｋｏｎ Ｅ２００ 显微镜下

镜检并拍照ꎻ对于电镜样品ꎬ直接将剪碎的叶片和

经过解剖的花粉样品置于样品台上ꎬ用 ＦＥＩ￣Ｑｕａｎｔａ

２００ 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并拍照ꎮ
叶表皮的微形态描述参照曾妮等(２０１７)ꎬ花

粉的描述参照孙京田等(２００３)ꎮ

３　 细蔓点地梅叶表皮和花粉形态结构

上表皮无气孔器(图版Ⅱ: １ꎬ３)ꎬ表皮细胞为

不规则的多边形ꎬ垂周壁浅波状ꎬ垂周壁上具有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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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突起ꎻ上表皮外覆盖大量多细胞的毛(图版Ⅱ:
１ꎬ３ꎬ５)ꎬ由 ３ ~ ４ 个细胞构成ꎬ长锥形ꎬ毛基细胞一

般较表皮细胞小ꎬ毛上有小坑状的雕刻(图版Ⅱ:
５)ꎻ整个表皮覆盖有突出的楞状纹饰ꎬ在突出的楞

状纹饰之间具有条状纹饰ꎬ在表皮外还具有球状

蜡质(图版Ⅱ:６)ꎬ蜡质周围的条状纹饰呈现辐射

状ꎬ蜡质下的细胞也较表皮细胞小ꎮ
下表皮具气孔器(图版Ⅱ:２ꎬ４)ꎬ表皮细胞为

不规则多边形ꎬ垂周壁深波状(图版Ⅱ:２)ꎮ 下表

皮外同样覆盖多细胞的毛ꎬ其形态结构与上表皮

相同ꎬ但下表皮毛的密度较上表皮稀疏ꎮ 整个下

表皮外覆盖的角质层形态结构与上表皮一样ꎬ具
有突出的楞状纹饰和条纹纹饰ꎬ但下表皮外的球

状蜡质较上表皮密ꎬ蜡质球周围和气孔周围都具

有辐射状条纹ꎮ 气孔器由两个保卫细胞组成呈椭

圆形(图版Ⅱ:７)ꎬ气孔上的角质层比较厚且光滑ꎮ
花粉椭圆形(图版Ⅱ:８)ꎬ大小为 ９. ４ ( ８. ９ ~

１０.１) ×６.２(５.１ ~ ７.２) μｍꎮ 具有 ３ 孔沟ꎬ沟在顶端

不汇合ꎬ沟在中部较窄ꎮ 极面轮廓近圆形ꎬ在孔沟

处凹陷ꎮ 花粉外壁具有坑状的雕刻ꎮ

４　 系统演化学意义

４.１ 微形态结构

点地梅属叶表皮的研究国内缺乏可参考的细

胞学资料ꎬ笔者在研究细蔓点地梅的同时也对点

地梅叶表皮进行了观察ꎬ发现两者有一些共性ꎬ但
也有所差异ꎮ 两者上下表皮细胞的垂周壁都为波

状或深波状ꎬ但是点地梅的垂周壁上无明显的瘤

状突起ꎻ两者上下表皮上都具有多细胞的毛ꎬ而且

毛上都具有小坑状的雕刻ꎬ但是点地梅毛的密度

明显较细蔓点地梅的低ꎬ且毛的长度较细蔓点地

梅长ꎻ两者的气孔器大小和类型一样ꎬ但点地梅的

上下表皮都具有气孔器ꎬ而细蔓点地梅仅下表皮

有气孔器ꎻ在点地梅上下表皮上未发现细蔓点地

梅类型的球状蜡质ꎮ
前人的研究结果显示ꎬ点地梅属的所有种类

都具有毛被ꎬ但毛被的种类和形态较复杂ꎬ有多细

胞毛、腺毛和分叉毛ꎬ而多细胞的毛主要有粗糙

毛、硬毛、柔毛和绢状毛ꎬ分布于阿拉斯加的特有

种 Ｄｏｕｇｌａｓｉａ ｂｅｒ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具有分枝状的毛(胡启明和

杨永昌ꎬ１９８６ꎻＳｃｈｎｅｅｗｅｉｓ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４)ꎬ但细蔓点

地梅的研究结果却显示为多细胞的硬毛且毛上具

有小坑状的雕刻ꎮ 该种毛的类型和其上下表皮具

有球状蜡质提示点地梅属植物叶表皮的外部形态

特征和毛的类型可能为该属系统分类和演化提供

一定参考ꎮ
国内外已报道有点地梅属的花粉形态(孙京

田等ꎬ２００３ꎻＸ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６)ꎬ该种与点地梅相比其

花粉粒稍小ꎬ孔沟中部较窄ꎬ极面轮廓近圆形与点

地梅的三角形轮廓不同ꎻ但二者都具有 ３ 个孔沟ꎬ
花粉粒大小比较接近ꎬ花粉外壁都具有坑状的纹

饰ꎮ Ｘ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 对 点 地 梅 属 和 其 近 缘 属

ＤｏｕｇｌａｓｉａꎬＰｏｍａｔｏｓａｃｅ 和 Ｖｉｔａｌｉａｎａ 的花粉进行了系

统分析ꎬ花粉研究结果显示该类群是明显的单系

类群ꎬ其取样范围包含裂叶组的大部分类群ꎬ也包

括了本种及其近缘种腋花点地梅和掌叶点地梅ꎮ
本文所观察的结果和 Ｘ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的基本一致ꎬ
其细微区别在于本文观察到的花粉宽度稍窄ꎬ宽
为 ６.２(５.１ ~ ７.２)μｍꎬ无萌发孔ꎬ而 Ｘ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
观察到的为 ７.７９(７.２ ~ ７.９) μｍꎬ具有萌发孔ꎮ Ｘ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将本种花粉外壁描述为微网状ꎬ与本

文描述的坑状雕刻所用描述词语不一样ꎬ但形态

结构图片显示出其高度一致性ꎮ
总之ꎬ点地梅属花粉形态结构还是比较稳定

的(胡启明和杨永昌ꎬ１９８６ꎻＸ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６)ꎬ花粉

粒多少呈长球形ꎬ具 ３ 孔沟ꎬ外壁近于平滑或具网

状纹饰ꎬ但花粉粒大小在不同组间却有不同ꎬ裂叶

组的花粉粒最小ꎬ点地梅组和直立组次之ꎬ高山组

和石莲组花粉粒最大ꎬ细蔓点地梅在裂叶组内基

本属于最小的花粉粒ꎮ
４.２ 系统演化意义

该种为点地梅属裂叶组中具有匍匐茎(纤匐

枝)的种类(中国植物志编委会ꎬ１９８９)ꎮ 胡启明

(１９９４)记载的裂叶组中具有匍匐茎的有 ３ 种ꎬ分
别是腋花点地梅、细蔓点地梅和掌叶点地梅ꎮ 其

中ꎬ腋花点地梅的匍匐茎生长初期直立ꎬ后伸长匍

匐ꎬ具有节ꎬ在节上具轮生的叶和花序ꎬ为典型的

匍匐地上茎ꎻ而细蔓点地梅和掌叶点地梅的匍匐

茎为基生叶丛中发出的细长伏地枝ꎬ其顶端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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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生根ꎬ发出新的叶丛ꎬ成为一个独立生活的新植

株ꎮ 胡启明(１９９４)为了与腋花点地梅典型的地上

茎相区别ꎬ因此称后两种的结构为纤匐枝ꎻ而笔者

却认为两者虽形态上有差异但都属于植物适应外

界环境而形成的一种无性营养繁殖方式ꎬ且该生

殖方式是裂叶组具匍匐茎类群对中海拔林下湿润

环境的适应ꎮ 这 ３ 种植物的分布海拔随着纬度降

低而逐渐升高ꎬ但都为林下比较湿润的环境ꎬ细蔓

点地梅分布在海拔１ ０００ ~ ２ ０００ ｍ 之间ꎻ而腋花点

地梅分布在海拔１ ８００ ~ ３ ３００ ｍ 之间ꎻ掌叶点地梅

分布在海拔２ ７００ ~ ３ ０００ ｍ 的林下ꎮ 这 ３ 种植物

生长在中海拔林下区域ꎬ缺乏充足的光照并面临

与其它地上草本植被的竞争ꎬ因而就产生较长的

叶柄来与其它草本植物竞争并产生较大的叶来弥

补光照的不足ꎮ 这种营养体的生长方式很可能耗

费大量营养导致有性生殖能力下降ꎬ主要体现在

伞形花序上花数目较少ꎬ一些花虽然开花但不能

结实或结实量不高ꎬ因此其分布区域一直未有进

一步扩散ꎮ 笔者自三年前发现该种后ꎬ其一直维

持在一条较狭窄的山沟内ꎬ一个样方内的植株也

未见向周边扩散ꎬ裂叶组整体花粉粒较小(胡启明

和杨永昌ꎬ１９８６ꎻＸ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６)ꎬ并且本文所观察

的花粉形态也可能表明了该种有性生殖的退化ꎬ
而产生匍匐茎就能弥补有性生殖的不足ꎬ以此适

应中海拔林下湿润的环境ꎮ 另外ꎬ林下的环境光

照较弱且空气湿度较大ꎬ也导致其叶的分裂程度

发生变化ꎬ该种引种到平原环境后ꎬ其叶片裂的深

度显著变浅ꎬ叶柄也进一步缩短ꎬ外部形态比较接

近于莲叶点地梅和点地梅ꎮ
目前学术界(胡启明和杨永昌ꎬ１９８６ꎻ胡启明ꎬ

１９９４ꎻＳｃｈｎｅｅｗｅｉｓ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４)认为裂叶组是点地

梅属和其近缘属中比较原始的类群ꎬ而该组的现

代分布中心四川、贵州和云南很可能是其起源中

心ꎮ 该组中以上三种植物具有匍匐茎这种特殊的

营养繁殖方式和相似的外部形态学特性ꎬ呈现出

间断的地理分布格局ꎬ这很可能表明细蔓点地梅

是起源于裂叶组起源中心的原始类群ꎬ后来进一

步扩散分布区域ꎬ并适应当地的气候环境而在伏

牛山、秦岭南坡及大巴山区形成的孑遗植物ꎮ
致谢　 文章临近修改完成之际ꎬ收到河南农

业大学李家美教授发来该种的生物学信息ꎬ显示

该种也具有典型的地下茎ꎬ较粗并长满纤维状的

根ꎬ表明该种具有非常强的营养繁殖方式ꎬ生长在

土壤深处能帮助该种顺利越冬ꎬ在此深表感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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