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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列木科和肋果茶科花粉外壁超微结构 

及其与 山茶科 的系统学关 系 

圭 甄 奎 樊熙锴 张香兰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昆明 650204) 

摘要 借助光学显微镜 扫描电镜和透射电镜对五列术科 Pentaphylaoaeeae和肋果茶科 Sladeni— 

aceae花粉进行 了观察 ，并与山荣科 ~beaceae若干属的花粉 进行 了详细的 比较 ．同时参考了猕 

猴桃科 Acfinidiaeeae的花粉特征：研究表 明．肋果茶科的花粉与山茶科 的花粉具有较多的相似 

性 ，如其形状和大小与山茶科中厚皮香亚科的几乎一致；而花粉的表 面纹饰 (粗糙至模糊 的 

皱波状纹饰 )则与山茶属 ．Fre~ra属和厚皮香亚科部分属的花粉纹饰相类似。从花粉外壁 的 

结构看 ，肋果茶的花粉与石笔术属和山茶 属的更接近，表 现为 ：花粉外壁层次分化 明显 ，复 

盖层和柱状层均较厚 ，外壁 内层薄：而五列术科花粉除 了形状 和萌发孔类 型与山茶科的相似 

外 ，其纹饰特征和外壁结构均与山茶科 的差异较大，如五列术科花粉表面近光滑 ，外壁覆盖 

层较簿，柱状层很不发达，外壁内层相对较厚等 。孢粉学上认 为，肋果 茶科与山茶科具有更 

为密切的关系 ．五到术科则与山茶科较疏远。支持把肋果茶科作为一个 属置于山茶科 内或作 

为山茶科的一个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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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len Ultrastructur~of Pentaph) lacaceae and SIadeniaceae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to the Family The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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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raet To elueidme taxonomic relationships amoag the families of Pentaphvlacaceae．Sladeniaceae and 

311eaceae，pon~． m  of10 genera，ca 20 species representlagthreefamilies stated abovewere extorted 

by g11c，scanning electron，and tran~laisedon electron microseope~．The comparison of potle．monphology 

s}low窘that the r~ne． 咖 ns of Sladeniaceae are very sin~ r to those of 1k舶 eae．Their p。l1e g 憎 are 

oblate to nearly spheroidal and 3一colporate·from rtt~ te to rugtdate—reticulate sculptures and exine 

stlueture consisting of岫 ck teetum and eolumellae， and thin etrdexlne H~ ever，the pollen I1s of Pen— 

taphyXacaceae are different relatively those of Theaceae for h啦 heady psilate pollen sL and exine 

stlueture consisting of thin tecum．u~developecl oolun~lae and 曲 ck endexine though the pollen shape 

(oblatej and ap~Xll,P(3一colporatej are similartothose ofTheaceae far∞the p0uen sculptur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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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ne structure are concerned．Pentaphylaeaceae is more sinfilar to Clemat~ethm Marfm．of Actinidlaceae 

thantoTheaceae．P ynolog)4eal result supportsto treat slade叫8ceae a8 a genus S／aden／a under Theaceae， 

or∞ a lv ofTheace2e 

Key ol。凼 Pollen exine IlJ乜帽 uIe，Pentaphylacaceae，Sladeniaceae，Tlaeaceae 

五列术科 (Pentaphylacaceae)和肋果茶科 (Sladeniaceae)均为五桠果亚纲 (Dilleniidae) 

中系统位置较孤立的单属科，前者 1(～2)种 ，后者仅 1种 (Ajry Shaw，1973；Cronquist， 

1981；vail Steenis，1956；侯宽昭，1982) 均分布于亚洲东南部。但在不 同的分类系统中， 

对这两个科的分类和系统学处理各不相同 如肋果茶 自 1973年作为属成立 以来 ，曾被置 

于 4个不同的科 ，即山茶科 、锡叶藤科 、亚麻科和猕猴桃科。提升为科后，其系统位置也 

随不同的系统而变化 ，如 lta 系统曾把它放在紧跟 山茶科之后 (Takhtajan，1989)， 

但最近则把它作为一个亚科 ，置于厚皮香亚科与 山茶 亚科之间 (1997)。Cronquist系统 

(1981)和 Dahlgren系统仍把它作为山茶科的一个属 (Bnmamitt，1992)。1home则把它置于 

山茶科内，独 自成立一个亚科 ，置于厚皮香亚科和山茶亚科之后 (Thome，1992) 至于五 

列木科 ，大多数学者赞成其独立成科。但它在五桠果亚纲 中的位置不尽相同。如 Dahlgren 

把五列木科放在山茶科之前 ，靠近五桠果科，Cronquist(1981)，Young和 Thorne则把它置 

于山茶科后 不远 的位置 ，而 E．gler更 是把 它放在远 离 山茶 科的 卫矛 目内 (Brummatt， 

1992)。由此可见，各学者对这两个科的系统处理始终有较大的分歧 ，尤其肋果 茶科 ，不 

仅系统位置争议较大 ，而且分类等级还有争议 本文试图从其花粉形态特征和外壁超微结 

构方面与山茶科及相关类群进行 比较 ，以期从孢粉学上探讨和阐明这两个科与山茶科的关 

系及其系统位置。 

有关五列木科和肋果茶科花粉形态的研究 ，除了作过简单的描述或光学显微镜观测外 

(G．额尔特曼 ，1962；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等，1982)，尚未有过电镜观察和超微结构 

的报道。但与这两科同属低等五桠果类的山茶科、猕猴桃科和五桠果科 ，花粉形态的电镜 

观察较深入，报道也较多 (韦仲新等 1992，1997；叶刨兴，1990a；张芝玉 ，1987；Dicki— 

son等，1982) 这些研究为我们比较五列木科和肋果茶科的花粉形态特征提供 了极为有利 

的条件和丰富的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花粉材料大部分采 自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KUN)的蜡叶标本 ，部分采 

自美国佛罗里达大学 自然史博物馆标本馆 (FLAS)标本 。 

花粉按额尔特曼醋酸酐分解法分解后，制片观察和测定大小 (每种测 15～20粒)。电 

镜样品制备如下：经醋酸酐处理过的花粉水洗和酒精脱水后，把花粉置于样品台上 ，喷膜 

和观察照相。透射电镜样品的制备过程：经醋酸酐处理过 的花粉先用 1、5％琼脂进行预包 

埋。然后用 30％ ～100％浓度的系列酒精逐级脱水 ，最后再用 100％的丙酮脱水 2～3次。 

经此处理的花粉琼脂混合物用 Spurt纸粘度树脂进行渗透和包埋，并置于 70℃烘箱中烘 8 

～ 10 h。包埋块经修整后进行超薄切片和染色。在 H一600透射电镜上观察和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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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观察结果 

五列木科 Pentaphylacaceae 本科 1属 1(～2)种 ，分布于东南亚 ，中国南部和西南 

部有产 。 

花粉近球形 ，罕为近长球形。极面观 3裂圆形。大小为 (14～16．5)15．8×14(13．5 

～ 16)／an。3孔沟，沟几乎达两极，中间宽，两端稍尖。内孔横长。外壁表面近光滑，仅 

隐约可见浅而麻点状的小穴。外壁结构 ：复盖层薄而稍为波浪形，柱状层不发达，小柱粗 

而短甚至呈颗粒状，基层薄，外壁内层厚，但结构疏松 仅观察一种，即五列术 Peraa— 

phylax euryoides Gardn．et Champ．(图版 I：1～2，12～13)。 

肋果茶科 Sladeniae~e 仅 1属 1种 ，产缅甸，泰国及中国云南和广西。 

花粉近球形至长圆球形，极面观 3裂 圆形。大小 (15．5～18)17×15．5(14～16．5) 

／an。3孔沟 ，沟较短而宽 外壁表面粗糙至模糊的皱波状纹饰。外壁复盖层厚，但高低不 
一

， 并有少数的微孔道 ，柱状层较高，小柱单一，但排列不甚整齐，基层和外壁内层相对 

较薄，但在萌发孔区几乎全为外壁内层。观察 Sladenia cdastrifolia Kurz(图版 fiT：1～2，6 

～ 7)。 

山茶科 TI11~110~8~ 17～25属，约 5(30种，产热带和亚热带地 区，少数分布到温带地 

区。本文作者之一曾对该科 17属 50种进行过系统 的研究 (韦仲新，1997)，在此不再赘 

述，只列举部分属种作代表，以便与五列术科和肋果茶科花粉进行比较 (表 1及图版)。 

襄 1 五那木科、肋果茶科和山茶科花粉形态学资料 

Table 1 Pollen rnorpho]~ cal dm  0f P~taph；'heaceae．SLadeniac~ and The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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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从花粉形态看五列木科和肋果茶科与山茶科的关系 

五列术科和肋果茶科的花粉均为 3 L沟类型，这与山茶科花粉相类似，形状上也大同 

小异，如五列术科和肋果茶科花粉为近球形至近长球形，山茶科花粉则从扁球形到近长球 

形。从大小看，五列术科花粉较小 ，常在 16 tan 下，肋果茶科花粉稍大些 ，达 18 tan。 

而山茶科花粉在不同的亚科变化较大 ，如山茶亚科花粉大多数在 30—50 tan，而厚皮香亚 

科花粉则只有 l5 20 beta 从花粉纹饰看 ，五列术科花粉与山茶科 (尤其山茶亚科)有较 

大差异，表现在前者花粉表面近光滑后者花粉表面具多种多样纹饰。肋果茶科花粉的表面 

很粗糙 ，甚至具模糊的皱渡状纹饰 ，与山茶属 ，Freziera属和厚皮香亚科某些属的纹饰很 

相似。外壁结构上 ，五列术科的也较特殊，其覆盖层较薄 ，柱状层薄，小柱很不发达，几 

乎成颗粒状，而肋果茶科和山茶科 (尤其山茶亚科)花粉的覆盖层则较厚 ，柱状层较发 

达 ，小柱较长 ，与五列术科成了鲜明的对 比。此外，五列术科花粉的外壁 内层相当发达， 

远比基层厚．而肋果茶科和山茶科花粉的外壁 内层则相对较薄，几乎与基层等厚 (图版 

I：lO 13；I1：9～13；Ill：6—8；韦仲新等，1992，韦仲新，1997有关图版) 

从上述的比较中，我们不难看出，肋果茶科和山茶科花粉从形状大小到纹饰特征甚而 

外壁结构等都有较多的相似性，而五列术科花粉则不然，除了形状和大小与山茶科的花粉 

较相似外，其表面纹饰和外壁结构与山茶科的差异较大。 

就孢粉学而言，作者支持 Cmnquist的观点即把肋果茶作为一个属 S／aden／a，置于山茶 

科内或者按 Takhtajart和 Thome的办法把它作为山茶科 中的一个亚科处理。五列术科则仍 

然作为独立的科 ，支持大学教学者的观点。 

3．2 从花粉壁超微结构探讨五列木科、肋果茶科和山茶科的系统发育关系 

被子植物中，其原始类群花粉外壁的分层远不如较进化类群的分层明显 ，如木兰科花 

粉外壁尽管由覆盖层 、柱状层和基层组成，但多数种类的柱状层为颗粒 ～不定型结构组 

成 ，有时简直无法把覆盖层与柱状层区分。更原始的类型，其花粉外壁甚至缺乏分层结 

构 ，无法找到柱状层分子，其外壁全由结构致密层组成 (即称无结构层)。在木兰科较进 

化类群如鹅掌楸属，其花粉外壁不仅分层明显，而且柱状层发育 良好 (韦仲新，吴征镒， 

1993)。据近来报道 ，该科的观光木属 (Tsaong／odendron)和单性术兰属 (Kmer／a)也具有 

发育较好的柱状层，与木兰科其它种类蜂窝状的柱状层相 比进步很多 (徐风霞，吴七根， 

1995；徐风霞，1998)。尽管这样，这几个属的花粉外壁仍未有外壁 内层的形成，其外壁 

仅由覆盖层 ，柱状层和基层所组成 这与百合科、延龄草科所见到的花粉外壁结构较为接 

近和类似 (韦仲新，1995)。较为进化的类群 ，不仅外壁各个层次分层清楚 ，而且柱状层 

的发育很好，同时，外壁 内层也不 同程度地 出现 如 中央 子类 的大多数科 (Walker， 

1976；Nowicke等，1979)和桃金娘 目的各个科 (Patel等，1984)。在山茶科花粉形态的研 

究中，我们亦发现，其花粉外壁很清楚地分为覆盖层 、柱状层 、基层和外壁内层，其分化 

程度类似于桃金娘类的情况。然而 ，在花粉壁各层次的分化中，也许以柱状层和外壁内层 

的分化在某种程度上最能反映类群的进化程度及各类群的亲缘关系 五列术科花粉外壁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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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中，其柱状层的分化不如肋果茶科和山茶科的分化明显，但其外壁内层却远比肋果茶和 

山茶科的为厚 (图版 I：l2～13)，这表明，五列术科花粉在某些特征显得比山茶科原始， 

而另一些特征则叉较山茶科进化。故欲从花粉超微结构上阐明这两个科的进化关系似乎很 

困难。而肋果茶科与山茶科相 比较，不论柱状层的发育程度 (以其高度表示)还是外壁内 

层 的厚度均没有多大的差异，加之 ，其花粉形状和大小也较一致 ，这就有理由认为孢粉学 

上肋果茶科和山茶科上是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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