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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
,

,

可诱导出不损伤雌性的完全
。

可见
,

药剂的类型和

作用的效果在不同植物上是有其专一性的
。

此外
,

使用

的剂量
、

作用的持续时间
、

处理方法及处理时植物所处

的发育时期和制订的试验标准等
,

对大多数用于生产杂

交种子的经济作物栽培品种都是至关重要的
,

效率和效

能高的 应在开花前或开花时使用
。

由于雄性器官

对 比雌性器官更敏感
,

药剂剂量应保持在最低限

度
,

但可以以增加处理次数的方法在不影响雌性可育性

及营养和生殖生长的前提下
,

诱导出合乎要求的 水

平
。

的潜在用途和不稳定性取决于基因型 药

剂
,

环境 药剂和三者相乘的相互作用
。

从允许的更经济地生产杂交种子的角度考虑
,

以

诱导 是一种容易的
、

廉价的和可靠的方法
,

甚至即使不能诱导出完全的 和产生轻微的雌性可

育性降低时
,

也可以生产出足够数量的杂种
。

若从

的角度来说
,

在一种或多种系谱中
,

多数有希望的组合

都能引入原生质因子来稳定
。

这样
,

当进行种间或品种

间杂交时
,

以诱导出的 代替人工去雄可以进行轮回

回交
,

因为这些过程都需要限制种子的数量
,

从而
,

有

可能定向地进行人工选育
,

培育出合乎意愿的 品系

和品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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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古植物学是一门研究地史时期植物的专门科学
。

古

植物学早期的发展是和地质学的发展密切相关
,

主要用

于地层的划分
、

对比和相对地质年代的确定
。

这就是我

国及世界上早期的大多数古植物学的研究机构都设在地

质部门的主要原因
。

随着人类对 自然认识的深入
,

达尔

文的进化论逐步被人们所接受
。

古植物学的研究任务发

生了重要的变化
,

人们更多地从生物学的角度
,

而不是

从地质学的角度来研究古植物学
。

把植物化石当作地史

时期的植物来研究
。

古植物学研究任务的扩展和转变是

国际古植物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
。

植物区系地理学是研究植物分布的科学
。

系统与演

化植物学是描述和研究植物的演化趋势和系统发生过

程
,

目的是要得到一个反映植物演化真实情况的自然系

统
。

植物的现代分布是地史分布的沿袭和发展
。

现代分

布格局深刻合理的解释必须从植物的地史分布中去追寻

线索
。

植物的系统演化就是植物起源
、

发生和发展的过

程
,

这个过程的研究更需要从化石材料中得到直接的证

据
。

因此
,

植物学区系地理学和系统与演化植物学的深

入和突破
,

离开古植物学是无法想象的
。

和任何其他学科一样
,

古植物学又有其 自身的特

点
。

它的研究材料具有不完整性和不连续性
。

古植物学

家对化石碎片认识的准确程度
,

取决于现代植物学研究

的深度
。

古植物学与植物区系地理学和系统与演化植物

学的交叉和渗透已经成为这三个学科研究的一个发展趋

势
。

把握这一发展趋势
,

开展古植物学与植物区系地理

学和系统与演化植物学的交叉研究必将促进上述学科的

发展
,

培养新的学科生长点
,

争取在理论上取得重大突

破
。

本文将以一些实例来论述这种交叉渗透的意义
。

古植物学在植物区系地理学研究中的作用

特有
、

替代和间断是植物区系地理学的核心问题
。

这些问题的深入
,

都离不开化石资料
。

在特有现象的研

究中
,

新特有和古特有在分析区系的特征和性质时
,

分

别起着不同的作用
。

古特有丰富的地区
,

其区系必然古

老
。

反之
,

新特有丰富的地区
,

区系相对年轻
。

区分新

特有和古特有是研究特有现象的一个重要任务
。

在这项

研究工作中
,

确定特有的性质
,

固然有许多现代植物学

的方法可用
,

但是最直接的证据是来源于化石
。

银杏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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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杉
、

杉木和杜仲都是著名的中国植物区系中的特有成

分
。

银杏在中生代时曾广泛分布于古北大陆
,

从第三

纪起分布区逐步缩小
。

现在 自然分布的银杏
,

仅存于我

国华东和西南的局部地区
,

是一种古老成分的残余
。

银杉

和杉木都是在中生代出现以后广泛分布于古北大陆
,

上

新世在欧洲还有分布
,

现仅存我国
。

杜仲在白里纪古北

大陆和古南大陆均有分布
。

第三纪在古南大陆消失
,

第

四纪分布区逐步退缩
,

现成为中国植物区系中著名的特

有成分
。

正是化石资料证实了这些特有成分的古老性
,

从而也证实了中国植物区系的古老性
。

植物区系地理学基本任务就是研究分布现象和探索

分布规律
。

古植物学在其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

三棱栋属是研究壳斗科起源
、

演化和分化的一个重要类

群
。

该属有 个种
,

升匆。 乙 坛 夕 ‘

分布于云南西南部至泰国北部

。雨 分布于印度尼西亚的西里伯斯岛

和婆罗州以及马来西亚
, 一 等于

年发现于南美的哥伦比亚
。

对于这种现代分布模

式解释
, 一 等 依据海陆固定论和三棱

栋属起源于东南亚的思想
,

认为三棱栋起源以后向北扩

散
,

在上新世通过白令陆桥扩散到北美
,

而后沿巴拿马

进入南美
。

这一解释由于缺乏可靠的化石证据
,

遭到了

猛烈的抨击
。

根据大陆漂移和离

散生物地理学的原理并参考南水青冈 。 的分

布模式
,

把三棱栋属分布模式解释为 该属从西冈瓦那

大陆通过新几内亚进入印度尼西亚的西里伯斯岛和婆罗

州以及马来西亚和泰国
。

以后随板块运动和太平洋的扩

张
,

三棱栋才被带到现在的位置
。

的解释虽然

有较新颖的学术思想 大陆漂移和离散生物地理学
,

但

由于缺乏化石的证据
,

同样没有能够合理地解释三棱栋

现代分布模式的形成
。

因为 的解释如果成立
,

哥伦比亚至少在白奎纪以前就应该有三棱栋存在
。

事实

上有充足的证据表明 三棱栋是在第四纪才从北美扩散

至哥伦比亚的 ’
。

从欧洲和北美第三纪有可靠的三棱

栋化石这一事实可以看出
,

三棱栋在第三纪或以前有十

分广泛的分布 可能是整个古北大陆
,

在晚第三纪中

美洲和北美重新连接后
,

扩散至哥伦比亚 其后
,

三棱

栋由于地质地理和古气候等原因在北美和欧洲绝灭而形

成了今天的分布格局
。

另一个利用化石证据来解释现代分布模式成因的例

子是在栋属分布的研究中
。

栋属分布极为广泛
,

从印度

尼西亚的爪哇岛到欧亚大陆北纬 的地区
,

在美洲

从加拿大的东南部到中美洲
,

小部分布在南美的安第斯

山 化石证据表明
,

第三纪中国
、

欧洲和北美都有广泛的

化石记录
。

可以推断栋属在第三纪或以前 可能在古北

大陆解体之前 在古北大陆广泛分布
。

古北大陆解体之

后
,

分别在不同的大陆分化发育
。

又有化石证据表明
,

最

早出现的栋属化石是常绿类群
,

落叶栋类在中新世才有

化石出现 阵
。

这时太平洋已经扩展到了相当的程度
,

跨越太平洋的传播已经不可能了
。

但是
,

北美却有和欧

洲
、

亚洲相近的落叶栋类 同组
。

地层古生物的研究表

明
,

在中新世白令海峡两边栋属化石和其他一些生物的

化石都是十分相似的
。

地质学材料证明
,

白令海峡

两边在中新世和上新世确有陆桥相连
。

因而落叶栋类在

第三纪跨越白令海峡的传播的推论就比较可信
。

由此可

见
,

化石证据对合理解释植物分布格局的形成起了重要

的作用
,

特别是一些起源较早
,

在地史时期分布较广的

种类
,

如果没有古植物学的证据是很难理解现代分布格

局的形成的
。

古植物学在系统与演化植物学研究中的意义

古植物学在系统与演化植物学的研究中也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
。

古植物学不仅能对类群的起源时间
、

起源地

点
、

类群间相互关系和形态的演变等方面提供直接的证

据
,

而且还能发现新的分类性状
。

等在做种子植

物分支分类的研究时
,

专门比较过将化石材料放入分支

系统和不将化石材料放入分支系统的结果
,

他的研究显

示有化石材料的分支图非常自然
,

而没有化石材料的分

支图系统公认的系统位置较远的银杏和松柏类成了姐妹

群
。

另一个例子是
,

笔者和美国 教授等 对

金缕梅科花化石的研究
。

白至纪晚期金缕梅科花化石
,

有许多悬铃木科的特征
。

从某种程度讲
,

也可以认为是

悬铃木科的花化石
,

仅仅由于它们多具备了一些金缕梅

科的性状才将其放在金缕梅科
。

在金缕梅科中
,

这些化

石与枫香亚科最接近
,

但是它的原位花粉化石仍是典型

的网状纹饰的三沟花粉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笔者研究的

这些花化石和其他一些被定为金缕梅科和悬铃木科的花

化石都有许多虫媒花的性状
。

这些化石证据为研究金缕

梅科与悬铃木科类群的相互关系提供了以下一些思路

金缕梅科和悬铃木科有着非常密切的亲缘关系
,

是

真正的姐妹群
。

尽管现代枫香亚科的花粉有别于金

缕梅科其他类群的花粉
,

枫香亚科和金缕梅科其他类群

是同源的
,

将枫香亚科放入金缕梅科更能反映类群系统

演化的客观实际
。

早期的金缕梅科和悬铃木科植物

都是虫媒花
,

至少是不完全的虫媒花
,

现代悬铃木科和

金缕梅科的枫香亚科都是完全的风媒花
。

这至少说明在

金缕梅科中虫媒是原始的
,

而风媒是衍生的
。



生命科学 第 卷

在被子植物中
,

木兰类花结构的原始性为系统植物

学家所普遍认同
。

然而
,

在白里纪发现的最早被子植物

的花化石却是类似现代金粟兰科的具一枚雄蕊
、

无花瓣

的简单两性花
。

这一发现虽然不能完全否定木兰类是最

原始的被子植物
,

至少可以说明似金粟兰的简单两性花

也是一种较原始的被子植物的花结构
。

这就为我们理解

植物的系统演化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
。

叶结构分析原是美国植物学家 为鉴定和描

述双子叶植物化石而创立的一种方法 ‘ 。

这种分析方

法问世以后
,

不仅为古植物学家所重视
,

也为现代植物

学家所重视
。

因为它不仅方便古植物学家描述植物化石

碎片
,

而且也为某些类群的系统演化提供了证据
。

不少

现代植物分类学家将它用于系统演化的研究
,

并取得了

很好的结果
。

现代植物学对古植物学的促进

不仅现代植物学需要古植物学提供证据
,

古植物学

的深入和发展也依赖于现代植物学研究的水平
。 “

将今

论古
”

是研究古植物学的一种重要方法
。

古植物学的研

究总是在现代植物学的研究中找到依据
。

世纪以前

的化石鉴定有 是不正确的
。

其原因之一就是

当时对现代植物学的研究尚未深入
。

化石碎片的研究依

赖于对现代植物特性的了解
。

花化石的研究是当今古植

物学研究的一个热点
。

被发现和报道的花化石至少有

个分类群
。

这些花化石研究的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形

态解剖学和个体发育的研究水平
。

现在越来越多的植物学家和古植物学家都充分认识

到了两个学科交叉渗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

在自己的研

究工作中都注意了这种交叉和渗透
。

已经结题的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重大项 目 — 《中国种子植物区

系的研究 》除将古植物学的研究列为专门二级子课题

外
,

在重要科属研究中特别要求课题的研究者尽可能多

地吸收古植物学的资料和研究成果
。

这种结合不仅使该

课题得以较好的完成
,

获得评审专家的一致好评
,

而且

提高了我国植物区系地理学的研究水平
,

促进了这一学

科的发展
。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南

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正在共同争取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
“

九五
”

重大项目 —《东亚植物区系的特征
、

性

质以及在地史时期的发展与演化 》对古植物学和现代植

物学的结合与交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随着这一项目的

实施
,

我们相信我国古植物学和现代植物学的研究都会

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

而且还会出现新的学科生长点
。

古植物学和现代植物学的交叉和渗透是两个学科自

身的性质所决定的
,

也是学科发展的需要
。

有些重大的

理论间题
,

如被子植物的起源
,

中国或东亚植物区系的

形成与演化等必须两个学科甚至更多学科通力合作
,

相

互交叉和渗透方有可能解决和突破
。

古植物学和现代植

物学的交叉和渗透将会成为这两个学科的一个重要的发

展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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