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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胡椒科的某些属之间，花粉形态表现出一定的差异。齐头绒属花粉粒表面较为平滑，但有 

小穿孔 (或小穴)，略显粗糙。胡椒属的花粉粒表面有不规则的瘤状纹饰，纹饰较为平滑。t~,pi． 

anthes(P0 期 e)的花粉粒表面瘤状纹饰不显著。 珊 属花粉粒表面除了胡椒属中出现 

的那些特征外，更特别的是在瘤状纹饰上有均匀分布的小棘刺 (或称小疣)。草胡椒属的花粉粒 

除了无萌发孔外 ，表面纹饰则极为特殊，表面瘤突较规则 ，周围由颗粒或屑片所覆盖。因此，花 

粉形态特征在胡椒科的属的划分方面有一定的分类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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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llen morphology ofthe Piperaceae varies at the generic leve1．Th e su ∞ ofthe pollen 

of are smooth，bI】t foveolate，and，under the higher magnifications，~ghty r0u ．Those ofthe pollen 

gmim of A are conthmously verrucate and the velTuCa nearly to smooth．Th e VelTucate sculpture Orl the SUr- 

faces of the pollen of ， les(or只 m )is not distinct．The VelTucae on the pollen surfaces of 

Mocrop~r are evenly echimte．The pollen ains of Peperom~ are inapermrale，the velTucae are surrounded 

by arlellae and small ehips．Th erefore，pollen morphology has taxonomic si 曲caIlce for the generic segrega- 

tion ofPiporaceae． 

Key words Pollen mo rphology，Taxonomie sign~ ，Piporaceae 

胡椒科在分类上是一个困难的科 (Burger 1972；Howard 1973)，分属和分种均为大量的 

异名所累，其中属级单位的名称多达 60个，除了经常被承认的 5—15个属外，大约45—5O 

个名称为异名，而种级的异名则数以百计。 

胡椒科花粉形态已有许多报道 ( 1947；Ikuse 1956；Erdtman 1966；Straka 1966； 

A~habian 1969；Heusser 1971；W er 1976a，b；席以珍 1981)。胡椒科的花粉具远极槽，极少 

数为具远极三岐槽，可无萌发孔，异极的或无极的，两侧对称或辐射对称，球形到圆球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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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覆盖层。表面光滑或粗糙，具疣或具刺。单花粉，小到很小。 

本文报道4 属的花粉形态，并探讨其分类学价值。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有关的材料均用 FAA固定液固定。共观察了胡椒科常见的5属 15种植物的花粉，照相 

并用于描述的材料如下：山茴 P~oer hancei，樟叶胡椒 Piper polysyphorum，豆瓣绿 Peperomia 

tetraphylla，斑叶垂椒草 Peperornia serpens和齐头绒Zippelia begoniaefolia均采自云南西双版纳 

勐腊县。还有 Macropiper excelsum (产于太平洋岛屿)，Pothomorphe peltatum (或 tepianthes 

peltata或Heckeria peltata，产于法属圭亚那)。 

1．2 方法 

固定的花序的材料，在经过梯度脱水，9o％酒精中硬化后，剥取雄蕊 (因为太小)，放 

人纯酒精中，再用乙酸异戊酯的梯度溶液替换掉酒精，然后在 t-htachi HCP一2型临界点干 

燥仪里进行干燥。 

把干燥的材料的花药撕裂，将花粉撒在有导电胶带的样品台上，在 Eiko IB一5型离子 

镀膜仪里镀金 Au或 n膜，然后在 Hitachi S一800型扫描电子显微镜 (sEM)上观察并照相。 

2 观察结果 

山茴 Piper hancei的花粉粒具远极单槽萌发孔，槽的长度短于花粉粒的长赤道轴，‘比较 

明显，沟膜上有很清晰的小颗粒 (图版 I：1)。非萌发孔区域有皱波状纹饰 (图版 I：2)。 

樟叶胡椒 Piper polysyphorum的花粉粒为近球形 (图版 I：3)，表面也有较发达的瘤状纹饰， 

纹饰的表面是光滑的 (图版 I：4)。 

盾叶胡椒 Pothomorphe peltaaun的花粉粒为长球形，萌发孔膜上也有小的颗粒，但非萌 

发孔区域的表面较前两种植物的花粉粒要略微光滑一些，纹饰不很明显 (图版 I：7)。 

齐头绒 zigod~a begoniaefolia的花粉近球形，具远极单槽的萌发孔，萌发孔膜表面有较 

小的颗粒 (图版 I：5)，非萌发孔区域的表面有瘤状纹饰，瘤在高放大倍数下，显示有小 

的颗粒 (图版 I：6)。 

Macropiper excelsum的花粉粒为球形，具远极单槽萌发孔，萌发孔膜表面亦有小的颗粒。 

非萌发孔区域有较大的，连续的瘤状纹饰。纹饰的表面均匀地分布着小棘刺 (或者为小疣) 

(图版 I：8)。 

豆瓣绿 Peperomia tetr~hyZZa和斑叶垂椒草P．serpens的花粉粒则更为特化，花粉粒是球 

形和近球形，不仅无萌发孔，而且表面具规则的瘤状纹饰 (图版 I：9)，上面除了明显的 

1到多个小疣外，还有更细小的龟裂状的纹饰；有颗粒和屑片相连而覆盖着瘤突之间的深 

沟 (图版 I：10)。斑叶垂椒草的花粉粒与豆瓣绿的花粉粒的不同主要在于大的瘤块之间深 

沟上覆盖的屑片稍大一些 (图版 I：11，12)。 

3 讨 论 

从整体上看，胡椒科的花粉具远极单槽，偶尔有具远极三歧槽，两侧对称；具覆盖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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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光滑或粗糙，具疣或具刺；为单体花粉，小到很小 (Selling，1947；Ikuse，1956；Erdr- 

lnall，1952，1966；Huang，1966；Straka，1966；Agababian，1969；Heusser，1971；Walker，1976a， 

b；席以珍，1981)。 

虽然与胡椒科庞大的种数相比，现有的孢粉学的资料显得太零散了些，但已有的资料 

表明，至少在胡椒属 r L．，Pothomorphe Miq．，草胡椒属 Peperom／a Ruiz et Pavon，齐头绒 

属 z／p~Ua Blume，Macrop~'r Miq．这 5属中，花粉形态各有特点，有分类学价值。但因涉 

及的属种相对较少，其普遍性和代表性的大小还难以肯定，因为种太多了，取材受限制。 

齐头绒属花粉粒表面没有明显的突起纹饰，但有小的穿孔 (或小穴)，或可认为其表面 

纹饰属于具小穴的。只有在高放大倍数下才略显粗糙。这些与相近的三白草科 saun蚰ceae 

极为相似 (雷立公等，1991)。 
‘

齐头绒属为间断分布于中国西南、华南和印度尼西亚的爪哇的单种属，其属的地位长 

期以来并不为多数学者所确认，甚至于 Qusiumbing(1930)把它并入胡椒属 (广义)，即当 

作 P／per begoniaefolium (Blume)Quis．，处理 (Bomstein，1989)。但其独特的具个锚状刺的子 

房及果实，科内最高的染色体基数 x=19(Okada，1986)，花的个体发育 (主要指雄蕊发生 

顺序)(Liang and Tucker，1995)和胚囊发育类型，等等，均不同于胡椒属，故应是一个独 

立的属。它曾被做为三白草科的一个新属 Circaeocarpus C．Y．Wu(中文名仍为齐头绒属) 

发表 (吴征镒和王文采，1957)。但其木质部具单穿孔的导管分子，茎中具髓维管束，及合 

生心皮的子房具一基生胚珠等特征表明它确实是胡椒科的成员。不仅如此，更主要的是它 

还代表着胡椒科里的一个独立的演化路线。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又是联系三白草和胡椒 

科的桥梁 (Liang and Tucker，1995)o 

胡椒属的花粉粒表面出现很明显的连续的瘤状纹饰，而纹饰之上则较为光滑，这种现 

象在三白草科的裸蒴属亦存在 (雷立公等，1991c；梁汉兴，1992)，也表明它与三白草科及 

同科的齐头绒属有密切关系。胡椒属是一个很大的属，含有大约2OOO种，而且界限仍不确 

定，对其所做的各种研究只限于少数几个种，各方面的证据都缺乏广泛性及代表性。这是 
一 个泛热带分布的属，花从两性到单性，雄蕊数 目从 6枚 (有时可达 8～1O枚)到只有 2 

枚；花序大多为穗状花序，但也有总状花序，如在 Arctottonla亚属及 Ottonia亚属；花序多 

为与叶对生；Ottonia亚属的具羽状脉，而 Awtottonia亚属的具掌状脉。花器官发生 (主要 

指雄蕊的发生)至少有 3种不同类型 (Tucker，1982 a，b；Tucker et a1．1993；Liang and Tuck— 

er，1995)，可见，目前意义下的胡椒属不是单系类群。Bomstein(1989)报道 Arctottortht亚 

属的花粉粒的外壁纹饰属于具瘤的或具疣的，萌发孔的槽膜具萌芽或颗粒状，而花粉粒的 

形状为球形亚球形，这与已知胡椒属的花粉形态是一致的。 

(或 Pothomorphe或Heckeria)的花粉粒为长球形，表面纹饰不如胡椒属的明 

显。此为热带分布的属，计有 1O种，往往被合并为2种，共同特点是具有盾形的叶和穗状 

花序成伞状生于腋生 的短柄上，花单性异株或同株 (Howard，1973；程用谦，1982)。 

Howard(19r73)和 Wi (1987)把 作为合法属名，Smith(1975)建议把 Potho一 

作为保留名。Tebbs(1975)则把 却  降为胡椒属的一个组。然而，珠孔由两层 

被构成，胚乳发育属于细胞型 (Johnson，1902；Maheshwari and Gamgule~，1972)等胚胎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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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及花粉形态特征亦不同于胡椒属。 ’ 

Jl'1acropiper的花粉粒表面除了胡椒属中出现的那些特征外，更特别的是在瘤突之上有均 

匀分布的小棘刺 (或小疣)，这与 Snfith(1975)的观察结果是一致的。该属为严格的南太 

平洋分布 (S~th，1975；Tebbs，1993b)，其花是单性的，花序常为腋生，雄花中的3个雄蕊 

原基是同时发生的 (Tucker et al，1993)，显示出与胡椒属明显的不同。 

胡椒属，tepian~ 和~t'lacropiper的染色使基数为 x=13，表明它们关系密切，代表一条 

演化路线。其他各属如 Sarcorhach／s Trelease等的研究几乎都是空白，但从形态上来看，仍是 

从这一条线衍生出来的分支。 

草胡椒属的花粉粒除了以灭萌发孔为特征外，表面纹饰则极为特化，表面有规则的瘤 

状纹饰，瘤的四周围有颗粒或屑片。这些均显示出草胡椒属极为特化的一面。该属含约 

1000种，花为两性花，仅 2枚雄蕊，染色体基数 x=11，独有的胚囊发育类型 (草胡椒型)， 

还有具二孢子囊的、单药室的花药及常是单心皮的雌蕊，单珠被的胚珠等特征 (Fagerlind， 

193 6；Davis，1966；Niditicheva，1981)，表明亦代表一条演化路线。 

总之，花粉形态在胡椒科内的属的划分方面有一定的分类学意义。在孢粉学以及其他 

学科领域对胡椒科植物做更广泛的工作，将有助于其分类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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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说明 

图 1 12．胡椒科的花粉形态。1，2．山 (1．×10000；2．x30000)；3，4．樟叶胡椒 (3．×10000~4．×3oooo)；5，6．齐 

头绒 (5．x 10000；6．~30OO0)；7．盾叶胡椒 (x10000)；8．blneropiper＆ (x 10ooo)~9，10．豆瓣绿 (9·×10 

000；10．X3oooo)；11，12．垂椒草 (11．X 10000；12．X3oooo)。 

b叫柚蚰帆 ofn咖 

1—12．Poll~ Îc pl岫 0fPip屺r8嘲 e；1，2．呐 d̂rl0 (1．×10000；2．×3oooo)~3，4．呐 pd[， 埘1‘m(3·×10000~4· 

×3OOOO)；5，6．z豇pd 6 l 批 (5．×10000~6．×3oooo)；÷．pochamorphepdtatum(×10000)~8．Macrop／~ 芑‘c 

(×lOOOO)；9，10． lqx t,,~ hyua(9．×10000~10．x30000)；11，12．f|qx 5口 (11．×10000~12·x 3oooo)·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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