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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rse of 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lassificati0n Systems of the Ar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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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axonomic history of the Araceae of the world is briefed in this paper．An attention 

is made to survey 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s after 1832 when Schott published the first system 

of classification of the Araceae．The major taxonomic systems of the Araceae are those of Schott 

(1860)，Hooker(1883)，Engler(1920)，Hutchinson (1959)，Grayum (1990)，the Engler’s sys— 

tern revised by Bogner and Nicolson(1991)，and the system of Mayo et at(1 997)．The principles 

on which each system was based are briefly discussed．The cource of change at sub—familiar and 

tribal leval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jor systems are preliminarily surveyed．Comments on the 

main contributions of these systems are also presented．In additon，some notes are made on the 

change of the systematic arrangement of the Araceae at generic and specific levals since 1979 

when the aroid volume of the Florae Reipublicae Popularis Sinicae was published．Finally，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hylogeny in the near future，some unresolved problems of the above— 

mentioned systems are explored and some remarks on the future study of this mportant family 

are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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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南星科 Araceae是一个世界性的大科，计 

105属约 3 500余种 ]。单子叶植物，与浮萍科组成 1 

个目。在中国植物志排在第 13卷，第 2分册0]。其分 

布区跨越从赤道带到寒温带的各个生态地带，散布 

于新旧世界竹各大陆块，仅在一些海岛地区和南美 

大陆有较多空白点m。中国有 26属 200余种 ，种 

属数量都不多，但不少属如 Pinellia、Arisaema、 

Remasatia和 Colocasia等都是 中国为分化 中 

心的。 

中国最早有关天南星科植物的记载，始于本草 

书籍。西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就记载了菖蒲(A～ 

corns calamus)，虎掌(Pinellia pedatisecta)和半夏 

(Pinellia ternata)3种天南星科植物；南北朝粱代 

(公元 502～549)，陶弘景的“名医别录”记载了2种 

不同生境的菖蒲，由跋 (即魔芋，Amorphophallus 

口c)，天 南 星 (Arisaema heterophytlum)，芋 

(Cotocasia esculenta) 此后，我国历代本草著作相继 

增加了一些天南星科的药用植物，如金钱蒲、石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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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 、海 芋 (Alocasia odora)、象 头 花 (Arisaema 

franchetiana)、千年健(Homalomena occulta)、大漂 

(Pistia stratiodes)等 16种口]。上述植物有的描述甚 

详，有的还有插图，但仅有中文名称，而无拉丁名和 

科名，更谈不上科内系统研究 

欧洲不少植物学家早在林奈(Linnaeus，1 7O7～ 

1778)之前就描述过欧洲的一些天南星科植物，如 

L．Fuehs~1
、R．DodoensE 、J．Rayc 等。他们把当 

时所知的天南星科植物归为同一类植物 法国的植 

物学家 J．P．de Tourefort口 把分布于欧洲的天南 

星植物(Arum、Dracunculus和 Arisarum 3个属)组 

合为一个没有科名的“class”，他认为这个科的特征 

是 一 朵 具 单 一 花 瓣 的 花 (an anonalous 

monopetalous flower)，显然他把佛焰苞(spathe)看 

作花瓣，把布满许多小花的肉穗花序看作是“不正 

常”的雌雄蕊了 Tourefort的思路甚至影响到林奈， 

这位分类学之父，对天南星科的分类没有什么重要 

的刨见 林奈在他的“Species Plantarum”仅记载了 

26种．分别属于 Arum L．、Draeontittm L．、Calla 

l _和 Pothos L．4个属 ，在“Genera PIantarum” 

中增 加 了 Pistia IJ_In]，在 “Species Plantarum” 

第 2版 中也 仅增至 36种_] ，为现今 3 500种 的 

0．02 

Araceae作为天南星科的正式合法科名于 1789 

年由A．L．De Jussieu[ 提出 由于当时有关欧洲 

以外的材料很少，他的 Araceae科仅包括很少几个 

分布较广的小属。 

19世纪以前，尽管中外都有不少天南星科植物 

的记载．但对天南星科的系统研究直到 19世纪 2O 

年代从 Schott开始才获得了长足进展 当时，致力 

于世界范围的天南星科研究的还有 SchOtt的同代 

人 K．S．Kunth，他发表和组合了1 34个种D~-n3。德 

国人 K．L．Blume研究了亚洲的天南星_] 。 O． 

Kuntze从宏观上研究了天南星科与其他科的关 

系【2 K．Koch基于柏林植物园栽培的天南星科植 

物．描述了很多新种[。“。Ⅲ。A．Engler是继Schott之 

后杰出的天南星科专家，他的工作使Schott时期的 

900种增至 1 800种 ]。长期在 Royal Botanic Gar— 

den，Kew任职的 N．E．Brown是 Engler的同代 

人，从 1879~1 9l3年共发表了 36个至今有效的屑 

和 135个新种_l K．Krause是Engler的合作人之 
一

，他与 Engler联台描述了 75个新种，单独发表了 

124个新类群【：]。长期在南美洲工作的意大利人 IJ_ 

Sodiro是研究南美天南星科的伟大的植物学家，他 

的贡献在于描述了厄瓜多尔的 281种天南星植物， 

特别是他对南美特有属 Philodendron进行的大量 

研究 

从 19世纪 2o年代至今 80多年时间中，世界各 

地的天南星科分类学家利用多种方法和手段对天南 

星科进行了研究。解剖学方面，代表性工作有so— 

lereder和 Meyer[Ⅲ、Ertl[ 、Cheadle0 、Eyde 

等 、Metcalfe ]、French 和 Tomlinson[“ 、 

French[ ]；植物化学方面的工作有 Hegnauer[ ]、 

Gibbs~ 、Fairbrothers等 一、 Harris和 Hart— 

ley[ 引
、 Williams等 、Dahlgren 和 Clifford[ 州、 

Harborne[ 
、 Fox和French[ ]；细胞学有 Jones：|3_、 

M archant[“ 
、 Petersen[ ：孢 粉 学 有 Thanikai— 

moni[ 、Grayum[ ]；分子系统学有French等 。丰 

富的各分支学科资料的积累，为天南星科分类系统 

的改进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资料。 

李恒在中国植物志天南星卷第一次对全国天南 

星科植物进行了系统的研究【2]。日本人 Hayata． 

Masamune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先后发表了一 

些关于产自台湾的天南星科植物的文章。海南植物 

志第 4卷 ]，台湾植物志第 5卷 “ 都记述了各自省 

区的天南星科植物 此后，中国各省区的地方志都有 

天南星科植物的记述。 

l 天南星科的系统沿革 

从 Schott 1832年发表他的第一个天南星科分 

类系统以来的近 1 70年中，天南星科的系统学研究 

经历了由建立在自然相似性原理上，只根据花部等 

外部形态特征进行分类的分类系统，到利用各种综 

合性状，体现系统发育原理的分类系统的巨变 下面 

就遂一对天南星科系统沿革中重要的分类系统进行 

简要的介绍 

1．1 Schott的Aroideae(Araceae)系统 

奥地利植物学家和园艺学家 Heinrich Wilhelm 

Schott(1794～1865)是对天南星科进行系统研究 

的第一人，是他昂早建立了天南星科的分类系统 

Schott在 1820～1865年间先后发表了 1O0篇有关 

天南星植物的论文，描述了 37个属，其中 1／3的属 

至今仍被采用，发表了 587个新种 Schott【6 在 

“Meletemata Botanica”发表了他最早建立在自然相 

似性原理上的天南星科分类系统．共包括 2个亚科， 

35个属。花单性 ，无花被的属隶属于 Androgynan— 

thae 亚 科；花 两 性，有 花 被 的 属 隶 属 于 

Hermaphroditanthae亚科。属的排列由具最衍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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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属，到具最原始花序的属，把隐棒花属 Crypto— 

coryne和 Ambrosina属置 于系统的开始，臭菘属 

Symptocarpus和 Orontium属置于系统的结尾。把 

Crymnostachy 和菖蒲属Acorus放到独立的科0rdo 

Acoroideae中。此后经 4O年的探索和完善，于 1860 

年 出版 了他 的天 南 星科 系统专 著 “Prodromus 

Sytematis Aroidearum”，详细描述了天南星科的科 

下分类系统。由于国际植物命名法规 1867才在巴黎 

通过，Schott的系统在科下和族上之间建立了多层 

Aroldea~ 

I．Diclines 

A Efilamentatae 

a．Stenozeugmaticae 

a．Orthotropooae 

Tribus A[[eiuehieae 

Subtr Cryptocoryn[nae 

1．Cryptocoryne 

2．Lagenandra 

Subtr．Pinellinae 

3． 尸inellia 

Tribus Arisareae 

4． Arisarum 

5． ^riⅢ m 

Tribus Dracuneuleae 

Subtr．Biarinae 

6 

1． i ptopetion 

8． Cyllenium 

9． Ischarum 

10 Sfturomatum 

Subtr．Arinae 

l1． ( 小' “ 

l2．Ar“ 

Subtr．He Licophy[[irtae 

13．Theriophonura 

14．Tapinocarpus 

1 5．Calyprocoryne 

16．Typhonlum 

． Heterostd 

18．Eminium 

19． Helicophy[[um 

20．日 elicodiCe~o$ 

Subtr．Dracunculinae 

21．D “， “ “ 

B．Anatropooae 

Trihus Zom icarpeae 

次的等级，前 4个等级分别以一es，一atae，一icae，一oae 

为各等级拉 丁文的词 尾，如 Diclines，Efilamen— 

tatae，Stenozeugmaticae，0rthotropooae，在此 4个 

等级之下再设 Tribus(族)和 Subtribus(亚族)。本系 

统包括 l2个族 ，32个亚族，106属，其中族相当于后 

继系统的亚科，而亚族相当于族。其实 Schott系统 

中的族上等级仅能理解为分类性状的检索，而非特 

定的分类阶层。 

Schott(1860)的 Aroideae分类系统 

22．Zom icarpa 

Tribus Pythonieae 

Subtr．Amorphophallinae 

23．Allopythion 

24．尸vthonium 

25 Plesmoniam 

26．Rhaphiophallus 

27 Synantherias 

28．Brachyspatha 

29．Conophallus 

30．Amorphophallus 

Subtr．Hvdrosminae 

31 Corynophallus 

32．ttydrosme 

33．月4 船lia 

34．A"ĉ D卅口 ￡ 

b-Pachyzeugmaticae 

a． Gymnogoneae 

Tribus Caladieae 

Subtr．Cotocasinae 

35．AHopsis 

36 Remusatia 

37 locasia 

38．Lettcocasia 

Subtr Alocasinae 

39．Gonatanthus 

40．AlocaMa 

41．尸eltandra 

Subtr． Anubladinae 

42．Ahubias 

Subtr．Syngoninae 

43．Typhonodorum 

44-Hapaline 

45．( di“ 

46 Xd月 ̂  d 

47 AC0~i(15 

48．~yngonium 

Subtr．Prob]ematicae 

49．ZⅡ ioculcas 

Tribus Ph L1odendreae 

Subtr Aninginae 

50． M ontrichardia 

Subtr．Cukasinae 

5 1．Culcasia 

52．N ephthytis 

53．CeFcestis 

Subtr．Phjl0dendr】nae 

54．Philodendton 

Subtr．Anaporinae 

55 Aglaonema 

56．Aglaodorum 

Subtr．Homalom eninae 

57． Zantedeschia 

58． malomena 

59． Chamaecladon 

Sub【r．Adeloneminae 

6O de如 4 

61 尸hilonotium 

Subtr．Sehismatoglottidinae 

62．Apatemone 

63． Bucephalandra 

64．ApobMlis 

p．Perjstat。goneae 

Tr[bus Richardieae 

65 Richardia 

Tribus Asterostigmeae 

Subtr．D effenbach Ln nae 

66．Dieffenbachia 

Subtr Aste rostigmatinae 

67 M angonia 

68 T ㈨  

69． Asterostigma 

70．Rhopalostigmium 

71．Andromy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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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tr．Spathlcarpinae 

72．Spathicarpa 

73．Spathantheum 

B．Filam entatae 

Tribus Styl0chit0neae 

74．Stylochiton 

Ⅱ．M onoclines 

Tribus Calleae 

Sub~r．Ca|[inae 

75．Calla 

Subtr．Monsterinae 

76．Stenospermation 

77．Atimeta 

78．Rhodospatha 

79．Ane1) Ⅱs 

80．Tornel 

81．Alloschemone 

82． J~lonstera 

83．H eteropsis 

84．Rhaphidophora 

85．gpipremnum 

86．Anadendron 

87．Scindapsus 

88．Cuscuaria 

Tribus Orontieae 

Subtr．I_asinae 

89．Lasia 

90 Cyrtosperma 

91．Anal，hyllum 

92．Lasiraorpha 

93．Urospatha 

94．^ri ㈣ n is 

Subtr．Dfacont oninae 

95．Dracomium 

Schott 1860的系统的分类原理与 1832的基本 

相同[663，主要分类依据是花单性或两性，雄蕊有无 

花丝，雄蕊合生或离生，胚珠直立或倒生 他将花无 

花被、雌花无雄蕊、雄花无雌蕊的隐棒花属 Crypto- 

coryne，热带南亚产的Lagenandra和东亚特有的半 

夏 属 ．Pinellia 3 属 置 于 第 一 族 (Tribus 

Alleluchieae)，但把澳大利亚特产的具有花被的两 

性花属 Crymnostachys R．Brown和亚洲热带至温带 

与北美分布的菖蒲届 Acorus列在该系统的最后 

(Tribus 12 Orontieae，Sobtribns 32 Acorinae)。科 

名“Araceae”改为“Aroideae”。2亚科由 Androgy— 

nartthae改为未确定等级的Diclines，Hermaphrodi． 

tanthae改为未确定等级的Monoclines。在亚科下， 

族以上，根据重要的花部鉴别性状命名了一些未确 

定等级的分类单位。主要根据花外部特征，把一些属 

组成族，但不太考虑届与属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开始 

注意到天南星科营养性状的明显差异，但他认为最 

重要的分类性状是花的形态结构，在属级 上的分 

类群的分类几乎建立在花的外部形态性状上，对属 

的描述相对多地使用了营养性状。Schott(1860)系 

统虽然在时间上比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晚出版一 

年，但在他的系统中没有应用进化原理，而是根据自 

然相似性进行分类，把具最多相同分类性状的分类 

群归在一起 在达尔文进化论思想产生广泛影响的 

20世纪，Schott的系统演化观念没有被后来的天南 

星科系统学家所接受。 

此外，Schott系统并未包括一些早期发表但现 

在有 效 的属 ，如 Pistia(1753)、Ambrosi ia(1 763)、 

96．Echidnium 

97．Ophione 

g8．Symplocarpus 

Subtr．()【ontio nae 

99． sichiton 

lO0．Orontium 

Subtr．SpathlphyU nae 

101．Sp越h{phyllum 

Subtr．Anthurlnae 

l02．Anthur 

Subtr．Pothoinae 

103 thos 

104 Pothoidium 

Subtr． AcoFtnae 

105．C~mnostac 

l06．ACOVUS 

m Ⅱdendron(1857)，而系统中所列的 Leptopetion等 

38属 ”已先后被归并入其它属 

1．2 J．D．Hooker的Aroideae系统 

在 Sehott的系统出版 23年后，Hooker 在他 

和Bentham合编的“Genera Plantarum”中发表他的 

天南星 目Aroideae系统，同 Sehott 1860系统一样， 

他没有采用 Araceae这一科名，虽然他将 Aroideae 

列为一个 目并与浮萍 目Lemnaceae并列，但他的 

Aroideae目和 Lemnaceae目的 1／2的属均与现在 

的天南星科和浮萍科相同。 

Hooker的系统包括 98个届，他的系统基本上 

沿用 Schott的演化思想。首先把天南星科各属划分 

为 3个系列：即 Series A．花单性，无花被；Series 

B．花两性，无花被；Series C．花两性，具 4～6个花 

被片，然后在各个系列各分出若干族。属的排列基本 

上与 Sehott的排序方向一致，如将 Cryptocoryne． 

Lagenandra排在第一族，把 Acorus排在最后一族 

的最末端。 

Hooker系统与 Schott系统不同之点在于：① 

各族的族名常与 Schott的族名不同，如 Schott的第 
一 族为Tribus Alleluchieae，在 Hooker系统中则为 

Arineae，新设了 Colocasieae、Spathicarpeae旗 ；② 

各族的范围有较大调整，如中国常见的隐棒花属 

Cryptocoryne、南星届 Arisaema、斑龙芋届 Saurolrga． 

“m，Sehott分别把 3个届置于前 3个族之下．而 

Hooker则把 3个属列在同一个族 Trib 1 Arineae 

中；③Hooker系统中增加了Schott所遗漏的属及 

Schott系统之后发表的新届，同时也归并了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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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O余个属；④族的构成和族属的排序也多不同于 

Scho~t系统。 

尽管近代的许多天南星科系统学家不愿提及 

Hooker系统，但笔者仍然认为 Hooker系统还是比 

Schott系统前进了一大步 

1．3 Engler的天南星科 Araceae系统 

德国植物学家 Adolf Engler(1844～1930)与 

Schott同时生活了 21年 在 Schott去世后的 l1 

年，即 1876年，在慕尼黑植物园工作的Engler发表 

了他的第一筒天南星科论文“Zur Morphologie der 

Araceae” ，系统介绍了天南星科的形态学特征。 

同年首次根据系统演化路线论述了他的天南星科新 

系统纲要 。在该系统中将具原始花序的属排在 

前，具最衍生花序的属排在后。包括Lemnoideae(现 

为Lemnaceae)在内．共设 1o个亚科。亚科的分类依 

据为营养性状和生殖性状相结合，着重强调了乳汁 

管和毛状石细胞的有无，茎尖结构，叶脉和叶序等性 

Araceae 

Subfam ．I Pothoideae 

Trib．Pothoeae 

I．Pothos 

2．Pothoidium 

3 Anadendron 

3a．E #remnopsis 

Trib．Hetero口s】deae 

4．Heteropsis 

Trib．Anthurieae 

5．Anthur4um 

Tr Lb．Culcasieae 

6．Culcasia 

Trib Zamioculea5eae 

7．Z io d 

8．Gona~opus 

Tr Lb．Acore&e 

9．AEo~u$ 

10．Gym nostachys 

Subfam I．M onsteroideae 

Trib．M onstereae 

lI．Raphtdophora 

12 Afroraphidophora 

13． E pr㈣ “m 

14．Sclndapsus 

l 5．Stenospermation 

16 Rhodospatha 

17． Anepsias 

状。亚科的分类体现了单性花属由两性花属进化而 

来的思想，最原始的亚科为两性花亚科菖蒲亚科 

Pothoideae。这个系统力图把亲缘关系相近的属组 

合为族以上的类群，大部分亚科下分若干族，有时还 

设亚族。随后，他和他的助手 K．Krause在天南星 

科的解剖学、形态学、系统发育过程方面进行了大量 

的研究，对天南星科属上等级和属种进行了多次修 

订口 ，并于 1920年发表了他的最后的分类 系 

统n 。该系统分为亚科 Subfamily、族 Tribus、亚族 

Subtribus、属 Genus 5个阶层，共含 9个亚科 30个 

族 l4个亚族 108属；用8卷的篇幅记录了当时世界 

上已知的全部种和疑难种，分别描述了各亚科和族 

的主要特征；根据新发表的属和种，对系统作了相应 

的修订，把浮萍科 Lemnaeeae由天南星科分出，亚 

科数目减少至 8个，但与他 1876年的系统相比较基 

本框架未变。这一著作一直是世界上天南星研究者 

必用的一部经典参考书。 

Engler(1920)的天南星科分类系统 

I8．M onstera 

l 9．^f schemone 

2O．Amydrium 

n1b spath[phylleae 

2I． athiphyllum 

22．H olocMamys 

Subfam．皿． Calloideae 

Trib．Symplocarpeae 

23． Lysichilum 

24．Symplocarpus 

25． 0rontium 

Trib．Cal[eae 

26． Calla 

Subfam ．Ⅳ ．Lasioideae 

Trib．Las[eae 

27．Cyrtosperma 

28．L＆sia 

29．Anaphyllum 

30． Podolasia 

31-Urospatha 

32．Draconti cⅪdes 

33．Echidnium 

34．Dracon~ium 

Trib．AmorphophaHeae 

35 Pseudobdro~me 

36． Plesmonium 

37．Anffhoi72attff$ 

38．Thorn 50n 

蓍蒌裹薰蓉 。；吼N L Ⅳ v P” 虹 L打 A?0 A 。 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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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ib．Dieffenbachieae 72．Schizocasia 90．Zomicarpa 

57．Eh'effen6achia Trib．Syngonieae 91．Zomicarpella 

Tr[b．Zante deschieae 73．Porphyrospatha 92．Ulearum 

58．Zamedechia 74．Syngonium Trib．Areae 

Trib．Typhonodoreae Trib．Ar[ops[deae Subtrib．Adnae 

59．Typhonodorum 75．Ariopsis 93．Arum 

Trib．Peitandreae Subfam．Ⅶ ．Aroideae 94． Dracunculus 

60．Peltandra Trib．St vlochitoneae 95．Helicodiceros 

Subfam．Ⅵ．Colocasioideae 76．Stylochitcm 96 Theriophonum 

Trib．Coloeas[eae Trib．Asterost[gmateae 97．Typhonium 

Subtrib．Steudnennae 77．J'~angonia 98 S z 

61．Steudnera 78．Andromycia 99． Eminium 

62．Remusatia 79 Taccarum 1O0 Biarum 

63．(fonatanthus 80．Asterostigma Subtrib．Arisar[nae 

Subtrib．Hapatininae 81．synandrospadix 101 Arisarum 

64．Hapaline 82．Spathantheum Subtrib．Ar[saematinae 

Subtrlb．Caladiinae 83．Gorgonidium 102 Arisaema 

65．Caladiopsis 84．Gearum Subtr[b．P[nelli[nae 

66．Caladium 85．Spathicarpa 103 Pinellia 

67． llarum Trib．Protareae Subtrib．Ambroain[inae 

68．Chlorospatha 86．Protarum 104． Ambrosinia 

69．Xanthosoma Trib．Caliopsideae Subtrib．Crypt0coryninae 

Subtrib．Colocasiinae 87．Callopsis 105 Lagenandra 

70．Colocasia Trib．Zomicarpeae 106．Crypzocor3me 

Subtrib．Alocasiinae 88．Scaphispatha Sabfam．Ⅷ ．Pistioideae 

71．Alocasia 89．XenopJ d 107 Pisffa 

Engler系统完成于达尔文进化论在 自然科学 pus、Amydrium、Ambrosinia等 35个属，成为当时天 

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之时，并出现在《国际命名法规》 南星科最完整的一个分类系统。 

几经修订之后，其系统演化观念比较接近于天南星 Engler系统是 2o世纪被广泛引用的天南星科 

植物进化的实际，等级命名也比较规范。本系统的特 系统，由于这个系统的说明和检索表都是用拉丁文 

电在于： 发表，广大的英语读者多有不便。美国的 Dan H． 

(1)花两性具花被的陆生植物是最原始的类 Nicolson 1 960年曾把它译成英文，分发给各国的天 

群。与Sehott和Hooker系统相背驰，Engler把花两 南星工作者使用。1982年，Nicolson叉将这个系统 

性具花被 的石柑属 Pothos列 为第一个亚 科 作了适当的修正和补充：将Trib．Am0rph0pha11eae 

Pothoideae下第一个族Pothoeae中的第一属，而花 改名为 Pythonteae，在 Aroideae亚科下增加了 

单性无花被，雌花仅有 1个子房，雄花仅有 2个花丝 Tribus Arophyteae族，将原属于 Aroideae亚科 的 

合生的雄蕊，佛焰苞非常特异的漂浮植物大漂属 Xenopby．移 入 Colocasioideae亚 科 下，增 加 了 

Pistia排在 了系统的最后 ，列为单种属亚科 Sub一 -，d dr“ (1 977)、CarleI) ton(1919)、Colletogyne 

familyⅧ．Pistioideae。 (1 939)、Arophyton (1928) 4 个 属 ，删 去 了 

(2)采用综合特征进行分类。各等级的划分采 E ipremnopsis和 Andeomycia 2个属。此时，Engler 

用如：植物具乳汁与否，叶具叶柄与否，侧脉平行或 系统由108屑变为 1lO属 。 

网状，花被分离或合生，子房数室或一室，胚珠倒生 随着天南星科研究的深入发展，菖蒲属 Acorus 

或直立，种子具胚乳与否，雌蕊多数或少数，花丝分 被从天南星科移出．成为一个独立的科 Acoraceae 

离或合生等多种性状，确立各属的归属 1 991年，德国人 J．Bogner和美国人D．H．Nicol一 

(3)本 系统 合并 了 Sehott系统 中 的 Lep— son对Engler系统作了进一步的修订，再一次发表 

topetion、Cyllenium 等 33个属，新增 加了 Gonato- 了分亚科检索表和各亚科的分族到分种的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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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该文对 Engler系统所作的主要修改为 ：①将 

Ac 属从天南星科分出；②将 Gymnostachys属提 

升 为 一 个 单 型 的 亚 科 Subfam．Gymnostachy· 

doideae；③将 Anthurieae族从Pothoideae亚科移到 

Lasioideae 亚 科；④ 将 Heteropsldeae 族 从 

Photholdeae亚科移入到 Monsteroideae；⑤将 Sym— 

plocarpeae改为Orontieae族，从Calloideae亚科移 

到 Lasioideae亚科；⑥将 Thomsonia提升为Thom— 

sonieae族，从 Lasloideae亚科移到 Aroideae亚科； 

⑦ 将 Callopsideae族 从 Aroideae亚 科 移到 La— 

sioideae亚科；⑧除去了 l3届，增补了 8属，族的排 

序和族内种的排序均有较大变动；⑤以二歧式检索 

表代替多 歧式 检索表。经 j．Bogner和 D．H． 

Nicolson修改后的 Engler系统包括 8个亚科，31 

个族 ，1 7个亚族和 105属 。 

1．4 Itutchison的天南星科分类系统 

英国人John Hutchison(1884~1972)在他所 

出的 3版“有花植物科志”中都列出了天南星科系 
]
。 1959年版该书中的系统把具两性花或单 陛 

花的属分为两大系列(Series)．但不分亚科，仅将 

123属组合为 l8个族。对系统的描述体现在分族检 

索表和各族的分种检索表中。Hutehison系统中包 

括Hooker系统的属和Engler系统(1920年)所增加 

的属共 123属．归属于 l8个族，没有采用亚科和亚 

属的等级。 

此系统的分类原则为：①在起源上，天南星科是 

单元的，起源于百合科的蜘蛛抱蛋族Tribe Aapidis+ 

treae(Tupistra，Rohdea，Gonioscypha)；②最原始 

的类群应该是不具有或仅具有叶状佛焰苞(在进化 

过程中，佛焰苞不断特化而起保护作用)；③较原始 

类群的花应是具花被的两性花；④高度进化类群的 

肉穗花序应该具有不育的附属器。 

从植物演化形态学的观点看，Hutchison的原 

则是可以接受的，是他第一次把花两性具花被的A． 

corus属和 Gymnostachys属排在天南星科系统的起 

点，不同于Schntt和 Hooker(他们均将雌雄同株的 

Cryptocoryne和 Lagenandra排为系统的 l、2位)， 

也不同于 Engler(他将花两性，但佛焰苞已明显发 

育的Pothos和 Pothoidium排在系列之首)。2O世纪 

末，Acorus已从天南星科分出独立成科 Aeoraeeae， 

Gymnostachys自然成了天南垦科最原始的属，他还 

正确地认识到水生或沼生植物Orontium和Lysichi- 

rum(一 sichiton)是与之亲缘最近的 2个属。这一 

观点在 2o世纪 9O年代也没有被 Bogner和 Nico1． 

son认可，但被后来Mayo等人 (1997)的分支系统 

学所证实，在新近出版的“The Genera of Araeeae” 

专著中得到反映。关于天南星植物高度进化类型 ， 

Hutchison却没有很好地理解，由于他没有意识到 

肉穗花序附属器的形态在演化道路上有多态变异， 

他不理解的肉穗花序顶部的具圆齿的小盖即为附属 

器演化的结果，而将 Pistia列为肉穗花序无附属器 

类的行列，在 1 23个属中排为 98位，以为该属 比 

Amorphophatlus，Typhonium ，Arisaema，Cryptoco— 

ryne等 24个属都较原始，于是他对高度进化类型实 

际认识又比Engler后退了一大步。 

1．5 Grayum的天南星科分类系统 

M．H．Grayum 于1990发表了他的天南星科分 

类系统，共包括 5亚科，40族，1 3亚族0 。该系统对 

Engler系统作了很大的修改，对重新评价天南星科 

的分类系统起了重要作用。该系统主要特点是： 

(1)M．Deyl认为菖蒲属 Acorus应置于独立的 

亚科中 ．Grayum根据 1 个性状，首次正式将菖 

蒲属 Acorus从该科分出，成立独立的科——菖蒲科 

Aeoraeeae【鼬]，自此天南星科含 104属。 

(2)3个亚科被合并，Grayum将Monsteroideae 

和 Philodendr0ideae并入 Subfam．Pothoideae，同 

为天南星科中最原始的第一亚科 Pothoideae；把单 

型亚科 Pistioideae并入最进化的亚科 Aroideae，并 

另立 Trib．Pistieae，置于该亚科的中段，位于半夏 

族 Trib．Pinellia与隐棒花族 Trib．Cryptoeoryne 

之间。 

(3)亚科下的族、属进行了重组，系统中的第三 

亚科Callo[deae被分解，原 4属中的Calla留在 Ca1． 

1oldeae内，其它 3属 Lisichitum，Symptocarpus和 

Orontium则被归属于刺芋亚科Laaioideae。Grayum 

的最进化的亚科南星亚科 Aroideae则包括 Engler 

系统中刺芋亚科 Lasioideae的 Pseudodracontium、 

Amorphophatlus．芋亚科 Coloeasioideae的 Ariop． 

Ⅲ．原南星亚科的Arum等 l4属．和Engler的大漂 

亚科 Pistioideae，共包括前人的 4个亚科的 l8属{ 

Grayum 的Calloideae亚科的范围完全不同于 En． 

gler的概念范畴，它包括原 Calloideae，Laaioideae， 

Philodendroideae，Aroideae的一些属，而成为他的 

系统中最大的亚科(17族 ，40屑)， 

与 Hutchinson系统比较，对天南星科系统发育 

趋势的理解 比较一致，但 Grayum恢复了亚科这一 

重要的等级单位，尽管他的亚科和族的范围并不能 

为后继者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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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yum 的最 主要 的贡献 在于 将 Acorus属 独立成 

Acoraceae科 。 

1．6 Mayo等人的夭南星科分类系统 

对 109个分类群(含 3个外类群)作了分支分析，发 

表了建立在分支分析结果基础上的分类系统 。 

s．J．Mayo等人利用 63个形态和解剖学性状， 

Mayo(1997)的夭南星科的分类系统 

Family Araceae Jussieu 25．Anat’hyllum Schott 48．Anubias Schott 

M AJOR GROUP PROTO—ARACEAE 26．Cyrt~sperma Grittith Schismatogloltis Alliance 

a．Flowers bisexual 27．Lasimorpha 8chott Tribe Schismatoglottideae Nakai 

1．Subfamily Gymnostachydoideae 28．Podolasia N．E．Brown 49．sch smRi。g￡。t“s ZoL Linger 

13o ner＆ N0co[son 29．Lasia I．oureiro M。 ‘t。‘ 

1 C6,㈣  口chy5 R．Br0wn 30．Urospath＆Schö  50·Piptosatha N E·Brown 

ir
．

Subfamily Orontioideae Mayo． Ⅵ．Subfamily Call0ideae Endlicher 51·Hottarum Bogner＆Nicolson 

Bogner＆ P．C-Boyce 31
．

C4 L． 52·Bucephalandra Schott 

2 Orontium 【J． h
．

FIowers unisexual 53· Phymatarum M ·Hotta 

3 L fhiton Schott W
．

Subfamily Ar0jdeae 54· ＆，“ Rid[ey 

4 Sympl rp“ Nuttail PARAHPYLETIC GR。UP
： 

55．H root 洲  M ·Ho 

M AJOR GROUP TRUE ARECEAE PERIGONIATE AROIDEAE Tribe Cryptocoryneae Blume 

a．Flowers Bisexual (perigone presen1) 56．Lagenandra Da Lzd L 

Ⅲ ．Subfamily Pothoideae Engler Tribe ． Zamioculcadeae Eng[er 57．Cr~ to6or3,ne W ydiet 

Tribe Potheae Engler 32．Zamioc“leas Sehott Caladium Alliance 

5 Potho 1 ． 33．Gonatopus Engier Tribe Zomiearpeae Schott 

6 Pedicdlarum M．Hotta Tribe StyIochaetoneae Schott 58．Zomicarpa Schott 

Pothoidium Schott 34
． 

f“ochd ton Leprleur 59．Zomicarpdla N．E Brown 

Tribe Anthurieae Engler MONOPHYLET1C GROUP： 60．Ulearum Engler 

8．Anth“r “ Schott APAERIGONIATE AROIDEAE 61．Fildr 卅 Nicolson 

IV．Subf8mily M onster0ide8e Engler Lpertgon b J Tribe Caladieae Schott 

Tribe SpathiphyIIe8e Engler Di ffe“bachia Alli8“ce 62
． Scaphisp th口Schott 

9 Spathiphyll" Schott Tribe Dieffenbachieae Engler 63
． C 口di“ Ventenat 

10 HoZ hi mys Engier 35．Dieffenbachia Schott 64．Jasarum Bunting 

Tribe Anadendreae Bogner＆French 36．Bognera Mayo＆ Nicolson 65 Xa th。so~?7ⅡSchott 

1 I Anadendrum Schott Tribe Spathicarpeae Schott 66．Chlorospatha Engler 

Tribe Heterol~sideae Engter 37．M angonia Schott 67．Syngonium Schott 

12．H eteropsis Kunth 38．Taccaru~l Schott 68．H apa~ e Schott 

Tribe Monstereae Engler 39 Asterostigrna F．E．I ．Fischer＆ No Alliance 

13．Amydrium Schott 0 A Mey Tribe Nephthytideae Engler 

14 Rhaphido~自hora Hasskarl 40 Gorgonidium Schott 69
． Nepbfhytis Schott 

1 5 E ~-etg／ “埘 Sch0tt 41·Synandrospadix Engler 70
． An b 删  Schott 

16 Sci da “ Schott 42·Gearum N·E·Brown 71
． P “dohydr EngIer 

17．M o ，u Adanson 43·Spathantheum Schott Tribe Aglaonemateae EngIer 

18．All哪ch 棚 Schott 44·Spathicarpa W J_Hooker 72
． Agl俐  Scho[t 

19．Rhodospatha Poeppig Philod ndron Alliarlce 73
． ^g 。dor~rrJ Schott 

20 StenospermaO'on Sehott Tribe Philodendreae Schott Tribe Culeasieae Engler 

V．Subfamily Lasioideae Engler 45．Philodendron Schott 74．CMcasia Palism de Beauvois 

21．Dracontium L． Tribe Homalomeneae M．Hotta 75．Cercestis Schott 

22．Dracontioldes Engler 46 Furtadoa M Hotta Tribe Montriehardieae Engler 

23 AnaphyIIopsis A． Hay 47．H omalomena Schott 76． M ontrichardia H． CrUger 

24 Pycnospatha Gagnepain Tribe Anubiadeae Ertgter Tribe Zantedeschieae Eng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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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Zantedeschia K．Sprenge[ 

Tribe Callopsideae Eng[er 

78．Callopsis Eng[er 

Tribe．Thomsonieae BJqme 

79．Amorphaphaltus Deeaisne 

80．Pseudodracontium N．E． BrOWD 

Tribe Arophyteae Bogner 

81．Arop， zD Jumel[e 

82．Cartep坶 fo Jume Lle 

83．Colletogyne Buchet 

Tribe Peltandreae Engter 

84．Peltandra Rafinesque 

85．Typhonodorum Schott 

Tribe Arisareae Dumortier 

86 Arisarum P．M i-Iel- 

Tribe Am brosineae Sehott 

87． Ambrosina Bassi 

Tribe AreBe 

88 A I ． 

89．Eminium (Blume)Sehott 

90．Dracunc u5 P Mil[er 

g1． HeLieodiceros K ．Koch 

92． Theriol，honum Blume 

93． Typhonium Schott 

94．Sauroraatum Sehott 

95．Lazaru．m A．Hay 

Mayo等人的系统将分支分析中稳定存在的类 

群作为分类系统的类群。为防止传统分类中确认的 

类群不存在于分支图中，就要考虑单纯的分支分析 

结果作为判定某一类群存在与否理 由是否充分，如 

族 Zomiearpeae，尽管它在分支分析中不作为单系 

类群存在，但由于他们共有一些“好性状”，如网状乳 

汁管，雌花序与佛焰苞贴生，更重要的是 French等 

人Csz]的分子系统学研究结果支持这个族作为单系 

类群存在，囡此仍然把它作为一个族存在；相反，没 

有 发 现 EnglerL8 、Grayum[ 和 Bogner＆ Nicol— 

son_8 的喜林芋亚科 Pilodendroideae存在的证据， 

因此取消了其作为亚科存在的分类地位。大部分属 

以上的分类群是以单系类群存在于分支分析中。在 

分类原理上 ，Mayo系统作了重大改变。① 把所有的 

单性 花属放在一起，两性 花属放在一起，在此与 

Schott系统取得一致；② 把整个科分为两大类 ，原 

始的天南星类和真天南星类。原始的天南星类包括 

2个亚科 Gymnostachydoideae和 Orontioideae，依 

据的性状为：中型花粉，地下茎和茎缩短，非球形，子 

房单室 ，每室具 l～2枚胚珠。这些性状具高的非同 

源相似性，说明该类群很有可能为并系类群，但 

French等人的分子系统学结果认 为它是单系类 

群[6 。真天南星类主要得到下剜近裔共性的支持： 

显著的或旗形的佛焰苞，主要花序节间在佛焰苞和 

距佛焰苞最近的叶片之间，在距佛焰苞晟近的一个 

叶片的叶腋中具连续的芽，叶片扩展，不为线形，基 

部或近基部着生，这些性状具强的同源相似性，表明 

该类群很可能是单系类群；真天南星类叉分为两性 

花和单性花类群，单性花类群叉根据花被的有无分 

为具花被的并系类群和不具花被的单系类群。本类 

包括 5个亚科：即 Pothoideae(2族 4属)、Mons一 

96． 缸 埘 Schott 

Tribe．Arisaemateae Nakai 

97．P抽ettia Tenore 

98．^risa~ma M artius 

Trjbe Coloeasieae Engler 

99．Ariopsis Nimmo 

100．Prolarum Engler 

10l Steudnera K ．Kach 

102．Remusatia ScKott 

1O3．Colocasia Schott 

104．Alocasia G．Don 

Tribe Pistieae Blume 

l05．Pist I ． 

teroideae(4族 12属)、Lasioideae(1O属)、Cal— 

loideae(1属)、Aroideae(26族74属，包括Engler的 

Pistio，并把 Pfstia列为本科最进化的属)。③ 依据 

Grayum口 和French等的研究 ，把 Aroideae亚科 

中的一些族 归入 4个非正式属群中。其中 Dieffen． 

bachia、Schismatoglottis、Caladium 3个 属 群 在 

Mayo等人的形态学分支分析中口 ．不作为一个独 

立类群存在，主要依据French等人的分子系统学结 

果作此划分 。Philodendron属群在 Mayo等人的 

形态学分支分析和 French分子系统学中得到相似 

的结果；一些族未被归到属群中，它们的排列顺序只 

反映属的亲缘关系。 

在 真天南星科”大类中，贯穿一条由两性花有 

花被一两性花无花被一单性花雌雄同序一单性花雌 

雄异序的演化路线 在亚科等级的划分，考虑到肉穗 

花序轴全部能育或部分不育而演化为各种形态的附 

属器，雄花的雄蕊分离或台生 为一个合生雄蕊 

(Synandrium)，子房 由数室到 l室，胚珠由多数到 

单一等多种演化性状。但自然界的演化历程不是千 

篇一律的，同步前进的天南星科的每一分支单元的 

某一发育阶段，往往有原始性状和进化性状交叉并 

存，因此对亚科下属单元的排序，我们不能要求一切 

性状与演化路线一致。如我们熟知的南星属Arisae一 

n在 105属的系统表上排名 98，芋属 Colocasia排 

名103。二者均具附属器，但 Arisaema却是雌雄异 

株，胚珠少数，叶 3裂至辐射状分裂等较 Colocasia 

更为进化的性状(芋属雌雄同株，种子多数，而附属 

器不甚发达，有时不存在，叶全缘不分裂)。Mayo等 

的系统是根据分支系统学的分析结果排列的，除上 

述主要性状外，还利用了许多其它性状，或许这一排 

列次序是正确的，或许亚科下的族和属的排列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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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研究。 

2 中国天南星科研究现状及其系统变更 

中国植物志第 1 3卷第 2分册(包括天南星科和 

浮萍科)于 1 979年出版[ 。中国天南星科有 29属 

186种(计引种栽培种)。由于下列原因，采用 了 

Hutchison系统排列：①在 2o世纪 70年代时，中国 

天南星科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当时完全没有 自己的 

解剖学、细胞学和孢粉学研究，植物志的编写仅限于 

植物外部形态的观察；②在编写天南星科时，植物志 

的要求倾向于系统层次从简，而 Hutchison天南星 

科系统在科下仅有族和属 2个等级，中国种属不多， 

易于 处理；③ 云南 植物 志 被子 植物 历来 采 用 

Huthinson的大系统，天 南星科的属 的排列也按 

Huthinson系统应该是顺理成章。 

1 979年中国植物志的天南星科包括 11个族， 

即菖蒲族 Acoreae(1属)、臭菘族 Dracontieae(1 

属)、刺芋族 Lasieae(2属)、石柑族 Potheae(2属)、 

水芋族 Calleae(1属)、龟背竹族 Monstereae(5属)、 

千年健族 Richardieae(3属)、芋族 Co[ocasieae(6 

属)、大漂族 Pistieae(1属)、天南星族 Areae(6属)， 

共 29属。中国天南星科植物志出版 2O年后，随着国 

内外研究工作的深入，属种的数目都有较大的变动 

(见表 1)，种 上等级的排列将按照Mayo等的系 

统顺序处理 

表 1 中国天南星科的系统顺序和种数变更一览表 
Tabk 1 The classificatir)n of Araceae from China and change of number 0f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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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属数的变化，由29属变为 26属 ：a)1979年 

记载的 Acorus，因另立新科 ，在中国天南星科中也 

被由天南星科分出。b)Gonatanthus被李恒等归并 

到 Remusatia属中口妇，在 Mayo等的最新天南星科 

系统中已被删除。c)海南植物志 ，中国植物志 

都记载了曲籽芋属Cyrtosperma，他们均依据惟一标 

本 w．T．Tsang(曾怀德)533(E．K．IBsc?等)。 

该号标本 I927年 8月 22日采 自海南，由 E．D 

Merrill鉴定为Cyrtosperma lasioides，同号标本被分 

别收藏于中、外各大标本馆，Merrill的鉴定 7O年来 
一 直没有人提出异议。该标本叶箭形，花序的佛焰苞 

已经脱落 1 999年，李恒仔细比较了爱丁堡植物园 

Cyrtosperma属和刺芋属 Lasioides的叶形、花序结 

构之后，确认为曾怀德 553的标本应为刺芋属 Lasia 

spinosa，而非 Cyrtosperma lasiofdes，并得到了邱园 

Peter Boyce的赞同，于是中国天南星科便不包括 

rtosperma属了 

(2)种数的变动。由于近 2O年来，描述了许多 

新种和新记录，同时，1979年中国植物志中不少种 

被归并 石柑属由1979年的8种减少至 1999年的 

5种，崖角藤属 Rhaphidophora增加了 3种，隐棒花 

属Cryptocoryne减少了 2种，魔芋属 Amorphophal— 

lus增加 4种，犁头尖属 Typhonium增加了 3种，斑 

龙芋属增加了1种，半夏属 Pinellia增加了 4种，南 

星屑Arisaema新增加了12种，岩芋属减少了 1种。 

总种数由182种(未计 Acorus的种)变为204种 可 

以预计，随着野外考察的深入开展，中国天南星科的 

种数还将会增加。 

3 结论与讨论 

随着天南星科分类学家对天南星科分类系统的 

不断完善，尤其最近一二十年时间中，综合应用了 

分子生物学、形态学、解剖学、孢粉学、染色体等分支 

学科的资料，对亚科、族和属等各级分类单元的构成 

和系统位置上都作了很大的变动，使天南星科的分 

类系统日趋完善，但天南星科分类系统仍然存在许 

多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1)目前，天南星科的分类在族和亚族水平上 

基本取得了一致，但各大分类系统在亚科的概念和 

构成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致于提到某一亚科时， 

不得不指出是哪一系统的亚科。从系统学上，把整个 

天南星科分为 8个亚科，比直接划分为 3O个族更便 

于使用。虽然族作为分类系统的单元更具合理性，大 

多数天南星科的分类学家仍采用亚科这一分类单 

元。亚科一级的系统仍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求对天南 

星科的分类在亚科水平上达到一致。 

(2)在 Mayo等人的分类系统中，除少数例外， 

他所承认的属以上的分类群都为单系类群，但他更 

强调把天南星科作为一个总体进行研究，而不过于 

强调对各分支中亚科之间和族之间的系统关系的研 

究。这一点需要将来进一步研究， 得到更可靠的反 

映各亚科和族系统发育关系的分类系统。 

(3)Mayo等人[蜘的最新天南星科分类系统对 

进一步澄清南星亚科 Aroideae、喜林芋亚科 Philo— 

dendroideae和芋亚科 Colocasioideae中族的系统发 

育关系进展不大 尤其对 Aroideae亚科，族一级的 

系统发育关系基本上未得到解决。亚科内的系统发 

育关系有多种假设，仍然存在着许多单型族。在分类 

系统中，强调系统的姐妹群关系往往比单纯强调前 

进进化程度更重要，在天南星科系统学的研究中，给 

单型属找出其姊妹群，解决本亚科族一级的系统发 

育关系将是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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