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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亚科 系统学和生物地理学研究进展及存在 的问题 

郭振华，李德铢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生物多样性与生物地理学开放研究实验室，云南 昆明 65o2o4) 

摘要：对近年来在竹亚科作为一个单系类群的界定、其系统位置的确定 、内部系统演化趋势 

以及地理分布和起源方面研究所取得的进展进行 了评述。竹亚科作为一个单系类群仅包括 了 

木本的竹族 (Bambuseae)和一个草本的莪利竹族 (Olyreae)，其中莪利竹族 分布在新几 内亚 

的伊里安竹 (Buergersiochloa)处于 Olyreae最基部 。禾本科 12个亚科 中除了 3个 亚科为基部 

类群以外 ，其余 9个亚科分成 PACCAD (包括黍亚科 ，狭义的芦竹亚科 ，广义的虎尾草亚科 ， 

假淡竹叶亚科，三芒草亚科和扁芒草亚科)和 BOP单系分支 (包括竹亚科，稻亚科和早熟 

禾亚科 )。在 BOP支中，竹亚科与早熟禾亚科相近缘 ，共同组成稻亚科 的姐妹群 。竹亚科分 

成草本和木本两个单系类群 ，木本竹子又分成热带和温带支系，热带支系进一步分成新世界 

热带和旧世界热带两个单系类群。从现有的化石证据和基部类群的地理分布推断 ，竹亚科很 

可能起源于晚白垩纪的冈瓦纳古陆。最后 ，本文就竹亚科研究尚存在的问题做 了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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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the Systematics and Biogeography of the Bambusoideae 

(Gramineae) tII Remarks on Some Remaining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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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oratory ofPlant Biodiversity and Biogeography，Kunming Institute ofBotany，the Chinese Academy ofSchmces， 

Kuruning 650204，China) 

Abstract：An overview of the recent advances in the studies of systematics and biogeography of the Bam— 

busoideae(Gramineae)was presented in this mini—rewiew．Firstly． delimitafion of the Bambusoideae as 

a monophyletic group and its systematic position were briefed． rhe lllodertl concept of the Bambusoideae 

Was defined to include two monophyletic tribes．the woody Bambuseae and the herbacc=,olls Olyreae．Within 

the Olyreae， Buergersiochloa Was identified as basa1．Exclusive ofthe basal lineages ofthree herbaceous 

subfamilies(the Anomoc111oideae，Pharoideae and Puelioideae)．t}le remainder of the grass family forms a 

monophyletic clade with two primary subdivisions，the PACCAD clade and the BOP clade．In the BOP 

clade，the Bambusoideae plus the Pooideae formed a clade sister to the Ehrhartoideae．In the Bambuso— 

ideae clade，the Olyreae was sister to the BambLIseae．Both tribes of it were monophyleric
．  n】e woo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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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mbuseae were divided into two monophyletie groups，one being the temperate bamboos and the other the 

tr0Dical bmnfx~s，which were composed of the old world tropic sube lade and the new world tropical sub— 

clade．In the context of the molecular-based phylogeny， the evolutionary trends，biogeography and origin 

0f|he subfamily were re—evaluated．Based on the available fossil evidence and the surviving basal lineages， 

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Bambusoideae were evolved Iin Gondwaua land during the upper Cretaceous．Fi— 

nally，remarks were made to address some problems of classification of the woody bamboos that remained to 

be resolved． 

Key words： Bambusoideae；Systema tics；Biogeography；Advan ces 

竹亚科的系统学和地理起源问题一直是禾本科研究的热点，同时也是一个难点。长期 

以来 ，竹亚科的范畴和其系统位置一直没有达到共识。由于竹亚科具有假小穗 、秆木质化 

和分布中心位于热带亚热带地区等形态 一地理特征，以前的很多分类系统认为竹亚科是禾 

本科的 “原始”类群，而将它置于禾本科最基部。另一方面，木本竹子发达的分枝系统、 

复杂的叶表皮和叶解剖结构和染色体多为四倍体和六倍体等特征都表明它不应该是其他禾 

草类群的祖先 (Soderstrom，1981)。随着分子系统学在竹亚科 中的应用，竹亚科系统学和 

生物地理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本文从几个主要方面对其进行了述评 ，并就其 目前尚 

存在的问题做了初步探讨。 

l 竹亚科的范畴 

在近期的分类系统 中，Soderstrom&Ellis(1987)的系统纲是最详尽、最具综合性 的一 

个 ，他们综合了微形态学、解剖学、胚胎学和细胞学等方面的 10个性状建立了 “核心竹 

亚科”，包括 了Anomochloeae，Streptochaeteae，Bergersiochloeae和 Olyreae等 4个 “草本竹”族 

和木本的竹族 (Bambuseae)共 5个族。广义竹亚科除了核心竹亚科的 5个族外，还有 6个 

边缘族 (Streptogyneae，Phareae，Puleieae，Guaduelleae，Oryzeae，Zizanieae)，但这些族 仅具 

有 5～8个构建核心竹亚科的性状。Sorderstrom&Ellis(1987)的核心竹亚科 与 Roshervits 

(1946)和 Tateoka(1957)系统界定的竹亚科很相近。早期的系统 ，如 Prat(1960)系统中 

竹亚 科 仅包 括 了木 本 竹 子，即竹 族 (Bambuseae)，并 把 其 它草 本 竹 子 置 于 稻 亚 科 

(Oryzoideae)中。Clayton&Renvoize(1986)，Renvoize&Clayton(1992)的系统的竹亚科除 

了 “核心竹亚科”的 5个族外，还包括 了 Streptogyneae，Phareae，Oryzeae(包括 Zizanieae)， 

Brachyelytreae，Diarrheneae，Phaenospermate，Ehrhartreae，Phyllorachideae等 8个族 ，此外他们 

将 Guaduelleae和 Puelieae两个族并人竹族中，Burgersiochloeae并人 Olyreae，Cent0theceae另 

立为独立的亚科 Centothecoideae。Tzvelev(1989)将核心竹亚科作为一个亚科 ，即竹亚科 ， 

而把其 他禾草置于极广义的禾亚科 (Pooideae)，这与我国耿 以礼 (1959)的系统相似。 

Wagon&Dallwitz(1992)认为 Guaduelleae和 Puelieae两个族是竹族 (Bambuseae)的近缘类 

群，但不应并人其中，他们对竹亚科 的其它处理除了包括 Cent0theceae外，均与 Clayton& 

Renvoize(1986)和 Renvoize&Clayton(1992)的系统相同。 

综上所述 ，Streptochaeteae，Anomochloeae，Bambuseae，Phareae和 Olyreae几乎所有分类 

系统都包括在竹亚科中，但其它 “边缘族”的放置则不很一致。在这些主要依据广义形态 

学建立的系统中，竹亚科是一个囊括了许多亲缘关系尚未确定的多个类群的集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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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竹亚科分子系统学的进展，基于 DNA序列如 ndhF，PhyB，rp／16，matK等基因 

的许多分子数据表 明形态学所限定 的竹亚科是多系的，只有 Bambuseae和 Olyreae(包括 

Buergersiochloeae和 Parianeae)组成一个单系的竹亚科 ，也称为 “真竹子”支，原被置于 

“核心竹亚科”的 Streptochaeteae，Anomochloeae，Phareae是整个禾本科的基部类群 ，是禾本 

科亚科水平上最早的分支 (Soreng&Davis，1995；Clark等 ，1995；Zhang等 ，1995；Zhang， 

1996；Duvall& Morton，1996；Kelcher& Clark，1997；Mathews等 ，2000；Zhang，2000)。从 

基于分子系统学建立的系统来看 ，以前被用于限定竹亚科 的许多形态性状如具假叶柄 、叶 

肉组织具纺锤细胞等，实际上是它们的共同祖征 (sympleisiomorphies)。 

2 竹亚科的系统位置 

由于根据广义形态学性状界定的竹亚科长期以来不能达成共识，因此竹亚科的系统位 

置也众说纷纭。竹子或某些竹子类群 自从 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一直被认为是禾本科最原始 

的类群 (Bessey，1917；Bews，1929；Prat，1936，1960；Roshevits，1937；Sharma，1979；Steb— 

bins，1956， 1982；Tateoka， 1957；Clayton， 1975，1981；Soderstrom & Calderon， 1979；Clayton 

&Revoize，1986)。这些主要基于某些竹子的生殖结构性状 ，如具苞片、无限花序、假小 

穗、小花具 3基数 ，6个雄蕊 ，3个柱头等。然而，许多竹子又表现出很多的特化性状 ， 

如单性小穗 (Olyreae和 Phareae)，木本 ，秆具复杂的分枝系统和地下茎系统等。 

Bews(1929)建立了一个初步的禾本科进化框架 ，认为木本和草本竹子位于近基部。 

但是 Roshevits(1937，1946)综合了染色体 (Avdulov，1931)、叶片解剖、微形态 (Prat， 

1936)和外部形态学方面的特征在 Avdulov系统的基础上提供了一个更详尽 的进化树。最 

值得一提的是他把 Streptochaeta置于进化树的基部 ，而木本竹子和其他草本竹子置于近基 

部。Tateoka(1957)未加讨论将 Streptochaeteae，Anomochloeae放在他的系统树 基部。Prat 

(1960)与 Roshevits(1937，1946)和其 它系统一样将竹子置 于基部，但却没有明确 的解 

释。Clayton&Renvoize(1986)和 Renvoize&Clayton(1992)认为广义的竹亚科是最原始的 

禾草 ，但他们的依据是竹亚科具有许多特化的特征 ，是一个异质的类群。Bew (1929)和 

Roshvits(1937)假设禾草的祖先是草本，阔叶，花部 3基数，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森林。 

这一假设 由许多后来 的作者加以补充 (Stebbins，1956，1982；Clayton，1975，1981；Shar． 

ma，1979；Clayton&Renvoize，1986；Renvoize&Clayton，1992)，并被基本接受。Kellogg& 

Cambell(1987)利用微形态和解剖特征首次对禾本科进行了分支分析。他们得到两个进化 

假说 ，都认为广义竹亚科是单系的，与 Ehrharteae或 Panicoideae相近缘，竹亚科不是基部 

的。Kellogg &Watson(1993)对竹亚科作 了更详尽 的分析 ，结论是核心竹亚科是多系的， 

竹亚科不可能既是单系又是基部的。 

在早期的分子系统学研究中，由于取样不全 ，竹亚科 (Bamb soideae)或者稻亚科 

(Oryzoideae)总是处 于禾本科基部 (Hamby& Zimmer，1988；Doebley等 。1990；Davis& 

Soreng，1993；Cumming等，1994；Nadot等，1994；Barker等 ，1995)。随着分子系统学 的进 
一 步发展，更多 DNA片段如 ndhF，PhyB，rp／16等用于禾本科系统学研究

， 并在更广泛 

取样的基础上 ，对竹亚科的范畴作 了较统一的限定 ，即仅包括 Bamblaseae和 Olyreae两个 

族，因此，对其系统位置也有了更准确的认识。其中，Clark等 (1995)最先得出此结论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434 云 南 植 物 研 究 24卷 

Tropical rt qBw world 

woody bamboos 

Tropical old world 

woody bam boos 

Temperate woody 

bam boos 

0lyreae 

Pooideae 

EhrhlaRoideae 

Centothecoideae 

Panicoideae 

DanthOniOideae 

ArisdidOideae 

ArundinOideae S．S 

Ch10ridOideae S．I 

Puelioideae 

Pharoideae 

Anomochloideae 

JOinviIleaceae 

图 1 竹亚科在禾本科中的系统位置及其内部演化趋势 

Fig．1 The systematic status of Bambusoideae and relationships withi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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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和同事利用叶绿体 ndhF基因在广泛取样的基础上对整个禾本科作了系统学研究 ，得到 

的分支树表明广义的竹亚科是多系的，其 中包括了整个禾本科 的最基部类群，即 Strep— 

toehaeteae，Anomoehloeae，Phareae和 Puleieae，这 4个族分别隶属于 Anomochlooideae，Pha— 

roideae和 Puelioideae三个亚科 (Clark&Judziewicz，1996；GPWG，2001)，它们构成所有禾 

本科其它植物的姐妹群。真正单系的竹亚科仅包括 Bambuseae和 Olyreae两个族 。除基部类 

群外其余 的禾 本科植 物分成 两个大 的单 系类群 ，即 PACCAD支，包括黍 亚科 (Pani． 

coideae)，狭义的芦竹亚科 (Amndinoideae S．S．)，广义的虎尾草亚科 (Chloridoideae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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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淡 竹 叶亚科 (Cent0thecoideac)，三 芒 草亚 科 (Aristidoideae)和 扁芒 草亚 科 (Dantho— 

nioideae)6个亚科 ，和 BOP支，包括竹亚科 (Bambusoideae)，稻亚科 (Ehrhartoideae)和早 

熟禾亚科 (Pooideae)三个亚科 ，加上基部 的三个亚科，整 个禾本科应分成 12个亚科 

(GPWG，2001)。在 BOP支中，竹亚科与 Pooideae相近缘 ，共同构成 Oryzoideae的姐妹群 

(如图 1)。这一结果为 Soreng& Davis(1995)，Zhang等 (1995)，Duvall& Morton(1996)， 

Kekher& Clark (1997)，Mathews等 (2000)，Zhang (1996)，Zhang (2000)和 GPWG 

(2001)的分子实验结果所支持 ，关于竹亚科的系统位置基本达成了共识。 

3 竹亚科内部的系统演化趋势 

形态性状所定义的竹亚科是一个异质的类群 ，因此其 内部的系统演化趋势很难澄清。 

Soderstrom(1981)曾经对竹亚科内部演化趋势作过研究，他通过对竹亚科幼苗类型 ，染色 

体数 目，花序类型的详细考察和比较 ，发现木本竹子和草本竹子具有相似的叶片解剖和叶 

表皮类型 ，并共有特殊的幼苗类型 ，说明有一个共同的祖先。染色体数 目的研究显示草本 

竹子大部分为二倍体 ，木本竹子则是以 X=12为基数的多倍体。这些证据支持竹子的祖 

先是草本这一假说。竹亚科中没有哪一个成员是最原始的，因为最原始的花序类型保留在 

木本竹子如 Bambusa中，而最原始的生长模式发生在草本属如 Streptoehaeta，Streptogynus和 

Pharos。他认为，只有将草本和木本的竹子一起考虑时，竹亚科中主要的进化趋势才会明了。 

近期的分子证据重新对单系的竹亚科作了界定后 ，对其内部系统演化趋势的研究也取 

得了长足进展。在竹亚科中，草本的莪利竹族 (Olyreae)和木本的竹族 (Bambuseae)各是 
一 个单系类群，它们有共同的祖先。草本竹子中，伊里安竹 (Buergersiochloa)处于 Olyreae 

的基部，是其它草本竹子的姐妹群。木本竹子中，分子证据支持分成两大支：热带竹子和 

温带竹子 (Clark等，1995；Zhang，1996；Kelchner&Clark，1997)，热带竹子又分成新世界 

热带和旧世界热带两个单系支 系 (图 1)，但却 与形态学证据相 冲突 (Zhang，1996)。其 

中，温带支系包括 了青篱竹亚族 (Arundinariniinae)和倭竹亚族 (Shibataeinae)。在热带支 

系中，旧世界热带亚支系包括了筋竹亚族 (Bambusinae)，梨竹亚族 (Melocannina )，总序 

竹亚族 (Racemobanfimsinae)和 Nastinae，新世界热带亚支系包括了 Chusqueinae，Arthrostyli— 

diinae和 Guaduinae(Judziewicz等，1999)。Judziewicz et a1．(1999)将总序竹亚族置于温带支 

系，但该亚族的种类在分子系统学中未曾取样，Soderstrom&Ellis(1987)的系统中，该亚族 

的系统位置不确定，本文鉴于该亚族的热带分布和形态性状，认为应属旧世界热带支系。 

我们可以看出，竹亚科内部的系统演化更多的是与地理上的隔离分化有关 ，而与花序 

类型，地下茎类型无太大关联，不同的支系中都同时存在两种花序类型和地下茎类型。可 

见 ，花序类型和地下茎类型可能是多次发生 、平行进化的，其中，假花序，地下假鞭是较 

原始的性状 ，地下真鞭可以认为是温带木本竹子 的共同衍征 (symapomorphies)，筱竹复合 

群的地下假鞭则可能是一次反 向进化。在热带支系中，只有 Chusquea中一些海拔较高的 

种类具有地下真鞭 ，而其高海拔的生境与温带生境很相似，因此 ，Chusque口中的具真鞭竹 

种和温带具真鞭竹种是否是适应相似的生态环境的一种策略，也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Clark，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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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竹亚科的生物地理和起源问题 

竹亚科在亚洲，澳大利亚，非洲和南北美洲都有分布 ，其 中，莪利竹族 (Olyreae)除 

了其基部类群伊里安竹 (Buergersiochloa)分布在新几 内亚，可能为莪利竹属 (Olyra)的 

一 个种 ，0．／at／foI／a在非洲大陆和马达加斯加有分布外 (Clayton&Renvoize(1986)认为该 

种是在大陆漂移初期 ，风媒种子传播到非洲的)，其它种类全部分布在新世界热带 ，即热 

带美洲。木本竹子分布较广，但其在亚洲的多样性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分布 了44属 6OO 

种的竹子 ，分别代 表 了 6个 亚族 (表 1)(Li，1999)。温带 的木本竹 子除北美 青篱 竹 

(Arundiaria gigantea)分布在北美外，其余均分布在亚洲的温带和高山地区。热带地 区竹 

子的分布在旧世界和新世界呈对应分布格局，新世界分布的 3个亚族全部为新世界特有 ， 

旧世界分布的 3个亚族全部为旧世界特有。虽然形态学方面它们非常相似 ，但 目前所有的 

分子数据分析都显示 了热带支系在新 旧世界之间 的早期分异 (Clark等，1995，Zhang， 

1996，Kelcher&Clark，1997)，这可能与地质历史上的大陆漂移有关。我们有理 由认 为， 

隔离分化学说更能说 明竹亚科现代生物地理分布格局的成因 (周明镇等，1996)。 

表1木本竹子的地理分布 根 据现 有 的化 石证据 (Thomasson，1987， 

(From Li，D．Z．1999) 

Crepet&Feldman，1991)和现存的禾本科基部类 

群的分布格局，一般认为禾本科起源于晚白垩纪 

的冈瓦 纳古 陆 (Linder，1987，Clark等，1995， 

Clark，1997)。恐龙 灭 绝后 ，禾 本科 在 第 三 纪 

(Tertiary)经历 了迅速的放射性发展时期 ，因为 

在中新世 ，禾本科所有支系包括 “真竹子”支系 

的大 化 石 已 经 大 量 存 在 (Thomasson，1987， 

Crepet& Feldman，1991)。关 于竹 亚科 的起源， 

Clark(1997)提出了一个新的假说 ，即从现有的化石证据和基部类群的地理分布推断，竹 

亚科很可能起源于第三纪的冈瓦纳古陆。她认为，在第三纪，当禾本科其它支系进人开放 
、

生境时 ，“真竹子”分化成一个适应森林生境的类群 ，最早的竹子是热带 的，低海拔 的， 

在冈瓦纳古陆，这段时间它们分化成两个支系 ：草本支和木本支。草本竹子在泛热带或许 

有更广泛的分布，但只有伊里安竹 (Buergersiochloa)和可能为莪利竹属 (Olyra)的一个 

种 (即 0．／at／foI／a)在旧世界热带仍存在，类似于莪利竹 (Olyroid)的其它竹子在新世界 

热带又经历了多样性分化。木本竹子由于它们诸多的共有衍征认为有一个共 同的祖先，推 

测最早的木本竹子是热带的，低海拔的，其中一个温带支系发展到北温带 ，其它部分竹子 

在可能的情况下分化到热带高山生境 。温带木本竹子支系或许有更广泛的分布，但只有一 

个种仍保留在北美，而其它种则分布在亚洲的温带地区。竹亚科的起源问题 、热带竹子现 

代分布格局的形成及其在新旧世界的分化还有待通过有力的化石证据并结合分子钟假说对 

各支系起源时间作更进一步的推断。目前 ，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在化石证据缺乏的 

禾本科还远远不足于下定论。 

5 竹亚科 系统学研究中存在 的问题 

5．1 分子证据和形态证据相冲突的问题。在竹子的系统学研究 中，基于分子数据得 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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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树与基于广义形态学性状得出的系统关系并不一致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新世界 

热带木本竹子和旧世界热带木本竹子的分化。所有的分子证据均支持它们之间的分异 ，但 

形态上它们却具有非常大的相似性，例如 ，Guaduinae和 Arthrostylidiinae都有延长的地下茎 

(McCluIe，1 966：Sode~trom &Londono，1 987)，Melocanninae和 Arthrostylidiinae，Bambusa和 

Guadua具有相似的叶表皮微形态 (L．Clark，个人观察)。要解决这些问题 ，需要同时对 

分子和形态性状作更深入的研究 ，进行综合分析。 

5．2 木本竹子 中，由于生活史长，分子进化速率相对较慢 ，现有 的用于系统学研究 的 

DNA序列在木本竹子类群中差异小 ，分辨低。尤其是在温带竹子中，DNA变异率明显低 

于其它被子植物的变异率 (Zhang，1996，Gaut等 ，1997，Guo等 ，2001，Guo等 ，2002)。 

因此 ，寻找更适合的分子系统发育方面的证据 ，提高在较低分类阶元的分辨率 ，是今后解 

决竹亚科各分支内部的系统学问题的关键。 

5．3 木本竹子中，个别复合群及属问界定的问题。由于竹亚科分类系统主要建立在营养 

体性状上 ，而这些性状又很不容易把握 ，尤其是在属的界定方面，造成众说纷纭的局面。 

例如筱竹复合群及其近缘属的界定 (Guo等 ，2002)，青篱竹属复合群 的属问界定，广义 

输竹属的界定等 (Li，1997)。这些形态分类上的困难类群 ，只有结合分辨率较高 的分子 

片段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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