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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菖蒲属长期以来被置于天南星科，但近年来分子系统学的研究表明菖蒲属与天南星科

的关系较远，应成立一个单型科，即菖蒲科（&’()*’+*+）。本文选择菖蒲科 , 个种及 - 个变

种即金钱蒲（!"#$%& ’$()*+,%&）、石菖蒲（! . -(-($*+#.**）、金边菖蒲（! . -(-($*+#.** /*) 0 /0(1#2
)($’*+(-%&）和菖蒲（! . "(0()%&）不同染色体倍性的 % 个居群进行了核糖体 12& 内源转录间

隔段（345）进行测序，并据此讨论了菖蒲属的属下系统关系。结果表明，菖蒲科为一个自

然的单系类群，不同倍性的菖蒲构成一个自展数据支持率为 -##6的分支，无中肋的金钱

蒲、石菖蒲和金边石菖蒲构成另一个自展数据支持率为 -##6的分支。通过比较分析菖蒲科

与其相关类群之间 -75 和 $3"8 两段 92& 序列，对菖蒲科的系统位置进行了讨论。在基于 -75
和 $3"8 的系统树中，菖蒲均处于单子叶植物中较为孤立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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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3=>? 年由 70""6$92 建立菖蒲属（$#%!&’）以来，该属一直被置于天南星科（8%61$6$）
中并被认为是该科较为原始的类群（李恒，3@=@；A%’"B902*，3@43；C6+./%$" 等，3@4>）。

D%6-9(（3@4=，3@@E）根据形态学、解剖学和胚胎学特征认为菖蒲属同天南星科关系较远，

将其从天南星科中独立出来，成立菖蒲科（81’%61$6$），该科仅有菖蒲属 3 属。随着分子系

统学的兴起和发展，基于分子生物学证据，菖蒲属被不同学者置于不同的系统位置。基于叶

绿体基因组 !"#7 序列所构建的系统树认为菖蒲属是现存单子叶植物中最为古老的类群

（C9F6.. 等，3@@?6，)；A+62$ 等，3@@?）（即所谓“菖蒲假说”，*+$ 81’%6"6" +-,’*+$202），这一

假说与 D%6-9(（3@4=）根据花序形态特征所做出的推论颇为接近。然而根据 345 %GH8 序列

分析的结果，不同学者得出的结论却有明显的差异，如 H01I%$"* 等（3@@>）的分析结果认为

除菖蒲属外的单子叶植物为其余所有被子植物的姐妹群，菖蒲属与其余单子叶植物不构成单

系；5’.*02 等（3@@=）则主要根据核 CH8 345 序列的分析提出菖蒲属可能是除了一些基部被子

植物之外的所有被子植物的姐妹群，但该文中对菖蒲的 345 序列提出了怀疑，认为应该重新

对其进行测序。8<D（3@@4）将菖蒲目置于单子叶植物的第一个分支。J6*+$K2 等（3@@@）从

<LM8 和 <LMA 两个基因片段的分子系统树认为菖蒲属与天南星科的浮萍属（()**+）以及

泽泻科的慈姑属（,+-.//+!.+）构成了单系类群。N09 等（3@@@）依据线粒体、叶绿体和核 ?
个基因组的 +/08，*+/G，+/0O， !"#7，345 等 > 个基因片段构建了多基因系统树，认为菖蒲

属与泽泻亚纲的 P 种植物构成了一单系类群，但在单子叶植物中处于较为孤立的地位。

5*$F$"2’" 等（PEEE）根据对 >E 种单子叶植物的形态学、叶绿体 !"#7 基因和线粒体 +/08 基因

的限制性位点和序列的分析，提出菖蒲科和泽泻目的 Q 种植物构成一个分支，该分支是整个

单子叶植物的姐妹群。天南星科最新的属志也认为菖蒲属与天南星科分开比较合适（J6-’
等，3@@=）。;6I+*6R6"（3@@=）的最新系统中也将菖蒲属独立成科。最近，提出“菖蒲假说”

的 C9F6..（PEE3）通过对菖蒲属花药发育的解剖研究，得到的结论是，“菖蒲假说”还需要有

更多的证据，但相反的假说也往往没有定论，现在可以确认的是菖蒲属不是天南星科的成

员。由此可见，菖蒲科已经得到广泛的承认，但其系统位置还没有统一的认识。

与其系统位置成对比的是，菖蒲属属内的系统发育则鲜有研究。关于菖蒲属内的种间

亲缘关系，S+K0（3@>T）认为菖蒲属有 P 个种，即叶片具有中肋的菖蒲（ $ U #+1+*&’ 7:）
和不具中肋的金钱蒲（ $ U -!+*.2)&’ 5’.6"&:）。李恒（3@=@）根据叶是否具中肋、叶片宽

度，以 及 叶 状 佛 焰 苞 与 肉 穗 花 序 的 长 度 比 等 形 态 特 征 将 该 属 分 为 Q 种， 即 菖 蒲

（ $ U #+1+*&’ ）、 石 菖 蒲 （ $ U /+/+!.2%3.. ）、 长 苞 菖 蒲 （ $ U !&*04.+2&’ ） 和 金 钱 蒲

（$ U -!+*.2)&’）。在菖蒲（$ U #+1+*&’）的细胞学研究中，除了原来报道的四倍体外，我们

发现了其六倍体类型（王红等，PEE3）。由于 !;5 片段是核基因组中进化速率较快的 CH8
片段，适用于较低分类阶元的系统发育研究，本文选择该片段进行序列分析，重点探讨菖

蒲属内种间和种下（如变种和不同倍性的居群）的系统发育关系。

如上所述，有关菖蒲科系统位置的研究一直是近年来单子叶植物研究和被子植物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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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基于 !"#! 和 "#$ 两个主要用于科级和较高级分类群系统发育分析

的基因（田欣等，%&&%）得到的结论有较大差别，并且 ’()*+,-. 等（"//0）和 $12.(3 等

（"//4）基于 "#$ 序列对菖蒲属的分析结论也不尽相同（其中 $12.(3 等，"//4 中的 "#$ 序列

存疑），此外，5(6 等（"///）对 "&0 种基部被子植物和裸子植物 0 个 7’8 序列综合分析

中又缺乏 " 个单独的基于 "#$ 序列对菖蒲科系统位置的分析。因此有必要考虑更多的单子

叶植物及其可能的近缘类群，根据 9,-:;-* 数据库中下载的 !"#! 和 "#$ 两个基因片段进行

了序列分析，进一步探讨了菖蒲科的系统位置。

! 材料与方法

!"! 材料

所有材料均从原产地采集并栽培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园内，凭证标本存放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

研究所标本馆（<=’）内。各类群 >?$ 序列已送 9,-:;-*（表 "）。主要根据 "#$ 和 !"#! 序列对菖蒲科的系

统位置进行了探讨，所有的 "#$ 和 !"#! 序列均来自 9,-:;-*，其中菖蒲（$ @ #%&%’()）的 "#$ 序列是 5(6
等（"///）重新测定的（表 %）。

表 ! 菖蒲科及其外类群材料来源和 #$% &’()*(+ 序列号

?;A2, " B+(C(- 1D E;.,+(;23 ;-F .G, 9,-:;-* ;)),33(1- -6EA,+3 1D >?$ 3,H6,-),3 1D .G, 8+;),;,I

$J,)(,3
KG+1E131E,

’6EA,+
B+(C(- 1D E;.,+(;23 ;-F L16)G,+3

9,-:;-*

8)),33(1- ’1I（>?$）
$ @ #%&%’()（7!） %- M NO M NN 7;2(，P6--;-，&4///Q%R
$ @ #%&%’()（S:） %- M QO M QQ S(3G6;-CA;--;，P6--;-，&4///Q%% 8T%&/4#N
$ @ #%&%’()（U7） %- M NO M NN UG1-CF(;-，P6--;-，&4///""0
$ @ #%&%’()（V$） %- M QO M QQ V,-3G;-，P6--;-，&4///N"0
$ @ *%*%!+,-.++ %- M %O M %Q W;2(J1，P6--;-，KG,- "R% 8T%&/4#0
$ @ /!%’+,0() %- M %O M %Q X(-J(-C，P6--;-，KG,- &Q0 8TQN##%&
$ @ *%*%!+,-.++ Y;+ I Z <6-E(-C，P6--;-，KG,- /#""0 8TQN##"#

1&%2-3’%!/+,%*()
$&+)’% 4&%,*%/-3%5(%*+#% Z Z 8X&"%%/"

表 , 菖蒲科和相关类群的 !-% 和 !"#. &’()*(+ 序列号

?;A2, % "#$ ;-F !"#! 3,H6,-),3 1D .G, 8)1+;),;, ;-F 3,2,).,F +,2;.,F .;O; ;-F .G,(+ 9,-:;-* ;)),33(1- -6EA,+3I

?;O1- 9,-:;-* ;)),33(1- ’1I 1D "#$ 9,-:;-* ;)),33(1- ’1I 1D !"#!
$#-!() /!%’+,0() 8T"/40#Q 7%##NN
$#-!() #%&%’() 7%##N0
6!+/&-#7+, ’%!+*+’(’ 8T"/40#N =#&4"Q
84%!/%,+(’ 0(!9#%!4(’ !%QQ"/
$&+)’% 4&%,*%/-3%5(%*+#% 8T"/40#0 !&#40/
8%/+**%!+% *!+1-&+% 7%/4#" !&#4N4
$!+)*-&-#7+% /+/%,*0% W#%N#%
$!+)*-&-#7+% ’%#!-479&&% !"%NR&
$)%!(’ #%,%:0,)0 !%Q&QR
8%!(’% 70,!9+ !%QQ"4 !"%NNQ
;-(**(9,+% #-!:%*% !%Q"Q4 !&#4N%
8%(!(!() #7+,0,)+) 7%/4#%
8%(!(!() #0!,(() !&#4N#
<040!-’+% )0!40,) !%QQ""
<040!-’+% 3JI !"%NN"
=9’47%0% *("0!-)% !%QQ&Q
>0!%*-479&&(’ :0’0!)(’ 7#0R&& W44&R&
<-*%’-/0*-, !-""+,)++ =#&4%0
?0’,% 3JI W/"NR&
84%*7+479&&(’ #&020&%,:++ 8X&&0N%N
@!-,*+(’ %5(%*+#(’ 8X&&0NR%
84%!/%,+(’ 3JI W/"NRR
=9’47%0% -:-!%*% W44&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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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 植物总 $%&提取 所有材料为野外采集用硅胶干燥的嫩叶或植物园盆栽的新鲜嫩叶，采用稍加修改的

’(&) 法提取样品的总 $%&（$*+,- 等，!./0），并用琼脂糖电泳和紫外分光光度计检测总 $%&的质量和浓度。

!"#"# 1(2 区片段的 3’4 扩增与纯化 用于 3’4 扩增的引物为 1(25 和 1(26（789:- 等，!..;），扩增反应

程序为 .0<，# =9> ；.5<，! =9>，6;<，! =9>，0#<，! =9>，?; 个循环；0#<延伸 0 =9>。扩增产物用

柱式 3’4 产物纯化试剂盒（华舜公司）纯化。

!"#"? 序列测定 所有 1(2 序列均在 &)1 @ ?!; 型自动测序仪上完成。采用测序试剂为 &)1 公司的 )9A$+-
测序试剂盒，并根据说明书推荐的标准程序进行测序反应，测序反应的引物同扩增引物。!/2 和 !"#B 序

列均从 C->)D>E 下载（表 #）。

!"#"5 数据处理 采用 $%&2(&4 软件包对所测序列和从 C->)D>E 下载的序列进行排序和校对后，再用

3&F3 5";G/ 软件（2H*II*JK 等，#;;!）进行分支分析，采用最大简约法（=DL9=M= NDJO9=*>+ =-:8*K）获得

最大简约系统树；应用自展法（G**:O:JDN）检验系统树，自展次数为 ! ;;; 次。

# 结果

#"! 基于 !"#$ 和 !%& 两个基因片段对菖蒲科系统位置的再分析

本文利用 P9M 等（!...）重新测序的菖蒲属的 !/2 基因片段，以菖蒲属为核心，并加入

更多的单子叶植物和可能的近缘类群，用 !"#B 和 !/2 两个基因片段进行了序列分析，得到

的 !/2 分子系统树和 !"#B 分子系统树见图 ! 和图 #。两个基因的系统树都表明菖蒲属与单子

叶植物中的水麦冬属（$!%&’(#)%* ）、黑三棱属（ +,-!&-*%./）、泽泻属（0’%1/-）和慈姑属

（+-&%22-!%-）的关系较近。在 !"#B 系统树中，菖蒲属是所有其它所选的 / 个单子叶植物属的

姐妹群，但自展数据支持率不高（Q!R）。在 !/2 系统树中，整个系统树的支持率均较低，

菖蒲属与水麦冬属（$!%&’(#)%*）构成一个支持率不高的单系（Q!R），其枝长为 ?!。

#"# 菖蒲属的 ’(& 序列的分析

不同染色体倍性的菖蒲（0 " #-’-/.1）的 1(2 序列完全一样。所测的菖蒲科 ? 种 ! 个变种

/ 个样本的 1(2 序列（含 1(2! 和 1(2#）长度都在 6Q; S 6/5 GN 之间。在外类群的选择上，我们

逐一以石柑属、泽泻属、三白草属（+-.!.!.1）和金鱼藻属（34!-2(,)5’’./）为外类群运用

3&F35";G 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选取上述植物中的任意一种做外类群都不会影响菖蒲科

内部的系统学关系，因此我们选择了其中与菖蒲属遗传距离最近的泽泻属作为外类群对菖蒲

科进行系统发育分析。结果（图 ?）表明，菖蒲科是一个自然的单系类群；叶片具有中肋的

菖蒲（0 " #-’-/.1）的 5 个不同倍性的居群构成一个多歧分支（!;;R，为数据自展支持率，

下同），该分支是所有没有中肋的类群的姐妹群。在叶片无中肋的 ? 个分类群中构成 ! 个得

到强烈支持的分支（!;;R），其中金边菖蒲（石菖蒲的变种）与金钱蒲的亲缘关系更近

（!;;R），两者共同构成石菖蒲的姐妹群。

) 讨论

)"! 菖蒲科的系统位置

$MTD,, 等（!..?D，G）主要根据 !"#B 序列分析提出了菖蒲科可能是整个单子叶植物最为

古老的类群的观点。在稍后的基于 !"#B 和 !/2 的比较分析中，%9UEJ->: 等（!..6）对菖蒲属

的系统位置认识不尽相同。在 !"#B 分子系统树中菖蒲属和其它单子叶植物没有构成一个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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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可能与菖蒲科近缘的 !" 个类群的 !#$ 最简约系统树。

虚线表示在严格一致树中得不到支持的分支。分支以上的

数字为各分支的枝长；分支以下的数字为各分支的自展数

据支持率。! 表示外类群。

%&’( ! )*+ ,- ./+ ./0++ 1,2. 3402&1,*&,52 .0++2 ,- !" 64247 .484

642+9 ,* ./+ !#$ 2+:5+*;+2，<&./ ’432 .0+4.+9 42 1&22&*’ 94.4(
（=0++ 7+*’./ > ?@?，AB > CDE@FC，GB > CD?F!F）( H,..+9 7&*+2

&*9&;4.&*’ ./4. ./+ 604*;/+2 14I ;,77432+ &* ./+ 2.0&;. ;,*2+*252

.0++( =0++ 7+*’./ > ?@?，AB > CDE@FC，GB > CD?F!F( J475+2 46,K+

604*;/+2 40+ 604*;/ 7+*’./( =/,2+ 6+7,< 604*;/+2 40+ 6,,.2.043

2533,0.2( L2.+0&2M（!）&*9&;4.+2 ,5.’0,53(

图 F 可能与菖蒲科近缘的 !N 个类群的 !"#O 基因序列最简

约系统树。数字为各分支的自展数据支持率。!表示外类

群。

%&’( F =/+ 2.0&;. ;,*2+*252 .0++ ,- ./+ ./0++ 1,2. 3402&1,*&,52

.0++2 ,- !N 64247 .484 642+9 ,* ./+ !"#O ’+*+ 2+:5+*;+2 <&./ ’432

.0+4.+9 42 1&22&*’ 94.4(（=0++ 7+*’./ > NPE，AB > CD@?E@，GB >

CD??!F）( J475+2 46,K+ 604*;/+2 40+ 6,,.2.043 2533,0.2 -,0 ./+

;749+2( L2.+0&2M（!）&*9&;4.+2 ,5.’0,53(

系类群，而和蕺菜属（$%&’’&()*+）、草胡椒属（,-.-!%/*+）、细辛属（01+!&/）、马蹄香属

（2+!&/+）、马兜铃属（0!*1’%3%#4*+）等古草本类以及木兰亚纲的 5!*/(1 构成了单系；在 !#$
基因的系统树中，菖蒲属未与其它单子叶植物构成单系类群，反而成了除单子叶植物外的其

余被子植物的姐妹群，但数据自展支持率低于 @CQ。$,7.&2 等（!PPN）根据核 HRL !#$ 序列

的分析提出菖蒲属可能是除了一些基部被子植物包括八角科、五味子科、L52.0,64&7+I4;+4+、
L16,0+774;+4+、睡莲科和胡椒目等之外的所有被子植物的姐妹群。LST（!PP#）将菖蒲科独立

成目，该 目 置 于 单 子 叶 植 物 类 的 第 一 个 目，但 置 于 该 目 之 前 的 尚 有 A,02&4;+4+、
U43,*,7&0&4;+4+、纳茜菜科 R40./+;&4;+4+，樱井草科 S+.0,24K&4;+4+ 和霉草科 =0&50&94;+4+ 等 @ 个孤

立的科。V4./+<2 等（!PPP）从 SWXL 和 SWXA 两个基因片段的分子系统树认为菖蒲属与天南

星科的浮萍属（6-//+）以及泽泻科的慈姑属（2+7*’’+!*+）构成了单系类群。Y&5 等（!PPP）

对基部被子植物和裸子植物的 E" 科 !C" 属 !C@ 种的线粒体基因（+’.! 和 /+’G），质体基因

（+’.Z 和 !"#O）和核基因（!#$）共 @ 个 HRL 序列综合进行了系统学分析，结果表明，菖蒲

属仍 与 其 它 单 子 叶 植 物，即 薯 蓣 属（ 5*%1#%!-+）、天 门 冬 属（ 01.+!+7&1）、眼 子 菜 属

（,%’+/%7-’%)）、水麦冬属（ 8!*73%#4*) ）、泽泻属（ 03*1/+）、9!%)’*&/、 2.+’4*.4(33&/、,3--+
和岩菖蒲属（8%:*-3;*+ ）构成 ! 个单系类群。V4./+<2 等（!PPP）根据两个光敏色素基因

SWXL 和 SWXA 对也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菖蒲属与慈姑属和浮萍属一起构成了单系类群。

本文通过质体基因（!"#O）和核基因（!#$）序列的分析，再次印证了“菖蒲假说”的

提出者 H5K477（FCC!）的观点，即菖蒲科是否为单子叶植物中最古老的类群还需要有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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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菖蒲科植物 "#$ 序列所构建的最

简约系统树。各分支上方数字为的自

展数据支持率，下方数字为枝长。

!表示外类群。

%&’( ! #)* +,-&., ./0+*0+1+ ,-** /2 ,)*

3/+, 45-+&3/0&/1+ ,-**+ /2 6./-5.*5* 75+*8

/0 ,)* "#$ +*91*0.*+ :&,) ’54+ ,-*5,*8 5+

3&++&0’ 85,5( #-** ;*0’,) < !!=，>" <

?@=AB!， C" < ?@=!?B( D5;1*+ 57/E*

7-50.)*+ 5-* 7//,+,-54 +144/-,+ 2/- ,)*

.;58*+，7*;/: 5-* 7-50.) ;*0’,)( 6+,*-&+F
（!）&08&.5,*+ /1,’-/14(

证据，但可以确认的是菖蒲属不是天南星科的成员。

从所测的菖蒲科 ! 种 G 个变种 A 个样本的 "#$ 序列与

可能的近缘类群的比较来看，本科的 "#$ 序列较一般被

子植物的 "#$ 区序列要长（屈良鹄等，G===），也比本次

研究 最 初 选 定 的 外 类 群 天 南 星 科 石 柑 属 （ !"#$"%
&’(’)%’*）的 "#$ 序列（!!H 74）长很多，说明该片段在

菖蒲科与天南星科之间长度差异很大，这进一步说明了

两科在系统发育上分歧较早。

!"# 菖蒲属内种间关系

基于 "#$ 序列构建的系统树（图 !）可以看出，菖蒲

科是一个自然的单系类群，并且叶片具有中肋的菖蒲

（+ @ ,’(’-.%）是所有没有中肋类群的姐妹群。其中金边

菖蒲（石菖蒲的变种）与金钱蒲的亲缘关系更近，且与

石菖蒲构成一个单系类群。"#$ 是 0-IJ6（核糖体 IJ6）

片段，而 0-IJ6 能为网状进化提供直接证据。在对测序

结 果 进 行 分 析 的 同 时，我 们 发 现 具 有 中 肋 的 菖 蒲

（+ @ ,’(’-.%）不同染色体倍性（四倍体和六倍体）植株的 "#$ 序列没有发生碱基变异，这说

明当该种的不同居群在染色体加倍时，它们的核 IJ6 序列可能没有发生变化。因而，导

致这两个倍性的居群之间 "#$ 序列的完全一致。这个结果可能也表明菖蒲科是一个古老

的、系统位置较孤立的类群。在基于 "#$ 建立的系统树中，金边菖蒲（石菖蒲的变种）与

金钱蒲的较为近缘的关系，以及该变种与石菖蒲相对较为疏远的关系，与传统分类的处理

有所不同。我们试图从菖蒲属 "#$ 序列的种（含变种）间差异值进行了一个比较。该属现

被一般承认的种和变种间差异值最小为 G@?KL，最大为 A@AHL（表 !），这一范围大体在

屈良鹄等（G===）提出的“被子植物大多数科属其 "#$ 序列的种间差异值为 G@BL M
G?@BL”的指标之内，比竹亚科的筱竹属复合群大很多（N1/ 等，B??G），这似乎表明菖蒲

属种（含变种）间差异相对较大，种间甚至在现在认可的变种间有较大的遗传距离，该属

分成 B 个种可能不大合适，有待于更为广泛的取样和其它学科资料的佐证。

表 ! 菖蒲科及外类群植物 $%& 区序列距离矩阵，对角线下为绝对距离，对角线上为校正后的 ’()*值。

#57;* ! O5&-:&+* ’*0*,&. 8&+,50.*+ 7*,:**0 3*37*-+ /2 ,)* +,"/.% 508 +(0%-’ 75+*8 /0 ,)* "#$ +*91*0.*+( 67/E* 8&5’/05;：

P*50 .)5-5.,*- 8&22*-*0.*+（58Q1+,*8 2/- 3&++&0’ 85,5）；R*;/: 8&5’/05;：#/,5; .)5-5.,*- 8&22*-*0.*+

G B ! S T H K A
G +(0%-’ U ?@T?GAT ?@T?GAT ?@T?GAT ?@TG=GH ?@TG=KK ?@T?GAT ?@TBS=?
B + @ ,’(’-.% VR BKB U ?@????? ?@????? ?@?AG!K ?@?ABB= ?@????? ?@?AAHG
! + @ ,’(’-.% IW BKB ? U ?@????? ?@?AG!K ?@?ABB= ?@????? ?@?AAHG
S + @ ,’(’-.% XI BKB ? ? U ?@?AG!K ?@?ABB= ?@????? ?@?AAHG
T + @ #’#’/0)"100 E5-(

2(’3"4-’/50)’#.% BKG ST ST ST U ?@?TBTS ?@?AG!K ?@?G?KG
H + @ #’#’/0)"100 BKH SH SH SH B= U ?@?ABB= ?@?THGH
K + @ ,’(’-.% Y$ BKB ? ? ? ST SH U ?@?AAHG
A + @ 5/’-0)*.% BKS S= S= S= H !G S= U

S?K 云 南 植 物 研 究 BS 卷



〔参 考 文 献〕

!"#（$%& !’()*+,&-. ,%/0*(&’/ #-*1,），23345 !’ 6-7)’80 908++):)98:)*’ :*- ;%& <8.)0)&+ *: <0*1&-)’( ,08’;+［=］5 !"" #$%%&’($ )&*

+,(-，!"：>?2—>>?

@%8+& AB，C*0;)+ DE，60.+;&87 F#， .* ,/，233?5 "%/0*(&’&;)9+ *: +&&7 ,08’;+：8’ 8’80/+)+ *: ’G90&*;)7& +&HG&’9&+ :-*. ;%& ,08+;)7

(&’& (01I［=］5 !"" #$%%&2($ )&* +,(-，!#：>J4—>4K

@-*’HG)+; !，2342 5 !’ L’;&-(-8;&7 C/+;&. *: @08++):)98;)*’ *: <0*1&-)’( "08’;+［A］5 M&1 N*-O：@*0G.P)8 Q’)R&-+);/ "-&++

D8%0(-&’ FA$，@0)::*-7 S$，N&* "<，234>5 $%& <8.)0)&+ *: ;%& A*’*9*;/0&7*’+：C;-G9;G-&，ER*0G;)*’ 8’7 $8T*’*./［A］5 U&-0)’：

C,-)’(&-VW&-08(

D*/0& ==，D*/0& =X，234Y5 ! -8,)7 DM! )+*08;)*’ ,-*9&7G-& :*- +.800 HG8’;);)&+ *: :-&+% 0&8: ;)++G&［=］5 345*&14.6 )2//，$%：22—2>

DGR800 AF，I&8-’ #S =-，233?85 "%/0*(&’&;)9 8’80/+)+ *: (01I +&HG&’9&+ )7&’;):)&+ !1&(2% 1,/,62% 8+ ;%& ,-).80 &T;8’; .*’*9*;/0&7*’
［=］5 3(&1 7,*/ !1,- 81$ 98!，%#：Z[Z2—Z[ZZ

DGR800 AF，@%8+& AB，C*0;)+ DE， .* ,/，233?P5 ! ,%/0*(&’/ *: +&&7 ,08’;+ -&+G0;)’( :-*. 8’80/+)+ *: DM! +&HG&’9& R8-)8;)*’ 8.*’(

;%& (01I 0*9) *: Z33 +,&9)&+ 1);% ,8-;)9G08- &.,%8+)+ *’ 800)8’9&+ 8.*’( .*’*9*;/0&7*’+5 L’：S*9% " &75 ET,&-).&’;80 8’7

A*0&9G08- !,,-*89%&+ ;* "08’; U)*+/+;&.8;)9+［A］5 C; 5 I*G)+：A)++*G-) U*;8’)9 #8-7&’5 JY—ZK

DGR800 AF，JKK25 !’ 8’8;*.)980 +;G7/ *: 8’;%&- 7&R&0*,.&’; )’ !1&(2% I5：,%/0*(&’&;)9 ).,0)98;)*’+［=］5 3/ 85%* :;&/，&&!：

2Z?—2>J

#G* X%&’VSG8，@%&’ N*’(VN8’，I) D&VX%G， .* ,/，JKK25 ! +;G7/ *’ (&’&;)9 R8-)8;)*’ 8’7 &R*0G;)*’ *: 80,)’& P8.P**+（"*89&8&，

U8.PG+*)7&8&）G+)’( DM! +&HG&’9)’(［=］5 < 3/,"* =.%，$$’：?2>—?JJ

#-8/G. AS，234Y5 ! +G..8-/ *: &R)7&’9& 8’7 8-(G.&’;+ +G,,*-;)’( ;%& -&.*R80 *: !1&(2% :-*. ;%& !-89&8&［=］5 >,?&"，()：YJ?—

YJ3

#-8/G. AS，233K 5 ER*0G;)*’ 8’7 ,%/0*(&’/ *: ;%& !-89&8&［=］5 !"" #$%%&2($ )&* +,(-，**：[J4—[Y3

\GP);]O) \（ &7），2334 5 $%& :8.)0)&+ 8’7 (&’&-8 *: R8+9G08- ,08’;+， LW：<0*1&-)’( "08’;+5 A*’*9*;/0&7*’+ !0)+.8;8’8& 8’7

@*..&0)’8’8&（&T9&,; #-8.)’&8&）［A］5 U&-0)’：C,-)’(&-VW&-08(

I) S（李恒），23Y3 5 !-89&8&，<0*-8 F&),GP0)98& "*-G08+)+ C)’)98&（中国植物志）［A］5 U&)^)’(：C9)&’9& "-&++，$(（J）：Z—3

A8;%&1+ C，D*’*(%G& A=，23335 $%& -**; *: 8’()*+,&-. ,%/0*(&’/ )’:&--&7 :-*. 7G,0)98;& ,%/;*9%-*.& (&’&+［=］5 81$."1.，&!)：

3ZY—3>K

A8/* C=，U*(’&- =，U*/9& "@，233Y5 $%& #&’&-8 *: !-89&8&［A］5 U&0()G.：;%& EG-*,&8’ Q’)*’ P/ @*’;)’&’;80 "-)’;)’(

M)9O-&’; DI，C*0;)+ DE，233> 5 ! 9*.,8-)+*’ *: 8’()*+,&-. ,%/0*(&’)&+ :-*. ’G0&8- 24C -DM! 8’7 -P9I +&HG&’9&+［=］5 !"" #$%%&2($

)&* +,(-，!&：JK4—J?Z

6%1) =，23>[ 5 <0*-8 *: =8,8’［A］5 $*O/*：C%)PG’7*，23>[

_)G NI，I&& =，_G87-*’) <U，2333 5 $%& &8-0)&+; 8’()*+,&-.+：&R)7&’9& :-*. .);*9%*’7-)80，,08+;)7 8’7 ’G90&8- (&’*.&+［ =］5

7,*2(.，’#&：ZKZ—ZKY

_G IS（屈良鹄），@%&’ N_（陈 月 琴），23335 \&/ ;* .*0&9G08- ;8T*’*./—,-)’9),0&+ 8’7 .&;%*7+［=］5 !1*, 81$ 7,* 9"$;

82"5,*%."$（中山大学学报），(!（2）：2—[

C*0;)+ DE，C*0;)+ "C，M)9O-&’; DI， .* ,/，233Y5 !’()*+,&-. ,%/0*(&’/ )’:&--&7 :-*. 24C -)P*+*.80 DM! +&HG&’9&+［=］5 !""

#$%%&2($ )&* +,(-，!’：2—Z3

C;&R&’+*’ DB，D8R)+ =L，<-&G7&’+;&)’ =W， .* ,/，JKKK5 ! ,%/0*(&’&;)9 8’80/+)+ *: ;%& .*’*9*;/0&7*’+ P8+&7 *’ .*-,%*0*()980 8’7

.*0&9G08- 9%8-89;&- +&;+ 1);% 9*..&’;+ *’ ;%& ,089&.&’; *: !1&(2% 8’7 S/78;&0089&8&5 L’ B)0+*’ \ I，A*--)+*’ D !（&7+5）5

A*’*9*;/0&7*’+：C/+;&.8;)9+ 8’7 ER*0G;)*’［A］5 @CLF6，A&0P*G-’&，2Y—JZ

C1*::*-7 DI，JKK2 5 "!Q"："%/0*(&’&;)9 8’80/+)+ G+)’( ,8-+).*’/，R&- 5 Z‘KP4［F］5 C)’8G&-，!++)9)8;&+，A8++89%G+&;;+，QC!

$8O%;8^8’ !，233Y 5 D)R&-+);/ 8’7 @08++):)98;)*’ *: <0*1&-)’( "08’;+［A］5 M&1 N*-O：@*0G.P)8 Q’)R "-&++

$)8’ a（田欣），I) DX（李德铢），JKKJ5 !,,0)98;)*’ *: DM! +&HG&’9&+ )’ ,08’; ,%/0*(&’&;)9 +;G7/［=］5 !1*, )&* @2"","（云南

植物研究），&’（J）：2YK—24Z

B8’( S（王红），I) BI（李文丽），#G X=（顾志建）， .* ,/，JKK2 5 @/;*0*()980 +;G7/ *’ !1&(2% I5 )’ +*G;%1&+;&-’ @%)’8，1);%

>KY[ 期 陈永燕等：基于三个 DM! 片段讨论菖蒲科的分子系统学



!"#$ %&’"($"()*+,-%*. /"’$! "/ ! 0 "#$#%&’［1］2 !"(# )*( +,-（植物学报），!"（3）：453—456

7,-’$ 81，9):/! 8，;$$ <， .( #$，=>>?2 @#+.-A-%*’-"/ */B B-)$%’ !$C:$/%-/( "A A:/(*. )-D"!"#*. EF@ ($/$! A") +,&."($/$’-%!2 G//-!

H，I$.A*/B J，</-/!K& 1，7,-’$ 82 LME L)"’"%".!：@ I:-B$ ’" H$’,"B! */B @++.-%*’-"/［H］2 <*/ J-$("：@%*B$#-% L)$!!，

4=5—4N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十一届亚洲药用植物、香料及其它天然产物学术大会

征文通知

由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南亚天然产物化

学地区性网络组织共同举办的第十一届亚洲药用植物、香料及其它天然产物学术大会将于 N??4 年 =? 月

NO P 4= 日在云南省昆明市召开。本次大会是该会在中国第一次举办，其组委会和国内顾问委员会已有十

一位相关领域的两院院士加盟，组委会主席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周俊院士，国内顾问委员会主

席是中国科学院陈竺副院长（院士）。届时将邀请国内外权威学者做大会报告，在此组委会诚邀所有感

兴趣的国内外相关学者和各界人士积极投稿、参加。

大会背景和主题

亚洲药用植物、香料及其它天然产物学术大会（@<QHL<）开始举办时规模较小，它于 =>R? 年在瑞

典的 S-// <*/BD$)( 教授和国际科学基金会（GS<）的大力倡导下在巴基斯坦的白沙瓦（L$!,*T*)）举行了

第一届，现在它已经成为以天然产物研究为重点的一个重要的国际系列性大会。到目前为止，@<QHL< 会

议已经成功地举办了十届，它们分别是：第二届于 =>R3 年在斯里兰卡的康提（U*/B&），第三届于 =>OO 年在

斯里兰卡的科伦坡（M"."#D"），第四届于 =>6? 年在泰国的曼谷（9*/(K"K），第五届于 =>63 年在韩国的汉城

（<$":.），第六届于 =>6> 年在印度尼西亚的 9:/B:/(，第七届于 =>>N 年在菲律宾的马尼拉（H*/-.*），第八届

于 =>>3 年在马来西亚的 H$.*K*，第九届于 =>>6 年在越南的河内（V*/"-），第十届于 N??? 年 == 月 => P N4 日

在孟加拉国的达卡（J,*K*）。现在参加该会议的不仅有亚洲科学家，还有许多的欧美学者，@<QHL< 会议

讨论的主题也延伸到了生物医学科学的相关领域。本届大会的主题为植物资源、化学、药品与健康。

征文范围

=、植物资源：药用植物、有毒植物、经济植物、民族植物及其可持续利用。

N、植物化学：化学成分提取分离与结构鉴定，活性成分结构修饰与合成，生物合成与生物技术，植物

化学新观点、新方法与新技术，化学分类学和化学生态学。

4、药 物：生物活性，生物活性检测技术，药理学与新药发现。

征文要求

来稿请作者注明其论文要求参与交流的方式（包括口头或墙报），同时还须注明其论文所涉及的征

文范围（包括植物资源、植物化学、药物）。论文摘要限白色清晰的 @3 版面 = P N 页，其上、下、左、右

间距分别为 30?、N05、N05、N0? %#，并请在报告人名字下加下划线。请将打印件和磁盘一并交到组委会

秘书处。同时非常欢迎以电子邮件递交论文摘要。

截稿日期：N??4 年 R 月 4? 日。

会议语言和交流方式

第十一届亚洲药用植物、香料及其它天然产物学术大会使用语言为英语。报告分大会邀请报告、分

组邀请报告、分组报告和墙报。

〔下转 O4N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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