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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桐科梅蓝的研究兼论属的系统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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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梅蓝(Melhania hammoniana Wal1．)是梅蓝属在中国的唯一代表，仅限于云南元江于 

热河谷一个极为有限的区域内；国外也问断出现于缅甸中部伊洛瓦底江河谷 梅蓝在形态 

特征和分布上是属内一个特殊的种类。梅蓝种子小，长 1．5—2 5ram，子叶折扇状，2深 

裂：外种皮 4--5层细胞厚，最外 1—2层细胞显著伸长、变大，内种皮 4—5层细胞厚：背 

腹叶．中脉维管束 2束，叶柄维管柬 1束，圆形；气孔限于下表皮，气孔器为不等细胞 

型：术材管孔大小不均匀，由 2或更多管孔组成复管孔，术薄壁组织极少：射线异型 

(Kribs IIB)，具瓦形细胞；体细胞染色体数 60，属小型染色体；花粉粒球形，64．7× 

62 7,um，2—1孔．外壁具剌 根据梅蓝及本属的其它资料．与梧桐科和锦葵科相关类群比 

较，除外部形态的个别特征以外，梅蓝属的外部形态、解剖、花粉形态及染色体基数等综 

合特征支持梅蓝属应该保留在梧桐科 Dombcyeae族，不宜移 

关键词 量堡 解剖；花粉形态；染色体：属的系统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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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 elh hatm'ltoniana W al1．is distributed in extremely limited dry and hot areas 

ofYuanjiang River(Red River)valley in Yunnan and Irrawaddy River valley in Burma Its 

distribution pattern is of interest for further floristic and original study．The system atic posi— 

tion of the genus M elhania Forsk．has been debatable．It is traditionally placed  in the 

Sterculiaceae,but recently some systeraatists(e．g．，Airy Shaw,etc)considering that its 

familial p1~ ment may be put in the Malvaceae The morphology，anatomy of leaf,petiole． 

wood and seed coat ofM  ham iltoniana W al1．were investigated ．The chromosorlle number of 

2n=60 for this species is reported for the first time．The pollen grain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light microscopy and scanning elec~on microscopy．As a result，the anatomical，cytolo~cal 

and palynologi~l de*criptions are presented ．A number of characters，such as axll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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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eme tlI 3—4(5)flowers，tl1c xerogIhytic habitat，the occurrence of tile cells in the wood 

rays，imply that this species probably is a relatively isolated Oile in M elhania 

Comparisons with related taxa in the M alvaeeae and in the Stemuliaceae have been 

made in order to ascertain the affmity of the genus M elhania W ich regard to gross 

morphology，its ditheeal anthers，2- pardte cotyledons，5 stamens with 5 staminodes and the 

fusion of stamens and staminodcs at the base，mcall the Dombeyeae of the Stere山iacen e．but 

the 3 large，persistent epicalyces roeall the M alvaeeae．The anatom ical st mure ofpe tiole， 

wood and s∞d coat resembles that of ce1 n Stemuliaeeae but difiers from that of the 

M alvaoeae in a number of characteristics，such as the arrangtanen t of pe tioLar vascular bun． 

dies，the pattern of wood  pore groups，the size of po res，the ray types，and the thickness of 

seed coat，etc．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first reported chromosome number 2n=60 and 

the formerly reported num ber n=30．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basic chromosome num ber of 

M elhania be x= 10．This basic chromosome nnmbe t is accordant with the main basic 

chromosome number of the Stereuliaceae but ditTerem from the Mal"~acea~ with basic 

chromosome num ber x=7，13 or l】一 20．Furthermore，pollen grains ofMelhania，which are 

spheroidal，3一 (1卜porate，witlI spiny exine，are almost identical with those of the 

Dombe yeae of the Sterealiaee ae but disagreed  tlI those of the M alvaeeae in aperture hum- 

bers． 

Conclusively the placement of the ge nus M elhania Forsk．in the SterculLaceae is sup- 

po rted  by the data from the grounds of gross morphology，anatomy，cytology and 

palynology． 

Key words M elhania hamiltoniana；Anatomy~Pollen morphology；Chromosome numberl 

Systematic position of the genus 

梅蓝属 Melhania Forsk是梧桐科中一个 中等大小的属，约 60种，主要分布于非 

洲，少数种类可分布至印度、澳大利亚(?) ；梅蓝 M．hamdtonianaWall，是这一属在 

中国的唯一代表，局限于云南元江干热河谷一个非常有限的区域，同时也间断出现于缅 

甸中部伊洛瓦底江河谷少数地区 梅蓝的花序为腋生总状花序，3—4(5)朵花着 

生于花序上部，与属内其余种类的单花或 卜一3花相比显得较为特殊；其分布格局和生 

境也引起笔者的兴趣。在梅蓝属内，各方面的研究均很少，本文的研究既增加本属的基 

本资料，也希望能为以后解决梅蓝形态．分布和生境的特殊性，阐明属的起源、散布和 

现代分布格局的形成提供一些线索，并试图对属的系统位置进行探讨。 

材料和方法 

实验材料采自云南元江，凭证标本 (唐亚 1027)存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标 

本馆。 

解剖方法均为常规制片方法。叶 叶柄切片厚度 lO— l2 m，番红固绿对染；木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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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片厚度 lO一 12tzm，种皮切片厚度 8— 12胂1，均番红染色；叶表皮取 白经 10％次氯 

酸钠溶液处理的叶片，番红染色；染色体材料取 自常温条件下种子萌发的根尖，经对二 

氯苯饱和水溶液处理 l小时，2％醋酸地衣红染色，常规压片；光学显微镜观察的花粉 

经 G．Erdtman醋酸酐分解法处理，甘油胶封片，扫描电镜观察的花粉未经处理，直接 

喷金镀膜观察。所有永久制片均用加拿大树胶封片。观察和照相均在 Olympus显微镜 

上完成。 

结 果 

1．叶解剖 

背腹叶：栅栏组织一层或在某些部位二层细胞，海棉组织细胞近圆形；叶肉组织中 

具多的星状晶簇，偶尔可见菱形晶体；粘液细胞位于叶肉组织中，少；中脉维管束 2 

束，近基一束小，远基一束大，稍弯曲，在韧皮部薄壁细胞中具多数不规则晶体和少数 

菱形晶体，两束维管束之间晶体少；叶柄维管束圆形，在韧皮部具多而不规则的晶体和 

少数菱形或其它形状的晶体，髓部薄壁细胞中具细胞内含物 (图版 I：4—7) 叶表皮 

细胞多为 4—5边形，近等径，边微波状；气孔器限于下表皮，不等细胞型 (图 1： 

l1。 

2．术材解剖 

管孔大小不均匀，在横切 面上呈圆形或近椭圆形 ；管孔直径 38—7O m，平均 

48／an，多为复管孔，由2至几个管孔组成径列管孔链或成管孔团，少数为单管孔；管 

孔数量多，每平方毫米平均 105个”；导管分子长 163---367#m，平均281tan，两端具 

很短的尾部，但有时尾部亦较长；导管具单穿孔板，穿孔多为圆形；导管间纹孔互列， 

小而较密集，有时横长而较大，导管底壁倾斜约30。；导管射线间纹孔与导管间纹孔 

相同；导管内具内含物，着色较浅；木薄壁组织极少；射线异型 (Kribs IIB)，两种宽 

度，单列射线多数，多列射线 2—3细胞宽，偶 4或更多细胞宽，高达 8O细胞，多为 

30细胞左右高，射线细胞有时具深色颗粒；瓦形细胞多而明显；木纤维壁较薄，主要 

为韧型纤维 (图版 I：l一3)。 

3．种子形态和种皮结构 

种子褐色，卵状圆锥形，长 1．5—2．5mm。胚大，胚乳 丰富，子叶折扇状，2深 

裂，几达基部，裂片条形。 

在扫描电子显微镜下，种子表面细胞排列比较规则，近等径，边近垂直 (图版Ⅱ ： 

9_一lO1。 

外种皮4—5层细胞厚，最外 l一2层细胞极度伸长、变大，最内一层细胞排列比较 

规则，大小比较一致，具方形或菱形晶体，有时在次外一层亦有少数，外表皮表面常有 

分泌状物质；内种皮 4—5层细胞，最外一层栅栏状 (马氏细胞)，在中部有排列近规则 

的点 (亮点)，向内几层排列不甚规则，常被挤压变形 (图 l：2)。 

1)标准采用唐橱，木材解剖基础+西南#学 院．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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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染色体数 目 

根据根尖细胞的实 

验结果，体细胞染色体 

数 2n=60，属 于小型 

染色体 (图版 Ⅱ ：5)。 

5．花粉形态 

花粉粒球形或近球 

形 ．直 径(52．}-80．0) 

64．7×62．7(52．5—77 5) 

／tin；具 2一l孔，少见 

3孔 ，孔 径 7．5— 8．8 

邶d，偶尔也见 不完整 

的沟：外壁具刺，刺长 

6．3— 12．5／tm，当镜筒 

下移时可见刺问表面具 

多而明显的颗粒：外壁 

分层不明显。 

在扫描电子显微镜 

下， 花粉表 面具 不规 

则、近等大的六网状纹 

饰，刺表面平滑 (图版 

Ⅱ ：1—4)。 

6|幼苗特征 

圈 I 棒蓝的种皮结掏 叶下表皮和幼苗图 

1种皮钻构{横切)1 x 267；2叶下表皮，示气孔、 x 213；3幼苗 

Fig I Seed coat，lower epidermis and seedlingofM ．hamihoniana 

I Cross section ofseed  coati x 267；2 Lower epidermis，×213： 

3 Seedling、showing 2--partite co tyledons 

子叶出土；子叶分裂至基部；直根系。幼苗属于木兰型 或中平树型 。 

讨 论 

1．梅蓝属 Melhania Forsk．约 6o种，大部分种类分布在非洲，少数种类分布在印 

度和澳大利亚(?)“ 2J，仅梅蓝 ( ．hamiltoniana Wal1)在中国孤立出现，并问断出 

现于缅甸伊洛瓦底江河谷。《云南植物志》第二卷 ” 及 《中国植物志》49卷第二分 

册 均记载本种分布于印度，但笔者查阅了有关本种的各种有关文献，均未找到有关 

本种分布于印度的记录。本种发表时及在 《英属印度植物志》C23中均只提到分布于缅 

甸伊洛瓦底江河谷。笔者也查看了缅甸标本 (简焯坡无号，KuN，PE)，与云南元江 

的标本几乎完全一致，可以确信为同种。此外，《云南植物志》上的种名 M．hamiltania 

及 《中国植物志》上的种名 M．harnihaniana均 为 M．hamihoniana之误写或误排；《云 

南植物志》图注上的裸名 M．chinensis HSUe亦是本种。 

本种的花序为腋生总状花序，在花序上部着生 3—4(5)朵花，而本属所有其它种 

类的花单生 “、 或稀 1—3花 ，若再结合本种的特殊生境，即不论在中国云南还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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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缅甸中部，均仅出现于干热河谷，不难看出本种是属内一个比较特殊的种类；在解 

剖特征上，梅蓝属 Melhania及整个 Dombeyeae族均没有瓦形细胞 ，而在本种的木 

射线中则具明显的瓦形细胞，尽管瓦形细胞的发育和作用仍需进一步研究，但这仍然 

反映了本种的特殊性；就是在种皮结构上，其外种皮的外层 1—2(3)层细胞显著伸 

长，增大 (图 1：1)，也是在锦葵 目 (Malvales Ⅲ Cronquist)中少见的 ⋯ 由于 

缺乏本属其它种类的相关资料，尚难推断梅蓝的这些特殊性状是反映了该属属内的原 

始抑或进化的性状，但其综合特征无疑说明了本种的特殊性。 

梅蓝属绝大部分种类分布于非洲，仅少数种类分布到亚洲，澳大利亚有不确定的 

记录。由这一属的分布格局，并结合考虑与这一属相关的 Dombeyeae族的分布状 

况 “。 ，可以肯定梅蓝属 Melhania是一个古南大陆的成分。梅蓝则是此属向亚洲扩 

散的结果，其分布格局亦是有趣的。在中国云南仅见于元江干热河谷一个极为有限的 

区域，而且限于元江以东，然后间断出现于缅甸中部伊洛瓦底江河谷，中间被澜沧江 

(湄公河)、怒江 (萨尔温江)和元江 (红河)所分隔。此种分布格局的形成当与喜马 

拉雅 山脉的隆起和横断山脉的形成有关，这也反映了该种的残遗性质；这对于阐述该 

属及相关类群的起源和散布可能会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 

2．梅蓝属 Melhania Forsk．一般都作为梧桐科的成员 ‘ “ ”，但 Airy Shaw 和 

Cronquist(私人通信，]988)对该属归隶于捂桐科的系统位置提出怀疑，认为可能应该 

移到锦葵科 Malvaceae，这可能是根据该属植物的花具 3个大而明显，宿存的副萼而与锦 

葵科相联系 本文将根据梅蓝及其与该属一致的形态、解剖、染色体和孢粉特征，结合 

属内其它有关资料，讨论该属的系统位置 

在形态特征方面，梅蓝属花萼 5裂，花瓣 5，黄色 (在压干久藏标本上亦如此)， 

花后宿存；雄蕊 5，花药 2室，退化雄蕊 5，比雄蕊长，雄蕊和退化雄蕊在基部合生成 

雄蕊柱，柱头 5裂 (图2)等特征是梧桐科 Dombeyeae族比较一致的特征，而且该属 

2室的花药、5枚雄蕊和 5枚退化雄蕊以及雄蕊的着生方式等与锦葵科明显不同。但该 

属具 3个大而明显、宿存的副萼的特征则与梧桐科不同，而与锦葵科的一些类群相 

同，这似乎难于理解。在梧桐科的Dombeyeae族中，各属均出现小苞片，只是宿存时 

间和在花梗上着生的位置不同。在梅蓝属 中缺乏小苞片，笔者认为该属植物的副萼极 

有可能是小苞片向副萼演化的一种结果。根据笔者的理解，Dombeyeae族是梧桐科中 

演化水平很高的一个族，是与锦葵科密切相关的，这在孢粉形态特征上尤其明显 

梅蓝属植物的子叶多折扇状，2深裂以至有 时看似 4个子叶 (如梅蓝，图 1：3)； 

或有时 2浅裂 (如平当树)，其子叶2裂的特征是迄今仅见于梧桐科 Dombeyeae族绝 

大部分类群中的 0 7 ” 2] 

在解剖特征方面 ，锦葵科叶柄孤立的侧生维管束排列成环，在一些属中木质部 

虽形成封闭环，但缺少象梅蓝中那样的特征 (图版 I：5)，而在梧桐科中有些种类叶 

柄维管束却具有与梅蓝完全相同的结构。在木材结构特征上，梅蓝属亦与锦葵科有差 

异：锦葵科木材的管孔小至很小，单一，不规则团状或 2--3个管孔组成管 L链，每平 

方毫米管孔数 5—2O，而且整个科无真正的瓦形细胞；在梧桐科中，无论是管孔的大 

小、排列、每平方毫米的数量、射线类型等都能找到与梅蓝属的特征一致的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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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棒蓝的花解剖图 

1．花纵剖：2 花瓣；3雌 蕊；4雄毒和堪化雄葺的着生；5雄毒及花药横切，示 2室花药。 (曾孝廉给) 

Fig 2 Dit,~ction ofaflower ofM ．hⅢ Ht0ni丑托a 

】Lon~tudina]sectjo1．；2 Petal,3．Gynoecium；4 Fusion of stame口s and札amjnode自5 A~amen and~'OSS scc- 

Lion ofan anther showing 2--~eH~d anther(Dmw by ZHENG Xiao—Lian) 

Metcalf~c9 记载在梧桐科 Dombeyeae族中无真正的瓦形细胞，但奉种具明显的瓦形细 

胞 (图版 I：3)，这一差异还需进一步对瓦形细胞的发育进行研究，因为笔者在研究平 

当树属的过程中，发现瓦形细胞一个有趣的现象 (唐亚，待刊)。 

锦葵科的外种皮除木槿族 Hibisoeae外，均为 2—3层细胞厚，内种皮 4—28层细 

胞厚，与梅蓝不同；木槿族外种皮的内层细胞中有晶体细胞，与梅蓝相同，但其子叶中 

树脂腺体的存在则与梅蓝不同。梅蓝的种皮结构相似于梧桐科的某些类群，如梧桐属 

Firmiana，苹婆属 Sterculia，Guazuma等 “ 

从染色体资料看，梅蓝属除本文首次报道的梅蓝 M．hamiltoniana的染色体数目 

2n=6O外，还有 ．wlutican=30(Bates，D．M．1976转引自染色体数目索引 ” )的报 

道，两次报道的数目是吻合的。从已有的染色体数目来看，梅蓝属的染色体基数可能为 

30、15、10或 5。结合梧桐科和锦葵科的有关资料，梧桐科中并无染色体基数为 3O、 

15或 5的类群，这个科主要的染色体基数为 10“ ；而且在形态特征和花粉形态方 

面与梅蓝属相似的 Dombeya、平当树属 Paradombeya，以及田麻属 Corchoropsis的染 

色体基数均为 lO(唐亚，待刊)；在锦葵科中 “ 卜_ ，染色体基数主要为 7和 

l3，几乎没有基数 为 l5或 3O的类 群 ，而基数 为 5的类群 (如 Nototriche，Tarasa， 

Sphaeralcea)在形态特征上和花粉萌发孔数量上与梅蓝属差异显著，这样，在梅蓝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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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基数中排除了 30、l5和 5，而且与该属相近类群的染色体基数为 10，那么梅蓝 

属的染色体基数应该为 lO。 

在梧桐科中，染色体基数以 10为主，在 lO个族中 (SenSU Hutchinson)，有 6个 

族的染色体基数为 10或其原始基数为 lO“ ，特别是与梅蓝属在许多特征上都相 

近的平当树属、母麻属的染色体基数亦为 l0，而这两个属的综合证据表明二者属于梧 

桐科成员 (唐亚，待刊)，而且 Dornbeya的染色体基数为 10，在锦葵科中，其染色体 

基数多为7、l3或 11--20，无染色体基数为 l0的类群 ’ ”。可以看出，染色 

体资料表明梅蓝属应该保留在梧桐科Dombeyeae族中。 

在花粉形态特征方面，梅蓝属花粉外壁具刺的纹饰是锦葵科的典型特征，但是，经 

过仔细比较文献资料中锦葵科的花粉形态 ，并根据对锦葵科所有国产属的花粉 

形态的观察，发现该科植物的花粉形态的典型特征除了具刺的外壁纹饰以外，还有另外 
一 个特征，即散孔，孔的数目～般很多，仅在某些属中具 6—9孔。而梅蓝属典型的花 

粉形态是具刺的外壁纹饰，3孔，少有 2一l孔，与锦葵科花粉可以通过孔的数量明显 

区别。在花粉形态上梅蓝属尽管与梧桐科大部分类群不同，但 3孔、外壁具刺、球形或 

近球形，较大，这种类型的花粉形态是梧桐科 Dombeyeae的共同特征。当然，锦葵科 

和梧桐科在不少特征上是比较相近的，但若从孢粉特征上来划分这两个科，是否应该将 

外壁具刺型的Dombeyeae族移至锦葵科呢?这在其它特征上得不到支持，而且已如前 

述，该族可以通过花粉萌发孔的数量与锦葵科相区别。另一方面，将该族保留在梧桐科 

中，既能反映这两个科密切的亲缘关系，又能反映整个锦葵目的孢粉进化趋势 总之， 

梅蓝属的花粉形态支持该属的传统处理，即隶属于梧桐科 Dombeyeae，而不宜移至锦 

葵科。 

综上所述，梅蓝属的外部形态、解剖、染色体和花粉形态的综台特征表明了该属自 

然的系统归属—一梧桐科 Dombeyeae族。这一结论也说明经典方法对梅蓝属处理的合 

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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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版说朋 

圈版 I i一3．丰材解剖， ×73；l 横切面；2．弦切面；3．径切 面。注意瓦形细胞；4—7 叶解剖：4 叶片横 

切。 ×145；5 叶柄横切， ×73；6 中脉横切 。×73；7．中眯韧皮都，示晶体． ×290． 

圈版Ⅱ 1— 4．花糟形态： I×780；2xI600；3-- 4×400。5 染色体， ×1030；6．气孔 器。 ×320；7 导管分 

子． ×65；8．纤维分子， x 65；9— 10．种子表面电子显散镜扫描：9×550；10 x 190 

Explanation of Plates 

Plate I 】一 3．wood anatomy，x 73 1 Transverse s0吐lon；2．Tangential section；3 Radial section，note tile oells) 

7 Leaf anatomy．4 Lamina，x 145)5 Petiole，×73)6 M idrib．× 73；7 Phloem of mldrib，showing 

crystals，x 290 

Plate II 1— 4 Pollenmorphology，1×780；2×1600；3— 4x 400 5．Chromosomes× 1030；6．Stoma，x 320； 7 

Vessel elem ent。x 65； 8 Fibe r element。x 65； 9一 l0 Surface of seed coat，9x 550； 10x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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