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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翅子树属传统上均作为梧桐科山芝琳旅的成员．但也有少数人将它归到 Domheyeae 

族中。本文根据对翅子树属的外部形态及花粉形志特征的研究．并结合其解剖、 染色体和胚 胎发 

育的资料，对翅子树属的亲缘关系进行了分析 翅予树属与山芝麻族在外部形态上比较接近， 但 

在解剖、花粉形态和染色体基数等特征上则差异显著；与 Dombe~eae族在花粉形态上一致．但 ’ 

在外部形态 (花结构 )、染色体基数和瓦彤细胞等特征方面则明显不同． 反映了翅子树属在这 两 

个族之间的过凄状态，不宜作为任何一族的成员，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族存在， 其在梧桐科中的 

位置在Dombeyeae附近 

关键词 翅子树属：亲缘关系；新族 

翅子树属 Pterospermum Schreb．是梧桐科中一个中等大小的属，大约 40种 ⋯ ，分布 

于热带亚洲。在几个主要的被子植物系统中 1，这一个属均属于『 芝麻族 Helictereue． 

这一族的成员主要由山芝麻属 Helicleres、 鹧鹋麻属 Kfeinhovia、 棱 罗树 属 Reevesia和 

Ungeria等组成f但在 Engler第十二版系统中，这一属被归到 Dombeyoao族中 ，这一 

族由梅蓝属 MeIhania、午时花属 Pentapetes、平当树属Paradornbeya，Ruizia，Aslirio、 

Dombeya等组成。 在近年对梧桐科及其近缘萋群的研究中， 发现翅子树属在梧桐科中是一 

个比较特殊的类群 ，作为梧桐科的成员是可信的，但它在梧桐科中的族的位置却 颉 值 得 研 

究。本文即根据作者对翅子树的外部形态和花粉形态的研究，并结合本属解剖，染色体以及 

胚胎等方面的资料，对它的亲缘关系进行探讨 ，以确定它在梧桐科中的正确位置。在下面的 

讨论中，山芝麻族和 Dombeyeae族均不包括翅子树属在内。 

一

、 翅子树属与相关类群的比较 

1．在外部形态特征上，翅子树属与山芝麻族的成员 (如山芝麻属、鹧鸪麻属、棱罗树 

属和Ungerla等 )比较，它们具有一些相似的特征，表现在 花萼通常简状， 5裂，花瓣 5， 

脱落，具雌雄蕊柄，雄蕊柱着生于雌雄蕊柄顶部 包围子房，子房 5室 这是翅 子 树 属 被 

长期置于山芝麻族中的原因。然而，当解剖 E述山芝麻属、棱罗树属、鹧鸪麻屑和翅子树属 

的花时，发现在雄蕊群结构和雌雄蕊柄特征上，翅子树属与另外三个属明显不同 (图 1)。 

翅子树属的雌雄蕊柄短，且远 比雄蕊短，花丝远比花药长，而另外三个属的雌雄蕊柄明显伸 

长，且远远比雄蕊长，花丝授短或至多与花药近等长。此外，翅子树的雌雄蕊特征亦不 同于 

梧桐科中其它一些成员．如梧桐属，苹婆属、刺果藤属、马松子属、蛇婆子属、银叶树属、 

Guazurna等，这意味着本属相对独特的系统位置。 

翅子树属与传统的Dombeyeae族在外部形态特征 } 的关系又如何呢?在花的结构上，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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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树属与这一族的相似性很小，而差异则十分显著t Dombeyeae通常为聚伞花序，稀单花 ， 

花萼不成筒状， 5深裂，宿存， 花瓣 5， 常花后宿存并增大， 宿存的花被包裹果实
， 雄蕊 

柱短，无雌雄蕊柄 (图 1)，种子无翅．子叶二深裂，稀二裂。而二者在叶序
、 果实替性状 

上的相似性却不足以说明亲缘关系。 

由上述可知，翅子树属在外部形态上与山芝麻属、援罗树属、鹧鸪麻属等山 芝 麻 族 成 

员比较相似，但亦有显著差异，而且这些相似特征在翅子树属与其它一些类群之间亦存在
， 

4 

图 1 雌雄蕊群} 结构 

Fig．1 The structure=of gynoecium and androecium- 

1．火索席 HeHc[eres i$ora；2．鹧鸪麻 Kleinhovla hospltat 3-I．接罗村 Reevesia pubescensj 

．
雄蕊群展开，5．翅子树 Pterospefmum acerifoIium(仿 Maliek[ ])，6·梅蓝 

MeIhania ham~tteniaoaj 7．午时花 Peatapetes phoenic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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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足以作为归人山芝麻族的根据，而与另外相关的 Dombeyeae族的成员差剐见叮十分显 

著，显然不宜作为本族成员 。 

2．解剖特征上 【T 1，翅子树属与山芝麻族和 Dombeye~e族均比较相似，但在术材结 

构上有一定的差异，与前者的差异表现在t翅子树属的复管孔常由 2— 8个管孔组成，每平 

方毫米的管孔数 1～ 5个，而在山芝麻属耜鹳鸪麻属中复管孔由4或更多管孔组成．每平方 

毫米的管孔数5O一75至极多’与 Dombeyeue的主要区别在于翅子乖时属射线 中 具 瓦 形 细 胞 

(翅子树型 )，而在 Dombeyea．e中则无瓦形细胞。 

8．本属的花粉形态， 根据对国产种类的观察和文献资料 ” ”1， 结果比较一致。典 

型的花粉形态特征为t花粉粒球形至扁球形，极面观圆形至近圆形，直径50--70~tmt 8孔， 

外壁纹饰刺状，刺长 6— 8 gm。在花粉、 形态特征上， 翅子树属与山芝麻族具有十分显著 

的差异，在这～族中．花粉直径24—27 m．山芝麻属的花粉粒扁球形， 8孔， 角孔型， 极 

面观三角形．外壁具不显著的颗粒状皱饰'鹤鸪麻属的花粉粒扁球形，极面观三角形，3孔， 

角孔型．外壁具拟网状至网状纹饰 梭罗树属的花粉 ¨。1近扁球形，8～ 5孔沟，极面观近 

圆形，外壁具 网状纹饰J但翘子树属的花粉形态与Dombeye~e的花粉形态则十分吻合，这一 

族的花粉形态为 花粉粒 球形至近球形，直径38--90~m， 8孔， 外壁纹饰刺状。 可见在花 

粉形状、大小、外壁纹饰耜萌发孔类型上都是一致的。而且球形或近球形，8孔、外壁具刺 

的花粉在梧桐科中也仅出现在 Dombeyeae族，田麻属 (男文专论 )和翅子树属中。 

从上违简短的比较叙述可以看出，翅子树属作为山芝麻族的成员在花粉形态上是不当的， 

而作为 Dombeye~e族的成员则 有花粉形态的支持。 

4．在染色体数 目上， 根据各种染色体资料 【1 1获得的结果表明． 翅子树属的染色 

体数目在属内非常稳定．在有染色体数目报道的 8种中．所有报道的体细胞染色体数目均为 

38，配子体细臆染色体数目均为19．可以肯定本属的染色体基数为19，而且所有报道的种类 

均为二倍体。在山芝麻属有染色体数目报道的1O种中，数目也很稳定．体细胞染色体数18， 

母子体细胞染色体数 9．也可以推断这一属的染色体基数为 9，所报道的种几乎 均 为 二 倍 

体 。仅个剐种类的染色体数不同l山芝麻族中另一个有染色体数目报道的鹋鸪麻属三次报道 

的数目为2n=20和n=12．其中2n=20有两次报道 就这两个数目而言．其染色体基数很可 

能为1O，即使为12或6，亦与翅子树属的基数19不 同J在Dombeye~e族中，梅蓝属 (唐亚， 

特刊)，平当树屑 (唐亚，待刊 )和 Dombeya属的基数均为1O，亦与翅子树属不同，但此族 

中的午时花属的体细胞染色体数为76，基数很可能为19，综观梧桐科，整个科的染色体基数 

以1O为主，也只有午时花属的可能基数与翅子树属相同，但这两个属在外部形态和术材解剖 

特征上则显著不 同。 

在胚胎学 特征上 ¨” 1， 翅子树属与整个梧桐科有着许多相同或相似的特征． 然而也 

显示了比较独特的特征。与山芝麻属比较．翅子树属花药壁的发育为基本型，大孢子孢原多 

细胞，但功能性的孢原细胞为下皮层下层内的细胞，在多细胞孢原之下，有一团特殊的薄壁 

妁营养细胞}常常有多个孢原细胞发育至大孢子四分体，甚至有双胚囊或三胚囊的发育，以 

及大孢子造孢组织的增生J外珠被 8层细胞厚．内珠被 4— 5层细胞厚．成熟胚囊在受精前 

的珠孔由内外两层珠被构成。而山芝麻属的花药壁发育为双子叶植物型，大孢子 孢 原 多 细 

胞，功能性的孢原细胞为下皮层细胞J通常仅一个孢原细胞发育，外珠被 2层细胞厚，内珠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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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I 翅子幸盱属与相关类群的比较 

性 状 翅 子 树 属 山 芝 麻 族 I)ombeyeae 

花 腋生 ．单花或少 腋生或顶生，单 腋生 ．聚卑花序 

花 花至圆锥花序 或单花 

花 萼 筒状．5裂，早落 筒妆．5裂，早落 5裂，宿存 

花 瓣 5．早落 5，具爪，早落 5．常宿存、增， 

雄 蕊 ， 15．花丝远比花 I~-15，花丝至多 5-20．花丝至多 

药长 等长于花药 花药的2管 

雌 雄 蕊 柄 远 比雄蕊短 远比雄蕊长 

种 子 有 翅 有或无翅 无 翅 

术 村 管 孔 2—3管孔组成复 4或多管孔组成复 4或更多管孔绍 

管孔．1-5／ram 营孔．50-75~~o／mm。 复管孔．5-20／mill 

瓦 形 细 胞 翅子树型 榴莲型 

花 粉 球形或近球形． (近)扁球形 3孔 (近 )球形 ． 3孔， 

,t S~L 外壁刺状， 或3—5孔海，外壁网 外壁刺状．直径3 

直径5c一?opra 扶 直径24—2 m 90u111 

染 色 体 基 数 19 9或l0 l0或稀lg 

花 药 壁 发 育 基本型 双寻叶植物型 基本型 

． 大 孢 子 孢 原 多细胞 多细胞 多细胞 

功能孢啄细胞 下皮屠之下屠蛔赡 _下废层细胞 下皮屡细胞 

成熟胚囊珠孔的组成 二层珠被 未形成或二层璩袖 =层珠被 

补 珠 被 厚 3层细胞 2层细胞 2层细胞 

内 珠 被 厚 4—5屠细胞 3屠细胞 3层细胞 

其 它 犬 孢子造孢组织 

增=鬯；营养组织的 

存在；双或三胚囊 

的形成 

8屡细胞厚I珠被的发育受鞋抑制，因而受精前成熟胚囊的珠孔尚未形成，珠心裸露 (在鹧 

鸽寐中珠孔由两层珠被形成) 在 Dombeyeae中．尽管有几个大孢子孢原细胞发育至大孢子 

四分体，甚至可§4二核胚囊阶段 但却仅形成一个八核胚囊，没有双胚囊或三胚囊的形成，一 

功能性的大孢子孢原细胞为下皮层细胞，而且花药壁的发育为双子叶植物型。 

出土述比较可以看出．在j噩胎学特征上 。翅子树属县有独特的特征t大孢子孢原的功能 

性孢原细胞为下皮层之下一层细胞 内的细胞 ，在多缎胞孢原 之下有一团特殊的薄壁的营养纽 

胞 I大孢子造孢组织的增生J以及双胚囊和三胚囊的形成。也可以看出．在胚胎学特征上翅 

子树属与 Dombeyeae族 比较接近。 

二 结 论 

从上述在外部形态特征、解剖、花粉形态、染色体基数和胚胎特征上翅子树属与山芝麻族 

瓤1)ombe~eao的比较．可以看出，翅子树属与两个菔有着不同程度的相似性，又表现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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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不同于两个族的特征和其有自身的特征组合。作为梧桐科成员，与山芝麻族和Dombeyeae族 

除了在一般意义上的相似性以外 (如习性、叶序 、花的着生、蒴果、星状毛被等)，翅子树属 

在雄蕊群特征、雌雄蕊柄的长度，以及解剖、花粉形态、染色体基数和一些胚胎学特征上与山 

芝麻族都存在着十分显著的差异J 而与 Dombeyeao族在许多胚胎学特征、 花粉形态上则相 

当～致．但在外部形态特征、瓦形细胞的有无和主要的染色体基数上却明显不同。本属在外 

部形态特征、胚胎学特征等方面具有独特的特征组合(表1)。因此，从外豁形态特颦列内部 

结构特征的综台．表明翅子树属既不能作为山芝麻族的成员，亦不宜作为Dombe~ ae族的 

成员，若把该属置于两个族中的任何一个，都会增加该族的异质程度；通过与梧桐料其它族 

的综合比较．与翅 子树属的密切亲缘关系显然亦不存在，同时考虑到梧桐科各族内特 组合 t 

的范围和一致性．翅子树属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族处理， 其位置应紧接着 Domb-e7eae族。 

这样对于探讨梧桐科的系统演化可能会有所益处。 ． 

附：新族描述 

翅子扫I族 新族 

Pterospermeae a．Y ．W u ot Y ．Tang．tribe nov． 

Tribu~nOVU~affinis Dombeyeis quod calyco pe~alisque persistentibus， 

filamen％is brovibus，androgynophoro absentibusJ seminibus exala~is differt． 

Arbor vel fruLex， indumento stellato vel lepidoto；folia coriacea， ~aepc 

obliqua． Floros bisexualesJ axillares，soliLarii vel paucifloribus， br~cteolis 

integris vel laciniaLis vel absea~ibus， calycibus 5-fidis vel 5-p~rtitis deci— 

dulsJ petalis 5 deviduis；columna st~minis androgynophoro adnata, slamini- 

bus 15 filamentis anLheris valde longioribus； ovarium 5-1ocular~， intra 

apizero  columnae insertum． Capsula ligne％ seminibus alaLis·
。 pollinis 

granum spinosdD1，3 poris． Numerus ba~icus chromosomis 19· 

Typus tribus：Pterospermum Sehreb． 

新旗与 DombeTeae族近缘，区别在于后者花萼 、花瓣宿存， 花丝短， 无雌雄蕊柄，种 

子无翅。此外，新族与山芝麻族的区别在于山芝麻族雌雄蕊柄远长于雄蕊，花丝至多等长子 

花药。 

乔末或灌木．具星状毛被或具鳞片l叶革质．基部常偏斜。花两性．腋生 ．单生或少花 

成束状．小苞片全缘或撕裂．或无，花萼 5裂．早落．花瓣 5，早落，雄蕊柱贴生于雌雄蕊 

柄上部，雄蕊15．花丝远比花药长J子房 5室。蒴果木质．种子具翅 ，花粉粒球形．3孔． 

外壁具刺，染色体基数19 J木射线中县独特的瓦形细胞 (翅子树型 )。 

一 属约4O种，分布于热带亚洲。 

胥【谢 奉文原稿承蒙导师昊枉镬教授审阀，顾健固击绘图，谨豉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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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FFINITIES OF PTEROSPERMUM
，

SCHREB． 

(STERCULIACEAE) 

Tang Ya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Academia Sinica，Kunming 650204) 

Abstract The genus Pterospermum Schreb．is traditionally placed in the Hellc- 

tereae．occasionally in the Dombeyeae． The affinit．ies of this genus are discussed ’ 

hased on the m0rpho10gical and palynolugical studies．together with the data from 

the grounds of anatomy．cytology and embryology． Morphologically it resembles 
．  

the Heiictereae to some extent but differs from this tribe in the structre of and- 

roecium and from the Dombeyeae in the structure of flowers． In wood anatomy。 

P r0s er J，l“ differs from the Helictereae'in pore multiples of 2 or 3 cells± pores 

1—5 per sq mm． and from the Dombeyeae in the presence of tile eelIs(Pterosper-- 

mum type)． The basic chromosome numbe r of Pterospermum，x=19．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H elic}口 轧 x= 9， and that of KIeinhovia x= 10． Its hasic chromoso me 

numher is aisu diss ccordant with the main basic chrom osome num bet in the Dom- 

b,eyeae，x=10．though it is the same a8 that oi PeMopefes． The pollen grains of 

P ros er J，l“m，which are spheroidal，amb citenlar，3-porate．exlne spiny． recall 

those of the Dom beyeae but differ from those of the Helictereae，which are 3-pot- 

ate or 3-s—colporate．amb triangular or subcircular，exine reticulate．In em bryology， 

a nRmber of features are comnlon to Pterospermum and other Sterculiaceaa， ana 

shoWhig more similarities to the Dombeyeae than t0 the Helictereae． But the 

secondary increase in sporogenous tissue，the thin-walled nntrient tissue under m ul- 

ticelled megaspore archesporium,the function诅g of subhypodermal archesporlum 

cells the development of double and triple embryosaes in an ovule，are disagreed 

with the He1ictereae，the Dom be yeae and other taxa of the Sterculiaceaa', indlcat一 

缸 g the rather isolated position of Pterospermum． It se ems unreasonable to ptace 

Pferos erm“m in either the Helictereae or the Dombeyeae． A new tribe ．Pterosper- 

m eae，therefore，is established for this genus． The new tribe is placed eIose to the 

I)ombeyeae． 

Xsy wo rds Pterospermum；afflnities；flew tr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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