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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 械属的系统演化与地理分布。 
． 廷蠢 

摘要 槭属 (Acer L．)属槭树科 (Aceracese)，20O种，分布于亚、欧、北美和非洲北缘。本文研 

究了槭属的系统演化、地理分布、起源与扩散。认为：(1)槭树科与无息子科关系密切，槭属是 

槭树科 2属中较进化的类群。(2)在原始而典型的槭属植物的基础上，槭属沿花的各部减少，有 

的器官甚至向完全退化的方向演化，但也有少数向增加数目的方向特化。(3)讨论 了槭属 4亚属 

23组的演化趋势，并绘制出其系统演化图。(4)槭属起源于侏罗纪的中国四川东部、湖北、湖 

南及其邻近地区，并向西、东北和南方扩散而进入西亚、欧洲、非洲北缘、北美洲和马来半岛至 

印尼。 

关键词 越屋，．丞 澶 ，地理盆 L童遽韦 ￡ 
分类号 Q 949 

The Systematic Evolu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Genus Acer 

XU Ting-Zhi 

( 嘶 Ina／aae ofBotany，The Odnese 咖 of8dences， lIlmiIlg65O2O4) 

Almract The genus Acer L．contaii~20O species and is distfihaed in Asia，Europe，N Africa and N Ameri- 

c8，especially the Yangtze River Valley probably is a distribution center．The 8ystema~c evolution，0rigirI and 

sp ad d Acer are discussed．The following hypoth~ are sI】睽 ． 

(1)The Aceraceae is closely related pirldao朗e．The Acer L．is advanced genus in Aceraceae．(2) 

Based upon the primitive andtypical plants，some plants dthe genus Acer were evolvedin direction d reduction 

or even d entire degene~ on d the ele~nents d flower，some others were spechdized by iIlcI Ilg d the de- 

ments dflower．(3)The evolutionary relationship dthe four suhgenera and~veray three 8ectinll8 d Acer are 

d~mssed．A figure Ilgtheir evolutionary relationship is provided．(4)The plants dAcer were found inthe 

Jurassic in E Sichuan，I-Iubei，Hunan and neigIlb嘎Idl00d in China，then spread to W Asia，Europ，N Africa 

and N America． 

Key words Acer，Systematic evolution，Distglb~on，Oven and叩 ad 

1996年笔者发表 “槭属的一个系统”(徐廷志，1996)，该系统将槭属分 4亚属 23组 33 

系 200种。在该系统的基础上，本文重点讨论槭属植物的系统演化趋势和亚属、组间的亲 

缘关系及其有关起源与扩散问题。 

· 国家自然科基金资助项 目 

l998一晒一o4收穑，l998—06一晒 接受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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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槭属的研究历史与分类系统的回顾 

槭属 (Acer L．)属槭树科 (Aceraceae)。槭属 (Acer)是法国学者Toumefort于 1719年命 

名的，大植物学家 Linnaeus沿用他的Acer名称而且成立一个明确的属Acer L．。 

Pax(1885)首先对槭属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他的研究涉及槭属的一般形态、分 

类系统、地理分布、化石材料和系统发育。他将槭属分为 4个大群，14组。1902年又调整 

为 13组。他所注意的许多分类特征，大 多数现在仍然是重要 的。在这之后，Rehder 

(1905)，Koidzumi(1911)，Pojarkova(1933)，方文培 (1939，1981)，Ogata(1967)，Marray 

(1970)，眦 and Tanai(1987)等先后发表了槭属的系统以及讨论槭属演化关系的文章。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曾对槭属进行了一些研究 (徐廷志，1983～1996)。 

2 槭属的系统位置 

槭树科 Aceraeeae是北温带分布的科，含 2属。金钱槭属 Dipteronia Oliv．，2种，分布于 

中国中部和西南部。槭属 Acer L．，200种，分布于亚 欧、北美和非洲北缘。 

0ther 

Sapin 

f 

图 l 槭树科与其他类群亲缘关系 

． 1 The cladistic reJ~ anships ofAeeraceae and aliedtaxa 

持羽状复叶。槭属的系统位置如图 1。在槭树科的2个属中， 

3 槭属植物的形态演化趋势 

槭 树 科 与 无 患 子 科 

(Sapindaeeae)关系 密切 (图 

1)。图 1中，Bohlenia是一绝 

灭类群，在形态上与槭树科和 

PauUinieae 极 为相 似 (眦  

and Tanai，1987)其特征为后 

二者之结合。Bohlenia的叶为 

奇数羽状复叶，叶片边缘有锯 

齿。Bohlenia的翅果单个看与 

金钱槭没有区别，但 Bohlenia 

的子房 3室，而金钱槭属的子 

房 2室。因此 Bohlenia是槭树 

科和附 linieae的有力的中间环 

节。 

早期槭树科从如象 Bohle— 

nia样的祖先，托叶退化，子 

房减少了 1室。叶变为对生叶 

而成槭属、分化出金钱槭是维 

槭属处于较为进化的位置。 

依据古植物学材料与现代存活的槭属植物形态学 (花序、花、果、叶、木材、细胞学) 

特征，我们得出槭属的形态演化关系的如下趋势：①芽鳞：2—4对一大于2—4对；②花的 

排列：圆锥花序一总状花序；③性别：雌雄同株一雌雄异株；④花序花数：多数 (大于 5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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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一中等数 (2o一 5O朵)；⑤花序着生：顶生或侧生一仅侧生；⑥花梗：长一短一无； 

⑦萼片数：5一小于 5—4—5—6—4一O；⑧花瓣数：5一小于 5—4—5—6—4一O；⑨花瓣： 

分离一合生；⑩花瓣：平展一爪一凹穴一卷曲；⑩雄蕊数目8—8—10一大于1O或6—8，小 

于6；⑩花盘：有一无；⑩性别：雄花与两性花同株一雄花与两性花异株一雌雄异株；⑩ 

传粉媒介：虫媒一风媒；⑩物候：先叶后花一先花后叶；⑩小坚果：膨大、对称一膨大、 

不对称；⑥小坚果轮廓：圆形一椭圆形、纺锤形、三角形；⑩小坚果表面：平滑一带凸； 

⑩小坚果脉型：网脉一近平行脉；①小坚果脉：大小相等一1或更多的大型脉；⑨小坚果 

大小：中等大 (O．5— 1．0 cm)一大于 1 cm或小于 0．5 cm；⑦小坚果角：小于 2o。一大于 

20~；⑦连接角：中等40~一45 大于 50~；⑦翅：无槽一有槽；④愈合近基脉：小于 8条一 

大于 7条；@翅脉：不聚合一聚合；⑤网脉：无一有；③翅长与小坚果长比：约 1：1一大于 

1．5：1或更大；④叶序列：单叶一3小叶、羽裂、5小叶；④初级脉：3—5一大于 5，3，1； 

⑨裂片：3—5裂一大于 5，5或不裂；⑤裂片长：大致相等一中裂片大；⑦木射线：4—5 

细胞一5—7细胞或大于8细胞；@射线长：小于 1000 l￡rIl一大于 1000 tun；③晶体：无一出 

现；④细胞学：二倍体一四倍体 (2n=2x=26—2n=4x=52)。 

依据以上槭属形态演化趋势，笔者认为原始的典型的槭属植物的特征：(1)多花组成 

的圆锥花序，顶生或侧生；下面有2 3对苞叶；(2)花程式 KS／CSA8，花盘厚，雄蕊着生 

于花盘内；(3)雄花与两性花同株；(4)翅果连接角4o 45。，小坚果无毛，中度而对称的 

膨大，翅在小坚果远轴边伸长；(5)叶为单叶，掌状脉；(6)木射线为4—5细胞；(7)具 

乳汁素；(8)X=13；(9)芽鳞 2 4对。 

4 槭属的系统发育 

按照徐廷志 (1996)的槭属系统，现就槭属的系统发育与各亚属、组的亲缘关系讨论 

如下。 

4．1 亚属间的演化关系 关于槭属的演化，如上面所述，许多学者作了探讨并有自己的结 

论。这些结论对人类认识槭属的自然发展规律方面都起到推动作用，而且使对槭属的形成 

与发育的认识一步一步的向客观的自然法则深入而接近。但是，正如 Pojarkova(1933)所 

述 “槭属是一个相当难搞的属”。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研究了多年，形成了对槭属系 

统演化上的一些观点。 

槭属4个亚属的特征与地理分布见表 1。依据本文阐明的形态演化趋势，槭属 4个亚属 

的亲缘关系应该 比较清楚。槭属亚属 Subgen．Acer的特征，如单叶，圆锥花序，花杂性， 

雄花与两性花同株，花5数，雄蕊8—12，有花盘等，这些特征与原始而典型的槭属植物十 

分接近，故它在槭属中，是最原始的一个亚属。尖叶槭亚属，Subgen．Arguta是槭亚属的一 

个分支演化来的，它可能与组 Sect．Rubra关系密切，Sect．Rubra雌雄异株，花束状 (有3— 

5朵花)，花5数，雄蕊5—6枚，生于花盘外侧，单叶，先端 3浅裂，这些特征与 Subgen． 

Arguta十分接近，可以说 Subgen．A~suta是从 Subgen．Acer的 Sect．Rubra演化而来的。柃叶 

槭亚属 Subgen．Negundo是从槭亚属的另一支演化来的，它可能是通过 Sect．Trifoliata直接演 

化来的。Sect．Trifoliata的花杂性，雄花与两性花同株或异株、伞房花序或聚伞花序演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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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雄异株，总状花序。3小叶的复叶变化 3～7小叶组成的复叶，不过柃叶槭亚属花成为 4 

— 5—6数，有时花瓣退化，雄蕊4～6枚，花盘微发育或退化表明该亚属在演化上已进了一 

步。枥叶槭亚属 Subgen．Carpinifolia是一个较远离其它 3个亚属的一个特殊类群。依据槭属 

裹 1 糠一4个亚一的特征与地理分布 

Tab1．The cllm 蛔 and distributionPattern 0ffour bg舢 in Acer L． 

亚 属 槭亚属 尖叶槭亚属 柃叶槭亚属 枥叶槭亚属 

&lb ． Acer Arguta Negundo rl 妇 

芽鳞 2—6枚 芽鳞2对 芽鳞2对 芽鳞 8一l2枚 

Bud scales2—6 Bud scales2 dI8 Bud scales 2 dI8 Bud scales4—6 pair8 

单叶，3—5裂或不裂 叶长椭圆形，不分裂，叶 

单叶，不分裂或分裂 掌状脉 3—7小叶组成的复叶 脉的侧脉 l8—25对羽状 

sjmple not一 ∞lobed Simple 3—5lobed∞nno- 3—7一foliat 平行 
gan lobed Simple，dl c．notlobed 

花杂性，雄花与两性花同 

株或异株 雌雄异株 雌雄异株 雌雄异株 

n̂d眦帕 noedi0Il8∞ Dioecious Dioecious Dioecious 

特墨 Androdioeci~s 量 花序圆锥状或伞房状稀总 

征i 状或穗状 总状花序 总状花序 总状花序 Prairie，∞c‘qmb0∞∞ Raceale Raceale Raceale 
0 E_ ∞spike 

花 5效，极稀不发育雄蕊 花4 5 6效或有时花 
4一l2常 8枚 花4效，雄蕊4枚 瓣退化，雄蕊 4—6枚 花4效。有时花瓣退化雄 

Flowes 5一Int~ou$ve 哪are Flowe~4一Int~ou$stmntms Flowe~4 5～6In朗硒 ∞ 蕊8一l4枚 

not dl e】0I岫 t stmntms4— 4 sametims O， stmntms 4— Flowe~4Int~ou$∞ p盹-ls o， 

西匝脚 8一l4 12
，ususally 8 6 

花盘发育 无花盘 4 6枚，花盘微发育 无花盘 

Disk Ve ∞ Disk ab— Di
sk Present Disk absent Disk absent 

sem  

地理分布 亚、欧、北美和非洲北缘 东亚 日本
、 中国、北美 日本 A

sia，F_~pe，Allit~ca andN Di
stri． EAsia China，Japan，N Allit~ca Japan Af

ric 

形态特征演化的趋势，可能是从槭亚属的 Sect．Distyia演化来的。Sect．Distyia．花杂性，雄 

花与两性花同株，总状花序有 30～100朵，花 5数，雄蕊 8，单叶不分裂，在此基础上， 

su en．Carpinifolla有长足的进化，成为芽鳞 8～12枚，雌雄异株、总状花序、花 4数、有时 

花瓣退化，雄蕊8～14枚，无花盘，但叶保留了单叶不裂，边缘有锯齿的特征，而其叶脉 

演化为羽状平行侧脉，这在槭属是十分特殊的。从细胞染色体方面讲，其他 3个亚属均为 

二倍体 (2n=2x=26)，而枥叶槭亚属Sub~n．carpininia仅 1种A．carpinifolium Sieb&Zucc， 

则为四倍体2n=4x=52，仅分布于日本岩手以南，四国，九洲 (图4)。 

本系统将槭属分为4亚属的结论，得到槭属各种种子蛋白质亲缘关系研究方面的支持 

(Momotani，1962)。同时它们的历史渊缘在地理分布方面也得到证实。 

4．2 槭亚属各组之间的系统演化 在槭属中，槭亚属 (Sub~n．Acer)是极大的一群植物， 

共分 18组。槭亚属的演化是分三支进行的，它们之间在漫长的演化进程中，有不少类群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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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绝灭 (w and Tanai，1967)而形成了分 3个支系的演化格局，Pojarkova(1933)，Ogata 

(1967)等也持这种观点。Sect．Microcarl~花杂性，雄花与两性花同株，圆锥花序或伞房花 

序，花 5数，雄蕊 8，着生于花盘内侧，花盘盘状。单叶，3～5裂。Sect．Palmata花杂性， 

雄花与两性花同株，伞房花序，花 5数，雄蕊 8，着生于花盘内侧，单叶，掌状分裂为 5～ 

13裂。Sect．Ginnala花杂性，雄花与两性花同株，伞房花序，花 5数，雄蕊 8，着生于花盘 

外侧，单叶，3～5裂。Sect．Distyla花杂性，雄花与两性花同株，3o～100朵组成总状花序， 

花5数，雄蕊 8，单叶，不分裂。如前所述，枥叶槭亚属，Sub n．Carpinifolia可能是从本组 

演化而来的。Sect．Platanoides花杂性，雄花与两性花同株，伞房花序，花 5数，雄蕊 5～8， 

着生于花盘内侧边缘，单叶，3～5裂或不分裂，裂片边缘全缘。Sect．Parviflora花单性，雌 

雄异株，总状花序有 4O0～1000朵花，花 5数，雄蕊 8，着生于花盘内侧，单叶，5～7裂。 

以上这6个组，它们之间的演化是自然的，从低级到高级。Sect．Microcarpa的特征接近于本 

文所描述的典型的槭属原始类型，所以它是槭属中的原始类群。而 Sect．Parviflora虽然它的 

花单性，雌雄异株，这是进化性状，但它依然保持花5数，雄蕊8，着生于花盘内侧等原始 

性状。所以它只能在这一群植物内而成为演化的较高级者。 

Sect．Acer花杂性，雄花与两性花同株，伞房花序，花5数，雄蕊8，着生于花盘内侧， 

单叶，5裂。Sect．MacrophyUa花杂性，雄花与两性花同株，，花 5数，雄蕊 8枚，单叶，5深 

裂。Sect．Integrifolia花杂性，伞房花序或圆锥花序，花 5数，雄蕊 5～10(常 8)，着生于花 

盘内侧，单叶，多为常绿，不裂或 3裂，边缘通常全缘。Sect．Goniocarpa花单性，雌雄同 

株，伞房花序，花5数，雄蕊 8，单叶，常 3裂。本组 3系，计 7种，产欧、中亚、非洲， 

中国有一种，异色槭 Acerdiscolor Ma．,dm．方文培 (1981)将它列入 Sect，Integrifolia中，因花 

系单性，同株，显然列入后者是不合理的。Sect．Hyptiocarpa花单性，异株或杂性，雄花与 

两性花同株，常成总状序，花5数，雄蕊 8～12枚，着生于花盘外侧或内侧，单叶，不裂。 

Sect．Lithocarpa花单性，异株，圆锥花序、伞房花序、总状花序，花 5数，雄蕊 8～12枚， 

生于花盘内侧，芽鳞多数，单叶3～5裂。Sect．PantaphyUa花杂性，雄花与两性花同株，伞 

房花序或伞房状圆锥花序，花 5数，雄蕊 8，着生于花盘内侧，掌状复叶，有披针形小叶3 

～ 7(通常 5)。Sect．Trifoliata花杂性，雄花与两性花同株或异株，伞房花序或聚伞花序，花 

5数，雄蕊8～12(通常8)，着生于花盘内侧，3小叶组成的复叶。Sect．Saccharodendron花 

杂性，雄花与两性花同株，伞房花序成束，花5数，无花瓣，萼片合生，无花盘。以上这9 

组，看起来比较杂乱，但按照本文所列出的 36个从低级到高级演化的器官性状，很容易得 

出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线 (图2)。 

Sect．Macrantha冬芽有柄，花杂性或单性，同株或异株，是比较多样和原始的。总状花 

序，花5数，雄蕊 8～10枚，着生于花盘外侧。单叶，3～5裂或不裂。Sect．Rubm雌雄异 

株，花序束状 (有 3～5朵花)，花5数，雄蕊 5～6枚，着生于花盘外侧，单叶，先端 3浅 

裂。本群是比较复杂的一类型。Sect．Glabm雄花与两性花同株，但其叶演化至 3小叶，说 

明比前组又进一步。Sect．Rubm是雌雄异株的，花序束状，显然是进化的。从地理分布上 

分析，Sect．Macrantha分布于东亚、北至西伯利亚，Sect．Glabm仅一种产美国西部，可能是 

前一组从白令陆桥迁移过去而形成的。Sect．Rubm 3种，1种产 日本，2种产美国，可能是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388 云 南 植 物 研 究 2o卷 

同样方式迁移到日本和美国的。综上所述，槭属各亚属和组的亲缘关系如图2。 

t

I

- ’

Subgen． 

Early Acer 

图2 槭属各亚属、组的亲缘关系 

．2 The relationships ofthe genus andits Stl~ era and Sections 

olia·1 

I 

一 一 ．
． J 

5 槭属的地理分布、起源与扩散 

5．1 地理分布 槭属是北温带分布的属。在亚洲分布的北界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约北纬 55~ 

(A． Maxim．)南界在南纬 10~的苏门答腊，爪哇和苏拉威西的热带山地 (仅 1种 A． 

~dnum Hassk．)。在欧亚大陆西边的欧洲，分布区北界延伸到英国北部的梅恩兰岛 (北纬 

62~，A．p／atano／des L．)，南欧有一种延伸到非洲东北部 (A．opulus MiⅡer)。在北美，分布 

区北界为加拿大的魁北克 (北纬 57。，A．macrophylhun Pursh)，南界为危地马拉 (A．skatch／／ 

Rehd．)。分布海拔最低的种，如 A．砌l册 Maxim；A．carpinifolitun Sieb．&Zucc．；A．ciss~foli一 

啪 Koch等生于海岸边。分布海拔最高的种，可达海拔4 000 m，如 A．caudatum Wall。 

槭属植物，从在世界各大洲的分布格局看，亚洲 175种，欧洲 15种，北美洲 11种，非 

洲北缘 1种，南美洲北缘 1种。很明显，槭属植物的现代分布中心在亚洲。槭属植物在世 

界各国分布的种类依次为中国 148种、日本 27种、原苏联 25种、印度 13种，土尔其 11 

种，美国和加拿大 11种，朝鲜 9种，锡金 9种、尼泊尔 8种，巴基斯坦 6种，法国 6种， 

不丹4种，越南 3种，泰国 3种，缅甸 3种，英国3种，意大利 2种，伊朗 2种，马来西 

亚、印度、印度尼西亚 1种，菲律宾 1种，埃及 1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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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槭属植物地理分布规律分析，正如本文所述，槭属起源于中国四川东部、湖北、 

湖南及其邻近地区，现存种类约 100种以上，之后向各方扩散，离起源地越远，种类越少， 

这种分布格局，证明槭属起源于亚洲东部的论点的正确性。 

槭亚属Subgen．Acer是槭属4个亚属中最大的亚属，其分布也是槭属的分布区，因为其 

他3个亚属的分布区均在此亚属的分布区内 (图3)。枥叶槭亚属 Subgen．Carpinifolia(Koi~ 一 

图3 槭亚属和尖叶槭亚属的分布 

FIS．3 The distribution of SIl 1．Acer and SIl晒 l·Arguta 

图4 柃叶槭亚属的分布 

Fig．4 The distrilmtion of sIlb ．Negu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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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枥叶槭亚属和小果槭组的分布 

．
5 1he~ hution 0f sIlb ．ca a and Sect．Microca~a 

IIli)Momotani仅 1种 A．carpinifolium Sieb．&Zuec．分布于日本本州 (岩手县以南)、四国、九 

州 (图5)。尖叶槭亚属 Subgen． gu缸 (Pojalk．)P0jalk．6种，间断分布亚洲东部，中国西 

南和西部有4种，其中 1种 A．口cl朋 n盘肌 Wall，既 D．Don分布在西喜马拉雅。中国东北、 

朝鲜、西伯利亚东部分布 1种 A． 而 饥 Maxim．。日本有 1种 A．嘞 Maxim．(图 3)。 

柃叶槭亚属 蜘 ．Ne 3组 ．Sect．Cissidifolia 2种。其中 1种 A． 池m Koch分布于 

日本，另1种 A． Pax分布于中国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Sect．Emeiensia T．Z．Hsu仅 

1种 A．eme／ense T．Z．Hsu分布于中国四川峨眉山。Sect．Negundo，仅 1种 A． 渤 L．，分 

布于北美洲，南达危地马拉 (图4)。 

鉴于槭亚属小果槭组 Sect．Microcarpa Pojalk．是槭属中较原始类群，有必要讨论其地理 

分布。本组 36种。如上所述，本组的特征最接近于原始的典型的槭属植物，这 36种，全 

部分布于东亚大陆，主要集中在中国西南部、中部和东南部，也涉及到周边的越南北方、 

缅甸北部、印度东北部、不丹、锡金和尼泊尔东部 (图5)。这种分布格局，应该说是槭属 

起源于东亚的一个旁证。 

5．2 起源与扩散 槭属植物是构成现代北半球落叶林的最大的属之一。其化石在北半球各 

大陆地区发现。但是，化石的分布与现在生存的种类的分布不尽一致。 

槭属的发生与发展在各地史时期的状况见表 2(Deschenes1970)。Pax(1926)和 Pojarko． 

va(1933)认为槭树科起源于侏罗纪的东亚山区的观点是科学的。因为在美国东部拉里坦 

层，发现大约6OOO万年前的槭属植物 Acer amboyenae Newberry，这是白垩纪的赛诺曼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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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新世初期 (约 25OO万前年)槭树科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和分化，此后，各类群的发展与消 

亡在北半球各地区反反复复直到现在。 

本文确定起源地，主要依据原始类群所在地，以及这些所在地是在地史上相对稳定， 

具备原始类群诞生地的条件。东亚、特别是中国四川东部、湖北、湖南及其邻近地区具备 

了这些起源地的条件而且这些地区槭属分布原始类群多 (如 Sect．Microcarpa)，且现存种类 

多 (约 100种)。笔者认为，槭属起源于中国四川东部、湖北、湖南及其邻近地区。这一观 

点与 Pax(1926)、Pojarkova(1933)槭属起于东亚山区的认识基本一致，而且更具体化了。 

槭属的扩散。Pojarkova(1933)，徐廷志 (1983)认为槭属在东亚起源之后，向三个方 

向扩散，第一是向西通过西亚近入欧洲和非洲东北缘，再通过大西洋到北美东海岸；第二 

是向东北沿亚洲内陆的山系和中部的山脉，经大兴安岭沿鄂霍次克海岸边，经历第三纪的 

大部分时期从东亚进入北美西海岸；第三为南方路线，从槭属起源地向南经马来半岛进入 

印尼的苏门答腊、爪哇、苏拉威西。 

囊2 挂一的历史发晨和各地质时期的主要气馁的有关曩论 

Table 2 Evolutlonal hi咖 dAoer andthew2atedthey aheutthe rllrn~esinthe d嚼∞l peaod~ 

年代 时 期 气 候 槭属的历史 

EAx peaod e，，lirm—d—~，． Acer hi咖  

许多槭属种类适应特殊条件。形成形态学、生理学、 

第罩 全新世 易变化 遗传学和生态学的独特特征。 
重 Holocene Variable 】II田町孽鲥∞d Acer de l呷∞咖 m嚏】出。 c日l， 0l0s- 

四 
ical，genetical and ecological chel'scteri~  I印ted to印ec 

苫 conditlms 
纪 更新世 冰河作用 最终的形成和数量众多的种类固定 

F'malf~~ oIl and 6 ∞dnⅢn蛳 m ra％ (Pax1926；Po- Pl
eistocene C．,Im,~imlon j

edmva1933) 

上新世 温和局部半干燥 现代种类形成 

Plionc~e Temperate，b∞uy 8elm- Formation d -向 单eci酋 ( lja 1933；Stebb~ 

arid 1947；Braun 1950) 

第虿 中新世 凉。局部干燥 在北美Acer大量发展(Pax~926) 
三喜 Mioecne Cool，locally arid Mliglrmnn devel~dAoer in Victorin 1935) 渐新世 暖Wem 槭属变异类型形成 
纪言 Oligocme Formationd varioustyp簋dAoer(Vojffiko~1933) 
亩 始新世 暖一温和 槭属扩散的第一时期 

Eocene W心 t F'trst peaod dm m dAoer(Vojffiko~ 1933) 

白垩纪 均为暖和寒冷渐结束 槭属扩散到北美 
C ehK螂 ls Wem  uni colder．to- 

中 wand the end Mi d Aoer in N Amel'ica(Q蛐 1949；Q 址1952) 

生 《 侏罗纪 极地寒冷、亚热带暖和 北美出现槭属 
墨 Jurassic Cold at p0l∞，w,mltn sub- A】pp嘲I越Ioe d Aoer in N Amer~a(a姗叮1949；Cmizat tropic 1952)槭属在东亚起源 0 ；in dAoer in E Asia(vojffiko~ 

代 1933；I 嘲 Ⅻ 1957) 

三叠纪 

Triassc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392 云 南 植 物 研 究 2o卷 

关于槭属起源地与扩散途径的上述论点，得到 Chang Chin—sung and David E．Giannasi 

(1991)对槭属植物的黄酮化学进行研究后植物化学方面的支持。 

6 小 结 

(1)槭树科与无患子科关系密切。槭属是槭树科中较进化的类群。早期的槭树科植物 

是从像 Bohlenia样的祖先，托叶退化，子房减少了1室，叶变为对生叶而形成槭属的。分化 

出金钱槭 (Dipteronia)的路线是维持羽状复叶。 

(2)原始的、典型的槭属植物，其特征为多花组成的圆锥花序，顶生或侧生，下面有 

2 3对苞叶；花程式 KS／CSA8；雄花与两性花同株；翅果连接角 4JD一45。，小坚果中度而对 

称的膨胀大，翅在小坚果远轴边伸长，叶为单叶、掌状脉；木射线为4—5细胞，有乳汁； 

染色体 x=13。芽鳞 2—4对。 

(3)槭属内的演化是在上述原始的典型的槭属植物基础上，按照上述芽鳞，花和花序， 

果、叶、木材和细胞学的特征演化关系而展开系统演化的，其主要方式是花的各部减化而 

进行的。花的各部数量减少，有的器官甚至完全退化 (如花瓣、花盘)。自然界有这样的特 

点：“对于种的生存、繁育、成活率越高以及营养利用越经济，则越是比较进化”(史旦宾 

斯，l963)。而花萼、花瓣、雄蕊的增加是优势的自然条件下特化，如 Sect．Emeiemia六数 

花等。虫媒到风媒是一种进化，因为在没有昆虫的情况下能借助于风力来传粉，以繁育后 

代，并随之有许多适应性进化，如先花后叶 (A． 啊 L．)。槭属的系统演化关系见图 

2。 

(4)槭树科起源于侏罗纪，起源地在中国四川东部、湖北、湖南及其邻近地区，起源 

之后从起源地向北、向西、向南方散布到达欧洲、北美、非洲北缘和马来半岛至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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