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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光学显微镜和扫描电子显微镜对山柳科（)*+,-./0+/+）和堇菜科（123*/0+/+）4 个

种的花粉形态进行了观察。综合前人对第伦桃亚纲（52**+627/+）& 个科即猕猴桃科（80,262729
/0+/+）、山茶科（:-+/0+/+）、旌节花科（;,/0-<=./0+/+）和大风子科（>*/03=.,2/0+/+）以及蔷薇

亚纲（?3@27/+）的省沽油科（;,/A-<*+/0+/+）共 "" 属 ’# 个种的孢粉学和已有的胚胎学资料，

讨论了上述 B 个科的系统学关系。通过对大风子科（>*/03=.,2/0+/+）和杨柳科（;/*20/0+/+）的

花粉形态特征比较，支持 8CDEE 系统中将大风子科的大部分种归入杨柳科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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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柳科（!"#$%&’(#’#）属于第伦桃亚纲杜鹃花目（)&*(’"#+）（,’-%$’.’/，0112；!&3/4
56*+$，0170；8#9#"" 和 :#;#’"（<36/= 系统），017>），原仅 0 属即山柳属（ !"#$%&’ ?&3/3;@
#A B@），约 0CC 种，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中国约 0D 种（侯宽昭，0117）。由于它和

!E&*""’(#’#在外部形态、胚胎、花粉和植物化学等 方 面 有 很 多 共 同 点，所 以 F’GG#&"#E
（0112）根据 H6G*$I-* 系统将这两科合并；在被子植物八纲系统中归入蔷薇纲（:3+3J+*9’）

的石 南 亚 纲（)&*(*9’#）（吴 征 镒 等，>CC>，>CCK）。L%’/= 和 M/9#&G#&=（>CC>）、张 芝 玉

（0172）曾报道了山柳科 N 个种的花粉形态。

堇菜科（O*3"’(#’#）是第伦桃亚纲（P*""#/*9’#）刺篱木目（Q"’(36&$*’"#+）一个在温带

得到较大发展，且演化达到了高层次的盲支，其中最大的属堇菜属（()*"’ B@）广泛分布

于世界范围内。本科 >C R >N 属，7CC R 0CCC 种，我国 N 属 00S 种（吴征镒等，>CCK）。F*E4
3+%* 和 <’T’T3$3（017N）、孙 坤 等（011N）、,*""483$$&’69 等 （0111）、 李 连 方 和 尹 祖 棠

（>CCC）以及其它学者，对该科相关属的花粉作了一系列的报道，主要是探讨堇菜属属下

一些种的花粉形态及其分类学和生物地理学意义。

猕猴桃科（M($*/*9*’(#’#）、山茶科（,%#’(#’#）、旌节花科（U$’(%E6&’(#’#）和大风子科

（Q"’(36&$*’(#’#）属于第伦桃亚纲（P*""#/*9’#）。省沽油科（U$’J%E"#’(#’#）则被列入蔷薇亚

纲（:3+*9’#）的无患子目（U’J*/9’"#+）（,’-%$’.’/，0112；!&3/56*+$，0170；8#9#"" ’/9 :#4
;#’"，017>）。猕猴桃科在 ,’-%$’.’/ 系统中位于猕猴桃目（M($*/*9*’"#+）（与山柳科在八纲系

统（吴征镒等，>CC>）中同属石南亚纲）；山茶科和旌节花科则放在山茶目（,%#’"#+）。在

!&3/56*+$ 系统中猕猴桃科与山茶科同归于山茶目，旌节花科被移入堇菜目（O*3"’"#+）。在

<36/= 系统中猕猴桃科、山茶科、旌节花科和山柳科都放在山茶目。山柳科在 ,’-%$’.’/ 和

!&3/56*+$ 两系统中都归在杜鹃花目（)&*(’"#+）。在上述 K 个系统中，大风子科和堇菜科系

统位置争议较小，都归入了堇菜目。

各学者对上述 2 个科的孢粉学相继进行过研究。P*(-*+3/ 等（017>）描述和比较了猕

猴桃科与第伦桃科（P*""#/*’(#’#）的花粉形态。张芝玉（0172）对猕猴桃科 >K 种、山茶科

1 种和山柳科 0 种的花粉形态进行了对比研究，结合胚胎学、外部形态和植物化学等方面

的资料，探讨了 K 个科的系统关系。韦仲新等（011>）以及韦仲新（0112）对山茶科花粉

的形状、大小、外壁纹饰和超微结构等做了综合研究，探讨了其花粉演化趋势。H#’$*/=
（012K，012D）主要利用光镜对大风子科 D0 属 0D0 种花粉做了详尽的描述。陆露和王红

（>CCN）通过光镜和电镜研究了该科 0K 个种的花粉形态。汤彦承等（017K）对产于中国的旌

节花科 1 个种的植物地理学、细胞学和孢粉学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该科作为东亚特有科，

其系统位置比较复杂，各家争论不一（不同学者认为它分别接近山茶科、猕猴桃科、大风子

科和山柳科或金缕梅科（V’T’T#"*9’(#’#）），应对其地理分布、染色体数目和花粉等进行深

入地系统性研究；他们从孢粉学的角度，讨论了属下组的划分，为科下系统和科的系统位置

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依据。金巧军和韦仲新（>CC>）对旌节花科与省沽油科花粉形态进行比

较，为研究两科之间的系统关系提供了证据。韦仲新等（>CC>）以旌节花科为研究对象，对

相关的 S 个科（第伦桃科、猕猴桃科、水冬哥科（U’6&’6*’(#’#）、金莲木科（W(%/’(#’#）、

省沽油科和山茶科）共 01 属 K2 种花粉形态进行了观察比较，探讨了各科之间的关系。

韦仲新等（>CC>）根据西域旌节花（ +$’,%-.&./ %)0’"’),./ V33-@ X @ #$ ,%3T+）雌雄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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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体的形成和发育过程以及已有的胚胎学资料，对这 ! 个被认为是“近缘”类群科的主要

胚胎学特征进行比较，发现它们之间在花药药壁结构和发育、成熟花粉细胞数目、胚珠类

型和结构以及胚囊类型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系统中，这 ! 个科的系统

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旌节花科和省沽油科一起归到了 !"#$%# 支上，而大风子科和堇菜

科则属于 &’("#$%# ( 支的金虎尾目（)*+,-./-*+01）；猕猴桃科、山茶科和山柳科归入了 )#*
+,($%# 支的杜鹃花目。在 "#$((（2334）系统中，大风子科则主体并入杨柳科，部分并入

"5/*6-*50*0。因而，这 ! 个科的系统关系十分复杂，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本文选取了堇菜科 4 属 4 种（其中这 4 个种分别代表了模式亚科堇菜亚科（7-89
+8-:0*0）下的两个族即 三 角 车 族（;-<860*0）和 堇 菜 族（7-8+0*0）的 4 个 属：鼠 鞭 草 属

（-./01+2’# =*5>?）、三角车属（!$1"(,0 "@A+ ?）和堇菜属，以及山柳科山柳属 B 种的花粉进

行研究，拟在我们先前对山茶科、旌节花科、省沽油科和大风子科的花粉研究和已知的相

关类群花粉形态资料的基础上，结合韦仲新等（2332）在胚胎学方面的研究结果，进一步

探讨这 ! 个科的系统关系。

! 材料和方法

研究的花粉材料主要来自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馆（CDE）的蜡叶标本和昆明植物园种植

的部分活植物（表 %）。

花粉的处理方法按 F6:GH*<（%&I3）的醋酸酐分解法。J3 倍光学显微镜下观察花粉粒大小，测量时按

每种测 23 粒。将处理后的花粉（用 &BK的酒精保存）置于贴有双面胶的样品台上，真空喷镀铂金后在

CLCL9%333M 型的扫描电子显微镜下观察、记录并拍照。

文中所用孢粉学术语采用 F6:GH*<（%&B2）和 #@<G 等（%&&J）的描述。

表 ! 材料来源

N*A+0 % N/0 18@650 8O H*G06-*+1

科名 种名 采集地 采集人 采集号

P*H-+Q R,05-01 S85*+-GQ T8++05G86 E@HA06
34,+2(0 05’6$10+0 )-5/*@U M-. R8@G/ P86V E*G@6*+ #60106W0 P?P@1-*V *<: S?SQ+0 ’294&
江南山柳 3 X 50704,($,$ SYW+ ? 湖南宜章莽山，大圹坑东侧 2XB VH 刘林翰 3%3J%2

山柳科 滇西山柳（原变种） 云南怒江片马至片马丫口 武素功 ’4!3
T+0G/6*50*0 3 X %,4070.$ P6*<5/ W*6X %,4070.$

南岭山柳 3 X ,#8’$("4$$ SYW+ ? 广西大苗山景三防区罗纲乡万九山 陈少卿 %JBI3
鱼龙牛棚界

史密斯山柳 3 X #6$+2$010 P*<. 云南西畴柏林乡坡脚 胡月英和文绍康 B’3!!B
鼠鞭草 -./01+2’# ,11,0#9,(6’# 海南 R? C? S*@ 2!%%J

堇菜科 （S?）P? )@0++ ?
7-8+*50*0 雷诺木 !$1"(,0 /,1:04,1#$# 海南崖县力村 侯宽昭 !3BB4

（Z*++ ?）[? CG\0?
三色堇 ;$"40 +($5"4"( S? 昆明植物园 陆露 233J934

" 结果

山柳科山柳属 B 种和堇菜科 4 属 4 种的花粉主要形态特征见表 2。

山柳科（#$%&’()*%)%）
花粉球形或近球形，极面观三裂圆形，小到中型粒，大小为 %!XB ] 42 ^ %B ] 2&XB!H；

三孔沟或三拟孔沟，沟狭长，一般较宽，内孔圆形、方形或椭圆形，有明显沟桥，沟膜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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糙，有瘤状突起；花粉外壁多为近光滑，局部微有小皱波块突起或浅穴。

!"#$%&’ ’()*+,’$’ !"#$%&’ 图 !：! " #
花粉近球形，极面观三裂圆形，小型粒，大小为（!$%# " #&%$）#!%’ (（!&%) " #*%+）

!,%+!-；三拟孔沟，沟狭长，沟缘明显，沟桥突出，沟膜粗糙；外壁近光滑，极面较光

滑，沟间区较粗糙有时为皱波状纹饰。

江南山柳 ! % (’-’"#&+#+ ()*+ . 图 !：+ " *
花粉近球形，极面观三裂圆形，中型粒，大小为（##%$ " +#）#’%* (（#!%+ " #$）#*%)

!-；三孔沟，沟长而较宽，两端渐尖，沟膜粗糙，内孔圆而明显，沟桥十分突出；外壁

表面近光滑，具浅穴状纹饰，穴的分布很稀疏。

滇西山柳（原变种）! % .#"’-’/+ ,-%.#$ *%- % .#"’-’/+ 图 !：&
花粉球形，极面观三裂圆形，中型粒，大小为（#!%$ " #,）#*%, (（##%+ " #,%&）#&%$

!-；三孔沟，沟长且宽，沟膜很粗糙，有瘤突，内孔圆，沟桥突出；外壁局部区域有轻

微皱波状突起。

南岭山柳 ! % #01)+&2"++ ()*+ . 图 !：’ " )
花粉球形，有时近扁球形，极面观三裂圆形，中型粒，大小为（!$%$ " #&）#!%! (

（!& " #*%&）#!%+!-；三孔沟，沟狭长，内孔横长，沟膜粗糙，沟桥突出；外壁较粗糙，

具浅穴状纹饰。

史密斯山柳 ! % 0*+$%+’,’ ,%./ 图 !：$ " ,
花粉近球形，极面观三裂圆形，小型粒，大小为（!)%& " #+%$）!,%) (（!)%& " #+）

!,%$!-；三孔沟，沟长较宽，内孔横长，沟膜粗糙颗粒状突起，沟桥明显；外壁近光滑，

局部有小皱块状突起。

堇菜科（0"1+%#2%2）
花粉扁球形、近球形、近长球形或长球形，极面观三裂圆形，多中型粒，大小为

#,%& " +)%+ ( #/ " *#%&!-；多为三孔沟，或四孔沟（见三色堇），六孔沟，沟狭长，两端

渐尖，沟膜粗糙；外壁一般为细颗粒状纹饰。

鼠鞭草 3/4’,$%)0 #,,#’05#&*)0（( .）, . !&2++ . 图 !：!/
花粉近球形，极面观三裂圆形，中型粒，大小为（#,%& " +$%$）++%’ (（#/ " ++）#*%$

!-；三孔沟，沟狭长，两端尖，有明显沟桥，沟膜上有瘤状突起；外壁较粗糙，具不明

显的细颗粒状纹饰。

雷诺木 6+,2&#’ 4#,7’"#,0+0（3%++ .）4 . 5672 . 图 !：!!
花粉扁球形或近球形，极面观三裂圆形，中型粒，大小为（+#%& " *#%&）+$%! (（+/

" *#%&）+&%)!-；三孔沟，沟狭长，两端尖，沟膜粗糙；外壁细颗粒纹饰。

三色堇 8+2"’ $&+(2"2& ( . 图 !：!#
花粉长球形，极面观四裂圆形，中型粒，大小为（++%+ " &/）*!%, (（#!%+ " +)%&）

#$%,!-；四孔沟，沟很长几乎达两极，内孔圆形；外壁具不明显的细颗粒状纹饰。

孙坤等（!,,*）认为三色堇等属于美丽堇菜亚属植物的花粉，较大型，具四至六孔

沟；而堇菜属其它种类的花粉均为三孔沟，长球形至球形的中等大小，在光镜下它们的花

粉形态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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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 #$ !"#$%&’ ’()*+,’$’ !$ 极面观；#$ 赤道面观 $ % " & $ 江南山柳 %$ 极面观；& $ 赤道面观 $ ’ $ 滇西山柳

（原变种）赤道面观 $ ( " ) $ 南岭山柳 ($ 极面观；)$ 赤道面观 $ * " + $ 史密斯山柳 *$ 极面观；+ $ 赤道面观 $

!, $ 鼠鞭草 赤道面观 $ !! $ 雷诺木 极面观 $ !# $ 三色堇 赤道面观 $ ! - !# $ 所有图标尺为 !,!.

/01$ ! ! - # $ !"#$%&’ ’()*+,’$’ ! $ 23456 7089；#$ 8:;5<36054 7089$ % - &$ ! = (’-’"#&+#+ % $ 23456 7089；& $ 8:;5<36054 7089$

’ $ ! = .#"’-’/+ 756= .#"’-’/+ 8:;5<36054 7089$ ( - )$ ! = #01)+&2"++ ($ 23456 7089；)$ 8:;5<36054 7089$ * - +$ ! = 0*+$%+’,’

*$ 23456 7089；+ $ 8:;5<36054 7089$ !, $ 3/4’,$%)0 #,,#’05#&*)0 8:;5<36054 7089$ !! $ 6+,2&#’ 4#,7’"#,0+0 23456 7089$

!# $ 8+2"’ $&+(2"2& 8:;5<36054 7089$ >44 ?56@：!,!.

%)#% 期 陆 露等：山柳科和堇菜科八个种的花粉形态





! 讨论

根据本文所观察的山柳科 ! 个种和堇菜科 " 个种，以及已有报道的第伦桃亚纲 # 个科

和省沽油科的孢粉学资料（韦仲新，$%%&，’(("；韦仲新等，$%%’；金巧军和韦仲新，

’((’；陆露和王红，’((#）（详见附录），共 & 个科 ’) 属 ## 种综合进行比较（表 "），发现

它们的花粉形态特征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如花粉均以单粒形式存在；大小变化不大，多在

小型至中型粒之间；形状一般为扁球形、近球形和近长球形；有“沟桥”，内孔多圆形和

椭圆形，少有方形，沟膜多粗糙，极面观一般为三裂圆形。但各科和科下种间的萌发孔类

型和外壁纹饰上有一定差异（表 "）。

这些花粉的萌发孔主要有 # 种类型，即：三孔沟、三拟孔沟、三沟和四至六孔沟。

属于三孔沟类型的有猕猴桃科猕猴桃属的漓江猕猴桃（!"#$%$&$’ ($)$’%*+%,$, *+ ,+ -./
012）和中华猕猴桃（! 3 "-$%+%,$, 450167+），藤山柳属的猕猴桃叶藤山柳（.(+/’#0"(+#-1’ ’"2
#$%$&$0$&+, 809.:+）。旌节花科除云南旌节花（ 3#’"-4515, 45%%’%+%,$, ,;0167+）外的 & 个种；

山茶科黄瑞木属的尖叶黄瑞木（!&$%’%&1’ 60"7$’%’ 4;.<= + >9 ?.>5@ A0;3 ’"5#$80($’），茶梨属的

茶梨（!%%+,(+’ 81’*1’%, B055 +），圆仔荷属的圆仔荷（!9#+10,9+1/’ 06(’#+ C+ D+ *7012），山

茶属的厚短蕊茶（.’/+(($’ 9’"-4,’%&1’ CE）和茶（. 3 ,$%+%,$,（-+）F+ G<=>），大头茶属的

黄药大头茶（:01&0%$’ "-14,’%&1’ GH;<705@），折柄茶属的折柄茶（;’1#$’ ,$%+%,$, ?E11），核

果茶属的长核果茶（<41+%’1$’ 06(0%*$"’19’ *7012）；山柳科除 .(+#-1’ ’"5/$%’#’ 外的 # 个种；

大风子科除大叶龙角（;4&%0"’195, ’%%’/+%,$,（I021>J+）->@6H< >< K5>E:>;）和毛叶山桐子

（ =&+,$’ 90(4"’19’ 809.:+ A0;3 >+,#$#’ ?.>5@）外的 ! 个种；堇菜科的鼠鞭草及三角车；省沽油

科除银鹊树（?’9$,"$’ ,$%+%,$, F5.A +）外的 # 种。## 种中有 "" 种的花粉均为 " 孔沟，可见具

三孔沟的花粉普遍存在于这些科中。

这些科中有部分种在电镜下内孔不明显，但光镜下仍可见其内层中断，这种萌发孔为

三拟孔沟。见于猕猴桃科藤山柳属，旌节花科中云南旌节花；山茶科柃属米碎花（@514’
"-$%+%,$, L+ M;+）和毛果柃（@ 3 #1$"-0"’19’ GH;<705@），木荷属的竹叶木荷（ 3"-$/’ 6’/65,$2
80($’ CE），石笔木属的粗毛石笔木（ ?5#"-+1$’ -$1#’（C01N+ /80== +）-. +）；山柳科中 .(+#-1’
’"5/$%’#’，花粉较特化；而大风子科中大叶龙角的萌发孔类型与 K670>OO>;（$%&’）报道的

相同，也明显为三拟孔沟，毛叶山桐子（ =&+,$’ 90(4"’19’ 809.:+ A0;3 >+,#$#’ ?.>5@）比较特

殊，同一花粉粒上并存孔沟和拟孔沟，可能是两种萌发孔的过渡类型。

省沽油科的银鹊树为三沟；堇菜科三色堇为四至六孔沟（本文仅见四孔沟）。

研究的 ## 个种花粉外壁纹饰类型多种多样，可以分为 % 类：细颗粒状、穴状、皱波

状、细网状、粗网状、穴网状、复网状（即网内有网，由粗网脊组成的大网内有若干细

网，细网脊很窄，网眼小）、近光滑（微粗糙）和穿孔状。

外壁纹饰对划分科（属）具有一定意义。在猕猴桃科、旌节花科、山柳科、堇菜科和

省沽油科中，外壁纹饰类型相对较为单一，特别在旌节花科中均为穴状纹饰；猕猴桃科以

细颗粒状为主（猕猴桃属在极面为皱波状）；山柳科的外壁近光滑；省沽油科多为穴网状

和细网状，有的种如嵩明省沽油（3#’9-4(+’ 8011+,#$$ M05O + O +），外壁同时具有这两种纹饰。

堇菜科主要是模糊的细颗粒状。而山茶科和大风子科下属间关系较复杂，外壁纹饰类型也

多样，山茶科有细穴状、穴状、皱波状、细网状、网状和复网状；大风子科以网纹状（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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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状，粗网状和穴网状）为主，也有穿孔状和穴状，这两个科中属下种间花粉纹饰基本一

致，因而在属的水平上，外壁纹饰也可作为一定的划分依据。

由于这 ! 个科在胚胎特征上具有较大的相似性，认为它们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在

"#$%&#’#(、)*+(,-./& 和 0+-(1 系统中，它们的系统位置相对稳定，而通过分子系统学研究，

在 234（5667）系统中各科关系发生了一定的改变，系统位置有一定的争议。

在第伦桃亚纲中猕猴桃科、山茶科、旌节花科、山柳科、大风子科和堇菜科中一些种

的花粉孔沟上具有“沟桥”现象，即：内孔的两侧外壁外层向外延伸突起，在内孔上方形

成几乎相连或不相连的“桥”（这种现象还普遍存在于壳斗科（8#1#9:#:）、蔷薇科（;+/#<
9:#:）和大戟科（=->%+*?.#9:#:）的花粉中），特别是在猕猴桃科、山茶科、旌节花科和山

柳科中最明显。张芝玉（567!）根据孢粉学、结合胚胎学、形态学和植物化学等资料，分

析了猕猴桃科、山茶科和山柳科 @ 个科的系统关系，指出猕猴桃科、山茶科和山柳科关系

密切，推测猕猴桃科可能是由山茶科这个枝干上衍生出来的一个分支，并通过该分支将山

茶目与杜鹃花目相连。作者认为这 @ 个科沟桥较相似，同时各科中也有一些种的花粉为三

拟孔沟，形状大多为球形和长球形，只是在外壁纹饰上有所差异，所以从孢粉学上看，

234（5667）系统将这 @ 个科归入一目———杜鹃花目以及八纲系统（吴征镒等，ABBA）中，

将猕猴桃科和山柳科归入石南亚纲是较为合理的。

从胚胎学和分子系统学角度看，旌节花科相对于猕猴桃科、山茶科和山柳科，其更近

于省沽油科。旌节花科和省沽油科的珠被皆为双珠被，珠孔形成是内外珠被，无珠被绒毡

层，厚珠心，有珠心冠等。从花粉形态上看，旌节花科花粉明显具有沟桥，特别是云南旌

节花花粉基本结构较相似于山茶科的柃属、山柳科的 !"#$%&’ ’()*+,’$’ 和猕猴桃科的藤山

柳（韦仲新等，ABBA）；而省沽油科与旌节花科的外壁纹饰略有不同，因而旌节花科似乎

更近于猕猴桃科、山茶科和山柳科，从而支持 0+-(1 系统。大风子科和堇菜科在胚胎学主

要特征上十分相似，但由于大风子科花粉形态多样，与堇菜科花粉也有一定差别，很难体

现出两者在 234（5667）系统中那样处于同一目———金虎尾目的近缘关系，这 A 个科一些

种具沟桥和部分相同的外壁纹饰特征多少也可能与旌节花科有一定的联系。

234CC（ABB@）强调了大风子科主体并入杨柳科，而部分归入最近发表的一个新科

———29%#*.#9:#:。认为杨柳科广泛的扩展并包含了一类具有柳叶状齿，含辅致癌物，花的

萼片和花瓣数目相同（如果都存在）的大风子科的类群。韦仲新（ABB@）观察了大风子科

大叶龙角和杨柳科的云南柳（-’"+. (’/’"#&+#+ DEFG H）和垂柳（ - I 0’01"2,+(’ DH）的花粉，结

合 J9%#:KK:*（56!A）和 L:#&.(1（56!@）等的孢粉学资料，发现大风子科大风子属（314,25
(’&6)7 4#:*&(）、山桐子属（ 84#7+’ M#N.OH (+OH 9+(/:*F H）和杨柳科柳属（-’"+. DH）花粉形

态特征除大小外（大风子属的花粉多为中型粒，山桐子属和柳属多为小型粒）极其相似，

花粉均为长球形，极面观为三裂圆形，为三拟孔沟，沟细长，外壁为网纹状（粗网状）纹

饰。此外，@ 个属之间也有一些共同的外部形态特征如单叶互生，花单性，雌雄异株，侧

膜胎座，胚珠多数。因此，这 @ 个属可能是联系大风子科和杨柳科的一条纽带；从孢粉学

方面也为大风子科部分归入杨柳科提供了依据。

致谢 作者感谢樊熙楷先生协助拍摄电镜照片；感谢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馆（LPQ）提供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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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本文所采用的已有的花粉形态报道及相关文献引证

科 种 引证文献

漓江猕猴桃 !"#$%$&$’ ($)$’%*+%,$, !" #" $%&’(
猕猴桃科 中华猕猴桃 ! ) "-$%+%,$, *+&’,- 韦仲新，.//0

猕猴桃叶藤山柳 .(+/’#0"(+#-1’ ’"#$%$&$0$&+, 1&2%3"
藤山柳 . ) (’,$0"(’&’ 1&2%3"
中国旌节花 2#’"-3414, "-$%+%,$, #4&’,-"
滇缅旌节花 2 ) "01&’#4(4, 1544"
西域旌节花 2 ) -$/’(’$"4, 6778" #" 9 :-73;

旌节花科 矩圆叶旌节花 2 ) 05(0%*$60($4, <&’( 5= :&’( 金巧军和韦仲新，.//.
倒卵叶旌节花 2 ) 0507’#4,（>5-?"）$%
凹叶旌节花 2 ) 1+#4,4, @&’(
柳叶旌节花 2 ) ,’($"$60($4, #4&’,-"
云南旌节花 2 ) 34%%’%+%,$, #4&’,-"
尖叶川黄瑞木 !&$%’%&1’ 50"8$’%’ *4%=A" 52 B%5+; C&4) ’"4#$60($’

（6&’?" D1&AA"）E7FG;8%
茶梨 !%%+,(+’ 61’*1’%, <&++ "
圆仔荷 !9#+10,9+1/’ 05(’#’ 6" :" !-&’(
短厚蕊茶 .’/+(($’ 9’"-3’%&1’ 6G
茶 . ) ,$%+%,$,（$"）H" E=A5

山茶科 米碎花 :413’ "-$%+%,$, >" I4" 韦仲新，JKKL
毛果柃 : ) #1$"-0"’19’ E74=-&+;
黄药大头茶 ;01&0%$’ "-13,’%&1’ !7M&’
折柄茶 <’1#$’ ,$%+%,$, BG’’
长核果茶 =31+%’1$’ 05(0%*$"’19’ !-&’(
竹叶木荷 2"-$/’ 5’/54,$60($’ 6G
粗毛石笔木 >4#"-+1$’ -$1#’（6&’?" D1&AA"）$%
大叶龙角 <3&%0"’194, ’%%’/+%,$,（N&(’5O"）$5;,7= 5= P+5G354
毛叶山桐子 ?&+,$’ 90(3"’19’ 1&2%3" C&4) 7+,#$#’ B%5+;
@4%’%$’ /+A$"’%’ I4&’?5(

大风子科 山拐枣 =0($0#-31,$, ,$%+%,$, H+%C" 陆露和王红，.//Q
广东!" 2"0(09$’ ,’+7’ 6&’,5
B3(0,/’ $%#+1/+&$4/（:4" 9 *+&’,-"）N4%;5F 5= >" $ <%+FG4
毛枝柞木 B ) 1’"+1/0,’ 1%R" C&4) *(’%"+,"+%, #4&’,-"
省沽油 2#’9-3(+’ 54/’(&’ B!"
嵩明省沽油 2 ) 6011+,#$$ I&+S " S "

省沽油科 银鹊树 >’9$,"$’ ,$%+%,$, H+%C" 金巧军和韦仲新，.//.
硬毛山香圆 >419$%$’ ’66$%$, 1544" 9 *544T
大果山香圆 > ) 90/$6+1’（>72F"）B!"
云南柳 2’($A "’7’(+1$+$ $UC+ "

杨柳科 韦仲新，.//0
垂柳 2 ) 5’53(0%$"’ $"

〔参 考 文 献〕

韦仲新，.//0 " 种子植物花粉电镜图志［1］" 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

吴征镒，路安民，汤彦承等，.//0" 中国被子植物科属综论［1］" 北京：科学出版社，VK.

侯宽昭，JKKW " 中国种子植物科属词典（修订版）［1］" 北京：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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