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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肠薯蓣（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ｓｉｍｕｌａｎｓ Ｐｒａｉｎ ｅｔ Ｂｕｒｋｉｌｌ）隶属于薯蓣

科（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ｃｅａｅ） 薯蓣属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Ｌｉｎｎ．） 根状茎组 （ Ｓｅｃｔ．
Ｓｔｅｎｏｐｈｏｒａ Ｕｌｉｎｅ） ［１］２７８。 Ｐｒａｉｎ 等［２］根据 １９２８ 年秦仁昌采自广

西罗城县大林山的标本（秦仁昌 ５３１９，５３３５）命名马肠薯蓣，
并建立 Ｓｅｃｔ． Ｉｌｌｉｇｅｒｅｓｔｒｕｍ Ｐｒａｉｎ ｅｔ Ｂｕｒｋｉｌｌ［３］ ，将马肠薯蓣归入

该组。 该组地上茎几乎不分枝，左旋；叶 ３ 裂，无毛；雄花簇生

成小伞状或总状，花被片呈轮状排列；花药 ６ 枚，３ 大、３ 小；雌
花花被片呈轮状排列，总状花序；果实反折，具翅，长略大于

宽；种 子 四 周 具 翅。 Ｐｒａｉｎ 等［３］ 将 马 肠 薯 蓣 归 入 Ｓｅｃｔ．
Ｉｌｌｉｇｅｒｅｓｔｒｕｍ，主要依据：１）着生在雄花序基部的花仅 ３ 朵，簇
生成小伞状；２）雄蕊 ２ 轮；３）种翅向室的基部延伸；４）复叶。
裴鉴等［４］对马肠薯蓣的观察结果显示：雄花序基部每个小伞

不仅有 ３ 朵花，也有 １～ ５ 朵花；雄花 ６ 枚花药聚在一起，顶面

观不完全 ２ 轮；种翅周生；根状茎；染色体数 ２ｎ ＝ ２０；花粉粒单

沟型，更具根状茎组特征，因此，取消了 Ｓｅｃｔ． Ｉｌｌｉｇｅｒｅｓｔｒｕｍ，将
马肠薯蓣归入根状茎组。

２００７ 年，作者于广西桂林雁山镇把盏山采集马肠薯蓣的

雌株和雄株，引种至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根据文

献报道、活植物观察以及对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ＰＥ）、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馆（ＫＵＮ）、中国科学

院华南植物园标本馆（ ＩＢＳＣ）及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

所标本馆（ＮＡＳ）馆藏马肠薯蓣标本的观察，分析结果如下：
１）除种翅形态外，马肠薯蓣茎左旋、根状茎、雄花序基部

每个小伞 １～５ 朵花、果实反折和染色体数 ２ｎ＝ ２０ 等特征与裴

鉴等［４］的观察结果一致。 马肠薯蓣的这些特征虽然与根状茎

组种类相似，但也存在于薯蓣属其他组种类中，如《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２７６记载薯蓣属种类共 ８ 组，其中 ７ 组茎左旋；薯蓣属

种类雄花着生方式类似；除周生翅组 （ Ｓｅｃｔ． Ｅｎａｎｔｉｏｐｈｙｔｏｎ
Ｕｌｉｎｅ）外，其余 ７ 组果实均反折下垂；周生翅组和宽果薯蓣组

（Ｓｅｃｔ． Ｓｔｅｎｏｃｏｒｅａ Ｐｒａｉｎ ｅｔ Ｂｕｒｋｉｌｌ）种类以及根状茎组部分种类

的种子为周生翅；根状茎组中叉蕊薯蓣（Ｄ． ｃｏｌｌｅｔｔｉｉ Ｈｏｏｋ． ｆ．）、
福州薯蓣 （Ｄ． ｆｕｔｃｈａｕｅｎｓｉｓ Ｕｌｉｎｅ ｅｘ Ｒ． Ｋｎｕｔｈ）、柴黄姜 〔 Ｄ．
ｎｉｐｐｏｎｉｃａ ｓｕｂｓｐ． ｒｏｓｔｈｏｒｎｉｉ （Ｐｒａｉｎ ｅｔ Ｂｕｒｋｉｌｌ） Ｃ． Ｔ． Ｔｉｎｇ〕、黄山

药（Ｄ． ｐａｎｔｈａｉｃａ Ｐｒａｉｎ ｅｔ Ｂｕｒｋｉｌｌ）、绵萆薢（Ｄ． ｓｐｏｎｇｉｏｓａ Ｊ． Ｑ．
Ｘｉ， Ｍ． Ｍｉｚｕｎｏ ｅｔ Ｗ． Ｌ． Ｚｈａｏ）和细柄薯蓣（Ｄ． ｔｅｎｕｉｐｅｓ Ｆｒａｎｃｈ．
ｅｔ Ｓａｖ．）的染色体数 ２ｎ＝ ４０［５－６］ 。 以上观察结果均表明马肠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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蓣的特征仅部分类似根状茎组。
２）Ｐｒａｉｎ 等［２］ 认为，马肠薯蓣成熟花雄蕊 ６ 枚，顶面观

２ 轮。 裴鉴等［４］认为，马肠薯蓣成熟花 ６ 枚雄蕊聚集在一起，
３ 大、３ 小，顶面观不完全 ２ 轮。 作者的观察结果显示：马肠薯

蓣成熟花雄蕊 ６ 枚，顶面观完全 ２ 轮，花药 ６ 枚，３ 大（内轮）、
３ 小（外轮），开花时 ６ 枚雄蕊中每 ２ 枚（花药 １ 大、１ 小的 ２ 枚

雄蕊）花丝基部联合（图 １－Ａ）。
３）《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２８４记载马肠薯蓣为单性花，雌花具

６ 枚退化雄蕊。 作者的观察结果显示：马肠薯蓣雌花中多数

“退化雄蕊”具有完整的花丝、花药和花粉，结构完整，发育良

好（图 １－Ｂ），花粉萌发率达 ４２ ２７％，而正常雄花的花粉萌发

率为 ８１ ９６％ ［７］３２；说明马肠薯蓣具有大量正常发育的两性花，
不是完全的雌雄异株，而是有较高比例的雄全异株［８］２３－２４。

薯蓣科中具两性花的属如 Ｔｒｉｃｈｏｐｕｓ Ｇａｅｒｔｎ．和 Ａｖｅｔｒａ Ｈ．
Ｐｅｒｒｉｅｒ 较原始，与百合目（Ｌｉｌｉｆｌｏｒａｅ）关系密切，根状茎组中也

有保留单性花但雌雄同株的原始性状的种类，如盾叶薯蓣（Ｄ．
ｚｉｎｇｉｂｅｒｅｎｓｉｓ Ｃ． Ｈ． Ｗｒｉｇｈｔ） ［９］和小花盾叶薯蓣（Ｄ． ｓｉｎｏ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ａ
Ｔｉｎｇ） ［１０］ ，而马肠薯蓣的雄全异株现象是根状茎组所不具有

的，推测马肠薯蓣的雄全异株为薯蓣科原始的两性花、雌雄同

株向演化高级的雌雄异株的过渡性状，也证明了马肠薯蓣的

特殊及 Ｓｅｃｔ． Ｉｌｌｉｇｅｒｅｓｔｒｕｍ 在薯蓣属中的原始地位。
４）Ｐｒａｉｎ 等［２－３］ 认为马肠薯蓣为复叶，而裴鉴等［４］ 对叶型

是否能作为分组依据存疑。 具根状茎的薯蓣属种类中，仅马

肠薯蓣和异叶薯蓣 （Ｄ． ｂｉｆｏｒｍｉｆｏｌｉａ Ｐｅｉ ｅｔ Ｃ． Ｔ． Ｔｉｎｇ） 具复

叶［１］２７９，２８６。 作者的观察结果显示：马肠薯蓣初生叶 ２～ ４ 枚为

三角状卵形单叶，弧形脉序；后生叶 ３～ ５ 枚小叶，两侧小叶为

弓曲脉序，中间 １ 或 ３ 枚小叶仍为弧形脉序（图 １－Ｃ）。
薯蓣属中具有复叶种类的复叶组 （ Ｓｅｃｔ． Ｌａｓｉｏｐｈｙｔｏｎ

Ｕｌｉｎｅ）是演化高级类型，如块茎、不含皂苷元类成分、多倍体

和花粉粒双沟型，以及茎生维管束内外分别 １ 和 ２ 个韧皮部

单元、韧皮部间 ２ 或 ４ 个后生木质部导管等［４，６，１１－１２］ ，而马肠

薯蓣除了具复叶及含微量皂苷元类成分［４］ 外，其他特征均较

原始，如根状茎、染色体数 ２ｎ＝ ２０ 和花粉粒单沟型，以及维管

束内外各 １ 个韧皮部单元、韧皮部间 ２ 个后生木质部导管

等［５，１１］ ，表明马肠薯蓣既不同于复叶组又有别于根状茎组。
５）薯蓣属果实形状基本一致，种子在果实中的着生位置

及种翅的延伸方式是薯蓣属分组的重要依据。 根状茎组的种

翅有 ２ 种类型，一种为顶生翅，即种子着生于中轴基部，种翅

向顶端延伸，如穿龙薯蓣（Ｄ． ｎｉｐｐｏｎｉｃａ Ｍａｋｉｎｏ）、柴黄姜、蜀葵

叶薯蓣（Ｄ． ａｌｔｈａｅｏｉｄｅｓ Ｋｎｕｔｈ）和山萆薢（Ｄ． ｔｏｋｏｒｏ Ｍａｋｉｎｏ）等；
另一种为着生在中轴胎座中部而种翅周生，根状茎组中除上

述 ４ 种外，其余种类均属此类，而马肠薯蓣虽然种翅周生，但
下方向室的基部延伸（图 １－Ｄ）。

６）叶微形态结构观察结果表明：根状茎组各种类叶肉组

织及该组多数种类侧脉中分布不同类型的非腺毛和椭圆头或

圆头的多细胞头单细胞柄腺毛，但马肠薯蓣无表皮毛；此外，

Ａ： 雄花顶面观 Ａｐｉｃａｌ ｖｉｅｗ ｏｆ ｍａｌｅ ｆｌｏｗｅｒ； Ｂ： 雌花中的雄蕊 Ｓｔａｍｅｎｓ ｉｎ ｆｅｍａｌｅ ｆｌｏｗｅｒ； Ｃ： 叶片脉序，白色箭头示弓曲脉序，黑色箭头示弧形脉序 Ｌｅａｆ
ｖｅ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ａｒｒｏｗ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ａｒｃｕａｔｅ ｖｅ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ａｒｒｏｗ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ａｒｃ ｖｅｎａｔｉｏｎ； Ｄ： 种翅，箭头示种翅基部延伸 Ｓｅｅｄ 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ｒｒｏｗ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ｓｅ ｏｆ ｓｅｅｄ ｗｉｎｇ 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 Ｅ： 雌株 Ｆｅｍａｌｅ ｐｌａｎｔ； Ｆ： 雄株 Ｍａｌｅ ｐｌａｎｔ．

图 １　 马肠薯蓣的形态特征
Ｆｉｇ． １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ｓｉｍｕｌａｎｓ Ｐｒａｉｎ ｅｔ Ｂｕｒｋｉ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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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状茎组基本为弧形脉序，但马肠薯蓣的后生叶增加到 ３ 枚

及以上时，两侧小叶具有复叶组的弓曲脉序特征［７］３２，［８］１７。
７）地下茎解剖结果表明：根状茎组种类通常内侧基本组

织与外侧基本组织厚度比小于 １ ０ ∶ ０ ２，黏液细胞长度小于

１９０ μｍ，而马肠薯蓣内侧基本组织与外侧基本组织厚度比为

１ ０ ∶０ ４，黏液细胞多，长度达 ３２３ μｍ［１３］ 。 根茎组多数种类的

髓部直径占茎直径的 １ ／ ２ 或 １ ／ ３，而马肠薯蓣及复叶组的毛芋

头薯蓣（Ｄ． ｋａｍｏｏｎｅｎｓｉｓ Ｋｎｕｔｈ）、黑珠芽薯蓣（Ｄ． ｍｅｌａｎｏｐｈｙｍａ
Ｐｒａｉｎ ｅｔ Ｂｕｒｋｉｌｌ）和五叶薯蓣（Ｄ． ｐｅｎｔａｐｈｙｌｌａ Ｌｉｎｎ．）的髓部直径

均占茎直径的 １ ／ ５［１１］ ，说明马肠薯蓣该性状有别于根状茎组

大多数种类，更接近于复叶组的特征。
８）马肠薯蓣皂苷元类成分与中国分布的根状茎组其他种

类的差异也较大，根状茎组其他种类均含有一定量的薯蓣皂

苷元（ｄｉｏｓｇｅｎｉｎ），而马肠薯蓣不含该成分；ＨＰＬＣ 图谱显示：有
２ 种皂苷元类成分的含量与根状茎组其他种类相比明显

偏低［７］１１６，１２５－１２６。
综上所述，马肠薯蓣虽然在演化地位上接近根状茎组，但

在分类特征及其他特点上明显不同于根状茎组，建议将其划

出根状茎组，归入恢复的 Ｓｅｃｔ． Ｉｌｌｉｇｅｒｅｓｔｒｕｍ Ｐｒａｉｎ ｅｔ Ｂｕｒｋｉｌｌ。 同

时修订《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的马肠薯蓣形态描述如下：
马肠薯蓣 野山薯（广西）（图 １－Ｅ，Ｆ）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ｓｉｍｕｌａｎｓ Ｐｒａｉｎ ｅｔ Ｂｕｒｋｉｌｌ　 Ｂｕｌｌ． Ｍｉｓｃ． Ｉｎｆｏｒｍ． Ｋｅｗ

１９３１ （ ８）： ４２７． １９３１； Ｐｒａｉｎ ｅｔ Ｂｕｒｋｉｌｌ ｉｎ Ａｎｎ． Ｂｏｔ． Ｇａｒｄ．
Ｃａｌｃｕｔｔａ １４（１）： ２０７． ｐｌ． ７９． １９３６．

根状茎有时外皮块状剥离。 单、复叶混生，初生叶 ２～ ４ 枚

为单叶，弧形脉序，小叶和全裂叶的裂片为披针形，长 ５ ０ ～
１６ ０ ｃｍ，宽 １ ５～５ ０ ｃｍ，顶端骤突，基部较窄而圆钝；外侧小

叶基部稍歪斜呈斜卵形，较中间小叶小；后生叶 ３ ～ ５ 枚小叶，
两侧小叶为弓曲脉序，中间 １ 或 ３ 枚小叶为弧形脉序；叶柄靠

近叶片处通常具紫红色，基部常有刺。 花单性或两性，雄全异

株及少数雌雄异株。 小花基部联合成短管状；成熟花雄蕊顶

面观完全 ２ 轮，６ 枚花药，内轮 ３ 枚大、向外着生，外轮 ３ 枚小、
向内着生，开花时 ６ 枚雄蕊中每 ２ 枚（花药 １ 大、１ 小的 ２ 枚雄

蕊）花丝基部联合，上部分开；两性花中雄蕊及雌花中的退化

雄蕊形态同雄花。 蒴果三棱形，顶端平截或微凹，基部较窄，
每棱翅状，近半圆形；种子通常每室 ２ 枚；种翅下方向室的基

部延伸，薄膜状，白色或带棕红色。
分布于广西、广东北部和湖南南部。 生于海拔 ６００ ｍ 以

下的山坡稀疏灌丛或路边岩石缝中。 模式标本采自广西罗城。
李光照 １６８０２，ＰＥ１６１９２０５，１９９７－ １０－ ０７，广西桂林雁山，

山谷，石灰岩石；秦云程 １００２９ａ，ＮＡＳ４４０５３２，１９６４－１２－０３，广

西桂林象山附近， 石山缝， 海拔 １２０ ｍ； 秦云程 １００２９ｂ，
ＮＡＳ４４０５３２，１９６４－ １２－ ０３，广西桂林象山附近，石山缝，海拔

１２０ ｍ；Ｒ． Ｃ． Ｃｈｉｎｇ ５３３５ａ，ＮＡＳ０４６５８６，１９２８－０５－２５，Ｇｕａｎｇｘｉ，
Ｌｕｃｈｅｎ（雄株）；Ｒ． Ｃ． Ｃｈｉｎｇ ５３１９，１９２８ － ０５ － ２５，ＮＡＳ０４６５８７，
Ｇｕａｎｇｘｉ，Ｔｉａ Ｌｉａｎ Ｓｈａｎ，Ｌｕｃｈｅｎ，ａｌｔ． １ ８００ ｍ，ｉｎ ｗｏｏｄ；黄春洪，郭
可跃，ＮＡＳ０６４８５８３，２００２－１０－３０，广西桂林雁山镇附近把盏山

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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