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伞形科棱子芹属部分种类果实结构的比较解剖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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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石蜡切片法对伞形科(Apiaceae)棱子芹属(Pleurospermum Hoffm.)的宝兴棱子芹也P. benthamii (Wall. ex
DC.) Clarke页和松潘棱子芹(P. franchetianum Hemsl.)、西藏棱子芹(P. hookeri Clarke var. thomsonii Clarke)和太白

棱子芹(P. giraldii Diels)、康定棱子芹(P. prattii Wolff)和瘤果棱子芹(P. wrightianum de Boiss.)的果实横切面的解

剖结构特征进行了详细观察和比较分析。 结果表明:6 种植物虽然在外部形态上两两相似,但彼此间的果实解剖结

构特征却存在一定的差异。 共同特征是果棱均比较发达,且外果皮与中果皮分离,常形成空腔,每个果棱有 1 个明

显的维管束,中果皮高度退化,果壁均很薄,棱槽和合生面均有油管,其中合生面油管数为棱槽油管数的 2 倍;差异

主要表现在果实横切面外形、果体的压扁程度、果棱的发达程度、外果皮拱起程度及角质层的有无和厚度、维管束

大小和着生位置、棱槽油管数以及合生面与侧棱的关系等方面。 根据观察结果认为康定棱子芹与瘤果棱子芹不宜

合并,建议将西藏棱子芹与太白棱子芹予以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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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paraffin section method, the transection anatomical characters of mericarps of six
species including Pleurospermum benthamii (Wall. ex DC.) Clarke and P. franchetianum Hemsl., P.
hookeri Clarke var. thomsonii Clarke and P. giraldii Diels, P. prattii Wolff and P. wrightianum de
Boiss. of Pleurospermum Hoffm. in Apiaceae were observed in detail and analyzed comparative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although the external morphological characters of every two species in six species are
similar, but the anatomical structures of mericarps were different. The common features of them are
relatively developed ribs, separation of exocarp and mesocarp, with a cavity and one obvious vascular
bundle in each rib, highly reductive mesocarp, thin mericarp wall, with vittae in vallecular and
commissure, vitta number of commissure one time more than that of vallecular. The different features
include the shape of mericarp transection, compressed degree of mericarp body, development degree of
rib, arching degree of exocarp, with or without corneous layer and its thickness, size and position of
vascular bundle, vitta number in vallecular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issure and lateral ribs.
According to these observation result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P. prattii and P.
wrightianum seems inappropriate, whereas the merger of P. hookeri var. thomsonii and P. giraldii should
b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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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棱子芹属(Pleurospermum Hoffm.)由 Hoffmann 于

1814 年建立[1],是伞形科(Apiaceae)中的一个重要

类群,主要分布在亚洲北部和欧洲东部,尤以喜马拉

雅山地居多,其中大部分种类在中国,约有 40 种,主
要分布于云南西北部、四川西部、西藏、青海等高海拔

地区[2]。
在经典分类系统中,棱子芹属的种类主要以果

实、苞片和叶片性状作为划分依据。 从外部形态看,
该属的显著特征是分生果中的外果皮常疏松、果棱显

著、总苞片和小苞片均发达,且大多数种类的苞片常

分裂和具有白色膜质边缘,叶片常 1 ~ 3(4)回羽状分

裂。 该属的果实外部形态可以分成几种类型,但是识

别和区分果实类型相同的种类常常比较困难。 如:特
产于中国的松潘棱子芹(Pleurospermum franchetianum
Hemsl.)与宝兴棱子芹也P. benthamii (Wall. ex DC.)
Clarke页、西藏棱子芹(P. hookeri Clarke var. thomsonii
Clarke)与太白棱子芹(P. giraldii Diels)、康定棱子芹

(P. prattii Wolff)与瘤果棱子芹(P. wrightianum de
Boiss.),彼此间无论是植株形态还是果实外形都有很

高的相似性,单从外部形态进行两两区分比较困难,
甚至近年来已有学者将康定棱子芹并入瘤果棱子

芹[3]。
目前,有关棱子芹属植物的研究较少。 国外的植

物学家主要对分布于欧洲的少数种类进行过居群生

物学和发育生物学研究[4-7],而对于分布在中国西南

地区的大量本属种类,除经典分类外,只针对某些种

的果实解剖结构、染色体核型、花粉形态、植物化学成

分等方面有研究报道[8-14],尚未开展过系统的果实解

剖结构方面的研究。
因此,作者选取以上 6 个种类为研究对象,通过

对其成熟果实进行解剖观察,一方面从果实解剖学的

角度探讨彼此间的性状特点和分类关系,另一方面借

此加深对该属果实内部结构的认识,为探讨上述种类

的种间关系以及棱子芹属的系统演化关系提供果实

解剖学依据。

1摇 材料和方法

供试种类的凭证标本信息见表 1,凭证标本均存

放于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标本馆

(NAS)。 松潘棱子芹、西藏棱子芹、太白棱子芹和瘤

果棱子芹的成熟果实取自新鲜植物,宝兴棱子芹与康

定棱子芹的成熟果实取自腊叶标本。
取自腊叶标本的干燥果实经温水浸泡及氢氟酸

软化后,流水冲洗 24 h,保存于 FAA 固定液(体积分

数 70%乙醇、冰乙酸和福尔马林按体积比 90 颐5 颐5 配

制);新鲜果实用 FAA 固定液在野外现场固定。 采用

常规石蜡切片法制片[15-17],间断性连续切片,切片厚

度 15 滋m,番红-固绿对染,中性树胶封片。 果实解剖

结构观察以果实中部横切面为主,用 OLYMPUS BH2
型光学显微镜进行观察、测量和记录,选择有代表性

的切片拍照;测量数据为 5 ~ 10 个切片的平均值。

表 1摇 棱子芹属供试种类凭证标本信息
Table 1摇 Information of voucher specimens of tested species in Pleurospermum Hoffm.

分类群
Taxon

采集地
Locality

采集人
Collector

凭证标本号
No. of voucher specimen

宝兴棱子芹 P. benthamii 四川凉山 Liangshan of Sichuan 无采集人 Anonymus 76303
松潘棱子芹 P. franchetianum 四川松潘 Songpan of Sichuan 刘启新,等 LIU Q X, et al 251
太白棱子芹 P. giraldii 陕西太白山 Taibaishan of Shaanxi 张勇,等 ZHANG Y, et al T-02-004
西藏棱子芹 P. hookeri var. thomsonii 四川雅江 Yajiang of Sichuan 刘启新,等 LIU Q X, et al 264
康定棱子芹 P. prattii 四川马尔康 Maerkang of Sichuan 岳俊三,等 YUE J S, et al 64022
瘤果棱子芹 P. wrightianum 四川雅江 Yajiang of Sichuan 刘启新,等 LIU Q X, et al 255

2摇 结果和分析

2. 1摇 果实横切面解剖结构的观察结果

供试 6 种植物果实横切面全形、果棱及果皮和油

管的结构见图版玉。 果实横切面部分结构特征的比

较见表 2。
2. 1. 1摇 宝兴棱子芹(图版玉-1,7,13) 摇 果实横切面

外廓近半长圆形,长 4. 08 mm、宽 1. 38 mm;果体形状

近半圆形,长 2. 45 mm、宽 0. 82 mm。 两侧棱位于合

生面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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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摇 6 种棱子芹属植物果实横切面解剖性状比较
Table 2摇 Comparison of anato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ericarp transections of six species in Pleurospermum Hoffm.

种类1)

Species1)
果体外形
Mericarp
shape

油管数目
Vitta number

棱槽
Vallecular

合生面
Commissure

维管束特征
Vascular bundle feature

直径 / 滋m
Diameter

着生位置
Position

木质部大小及形状
Size and shape of xylem

背棱特征
Feature of dorsal rib

形状
Shape

长度 / 滋m
Length

玉 近半圆形
Sub鄄semicircle

1 2 56 棱基部
Rib base

小,近圆形 Small and sub鄄
circular

宽条形 Wide鄄strip 摇 300

域 椭圆形 Ellipsel 1 2 70 棱基部
Rib base

小,近圆形 Small and sub鄄
circular

三角状柱形
Triangular鄄cylindrical

摇 420

芋 半圆形
Semicircle

3 6-7 84 棱近顶部
Close to rib top

大,三角状,充满果棱 Big
and triangular, fulled in rib

三角状 Triangular 摇 300

郁 椭圆形 Ellipsel 3 6-7 112 棱近顶部
Close to rib top

大,三角状,充满果棱 Big
and triangular, fulled in rib

近三角形
Sub鄄triangular

摇 600

吁 近五边形
Sub鄄pentagon

1 2 70 棱基部
Rib base

小,近圆形 Small and sub鄄
circular

线形 Linear 1 680

遇 近五边形
Sub鄄pentagon

1 2 112 棱基部
Rib base

小,狭长三角形 Small and
long鄄narrow triangular

狭长三角形 Long鄄
narrow triangular 摇 600

种类1)

Species1)

侧棱特征摇 Feature of lateral rib

形状
Shape

长度 / 滋m
Length

外果皮特征摇 Exocarp feature

细胞外壁拱起形态
Morphology of
arching on cell exine

角质层
Corneous
layer

在果棱处与
中果皮的关系
Relationship to
mesocarp in rib

合生面与侧棱的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issure and lateral ribs

玉 狭条形 Narrow strip 摇 960 半圆形 Semicircle 厚 Thick 分离
Separation

稍向内凹
Slightly concave inward

域 条形 Strip 1 260 弧形 Arc鄄shaped 厚 Thick 分离
Separation

明显向外突出
Obvious protuberance outward

芋 指状 Finger鄄like 摇 390 不拱起 Flat 无 No 不分离
No separation

在同一水平线上
On the same level

郁 近三角形
Sub鄄triangular

摇 780 不拱起 Flat 无 No 分离
Separation

明显向外突出
Obvious protuberance outward

吁 线形 Linear 1 920 半圆形 Semicircle 厚 Thick 分离
Separation

稍外突
Slightly protuberance outward

遇 狭长三角形
Long鄄narrow triangular

摇 720 半圆形 Semicircle 厚 Thick 分离
Separation

在同一水平线上
On the same level

摇 1)玉: 宝兴棱子芹 P. benthamii (Wall. ex DC.) Clarke; 域: 松潘棱子芹 P. franchetianum Hemsl.; 芋: 太白棱子芹 P. giraldii Diels; 郁: 西藏棱
子芹 P. hookeri Clarke var. thomsonii Clarke; 吁: 康定棱子芹 P. prattii Wolff; 遇: 瘤果棱子芹 P. wrightianum de Boiss.

摇 摇 外果皮细胞 1 层;细胞形态较为完整,大小不等,
其中外壁向外半圆弧状拱起,致使外表面参差不平,
表面有厚的角质层;细胞内有黄色结晶。 中果皮退

化,薄壁细胞层数少,层次不清,呈薄层状,在棱槽处

与外果皮和内果皮紧密结合不分离,在果棱处与中果

皮分离。 内果皮细胞 1 层,极薄,与中果皮和种皮不

分离。
5 个果棱不等长,其中背棱长 300 滋m、侧棱长 960

滋m,侧棱长度约为背棱的 3 倍。 棱基部膨胀隆起,稍
呈三角形。 背棱宽条形或三角状条形,中空;侧棱狭

条形或宽线形,基部稍宽且中空。 每棱 1 个维管束,
较小,位于棱基部,圆形,径向长 56 滋m。 棱槽宽,其

中两背棱间的宽度明显小于背棱与侧棱间的宽度。
种皮为 1 层方形细胞,较大,排列整齐。 胚乳呈

拱条状,径向长 2. 00 mm,背部呈波浪状,腹部中段向

内凹;胚乳细胞内有结晶。 油管位于中果皮内,紧贴

内果皮,大小近相等,径向长约 98 滋m;其中每棱槽有

油管 1 个,位于棱槽中部,合生面油管有 2 个。
2. 1. 2摇 松潘棱子芹(图版玉-2,8,14) 摇 果实横切面

外廓长扁圆形,长 4. 32 mm、宽 1. 05 mm;果体形状近

椭圆形,长 2. 00 mm、宽 0. 78 mm。 两侧棱位于合生

面之上,并且合生面明显外拱,中央脊明显突出。
外果皮细胞 1 层,细胞大,细胞外壁向外弧形拱

起,表面有很厚的角质层;外果皮稍膨胀,在腹部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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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断。 中果皮高度紧缩,层数不清,近呈线形;未见内

果皮。
背棱明显短于侧棱,其中背棱长 420 滋m、侧棱长

1 260 滋m。 背棱三角状柱形,侧棱条形,均中空。 每

棱有 1 个维管束,小,着生于棱基部,圆形,细胞排列

紧密,径向长约 70 滋m。 棱槽较宽,其中两背棱间的

宽度稍短于背棱与侧棱间的宽度。
种皮为 1 层长方形细胞,排列整齐。 胚乳呈椭圆

形, 径向长 1. 44 mm。 每棱槽有 1 个油管, 合生面有

2 个油管;油管较小,径向长约 108 滋m。
2. 1. 3摇 太白棱子芹(图版玉-3,9,15) 摇 果实横切面

外廓半圆形,长 2. 28 mm、宽 1. 20 mm。 两侧棱与合

生面平齐。
外果皮细胞 1 层,在棱槽部位的细胞薄而收缩,

且外壁不拱起,在果棱中上部的细胞稍外拱,表面无

角质层,细胞内有时有色素沉积;外果皮不膨胀,外、
中、内 3 层果皮结合紧密。 中果皮层次不清,极薄,呈
线形。 内果皮 1 层长柱形细胞,横列,排列整齐。

果棱短,基部不隆起,棱内不中空,顶部的细胞收

缩而狭窄。 侧棱长于背棱,侧棱指状,长 390 滋m;背
棱三角状,长 300 滋m。 每棱的中下部有 1 个大型的

外韧型维管束,韧皮部常被挤毁,导管着生在棱的近

顶部,木薄壁细胞发达,充满整个果棱的中下部,有分

泌腔;维管束径向长 84 滋m。 棱槽均宽。
种皮为 1 层长方形细胞,横列,排列整齐。 胚乳

近椭圆形,腹面微内凹,径向长 1. 50 mm。 每棱槽有

油管 3 个,合生面每侧有油管 3 ~ 4 个;油管径向长约

72 滋m。
2. 1. 4摇 西藏棱子芹(图版玉-4,10,16) 摇 果实横切面

外廓菱状椭圆形,长 3. 36 mm、宽 1. 92 mm;果体呈椭

圆形。 合生面明显外拱,位于两侧棱之下。
外果皮细胞 1 层,位于果棱顶部的明显膨大;细

胞外壁不拱起,表面无角质层;外果皮膨胀,与中果皮

分离。 中果皮细胞常 2 ~ 3 层,收缩。 内果皮 1 层长

方形细胞,横列。
侧棱稍长于背棱,其中背棱长 600 滋m、侧棱长

780 滋m;背棱和侧棱呈近三角形,基部隆起,上部缢

缩,顶端尖;棱内无薄壁细胞。 每棱内的中下部有 1
个大型的外韧型维管束;韧皮部被挤毁,位于棱的中

上部;木薄壁细胞发达,充满整个果棱的中下部,并且

由下至上细胞渐小渐密,在基部两侧各有 1 个特大细

胞;维管束径向长约 112 滋m。 棱槽稍宽。

种皮细胞 1 层。 胚乳呈肾形,径向长 1. 56 mm,
背部微波状,腹面稍内凹。 油管均匀分布在果体周

围;每棱槽有油管 3 个,其中两端的油管分布至相邻

的 2 个果棱下部;合生面每侧有油管 3 ~ 4 个;油管径

向长约 140 滋m。
2. 1. 5摇 康定棱子芹(图版玉-5,11,17) 摇 果实横切面

外廓半圆形,长 5. 04 mm、宽 2. 94 mm;果体形状近五

边形。 合生面位于两侧棱之下,稍外突,中央脊外凸。
外果皮细胞 1 层;外壁向外半圆形拱起,表面有

厚角质层;外果皮轻微膨胀,在背部与中果皮分离或

偶尔在油管处有连接,在腹面与中果皮结合紧密。 中

果皮完全收缩呈薄层,线状。 未见内果皮。
5 个果棱均等分布,呈线形,基部稍隆起;侧棱近

等或稍长于背棱,背棱长 1 680 滋m、侧棱长 1 920 滋m。
棱中空 ,仅有1个小型的外韧型维管束 ,径向长

70 滋m,着生在棱基部,圆形,细胞排列紧密。 棱槽宽。
种皮为 1 层长方形细胞,排列整齐。 胚乳近五边

形,每边微内凹,径向长 1. 08 mm。 油管 6 个,均匀分

布于果体,其中每棱槽 1 个油管,合生面有 2 个油管;
油管径向长约 120 滋m。
2. 1. 6摇 瘤果棱子芹(图版玉-6,12,18) 摇 果实横切面

外廓半圆形,长 3. 36 mm、宽 2. 40 mm;果体近五边

形。 合生面与两侧棱平齐,中央脊稍外凸,且顶端内

凹。
外果皮细胞 1 层;细胞的外壁向外呈半圆形拱

起,表面有很厚的角质层;外果皮与中果皮明显分离,
但膨胀不强烈。中果皮细胞3层,呈条形,其中外侧

1 层收缩,无细胞形态,内侧 2 层为整齐的长方形细

胞,横列。 内果皮 1 层长方形细胞,横列,常与中果皮

分离。
5 个果棱近等长,背棱长 600 滋m、侧棱长 720

滋m;果棱下部呈近三角状,上部狭窄呈条形,多为空

腔,并且在棱槽中部或棱的基部外果皮有时向外异常

突起呈副棱状。 每棱的基部或中部有 1 个维管束,呈
狭三角形,径向长 112 滋m;其下部的木薄壁细胞稍

多,上部的韧薄壁细胞收缩呈线状;维管束可见导管

数个,韧皮部被挤毁。 棱槽很宽。 果棱基部隆起呈三

角形。
种皮为 1 层方形细胞,排列整齐,细胞内侧有色

素沉淀。 胚乳近五边形,径向长 2. 16 mm,其中腹面

深内凹,其余每边微内凹。 每棱槽有油管 1 个,位于

棱槽中部;油管径向长 168 滋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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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摇 果实解剖结构的综合分析

如同其他伞形科植物的果实一样,6 种植物的果

实横切面的解剖结构包括果实、果体、果棱和胚乳等

形状,以及果壁、油管和维管束等结构系统。
广义的果实形状可以分为果廓形状和果体形状,

前者主要反映出果棱之间的关系,后者常常与胚乳的

形状有关。 果廓、果体和胚乳三者的形状可同形,但
常不同形。

供试植物的外果皮、中果皮和内果皮 3 层结构很

清晰,但果壁均很薄,外果皮和内果皮均为 1 层细胞,
中果皮为多层细胞,但细胞层数少,常 1 ~ 3 层,且多

皱缩,不易区分。 内果皮与种皮不分离或愈合。
棱子芹属植物的 5 个果棱均发达,但长短有差

异。 棱内 5 个维管束明显,但大小有异。 果棱与维管

束都位于中果皮内,二者密切相关。 维管束发生于中

果皮内,大小不等,大者充满果棱,小者常常位于果棱

基部。 果棱则是维管束外围的中果皮向外突出延伸

形成的。 侧棱和背棱的大小、形状以及在果体上分布

距离均有差异。
6 种棱子芹属植物的中果皮与内果皮之间均有油

管,围绕果体均匀分布,位于 2 个果棱间的棱槽部位

和 2 个侧棱间的合生面部位,分别称为棱槽油管和合

生面油管。 合生面油管数一般是棱槽油管数的 2 倍。

3摇 讨摇 摇 论

3. 1摇 供试 6 种棱子芹属植物间的关系

本文涉及的 6 种棱子芹植物两两之间在外部形

态上有许多相似点,极易混淆,但是,从果实解剖特征

看,它们彼此间仍有着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形成了

不同种类的性状特征,同时也为彼此间的分类提供了

佐证。
3. 1. 1摇 宝兴棱子芹和松潘棱子芹 摇 从外部形态看,
二者比较相似,均为粗壮草本,茎直立、中空、有棱;叶
片的末回裂片稍宽且多裂;复伞形花序较大而顶生,
均有极发达的总苞片和小总苞片,并且苞片都具有白

色膜质边缘;果实表面均密生水泡状微突起。
在果实解剖结构上二者的共同特征为:均属于果

体背腹压扁、侧棱显著长于背棱的类型,并且果棱内

无中果皮,维管束较小,每棱槽仅 1 个油管,外果皮细

胞外壁向外呈半圆状拱起,且有厚的角质层。 二者的

果实解剖结构差异为:宝兴棱子芹的果体近半圆形,

合生面稍向内凹,侧棱顶部位于合生面之下,外果皮

细胞内有黄色结晶,胚乳呈拱形、腹部明显内凹,胚乳

细胞内有结晶,果棱基部不隆起;而松潘棱子芹的果

体呈椭圆形,合生面明显向外凸出,侧棱位于合生面

之上,外果皮细胞内无结晶,胚乳椭圆形、不内凹,胚
乳细胞内无结晶,果棱基部膨胀隆起。 由此可见,虽
然二者的果实解剖结构有许多共同点,但主要特征有

一定的差异,可以明显区别开来。
3. 1. 2摇 太白棱子芹和西藏棱子芹摇 从外形上看二者

比较相似,均为矮小草本,叶片多回,末回叶片细小,
主要在叶裂片的宽度以及苞片的分裂方式上有一定

的差别,在鉴定过程中常常不易区分。
在果实解剖结构上二者均属于果体微背腹压扁、

背棱和侧棱近等长的类型,并且果棱较短、中下部宽、
上部缢缩、顶端尖,具大型维管束,木薄壁细胞充满果

棱中下部,每棱槽有 3 个油管,外果皮细胞外壁不向

外拱起,无厚角质层,胚乳宽肾形。 但二者间的果实

解剖结构有一定差异:太白棱子芹的果体呈半圆形,
合生面与侧棱在同一水平线上,外果皮不向外膨胀且

紧贴中果皮,胚乳背部呈波状,棱槽油管 3 个且均位

于棱槽内;西藏棱子芹的果体呈椭圆形,合生面微向

外凸,外果皮稍膨胀且与中果皮分离,胚乳背部呈弧

形,3 个棱槽油管中的两端油管分别位于相邻的 2 个

果棱下。 二者最大的差异在于果体的形状及合生面

与侧棱间的关系,虽然外果皮稍脱离中果皮(可能与

成熟干燥有关),油管分布有一定的差异,但是,相对

其他性状而言,这些差异并非关键决定性状。 由此可

见,二者之间的关系很近。 事实上这两个种的界限因

为苞片分裂和萼齿之间存在诸多相近的特征而有疑

问[3]。 所以作者建议将二者合并为宜。
3. 1. 3摇 康定棱子芹和瘤果棱子芹 摇 从外部形态看,
二者的植株高度、叶片形态均相似,同时花序都为较

大的顶生复伞形花序,总苞片和小总苞片都分裂并具

有膜质边缘,果棱均呈明显的鸡冠状翅,因而近来有

的学者将康定棱子芹并入瘤果棱子芹[3]。
在果实解剖结构上二者有许多共同特征:均属于

果体不压扁的近等边五边形、背棱和侧棱均匀分布且

近等长的类型,同时,外果皮与中果皮分离,有时果棱

中没有中果皮,每棱槽仅有 1 个小油管,果棱中上部

狭窄、细长,外果皮细胞外壁向外半圆形拱起且具有

厚角质层,胚乳呈五边形且每边微内弯。 但二者的果

实解剖特征有明显的差异:康定棱子芹的 5 个果棱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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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长且呈线形,维管束位于果棱基部,很小且呈圆形,
中果皮很薄且呈线状,胚乳腹面微内凹;瘤果棱子芹

的 5 个果棱下部均呈宽三角状、上部均呈狭窄条形;
外果皮在棱槽中部或棱基部有呈副棱状的异常突起,
维管束较大并着生在棱的中下部,呈狭三角形,其中

下部的木薄壁细胞多,上部的韧薄壁细胞收缩呈线

状,延伸至果棱顶端,中果皮有 3 层细胞,呈条形。 由

于二者在果棱的形状和长度、维管束的大小和位置、
中果皮的细胞层次和分布、外果皮膨胀突起等性状上

有明显的差异,所以,作者认为二者应为独立的两个

种,似以不合并保持两个独立的种为宜。
3. 2摇 供试 6 种棱子芹属植物果实解剖结构的重要特

点

供试种类虽然不多,但可以从中看出一些棱子芹

属的主要特征。 它们最显著的共有特征是果棱比较

发达(其中康定棱子芹和松潘棱子芹侧棱极其发达);
整个外果皮常常向外膨胀,与中果皮分离,果棱常常

中空(西藏棱子芹除外);中果皮均很薄或强烈收缩成

线形。 蒲高忠等[18] 在研究滇芎属 ( Physospermopsis
Wolff)和瘤果芹属(Trachydium Lindl.)的果实解剖特

征时曾将少数棱子芹属种类作为外类群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该属果实的果棱非常发达,外果皮膨胀,外
表面有发达的角质层,棱槽内油管数为 1,与滇芎属和

瘤果芹属均有明显差异。 可见本文的结果与此有一

定的吻合度。 但这些特征是否是棱子芹属的全部共

有特征,以及有多大的代表性有待后续的研究进一步

验证。
供试 6 种植物的果实解剖结构也表现出一定的

属内多样性和代表性。 1)果体的压扁程度:有几不压

扁的近五边形(如康定棱子芹和瘤果棱子芹)、稍中度

压扁的半圆形或椭圆形(如太白棱子芹和西藏棱子

芹)和明显背腹压扁的长半圆形(如宝兴棱子芹和松

潘棱子芹);2)果棱的长度:有侧棱与背棱近等长的

(如康定棱子芹与瘤果棱子芹)、有侧棱稍长于背棱的

(如太白棱子芹与西藏棱子芹)以及侧棱明显长于背

棱数倍的(如宝兴棱子芹与松潘棱子芹);3)外果皮及

其细胞外壁:外果皮细胞外壁有呈半圆形拱起且有厚

角质层的(如宝兴棱子芹、松潘棱子芹、康定棱子芹及

瘤果棱子芹)、有不拱起且无角质层的(如太白棱子芹

与西藏棱子芹);4)维管束大小和着生位置:有的小且

着生在棱基部(如宝兴棱子芹、松潘棱子芹、康定棱子

芹和瘤果棱子芹)、有的大而位于果棱中上部(如太白

棱子芹与西藏棱子芹);5)棱槽油管数:有 1 个的(如
宝兴棱子芹、松潘棱子芹、康定棱子芹及瘤果棱子

芹)、有 3 个的(如太白棱子芹与西藏棱子芹);6)合

生面与侧棱的关系:有位于同一水平线上的(如太白

棱子芹和瘤果棱子芹)、有微向内凹的(如宝兴棱子

芹)、有稍外突的(如康定棱子芹)和明显向外凸出的

(如松潘棱子芹和西藏棱子芹)。
3. 3摇 供试 6 种棱子芹属植物果实解剖特征的意义

自 Drude 主要以果实特征建立了伞形科 3 个亚

科分类系统以来[19],人们普遍认为果实演化趋势是

判断芹亚科(Apioideae)属间演化程度的主要依据,果
体的压扁程度和果棱的发育程度决定了果实的主体

演化程度。 总体而言,芹亚科果实的演化趋势是果体

由近不压扁到背腹压扁,由轻微压扁到极压扁;果棱

由无到有,由不发达到发达,由近等长到不等长,直至

背棱退化、侧棱发达。 从观察结果看,供试的 6 种棱

子芹属植物既有较原始的也有较进化的,在一定程度

上说明了棱子芹属植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同时,果
实解剖特征也为探讨供试的 6 种植物两两之间的分

类关系和种类鉴别提供了确切的证据,特别是其中的

果体形状、合生面与侧棱间的关系、侧棱的发达程度、
外果皮细胞外凸程度及其角质层、外果皮膨胀程度及

与中果皮是否分离、棱槽内油管数目、维管束的分布

及大小、中果皮特征等,对棱子芹属都具有重要的分

类学意义,可为今后进一步探讨棱子芹属的果实解剖

结构的特征类型及其规律性提供借鉴,为属下分类系

统的确立提供依据。
现代生物系统学认为:研究某一个类群的系统演

化,就必须尽可能地搜集多方面的证据,通过分析和

比较,才能做出客观的评价[20-21]。 尤其是对于那些形

态性状比较复杂或分类困难、争议较大的分类群更应

如此,果实解剖结构性状就是常采用的研究资料之

一。 伞形科的果实形态及其解剖特征历来被分类学

家所重视[22-24],已成为该科分族、分属以及分种的重

要依据,许多研究工作也证明了果实解剖特征可为属

下分类提供有力的依据[25-29]。 因此,笔者认为今后应

该在此基础上对棱子芹属做更加深入而全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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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说明摇 Explanation of Plate

图版玉摇 1-6. 示果实横切面形状: 1. 宝兴棱子芹; 2. 松潘棱子芹; 3. 太白棱子芹; 4. 西藏棱子芹; 5. 康定棱子芹; 6. 瘤果棱子芹. 7-12. 示

果棱解剖结构: 7. 宝兴棱子芹; 8. 松潘棱子芹; 9. 太白棱子芹; 10. 西藏棱子芹; 11. 康定棱子芹; 12. 瘤果棱子芹. 13-18. 示果皮及油管解剖

结构: 13. 宝兴棱子芹; 14. 松潘棱子芹; 15. 太白棱子芹; 16. 西藏棱子芹; 17. 康定棱子芹; 18. 瘤果棱子芹.
Plate 玉摇 1-6. Showing transection shape of mericarp: 1. Pleurospermum benthamii (Wall. ex DC.) Clarke; 2. P. franchetianum Hemsl.; 3. P. giraldii
Diels; 4. P. hookeri Clarke var. thomsonii Clarke; 5. P. prattii Wolff; 6. P. wrightianum de Boiss. 7-12. Showing anatomical structure of rib: 7. P.
benthamii; 8. P. franchetianum; 9. P. giraldii; 10. P. hookeri var. thomsonii; 11. P. prattii; 12. P. wrightianum. 13 - 18. Showing anatomical
structure of carpodermis and vitta: 13. P. benthamii; 14. P. franchetianum; 15. P. giraldii; 16. P. hookeri var. thomsonii; 17. P. prattii; 18. P.
wrightia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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