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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恢复赤车属头序赤车组和头序赤车

王文采
(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系统与进化植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９３ )

摘　 要: 头序赤车的特征在于其具花序托和总苞的雌头状花序ꎬ根据此一特征即可将它与赤车属的其它所有

种区别开ꎮ 因此ꎬ在 ２００２ 年被错误归并为异名的此赤车属进化种ꎬ以及根据其建立的单种进化组头序赤车组

在该文中予以恢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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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ꎬ在研究我国荨麻科赤

车属(Ｐｅｌｌｉｏｎｉａ)植物的过程中ꎬ看到一采自湖南衡

山的此属植物标本(湖南博物馆 ｓ.ｎ.)ꎬ是一多分枝

半灌木的开花枝条ꎬ只具雌花序ꎬ其叶呈狭卵形或狭

椭圆形ꎬ边缘有少数小齿ꎬ具三出脉ꎬ在体态上与赤

车组( ｓｅｃｔ. Ｐｅｌｌｉｏｎｉａ)的蔓赤车(Ｐ. ｓｃａｂｒａ)甚为相

似ꎬ但其雌花序却大不相同ꎬ不是蔓赤车的密集的聚

伞花序ꎬ而是与楼梯草属(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雌花序相同的

雌有 限 头 状 花 序 (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 ｃａｐｉｔｕｌｕｍꎻ Ｗａｎｇꎬ
２００９):其雌头状花序单生ꎬ稀成对生于叶腋ꎬ近无

梗或具短梗ꎻ花序托长方形或近圆形ꎬ长达 ２ ｍｍꎬ宽

达 １.８ ｍｍꎬ或直径为 １.５ ｍｍꎬ４ 浅裂或 ４ 深裂ꎬ无
毛ꎻ在花序托背面生有 ５~１０ 枚苞片ꎬ苞片呈三角形

或正三角形ꎬ长 ０.５ ~ ０.６ ｍｍꎬ宽 ０.４ ~ ０.８ ｍｍꎬ边缘

有稀疏短柔毛ꎻ花序托边缘总苞的苞片多数ꎬ极密

集ꎬ呈狭三角形或条形ꎬ长 ０.５~０.６ ｍｍꎬ宽 ０.１~０.２５
ｍｍꎬ近无毛或疏被短缘毛ꎻ花序托腹面生有密集的

雌花和小苞片ꎬ小苞片膜质ꎬ半透明ꎬ呈三角形或条

状三角形ꎬ长 ０.６ ~ １ ｍｍꎬ无毛ꎬ白色ꎬ较大的小苞片

上部呈淡褐色ꎬ或绿色ꎬ边缘被短毛ꎮ 雌花具短粗

梗:花被片 ５ꎬ稍不等大ꎬ近等长ꎬ扁平ꎬ卵形或狭卵

形ꎬ长约 ０.３８ ｍｍꎬ无角状突起ꎬ在背面顶端之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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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根长 ０.１~０.２５ ｍｍ 半透明的毛[在此种的原始

描述中ꎬ错误地描述雌花被片中有 ２ ~ ３ 枚呈船形ꎬ
将雌花被片背面近顶端的毛误称为角状突起ꎮ 而在

蔓赤车(Ｐ. ｓｃａｂｒａ)ꎬ雌花的 ４ ~ ５ 枚花被片明显不等

大ꎬ２~３ 枚较大ꎬ呈船型ꎬ背面顶端稍下通常有长角

状突起ꎬ其他的花被片较小ꎬ扁平ꎬ无角状突起(图
１:Ｈ)]ꎮ 那时ꎬ有关赤车属重要文献 (Ｗｅｄｄｅｌｌꎬ
１８６９ꎻＳｃｈöｒｔｅｒ ＆ Ｗｉｎｋｌｅｒꎬ１９３６ꎻ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ꎬ１９６８)均
称其雌花序为密集的聚伞花序ꎬ还未见有呈头状花

序的报道ꎮ 据此ꎬ我遂将此具雌头状花序的进化新

种命名为 Ｐｅｌｌｉｏｎｉａ ｃｅｐｈａｌｏｉｄｅａ (此种加词意为 “头

状”)ꎬ同时根据它建立赤车属一新的进化单种组

ｓｅｃｔ. 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ｔｏｐｓｉｓ(意为与楼梯草属 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 相

似)ꎮ 如上所述ꎬＰ. ｃｅｐｈａｌｏｉｄｅａ 与 Ｐ. ｓｃａｂｒａ 在体态

方面甚为相似ꎬ但在雌花序和雌花构造方面存在重

要的区别ꎬ可能此二种起源自同一灭绝的祖先ꎮ
Ｐ. ｃｅｐｈａｌｏｉｄｅａ 于 １９８０ 年被发表后ꎬ 不料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连同 ｓｅｃｔ. 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ｔｏｐｓｉｓ 一起被归并

为异名(林祁等ꎬ２００２)ꎬ归并者在文中称“２００２ 年 ４
月ꎬ笔者再次到衡山ꎬ对 ２００１ 年所调查的居群进行

观察ꎬ此时正值蔓赤车的始花期ꎬ通过对蔓赤车不同

居群或同一居群的不同植株进行观察ꎬ在新鲜状况

下可见雌花序仍然存在分枝ꎬ无花序托ꎬ但压干后的

幼雌花序由于干缩而貌似头状ꎬ呈球形或方形ꎮ 因

此ꎬ笔者从头序赤车的模式标本上取下一较大的雌

花序ꎬ并与前人研究过的另 ２ 个雌花序(作为头序

赤车发表时所观察的雌花序)一同浸泡ꎬ数天后花

序软化展开ꎬ将其置于体式显微镜下进行观察ꎬ发现

其花序亦具分枝而无花序托ꎮ 至此ꎬ证实头序赤车

的模式标本就是采自蔓赤车幼雌花序时期的植

株ꎮ”最近ꎬ我再对头序赤车的模式标本进行研究ꎬ
从标本上取下两个头状花序(本文图 １ 的 ＢꎬＤ 二图

系根据此二花序绘出)ꎬ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放入

盛有自来水的一个小瓶中浸泡ꎬ到同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取出ꎬ经过 ２８ ｄꎬ此二头状花序均未分解(其实ꎬ即
使分解ꎬ也不能否定花序为头状花序的事实)ꎮ 此

外ꎬ我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中装存蔓赤

车(Ｐｅｌｌｉｏｎｉａ ｓｃａｂｒａ)标本的夹子中看到也是采自湖

南衡山的头序赤车的第二个标本(夏江林 ５９)ꎬ此标

本也只具雌头状花序ꎬ其较小叶具三出脉ꎬ较大叶具

半离基三出脉ꎮ 我根据上述二号标本对头序赤车的

原始描述做了上面的修改和补充ꎬ同时再次请画家

根据模式标本进行绘图(图 １:Ａ￣Ｇ)ꎮ 这样的描述

和绘图工作ꎬ其实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ꎬ我都已做

过ꎬ但是ꎬ那次的雌花序描述和图都比较简略ꎬ雌花

的描述有错误ꎮ 我在这次研究完之后和在第一次研

究之后一样ꎬ对采自衡山的“湖南博物馆 ｓ.ｎ.”和“夏
江林 ５９”二标本的具有花序托和总苞的雌头状花序

的客观事实深信不疑ꎬ对此二标本所代表的赤车属

进化种头序赤车的存在深信不疑ꎬ由此认为上述归

并理由不能否定头序赤车的雌头状花序存在的客观

事实ꎬ认为对二分类群作出的归并是错误的ꎬ因此ꎬ现
于本文中将头序赤车(Ｐｅｌｌｉｏｎｉａ ｃｅｐｈａｌｏｉｄｅａ)和头序赤

车组(Ｐｅｌｌｏｉｎｉａ ｓｅｃｔ. 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ｔｏｐｓｉｓ)二分类群予以

回复ꎮ
　 　 赤车属 Ｐｅｌｌｉｏｎｉａ Ｇａｕｄｉｃｈ.

头序赤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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