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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江中游地区山茶组４居群植物形态

及花粉特征观察及其分类讨论
罗　强，刘建林，蔡光泽，袁　颖

（西昌学院，四川 西昌６１５０１３）

摘　要：对金沙江中游地区４个山茶组居群进行长期形态特征观察，并对其中３２株的花粉进行了光学显微镜

和电镜扫描观察。结果表明：不同居群及同一居群内不同植株间具有某些共同的形态特征，但具有明显的多

样性、连续的变异性和性状的交叉性；花粉粒多为大型，形状为长球形，偶有超长球形、近长球形和不规则形

状，极面观为三裂圆形、三裂近圆形和三裂钝三角形；花粉粒的外壁纹饰具有较明显差异，具皱疣状、皱网状、

皱穴状、脑纹状、条状和网穴状等多种纹饰类型，但属于种内多型现象。研究结果认为该地区山茶虽在某些表

征上差异明显，但幼枝和叶背无毛，叶片先端长渐尖或尾尖，花丝无毛，花柱合生，花、果及叶均较大等共同特

征，均应属于山茶组的西南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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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 茶 组（ｓｅｃｔ．Ｃａｍｅｌｌｉａ）隶 属 于 山 茶 科（Ｔｈｅ－
ａｅｃｅ）山茶属（Ｃａｍｅｌｌｉａ），关于山茶组的分类存在着

很大的分歧。在我国，将该组分为５７个种，将５７个

种又归并为１２个种和６个变种，其中将已发表的金

沙江中游地区的２１个种分别归并到滇山茶（Ｃ．ｒｅ－
ｔｉｃｕｌａｔａ）、西南山茶（Ｃ．ｐｉｔａｒｄｉｉ）、怒江山茶（Ｃ．ｓａｌ－
ｕｅｎｅｎｓｉｓ）和毛 蕊 茶（Ｃ．ｍａｉｒｅｉ）中（张 宏 达 等，１９９８；
闵天禄，２０００；Ｍｉｎ　＆Ｂｒｕｃｅ，２００７）。近年来从多方

面的研究对山茶组的分类依然存在一定的分歧（邓

白罗等，２００６；田敏等，２００８；倪 穗 等，２００７），同 时 金

沙江中游地 区 又 有 新 种 和 变 种 的 发 表（刘 建 林 等，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花粉粒的形态特征不易随外界环境的

变化而变化，故花粉形态特征的研究为鉴别植物提

供了重要识别特征（韦仲新，２００３）。我国从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以后就有文献对山茶属的某些种进行花 粉

形态的描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形态室孢粉组，

１９６０），但对分类分歧较大的金沙江流域山茶居群仅

有肖调江等（１９９６）关于Ｇｉｅｍｓａ－Ｃ－带的研究。笔者

通过对金沙江中游地区四川西昌市及德昌县４处的

山茶居群大量不同植株形态特征进行了长达６年的

观察、记录和比较研究，并对其中３２株的花粉粒进

行了光学显微镜和电镜扫描观察。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选取的观察材料

对金沙江中游地 区———四 川 西 昌 市 牦 牛 山、大

菁梁子及德昌县林口和黑龙潭４处山茶居群植物形

态特征进行长期观察，并对其中３２株具有一定区别

特征植株的花期、幼果期、幼枝叶萌发期和果熟期进

行了详细的观察记录并采集标本，所有特征的观察

记录均在标本新鲜状态下完成。３２株植株材料来

表１　研究的材料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编号
Ｎｏ．

采集人和采集号
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Ｎｏ．

采集地点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编号
Ｎｏ．

采集人和采集号
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Ｎｏ．

采集地点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１ 罗强，田云峰２１００１ 西昌牦牛山 １７ 罗强，姜欣华等１０９１２ 西昌大菁梁子

２ 罗强，田云峰２１００２ 西昌牦牛山 １８ 罗强，姜欣华１０９１３ 西昌大菁梁子

３ 罗强，田云峰２１００３ 西昌牦牛山 １９ 罗强，姜欣华１０９１４ 西昌大菁梁子

４ 罗强，田云峰２１００６ 西昌牦牛山 ２０ 罗强，姜欣华１０９１５ 西昌大菁梁子

５ 罗强，田云峰２１００２ 西昌牦牛山 ２１ 罗强，姜欣华１０９１６ 西昌大菁梁子

６ 罗强，田云峰２１００９ 西昌牦牛山 ２２ 余保华，杨兴福０３１１８ 西昌大菁梁子

７ 罗强，田云峰２１０１０ 西昌牦牛山 ２３ 罗强，刘建林０４９０４ 西昌大菁梁子

８ 罗强，田云峰２１０１２ 西昌牦牛山 ２４ 罗强，刘建林０４９０９ 西昌大菁梁子

９ 罗强，刘建林４９９１ 西昌牦牛山 ２５ 罗强，田云峰３１００１ 德昌林口

１０ 罗强，刘建林０４８６７ 西昌大菁梁子 ２６ 罗强，田云峰３１００３ 德昌林口

１１ 罗强，姜欣华１０９０３ 西昌大菁梁子 ２７ 罗强，田云峰３１００４ 德昌林口

１２ 罗强，姜欣华１０９０４ 西昌大菁梁子 ２８ 罗强，田云峰３１００５ 德昌林口

１３ 罗强，姜欣华１０９０５ 西昌大菁梁子 ２９ 罗强，田云峰４１００１ 德昌黑龙潭

１４ 罗强，姜欣华１０９０６ 西昌大菁梁子 ３０ 罗强，田云峰４１００２ 德昌黑龙潭

１５ 罗强，姜欣华１０９１０ 西昌大菁梁子 ３１ 罗强，田云峰４１００３ 德昌黑龙潭

１６ 罗强，姜欣华１０９１１ 西昌大菁梁子 ３２ 罗强，田云峰４１００４ 德昌黑龙潭

　其中编号为９、１０和２３号分别为刘建林等（２００７，２００６）发表的新种和变种：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ｍａｏｎｉｕ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Ｃ．ｐｉｔａｒｄｉｉ　ｖａｒ．ｌｏｎｇｉｓｔａｍｉｎａｔａ，Ｃ．ｐｉ－
ｔａｒｄｉｉ　ｖａｒ．ｐａｎｘｉｅｎｓｉｓ）

源见表１。

１．２花粉粒的观察方法

采集３２株山 茶（表１）含 苞 待 放 的 花 置 于 开 口

的纸盒内自然干燥。（１）将花粉粒直接用解剖针挑

于载玻片上展平并置于光学显微镜下观察拍照，对

每个样品随机选择２０粒花粉粒测量其极轴（Ｐ）和

赤道轴（Ｅ），计算其平均值及Ｐ／Ｅ；（２）直 接 用 解 剖

针将花粉粒挑于粘有双面胶的扫描电镜样品台上，
真空喷金后置于扫描电镜下观察，对其赤面观、极面

观及表面纹饰拍照。花粉的描述主要依据Ｅｒｄｔｍａｎ

（１９７８）著的《孢粉学手册》、王开发等（１９８３）著的《孢
粉学概论》和韦仲新（２００３）著的《种子植物花粉电镜

图志》中的名词术语和所定标准。

２　观察结果与分析

２．１植物形态特征

４处山 茶 组 居 群 不 同 的 植 株 具 有 以 下 共 同 特

征：幼枝及叶（含 幼 叶）无 毛；叶 片 较 大（长５～１４．５
ｃｍ，宽２～６ｃｍ）；花无梗，花基部的外侧苞、萼片数

６８２ 广　西　植　物　　　 　　　　　　　　　　　　　　３２卷



片较小，革质，背腹无毛，内侧数片薄革质或近纸质，
背面被银白色长伏毛，腹面无毛，边缘膜质具睫毛；
花瓣基部合生，外轮花瓣１～４片，背面中上部被银

白色长伏毛；外轮花丝近中部合生成花丝管，无毛；

子房密被绒毛，花柱先端３、４或５浅裂或深裂至中

下部。除上述共同特征以外，居群内或居群间不同

植株在叶、花、果的某些特征上出现了连续的变异性

和极端的特征：叶片多为革质或硬革质，也见薄革质

图版Ⅰ　不同的叶片　Ａ．阔卵形叶（萌生枝上的叶，１７号植株）；Ｂ．卵形叶（１０号植株）；Ｃ．椭圆形叶（６号植株）；Ｄ．长卵形叶（７号植株）；
Ｅ．狭椭圆状披针形叶（１６号植株）；Ｆ．侧脉不显的叶（３２号植株）；Ｇ．侧脉明显凹陷的叶（１４号植株）；Ｈ．明显内卷的叶片（９号植株）；Ｉ．近中部
以下全缘的叶（８号植株）。

ＰｌａｔｅⅠ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ｌｅａｖｅｓ　Ａ．Ｗｉｄｅ　ｏｖａｌ　ｌｅａｖｅｓ（Ｎｏ．１７，ｌｅａｖｅｓ　ｏｎ　ｓｐｒｏｕｔ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Ｂ．Ｏｖａｔｅ　ｌｅａｖｅｓ（Ｎｏ．１０）；Ｃ．Ｏｖａｌ－ｓｈａｐｅｄ　ｌｅａｖｅｓ
（Ｎｏ．６）；Ｄ．Ｌｏｎｇ　ｏｖａｌ　ｌｅａｖｅｓ（Ｎｏ．７）；Ｅ．Ｎａｒｒｏｗｌｙ　ｅｌｌｉｐｔｉｃ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ｅ　ｌｅａｖｅｓ（Ｎｏ．１６）；Ｆ．Ｌｅａｖｅ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ｏｎｓｐｉｃｕｏｕｓ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ｖｅｉｎｓ（Ｎｏ．３２）；Ｇ．Ｌｅａｖｅｓ
ｗｉｔｈ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ｖｅｉｎｓ（Ｎｏ．１４）；Ｈ．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ｖｏｌｕｍｅ　ｌｅａｖｅｓ（Ｎｏ．９）；Ｉ．Ｅｄｇｅ　ｏｆ　ｌｅａｖｅｓ　ｉｎｔｅｇｅｒ　ｆｒｏｍ　ｎｅａｒ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ｔｏ　ｂａｓｅ（Ｎｏ．８）．

和厚革质；叶形多样，常椭圆形或狭椭圆形，但卵形、
长卵形和长椭圆状披针形（图版Ⅰ：Ｅ）的也不鲜见，
也见同一植株具有不同的叶型，如：正常的叶为狭椭

圆形，而萌生枝上的叶为阔卵形或近圆形且近无柄

（图版Ⅰ：Ａ）；先 端 为 常 为 渐 尖 至 尾 尖，也 见 急 尖 和

短渐尖，基部常为楔形、阔楔形或近圆形，偶有植株

均为狭楔形；边缘细锯齿和锯齿，也有细密锯齿，该

性状并不稳定，有的同一叶片近基部为锯齿，而上部

为细锯齿或细密锯齿，也有植株叶片近中部以下全

缘（图版Ⅰ：Ｉ）；有的植株叶片强烈内卷成半圆形（图

版Ⅰ：Ｈ），有 的 植 株 叶 缘 呈 明 显 的 上 下 波 状；侧 脉

（６）７～１１对，侧 脉 在 腹 面 普 遍 微 凹，稀 凹 陷 明 显 或

不显（图版Ⅰ：Ｆ，Ｇ），侧脉 在 叶 背 多 为 微 凸，网 脉 不

显，但有的植株侧脉和网脉在背面明显突起；叶柄均

较短，长０．５～２ｃｍ，通常无毛，偶具疏短 柔 毛。花

常单生，也见２～６朵簇生小枝近顶端（图版Ⅱ：Ｆ），
花以淡粉色和粉色普遍，也见白色、粉红色和红色，
其中发现 了 一 株 具 特 殊 的 颜 色———黄 色（图 版Ⅱ：

Ｉ）；花的大小在不同植株间 差 异 明 显，有 的 花 较 小，
径仅３．５～４．５ｃｍ（图版Ⅱ：Ｂ），而花大者径达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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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Ⅱ　不同的花　Ａ．大花型的花（１０号植株）；Ｂ．小花少瓣型的花（２９号）；Ｃ．多花瓣黄色花药的花（２１号）；Ｄ．黄红色的花药（１７）；Ｅ．紫
红色的花药（４号植株）；Ｆ．多花簇生枝顶（２５号植株）；Ｇ．拟聚药雄蕊（１２号）；Ｈ．示外侧花瓣的伏毛（３号植株）；Ｉ．黄色花瓣的花（２２号植株，
摘自刘建林等，２００７）。

ＰｌａｔｅⅡ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ｌｏｗｅｒｓ　Ａ．Ｌａｒｇｅ　ｆｌｏｗｅｒ（Ｎｏ．１０）；Ｂ．Ｓｍａｌｌ　ｆｌｏｗｅｒ　ｗｉｔｈ　ｆｅｗｅｒ　ｐｅｔａｌｓ（Ｎｏ．２９）；Ｃ．Ｍｕｌｔｉ－ｐｅｔａｌ　ｆｌｏｗｅｒ　ｗｉｔｈ　ｙｅｌｌｏｗ　ａｎｔｈｅｒｓ
（Ｎｏ．２１）；Ｄ．Ｙｅｌｌｏｗ　ｒｅｄ　ａｎｔｈｅｒｓ（Ｎｏ．１７）；Ｅ．Ｐｕｒｐｌｅ　ａｎｔｈｅｒｓ（Ｎｏ．４）；Ｆ．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ｌｏｗｅｒｓ　ｃｌｕｓｔｅｒ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ｔｏｐ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Ｎｏ．２５）；Ｇ．Ｓｉｍｉｌａｒ
ｓｙｎａｎｔｈｅｒｏｕｓ　ｓｔａｍｅｎ（Ｎｏ．１２）；Ｈ．Ｓｈｏｗ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ｐｅｔ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ｈａｉｒｓ（Ｎｏ．３）；Ｉ．Ｆｌｏｗｅｒ　ｗｉｔｈ　ｙｅｌｌｏｗ　ｐｅｔａｌｓ（Ｎｏ．２２，ｆｒｏｍ　Ｌｉｕ　ＪＬ　ｅｔ．，２００７）．

１２ｃｍ（图版Ⅱ：Ａ）。小苞片和 萼 片（７）８～１１，不 同

植株之间苞、萼片脱落具３种情况：与花同时脱落、
幼果期宿存及熟果期大部分宿存（图版Ⅲ：Ｆ）；花瓣

的数量、形状 和 大 小 差 异 明 显：多 瓣 者 达９～１２片

（图版Ⅱ：Ｃ），少瓣者仅５～６片（图版Ⅱ：Ｂ）；形状多

样，具倒卵形、阔倒卵形、近圆形、椭圆形、卵形或狭

倒卵形等，在一朵花中常有多型现象，先端常凹陷成

心形或浅心形，也具圆形，瓣小者（２．５～３．５）ｃｍ×
（２．１～３．２）ｃｍ，瓣 大 者（４．５～６．２）ｃｍ×（４．５～
６．５）ｃｍ；雄蕊数目的多少、长短及排列在不同的植

株间具有一定差异：花丝普遍为３～４轮排列，有的

植株雄蕊数量明显多于其它植株，花丝呈５轮排列

（图版Ⅱ：Ｃ），外轮花丝管合生的部位在中部上下波

动较大，花丝管径小者１～１．１ｃｍ，径粗者２．０～２．５

ｃｍ，雄蕊普遍的长度 为３～４ｃｍ，短 的２～２．５ｃｍ，
长的达４．２～５．２ｃｍ，花丝及花丝管无毛，仅发现１
株具疏柔毛，发现一特殊类群的花药排列：外轮花丝

上部均向内弯曲，花药粘合成紧实的圆锥状，似聚药

雄蕊（图 版Ⅱ：Ｇ）；花 药 的 颜 色 出 现 了 连 续 的 变 异

性：浅黄色：黄色－红黄色－粉红色－红色－暗红色

－紫红 色（图 版Ⅱ：Ｂ，Ｃ，Ｄ，Ｅ）。子 房 均 密 被 绒 毛，
常３室，也具３～４或４～５室，多为短柱状，稀上部

１／３为锥形，下部２／３为倒锥形或完全为倒锥形，花

柱与雄蕊多近等长，基部无毛、有毛或仅先端１／４无

毛，花柱合生，一般先端浅裂，也有深裂至中部或完

全合生。果实形状多样，有球形、扁球形、倒卵状球

形、椭球形（图版Ⅲ：Ａ，Ｂ，Ｃ，Ｄ，Ｅ，Ｆ）等，径通常３．５
～６ｃｍ，有见小果型，径仅２．５～３．２ｃｍ；表面疏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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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Ⅲ　不同形状的果实　Ａ．扁球形（１２号植株）；Ｂ．椭球形（１７号植株）；Ｃ．钝三棱状扁球形（３１号植株）；Ｄ．具纵棱椭球形（１５号植
株）；Ｅ．倒卵状球形（１８号植株）；Ｆ．球形（示宿存的苞、萼片，１１号植株）。

ＰｌａｔｅⅢ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　ｏｆ　ｆｒｕｉｔｓ　Ａ．Ｆｌａｔ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Ｎｏ．１２）；Ｂ．Ｅｌｌｉｐｓｏｉｄａｌ（Ｎｏ．１７）；Ｃ．Ｂｌｕｎｔ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ｓｈａｐｅｄ　ｆｌａｔ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Ｎｏ．３１）；Ｄ．Ｅｌ－
ｌｉｐｔｉｃａｌ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ｆｒｕｉｔ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ｅｄｇｅｓ（Ｎｏ．１５）；Ｅ．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ｏｖａｔｅ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Ｎｏ．１８）；Ｆ．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Ｎｏ．１１，ｓｈｏｗｎ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ｂｒａｃｔｓ，ｓｅｐａｌｓ）．

柔毛或密被柔毛，较光滑有光泽、较粗糙、成明显的

粗糠状或具有明显的纵棱，基部凹陷，先端圆形、急

尖、凹陷或凹陷中具脐状突起等。

２．２花粉粒的形态、大小及外壁纹饰

２．２．１花粉的形态和 大 小　从 表２可 知，金 沙 江 中

游地区４处山茶组居群花粉极轴和赤道轴的均值范

围为（４８～６６．５）μｍ×（２６．３～３９．３）μｍ，属大型花

粉粒；形状多为长球形，偶有植株花粉粒为超长球形

（２号）、近长球形（７号）和不规则形状（２３号）；极面

观有三裂圆形，三裂钝三角形和三裂近圆形３种典

型类型；萌发孔为三沟型，裂沟深浅不一。除２３号

植株为不规则形状以外，其它３１株花粉粒与倪穗等

（２００７）所观察的２７种１变种的花粉粒在大小、形状

等较为一致。

２．２．２花粉 外 壁 纹 饰　３２株 植 株 花 粉 外 壁 纹 饰 显

示出较大的 差 异，主 要 有 以 下６种 类 型（图 版Ⅳ）：
（１）有 皱 疣 状（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ｖｅｒｒｕｃａｔｅ－Ａ型），网 脊 成 为

斑块状，杂 有 短 粗 条 状，网 眼 略 不 均 匀；（２）皱 网 状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Ｂ型），网脊相互交叉，网眼较均

匀；（３）皱 穴 状（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ｆｏｖｅｏｌａｔｅ－Ｃ型），网 脊 突 起

明显，网脊之间 具 多 而 较 大 的 穿 孔；（４）脑 纹 状（ｃｅ－

ｒｅｂｒｏｉｄ－Ｄ型），条纹粗，网脊粗细均匀网眼形状及大

小不规则，沟不成直线；（５）条状（ｓｔｒｉａｔｅ－Ｅ型），网脊

成条带突起物，且相互平行，条带较粗，沟较深；（６）
网穴状（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ｆｏｖｅｏｌａｔｅ－Ｆ型），网 脊 相 互 交 叉，
网眼不均匀，有稀疏的穿孔。这种花粉外壁纹饰的

差异表现在如下３种情况，（１）不同植株间的差异：

３２株植株花粉粒除了具有６种典型的外壁纹饰外，
网脊的粗细和突起、网眼的深浅和宽度、小穴的密度

和大小等还具有一定的差异，如８号和３１号植株，
表面纹饰虽为皱疣状，但脊突起极为不明显，表面近

于光滑；９号植 株，外 壁 纹 饰 为 皱 穴 状，但 网 脊 突 起

不明显而宽。（２）同一植株之间的差异：在３２株植

物中就有２、３、４号等２２株具有两种或三种不同的

外壁纹饰类型；（３）具有某些相同植物特征类型的差

异：如１号、５号及１２号植株花均为拟聚药雄蕊，但

花粉外壁纹饰却有皱疣状、皱网状和网穴状３种类

型；２４号、２８号属大花长雄蕊型，花粉外壁纹饰具皱

穴状、皱疣状两种主要类型。

２．２．３关于不规则形状并具条状纹饰的花粉粒　在

光学显微镜和扫描电镜下均可在很多植株中（表２）
均发现少量的不规则形状并具条状纹饰的花粉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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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Ⅳ　花粉外壁纹饰类型
ＰｌａｔｅⅣ　Ｅｘｉｎｅ　ｏｒｎａ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ｌｅｎｓ

这似乎是花粉败育的结果，但作者连续对２３号植株

采集了４年标本，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了上千粒花

粉粒，并做了２次电镜扫描观察，观察到的均为不规

则形状和粗条状表面纹饰。倪穗等（２００７）的研究发

现，在红山茶组中具有不规则形状花粉粒，但条状纹

饰在山茶组，乃至山茶属中均未见报道。作者观察

了２３号植株多年的结实率均很高，但由于山茶属植

物为异花授粉，条状纹饰的出现如果能排除花粉败

育的结果，那就可能属极端的变异类型，这有待于进

一步的研究。

３　关于４处山茶居群植物分类的讨论

根据金沙江中游地区４处山茶居群在形态上具

有的共同特征：幼枝及叶无毛；叶片较大，常椭圆形、
狭椭圆形，先端渐尖、长渐尖、尾尖，基部多少全缘。
花基部的外侧苞、萼片数片较小革质，背腹无毛，内

侧数片薄革质或近纸质，背面被银白色长伏毛，腹面

无毛，边缘膜质具睫毛；花瓣基部合生，外侧数片背

面中上部被银白色伏毛；外轮花丝近中部合生成花

丝管，无毛；子房密被绒毛，花柱合生等特征，植株间

应有较亲缘的关系，均应归为山茶组。由于不同植

株间在叶、花各部分及果的大小、形状、颜色等方面

出现了极其复杂的多样性、连续的变异性、性状的交

叉性，同时一些植株或类群又出现了某些特殊的特

征，如 基 部 为 狭 楔 形 且 长 椭 圆 状 披 针 形 的 叶（１６
号）、黄色的花瓣（２２号，刘建林等，２００７）、黑褐色或

暗紫色花药（１０、１３号）、拟聚药雄蕊（１、５、１２号）、短
柱状的子房、宿存的苞萼片及多种形状的果型等，其
中一些特征在红山茶组乃至山茶科植物中从未见报

道，如果仅从植株某些形态上的区别来界定种，即使

在同一个居群中也会出现大量不同种类，这无疑增

加了金沙江流域山茶组种类划分的复杂性。
虽然花粉粒外壁纹饰是属种间区别的重要特征

之一，金沙江中游地区４处山茶植物的外壁纹饰具

有显著差异，但这种差异除了不同植株间的差异外，
普遍存在同 株 的 差 异 和 某 些 相 同 特 征 类 群 间 的 差

异，很难确定某一特殊形态特征的类群与花粉粒外

壁纹饰具有相关性。方从兵等（２００２）研究了梅不同

品种的花粉外壁纹饰具有差异，郭先锋等（２００５）研

究发现草芍药与川赤芍的花粉纹饰类型呈现二型或

多型性的特征，闵天禄（２０００）认为四川西南地区山

０９２ 广　西　植　物　　　 　　　　　　　　　　　　　　３２卷



茶植物存在广泛的杂交，田敏等（２００８）研究了红山

茶组ＩＴＳ的分 子 系 统 分 析 表 明 红 山 茶 组 植 物 之 间

的亲缘关系同其地理分布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同一

地理区域内的物种具有较近的亲缘关系；肖调江等

（１９９６）报道了金沙江中游地区红山茶组植物的Ｇｉ－
ｅｍｓａｃ－带后认为将该地区的红山茶植物具有一些性

状稳定且可以区分的类群宜做为种下等级处理，故

认为该地区山茶花粉粒的外壁纹饰的差异是由于强

表２　３２株山茶植物花粉形态及外壁纹饰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ｏｌｌｅ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ｘｉｎｅ　ｏｒｎａ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３２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ｓｅｃｔ．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编号
Ｎｏ．

花粉形态Ｐｏｌｌｅｎ　ｓｈａｐｅ 花粉大小Ｐｏｌｌｅｎ　ｓｉｚｅ／ｕｍ

极面观
Ｐｏｌａｒ　ｖｉｅｗ

赤面观
Ｓｔｅｒ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ｖｉｅｗ

极轴 （Ｐ） 赤道轴 （Ｅ）
Ｐ／Ｅ

外壁纹饰类型
Ｅｘｉｎｅ
ｏｒｎａ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图版号
Ｐｌａｔｅ　Ｎｏ．

１ 三裂圆形 长球形 ５８．１（４８．５～６４．６） ３１．９（２５．８～３９．８） １．８２ Ｆ Ⅳ－Ｆ
２ 三裂圆形 超长球形 ６２．５（５８．８～６７．５） ３０．１（２６．１～３５．２） ２．０７ Ｄ，Ｂ Ⅳ－Ｄ，Ｂ
３ 三裂圆形 长球形 ６０．４（５５．８～６５．１） ３３．４（３０．３～３６．２） １．８１ Ｃ，Ａ Ⅳ－Ｃ，Ａ
４ 三裂圆形 长球形 ６６．５（６１．７～７２．８） ３４．２（３０．８～４１．１） １．９４ Ｄ（ｒａｒｅ　Ｅ） Ⅳ－Ｄ，Ｅ
５ 三裂圆形 长球形 ５８．３（４９．８～６４．７） ３４．２（２８．５～３９．６） １．７０ Ｂ Ⅳ－Ｂ
６ 三裂圆形 长球形 ６０．２（４８．９～６８．１） ３３．５（２８．６～３９．８） １．８０ Ｂ（ｒａｒｅ　Ｅ） Ⅳ－Ｂ，Ｅ
７ 三裂圆形 近长球形 ４８．０（３９．３～５９．０） ３８．２（２９．０～４６．９） １．２６ Ｆ，Ｂ Ⅳ－Ｆ，Ｂ
８ 三裂圆形 长球形 ５１．９（４４．１～６０．９） ３８．９（３２．５～４６．３） １．３３ Ａ Ⅳ－Ａ
９ 三裂圆形 长球形 ５４．２（４８．６～６０．３） ２９．２　２５．３～３３．６　 １．８６ Ｃ，Ａ Ⅳ－Ｃ，Ａ
１０ 三裂近圆形 长球形 ６１．４（４９．７～５５．６８） ３３．８（３０．３～３７．３） １．８２ Ｂ，（ｒａｒｅ　Ｅ） Ⅳ－Ｂ，Ｅ
１１ 三裂近圆形 长球形 ５３．１（４５．４～６１．６） ３２．７（２６．２～３８．７） １．６２ Ｄ Ⅳ－Ｄ
１２ 三裂钝三角形 长球形 ４９．０（４０．４～５３．０） ３０．７（２４．６～３４．８） １．６０ Ａ，Ｂ Ⅳ－Ａ，Ｂ
１３ 三裂钝三角形 长球形 ５３．８（５０．９～５６．８） ３０．０（２４．７～３８．２） １．７９ Ａ，Ｂ，（ｒａｒｅ　Ｅ） Ⅳ－Ａ，Ｂ，Ｅ
１４ 三裂圆形 长球形 ５５．１（４８．３～５８．８） ２９．６（２７．４～３１．８） １．８６ Ｄ，（ｒａｒｅ　Ｅ） Ⅳ－Ｄ，Ｅ
１５ 三裂近圆形 长球形 ５５．３（４４．７～６６．８） ３９．３（３０．５～５２．７） １．４１ Ｄ，（ｒａｒｅ　Ｅ） Ⅳ－Ｄ，Ｅ
１６ 三裂近圆形 长球形 ５８．７（５１．０～６６．３） ３４．３（２９．２～３６．７） １．７１ Ｂ，Ａ Ⅳ－Ｂ，Ａ
１７ 三裂圆形 长球形 ５４．５（４６．５～６４．１） ３６．０（３０．０～４０．５） １．５１ Ｄ，Ａ Ⅳ－Ｄ，Ａ
１８ 三裂圆形 长球形 ５１．１（４１．６～６０．６） ３０．１（２６．０～３２．８） １．７０ Ｄ，Ａ Ⅳ－Ｄ，Ａ
１９ 三裂圆形 长球形 ５７．３（５０．０～６５．５） ３４．１（３２．０～４０．１） １．６８ Ｄ Ⅳ－Ｄ
２０ 三裂近圆形 长球形 ５２．２（４３．４～５９．３） ３１．１（２６．３～３６．７） １．６８ Ｄ，（ｒａｒｅ　Ｅ） Ⅳ－Ｄ，Ｅ
２１ 三裂圆形 长球形 ５５．７（３２．３～６１．７） ３０．２（２５．１～３５．７） １．８４ Ａ Ⅳ－Ａ
２２ 三裂圆形 长球形 ５２．１（４７．２～５６．３） ２６．３　２４．０～２８．３　 １．９８ Ｃ，Ａ Ⅳ－Ｃ，Ａ
２３ 不规则 不规则 Ｅ Ⅳ－Ｅ
２４ 三裂钝三角形 长球形 ５８．２（５１．０～６３．１） ３７．５（３３．１～３９．２） １．５５ Ｃ Ⅳ－Ｃ
２５ 三裂圆形 长球形 ５３．９（４６．８～５９．５） ３９．３（３４．９～４３．０） １．３７ Ｄ，（ｒａｒｅ　Ｅ） Ⅳ－Ｄ，Ｅ
２６ 三裂圆形 长球形 ６５．６（６２．６～６９．３） ３４．７（３２．１～３８．５） １．８９ Ａ Ⅳ－Ａ
２７ 三裂圆形 长球形 ５１．３（４５．１～５７．５） ３０．６（２９．３～３２．４） １．６８ Ｂ Ⅳ－Ｂ
２８ 三裂圆形 长球形 ５５．０（４９．０～５９．２） ３５．３（３２．１～４２．２） １．５６ Ａ，（ｒａｒｅ　Ｅ） Ⅳ－Ａ，Ｅ
２９ 三裂圆形 长球形 ５７．２（４５．７～６０．８） ３３．２（３１．０～３６．３） １．７２ Ａ，Ｄ，（ｒａｒｅ　Ｅ） Ⅳ－Ａ，Ｄ，Ｅ
３０ 三裂圆形 长球形 ５７．７（４７．１～６２．５） ３４．０（２５．０～４１．３） １．７０ Ａ，Ｄ Ⅳ－Ａ，Ｄ
３１ 三裂圆形 长球形 ５３．１（４７．３～６１．０） ３５．９（３１．９～４３．８） １．４８ Ａ，（ｒａｒｅ　Ｅ） Ⅳ－Ａ，Ｅ
３２ 三裂圆形 长球形 ６５．２（５７．１～７１．１） ３５．４（２９．２～４８．６） １．８４ Ｂ，（ｒａｒｅ　Ｅ） Ⅳ－Ｂ，Ｅ

烈分化及广泛杂交形成的多型现象。

　　综上所述，虽然金沙江中游地区４居群山茶组

植物在不同的植株出现了苞萼片宿存、拟聚药雄蕊、
长椭圆状披针形或内卷成半圆形的叶、黄色的花瓣、
外侧花瓣１－数片中上部被伏毛、多种类型的果型等

特性与（Ｍｉｎ　＆Ｂｒｕｃｅ，２００７）描 述 的 西 南 山 茶 特 征

具明显的差异，且花粉粒的外壁纹饰出现了多种类

型，但该处山茶性状的连续变异性和交叉性以及花

粉外壁纹饰在同株及具相同性状类群不同植株间的

不稳定性，所以对该处山茶进行种间的分类是不适

宜的。从“大种”的观点，该地区山茶由于幼枝和叶

背无毛，叶片较大，先端多长渐尖、尾尖，外轮花丝近

中部以下合生成花丝管，花丝无毛，花柱多少合生，
花果均较大等特征，作者认为该地区具有以上性状

的山茶（包括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ｍａｏｎｉｕ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刘建林等，

２００７）应属于山茶 组 的 西 南 山 茶（Ｃ．ｐｉｔａｒｄｉｉ）（Ｍｉｎ
＆Ｂｒｕｃｅ，２００７），确 实 具 有 某 些 特 殊 特 征 且 性 状 稳

定可区别的类群宜作种下变型等级处理。虽然在该

地区一些植 株 的 某 些 特 征 与 滇 山 茶（Ｃ．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
的特征相似，如叶片先端急尖及短渐尖，但幼枝及幼

叶叶背无毛；偶见幼枝或幼叶叶背疏被柔毛，但叶片

先端为长渐尖，考虑到这些植株数量少，且混生于幼

１９２３期　　　　罗强等：金沙江中游地区山茶组４居群植物形态及花粉特征观察及其分类讨论



枝叶无毛，叶片长渐尖、尾尖的类群之中，故这些植

株也归属于西南山茶较为适宜。
致谢　西昌学院农学系２００２～２００８级杨志、胡

世雄、王正旭、姜欣华、田云峰等１０余位同学协助野

外调查和实验，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韦仲新研究员

带病耐心为笔者讲解花粉粒表面纹饰知识并赠送资

料，谨致真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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