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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12 种绢蒿属植物种子的微形态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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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为探讨绢蒿属 S erip h id ium (Bess) Po ljak. 植物的系统分类学问题, 应用光镜和扫描电镜对我国 12

种绢蒿属植物的种子微形态特征进行了比较观察。结果表明, 12 种绢蒿属植物种子形态多样, 分别呈卵形、长卵形、

棒状、矩圆形和肾形; 表面纹饰以纵条纹为主; 在系级水平上, 种子微形态特征虽表现出相似性, 但仍具有一定的分

类学价值; 种子形态、大小 ( (0. 78～ 2. 86) mm × (0. 31～ 1. 03) mm )、千粒重 (0. 286～ 0. 512 g)、表面纹饰类型等特

征为绢蒿属植物系统分类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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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 rder to discu ss the taxonom ic characterist ics of S erip h id ium (Bess) Po ljak. , the seed m i2
cro structu re fea tu res of its 12 species in Ch ina w ere ob served under ligh t m icro scope (LM ) and scann ing

electron m icro scope (SEM ). T he resu lts show that the shapes of seeds are ovifo rm , long ovifo rm , clavifo rm

ob longish and k idneyshaped respect ively, and their o rnam en ta t ion s are m ain ly vert ica l2w rink les. A t sect ion

level, the m icro structu re fea tu res of seed are mo re o r less a like, bu t they are u sefu l to som e ex ten t fo r clas2
sif ica t ion of S erip h id ium (Bess) Po ljak. . T he length is from 0. 78 mm to 2. 86 mm , the w idth is from 0. 31

mm to 1. 03 mm , and the kernel w eigh t is from 0. 286 g to 0. 512 g. Based on resu lts, the m icro structu re fea2
tu res of seed p rovide impo rtan t info rm at ion s fo r classif ica t ion of S erip h id ium (Bess) Po lj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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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绢蒿属 (S erip h id ium (Bess) Po ljak. )隶属于春

黄菊族 (T rib A them ideae) 菊亚族 (Ch rysan them i2
nae)蒿自然群 (Gres A rtem isiae) , 在蒿自然群中, 是

仅次于蒿属的一个大属, 全世界约 130 余种, 中国记

载的有 31 种 3 变种, 欧亚大陆、美洲西部和中部以

及非洲北部也有少量分布[1 ]。绢蒿属中许多种类为

重要的药用植物, 如沙漠绢蒿 (S. san tolinum

(Sch renk) Po ljak. ) 和白茎绢蒿 (S. terrae (K rash )

Po ljak. ) ; 有些种类为优良的饲用植物, 如伊犁绢蒿

(S. transiliense (Po ljak ) Po ljak. ) 和球序绢蒿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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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hm ann ianum (Beg) Po ljak. ) ; 此外, 很多种类还是

一些地区具有固沙作用的先锋植物种[122 ]。

由于蒿自然群植物种类多、分布广、分化大等,

其系统分类一直是分类学家颇感棘手的问题, 其中

对绢蒿属的系统分类一直存在争议, 但目前诸多学

者普遍认可植物分类学家林有润先生关于绢蒿属的

分类观点。由于种子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中, 与其他

营养器官相比, 受外界环境因子影响较少, 其性状在

分类学上的意义不亚于花被和花粉形态。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 不少学者将种子微形态特征用于植物分

类学与系统学研究, 证明了种子微形态结构在科、

属、种等不同水平上具有分类学意义[329 ]。为了丰富

绢蒿属系统分类资料和探讨其分类学问题, 本试验

对 12 种绢蒿属植物种子的微形态特征进行了研究,

旨在为绢蒿属植物分类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所用 12 种绢蒿属植物及其种子均采自野

外 (2004～ 2005 年) , 凭证标本存于河北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植物标本室 (表 1)。
表 1　中国 12 种绢蒿属植物来源

T able 1　O rigin of 12 S erip h id ium (Bess) Po ljak. p lan ts in Ch ina

类别
D ifference

of Ser.

　 种
Species

采集地
L ocality

采集时间
D ate

采集人
Co llecto r

标本号
Specim en

海拔öm
A ltitude

生活型
T ype of

life

绢蒿系
Ser.

S erip h id ium

西北绢蒿
S. n itrosium (W eb. ex
Stechm. ) Po ljak.

新疆乌鲁木齐
W ulum uqi, X in jiang

2004208226 孙会忠
Sun H ui2zhong S0041 950 多年生草本

Perenn ials

卡拉套绢蒿
S. kara tav icum (Krasch. et
A bo l. ex Po ljak. )
L ing et Y. R. L ing

新疆察布查尔
Chabuchaer, X in jiang

2005209202 牛忠磊
N iu Zhong2lei S0070 900 半灌木

Sem i2sh rub

伊犁绢蒿
S. transiliense (Po ljak. ) Po ljak.

新疆乌鲁木齐
W ulum uqi, X in jiang 2005209205 孙会忠

Sun H ui2zhong S0053 900 多年生草本
Perenn ials

东北蛔蒿
S. f in itum (Kitag. )
L ing et Y. R. L ing

新疆博乐县阿拉山
A la M t. Bo le, X in jiang

2004208202 孙会忠
Sun H ui2zhong S0096 200 多年生草本

Perenn ials

新疆绢蒿系
Ser. Kaschgarica

伊塞克绢蒿
S. issy ku lense (Po ljak. ) Po ljak.

新疆塔什库尔干
T ash ikuergan, X in jiang

2004208219 季新成
J i X in2cheng S0051 2 000 多年生草本

Perenn ials
新疆绢蒿
S. kaschg aricum (Krasch. ) Po ljak

新疆乌鲁木齐
W ulum uqi, X in jiang

2004208218 牛忠磊
N iu Zhong2lei S0029 950 半灌木

Sem i2sh rub
沙漠绢蒿系

Ser. San to lina
沙漠绢蒿
S. san tolinum (Sch renk) Po ljak.

新疆布尔津
Buerjin, X in jiang 2005208212 孙会忠

Sun H ui2zhong S0110 450 半灌木
Sem i2sh rub

南疆绢蒿系
Ser. V alida

费尔干绢蒿
S. f erg anense (Krasch. ex
Po ljak. ) Po ljak.

新疆温宿县
W ensu, X in jiang 2005209215 戴攀军

D ai Pan2jun D 1201 2 200 多年生草本
Perenn ials

准噶尔绢蒿系
Ser. Sub lessingiana

针裂叶绢蒿
S. sublessing ianum (Kell. ) Po ljak.

新疆乌图布拉克
W utubulake, X in jiang

2004209221 戴攀军
D ai Pan2jun D 1209 1 100 半灌木

Sem i2sh rub
小针裂叶绢蒿
S. am oenum (Po ljak. ) Po ljak

新疆乌图布拉克
W utubulake, X in jiang

2005209202 戴攀军
D ai Pan2jun D 1256 1 150 半灌木

Sem i2sh rub

纤细绢蒿系
Ser. Pauciflo ra

纤细绢蒿
S. g racilescens (Krasch.
et Iljin) Po ljak

新疆阿勒泰县
A latai, X in jiang

2004209211 孙会忠
Sun H ui2zhong N 0044 950 多年生草本

Perenn ials

高山绢蒿系
Ser. R hodan tha

博洛塔绢蒿
S. borota lense (Po ljak. )
L ing et Y. R. L ing

新疆博乐县
Bo le, X in jiang

2005209216 季新成
J i X in2cheng S0047 900 多年生草本

Perenn ials

　　选用发育良好的成熟种子, 自然干燥, 光镜观察

种子形状、颜色、表面纹饰等, 并测量其大小, 计算长

宽比, 每样品测 20 粒, 求其平均值。再将种子置于双

面胶带上, 喷金镀膜后移入 JSM 26360LV 型扫描电

镜下观察并拍照, 每样品观察 4～ 5 粒[10 ]。

2　结果与分析

2. 1　西北绢蒿 S. n itros ium (W eb. ex Stechm. )

Po ljak.

　　该植物别名嗜硝蒿。观察发现, 种子长卵形, 灰

色至灰褐色, 顶端具明显的喙状突起, 大小 1. 68

mm ×0. 66 mm , 长宽比 2. 55, 千粒重 0. 512 g (图版

É 2A )。种子表面纹饰: 光镜下为均匀平行状的纵条

纹, 且贯穿两极, 赤道处纵条纹宽 45 Λm; 扫描电镜

下为纵条纹, 条纹之间有窄缝隙, 每个条纹上略有纵

皱褶 (图版Ê 2A )。

2. 2　卡拉套绢蒿 S. ka ra tavicum (K rasch. et A bo l.

ex Po ljak. ) L ing et Y. R. L ing

　　种子棒状, 灰褐色, 顶端喙状突起不明显, 另一

端有明显环行收缩区, 大小 1. 97 mm ×0. 58 mm , 长

宽比 3. 40, 千粒重 0. 290 g (图版É 2B )。种子表面纹

饰: 光镜下表面粗糙, 纵条纹不明显, 赤道处纵条纹

宽 65 Λm; 扫描电镜下为纵条纹, 每个条纹上有纵皱

褶 (图版Ê 2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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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É 　12 种绢蒿属植物种子的形态特征
A. 西北绢蒿 (×50) ; B. 卡拉套绢蒿 (×80) ; C. 伊犁绢蒿 (×50) ; D. 东北蛔蒿 (×60) ; E. 伊塞克绢蒿 (×60) ; F. 新疆绢蒿 (×65) ; G. 沙漠绢蒿

(×80) ; H. 费尔干绢蒿 (×70) ; I. 针裂叶绢蒿 (×80) ; J. 小针裂叶绢蒿 (×50) ; K. 纤细绢蒿 (×60) ; L. 博洛塔绢蒿 (×80)

P lateÉ 　M o rpho logical characterist ics of seed from 12 species S erip h id ium (Bess) Po ljak.

A. S. n itrosium (×50) ; B. S. kara tav icum (×80) ; C. S. transiliense (×50) ; D. S. f in itum (×60) ; E. S. issy ku lense (×60) ; F. S. kaschg aricum (×

65) ; G. S. san tolinum (×80) ; H. S. f erg anense (×70) ; I. S. sublessing ianum (×80) ; J. S. am oenum (×50) ; K. S. g racilescens (×60) ; L. S. borota l2
ense (×80)

2. 3　伊犁绢蒿 S. trans iliense (Po ljak. ) Po ljak.

　　该植物别名苦艾蒿。种子卵形, 灰色至灰褐色,

喙状突起不明显, 大小 1. 96 mm ×0. 76 mm , 长宽比

2. 58, 千粒重 0. 360 g (图版É 2C)。种子表面纹饰:

光镜下为细纵条纹, 且贯穿两极, 赤道处纵条纹宽 8

Λm; 扫描电镜下呈搓板状凸凹, 纵条纹呈排列紧密

的长细胞状, 有间断现象, 光滑无皱褶 (图版Ê 2C)。

2. 4　东北蛔蒿 S. f in itum (K itag. ) L ing et Y. R.

L ing

　　种子卵形, 灰色至灰褐色, 顶端具明显的喙状突

起, 大小 1. 32 mm ×0. 68 mm , 长宽比 1. 94, 千粒重

0. 500 g (图版É 2D )。种子表面纹饰: 光镜下为均匀

平行状的纵条纹, 贯穿两极, 赤道处纵条纹带宽 38

Λm; 扫描电镜下为纵条纹, 每个条纹两侧不仅有细

纵皱褶, 且中部有横状突起, 略呈搓板状 (图版Ê 2
D )。

2. 5　伊塞克绢蒿 S. issyku lense (Po ljak. ) Po ljak.

种子肾形, 灰褐色, 喙状突起明显, 大小 1. 36

mm ×0. 86 mm , 长宽比 1. 58, 千粒重 0. 301 g (图版

É 2E)。种子表面纹饰: 光镜下粗糙; 扫描电镜下为

不规则皱褶, 呈脑波状 (图版Ê 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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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Ê 　12 种绢蒿属植物种子表面纹饰的电镜观察

A. 西北绢蒿 (×1 500) ; B. 卡拉套绢蒿 (×1 500) ; C. 伊犁绢蒿 (×2 000) ; D. 东北蛔蒿 S. f in itum (1 500) ; E. 伊塞克绢蒿 (×1 500) ; F 新疆绢蒿

(×1 500) ; G. 沙漠绢蒿 S. san tolinum (×800) ; H. 费尔干绢蒿 (×1 500) ; I. 针裂叶绢蒿 (×1 500) ; J. 小针裂叶绢蒿 S. am oenum (×1 500) ; K.

纤细绢蒿 (×1 500) ; L. 博洛塔绢蒿 (×2 000)

P lateÊ 　O rnam ental characterist ic of seed from 12 species S erip h id ium (Bess) Po ljak. under SEM

A. S. n itrosium (×1 500) ; B. S. kara tav icum (×1 500) ; C. S. transiliense (×2 000) ; D. S. f in itum (×1 500) ; E. S. issy ku lense (×1 500) ; F. S.

kaschg aricum (×1 500) ; G. S. san tolinum (×800) ; H. S. f erg anense (×1 500) ; I. S. sublessing ianum (×1 500) ; J. S. am oenum (×1 500) ; K. S.

g racilescens (×1 500) ; L. S. borota lense (×2 000)

2. 6　新疆绢蒿 S. kaschga r icum (K rasch. ) Po ljak

该植物别名喀什蒿。种子卵形, 灰褐色, 顶端具

明显的喙状突起, 大小 1. 73 mm ×0. 89 mm , 长宽比

1. 94, 千粒重 0. 470 g (图版É 2F)。种子表面纹饰: 光

镜下表面粗糙, 纹饰略呈纵向走势, 但未贯穿两极;

扫描电镜下为不规则的皱褶, 呈脑波状, 局部皱褶间

有细波纹 (图版Ê 2F)。

2. 7　沙漠绢蒿 S. san tolinum (Sch renk) Po ljak.

种子矩圆形, 灰褐色至浅黑色, 顶端喙状突起不

明显, 两端均略呈平截状, 大小 2. 16 mm ×1. 03

mm , 长宽比 2. 10, 千粒重 0. 502 g (图版É 2G)。种子

表面纹饰: 光镜下为均匀平行的纵条纹, 纵条纹贯穿

两极, 赤道处纵条纹宽 45 Λm; 扫描电镜下为纵条

纹, 每个条纹上有细而均匀的线状纵皱褶 (图版Ê 2
G)。

2. 8　费尔干绢蒿 S. f erganense (K rasch. ex Po l2
jak. ) Po ljak.

　　种子矩圆形, 黑褐色, 顶端喙状突起不明显, 两

端略呈平截状, 大小 0. 78 mm ×0. 31 mm , 长宽比

2. 52, 千粒重 0. 286 g (图版É 2H )。种子表面纹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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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镜下为不规则纵皱褶, 蜿蜒伸至两极; 扫描电镜下

为不规则皱褶, 呈脑波状 (图版Ê 2H )。

2. 9　针裂叶绢蒿 S. subless ing ianum (Kell. ) Po l2
jak.

　　种子矩圆形, 灰褐色, 顶端喙状突起略尖, 两端

均呈斜截状, 大小 2. 36 mm ×0. 96 mm , 长宽比

2. 46, 千粒重 0. 310 g (图版É 2I)。种子表面纹饰: 光

镜下为细纵条纹, 多数纵条纹贯穿两极, 赤道处纵条

纹宽 6 Λm; 扫描电镜下为窄的纵棱纹, 棱纹基部宽,

棱脊呈刀刃状。此外, 棱纹带平滑, 极少有皱褶 (图版

Ê 2I)。

2. 10　小针裂叶绢蒿 S. am oenum (Po ljak. ) Po ljak

种子矩圆形, 灰褐色, 喙状突起端呈斜截状, 另

一端呈平截状, 大小 2. 86 mm ×0. 88 mm , 长宽比

3. 25, 千粒重 0. 398 g (图版É 2J )。种子表面纹饰: 光

镜下为细纵波状纹, 多数纵条纹贯穿两极, 赤道处纵

条纹宽 9 Λm; 扫描电镜下为窄的纵棱纹, 棱纹基部

宽, 有的棱脊部略呈刀刃状, 多数棱纹带平滑, 极少

有斜皱褶 (图版Ê 2J )。

2. 11　纤细绢蒿 S. g racilescens (K rasch. et Iljin )

Po ljak

　　该植物别名纤蒿、戈壁蒿。种子长卵形, 灰褐色

至深红色, 喙状突起不明显, 两端均钝圆, 大小 1. 86

mm ×0. 96 mm , 长宽比 1. 94, 千粒重 0. 460 g (图版

É 2K)。种子表面纹饰: 光镜下为均匀平行的纵条

纹, 贯穿两极, 赤道处纵条纹宽 38 Λm; 扫描电镜下

为纵条纹, 条纹之间几乎无缝隙, 每个条纹上略有不

规则的皱褶 (图版Ê 2K)。

2. 12　博洛塔绢蒿 S. borota lense (Po ljak. ) L ing et

Y. R. L ing

　　种子长卵形, 灰褐色至深红色, 喙状突起明显,

大小 1. 76 mm ×0. 75 mm , 长宽比 2. 35, 千粒重

0. 431 g (图版É 2L )。种子表面纹饰: 光镜下较粗糙,

有明显的纵纹; 扫描电镜下呈长卵石状隆起, 有明显

的横隔 (图版Ê 2L )。

3　讨论和结论

绢蒿属共有 3 个组——绢蒿组 (Sect. Seriph id i2
um )、民勤绢蒿组 (Sect. M inchunen sa Y. R. L ing)和

三裂叶绢蒿组 (Sect. Juncea (Po ljak ) Y. R. L ing et

C. J. H umph ries) , 其中民勤绢蒿组和三裂叶绢蒿组

均为单种组, 其在整个绢蒿属中所占比例极少, 大多

数植物属于绢蒿组, 而绢蒿组共包含 7 个系, 本研究

中的 12 个种涵盖了绢蒿组中的 7 个系。因此, 本研

究结果基本代表了绢蒿属植物种子的微形态特征。

根据一些学者对蒿属种子微形态特征的研究可

知, 蒿属种子形态多呈球形、长卵形及棒状, 表面纹

饰绝大多数为纵条纹[10213 ]。与蒿属相比, 绢蒿属植物

种子形态更加多样, 分别有卵形、长卵形、棒状、矩圆

形及肾形等, 表面纹饰以纵条纹和不规则皱褶为主。

这表明绢蒿属与蒿属有着很近的亲缘关系。

在本研究中, 属于同一系的植物种子形态及其

表面纹饰均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如绢蒿系中的西

北绢蒿、伊犁绢蒿和东北蛔蒿的种子形态均为卵形,

表面纹饰都均以纵条纹为主; 准噶尔绢蒿系的针裂

叶绢蒿和小针裂叶绢蒿的种子形态均呈矩圆形, 种

子表面纹饰均为纵棱纹, 且棱纹基部均较宽。

本研究中, 绢蒿属植物种子的表面纹饰表现出

丰富的多样性, 且纹饰还有次级结构。如绢蒿系的 4

个种 (西北绢蒿、东北蛔蒿、卡拉套绢蒿、伊犁绢蒿)

均为接近搓板状的纵条纹纹饰; 新疆绢蒿系的 2 个

种 (新疆绢蒿、伊塞克绢蒿)均为脑波状纹饰; 沙漠绢

蒿系的沙漠绢蒿种子表面纹饰具有典型的线状次级

结构; 准噶尔绢蒿系的针裂叶绢蒿和小针裂叶绢蒿

均为棱状纹饰; 高山绢蒿系的博洛塔绢蒿为长卵石

状隆起纹饰 (图版Ê 2L ) 等。由此可知, 种子表面纹

饰可作为区分不同系的分类特征。

在绢蒿组中, 少数属于不同系的绢蒿属植物种

子表面纹饰相似, 如纤细绢蒿系的纤细绢蒿种子表

面纹饰与绢蒿系非常相似, 说明二者在长期的进化

和适应过程中, 具有较近的亲缘关系和相似的生态

地理分布。

由于绢蒿组中的一些系为单种系 (沙漠绢蒿系)

或寡种系 (准噶尔绢蒿系) , 所以种子微形态特征, 特

别是纹饰类型, 也具有区分不同种的分类学意义。

由本研究可知, 绢蒿属植物种子微形态特征既

有一致性, 又表现出形态、表面纹饰等特征的多样

性, 这为绢蒿属的系统分类提供了较丰富的信息。

对绢蒿属植物进行科学、系统地分类是一项复

杂的工作, 仅凭单方面的证据还远远不够, 对此仍需

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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