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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蕨类植物也十分～

丰富，从原始蕨类到近代蕨类，在我国都能找到它们的代表；不

少类群以我国为发展中心，如蹄盖蕨属Athyrium Roth、耳蕨属

Polystichum Roth、鳞毛蕨属DryopteriJ Adanson等；有一些类。

群主要产于我国，如节肢蕨属drthromeri$(Moore)J．Sm．、瓦

韦属LepisoruJ(J．sm．)Ching、石蕨属Saxiglossum Ching’

等；有一些特产于我国，如中国蕨属Sinopteris C．Chr．ct Ching、

光叶蕨属Cystoathyrium Ching等o

。蕨类植物是我国植物区系中的一个大群，在植物资源中占着

一定的地位，还娶有许多有意义的特点。它们的生活方式迥异于

种子植物，然而却能完美地适应它们所生活的独特条件。蕨类植

物是古代植物族类的孑遗，它们仍然处于与它们几千万年前祖先

的同样组织水平；而种子植物则已发展为一个全新的系列，成功地

在世界植被中占着统治地位。但是，蕨类植物在进化上，在地球植

被中仍处于仅次于种子植物的优势。现代蕨类的形体已经变化得

大大不同于它们的祖先类型，它们虽然不能在植被中占统治地位，．

但却很成功地在其中找到了能够生活的安乐窝，并且仍然在活跃，

地进化。一些残存至今的原始类型的蕨类，与其久远的祖先相比

变化是不太多的，它们在我国蕨类区系中还有一些代表。蕨类植

物的一些古老类群在我国特别是西南部，仍然正常生长，这是研究

生物演化的珍贵材料o’ j，

。

，

。‘

一 蕨类植物的不少种类具有多种多样的经济价值，有些是医药、

食品、工艺品的原料；有些是热带、亚热带地区水土保持的优良植

物；有些是土壤、气候的指示植物；许多蕨类由于千姿百态及其惊。

人的变异，成为重要的观赏植物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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蕨类植物在植物界中是属于具有维管束的高等植物，处于低

等植物和高等植物之间的过渡阶段，是植物进化过程中的一个关

键性环节，有着承下启上的作用。它的分类方法，分类标准和理论

基础均不同于种子植物。我国对蕨类植物学的研究已有60多年

的历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应该加以系统总结。秦仁昌1978年

。发表的中国蕨类植物分类系统就是这一阶段研究历史的纲要式总

结J但秦仁昌系统中提出的许多问题，目前仍在深入研究中，对

一些科属还要进一步钻研。对一些科属的处理我们还不太满意，如

莲座蕨属Angiopteris Hoffm．、凤丫蕨属Coniogramme F6e、中

国蕨科sinopterjdaceae、金星蕨科Thelypteri以ceae与水龙骨科

Polypodiaceae等。我国的蕨类植物还有大量的研究工作等待着蕨

类植物学工作者去做，特别是从70年代起已进入实验性的研究，

今后必须采取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以提高对这类群植物的认

识，特别是对系统发育的阐明，深入了解它在植物界进化中的作

用o ，

。 几十年来，国际上蕨类学界一直认为秦仁昌系统是进步的，但

可惜只有骨架，本书就是想完善这个系统，整理了中外有关我国蕨

类植物研究的文献资料，侧重于我国蕨类植物系统分类学方面，对

分类原则和方法、历史及主要学者的研究成果、科属的形态特征与，

亲缘关系及分布等方面有较为系统的论述。原稿名为《蕨类植物

学概论》(An Introduction to Pteridology)，分为上，下两篇，书

-稿写作历时五载，完成于1984年。现将有关分类学部分压缩、修

改后先予出版，取名为《中国蕨类植物科属志》o由于过去的文献

呻曾引用过书稿中的一些内容，这几年也有读者询问这两书的关

?系，故在此说明一下，以免引起混乱o
j

·

本志基本上按照秦仁昌(1978)系统；在此基础上作了一些修

改。这些修改均曾与秦仁昌反复讨论，并征得他的同意。对一些

意见不一致的修改之处，本书均未收入。本志修订之处为： 一．

(1)确认松叶蕨亚门的裸蕨类祖先是蕨类植物门中最原始的

成员，故将松叶蕨亚门从原位置(于楔叶蕨亚门之后)调整至石松

·王i·



． 亚门之前。 一．

(2)将岩蕨科从原位置(于球子蕨科之后)调整至乌毛蕨科之 ．

’后，保持了岩蕨、球盖蕨与鳞毛蕨这一类群的完整，还详细论述了

这些类群之间的关系o
。

(3)水龙骨科中原来一些亚科的形态特征并不一致，因此将．

国产的水龙骨科重新划分为7个亚科o

(4)明确地将蹄盖蕨科分为3大类群，并明确了各群之间的

关系o 。 ’ ’

(5)对水韭科、阴地蕨科、桫椤科、姬蕨科、雨蕨科、岩蕨科、鳞
． 毛蕨科与叉蕨科的新处理作了补充论述j

’

’

(6)将秦仁昌(1978)系统中的真蕨类分为几个大类群来认

识，使之更易被理解(详见广西植物4(4)：289—307．1984)o

(7)增减或订正了—些属。如收入了对开蕨属、角蕨属、蜘蛛
、

一

蕨属、薄鳞蕨属；取消了烟斗蕨属(为形态观察错误)、钻毛蕨属(为

鉴定错误)o ．

。

本书偏重于我国蕨类植物系统分类学方面，同时对世界蕨类

植物系统发育研究的重要成果、主要学说、观点和一些较重大的存

在问题也加以介绍和评述，冀望能为读者提供蕨类植物学的理论 ．

基础和分类方法。这一希望能否达到，有赖于读者们的评议。殷

切地希望读者随时提出宝贵的意见，使本书渐臻完善，能为蕨类植
7

物学的发展起到一点作用。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R．E．Holttum教授和R．E．G．

Pichi Sermolli教授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 本书的插图为蔡淑琴同志(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 ．

会)所绘；还有一些同志协助复印资料、抄写稿件、校对等工作，在

此一并致谢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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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蕨类植物在植物界的位置和意义

蕨类植物又称羊齿植物，是维管植物中的一群。在现今的植

物分类系统上，被认为是组成现代整个植物界的五大门之一，为地

球上古代和现代植物界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植物界的位置

是处于苔藓植物和种子植物两门之间，也就是说，在形态结构和适

应环境条件的能力方面，蕨类植物是苔藓植物与种子植物之间的

一个过渡植物群，它较苔藓植物进化，而较种子植物原始。蕨类植

物综合地具有苔藓植物或种子植物所缺乏的某些主要特征，其单

倍、双倍植物体的生长各自分离，世代交替中的有性和无性世代明

显不乱，孢子体具有根、茎、叶和分化为木质部与韧皮部的输导系

统，但现代蕨类植物少有次生组织。孢子体的减数分裂在孢子囊

内的孢母细胞中进行，以孢子进行繁殖。然而，在蕨类植物中，无

配子生殖和无孢子生殖的现象都是十分普遍的。一j一 ．

现代蕨类植物全属于蕨类植物门Pteridophyta，分为5个亚

门(也有些分类系统给予纲的地位)。它们各自代表一条进化线，从

现在掌握的证据来看，它们之间似无密切的亲缘关系。这5个亚

门是：‘
‘

．，
，

‘

’。

．(I)松叶蕨亚门Psilophytina、 、

7
．

(2)．石松亚门Lycophytina - ：

(3)楔叶蕨亚门Sphenophytina

(辱)水韭亚门lso∈phytina．。+

(5)真蕨亚门Filicophytini。

按照习惯的分类法，通常把真蕨亚门称为真蕨类(ferns)，而 ．

。j 。一 ||
L

7
’

’

。．1。’·r



把其他四个亚门说成是拟蕨类(ferns—allies)o但这是通俗的叫法，

不是科学上的名称。

这5个亚门所以归人蕨类植物门，是因为它们具有以下的共

性：具有两个彼此独立生活的世代交替，孢子体具有维管束组织，

通常为多年生草本；产生孢子，孢子产生小的线状或叶状的配子体

(原叶体)，在同一个或不同的原叶体上生出颈卵器和(或)精子器

进行有性生殖d
’

蕨类植物的起源和进化

蕨类植物为一自然的门类，出现于古生代。一般认为其起源

可以追溯至地质上的志留纪，但也有人认为出现于泥盆纪，或认为

可以远溯至寒武纪d在古生代中，是泥盆纪、石炭纪和二叠纪时期

I 8 ’2 9．10．1：1蚪： 嶝：必
新 第四纪 I l I j
生

。U { r，代 第三纪
。

；

，
中 白璺纪

I mI． ，
’

生 白垩纪 。 ●| lI，，。j I{

代 侏罗纪 l 。l|l侈 汐
．．兰叠纪 ．， 『 lf I厂

=叠纪： ‘一 I l I j零 7。

古 石炭纪 |-1 1 U 、、∥I

生 j石嬲 撵●． -1 11l沙
代 泥盆纪℃心P 咄 、

●l_∥
志留纪

、～1＼
1

—、{ -．一‘一7

图I-I 图示蕨类植物在各地质时期的演化。

I．石松科；2．卷柏科；3．水韭科；4．未贼科；5．燕座蕨科；6．箭蕨
科；7．紫萁科；8．海金沙科；9．里白科；lO．双扇蕨科；11．马通蕨

科；12．膜蕨科；13．殒科；14．桫椤科；15．蚌壳蕨科；16．水龙骨科；

17·水蕨科；18．槐叶颈科。(引自G．M．Smith，1955，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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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很广且生长繁茂的一群植物，但到二叠纪时因气候的急剧变·

化，生长于湿润的石炭纪时期的许多种类没有能力去抵抗二叠纪

冰期时气候的急剧变化而遭到毁灭，接着在三叠纪和侏罗纪时却

进化出另一些新的系列，其中大多数一直生存到现在(图1-1)。
， 现在知道蕨类植物中最古老和最原始的植物群为裸蕨类，但

近来有入主张蕨类植物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寒武纪比裸蕨类更为古

老的类群，其根据是四面形的孢子发现于下寒武纪，由此推断陆生

植物早在该地质时期就已存在，但多数学者认为这样的推论证据

不充分。裸蕨类是地球上最原始的陆生植物，其祖先在寒武纪已

经出现，在泥盆纪分布很广，但到泥盆纪末期已经绝灭，在志留纪

和泥盆纪的地层中都可以发现保存良好的裸蕨类化石。它们的孢

子体被认为是无根的，只有一些没有叶的枝或在枝上有一些没有一

叶脉的小叶；孢子囊像苔藓植物一样，单个长在能育枝的顶部。很

明显，裸蕨类还保留着其祖先——藻类所遗留的许多特点，所以形

体上近似藻类，植物体分化简单，茎细弱，无根和叶的分化等o
5

从裸蕨类出现3条分开的进化路线——石松类、木贼类及真

蕨类。这是从裸蕨植物分成3支趋异演化的结果．o” i ·

’

石松类是一个形态学上的整体，它的特征是：分枝的基本型

式是二歧分枝的，具有典型的小型叶，每片叶子中有单个不分枝的

叶脉，维管系统中没有叶隙，每一孢子叶上有单个近轴的孢子囊，。

孢子囊位于孢子叶的叶腋或附着于基部的近轴面上，孢子体具根。

在早期进化中，孢子体内有显著的真正ij姓加厚的维管系统，因而
成为乔木状，这种巨型的乔木状石松，N--叠纪时与巨型木贼及许

多其他蕨类植物同时消失。现存的石松类植物仅为较小的草本植

物o’ ．

’

．f?
‘

=。
．’

：一

木贼类最早发现于泥盆纪，在石炭纪时已经差不多广布全世·

界，并有多样的生长形式，它似乎与石松类有平行发展的关系。在

石炭纪时，木贼类的乔木和草本的种类共同存在，乔木种类都具有：

次生加厚的茎枝，但到了=叠纪，这些巨型木贼与巨型石松同时绝

迹，到三叠纪末，仅留存少数较小的草本种类。木贼类的特征为：茎
．

，

t， t
、 ’，

‘

，， r

“

琦
．

’

r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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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具有清楚的节和伸长的节间，节间外部有明显的棱沟，叶子轮生

于节上，节上可产生分枝(与裸蕨类及石松类的二歧分枝有明显

的不同)，特有的盾状孢子囊柄的进化，在根状茎的节上形成芽及

根o
’ 。

裸蕨类、石松类与木贼类在古生代是十分繁茂的，当时在地球

上占着优势地位，但这些古生蕨类植物所残留的后裔，在现代蕨类

植物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然而，它们的科学意义是重大的，因为

通过它们可以清楚地了解生殖机制的演化，同时也可以由此探究

原始类型的孢子体的器官学和维管解剖学o t，

真蕨类是现代蕨类中占优势的一群植物。它最早出现于中泥

盆纪，在中生代时演化迅速。但大多数石炭纪时的真蕨与目前存

在的很不相同，其特征介于裸蕨与真蕨之间，大多数是树蕨状，叶

大型，它们在二叠纪时逐渐消失，只有一些形体较小者残留至今而

直接联系到现代蕨类。现在真蕨类有些是在三叠纪和侏罗纪时发

生的，但有部分现代真蕨类并无任何化石上的遗留。到新生代时

真蕨类逐渐衰退，但仍有不少新的种类出现。真蕨类的主要特征

为：具有大型叶，叶子具有延长的顶端生长期而表现出独特的拳

卷幼叶卷叠式，叶片上有复杂的脉序，维管柱上有叶隙，孢子囊壁

上有环带。这些特征与现存的裸蕨类、石松类和木贼类中所特有

的小型叶，单叶脉和无叶隙，无环带是明显不同的o， ，

! ，

三、蕨类植物与人类的关系 ，

●

在现代的植物景观中，蕨类植物与种子植物相比，它只不过是

一个较小的类群，但地质时代的蕨类植物却不是这样，当时它们数

量众多，造成大面积的沼泽森林，盛极一时，占据了当时植物界的
。

：主导地位。今El煤炭的来源，就是远古时代地球上繁荣着的蕨类

森林的遗体。自中生代起，蕨类植物渐趋衰微，时至今Et，它在植

物界中的作用已大为逊色。但其对人类生活仍有直接或间接的关

’系，归纳起来有7个方面o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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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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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国家中，一些蕨类植物自古以来就被广泛地应用于医

药方面，如木贼、问荆、卷柏、。石松、海金沙、狗脊、贯众、石韦、骨碎

补等，作治疗疾病之用。又如鳞毛蕨Dryopteris／ilix—ma$(L．)

Schott及其近缘种的根状茎煎汤，为治疗牛羊的肝睚病的特效药。

在欧洲，古代就已发现鳞毛蕨在医学上可用来治疗蝣虫，还可在酿

造麦酒时用它的组织替代蛇麻o 。，

：：

英国科学家研究证明，任何蕨类植物在生有孢子囊的时期都

含有丹宁。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o ．

。
． ‘+

+一些蕨类植物含有黄酮类、酚类，甾类和三萜类、生物碱等化

学成分，因此，在蕨类植物申寻找药物资源是有希望的o ．’

’

t‘

j ：

。一
．

． ．

， 幺食用 ． 。j
’

二 ．

蕨类植物可供食用的种类较多，如在西南山区经常用作蔬菜
‘

的菜蕨Callipteris fsculenta(Retz．)J．Sm．、毛轴蕨Pteridium

rcvolutum(B1．)Nakai、蕨Pleridium aquilinum vat．1atiuscu-’

lure Desv．)Underw／、西南凤尾蕨Pseris wallichiana Agardh

和水蕨Ceratopteris thaliclroides(L)Brongn，等，在云贵等省

为早春重要蔬菜之一，不但新鲜时做菜用，还可加工成千菜供食’

用。在东南亚，水蕨是人工栽培的唯一蕨种，作为蔬菜食用。日本

和东南亚地区的居民也常采食一些蕨类的嫩叶尖o
’

，许多蕨类植物的根状茎富含淀粉，可供食用或酿酒。在世界

各地，每逢遭遇大饥馑的岁月，蕨类植物的淀粉往往是救荒的重要

食物。此外，桫椤的圆柱状茎干内含有胶质物，也可供食用o i ．

据报道，蕨的鲜叶对牛，马、羊等牲畜均有毒害，其幼叶且-

能致癌。木贼科Equisetaceae的许多种类，全草含有大量的硅

酸、Equl‘seten(一种神经毒物)及Equisetonin等有害成分，家畜

(特别是牛)中毒的很多o．．‘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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