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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进化理论促进了生物学的发展，化石材料的积累和研究又为生物进化理论

提供了更多的实证。古植物学家的主要研究目的是追溯植物界的演化历史。古植物学

是生物学和地质学彼此交叉渗透而产生的边缘科学，其研究内容也是多方面的。

从生物学角度看，古植物学研究是重建地球表面植物界系统发育史的重要途径，可

以重现植物界的发展史、各发展阶段和各类植物的系统发育关系。重现地质历史时期植

物界的主要方法就是研究岩层中的植物化石。各种研究成果证明地壳上最初的生命是海

洋中的植物，自太古宙海洋原核生物发展到早古生代海洋真核生物，进而由海洋进征陆

地。古植物学在这一生命起源研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从地质学角度看，古植物学的研究也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地球上最早出现的生

命广义上是属于植物界的，对于自元古代至新生代的陆相地层划分，古植物起着重要

的作用。一些古植物本身亦参与了成矿，因此植物化石也是划分、恢复地质历史时期

古大陆、古气候和植物地理分区的主要标志。

中国地大物博，蕴涵着众多的生物化石资源，随着对化石认识的逐渐深入和全面，

我们可以获得愈来愈多的地史时期生物化石资料，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生物科学的发展’

一个多世纪以来，经过一代又一代古植物学家的努力，中国的古植物学研究对分散和

浩繁的化石植物资料进行了系统地收集和整理工作。比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了

《中国中生代植物》(斯行健、李星学等，1963)、《中国古生代植物》(中国科学院南京

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1974)、《中国新生代植物》(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

生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1978)等较为系统的化石植物专著。然而，近30年来，我

国尚未出版过系统的化石植物志。这与当今生物科学的迅速发展极不协调。为完善我

国古植物学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与国际化进程接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组织相关

学者编写了一套《中国化石植物志》丛书。

本套丛书是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马克平研究员“植物标本标准化整理、整合

及共享平台建设(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工作重点项目)”项目的支持下完成的，并得

到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和中国科学院系统与进化植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

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希望通过本套丛书的出版，能够规范化石植物资源的收集、保

存、鉴定、评价、研究和利用工作，并借此实现这些资源的充分共享和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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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广大相关科学工作者检索、查询和使用。这是一项对古植物学的发展具有战略意

义的工作，并将推动古植物学研究进程，同时对其他相关科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理

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裸蕨植物门、石松植物门、楔叶植物门、真蕨植物门和分类位

置未定的真蕨植物，涉及174属，774种；化石图版216幅。本书适用于从事古植物

学、植物学、地质学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参考和借鉴，同时也适用于高等院校相关学科

的师生参考。

书中材料借鉴自中外古植物学家一个多世纪来出版的相关专著和发表的论文，引

用的研究成果已在书中一一注明。我们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得到了周志炎院士、郝守

刚教授、李承森研究员、梅美棠教授、王德明教授、邓胜徽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王宇

飞研究员、王永栋研究员等许多古植物学者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在

这里，我们衷心地感谢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外古植物学家为中国的古植物学发展所作出

的巨大贡献，没有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不可能完成本书的编撰工作。

由于资料整理较为繁杂加之作者水平有限，本书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疏漏或错

误，恳请各位专家、学者、读者提出批评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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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旦堡白．j咝植趁
Fossil Pteridophytes in China

植物体没有茎、叶和根的分化。轴的结构简单，二歧式分枝，有假根。输导组织不甚发

达，维管束为原生中柱型，无次生组织。孢子囊大都顶生，通常单生，具厚囊壁。孢子同形

(《中国古生代植物》编写小组，1974 o

第一节莱尼蕨类Rhyniophytes

始加斯佩蕨属Eogaspsiea Daber,1960

纤细始加斯佩蕨

Eogaspsiea gracilis Daber

(图版1，图1～6)

1992a Eogaspsieagracilis，耿宝印，页203，图版5，图36--40；图版7，图6l

植物仅见直立部分，可能具丛生生长的习性。轴光滑、纤细，宽O．2~o．7 mm，长至

少52 mm，假单轴式和二歧式分枝。分枝角lOo～20。，分枝间距通常2．3～6．2 mm，枝轴表面

有时具有细微的断续纵纹，可能代表伸长的表皮细胞。孢子囊长椭圆形，高2．3~2．86 mm，

宽1．42～1．66 mm，未见开裂，顶生在长短不一的侧枝上。能育侧枝长3．3～5．2 mm，宽

0．3~o．5 mm，远端与囊柄接触处略膨大，但接触线不明显。孢子赤道轮廓近圆形，直径约

52¨m；三射线长度约为孢子半径的4／7，外壁具点穴状结构并有时褶皱(耿宝印，1992a o

产地和时代：四川江油市雁门坝，平驿铺组；早泥盆世。

徐氏蕨属Hsiia Li,1982

植物体直立生长和次生匍匐生长。主轴假单轴分枝。营养枝、生殖枝、根状枝和根托状枝

均为侧生的二叉分枝。营养枝和生殖枝分化不完全。生殖枝顶生圆形至肾形或宽肾形孢子囊。

孢子囊沿远端边开裂成相等的两瓣。同形孢子，具三射线。气孔器为无规则型。原生中柱，心

始式(李承森，1982 o

分布和时代：云南曲靖；早泥盆世。

回弯徐氏蕨

Hsaa deflexa Wang,Hao et Wang

(图版1，图7-11；图版2，图1～12；图版3，图1～11)

2003a Hsiia deflexa，Wang et a1．，页415，图版l~4

2003b协妇deflexa，Wang et a1．，页258，图1-51



箜二童堡夔垫物旦
Psilophyta

植物由气生茎和根状茎两部分组成。根状茎二歧分枝。植物三维生长，主茎轴假单轴分

枝，侧枝等二分叉，分化为能育枝和营养枝。肾形至圆形孢子囊顶生于侧枝，沿凸出的边缘开

裂成相等的两瓣。原位孢子同形，具三射线。气孑L器为无规则型。原生中柱，心始式的木质部

发生顺序，G一型管胞，次生壁具有密集的圆形、椭圆形的简单穿孔。

根状茎的主轴二分叉，直径1．7～7．0 mm(n=5)，长达5．0 mm。根状茎的侧枝多次二分又，

宽0．3～(0．5)-2．0 mm(n=27)，长达1．7 cm。气生茎具稀疏、顶端尖锐的小刺，基部宽0．13-

(O．21)~o．33 mm(n=20)，长O．33～(0．57)～1．0 mm(n=26)。主茎轴呈假单轴分枝，三维生长。

主茎轴直径o．7～(1．0)～1．3 cm(n=21)宽，长度保存为12．8 cm。侧枝系统长达10 cm，茎轴在

不同的平面l～3次等二叉分枝，向顶直径逐渐减小。一级侧枝通常以直角从主茎轴延伸，对生

或者互生，间距0．3～(1．6)～3．2 cm(n=30)。成熟的末级侧枝顶端无一例外地反方向回弯，顶

生单个孢子囊。一级侧枝宽1．5一(3．0)--4．0 mm(n=20)，长3．0～(4．4)～6．0 cm(n=6)，基部

直径仅为主轴直径的1／5～1／3。次一级侧枝宽1．5～(2．2)～3．0 rnlTl(n=5)，长2．0～3．0 cm(n=5)。

成熟的末级侧枝宽0．3～(0．8)～1．7 mm(n=24)，长0．9～(1．6)~2．5 cm(n--14)。幼小的末级

侧枝宽0．2～(o．5)～o．8 mm(／I=10)，长0～(0．3)~o．5 cm(n=11)。孢子囊肾形至圆形，宽

1．3～(3．1)～5．0 mm(n=129)，高1．0～(2．3)一3．2 mm(n=129)。原位孢子亚三角形，直径

32～50 gm，三射线周围有暗色的加厚区。初生木质部可能为心始式发生顺序。较小的管胞直

径约14 gm，较大的管胞直径约35 gm(Wang et a1．，2003a，2003b)。

产地和时代：云南曲靖地区，徐家冲组；早泥盆世。

粗壮徐氏蕨

Hsiia robusta(Li et Cai)Li

(图版4，图1-11；图版5，图1-14；图1．1)

1978 Cooksoniazhangyiensis，李星学和蔡重阳，页10，图版2，图6

1978 Taeniocrada robusta，李星学和蔡重阳，页10，图版2，图7～14

1982 Hsiia robusta，李承森，页331，图版3～10

形态学特征

主轴：主轴假单轴分枝，至少长24 cm，两端缺失，远端没有渐细的趋势。主轴宽

6～lO rnnl，在与侧枝分枝处稍有加粗。主轴维管束宽1．2～2．4 rnnl。侧枝互生间距为1．6~5 cm。

侧枝与主轴呈锐角时，形成直立生长的趋势；近直角时，侧枝呈现平铺在层面上的状态，但仍

然可以见到侧枝在主轴上的螺旋排列。主轴之间二叉分枝，夹角20。。

营养枝、生殖枝及分枝形式：营养枝宽2—5 mm，长0．1--6 cm。成熟的生殖枝3~4次等二

叉分枝到不等二叉分枝，宽1．5～10 mm，总长1l cm，所有保存下来的末级小枝均顶生圆形至

肾形孢子囊。幼枝拳卷。侧枝的分枝形式以等二叉分枝为主。但在个体发育中出现了从等二叉

分枝向不等二叉分枝的变化，并有进一步向假单轴分枝演化的趋势。侧枝等二叉分枝时呈鹿角

状，各次分枝的角度为500～800，各级小枝宽1．5～7．5 mm，长2．6~3．4 cm。不等二叉分枝的形

式是侧枝越顶生长的结果。

轴生瘤、根状枝和根托状枝：在主轴上位于侧枝腋部上部4．5 mm处侧生一个瘤状突起，

称为轴生瘤。瘤圆形，直径2．2—2．4 mill，边缘光滑。进入瘤基部的维管束宽1 m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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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粗壮徐氏蕨复原图(引自李承森。1982)

在主轴上位于侧枝腋部上方4．5—9 mm处，有时侧生一种小型二叉分枝系。根状枝多垂直

于主轴，以30。～800角三次二叉分枝，宽0．3一l mm，总长1．5 cm。进入根状枝的维管束宽约

0．1 mm。

在主轴上位于侧枝腋部上部5．5～9mm处，有时侧生一种比根状枝粗而又比侧枝细的枝。

其上可生有根状枝，类似现代卷柏的根托，因此称之为根托状枝。根托状枝多垂直于主轴，二

叉分枝，宽3 mm，维管束宽0．3-4)．7 mill。根状枝自根托状枝的一侧或f}[i侧牛出，其形态与主

轴上生出的根状枝相同。

维管束：植物体不同部位中维管束的变化有如下特征：(1)主轴维管束宽约2 mm。主轴之

间二叉分枝时，维管束在分枝点下方约1 em处先行分又，形成等宽的两枝，每枝宽约l mm。

(2)侧枝与主轴分枝时，维管束在分枝点下方以约200角先行分叉，形成粗细两枝。保留在

主轴内的一枝宽1．5~2．2 mm，伸向侧枝的一枝宽o．2~o．5 mm。后者进入侧枝后略存增粗。(3)

位于轴生瘤附近的主轴维管束宽2 mm，先以400角二分又。分叉后的主轴维管束宽1．7 mm，

伸向侧枝的维管束宽0．3 mm。随后主轴维管束又以20。角再次二分叉。分叉后的主轴维管束

宽1．3 mm，另一枝宽0．7 mm。后者向上延伸2 mm后，垂直主轴维管束伸向瘤，并加宽到

1 mm。(4)位于根状枝附近的主轴维管束宽2 mm，先以30。角二分叉。分义后的主轴维管柬

宽1．5 mm，伸向侧枝的维管束宽0．5 mill。随后主轴维管束又以锐角再次二分义。分叉后的主

轴维管束宽1．2 mm，另一枝宽0．8 mm，并垂直主轴维管柬伸向根状枝。后者进入根状枝后变

细。(5)位于根托状枝附近的主轴维管束宽2．4 mm，先以30。角二分叉。分叉后的主轴维管

束宽2．2 mm，伸向侧枝的维管束宽0．2 mm。随后主轴维管束义以10。-30。角再次二分叉。分

叉后的主轴维管束宽1．5一1．7 mm，另一枝宽0．6~0．7 mm。后者向卜．延伸约3 mm后，垂直主轴

维管束伸向根托状枝，并加宽到1．0。1．1 mm。(6)侧枝中小枝分又时，维管柬在分枝点下方约

l cm处先行分叉，形成等细的两枝。每枝宽0．2,--0．3 mm。这两支维管束-1'-行延伸剑分枝点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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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开，伸向次一级的小枝。

关于根状枝的定名：根状枝(root-like branch)是一种小型二又分枝系。其宽是主轴的

1／8～1／30，是侧枝的1／6～1／20；长是侧枝的1／7。根状枝细小，有利于在土壤里生长。主轴内伸

向根状枝的维管束比伸向侧枝的维管束宽l~4倍，而与分叉后的主轴维管束的宽度较接近。

植物体的次生匍匐生长：主轴至少长24 cm，主轴之间是二又分枝。因此，植物体总长度

应几倍于24 cm。主轴维管束宽约2 mm，不足以支持植物体无限度的直立生长，便会出现次生

匍匐生长。侧枝与主轴近直角分枝时横向伸展，平铺在层面上。根据维管束的分叉点位于分枝

点下方的特征可以判断主轴的生长方向，标本上有些主轴具有相同的生产方向，说明它们是一

同向前生长或至少是直立生长向同一方向倾倒的。根状枝的出现有利于次生匍匐生长。

孢子囊的形状和开裂：统计的313个孢子囊(其中22个保存在与主轴相连的生殖枝上)，

高0．8~4．2mill，宽1．0～8．2 mm。按照孢子囊的高与宽的比，把它们分为：圆形、肾形和宽肾

形，以肾形为主。孢子囊和囊柄分界清晰，囊柄两边基本平行，但有的囊柄在与孢子囊相接处

出现逐渐扩大的现象。孢子囊沿远端边开裂成相等的两瓣。

孢子囊及囊柄生长发育中的特征：枝的顶端细胞或原始细胞群分化形成相等的两部分分生

组织，使枝顶膨大成为倒三角状，最宽处3．1 mm。在倒三角形的两个外顶点各发育一个圆形幼

囊，大小分别为(宽x高)1．5 mm x 1．4 mlTl，1．2 nqm x 1．3 mm。顶生幼囊的幼枝向两侧水平

生长成丁字形，并向下向内拳卷，将幼囊包在中心。进一步生长，两个幼枝逐渐向前伸展成Y

字形，夹角约为90。。待两枝完全展开伸直，夹角约50。时，孢子囊也发育成肾形，具柄。如

果顶生幼囊的幼枝不伸长或略有伸长，则形成两个孢子囊紧靠枝端生长，不具柄，或具短柄。

孢子：孢子赤道轮廓圆形，直径18～36“m，平均27“m。壁光滑。三射线简单，长度为半

径的一半。孢子沿三射线萌发，裂口清晰。

解削学特征

主轴：主轴由原生中柱、皮层组织和表皮组成。在主轴维管束的横切面上，管胞为不规

则的圆形、椭圆形和多边形。管胞壁为黑色的炭化物。管胞腔内为充填的黄色矿化物。在远

离分枝点的横切面上，靠近中央的管胞小，直径约10 pm，为原生木质部；周围的管胞大，

直径约30¨m，为后生木质部。因此，中柱是心始式(centrarch o在靠近分枝点的横切面

上，中央暗色的原生木质部略有分化。后生木质部的个别梯纹管胞保存较好。管胞的内模化

石(cast)上没有保存次生加厚，但其凹陷处即是次生加厚的位置。后生木质部管胞的石化

化石(petrifaction)上，梯纹状次生加厚保存清晰。当主轴维管柬的纵切面经过管胞壁时，

次生加厚为完整的横棒状；当切面经过管胞腔时，次生加厚为点状或短线状。后生木质部管

胞的次生加厚以梯纹状为主，有时可见到梯纹、网纹状。管胞末端渐尖。

表皮和气孑L器：主轴和侧枝的表皮细胞以长方形为主，端壁斜。长60-290 um，宽

25-60 lam。侧枝与主轴分枝部位的表皮细胞以圆形和等直径多边形为主，直径50～120 pm。扫

描电镜下观察，角质层内面的表皮细胞的形态保存完好。表皮毛脱落后的基部呈圆孔状，孔口

微微隆起，直径约5 pm。表皮上具有乳头状微型瘤，直径o．1~o．5 pm。

枝、轴表皮的气孑L器平均每平方毫米5个，以纺锤形为主，长90～110 pm，宽50--60}tm。

其长轴与枝、轴的长轴平行。两个肾形保卫细胞壁的角质层明显加厚，并在气孔器的两极向

内形成尖角状，向外形成唇状；在气孔器中央形成纺锤形或缝状的气孔腔，长6~15 lam，宽

l～3 pm。形成气孔腔的保卫细胞壁的角质层呈新月形加厚。近圆形的气孔器长60-100 Bm，宽

60～70 lam。每个气孔器被6～8个表皮细胞包围，不具有副卫细胞，属于无规则型(anomocytic．

type o扫描电镜下观察，气孔器表面形成长圆形凹陷，长50 pm，宽10 pm。在气孔器内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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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保卫细胞之间的壁保存清晰。

孢子囊壁：孢子囊壁角质层上的放射状和同心圆状皱纹没有明显的规律，可能是在失水的

情况下囊擘铍缩并经挤压作用形成的。孢子囊远端开裂边宽50～100”m，由两层表皮细胞及其

之间的细胞所形成。这些细胞壁的加厚情况尚不清楚。靠近孢子囊基部的表皮细胞以长方形为

主，长约100 jam，宽约30 jam。囊壁表皮的气孔器以圆形为主，直径40～50 jam。其结构与枝、

轴表皮的气孑L器一致。每个孢子囊约有50个保存清晰的气孔器，呈放射状分布。囊壁角质层

上还大量分布一种不规则的环状物，直径20～25 jam，环宽1~4 um(李承森，1982 o

产地和时代：云南曲靖；早泥盆世。

先骊蕨属Huia Geng,1 985

植物体裸露，主要呈假单轴式分枝，近基部的侧枝为二歧式分枝。孢子囊穗顶生，有时单

个的孢子囊位于能育区分枝点的下部。孢子囊卵形至长卵形，向内倒垂着生，具柄，呈螺旋式

排列。原生中柱，心始式。孢子同形(耿宝印，1985 o

模式种：Huia recurvata Geng。

分布和时代：云南；早泥盆世。

图1．2纤细先骗蕨复原图

【引自Wang andHao，2001)

纤细先骊蕨

Huia gracilis Wang and Hao

(图版6，图l～10；图版7，图1～12；图1。2)

2001 Huiagracilis，Wang andHao，页158，图版1—5；插图1~4

茎轴裸露。匍匐茎具K或H型分枝。气生茎主要为二歧分

枝和假单轴的三维分枝。孢子囊穗顶生，由侧生和顶生孢子囊

组成。具长柄的孢子囊为卵形至长卵形，向近轴面回弯，螺旋

排列。孢子囊纵向开裂成两部分。原生中柱，心始式初生木质

部发生顺序，G一型管胞。管胞的环纹次生加厚带之间分布圆形

或椭圆形的无规则的简单穿孔。表皮细胞细长，两端收缩或成

截形，气孔器无规则型。同形孢子。茎轴光滑。匍匐茎宽1．0～

(3．1)～6．0 mm，以1
o 150。进行K或H型分枝。气生茎宽0．8一

(4．5)～8．6 mm。营养轴以150~600分枝，当紧密连续分枝时类似于

三分枝式。能育轴或营养轴的分叉位置可见有一个腋生瘤。能育轴

以10。～35。进行等二或不等二次分枝，顶生松散的孢子囊穗，穗长

4．1～(6．6)～10．0 cm，宽0．5～(1．1)～1．6锄。完整的囊穗具有2~3个

顶生孢子囊。孢子囊着生的间距为1．9~(5．0)～12．0 rain。孢子囊高1．9~

(4．7)~7．5 mm，宽1．队(3．3)~5．2 mm(n=200 o囊柄两边平行，长

4．0～(8．7)一13．0mm，宽0．2～(0．9)-2．0mm，以120“50着生于茎

轴(n--97 o原生木质部管胞直径为5～10 jam，后生木质部管胞直径



箜二望塑夔堕丝[]
Psilophyta

为10～30 gm。次生加厚带厚1．5～(2．2)～3．1 gm，间距为1．6一(3．7)～6．2 I-tm。加厚带之间

的次生壁具有不规则的简单穿孑L，圆形至椭圆形，直径0．1一(0．7)～1．4 gm。有时在穿孔的

腔壁上出现直径为0．1～0．5 lam的“次级穿孔”。表皮细胞细长，长轴与主茎轴平行。较长

的细胞长230～(296)～400 p,m，宽12～(22)～35 lam，长是宽的9～29倍。较短的细胞长

77一(134)～325 gm，宽1 5～(28)一40 rtm，长是宽的2～11倍。气孔器长48．0～66．0 gm，

宽21．0～27．0 p,m。同形孢子圆三角形，直径22～(41)～68 gm，三射线长度为孢子半径的

2／3～1，外壁厚1．0-2．0 gm(Wang and Hao，2001)。

产地和时代：云南曲靖，徐家冲组；早泥盆世。

回弯先骊蕨

Huia recurvata Geng

(图版8，图l～12)

1985 Huia recurvata，耿宝印，页420，图版1，2

主轴直立，长至少17．5 cm。有向上变细的趋势，一段10．5 cm长的轴其粗度变化为

10～14 mm；远基渐细的趋势不明显，粗6．5～8 mm，具两个互生的分枝但不完全，在分枝处

主轴加粗不明显，粗6．5～8 mm，与侧枝的夹角为锐角，20。～300。标本表面仅有残余的炭化

片，未见任何突起的痕迹。

植物体下部的侧枝为二歧式分叉，稍不等；中部侧生分枝形式不明，但明显可见两个侧

枝，互生间距6．2 cm。

能育枝顶部保存完整，至少长12 cm。在距基部4 cm处不等二叉分枝，其中较粗的分枝为

8 ITUTI宽，较细的分枝为5 mm宽，夹角250。分枝顶端均着生孢子囊穗，穗长可达6．5 cm，宽

约1．8 cm，向上略变窄，孢子囊个体亦趋见小。

孢子囊绝大多数聚集成穗状，但能育区分枝点的下部约7 mm处偶见单个着生的孢子囊。

孢子囊螺旋排列，通常3列，可能4列(?)，数目多达9个，至少3个，向内倒垂着生。囊柄

的顶端强烈下弯近1800，长10-20 mm，宽平均为2．1 mm。所有标本的孢子囊的背缘(凸边)

都为近轴的，囊柄以100～300锐角倾斜地从穗轴上伸出，向上微弯，但有时强烈，上跷部分平

行于穗轴。

孢子赤道轮廓为圆三角形，直径40～53 rain，具三射线，射线长度约为孢子半径的

3／4~4／5，孢子表面有瘤状纹饰。

不育轴的横切面呈椭圆形，长轴7．5 mm，短轴4．5 mm；其中，主轴的维管束轮廓近圆形，

直径1．6 mm；枝迹维管束轮廓椭圆形，长轴1．5 ITIITI，短轴0．8 mm。植物体的横切面表明维管

束中直径小的管胞位于束的中央，向外侧管胞直径渐趋增大，这揭示了木质部束为心始式成熟

(耿宝印，1985)。

产地和时代：云南文山县古木公社，坡松冲组；早泥盆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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