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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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藓 纲Musci

I．藻藓亚纲Takakiidae

1．藻藓科Takakiaceae

配子植物体极似轮藻(Chara)类，植株纤细、柔嫩，直立生长，高5—15毫米，

呈绿色或黄绿色；下部具鞭状分枝，往往交织成小片丛生，无假根；上部稀分枝，有茎

与叶的分化。叶呈不规则螺旋状排列或近于轮生，叶片往往2--4指状深裂至基部；叶

裂片呈圆柱形，无叶片及中肋分化，叶细胞多层，表皮细胞呈不规则长方形或多角形。

茎与叶的横切面观，表皮均为1至数列厚壁小细胞组成，中央具大形薄壁细胞。有时茎

基部或叶腋具成簇的黏液细胞。雌雄异株。精子器裸露，生于茎枝顶端，呈椭圆柱状，

表皮单层，由不规则多边形细胞构成。无雌苞叶分化，颈卵器裸露单生于叶腋。孢子体

顶生；蒴柄粗壮，长约1．2—3毫米，呈黄褐色。孢蒴直立，呈长椭圆状柱形，先端具

小尖头，褐色，长1．5—2．5毫米，直径0．3—O．5毫米，蒴壁细胞特厚壁，呈不规则的

方形或长方形，成整齐的右向螺旋状排列，孢蒴成熟后沿蒴外层缝合线(在螺旋排列细

胞中的一列异形细胞处)由中部向两端成螺旋状纵裂，裂开的蒴壁成扭曲的片状。不形

成蒴盖及蒴齿。仅具圆柱状蒴轴，中轴长达孢腔的3／4。蒴帽小，勺形。孢子褐色，圆

球形。直径32--36微米。

本科仅1属2种，分布于印度尼西亚、喜马拉雅地区、日本及太平洋北部岛屿。近

年来在中国西藏及云南高寒山地发现有分布。

1．藻藓属Takalda(Hatt．et Inoue)GroUe．

属的特征同科所列。本属我国已知2种，云南现仅发现1种。

1．藻藓图版1：1—12

藻苔

Takakia ceratophylla(Mitt．)Gmlle(1963)；M．Higuchi et D．C．孤(1998)．
Lep／doz／a ceratophylla Mitt．(1861)．．

配子体直立，长6—11毫米，下部具鞭状分枝，无假根或假根极少。叶螺旋状近于

轮生，2—4指状深裂至基部，裂片圆柱状，无中肋及叶面区分；茎与叶表皮由1至多

列明显厚壁细胞组成。孢子体顶生，直立，绿色，成熟后呈褐色，对称，孢蒴直立，长

橄榄形，两端急尖，先端具小尖头，长1．6q．3毫米，直径0．38珈．48毫米，蒴壁细
胞由蒴柄处向顶部右向螺旋状排列，孢蒴成熟后，沿蒴外层螺旋状排列细胞中的一列异

形细胞缝合线处，由中部向两端纵裂。孢蒴表皮细胞壁极厚。不形成蒴盖及蒴齿。中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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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1

1—12．藻藓Takakia eeratophylla(Mitt．)G树k，1．植物体(x6．5)，2—3．枝条(×28)，4．枝条(示着生于茎

上的颈卵器)(x60)，5．叶尖部细胞(X305)，6--7．叶横切面(×305)，8．茎横切面(×305)，9—11．孢蒴

(X 13．3)。12．孢蒴表面厚壁细胞(x205)。(张大成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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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加拿大有分布。

藻藓在分类学、形态学及其系统位置的讨论，至今仍有不同学术观点，就其形态特

征．在未发现孢子体期间，S．Hattori，I．1watsuld，M．Mizutani and S．Inoue(1973，

1974)，及近期的高谦(2000)，将其置入苔纲下，即明显说明该植物配子体形态与苔类

植物相近似；在得到未完全成熟的孢子体后，根据孢子体形态特征及纵裂现象，B．M．

Murray(1988)，D．K．Smith and P．G．Davison(1993)等多数苔藓学者将其放入藓纲

的黑藓目中，近年来作者们在云南德钦美里雪山所采到的成熟孢子体，并做了植物体形

态学特征的比较后，认为其系统位置明显不妥，无论从其极似苔类植物的配子体，以及

孢子体极其独特形态结构，完全不同于黑藓亚纲，其孢子体开裂后形成一螺旋状张开的

片状结构，且其蒴柄为真蒴柄等特征，均实为界于苔纲(Hepaticae)与藓纲(Musci)

之间的一群独特的植物类群，在此作者们暂将其作为一独立的亚纲——藻藓亚

纲(Takakiidae)与藓类中原有的泥炭藓亚纲(Sphagnidae)、黑藓亚纲(Andreaeidae)及

真藓亚纲(BryidAe)等三亚纲并列，并将其置于后三者之首。作为藓纲下最原始之第

一亚纲。

Ⅱ．泥炭藓亚纲Sphagnidae

泥炭藓科Sphagnaceae

水湿或沼泽地区，森林洼地或山涧石坳中的丛生藓类。植物体淡绿色，干燥时呈

灰白色或褐色，有时带紫红色。茎细长，单生或叉状分枝，具中轴，中轴细胞小形，黄

色或红棕色；表皮细胞大形无色，有时具水孔及螺纹。茎顶短枝丛生，侧枝分短劲、倾

立的强枝及纤长附茎下垂的弱枝，枝表皮细胞有时具水孔及螺纹。茎叶与枝叶常异形。

茎叶常较枝叶长大，稀较小，舌形、三角形或剑头形，叶细胞上的螺纹及水孔较少。枝

叶长卵形、阔卵形、披针形或狭长披针形，单细胞层，由大形无色具螺纹加厚的细胞及

小形绿色细胞相间交织构成。精子器球形，具柄，集生于头状枝或分枝顶端，每一苞叶

叶腋问生一精子器，配丝纤细，但有分枝。精子螺旋形，具2鞭毛。雌器苞由头状枝丛

的分枝产生。孢蒴球形或卵形，成熟时棕栗色，具小蒴盖，干缩时则蒴盖自行脱落，基

鞘部延伸成假蒴柄。孢子四分型，外壁具疣及螺纹。原丝体片状。

本科仅1属，广布于世界各地。中国有l属48种，主要分布于东北及西南高原地

区。云南产l属。

属的特征同科所列。

泥炭藓属Sphagnu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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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属约有300余种，广布世界各地，尤以北半球寒温带

种，2亚种，4变种。云南已报道有27种，1亚种，1变种。

本属的识别特征一般以茎及枝表皮细胞壁上有无纹孔；

(即位于其两侧无色细胞的中部、或偏于腹面、或偏于背面)；

无色细胞背腹面水孔的有无、形态及分布情况等均为分种之主要特征。

本属生于酸性之沼泽地及湿原中，泥炭藓群落为构成低湿原及高湿原的主要成分。

有的湖沼可由于泥炭藓群落的生长繁衍，下部泥炭层多年沉积，一些种子植物得以侵入

及滋生，逐年如是至使湖沼变浅，以致转变为陆地和森林。反之，有时小片沼泽泥炭藓

群落可由于泥炭藓大量吸收空气中水分，大量繁殖而形成大面积的高湿原，致使林地沼

泽化，以致引起森林毁灭。由此可见，对泥炭藓群落生态和发育的研究，对于沼泽地及

底层泥炭之研究利用是极重要的。同时，由于泥炭藓植物往往大面积丛生、呈松软之海

棉状、具有吸水量大且吸水速度快的特点，多数种类均可用于兰花及一般花卉的培育，

以及苗木等的运输；因其吸水量高达体重的30倍以上，故对山林地区有水土保持及水

源涵养作用；还可作饲料，加工后可代脱脂棉，做敷料和制作急救包原料。

1(6)

2(3)

3(2)

4(5)

5(4)

1)

16)

11)

10)

10(9)

ll(8)

12(13)

13(12)

14(15)

15(14)

分种检索表

茎及枝条表皮细胞均具螺纹及水孔；枝叶呈阔卵状圆瓢形、先端圆钝。

枝叶绿色小细胞在叶横切面观呈狭长椭圆形，位于叶片中央，背、腹两面均为元色大细胞

包被⋯⋯⋯⋯⋯⋯⋯⋯⋯⋯⋯⋯⋯⋯⋯⋯⋯⋯⋯⋯⋯⋯⋯12．中位泥炭藓S．magellanicmn

枝叶绿色小细胞在叶横切面观呈三角形，偏于叶片腹面，仅背面为无色大细胞所包被。

茎叶短舌形(长为宽的1．5倍左右)，内凹；茎叶无色细胞通常无螺纹，或仅具不明显增厚

之痕迹⋯⋯⋯⋯⋯⋯⋯⋯⋯⋯⋯⋯⋯⋯⋯⋯⋯⋯⋯⋯⋯⋯⋯⋯⋯⋯17．泥炭藓S．palustre

茎叶长舌形(长为宽的2倍以上)，平展；茎叶无色细胞密被螺纹及水孔⋯⋯⋯⋯⋯⋯⋯

⋯⋯⋯⋯⋯⋯⋯⋯⋯⋯⋯⋯⋯⋯⋯⋯⋯⋯⋯⋯⋯⋯⋯⋯14．多纹泥炭藓S．multifilamam

茎及枝条表皮细胞均无螺纹，稀具水孔；枝叶多呈长卵状披针形，先端多渐尖。

枝叶绿色细胞在叶的横切面观呈狭长椭圆形，位于叶片的中央。

枝叶与茎叶的大小几乎相等。

植株较纤细柔弱；茎叶先端不呈明显兜形，茎叶无色细胞腹面密生对孔⋯⋯⋯⋯⋯⋯⋯⋯

⋯⋯⋯⋯⋯⋯⋯⋯⋯⋯⋯⋯⋯⋯⋯⋯⋯⋯⋯⋯⋯⋯⋯⋯⋯⋯⋯16．卵叶泥炭藓S．ovaW
植株较坚挺；茎叶先端呈明显兜形，茎叶无色细胞腹面无明显对孔，先端无孔⋯⋯⋯⋯⋯

⋯⋯⋯⋯⋯⋯⋯⋯⋯⋯⋯⋯⋯⋯⋯⋯⋯⋯⋯⋯⋯⋯⋯⋯⋯⋯10．加萨泥炭藓S．蚰鹅i釉哪

枝叶比茎叶大1--2倍或2倍以上多。

植株粗壮，呈黄绿带紫红色，枝丛密集着生于茎上；枝叶比茎叶大4倍以上⋯⋯⋯⋯⋯⋯

⋯⋯⋯⋯⋯⋯⋯⋯⋯⋯⋯⋯．．t⋯⋯⋯⋯⋯⋯⋯⋯⋯⋯⋯⋯⋯3．密叶泥炭藓S．canlmtum

植株纤细。呈淡绿或灰白绿色；枝丛疏生；枝叶比茎叶仅大l—2倍。

枝叶呈卵状披针形，不内凹呈瓢状；茎叶之分化边缘上下均狭窄⋯⋯⋯⋯⋯⋯⋯⋯⋯⋯⋯

⋯⋯⋯⋯⋯⋯⋯⋯⋯⋯⋯⋯⋯⋯⋯⋯⋯⋯⋯⋯⋯⋯⋯⋯⋯13．稀孔泥炭藓S．mia唧帅mI

枝叶内凹，呈卵状瓢形，茎叶之分化边缘上狭，至下部明显广延⋯⋯⋯⋯⋯⋯⋯⋯⋯⋯⋯

⋯⋯⋯⋯⋯⋯⋯⋯⋯⋯⋯⋯⋯⋯⋯⋯⋯⋯⋯⋯⋯⋯⋯⋯⋯弱．偏叶泥炭藓S．sabasamd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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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17(34)

18(19)

19(18)

20(25)

21(22)

22(21)

23(24)

24(23)

25(20)

26(29)

27(28)

28(27)

29(26)

30(31)

31(30)

32(33)

33(32)

34(17)

35(42)

36(39)

37(38)

38(37)

39(36)

40(41)

41(40)

42(35)

43(46)

44(45)

45(44)

46(43)

47(50)

枝叶绿色细胞在叶的横切面观呈三角形，位于叶片的背面或腹面。

枝叶绿色细胞位于叶片腹面。

枝叶无色细胞不具螺纹⋯⋯⋯⋯⋯⋯⋯⋯⋯⋯⋯⋯⋯⋯⋯⋯⋯22．丝光泥炭藓S．sericeem

枝叶无色细胞具螺纹。

茎叶呈舌形或铲形。

茎叶分化边缘上狭，渐向下渐宽延，至基部边宽不及叶基宽之1／5⋯⋯⋯⋯⋯⋯⋯⋯⋯⋯

⋯⋯⋯⋯⋯⋯⋯⋯⋯⋯⋯⋯⋯⋯⋯⋯⋯⋯⋯⋯⋯⋯⋯⋯15．秃叶泥炭藓S．obtusiesculum

茎叶分化边缘上狭，至中下部突然变阔，边宽为叶基宽之1／4—1／3。

茎叶呈短阔舌形，先端与叶基等宽，分化边宽达叶基宽度之1／3以上⋯⋯⋯⋯⋯⋯⋯⋯⋯

⋯⋯⋯⋯⋯⋯⋯⋯⋯⋯⋯⋯⋯⋯⋯⋯⋯⋯⋯⋯⋯⋯⋯⋯⋯⋯7．白齿泥炭藓S．gh罄嘴曲曲

茎叶呈狭长舌形，先端渐尖，分化边宽为叶基宽度之1／4左右⋯⋯⋯⋯⋯⋯⋯⋯⋯⋯⋯··：

⋯⋯⋯⋯⋯⋯⋯⋯⋯⋯⋯⋯⋯⋯⋯⋯⋯⋯⋯⋯⋯⋯⋯⋯⋯⋯⋯21．广舌泥炭藓S．硼s跗唧强

茎叶呈三角形。

茎叶无色细胞呈狭长菱形，具明显的螺纹及水孔。

茎叶边从先端至基部均具分化狭边；枝叶呈阔卵状披针形，先端背仰⋯⋯⋯⋯⋯⋯⋯⋯⋯

⋯⋯⋯⋯⋯⋯⋯⋯⋯⋯⋯⋯⋯⋯⋯⋯⋯⋯⋯⋯⋯⋯⋯⋯9．暖地泥炭藓S．jenghehnianm
茎叶之分化边上狭，至下部明显广延；枝叶呈狭卵状披针形，先端直伸⋯⋯⋯⋯⋯⋯⋯⋯

⋯⋯⋯⋯⋯⋯⋯⋯⋯⋯⋯⋯⋯⋯⋯⋯⋯⋯⋯⋯⋯⋯⋯⋯19．五列泥炭藓S．qeinqeefarim
茎叶无色细胞呈短宽菱形，具分隔，无螺纹或仅先端细胞有稀疏螺纹痕迹。

茎叶从先端至基部均具狭分化边；枝叶呈阔卵状披针形，先端急尖，背仰⋯⋯⋯⋯⋯⋯⋯

⋯⋯⋯⋯⋯⋯⋯⋯⋯⋯⋯⋯⋯⋯⋯⋯⋯⋯⋯⋯⋯⋯⋯⋯1．拟尖叶泥炭藓S．acutifolioides

茎叶之分化边上狭，至基部明显广延；枝叶呈狭卵状披针形，先端渐尖，内卷而直伸。

茎叶先端渐尖，钝端，不呈兜形，叶缘具消蚀而成之齿边⋯24．羽枝泥炭藓S．sulmitens

茎叶先端圆钝，内卷成兜形，叶边全缘⋯⋯⋯⋯⋯⋯⋯⋯⋯2．尖叶泥炭藓S．capiilifolimn

枝叶绿色细胞位于叶片背面。

茎叶的分化边上狭，至中下部则广延。

茎叶呈三角形。先端急尖。

茎叶呈短小的等边三角形；茎叶无色细胞一般无螺纹及水孔⋯⋯⋯⋯⋯⋯⋯⋯⋯⋯⋯⋯⋯

⋯⋯⋯⋯⋯⋯⋯⋯⋯⋯⋯⋯⋯⋯⋯⋯⋯⋯⋯⋯⋯⋯⋯⋯⋯⋯加．喙叶泥炭藓S．m咖唧哪

茎叶呈狭长等腰三角形；茎叶上部无色细胞具螺纹及水孔⋯5．狭叶泥炭藓S．cuspidatmn

茎叶呈舌形或三角状舌形，先端圆钝。

枝叶先端急尖，具仅为单细胞构成的芒刺状尖头⋯⋯⋯⋯18．刺叶泥炭藓S．pungifolium

枝叶先端渐尖，顶部多呈截形，且具多数锯齿⋯⋯⋯⋯⋯⋯6．长叶泥炭藓S．falcatnlum

茎叶的分化边从顶至基部均狭窄。

茎叶呈卵状舌形；茎叶无色细胞被螺纹及水孔。

茎皮部具2--3层无色细胞；枝叶元色细胞背腹面均多具角孔⋯⋯⋯⋯⋯⋯⋯⋯⋯⋯⋯⋯

⋯⋯⋯⋯⋯⋯⋯⋯⋯⋯⋯⋯⋯⋯⋯⋯⋯⋯⋯⋯⋯⋯⋯⋯⋯⋯⋯26．柔叶泥炭藓S．tenellmm

茎皮部仅具1层无色细胞；枝叶无色细胞背腹面均密被成列对孔⋯⋯⋯⋯⋯⋯⋯⋯⋯⋯⋯

⋯⋯⋯⋯⋯⋯⋯⋯⋯⋯⋯⋯⋯⋯⋯⋯⋯⋯⋯⋯⋯⋯⋯⋯⋯⋯11．吕宋泥炭藓S．1uzonense

茎叶呈三角形至舌形；茎叶无色细胞无纹孔，仅稀具分隔。

枝叶阔卵形。内凹，先端急尖，背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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