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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四川植物志蕨类植物门共编；卷，采用秦仁昌1978#系统，仅对其中少数属的范围

作过交动。本卷包括该系统前部的30个科，·科的顺序也基本按原系统排列，并在科名后

括号内加注了原系统的顺序号。但因编写材料的原因，对局部的顺序略予更改，即将铁

角蕨科和睫毛蕨科提前到本卷，而将肿足蕨科、金星蕨科和蹄盖蕨科移在后卷。

如同其它植物类群一样，蕨类植物分类学的文献日新月异、层出不穷，在编写过程

中不断有新文献出现、新类群发表。为不影响出版，本卷收录的类群和引证的文献一般

到1982年为止。 ‘．
。

， ，．

本卷各种蕨类植物的中名，都已用括号注明了出处，末注出处的即是新拟的中名。

眯华同志参加了本卷部分编写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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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类植物门的一般特征、四川蕨类植物区系特点 一3

植物门(PTERIDOPHYTA)的一般特征

-
●

蕨类植物是维管束植物中较古老，原始的一类。它包括在地质史上很早就已分化的，

几个类群，由于它们具有共同特征，所以也常被划归一门——藏类植物门Pteridophyta．

蕨类植物的孢子体(即我们通常所见的植株)，为无性世代，含有双倍(2n)的染色。’

体。孢子体上能生出孢子囊，囊内的孢子母细胞经过减数分裂而形成单倍(n)染色体的孢

子，这就进入有性世代。孢子成熟后，散落在适宜的环境中，即开始萌发生长发育为配

予体(gametophyton)。配子体体积很小，结构简单，通常为片状，所以也称为原叶体

(prothallus)。在配子体上可形成颈卵器(archigonium)和精子器(antheridium),分别

产生卵子和精子。有少数蕨类植物具异型孢子，即大孢子与小孢子，它们分别萌发为雌

。配子体及雄配子体。精子有鞭毛，能游动，凭水为媒介而进入颈卵器与卵子结合成双倍

<2n)染色体的受精卵，于是又进入无性世代。受精卵发育成胚并在配子体上继续发育，以

．后配子体死亡，即成长为独立生活的孢子体。这就是作为本门植物最主要特征的生活史．

孢子囊

孢子体
<绿色蕨类植物)

、?

胚·

孢子母细胞

无性世代
(2n)

有性世代。
(n)

——合予；+"4-

++
精颈
子卵
器器

?上上
精卵
子予

J
—

I

d

。

，出其生活史，可知蕨类植物的孢子体无性世代与有性世代各自独立生活，而孢子体

远较配子体发达，有根、茎，叶的分化，并具维管束。但蕨类植物的受精作用未能脱离

水这一条件-(保持了原始特性)，致使它的生长分布大受限制．
“

}f



4 明川植物志 、

√0口iil蕨类植物区系特点。．；

四川蕨类植物种类丰富，，仅次子云南，居全国各省，区的第二位。现知共有52科，

128属，730多种。就全国而言，．四川只缺七指蕨科(Helminthostachyaceae)、鹿角蕨

’。科(P1atyceriaceae)等lO个热带科。 ’

s+：一。， ! ·、

四川蕨类植物的地理分布类型复杂，但有其明显的重点。数量最多的科是鳞毛蕨科

(Dryopteridaceae)占全部种数的23％，次为蹄盏蕨科(thyriaceae)占15％和水龙骨科

(Polypodiaceae)占13％，这三个科共占全部种数的51％，构成四川蕨类植物区系的主

体。这兰个主体的科在系统演化上都有较高的地位，并非原始类群，这是本区系的另一

特点。 - ‘

。， 以属而论，主要的属有23个，，约占全省属数的47％。如耳蕨属(Polystichufn)，鳞

毛蕨属(Dryopteris)，瓦韦属(Lepiso．rus)、凤丫蕨属(Coniogramme)，瘤足蕨属

(Plagiogyria)，它们都以本省及邻近地区为其分布中心。
‘。

一 ．·

本省及邻近地区还有_定数星的特有属，如水鳖蕨属(Sinephropteris)、黔蕨属

(Phanerophlebiopsis)、光叶蕨属(Cystoathyrium)等。 r

此外，在四川蕨类植物区系中还含有较多的热带属，但这些属在四川仅有一、二个

或少数代表种，大多数的种分布在东南亚或为泛热带分布，可以说这些属以四川为其分

布的北界，例如姬蕨属(Hypolepis)、陵齿蕨属(Lindsaea)、金毛狗属(Cibotium)等。

四川蕨类植物的上述特点，与西藏、云南、贵州至华东以及日本蕨类植物的基本相

同。可以认为从喜马拉雅llf区经我国西南(包括四川)，至华东及日本都属于同一个藏

类植物区系． ：，

，

、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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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蕨类植物形态名词及术语 5

· j
。

，

蕨类植物形态名词及术语

根(radix) ．，

、 ：．’

‘

，

蕨类植物通常具不定根，生在茎基部或根茎上，在分类学上无重要意义。．有的种类

无根，如松叶蕨、槐叶蓣。 ，‘

”

．

’：

根托(rhizophorum)；为卷柏科植物特有，是一种无叶的枝。生在茎的分枝处，向

下生长，其末端可生根，同时也是一种支撑植物体的器官。

茎(caulis)

石松、卷柏、木贼、松叶蕨等类群具地上茎，在本书中称为茎。茎有直立，匍匐或

攀援等形态，并可成种种形式的分枝。真蕨类中只有极少种类，如桫椤，具树干状的地

上茎。 √
‘

’

木贼的地上茎中空如竹茎卜其空隙称为腔(cavitas)。在茎表面的节间有纵向脊状

突起，称为脊(carina)，脊间的凹下部分称为沟(canalis)。有时脊顶甚宽，两侧有隆起

称为棱(angulu s)，如图l所示。

根茎(rhizoma)。绝大多数的真蕨仅具根茎，根茎生在泥土中或腐殖质层内，有的

跗生种类则裸露在外。根茎有几种类型：横行(repens)细长的横走状；横卧(procure—

bens)较短的平卧状，其尖端多少指向上，斜生(ascendens)，直立(erectus)。

”中柱(stylu s)s根茎或茎内的中柱是鉴别大类群的依据之一。其基本类型有三种。

即原生中柱、管状中柱与网状中柱。其横切面如图2所示。

②．彩‘。．。、⑤@◎
’

图1 茎的一段(放大)
‘ ‘

、

’

计(frond) 一

蕨类植物的叶按其起源可分为二类：

1．小型叶(microphyllum)I或称拟叶，

图2中柱(放大)

：

，一

‘

L ．

是茎的突起物。内部只有1条简单的维管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四川植物志

束<叶脉)，体积较小，形状简单通常不分裂。石松、卷柏，木贼，水韭及松叶蕨等类

群具有这种叶。
‘

2．大型叶(megaphyllum)s起源于枝的变态与合并。内部有完善而复杂的叶脉，形

态多样，有不分裂的单叶到各种形状分裂或各种复叶。真蕨类具有这种叶。

叶舌(1igula)。为卷柏科及水韭科所特有，位于叶腹面的基部，为一舌状的小形突

起物，但通常早落不易见到。 ．

叶鞘(vagina)及鞘齿(dens)。木贼类的小型叶为轮生状，其下部联合成鞘状包围

在茎上称为鞘或鞘筒，上部分离为片状称为鞘齿。

卷柏科部分种类的小型叶有两种形态，本书中称为叶二形，即中叶(folium medi-

anum)与侧叶(folium laterale)。中叶一般较小，生在枝中间共2行，侧叶较大，生在

枝的两侧各有1行，这类卷柏共有4行叶。此外，在枝的分叉处下面，还有1片叶称为’

腋叶(folium axillare)。

就叶的功能来说，有的类群在所有叶片上都可生出孢子囊，有的只在一部分叶片

(或羽片)上生长孢予囊。前者称为叶一型，后者称为叶二型(或羽片二型)。本书对

二型叶中不生孢子囊的叶称为不育叶(frond sterilis)，对真蕨类生孢子囊的叶称为能

育叶(frond fertilit)l对石松，卷柏、木贼等类群则称孢子叶(sporophyllum)。

叶在根茎上的着生方式：在直立或斜生的根茎上，叶呈螺旋状排列称为簇生或丛生

(caespitosus)。横行或横卧的根茎，叶有时紧密排列，有时有相当的间隔，本书分别称

为密生(confertus)，近生(approximatu s)或远生(distans)，但这三个术语只给读者

一个相对的概念。
‘

大型叶的各部分(图3)。
‘

大型n十由叶柄(stipe)与叶片(1amina)两部分组成。叶柄仅指叶片以下与根茎相连的

轴。在复叶中叶片部分着生羽片的轴称为叶轴(rachis)，它相当于单叶的中脉。复叶由

羽片(pinna)按一定形式排列构成，羽片相当于被子植物的小叶。．真蕨类中最常见的是

羽状复叶或羽状分裂的叶，即羽片按羽毛分枝的形式排列。

羽状分裂(pinnatifida)；各羽片间没有完全分离，但分裂的程度深浅不一．’

羽状复叶或简称羽状CPinnatus)：具有完全分离的羽片，其先端为羽裂的渐尖状，

有时某些类群的羽状叶先端具有与侧生羽片同形的顶生羽片，称为奇数羽状(impari-

pinnatus)，如凤丫蕨及双盖蕨等。单侧羽状指羽片两侧不对称，一侧有完整的次级羽

片或裂片，另一侧不发育或不完整，如某些凤尾蕨．
‘



本书所用的蕨类植物形态名词及术语 7

图5大型叶的各部分
’

．

‘

1．叶柄；2．=回羽片·3．三回羽片，4．叶片(兰回羽状)，5．叶轴’6．羽轴，7．羽片I 8．羽状I 9．单铜羽状分

裂，lO．羽状分裂，11．奇数羽状}12．示下先出’13．示上先出’14．叶轴无纵沟，15．叶轴有纵沟。

羽状复叶或羽状分裂的回(次)数：蕨类植物的多回(次)羽状复叶，各回的分化

程度常不一致，同一叶上往往低回具分化完全的羽片，在高回时分化不完全而为裂片。!

如一个四回羽状的叶，可能第一回及第二回为羽片，而第三回及第四回为裂片。为了描



8 四川植物志

写的方便，本书对这种情况仍称为×回羽状分裂，而在叙述时再指某回是羽片或是裂

片。读者应注意，以免与真正的多回羽状分裂(即所有各回均为裂片而不具羽片)混淆。

还应注意，蕨类植物的复叶不同于种子植物，它在同一叶上各部分的分化程度，即回数

常不～致，往往在下部回数最多向上渐少，或中部最多而向两端渐少，本书所指的回

数，是指一个复叶上最多的回数。

叶脉(vena)在各类群中均有一定的分枝方式或排列方式，本书常用的有下列几类
‘

●

(图4)。 ．

、

+．

羽状(pinnatus)；有主脉，其侧脉呈羽枝状排列。互生状的侧脉，如第一条侧脉位

子主脓的上侧时，这种脉序称为上先出或脉序上行(anad[omou s)，反之即称为下先出
。

或脉序下行(catadromu s)。 。
．

二叉状(dichotomou s)l各回叶脉均分为2枝，如铁线蕨。

辐身lJ‘状(radians)：没有明显的主脉，叶脉从叶柄末端伸向各方，如水鳖蕨。

边脉(vcnula marginalis)；靠近叶边与边缘平行而联结其它小脉的脉，如巢蕨。

联结(ana stomosis)：小脉彼此联结，它有一定的形式，为分类的依据。 ．．

网状(reticulatus)：小脉联结成完整的网状，网孔有一定的形状，为分类的依据。

内含(或内藏)小脉(venula includens)：指伸入网状脉的网孔内分离的小脉。’

假脉(venula spuria)：叶肉内呈条形排列的厚壁细胞，形状象叶脉但不与叶脉相

连。膜蕨科的一些属具有这种假脉。’

水囊(hydathodus)s位于小脉末端，膨大呈椭圆形或梭形，如凤丫蕨。

孢子囊(sporangium)：空心的囊状器官，其中可产生孢子。石松与卷柏等类群的孢

子囊单生在孢子叶腹面，真蕨类的孢子囊成群地生在叶上。按发生及囊壁的不同，孢子

囊有两种类型即：
。

厚囊(eusporangium)l起源于一群母细胞，孢子囊壁较厚，由数层细胞组成，无
●

柄。 ．

．

’

‘薄囊(Leptospo主angium)l起源于一个母细胞，孢子囊壁较薄，由一层细胞组成，

有或长或短的柄。薄囊的壁上都具环带(annulus)，它由厚壁细胞构成，是使孢子囊开

裂并弹射孢子的结构。最原始的环带仅为一群厚壁细胞，较原始的为顶生、横生，斜生

等类型，最进化的为纵行环带类型(图5)。

、 聚囊(synangium)t由数个孢子囊的壁相互融合连生在一起而形成，如松叶蕨。

～孢子囊穗(spica)t由多数孢子叶排列在穗轴上组成，类似松杉类的球果，在孢子叶

的腹面生孢子囊。石松、卷柏、木贼等类群即具这种孢子囊穗。石松类生孢子囊穗的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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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孢子枝。

孢子果(sporoear'p

成卵形或球形的外壳，

孢子囊群(sorus)；

并排列成固定的形状，

状，或因脉序密集而使孢子囊遍布叶的全面。有的囊群生在叶缘连接小脉末端的边脉上一

’呈长的线形，称为汇生囊群(coensorus)。’·
‘

一

囊托(receptaculum)：叶脉的突起部分，上面着生孢子囊群。有的极短而不明显，

有的略突起呈短柱状或球形，如桫椤，有的很长呈丝状，伸出叶缘之外，孢子囊群生在

其下部，如瓶蕨。 ．。

。

隔丝(paraphysis)：或称夹丝，是混生在某些类群囊群内的附属物，呈带状、杯状

或昏状，掩盏着幼嫩的囊群。

’囊群盖(indusitim)；薄囊蕨类的多数种类，囊群之外有从叶面生出或叶缘形成的保

·． 护t囊群的片状结构称为囊群盖。囊群盖与它所覆盖的囊群的形状相似，。但有更多的类 ’一

+型，囊群盖在各类群中有固定的形状，是分类和鉴别的依据。部分生在叶缘的囊群，它

们的囊群盖由叶边缘反折形成，生在叶缘内的囊群，它们的盖由叶表皮组织分化形成。

也有些边生囊群的盖有两层，分别由叶表皮与叶边缘形成，膜蕨科即具有这种盖，由于

该科的盖多少鼓胀呈囊状在本书中称之为囊苞(involucrum)。各种类型的囊群盖均按其

形状给予各种名称(同6)。 j·

‘附属物：指蕨类植物体表面的各种附属物。主要的是鳞片和毛两类，此外还有蜡粉

和腺体等。

鳞片(palea)：一般为扁平的披针形，常为棕色，有时近于毛状，也可分枝。按组成

鳞片细胞的不同可分为两类：一是筛孔状(clathratus)鳞片，由厚壁细胞组成；一是密网

， 状(non—clathratus)鳞片，由薄壁细胞组成(图7)。

-毛(t；-ichoma)：毛的类型极多，为分类依据之一。其形状与结构需在放大镜或显微镜

下才能分辨清楚。从结构来看大体有两类，一是单细胞的毛，一是多细胞的毛。本书中

常见的有棉毛、长毛：短毛，针状毛、钩状毛、节状毛、多细胞针状毛，星状毛等种

类o． 一 +。； 。

·j

孢子(spora)

多数蕨类植物只有一种孢子，即所谓同型孢子(homospora)，萌发为两性的原叶

休。少数类群如卷伯、水韭等有两种孢子，称为异型孢予(heterospora)，即大弛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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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图6各种类型的囊群盖

’

1--2·叶边缘反折形成的盖，3--4．膜蕨科的囊苞，5．蚌壳形，6．杯形，7．半杯形，8．线形，9．双盏形，lO．肠

形，11．马蹄形，12．约形’13．新月形，14．肾形，15．圆肾形j 16．盾形，17．球形 一

p

小孢子。前者较大，萌发为雌性原叶体，后者较小，萌发为雄性原叶体。

孢子的形态：近年来蕨类植物的孢子形态已被较多地作为分类的依据，本书引用了7

一些孢子形态的资料’，以供读者参考。‘蕨类植物孢子的形状大体可分为两种类型，这
'‘ _

·孢予形态的资料主要引自北京植物研究所古植物室孢粉组，1978，中国裴类植物孢予形态，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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