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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分类方法的文献计量分析

万 兵 池 洪
(四川省中药研究所 )

摘要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的方法
,

统计了我国植物分类学各分支学科的有关文献
,

并 对各 r类文献数量

和内容构成的变化进行了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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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分类学的研究对象是物种
.

传统的分类学是通过植物器官的形态观察来进行分类研

究
。

随着细胞学
、

抱粉学
、

化学和数学等学科的发展和渗透
,

植物分类学已逐步采用实验手

段
,

于是出现了许多新的边缘学科
。
近代科学发展的一个明显动向

,

就是学科之间的相互渗

透
,

而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与文献之间的相互引用息息相关
。

利用学 科 成 长 与其文献在数

量
、

内容构成上和相互引用方面的变化之间的密切关系
,

就能追踪某一学科的产生
、

发展
、

分化
、

相互渗透及其动向的线索
。

我们选用《全国报刊索引》 ( 科技版 ) 为分析研究的基本资

料
,

对建国以来植物分类学文献的数量和内容构成的变化作一剖析
,

描绘出该学科国内当前

的发展轮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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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数据表明
,

建国以来我国在植物分类方法上主要是采用经典分类法
,

其论文数量达

1 8 5 6篇
,

占论文总数的 68
.

95 %
,

在每一时期的研究工作中均占统治地位
,

今 天 仍是主要的方

法
。

作为现代分类学的研究
,

我国是从本世纪初钟观光教授开始的
,

已有了六十多年的历史
。

至解放前夕
,

我国植物分类学者发表的论文和专著约 4 00 篇
,

发表了 19 个新属和数百个新种
。

而建国以来
,

这方面的论文已达2 6 9 2篇
,

其中单是种子植物分类的论文就发表了一千余篇
,

发表新属 60 余个
,

新种 1 50 0个以上
,

此外还对 50 多个科进行了分类 整 .理 [ ` 1
,

纠正了过去国

内外著作中的错误记录
,
澄清了长期以来的混乱

,

为开展研究工作扫清了道路
。

在这些论文

中
,

内容上除少数是属于个别新种描述外
,

大都是专科专属的研究
,

而且不少是经过数十年

刻苦研究的成果
,

如毛食科
、

五加科 , 忍冬科的英迷属
,

裸子植物及荻类
、

苔醉等
。

少数的

研究工作已开始应用了扫描电镜技术
,

把抱粉形态
、

染色体数 目作为科和属的分类性状
,

使

分类群的划分有了更多更好的依据
,

使分类系统更接近于 自然系统
,

如旅类植物的科属排列

和历史来源及裸子植物
、

毛莫科
、

兰科的研究
。

有的论文还就整个被子植物的进化和起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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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

提出了很好的见解
.

在研究工作中开始接触到植物分类学的最根本问题
。

植物地理学的研究
,

基本上可说是在解放 以后
,

随着植物分类学的发展而逐渐发展起来

的
,

其论文数量为 570 篇
,

占论文总数的21
.

18 %
,

为第二位
。

特别是近年发展之快
,

在过去

是不能想象的
。

我国的植物区系和植被调查工作已基本完成
。

由于自然历史条件和植物界太

身演化的结果
,

形成了我国植物区系中植物种类丰富 ( 维管杭物约 3 53 科 3 1 8 4属 2 7 1 5 0种
,

分

别 占世界科
、

属
、

种的 56
.

9%
,

2 4
.

5%及 1 1
.

4 %
,

按种的数 目仅次于马来西亚和巴西而居世

界第三位 〔 2 1 )
,

起源古老
,

地理成分复杂
,

联系广泛
,

分布交错复杂
,

特 有 植物繁多 ( 约

1 9 6属
,

其中单种属和少种属约 占95 % 以上 〔“ l ) 的特征
,

增大了研究的难度
,

但仍发表了不少

具较高水平的论文
。 “ 中国植物区系的热带亲缘

” [ ` 1
、 “

论中国植物区系的分区问题
” [ 5 1

等文
,

对中国植物区系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

前 者 还 对 践界温带区系的起源提出了独特的见

解
,

认为我国南部和中南半岛北纬20 ~ 40
“

之间的广大地区
,

是近 代 东亚温带
、

亚热带植物

区系的发源地
,

也是北美
、 ,

欧洲等北温带植物区系的发源地
。

对某一地区 (如贵州
、

西藏
、

祖

北神农架 ) 区系的研究也很活跃
。

研究中还注意了加强有关植被地理分布的论证和植被发展

等理论性问题的探索
。

大量的研究结果已经证实
,

植物的地理分布主要决定于它们对生境中

不适宜的外界因子 ( 如水分缺乏
、

高温
、

低温等 ) 的耐受性
。

同时还证实
,

细胞染色休的倍

性对植物种类的地理起源与分布规律有重要的指示意义 ! “ l
。

细胞学从本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开始应用于植物分类
,

五十年以来工作逐渐系统化和深入
,

据最近的统计
,

全部种子植物 40 %的种和蔗类植物25 %的种的染色体数目已查明或核实 ! ” l 。

这个基本资料结合形态学
、

解剖学
、

胚胎学和遗传学等方面的资料
,

为解决分类上的一些疑

难问题提供了较为全面的证据
。

由于植物细胞 染色体通常稳定
,

能表示许多属和种的特性
,

细胞分类学作为研究种和系统发育的方法之一
,

已成为植物分类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

成部分
。

而 目前的实验分类学
,

也主要是在细胞分类学的基础
_

仁发 展 起来的 〔7 1
。

但这一重

要的科研领域
,

我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处于空白状态
,

直到 1 9 7 6年才发表第一篇以染色体

数 目为依据探讨薯预属根茎组植物分类学的论文 [ ” l
,

这是我国分类学工作 结 合细胞学的一

个重要开端
。

近年来虽论文数量有所增加
,

使总数达到了 I n 篇
,

占文献 总 数的 4
.

12 %
,

为

第三位
,

但与国际上的研究相比较
,

差距很大
。

1 9 80 一 1 9 8 1年
,

收入美国生物学文摘 ( B
.

A
.

)

的有关种子植物细胞分类的论文共 18 4篇
,

同期我国在 《植物分类学报 》 土发 表 的有关细胞

分类的论文仅 4 篇
,

而 (( 全国报刊索引 》 (科技版 )也仅仅收入 13 篇
。

不过近来其频率和数量

都在上升
,

从 1 9 8 1年至 1 9 8 5年的近五年时间内
,

发表的论文数量已为前三十年的九倍
,

说阻

它正 日益受到重视
。

抱粉学在五十年代以后异军突起
,

对植物分类学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

我国在这方面的研

究进行得较早
,

发展较为平衡
,

发表的论文数量为 80 篇
,

占2
.

97 %
。

已出版的 《 中国植物花

粉形态 》 和 《 中国旅类植物抱子形态 》
、

《 中国热带亚热带被子植执花粉形态 》 三部专著
,

为我国抱粉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

为植物分类提供了丰富的基本资料
。

近年来
,

在探讨某些

植物群的分类和系统发育上
,

抱粉资料已得到相 当重视
,

结合其它方面的资料
,

为一些属和

种的划分及新属
、

新科的成立提供了依据
。

例如对金缕梅科花粉 形 态的 研 究
,

发现枫香属

( L iq u i d a m b a r L
.

) 和阿丁枫属 (A l t i n g i a N o r o n h a
) 的花粉是多孑I

J

的
,

与 金 缕梅科其它

各属具三沟花粉明显不同
,

认为应分出成立单独 的 阿丁枫科 ( A lt in g i ac ae
e ) L。 ]

,

由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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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特征亦不同于金缕梅科的其它各属
,

此建议已被植物分类学家所采用
。

毛食科银莲花属

( A n e m o n e L
.

) 在花粉形态上是多类型的
,

根据植物形态
,

参考花粉资料
,

已将婴粟银莲花

( A
.

g l a u e i f o l i a )从银莲花属中分出成立一新属
,

名婴粟莲花属 ( G e n
.

A n e m o e l e m a ) 工
“ I

。

蔽类植物的袍子性状与其它性状有明显的相 关 性
,

并能指示荻类的系统发育和进化 水 平
,

在蔗类植物的分类中已普遍采用
。

随着扫描 电镜和透射电镜在抱粉工作中的广泛应用
,

泡粉

的超微结构在植物分类中的作用将显得更加重要
。

在植物描述中写进抱粉形态的必要性已显

而易见
。

秦仁 昌教授已建议 《 中国植物志 》在属
、

种和科的描述中应把花粉作为一个重要性

状收进去 l “ 1
。

用化学资料来证实或修订根据其它证据所确立的分类法方面的工作
,

起始于十七世纪
,

然而近代化学分类学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
,

六十年代这方面的工作逐渐增

多
。

我国几乎是在 H ge
n a u er 1 9 6 3年出版第一卷 《 植物化学分类学 》 的同时

,

就已开始了这

方面的工作
,

遗憾的是这一工作没有得到长足的进展
。

从 1 9 5 8 ~ 1 9 7 7年
,

国际上利用各类化合

物所作的化学分类的研究报告约为3 32 篇 I ’ “ 1 ,

而我国同期所发表的与此有关的论文为 5 篇
,

差距是较大的
。

可喜的是近年来论文数量有所增多
,

总数达到了 48 篇
,

占1
.

78 %
。

从我国开

展 的化学分类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就来看
,

它或能为传统的分类系统提供有力的佐证
,

或能

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疑难问题
,

甚或订正过去工作中的谬误或不能完善之处 t ” l 。

关于被子

植物的起源问题
,

我国学者通过对单子叶植物和双子叶植物的毛食科
、

睡莲目植物中的生物

碱
、

街体化合物等五类化学成分分布的比较分析
,

并联系其在形态和组织解剖上的某些相似

性
,

认为单子叶植物是通过百合 目从毛草科演化而来
,

而在苏联学 者 T a k h t aj
a n 的被子植

物进化系统中
,

认为单子叶植物起源于睡莲目的意见在化学方面是缺乏证据的
。

这是第一次

用化学方法阐明单子叶植物一一特别是百合科的起源问题 t ` “ l 。

根据形态分类
,

裸子植物三

尖杉属的系统位置一直未定
,

一般都承认它是一个独立的自然类群
。

根 据 生 物 碱的成分分

析
,

进一步证实了它可 以独立出来 自成一科 (三尖杉科 C eP h a1 Ot a x ac ea
e ) [ ’ 3 1

。

化学分类学

今 后还会有较大的发展
,

特别是植物各类群小分子化合物的研究
,

既可提供分类学上有价值

的资料
,

又可扩大和利用植物资源
。

对小分子化合物的生物合成途径
,

也将比末端产物更为

重要
,

因为它是受遗传 因子控制的
,

更能反映客观的发展
。

数量分类学是在五十年代 电
.

子计算机技术兴起以后才逐渐得到发展和广泛应用的
。

数量

分类学的产生
,

为分类学提供了一种 比较科学的方法论
,

使植物分类从定性的
,

描述性的水

平向定量的
,

更精确的高水平攀登
。

数量分类学不仅运用的性状数量多 ( 包括形态学
、

细胞

学和生物化学等各种性状 )
,

运算速度快
,

而且没有偏见
,

比较客观
,

这是以往分类学家难

以做到的
。

在国外
,

数量分类学受到普遍重视
,

有关的论文估计在 2 0 0 0篇以上 ￡’ ` j
。

我国数

量分类的研究
,

主要是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
,

还处于初步尝试阶段
,

论文数量仅 27 篇
,

占

文献总数的 1
.

00 %
,

为最末一位
。

通过对忍冬科
,

人参属
、

素馨属等科属的研究
,

已对其分

类系统提出了参考意见
。

随着这项研究工作的深入
,

还可能对植物系统学
、

分类学的许多工

作方法
、

步骤和概念产生很大影响
。

当前
,

我国植物分类学研究工作的特点
,

是在广泛实践的基础上
,

注意了研究水平和

质量的提高
,

增强了基础理论的研究
。

不仅有新属
、

新种的报道
,

而且加强了植物系统学
、

植物区系等方面的研究
,

有的研究已接近或达到国外同类工作的水平
, 开始进行以种和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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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分类群为对象的实验分类学或物种分类学的研究
·

提高了分类学的水平
,

且解决了一

锡去靠形态分类不能解决的问题
。

薯栽属根状茎组的系统分类研究 [ ` ” ! 和蔷薇科太行花属系统

位置的研究 〔` . ]都分别应用 了抱粉学
、

细胞学
、

植物化学和植物地理学等分支学科的技术手

段 , 比较普遍地注意了应用基础理论直接或间接为生产实践服务
。

从研究方法上看
,

新的技

术
,
新的仪器

,

如色谱
、

电泳
、

透射 电镜
,

特别是扫描 电镜在微观世界的研究中
,

已逐步扩

大使用
,

有的学科并注意到与数学
、

物理学的进一步渗透以及 电子计算机的应用
。

发展的趋

势是
,

更全面地运用植物学其它分支的理论与方法
,

来加强传统分类学的研究
,

使之向更为

综合的方向发展
。

本文承蒙西 南农业大学何铸副教授审阅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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