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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树植物厦门老鼠 (爵床科)的订正 

侯学良，吕 静 

(厦门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重新检查了厦门老鼠筋的主模式和副模式标本后，发现原始文献对其鉴别特征“花⋯⋯具两个苞片， 

无小苞片”描述有误 ，应改为“花 ⋯⋯具两个小苞片 ，一个苞片”。基于标本室和野外 观察 ，认为厦 门老鼠筋在 

老鼠筋的正常变化范围之内，应归并到老鼠筋；不赞同把厦门老鼠筋降级为小花老鼠筋或毛鼠筋的变种的处 

理。报道了一个新异名 Acanthus ilicifolius var．xiamen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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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ote on a mangrove Acanthus 

xiamenensis(Acanthaceae) 

HOU Xue-Liang(Ln Jing 

(Shool of Li Sciences，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Abstract：After the holotype and paratypes of Acanthus xiamenensis had been rechecked，the author found the diag— 

nostic character“foliis⋯ ⋯ bracteis 2 oppositis instractis ebracteolatis”was wrongly described in original paper．and it 

should be revised as“foliis⋯ ⋯ bracteis 1，bracteolatis 2 oppositis”．Basing on herbaria and field observations．the au— 

thors argue that A．xiamenensis was fallen tO the varieties of A．ilicifolius，and should be reduced to A．ilicifolius， 

and did not agree tO the treatment that A．xiarnenensis was degraded into a variety of A．ebracteatus or A．ilicifolius． 

A new synonym Acanthus ilicifolius var．xiamenensis was repo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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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树植物是生长在热带和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的 

木本植物群落(Lin& Fu，2000)。中国有红树植物 

25种 1变种(Wang等，2003)。老鼠筋属植物全世 

界约有 30种，有 4种为红 树植物 (Tomlinson， 

1986)。中国有 4种老鼠筋属植物，其中3种是红树 

植物，即老鼠筋(Acanthus ilicifolius)、小花老鼠筋 

(A ebracteatus)、厦门老鼠筋(A．xiamenensis)。 

老鼠筋和小花老鼠筋广泛分布于世界红树林 

中，往往在检索表上易于区分而在野外很难区别，二 

者的主要区别是老鼠筋每花下面有小苞片 2枚，花 

瓣长达 3．5 cm，而小花老鼠筋没有小苞片，花瓣长 

达 2．5 cm(Tomlinson，1986)。 

厦门老鼠筋(图版 I、Ⅱ)和老鼠筋近似，按原文 

献(张娆挺，1985)记载，它的叶边缘浅波状、侧脉不 

直贯齿尖，花有两个对生的苞片，小苞片缺如，可与 

老鼠筋相区别。然而，“花有两个对生苞片”的描述 

令人生疑。因为在老鼠筋属植物的花序梗上每花着 

生处只有一枚苞片，而是在花梗上往往有 2枚与苞 

片相似的小苞片。这个疑问在检查了它的模式和副 

模式标本后得到证实。在这些标本上，有 2枚对生 

的小苞片，花蕾期可见有 1枚苞片，在花开放过程中 

往往脱落。因此，“花具两个苞片缺乏小苞片”的描 

述是错误的，应修改为“花有一个苞片，有两个小苞 

片”。这一关键特征的修改取消了厦门老鼠筋和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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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筋的一个重要区别，同时也对把厦门老鼠筋处理 

为小花老鼠筋的变种的做法提出了质疑。 

图版 I 厦门老鼠筋主模式 

Plate I Holotype of Acanthus 

xiamenensis R．T．Zhang 

那么，现在有必要再来讨论一下厦 门老 鼠筋和 

老鼠筋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厦门老鼠筋叶的边缘具 

波状齿，侧脉不直贯齿尖(张娆挺，1985)。笔者通过 

对大量老鼠筋的野外居群和标本的详细观察，发现 

它的叶缘从浅波状到剧烈的皱波状有很大变化，甚 

至在一份标本 上就 能看 到这 些变 化，如 S．Y．Hu 

12782。另外，侧脉到达刺与否和叶缘分裂程度相 

关，如果边缘是浅波状的，侧脉不达刺；如果边缘剧 

烈皱波状，侧脉将直贯刺尖。还发现叶的分裂似乎 

跟海水盐度的高低呈正相关。因此，厦门老鼠筋叶 

的特征只是老鼠筋叶的正常变化之一。对厦门老鼠 

筋和老鼠筋的其他特征，如萼片、花瓣、雄蕊、雌蕊、 

果实和种子等，也作了比较，没有发现二者有什么不 

图版 Ⅱ 厦门老鼠筋花序一部分放大 

照片，示苞片和小苞片 

Plate Ⅱ A part of magnified inflorescence 

of Acanthus xiamenensis R．T．Zhang， 

showing the bracts and braetlets 

同。邓云飞等(2006)把厦门老虎筋处理为老虎筋的 

变种，似无必要。胡嘉琪(2002)把厦门老鼠筋处理 

为小花老鼠筋的变种，主要根据二者缺乏小苞片，因 

为他当时并没有见到厦门老鼠筋的主模式和副模 

式。笔者经过对厦门老鼠筋和小花老鼠筋的对比研 

究 ，发现厦门老鼠筋的花可达 3．5 cm，有小苞片，而 

小花老鼠筋花长仅 2．5 cm，缺乏小苞片，二者的区 

别还是明显的。 

综上所述，厦门老鼠筋与老鼠筋在各种性状的 

形状和大小上都相当一致，在老鼠筋的变化范围之 

内，而与小花老鼠筋明显不同。因此，不赞同把厦门 

老鼠筋作为小花老鼠筋的变种；也不赞同把厦门老 

虎筋处理为老虎筋的变种；厦门老鼠筋应归并到老 

鼠筋为宜，现处理如下：Acanthus ilicifolius L Sp． 

P1．639．1753；Hems1．in Journ．Linn．Soc．Bot．26：242． 

1890；C．B．Clarke in Hook．f．F1．Brit．Ind．4：481． 

1884；R．Ben．in F1．GerL Indo-Chine 4：697．1935；F1． 

Hainan 3：553．1974；Ic．Cor．Sin．4：166．t．5745．1975． 

Acanthus xiamenensis R．T．Zhang in W u Sci． 

Joum．5：237．f．1-3．1985．一 Acanthus ebracteatus var． 

xiamenensis(R．T．Zhang)C．Y．Wu et C．C．Hu in F1． 

Reip．Pop．Sin．70：47．t．4：9．2002．Acanthus ilicifolius 

L var．xiamenensis(R．T．Zhang)Y．F．Deng，N．H．Xia 

& H．t3．Chen in J．Trop．Subtrop．Bot．14(6)：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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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illicifolius’syn．nov．Type：China(中 国)： 

Longhai(龙 海)，Fujian(福 建)，May 31，1984，R．T． 

Zhang(张娆挺)707(holotype，AU!) 

Specimens examined： 

China．Fujian(福建)：Longhai(龙海)，H．B．Chen 

(陈恒彬)24(paratype of A．xiamenensis，AU)；ibid，R． 

T．Zhang(张娆 挺 )708(paratype of A．xiarnenensis， 

AU)；ibid，X．L Hou& W．Q Wang(侯学 良和王文 

卿)9294(AU)；ibid，P．Lin(林鹏)8008(AU)；Yunxiao 

(云霄)，276—6 1160(PE)；ibid，R．T．Zhang(张娆挺) 

1746(AU)；ibid，Z．X．Lin 55(AU)；ibid，P．Lin(林鹏) 

8O01(AU)．Zhangpu(漳浦)，H．B．Chen(陈恒彬)21 

(paratype of A．xiamenensis，AU)．Guangdong(广东)： 

Dongguan(东莞)，z．F．Wei(卫兆芬)122075(PE)； 

Longfeng(隆丰)，z．F．wei(卫兆芬)12l18O(PE)；Gao— 

dian(高店)，M．X．Huang(黄茂先)110203(PE)；Pak． 

Shaan Village，Honam，F．A．Mclure 1657(PE)； 

YanNiang(阳江 )，anonymous 490(PE)．Guangm(广 

西)：Fangcheng(防城 )，Hepu Exped．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中国科学院合浦调查对)2575 

(PE)；Dongxing(东兴)，Hepu Expe&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中国科学院合浦调查队)2337 

(PE)．Hainan(海南)：Haikou(海I：1)，X．L．Hou&W． 

Q．Wang(侯学 良和王文卿)994(AU)；Wenchnag(3C 

昌)，X．L Hou& W．Q．Wang(侯学 良和王文卿)9100 

(AU)，9101(AU)．Hong kong(香港)：New Territery， 

Y．Tsiang(蒋英)169(PE)；S．Y．Hu(胡秀英)12782 

(PE)，13544(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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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是转录过程中转录比较稳定，得到的 cDNA片段 

比较完整，但是转录结合性能弱，因此在实验过程中 

将反应时间由 1 h增加到3 h，得到了很好的结果。 

2．4 RT-PCR 

在相同的条件下四种方法中的 Trizol RNA一步 

法和 Tris一硼酸法提取的 RNA进行 PT-PCR，没有看 

到条带，而剩下的两种方法进行 RT-PCR，结果如图3 

所示，用 SDS法提取的 RNA在琼脂糖凝胶上得到了 

较为清晰的7条带，而 CTAB法得到了2条带。 

综上所述 ，本研究的 4种 RNA提取方法 中，总 

体而言以改良的 SDS法最优。我们用该方法还成 

功地提取了紫萼藓、塔藓等藓类植物的总 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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