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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载】 “关于一些植物学术语的中译等问题(三)”已发表于«广西植物»ꎬ ２００９ꎬ ２９(１): １－６.

关于一些植物学术语的中译等问题(三)
王文采

(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系统与进化植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９３ )

摘　 要: (１)确定 ｒｈｉｚｏｍｅ 的中文译名“根状茎”符合此术语的定义ꎬ同时认为另一中文译名“根茎”不符合有

关定义ꎬ且易引起误解ꎬ应予废弃ꎮ (２)介绍了在中国植物学文献中稀见的 ２ 种属于有限花序类的花序类型ꎬ
有限伞形花序和有限头状花序ꎮ 根据有关欧美专家的花序研究ꎬ介绍了在中国植物学文献中放在无限花序类

的隐头花序和柔荑花序系由聚伞花序演化而出ꎬ而应属于有限花序类的论断ꎻ同时ꎬ作者提出楼梯草属梨序楼

梯草组的雄隐头花序系由同属的骤尖楼梯草组的有限头状花序演化而出的论点ꎮ
关键词: 植物学术语ꎬ 根状茎ꎬ 有限伞形花序ꎬ 有限头状花序ꎬ 隐头花序ꎬ 柔荑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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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我在阅读一些植物学和药学著作的过

程中ꎬ看到一些植物学术语在中文翻译或定义等方

面存在问题ꎬ现在本文中加以讨论ꎮ

１　 ｒｈｉｚｏｍｅ 根状茎

术语 ｒｈｉｚｏｍｅ 在我国植物学文献中有两个译名ꎬ

一个是“根状茎”ꎬ此译名被«中国植物志»和各省区

植物志、我国绝大多数普通植物学教科书(王全喜

等ꎬ２００４ꎻ卢开运ꎬ１９３６ꎻ叶创兴等ꎬ２００７ꎻ艾铁民等ꎬ
２００４ꎻ刘胜祥等ꎬ ２００７ꎻ李扬汉ꎬ ２００６ꎻ陆时万等ꎬ
２００７ꎻ杨世杰等ꎬ２００６ꎻ杨春澍等ꎬ１９９７ꎻ周云龙等ꎬ
２００４ꎻ京师大学校ꎬ１９０５ꎻ南京林学院森林植物教研

组ꎬ１９６１ꎻ高信曾ꎬ１９７８ꎻ强盛等ꎬ２００６)、一种植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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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文题目过去发表的二篇文章:(１)关于一些植物学术语的中译等问题. 植物分类学报ꎬ２８(５):４１９－４２４(１９９０)ꎻ(２)关于一些植物学术语的

中译等问题(二). 广西植物ꎬ１５(２):１８９－１９２(１９９５)ꎮ



术语著作(中国科学院编译局ꎬ１９５３)、和少数药用

植物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委员会ꎬ１９６４ꎻ中国

药材公司ꎬ１９９４ꎻ四川中药志编写组ꎬ１９８０ꎻ全国中草

药汇编编写组ꎬ１９７５)所采用ꎮ 另一个中文译名“根
茎”则被少数植物学或植物分类学著作(杜亚泉等ꎬ
１９２２ꎻ陈嵘ꎬ１９５３ꎻ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查委员会ꎬ
１９９１ꎻ胡先骕ꎬ１９５８)和多数药用植物方面的著作

(卫生部药政局ꎬ１９５９ꎻ王盛民ꎬ２００５ꎻ中央人民政府

卫生部ꎬ１９５３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典委员会ꎬ
１９７７ꎬ１９８５ꎬ１９９０ꎻ国家药典委员会ꎬ２０００ꎻ朱亚民ꎬ
２０００ꎻ吉林省中医药研究所等ꎬ １９８２ꎻ肖庆慈等ꎬ
２００３ꎻ季烽等ꎬ１９９２ꎻ徐国钧ꎬ１９６３ꎬ１９９０ꎻ黎跃成等ꎬ
２００２)所采用ꎮ １９５８ 年ꎬ由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

员会出版的«英中植物学名词汇编»一书中对“ ｒｈｉ￣
ｚｏｍｅ”这一术语同时给出“根状茎”和“根茎”两个中

文译名(１９７８ 年出版的«英汉植物学词汇»也是这样

做的)ꎮ 大约在 １９６０ 年ꎬ一天ꎬ我在中国科学院植物

研究所听到植物学术语专家匡可任教授(在 １９５３ 年

出版的«种子植物形态学名词»一书中ꎬ匡可任教授

承担了外部形态术语方面的编写任务)在与其他一

些教授谈论植物学术语有关问题时指出ꎬ在上述

１９５８ 年出版的著作中ꎬｒｈｉｚｏｍｅ 的中文译名“根状

茎”的翻译正确ꎬ但对该书同时列出的“根茎”译名

提出批评ꎬ他认为这个“根茎”译名未反映 ｒｈｉｚｏｍｅ
的定义ꎬ同时还可能引起“根和茎”的误解ꎬ而造成

混淆ꎮ 英国植物学术语专家 Ｂ.Ｄ.Ｊａｃｋｓｏｎ(１９２８)给
出的 ｒｈｉｚｏｍｅ 的定义是:“ ｔｈｅ ｒｏｏｔｓｔｏｃｋ ｏｒ ｄｏｒｓｉｖｅｎｔｒａｌ
ｓｔｅｍꎬ ｏｆ ｒｏｏｔ￣ｌｉｋｅ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ꎬ ｐｒｏｓｔｒａｔｅ ｏｎ ｏｒ ｕｎｄｅｒ
ｇｒｏｕｎｄꎬｓｅｎｄｉｎｇ ｏｆｆ ｒｏｏｔｓꎬｔｈｅ ａｐｅｘ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ｌｙ ｓｅｎｄｉｎｇ
ｕｐ ｓｔｅｍｓ ｏｒ ｌｅａｖｅｓ”ꎮ 根据此定义ꎬ我赞同匡可任教

授的上述意见ꎬ即术语 ｒｈｉｚｏｍｅ 的中文翻译应采用正

确译名“根状茎”而废弃另一错误译名“根茎” 的

应用ꎮ

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 ｕｍｂｅｌ 有限伞形花序

罂粟科白屈菜属 Ｃｈｅｌｉｄｏｎｉｕｍ Ｌ.的花序伞状ꎬ其
花离心发育ꎬ法国植物学家 Ｌｅ Ｍａｏｕｔ ＆ Ｄｅｃａｉｓｎｅ
(１８７６)称这种类型的花序为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ｕｍｂｅｌ 或 ｕｍ￣
ｂｅｌｌａｔｅ ｃｙｍｅ(有限伞形花序或伞状聚伞花序)ꎬ这
样ꎬ可与伞形科和五加科具花向心发育的伞形花序

相区别ꎮ Ｃｒｏｎｑｕｉｓｔ(１９８１)将百合科(包括葱科ꎬ石
蒜科)中具总苞的伞状花序称为 ｃｙｍｏｓｅ ｕｍｂｅｌ(聚伞

伞形花序)ꎮ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１９５１)根据 Ｒｉｃｋｅｔｔ 的有关研

究给出被子植物花序类型的演化图ꎬ从此图可见他

认为由 ｃｙｍｅ 聚伞花序演化出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 ｕｍｂｅｌ 有
限伞形花序ꎬ另一方面ꎬ由 ｒａｃｅｍｅ 总状花序演化出

ｉ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 ｕｍｂｅｌ 无限伞形花序(即伞形科和五加

科的伞形花序)ꎮ Ｓｔｅｂｂｉｎｓ(１９７３)也对被子植物花

序进行了全面研究ꎬ对上述诸花序类型的演化持与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相同观点ꎮ Ｔａｋｈｔａｊａｎ(１９９１)也多年对被子

植物花序演化进行了深入研究ꎬ他对上述诸花序类

型的演化持相似观点ꎬ与上述二位植物学家的不同

之处是他认为由 ｃｏｒｙｍｂ 伞房花序演化出无限伞形

花序ꎮ 此外ꎬ他仍称无限伞形花序为 ｕｍｂｅｌꎬ并称有

限伞形花序为 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ｏｒｍ ｃｙｍｅꎬ同时ꎬ指出牻牛儿

苗科ꎬ萝摩科ꎬ葱科和石蒜科的花序属于这种伞状聚

伞花序ꎮ 美国花序专家 Ｒｉｃｋｅｔｔ(１９５５)对 ｕｍｂｅｌ 有
与上述三位植物学家相同的认识ꎬ在他给出的

ｕｍｂｅｌ 的定义中指出这种类型的花序有 ｍｏｎｏｐｏｄｉａｌ
(单轴的)和 ｓｙｍｐｏｄｉａｌ(合轴的)二种类型ꎮ 在我国

几乎所有普通植物学教科书(见上引文献)均只介

绍属于无限花序的伞形科和五加科等科所具有的无

限伞形花序ꎬ而忽略了另一有限伞形花序类型ꎬ在一

些教科书(如陈机等ꎬ１９５７ꎻ高信曾ꎬ１９７８) 的举例

中ꎬ除了伞形科等植物外ꎬ还列举出具有限伞形花序

的葱属植物ꎮ

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 ｃａｐｉｔｕｌｕｍ 有限头状花序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１９５１)在其被子植物花序类型演化图

中还绘出由有限伞形花序演化出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 ｃａｐｉｔｕ￣
ｌｕｍ 有限头状花序ꎬ另一方面ꎬ由属于无限花序类的

ｓｐｉｋｅ 穗状花序演化出 ｉ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 ｃａｐｉｔｕｌｕｍ 无限

头状花序(如菊科的花序)ꎮ 在上述方面ꎬＳｔｅｂｂｉｎｓ
(１９７３)和 Ｔａｋｈｔａｊａｎ(１９９１)持相似观点ꎬ不同的是这

二位学者认为由无限伞形花序演化出无限头状花序

[这二位学者均称有限头状花序为 ｃａｐｉｔａｔｅ ｃｙｍｅ(头
状聚伞花序)ꎬ将无限头状花序仍称为 ｃａｐｉｔｕｌｕｍ]ꎮ
Ｒｉｃｋｅｔｔ(１９５５)给出的 ｃａｐｉｔｕｌｕｍ 的定义“ ａ ｃｏｍｐａｃｔ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ｍｏｎｏｐｏｄｉａｌ ｏｒ ｓｙｍｐｏｄｉ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ｅ ｔｏ
ａ ｓｐｉｋｅ ｗｉｔｈ ａ ｖｅｒｙ ｓｈｏｒｔ ( ｏｆｔｅｎ ｄｉｓｃｏｉｄ) ａｘｉｓꎬｏｒ ｔｏ ａ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ｅｄ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ｄｉｃｈａｓｉｕｍ”ꎬ与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相同ꎬ
也指出头状花序包含 ｍｏｎｏｐｏｄｉａｌ 和 ｓｙｍｐｏｄｉａｌ 二种

类型ꎮ 在我国的植物学等有关著作中(见上引文

献)ꎬ在头状花序方面都只介绍菊科等科的无限头

７３２增刊 １　 　 　 　 　 　 　 　 　 　 　 王文采: 关于一些植物学术语的中译等问题(三)



状花序一种类型ꎬ而忽略了另一种有限头状花序ꎬ对
后者ꎬ本文在下面作一简要介绍ꎮ

有限头状花序出现在被子植物的川续断科和荨

麻目的桑科和荨麻科ꎮ 后二近缘科的花序基本类型

均为聚伞花序(Ｒｅｎｄｌｅꎬ１９２５ꎻＬａｗｒｅｎｃｅꎬ１９５１ꎻＣｒｏｎ￣
ｑｕｉｓｔꎬ１９８１)ꎬ这二科的花序在形态构造上都发生过

很大的变化ꎮ 桑科中具有有限头状花序的是道顿草

属 Ｄｏｒｓｔｅｎｉａ Ｌ.等属(Ｂｅｒｇꎬ１９８９)ꎬ道顿草属约有 １７０
种ꎬ分布于南美洲、非洲和印度的热带地区 (Ａｉｒｙ
Ｓｈａｗꎬ１９７３)ꎮ 荨麻科中具有限头状花序的有 ３ 属:
(１)假楼梯草属 Ｌｅｃａｎｔｈｕｓ Ｗｅｄｄ.有 ３ 种ꎬ分布于亚

洲东南部和非洲东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ꎻ３ 种在我

国均产ꎬ分布于长江流域以南各省区 (陈家瑞ꎬ
１９９５)ꎮ ( ２) 楼梯草属 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 Ｆｏｒｓｔ.ꎬ约有 ３５０
种ꎬ分布于亚洲和非洲的热带地区ꎻ我国约有 １６０
种ꎬ广布于秦岭以南各省区(王文采ꎬ１９９５ꎬ２００３ꎬ
２００６ꎻＬｉｎꎬＦｒｉｉｓ ＆ Ｗｉｌｍｏｔ￣Ｄｅａｒꎬ２００３ꎻＷａｎｇ ＆ Ｗｅｉꎬ
２００７)ꎮ (３)藤麻属 Ｐｒｏｃｒｉｓ Ｊｕｓｓ.ꎬ约有 １６ 种ꎬ分布于

亚洲和非洲热带地区ꎻ我国有 １ 种ꎬ分布于西南ꎬ华
南和台湾(王文采ꎬ１９９５)ꎮ
　 　 德国植物学家 Ｂｅｒｎｂｅｃｋ(１９３２)对桑科和荨麻

科花 序 进 行 过 深 入 研 究ꎬ 并 作 了 无 柄 楼 梯 草

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 ｓｅｓｓｉｌｅ Ｆｏｒｓｔ.(产大洋洲岛屿)花序发育的

研究ꎬ图 １ 的 Ａ 显示 ２ 枚叶之间的一个叶芽原基

(Ｌ)和一个花序原基( Ｉ)ꎬＢ 显示一花序原基ꎬ从 Ａ
和 Ｂ 二图可见花序外方有 ２ 个对生苞片(ｂ)ꎬ２ 个苞

片中间是由花序轴和各级分枝的缩短ꎬ癒合并经过

扁化形成的一块饼干状构造ꎬ这就是花序托 ｒｅｃｅｐｔａ￣
ｃｌｅꎮ 以后在花序托两侧各生出 ２ 枚内层苞片(ｃꎬ图
１Ｄ)ꎬ同时在花序托表面出现了纵向和横向的 ２ 条

十字形交叉的浅沟ꎬ把花序托分成 ４ 个小长方块ꎬ这
相当于 ４ 个小聚伞花序 ｃｙｍｕｌｅｓꎮ ２ 外层较大苞片

和 ４ 内层较小苞片形成整个花序的总苞 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ｅꎬ
在花序幼时ꎬ起保护花序的作用ꎻ这 ６ 枚苞片在顶端

都有一个角状突起(ｈ)ꎮ 花序成熟时ꎬ在花序托(ｒ)
上长出了极多密集的小苞片 ｂｒａｃｔｅｏｌｅｓ(ｂ′ꎬＷｅｄｄｅｌｌꎬ
１８６９ꎻ这些小苞片当是由原来的聚伞花序的上部苞

片形成的ꎬ其下部的苞片则形成上述的总苞)和多

数的雄花或雌花(图 ２)ꎮ 从上述可见ꎬ无柄楼梯草

的有限头状花序的构造与菊科向日葵 Ｈｅｌｉａｎｔｈｕｓ ａｎ￣
ｎｕｕｓ Ｌ.的无限头状花序很相似ꎬ但无柄楼梯草的花

序是由聚伞花序演变而成ꎬ其花序托上的多数单性

花是离心发育的ꎬ而菊科的花序则是由穗状花序演

图 １　 无柄楼梯草的有限头状花序发育过程　 Ａ. 二枚

叶(ａ)之间的一个花序(Ｉ)和一个芽(Ｌ)ꎻ Ｂ￣Ｇ. 显示幼花序发育

过程的不同阶段[Ｄ. ２ 枚外层苞片(ｂ)ꎬｃ. ４ 枚内层苞片ꎻ Ｆ. 在

花序托上面出现纵横 ２ 条浅沟]ꎻ Ｈ. 已成长的有限头状花序ꎬ上
面观ꎬ最初的浅沟仍稳约可见ꎻ Ｉ. 下面观(同 Ｈ)ꎻ ｈ. 苞片的角

状突起ꎻ ｒ. 花序托ꎮ
Ｆｉｇ. １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 ｃａｐｉｔｕｌｕｍ ｉｎ 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
ｓｅｓｓｉｌｅ　 Ａ.Ａｎ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 Ｉ) ａｎｄ ａ ｌｅａｆ ｂｕｄ ( Ｌ)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ｌｅａｖｅｓ(ａ). Ｂ￣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ｙｏｕｎｇ ｉｎｆｌｏ￣
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Ｄ. Ｔｗｏ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ｂｒａｃｔｓ (ｂ)ꎬ ｃ. Ｆｏｕ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ｂｒａｃｒｔｓꎻ Ｆ. Ａ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ｆｕｒｒｏｗ ａｎｄ ａ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 ｆｕｒｒｏｗ ａｐｐｅａｒ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ｐｔａ￣
ｃｌｅ]ꎻ Ｈ. Ｍａｔｕｒ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 ｃａｐｉｔｕｌｕｍꎬｓｅｅｎ ｆｒｏｍ ａｂｏｖｅꎬ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ｗｏ
ｆｕｒｒｏｗｓ ｓｔｉｌｌ ｖｉｓｉｂｌｅꎻ Ｉ.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Ｈꎬｓｅｅｎ ｆｒｏｍ ｂｅｎｅａｔｈꎬ ｈ. Ｈｏｒｎ￣
ｌｉｋ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ａｃｔꎬ ｒ. Ｒｅｃｅｐｔａｃｌｅ.(ａｆｔｅｒ Ｂｅｒｎｂｅｃｋꎬ１９３２)

变而来ꎬ其花序托上的花是向心发育的ꎮ
荨麻科假楼梯草属和藤麻属以及桑科道顿草属

多数种(如多辐道顿草 Ｄｏｒｓｔｅｎｉａ ｍｕｌｔｉｒａｄｉａｔａ Ｅｎｇｌｅｒꎬ
图 ３:Ａ)的花序构造和无柄楼梯草的花序构造基本

相同ꎮ 在道顿草属的另一种ꎬ坛状道顿草 Ｄｏｒｓｔｅｎｉａ
ｕｒｃｅｏｌａｔａ Ｓｃｈｏｔｔꎬ花序的花序托向上方内卷ꎬ使整个

花序呈茶杯托状(ｓａｕｃｅｒ￣ｓｈａｐｅｄ) (图 ３:Ｂ)ꎬ而成为

无柄楼梯草的盘状有限头状花序和桑科榕属 Ｆｉｃｕｓ
及荨麻科楼梯草属梨序楼梯草组(见下)的隐头花

序之间的过渡类型(Ｗｅｂｅｒｌｉｎｇꎬ１９８９)ꎮ

８３２ 广　 西　 植　 物　 　 　 　 　 　 　 　 　 　 　 　 　 　 　 　 　 　 　 ３６ 卷



图 ２　 无柄楼梯草雌有限头状花序的纵切面　 ｒ. 花序托ꎻ ｂ. 总苞苞片ꎻ ｂ′. 小苞片ꎻ ｐ. 雌花ꎮ
Ｆｉｇ. ２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ｐｉｓｔｉｌｌａｔ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 ｃａｐｉｔｕｌｕｍ ｏｆ 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 ｓｅｓｓｉｌｅ　 ｒ. Ｒｅｃｅｐｔａｃｌｅꎻ

ｂ. Ｂｒ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ｅꎻ ｂ′. Ｂｒａｃｔｅｏｌｅꎻ ｐ. Ｐｉｓｔｉｌｌａｔｅ ｆｌｏｗｅｒ. (ａｆｔｅｒ Ｂｅｒｎｂｅｃｋꎬ１９３２)

图 ３　 有限头状花序　 Ａ. 多辐道顿草ꎻ Ｂ. 坛状道顿草ꎮ
Ｆｉｇ. 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 ｃａｐｉｔｕｌａ　 Ａ. Ｄｏｒｓｔｅｎｉａ ｍｕｌｔｉｒａｄｉａｔａ Ｅｎｇｌｅｒꎻ

Ｂ. Ｄｏｒｓｔｅｎｉａ ｕｒｃｅｏｌａｔａ Ｓｃｈｏｔｔ. (ａｆｔｅｒ Ｗｅｂｅｒｌｉｎｇꎬ１９８９)

４ 　 ｈｙｐａｎｔｈｏｄｉｕｍ ( ＝ ｓｙｃｏｎｉｕｍ) 隐 头

花序

　 　 上节介绍了桑科道顿草属的花序是聚伞花序演

变而来的有限头状花序ꎬ其花序托呈盘状、茶杯托状

等形状ꎮ 自此ꎬ桑科的花序进一步演化ꎬ花序托继续

向上方内卷ꎬ结果形成被子植物花序最进化的类型ꎬ
坛状或梨状的隐头花序ꎬ同时ꎬ出现了桑科的进化

群ꎬ热带大属榕属 Ｆｉｃｕｓ Ｌ. 德国植物学家 Ａ. Ｗ.
Ｅｉｃｈｌｅｒ ( １８７８￣据 Ｔａｋｈｔａｊａｎꎬ １９９１ )ꎬ Ｓｔｒａｓｂｕｒｇｅｒ 等

(１９０３)和英国植物分类学家 Ｒｅｎｄｌｅ(１９２５)早在 １９
世纪下半叶和 ２０ 世纪初就正确指出无花果( ｆｉｇ)是
由聚伞花序演变而来ꎬ以后ꎬ另几位德国植物学家

Ｋ. Ｇｏｅｂｅｌ ( １９３１￣据 Ｗｅｂｅｒｌｉｎｇꎬ １９８９ )ꎬ Ｂｅｒｎｂｅｃｋ
(１９３２)和 Ｗｅｂｅｒｌｉｎｇ (１９８９) 和美国植物学家 Ｂｅｒｇ
(１９８９)对桑科的花序进行了深入研究ꎬ进一步揭示

榕属的隐头花序和道顿草属以及荨麻科楼梯草属的

有限头状花序一样ꎬ其花序托均是由聚伞花序的花

序轴和各级分枝发生缩短ꎬ癒合和扁化而成ꎬ在榕属

更进一步发生了花序托的向上方强烈内卷ꎮ
　 　 作者在 ２０ 世纪 ７０~８０ 年代进行荨麻科楼梯草

属的研究过程中ꎬ大致看到了此属雄花序演化的情

景以及隐头花序在此属雄花序演化过程最后阶段出

现的情况ꎬ现在叙述如下:楼梯草属的原始群(疏伞

楼梯草组 ｓｅｃｔ. Ｐｅｌｌｉｏｎｉｏｉｄｅｓ Ｗ.Ｔ.Ｗａｎｇ)的雄花序是

２~ ５ 回分枝、不具花序托、具螺旋状排列的苞片的

正常聚伞花序(图 ４:Ａ)ꎮ 此后ꎬ在进化群的雄花序

出现了花序托ꎬ在花序托边缘由原来聚伞花序下部

的苞片形成总苞ꎬ其余上部的苞片与雄花一同着生

在花序托上ꎮ 在演化水平较低的群(小叶楼梯草组

ｓｅｃｔ. Ｗｅｄｄｅｌｌｉａ(Ｈ.Ｓｃｈｒöｔｅｒ)Ｗ.Ｔ.Ｗａｎｇ)ꎬ花序托小ꎬ
不明显(图 ４:Ｂ)ꎬ在演化水平较高的群(骤尖楼梯

草组 ｓｅｃｔ. 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ꎬ花序托变大ꎬ明显ꎬ呈盘状

(图 ４:Ｃ)ꎮ 再后ꎬ花序托更向前演变ꎬ像桑科榕属的

花序托一样ꎬ强烈向上方内卷ꎬ也形成了坛状的隐头

花序ꎬ但与榕属的隐头花序有所区别:无基生苞片和

口部苞片ꎬ在雄花尚未开放前ꎬ花序托裂开呈蝴蝶状

(图 ４:Ｄ)ꎮ (在榕属ꎬ隐头花序基部有 ３ 枚苞片ꎬ花
序托顶端口内有密集的口部苞片ꎬ坛状花序托不开

裂)ꎮ 楼梯草属这个具隐头花序的进化群(梨序楼

梯草组 ｓｅｃｔ. Ａｎｄｒｏｓｙｃｅ Ｗｅｄｄ.)有 ２ 种:短齿楼梯草

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 ｂｒａｃｈｙｏｄｏｎｔｕｍ ( Ｈａｎｄ.￣Ｍａｚｚ.) Ｗ. Ｔ. Ｗａｎｇ
分布于我国(广西、贵州、湖南、湖北、重庆)和越南

北部ꎻ梨序楼梯草 Ｅ. ｆｉｃｏｉｄｅｓ Ｗｅｄｄ.分布于我国(云
南、广西、贵州、四川)以及尼泊尔ꎬ印度东北部和越

南北部(Ｗａｎｇꎬ１９８０ꎻ王文采ꎬ１９９５)ꎮ

９３２增刊 １　 　 　 　 　 　 　 　 　 　 　 王文采: 关于一些植物学术语的中译等问题(三)



图 ４　 楼梯草属雄花序的演化　 Ａ. 疏伞楼梯草组的具苞片、２~５ 分枝的雄聚伞花序ꎻ Ｂ. 小叶楼梯草组的雄有限头状花序ꎬ
具小而不明显的花序托ꎻ Ｃ. 骤尖楼梯草组的雄有限头状花序ꎬ具盘状、明显的花序托ꎻ Ｄ.梨序楼梯草组的雄隐头花序　

ａ.坛状花序托未分裂ꎻ ｂ.花序托分裂成一蝴蝶状盘ꎬ在其上生有多数雄花蕾(Ｓ)ꎮ
Ｆｉｇ. ４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ｍｉｎａｔｅ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 (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Ａ. Ｓｔａｍｉｎａｔｅ ｂｒａｃｔｅｄ ａｎｄ ２￣５ ｔｉｍｅｓ ｂｒａｎｃｈｅｄ ｃｙｍｅ ｉｎ 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 ｓｅｃｔ.

Ｐｅｌｌｉｏｎｉｏｉｄｅｓꎻ Ｂ. Ｓｔａｍｉｎａｔ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 ｃａｐｉｆｕｌｕｍ ｉｎ 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 ｓｅｃｔ. Ｗｅｄｄｅｌｌｉａꎬｗｉｔｈ ｓｍａｌｌ ｉｎｃｏｎｓｐｉｃｕｏｕｓ ｒｅｃｅｐｔａｃｌｅꎻ Ｃ. Ｓｔａｍｉｎａｔ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
ｃａｐｉｆｕｌｕｍ ｉｎ 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 ｓｅｃｔ. 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ꎬｗｉｔｈ ｃｏｎｓｐｉｃｕｏｕｓ ｄｉｓｃｏｉｄ ｒｅｃｅｐｔａｃｌｅꎻ Ｄ. Ｓｔａｍｉｎａｔｅ ｈｙｐａｎｔｈｏｄｉｕｍ ｉｎ 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 ｓｅｃｔ. Ａｎｄｒｏｓｙｃｅ　

ａ. ｕｒｃｅｏｌａｔｅ ｒｅｃｅｐｔａｃｌｅ ｎｏｔ ｄｉｖｉｄｅｄꎻ ｂ. ｒｅｃｅｐｔａｃｌ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ａ ｐａｐｉｌｉｏｎａｃｅｏｕｓ ｄｉｓｃꎬ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ｎｕｍｅｒｏｕｓ ｓｔａｍｉｎａｔｅ ｆｌｏｗｅｒ ｂｕｄｓ (ｓ) ａｒｅ ｄｅｎｓｅｌｙ ｂｏｒｎ.

图 ５　 桦木科花序的小聚伞花序　 Ａ. 垂枝桦ꎻ Ｂ. 欧榛ꎮ
Ｆｉｇ.５　 Ｃｙｍｕ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ｏｒｓｃ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Ｂｅｔｕｌａｃｅａｅ　 Ａ. Ｂｅｔｕｌａ ｐｅｎｄｕｌａ

Ｒｏｔｈꎻ Ｂ. Ｃｏｒｙｌｕｓ ａｖｅｌｌａｎａ Ｌ. ( ｆｒｏｍ Ｍｅｌｃｈｉｏｒꎬ１９６４)

　 　 由上述可见ꎬ隐头花序可能由属于有限花序类

的有限头状花序演变而来ꎬ应属于有限花序类ꎮ 但

在我国ꎬ几乎所有普通植物学教科书(见上引文献)
中ꎬ隐头花序均被误置于无限花序类中ꎬ对此ꎬ应加

改正ꎮ

５　 ｃａｔｋｉｎ( ＝ ａｍｅｎｔ) 柔荑花序

我国几乎所有的普通植物学教科书(见上引文

献) 均 将 柔 荑 花 序 置 于 无 限 花 序 类 之 中ꎬ 但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１９５１)给出的 ｃａｔｋｉｎ 的定义却说明柔荑花

序乃是复杂的聚伞花序ꎬ其定义:“ ａ ｓｃａｌｙ ｂｒａｃｔｅｄ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ｆｌｅｘｕｏｕｓ ｓｐｉｋｅ ｏｒ ｓｐｉｋｅ￣ｌｉｋｅ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ｙ￣
ｍｕｌｅｓꎻ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ｉｎ ｗｉｌｌｏｗｓꎬｂｉｒｃｈｅｓꎬｏａｋｓ”(是一由多

数小聚伞花序组成的穗状花序或类似穗状花序的花

序ꎬ通常柔弱、弯曲ꎻ常见于柳树、桦树、栎树)ꎮ 在

胡桃目ꎬ马尾树科 Ｒｈｏｉｐｔｅｌｅａｃｅａｅ 的柔荑花序的每个

苞片腋部有一个由 ３ 朵花组成的小聚伞花序( ｃｙ￣
ｍｕｌｅ)ꎬ其中央 １ 朵花是两性花ꎬ能育ꎬ两侧 ２ 花雌

性ꎬ不育ꎮ 胡桃科的雄柔荑花序的每个苞片腋部有

１ 朵雄花ꎬ但还有 ２ 个小苞片ꎬ这说明苞片腋部原来

曾有一个由 ３ 朵花组成的小聚伞花序ꎮ 杨梅目的杨

梅科的柔荑花序的每个苞片腋部生 １ 朵单性花ꎬ但
有时生出由少数花组成的次生花序ꎮ 在壳斗目[Ｔａ￣
ｋｈｔａｊａｎ(１９９１)认为此目的二歧聚伞花序(ｄｉｃｈａｓｉａ)
的演化很复杂]ꎬ壳斗科的雄柔荑花序的雄花常组

成多少减化的二歧聚伞花序ꎮ 桦木科的雄或雌柔荑

花序的每一个苞片腋部都生出一发育完全或不完全

的二歧聚伞花序(图 ５)ꎮ (Ａｂｂｅꎬ１９７４ꎻＣｒｏｎｑｕｉｓｔꎬ
１９８１)桑科桑属 Ｍｏｒｕｓ Ｌ.等属的柔荑花序ꎬ如上所

述ꎬ由于此科的花序基本类型是聚伞花序ꎬ因此ꎬ可
能是由聚伞花序演变而来ꎮ 在杨柳目的杨柳科ꎬ雄
和雌柔荑花序的每一苞片腋部生有 １ 花ꎬ无小苞片ꎻ
但鉴 于 杨 柳 科 与 大 风 子 科 的 山 桐 子 属 Ｉｄｅｓｉａ
Ｍａｘｉｍ.有亲缘关系(Ｃｒｏｎｑｕｉｓｔꎬ１９８１)ꎬ而后者的花序

为聚伞圆锥花序( ｔｈｙｒｓｅ)ꎬ可以推测杨柳科的柔荑

花序可能由聚伞圆锥花序演变而来ꎮ 从上述诸科柔

荑花序的构造ꎬ说明这些花序实为复杂的聚伞花序ꎬ
也说明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给出的上述 ｃａｔｋｉｎ 的定义是正

确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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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ꎬ张志耘教授和谢磊博士提供关于花序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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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２增刊 １　 　 　 　 　 　 　 　 　 　 　 王文采: 关于一些植物学术语的中译等问题(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