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伞形科“东亚分支”系统学研究进展

周　 静１ꎬ 郭明佳１ꎬ 刘振稳２∗

( １. 昆明医科大学ꎬ 药学院暨云南省天然药物药理重点实验室ꎬ 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ꎻ ２.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ꎬ 昆明 ６５０２０１ )

摘　 要: 伞形科作为被子植物中非常重要的类群ꎬ一直以来都是分类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ꎮ 分类学家基于

分子生物学的证据ꎬ正在努力构建一个相对合理ꎬ且能够反映各类群系统发育关系的分类系统ꎮ 东亚分支

(Ｅａｓｔ￣Ａｓｉａ Ｃｌａｄｅ)正是近年来通过分子生物学手段在构建伞形科新的分类系统过程中命名的分支之一ꎮ 该

分支在地理空间上以东亚为主体ꎬ集中分布于中国喜马拉雅区域ꎮ 在东亚地区复杂的地质演化历史背景

下ꎬ目前该分支的范围并未准确界定ꎬ分支内部复杂的演化关系也尚未解决ꎮ 东亚分支系统学问题的最终

解决ꎬ将给芹亚科大系统框架的构建带来新的认识ꎮ 该文结合最新的分子系统学研究结果ꎬ回顾了东亚分

支提出的历史背景ꎬ东亚分支的建立及其在芹亚科中的系统位置ꎬ以及东亚分支各属的界定及其系统关系ꎮ
目前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ꎬ东亚分支现有约 １６ 个属ꎬ在芹亚科系统树上与 Ｋｏｍａｒｏｖｉｅａｅ 构成姐妹群关系ꎻ除
了 Ｈｅｐｔａｐｔｅｒａ、Ｋｅｒａｙｍｏｎｉａ 和膜苞芹属外ꎬ其余各属均不构成单系ꎬ部分属(如滇芎属、茴芹属和瘤果芹属等)
的模式种落入芹亚科别的分支ꎮ 此外ꎬ该文还对研究东亚分支的意义以及该分支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

论ꎬ同时指明了其未来的研究方向ꎮ
关键词: 伞形科ꎬ 东亚分支ꎬ 系统分类学ꎬ 中国－喜马拉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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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分子生物学的迅速发展极大地促进

了植物系统分类学的研究ꎬ利用 ＤＮＡ 序列或基因

组数据探讨植物类群的系统发育关系ꎬ建立起一

种新的分子水平上的分类系统成为研究趋势ꎮ 伞

形科作为被子植物中非常重要的类群ꎬ一直以来

都是分类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ꎮ 分类学家在分子

生物学证据的帮助下ꎬ正努力构建一个相对合理ꎬ
且能够反映各类群系统发育关系的分类系统(也

称作 ａ “ｎｅｗ Ｄｒｕｄｅ”)ꎮ 芹亚科是伞形科中的骨干

类群ꎬ所含属种数占比分别高达 ８８. ８％和 ７９. ３％
(Ｐｉｍｅｎｏｖ ＆ Ｌｅｏｎｏｖꎬ１９９３)ꎮ 分子系统学的研究结

果显 示 该 亚 科 为 单 系ꎬ 包 括 ４１ 个 单 系 分 支

(Ｃｌａｄｅ)ꎬ以东亚为主体的“东亚分支”也在其中

(Ｄｏｗｎｉ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ꎮ 作为“东亚分支”的提出

者ꎬ本文将结合最新的分子系统学研究结果ꎬ对该

分支的研究背景、研究进展及可能存在的问题作

一简单综述ꎬ从而促进伞形科东亚相关类群的进

一步研究ꎮ

１　 东亚分支提出的背景

伞形科是被子植物种类较多的大科之一ꎮ 据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ｈｕｓｚ ＆ Ｂｙｎｇ(２０１６)对被子植物的统计ꎬ该
科包括３ ５７５种ꎬ排在第 １８ 位ꎬ在属级水平上则以

４４２ 属紧随菊科(１ ６２３属)、禾本科(７８０ 属)、豆科

(７５１ 属)、兰科(７３５ 属)及茜草科(５９０ 属)ꎬ排在

第六位ꎮ 该科植物广布于温带、热带地区ꎬ中国、
前苏联地区、欧洲(特别是地中海地区)和北美一

起构成了该科的四大分布中心(佘孟兰和舒璞ꎬ
１９８７ꎻＳｈｅｈ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５)ꎮ 众所周知ꎬ伞形科植物

因其分布广、种类繁多且类群间演化历史错综复

杂而成为分类学界难啃的“硬骨头”之一ꎮ 其在药

材、蔬菜、香料、观赏花卉等相关产业发展过程中

所具备的潜力ꎬ以及在回答诸如“物种形成”这样

的重大基础科研问题方面体现出来的价值ꎬ吸引

着一代又一代的分类工作者投入到伞形科植物的

野外资源调查评估、分类鉴定及不同层级的系统

发育框架搭建过程中ꎮ 中国作为伞形科植物的分

布中心之一ꎬ是开展分类学研究的重要阵地ꎮ 在

老一辈伞形科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ꎬ基本摸清了

中国伞形科的家底ꎬ «中国植物志» 和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是这一成果的直接体现(单人骅和佘孟兰ꎬ
１９７９ꎬ１９８５ꎬ１９９１ꎻＳｈｅｈ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５)ꎮ 伞形科在中

国共有 １００ 属、６１４ 种ꎬ其中芹亚科为 ９５ 属、５７９
种(特有属 ９ 个、特有种 ３２３ 种)ꎬ分别占该亚科世

界属和种总数的 １ / ４ 和 １ / ５(Ｓｈｅｈ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５)ꎮ
在伞形科传统分类系统中ꎬＤｒｕｄｅ(１８９８)的系

统曾得到广泛的应用ꎬ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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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构建主要运用了果实形态、解剖学等方面的

形态学证据ꎬ若从现代单系发生的观点来看ꎬ系统

内大部分的分支均为多系ꎬ不能真实地反映出伞

形科各类群之间的系统演化关系(Ｈｅｙｗｏｏｄꎬ１９８６ꎻ
Ｓｈｎｅｙｅｒ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２)ꎮ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分

子生物学证据开始被运用到伞形科系统分类方面

的研究以来(Ｄｏｗｎｉｅ ＆ Ｋａｔｚ￣Ｄｏｗｎｉｅꎬ１９９６ꎻＰｌｕｎｋｅｔｔ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６)ꎬ该科的系统学研究进入了一个井喷

的年代ꎬ而物种数占比在 ８０％以上的芹亚科成为

研究的重点ꎮ 有的研究者在整体上搭建了芹亚科

大的框架( Ｐｌｕｎｋｅｔｔ ＆ Ｄｏｗｎｉｅꎬ１９９９ꎻＤｏｗｎｉ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０ａꎬｂꎬ２００１ꎻＶａｌｉｅｊｏ￣Ｒｏｍａ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２ꎻＣａｌｖｉñｏ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６ꎻＡｊａｎｉ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８)ꎻ有的研究者针对亚

科内某一族或属开展了具体研究( Ｌｅｅ ＆ Ｄｏｗｎｉｅꎬ
１９９９ꎬ２０００ꎻ Ｄｏｗｎｉ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８ꎬ ２０００ｃꎻ Ｎｅｖｅｓ ＆
Ｗａｔｓｏｎꎬ２００４ꎻ Ｓｐａｌｉｋ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４ꎻ Ｓｕｎ ＆ Ｄｏｗｎｉｅꎬ
２００４ꎻ Ｂｏｎｅꎬ ２００７ꎻ Ｃｈｕｎｇꎬ ２００７ꎻ Ｆｅｉｓｔ ＆ Ｄｏｗｎｉｅꎬ
２００８ꎻＬｏｇａｃｈｅｖａ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８)ꎮ 芹亚科内部的演化

关系虽然一步步地清晰起来ꎬ但是这些工作呈现

出一个共同的特点ꎬ即研究区域主要集中于非洲、
北美洲和欧洲(地中海区域)ꎬ而东亚特别是中国

的芹亚科类群却鲜有涉及ꎮ 当时ꎬ在严重缺失中

国材料的背景下ꎬ芹亚科大的系统演化框架并不

完整ꎮ 直到 ２００８ 年ꎬ周静等人将分布于中国的 ２８
个属的 ６０ 个种整合到前人的研究中ꎬ综合形态及

分子生物学的证据进一步优化了芹亚科大的框架

结构ꎬ并首次提出了东亚分支 Ｅａｓｔ￣Ａｓｉａ Ｃｌａｄｅ 的概

念(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８)ꎮ
东亚分支建立于 Ｃａｌｖｉñｏ 等人 ２００６ 年提出的

滇芎分支(Ｐｈｙｓｏｓｐｅｒｍｏｐｓｉｓ Ｃｌａｄｅ) 基础之上ꎬ除包

含滇芎分支原有类群中的 ６ 属 ８ 种以外[北羌活

属(Ｈａｎｓｅｎｉａ)未包括在笔者当时的分析中]ꎬ还包

括了茴芹属(Ｐｉｍｐｉｎｅｌｌａ)、小芹属( Ｓｉｎｏｃａｒｕｍ)和凹

乳芹属(Ｖｉｃａｔｉａ)的代表类群ꎬ共计 ９ 属 １７ 种(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８)ꎬ这一分支的建立同时得到了叶绿体

证据的支持(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９)ꎮ 需要特别指出的

是ꎬ滇芎属的模式种滇芎[Ｐｈｙｓｏｓｐｅｒｍｏｐｓｉｓ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
(Ｆｒａｎｃｈ.) Ｈ. Ｗｏｌｆｆ]并不在此分支内ꎬ只是位于芹

亚科基部的棱子芹族( Ｐｌｅｕｒｏｓｐｅｒｍｅａｅ)中ꎬ东亚分

支在地理空间上以东亚为主体ꎬ集中分布于中国

喜马拉雅区域ꎬ分支内部类群间形态上展现出一

定的多样性ꎬ演化关系复杂ꎮ 因此ꎬ用一个更具代

表性的地理空间概念“东亚分支”较之于使用特定

类群名称“滇芎分支”来命名该分支ꎬ前者的处理

将更为合理ꎬ容易被同行接受ꎮ 从后续相关的研

究工作来看ꎬ这一名称上的处理得到了广泛的支

持和运用( Ｄｏｗｎｉｅ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０ꎻ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ꎻ
Ｆｅｒｅｉｄｏｕｎｆａ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ꎻ Ｐｉｗｃｚｙńｓｋ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ꎻ
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０)ꎮ 东亚分支在芹亚科系统树上

与 Ｋｏｍａｒｏｖｉｅａｅ 构成姐妹群关系(图 １)ꎬ后者除包

括中国特有属外ꎬ还有一些中亚分布的类群落入

其中(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９)ꎮ

２　 东亚分支内部的系统演化关系

目前ꎬ相较于伞形科其他深入研究的分支如

水芹族(Ｏｅｎａｎｔｈｅａｅ)、针果芹族( Ｓｃａｎｄｉｃｅａｅ)和柴

胡族(Ｂｕｐｌｅｕｒｅａｅ)等ꎬ东亚分支内部各类群间的关

系更为复杂ꎬ主要表现出所含种类丰富(约 １６ 属、
７０ 余种)和传统认识的属间界限被打破以及由于

模式种位置的变化而带来的系列命名学问题等ꎮ
基于近年来分子系统学的研究进展ꎬ现将东亚分

支所包括的类群做如下介绍ꎮ
北羌 活 属 为 一 单 型 属ꎬ 只 包 括 Ｈａｎｓｅｎｉａ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 Ｔｕｒｃｚ. １ 种ꎮ 羌活属 (Ｎｏｔｏ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为

中国特有属ꎬ有 ６ 种ꎬ其分生果的五条果棱均扩展

成翅ꎬ但发展不均匀(Ｓｈｅｈ ＆ Ｗａｔｓｏｎꎬ２００５)ꎮ 溥发

鼎等(２０００)依据小苞片的形状和其他特征ꎬ将该

属划 分 为 两 个 组: 羌 活 组 ( Ｎｏｔｏ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Ｓｅｃｔ.
Ｎｏｔｏ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 包 括 澜 沧 羌 活 ( Ｎ. ｆｏｒｒｅｓｔｉｉ Ｈ.
Ｗｏｌｆｆ)、卵 叶 羌 活 (Ｎ. ｏｖｉｆｏｒｍｅ Ｓｈａｎ)、 宽 叶 羌 活

(Ｎ. ｆｒａｎｃｈｅｔｉｉ Ｈ. ｄｅ Ｂｏｉｓｓｉｅｕ)]ꎻ细叶组(Ｎｏｔｏ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Ｓｅｃｔ. Ｔｅｎｕｉｆｏｌｉｕｍ) [包括羌活 (Ｎ. ｉｎｃｉｓｕｍ Ｔｉｎｇ ｅｘ
Ｃｈａｎｇ)、细叶羌活(Ｎ. ｔｅｎｕｉｆｏｌｉｕｍ Ｓｈｅｈ ＆ Ｐｕ)、羽苞羌

活(Ｎ. ｐｉｎｎａｔｉｉｎｖｏｌｕｃｅｌｌｕｍ Ｐｕ ＆ Ｗａｎｇ)]ꎮ Ｐｉｍｅｎｏｖ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基于形态特征的分析认为ꎬ羌活属与北羌

活属具有相似的果实解剖特征ꎬ因而将该属的所

有类群转移到北羌活属ꎮ 在东亚分支中ꎬ北羌活

属不是一个单系ꎬ而是与单球芹(Ｈａｐｌｏｓｐｈａｅｒａ ｐｈａｅａ
Ｈａｎｄ.￣Ｍａｚｚ.)和少裂凹乳芹(Ｖｉｃａｔｉａ ｂｉｐｉｎｎａｔａ Ｓｈａ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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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伞形科芹亚科(Ｅｕａｐｉｏｉｄｓ)主要分支的系统关系(示东亚分支系统位置)
Ｆｉｇ. １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ｃｌａｄｅｓ ｏｆ Ａｐｉａｃｅａｅ ｓｕｂｆａｍｉｌｙ

Ａｐｉｏｉｄｅａｅ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ｓｔ￣Ａｓｉａ Ｃｌａｄｅ)

Ｐｕ)共同构成得到强烈支持的一单系分支(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９)ꎮ 单球芹属包括两个种ꎬ主要分布于中

国、不丹以及印度的东北部ꎬ单伞形花序密集成紧

缩的球形使该属成为芹亚科中一个相对较易识别

的类 群ꎮ 基 于 北 羌 活 属 模 式 种 Ｈ.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
Ｔｕｒｃｚ.位于该分支且具有优先性ꎬ单球芹和少裂凹

乳芹的系统位置值得进一步研究ꎮ 理塘藁本

( Ｌｉｇｕｓｔｉｃｕｍ ｌｉｔａｎｇｅｎｓｅ Ｐｕ ) 和 尖 瓣 藁 本 ( Ｌ.
ｗｅｂｅｒｂａｕｅｒｉａｎｕｍ Ｆｅｄｄｅ ｅｘ Ｈ. Ｗｏｌｆｆ) 落入该分支ꎬ
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基于形态特征(果棱均扩展呈翅

状)和分子系统学的研究结果ꎬ将前者并入澜沧羌

活ꎬ后者应为羌活的同物异名种ꎮ

Ｈｅｐｔａｐｔｅｒａ 约有 １０ 种ꎬ主要分布于欧洲和中东

地 区 ( Ｔｕｔｉｎ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６８ꎻ Ｂｏｉｓｓｉｅｒꎬ １９７２ꎻ Ｚｏｈａｒｙꎬ
１９７２)ꎮ 舟瓣芹属是中国西南地区特有的单型属ꎬ
包括两变种ꎬ即舟瓣芹 ( Ｓｉｎｏｌｉｍｐｒｉｃｈｔｉａ ａｌｐｉｎａ Ｈ.
Ｗｏｌｆｆ)和裂苞舟瓣芹(Ｓ. ａｌｐｉｎａ ｖａｒ. ｄｉｓｓｅｃｔａ Ｓｈａｎ ＆
Ｌｉｏｕ)ꎬ舟形的花瓣和紫黑色的花粉囊为该属的典

型形态特征(Ｐａｎ ＆ Ｗａｔｓｏｎꎬ２００５ａ)ꎮ 舟瓣芹属的

两个 变 种 在 东 亚 分 支 与 形 态 上 差 异 很 大 的

Ｈｅｐｔａｐｔｅｒａ ａｎｉｓｏｐｔｅｒａ ( ＤＣ.) Ｔｕｔｉｎ 构成并系分支

(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０)ꎮ Ｈｅｐｔａｐｔｅｒａ 其他物种(包括模

式种 Ｈ. ｃｏｌｌａｄｏｎｉｏｉｄｅｓ Ｍａｒｇ. ＆ Ｒｅｕｔ.)的系统位置ꎬ
以及与舟瓣芹属的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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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藁本属(Ｈｙｍｅｎｉｄｉｕｍ)最初建立时只有两个

种(Ｌｉｎｄｌｅｙꎬ１８３５)ꎮ 基于 ４７ 个形态性状的分类学

研究ꎬ将它的界限扩大到包括中国喜马拉雅地区

的棱子芹属(Ｐｌｅｕｒｏｓｐｅｒｍｕｍ)以及其他几个属的类

群ꎬ共有 ３５ 种(Ｐｉｍｅｎｏｖ ＆ Ｋｌｊｕｙｋｏｖꎬ２０００ａ)ꎮ 滇藁

本属就目前的界限而言不是一个单系ꎬ该属的模

式种 Ｈ. ｂｒｕｎｏｎｉｓ Ｌｉｎｄｌ.位于滇芹分支 ( Ｓｉｎｏｄｉｅｌｓｉａ
Ｃｌａｄｅ)ꎬ一部分类群位于棱子芹族和丝瓣芹分支

(Ａｃｒｏｎｅｍａ Ｃｌａｄｅ)ꎬ另有 ５ 个种分散在东亚分支

(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０)ꎮ 因此ꎬ滇藁本属存在大量的

命名学问题有待解决ꎮ
膜苞芹属(Ｈｙｍｅｎｏｌａｅｎａ)包括 ３ 种ꎬ分布于喜

马拉雅西部、阿富汗和中东地区ꎬ其最明显的特征

是一回羽状分裂的叶片和大而明显且几乎全为膜

质的小苞片(Ｐｉｍｅｎｏｖ ＆ Ｋｌｊｕｙｋｏｖꎬ２０００ｂ)ꎮ 该属是

东亚分支少有的自然类群ꎬ其三个种在东亚分支

聚成一支持率很高的单系分支( Ｖａｌｉｅｊｏ￣Ｒｏｍａ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２ꎻ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０)ꎮ

Ｋｅｒａｙｍｏｎｉａ 目前包括 ４ 种ꎬ分布于尼泊尔、不
丹以及中国西藏(Ｐｉｍｅｎｏｖ ＆ Ｋｌｊｕｙｋｏｖꎬ２０００ｂ)ꎮ 分

子 系 统 学 的 研 究 表 明ꎬ Ｋｅｒａｙｍｏｎｉａ ｃｏｒｔｉｆｏｒｍｉｓ
Ｃａｕｗｅｔ ＆ Ｓ. Ｂ. Ｍａｌｌａ 在东亚分支形成一个比较孤

立的分支(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０)ꎮ
１８３５ 年ꎬＬｉｎｄｌｅｙ 以瘤果芹(Ｔ. ｒｏｙｌｅｉ Ｌｉｎｄ１.)为

模式建立瘤果芹属(Ｔｒａｃｈｙｄｉｕｍ)ꎬ现约 ６ 种ꎬ广泛

分布于中亚到喜马拉雅地区和中国西南地区( Ｐｕ
＆ Ｗａｔｓｏｎꎬ２００５ａ)ꎮ 历史上ꎬ许多具有短缩茎和匍

匐茎的中国－喜马拉雅高山类群都曾被归属到瘤

果芹属ꎬ如矮 伞 芹 ( Ｃｈａｍａｅｓｃｉａｄｉｕｍ ａｃａｕｌｅ Ｃ. Ａ.
Ｍｅｙ.)、矮泽芹 (Ｃｈａｍａｅｓｉｕｍ ｐａｒａｄｏｘｕｍ Ｈ. Ｗｏｌｆｆ)
及紫脉滇芎[Ｐｈｙｓｏｓｐｅｒｍｏｐｓｉｓ ｒｕｂｒｉｎｅｒｖｉｓ ( Ｆｒａｎｃｈ.)
Ｃ. Ｎｏｒｍａｎ] 等ꎻ根据最新的国际植物名称索引

(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Ｎａｍｅｓ Ｉｎｄｅ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ｐｎｉ.ｏｒｇ / )检索结果ꎬ以瘤果芹属命名的分类

群数目为 ６３ 个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Ｎａｍｅｓ Ｉｎｄｅｘꎬ
２０１９)ꎻＰｉｍｅｎｏｖ ＆ Ｋｌｊｕｙｋｏｖ (２０００ｂ)则将瘤果芹属

看成是只包括模式种的单型属ꎮ 与瘤果芹属关系

争议较多的是滇芎属ꎬ该属约有 １０ 种ꎬ主要分布

于中国－喜马拉雅地区ꎬ其显著的形态学特征是具

有明 显 的 像 叶 片 一 样 的 苞 片 ( Ｐａｎ ＆ Ｗａｔｓｏｎꎬ

２００５ｂ)ꎮ 基于形态、孢粉及地理分布等方面的研

究ꎬ王萍莉和溥发鼎(１９９２)推测滇芎属可能起源

于古地中海ꎬ由棱子芹属演化而来ꎬ是随着喜马拉

雅的隆升而逐渐分化形成的新生类群ꎮ 因具有许

多相近的形态学特征ꎬ瘤果芹属和滇芎属自建立

以来彼此之间属的界限时常混淆ꎬ部分种类难以

归 属 [ 如 小 滇 芎 Ｐｈｙｓｏｓｐｅｒｍｏｐｓｉｓ ｋｉｎｇｄｏｎ￣ｗａｒｄｉｉ
(Ｈ. Ｗｏｌｆｆ) Ｎｏｒｍａｎ)]ꎬ因此存在许多系统分类问

题ꎮ 此外ꎬ它们还与其他一些近缘属如东俄芹属

(Ｔｏｎｇｏｌｏａ)、小芹属、矮泽芹属 ( Ｃｈａｍａｅｓｉｕｍ)、种
沟芹属(Ａｕｌａｃｏｓｐｅｒｍｕｍ)和棱子芹属ꎬ甚至与苞裂

芹属( Ｓｃｈｕｌｚｉａ)、矮伞芹属(Ｃｈａｍａｅｓｃｉａｄｉｕｍ)以及

藁本属的界限也时有争议 (蒲高忠和刘启新ꎬ
２００６)ꎮ 分子系统学( 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０)的研究表

明ꎬ滇芎属和瘤果芹属与茴芹属、东俄芹属、小芹

属、舟瓣芹属、滇藁本属以及 Ｈｅｐｔａｐｔｅｒａ ａｎｉｓｏｐｔｅｒａ
混杂在一起ꎬ属间界限不清ꎬ特别是滇芎属和瘤果

芹属的模式种均位于芹亚科基部的棱子芹族ꎬ这
涉及到诸多分类命名学问题ꎬ需要进一步处理ꎮ

茴芹属现知约 １５０ 种ꎬ间断分布于非洲、欧洲

和亚洲ꎬ少数种类分布到南美地区ꎬ其果实两侧扁

压ꎬ合生面收缩ꎬ果棱线形或不明显(Ｐｕ ＆ Ｗａｔｓｏｎꎬ
２００５ｂ)ꎮ 依据果实外部特征ꎬ中国茴芹属类群被

分 成 两 组: 毛 果 组 [ Ｐｉｍｐｉｎｅｌｌａ Ｓｅｃｔ. Ｔｒａｇｉｕｍ
(Ｓｐｒｅｎｇ.) ＤＣ.](包含的类群果实表面被毛或者粗

糙ꎬ无萼齿)ꎻ光果组[Ｐｉｍｐｉｎｅｌｌａ Ｓｅｃｔ. Ｔｒａｇｏｓｅｌｉｎｕｍ
(Ｍｉｌｌｅｒ) ＤＣ.](包含的类群果实表面光滑ꎬ萼齿明

显或无)(单人骅和佘孟兰ꎬ１９８５)ꎮ 最新的分子系

统 学 研 究 (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ꎻ 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ꎬ
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ｄａｔａ)结果表明:毛果组的类群分别位

于亮蛇床族(Ｓｅｌｉｎｅａｅ)和茴芹族(Ｐｉｍｐｉｎｅｌｌｅａｅ)ꎻ光
果组 的 尖 叶 茴 芹 [ Ｐ.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 ( Ｅｄｇｅｗ.) Ｃ. Ｂ.
Ｃｌａｒｋｅ]、川 鄂 茴 芹 ( Ｐ. ｈｅｎｒｙｉ Ｄｉｅｌｓ)、紫 瓣 茴 芹

[Ｐ. ｐｕｒｐｕｒｅａ ( Ｆｒａｎｃｈ.) Ｈ. Ｂｏｉｓｓｉｅｕ] 和尾尖茴芹

[Ｐ. ｃａｕｄａｔａ (Ｆｒａｎｃｈ.) Ｈ. Ｗｏｌｆｆ]在东亚分支中聚

成一个支持率很高的次级分支ꎬ该分支与细叶东

俄芹(Ｔｏｎｇｏｌｏａ ｔｅｎｕｉｆｏｌｉａ Ｈ. Ｗｏｌｆｆ)形成姐妹群ꎮ 光

果组的另外两 个 种 － 短 果 茴 芹 [ Ｐ. ｂｒａｃｈｙｃａｒｐａ
(Ｋｏｍａｒｏｖ) Ｎａｋａｉ] ( ＝ Ｓｐｕｒｉｏｐｉｍｐｉｎｅｌｌａ ｂｒａｃｈｙｃａｒｐａ
(Ｋｏｍａｒｏｖ) Ｋｉｔａｇａｗａ) 和菱叶茴芹 ( Ｐ. ｒｈｏｍｂｏｉｄ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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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ｅｌｓ)虽然同样落入东亚分支ꎬ但是未与上述四个

种聚 在 一 起ꎮ 茴 芹 属 的 模 式 种 － 虎 耳 草 茴 芹

(Ｐ.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 Ｌ.)位于茴芹族( Ｐｉｍｐｉｎｅｌｌｅａｅ)ꎬ远离

位于东亚分支的同属类群ꎬ这同样存在命名学问

题需要处理ꎮ
小芹属约 ２０ 种ꎬ主要分布于从尼泊尔到中国

西南的高海拔地区( Ｐｕ ＆ Ｗａｔｓｏｎꎬ２００５ｃ)ꎮ 东俄

芹属约 １５ 种ꎬ同样分布在高海拔的中国喜马拉雅

地区ꎬ该属与滇芹属 ( Ｓｉｎｏｄｉｅｌｓｉａ)、藏香叶芹属

(Ｍｅｅｂｏｌｄｉａ)以及凹乳芹属的关系还存在较大争议

(Ｐａｎ ＆ Ｗａｔｓｏｎꎬ２００５ｃ)ꎮ 实际上ꎬ小芹属和东俄芹

属具有很多相似的形态特征ꎬ如花瓣基部狭窄或

呈爪状、顶端钝或有内折的小舌片、花柱基短圆锥

形或平压状ꎮ ( 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０) 的研究结果表

明ꎬ两属所含物种分散于东亚分支中而没有各自

构成单系ꎮ
凹乳芹属包括 ５ 个种ꎬ分布于阿富汗到中国西

南部的喜马拉雅地区ꎬ因胚乳腹面呈深槽状或马蹄

形而得名ꎮ Ｐｉｍｅｎｏｖ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１) 将西藏凹乳芹

(Ｖ. ｔｈｉｂｅｔｉｃａ Ｈ. Ｂｏｉｓｓｉｅｕ)和少裂凹乳芹转移到滇芹

属中ꎬ将暗红葛缕子(Ｃａｒｕｍ ａｔｒｏｓａｎｇｕｉｎｅａ Ｋａｒｅｌｉｎ ＆
Ｋｉｒｉｌｏｖ)转移到凹乳芹属[Ｖ. ａｔｒｏｓａｎｇｕｉｎｅａ (Ｋａｒｅｌｉｎ
＆ Ｋｉｒｉｌｏｖ) Ｍｕｋｈｅｒｊｅｅ ＆ Ｐｉｍｅｎｏｖ]ꎬ这一处理因两个

属之间存在形态和花粉的差异而没有被接受(舒璞

和佘孟兰ꎬ２００１)ꎮ 分子系统学的研究表明ꎬ少裂凹

乳芹位于东亚分支ꎬ暗红葛缕子与模式种凹乳芹

(Ｖ. ｃｏｎｉｉｆｏｌｉａ Ｗａｌｌ. Ｅｘ ＤＣ.)属于亮蛇床族ꎬ西藏凹

乳芹与密瘤瘤果芹 ( Ｔ. ｓｕｂｎｕｄｕｍ Ｃ. Ｂ. Ｃｌａｒｋｅ ｅｘ
Ｈ. Ｗｏｌｆｆ)以及当归属一种[牡丹叶当归( Ａｎｇｅｌｉｃａ
ｐａｅｏｎｉｉｆｏｌｉａ Ｙｕａｎ ＆ Ｓｈａｎ]则聚在滇芹分支(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０ꎻ 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ꎬ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ｄａｔａ)ꎮ

基于目前分子系统学的研究结果ꎬ芹亚科有

４１ 个单系分支ꎬ其中 ２１ 个被确立为族或者亚族

(Ｄｏｗｎｉｅ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０)ꎮ 虽然一些族沿用了在芹亚

科中长期存在的名称 [如美味芹族 ( Ｓｍｙｒｎｉｅａｅ
Ｓｐｒｅｎｇ.)、水芹族(Ｏｅｎａｎｔｈｅａｅ Ｄｕｍｏｒｔ.)以及针果芹

族(Ｓｃａｎｄｉｃｅａｅ Ｓｐｒｅｎｇ.)等]ꎬ但是其组成类群却与

最初界定时有非常大的差别ꎮ 此外ꎬ除部分族外ꎬ
大多数基于分子系统学研究建立的族还很难找到

一些形态学特征来对其进行很好的界定和支持

(ａｓ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ｂｙ Ｄｏｗｎｉ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 ￣ Ｍａｎｙ ｔｒｉｂｅｓ
ａｎｄ ｃｌａｄｅｓ ｒｅｃｏｇｎｉｓｅｄ ｉｎ ｓｕｂｆａｍｉｌｙ Ａｐｉｏｉｄｅａｅ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ｄａｔａ ｃａｎ ｎｏｔ ｂｅ ｄｅｌｉｍｉｔｅｄ
ｕｎ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ｌｙ ｕｓｉｎｇ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ｒ ａｎａｔｏｍ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ꎮ 东亚分支目前也存在这样的情况ꎬ其组成

类群形态上差异很大ꎬ未来应深入挖掘更多的微

观形态解剖特征ꎬ找寻共有衍征对其进行界定ꎮ

３　 东亚分支研究存在的问题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ꎬ东亚分支的研究存在以

下两个方面的问题ꎮ (１)首先东亚分支内部样品

代表性不足ꎮ “东亚分支”主要集中分布在海拔

高ꎬ地形复杂的中国－喜马拉雅区域ꎬ这给第一手

实验材料的收集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ꎮ 其次就

是自 Ｄｏｗｎｉ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发表有关芹亚科大系统

方面的研究以后ꎬ伞形科的系统分类工作进入了

一个以具体族或属为研究对象的时期ꎬ而自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以 来ꎬ基 因 数 据 库 ＮＣＢＩ 网 站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ｃｂｉ.ｎｌｍ. ｎｉｈ. ｇｏｖ)上有关芹亚科基因片段增

加了约 １１ 万条(２０１９ 年 ８ 月访问)ꎮ 因此ꎬ有必要

适时地将有用的片段从这些海量数据中提取并整

合到东亚分支的分析中ꎬ但这部分工作目前来看

仍是空白ꎮ (２)东亚分支可能包括多个传统意义

上的远缘类群ꎬ而且部分类群的系统位置还发生

了变化ꎬ已留下诸多的命名学问题有待解决ꎮ 目

前组成东亚分支的各属ꎬ除 Ｈｅｐｔａｐｔｅｒａ、Ｋｅｒａｙｍｏｎｉａ
和膜苞芹属外ꎬ另外如滇芎属、茴芹属、藁本属和

瘤果芹属等有部分物种落入分支内部ꎬ而它们各

自的模式种则位于芹亚科其他分支ꎮ 在东亚分支

内部ꎬ同属物种也没有聚在一起形成单系ꎬ如东俄

芹属、小芹属以及羌活属( 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８ꎬ２００９ꎬ
２０２０)ꎮ 此外ꎬ东亚分支的外延没有确定ꎬ近年来

不断有新的分类群落入其中 (表 １)ꎮ Ｄｏｗｎｉ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在讨论用核基因片段 ＩＴＳ 构建芹亚科大

系统 时ꎬ东 亚 分 支 在 原 来 的 基 础 上 又 包 括 了

Ｈｅｐｔａｐｔｅｒａ、 Ｋｅｒａｙｍｏｎｉａ、 膜 苞 芹 属 和 假 茴 芹 属

(Ｓｐｒｕｉｏｐｉｍｐｉｎｅｌｌａ)ꎻ茴芹属系统分类的相关文章显

示ꎬ菱叶茴芹(Ｐｉｍｐｉｎｅｌｌａ ｒｈｏｍｂｏｉｄｅａ Ｄｉｅｌｓ)、尾尖茴

芹[Ｐ. ｃａｕｄａｔａ (Ｆｒａｎｃｈ.) Ｈ. Ｗｏｌｆｆ](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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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东亚分支所包括类群变化总结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ｔａｘａ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Ｅａｓｔ￣Ａｓｉａ Ｃｌａｄｅ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包含类群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ｔａｘａ

Ｃａｌｖｉñ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 北羌活属ꎬ 单球芹属ꎬ 羌活属ꎬ 滇芎属∗ꎬ 舟瓣芹属ꎬ 东俄芹属ꎬ 瘤果芹属∗
ＨａｎｓｅｎｉａꎬＨａｐｌｏｓｐｈａｅｒａꎬＮｏｔｏ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ꎬＰｈｙｓｏｓｐｅｒｍｏｐｓｉｓ∗ꎬＳｉｎｏｌｉｍｐｒｉｃｈｔｉａꎬＴｏｎｇｏｌｏａꎬＴｒａｃｈｙｄｉｕｍ∗

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 单球芹属ꎬ羌活属ꎬ滇芎属∗ꎬ茴芹属∗ꎬ小芹属ꎬ舟瓣芹属ꎬ东俄芹属ꎬ瘤果芹属∗ꎬ 凹乳芹属∗
Ｈａｐｌｏｓｐｈａｅｒａꎬ Ｎｏｔｏ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ꎬ Ｐｈｙｓｏｓｐｅｒｍｏｐｓｉｓ∗ꎬ Ｐｉｍｐｉｎｅｌｌａ∗ꎬ Ｓｉｎｏｃａｒｕｍꎬ Ｓｉｎｏｌｉｍｐｒｉｃｈｔｉａꎬ Ｔｏｎｇｏｌｏａꎬ
Ｔｒａｃｈｙｄｉｕｍ∗ꎬ Ｖｉｃａｔｉａ∗

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 北羌活属ꎬ 单球芹属ꎬ 羌活属ꎬ 滇芎属∗ꎬ 茴芹属∗ꎬ小芹属ꎬ 舟瓣芹属ꎬ 东俄芹属ꎬ 瘤果芹属∗ꎬ
凹乳芹属∗
Ｈａｎｓｅｎｉａꎬ Ｈａｐｌｏｓｐｈａｅｒａꎬ Ｎｏｔｏ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ꎬ Ｐｈｙｓｏｓｐｅｒｍｏｐｓｉｓ∗ꎬ Ｐｉｍｐｉｎｅｌｌａ∗ꎬ
Ｓｉｎｏｃａｒｕｍꎬ Ｓｉｎｏｌｉｍｐｒｉｃｈｔｉａꎬ Ｔｏｎｇｏｌｏａꎬ Ｔｒａｃｈｙｄｉｕｍ∗ꎬ Ｖｉｃａｔｉａ∗

Ｄｏｗｎｉ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 北羌活属ꎬ 单球芹属ꎬ 七翅芹属ꎬ 膜苞芹属ꎬ 齐肋芹属ꎬ 羌活属ꎬ 滇芎属∗ꎬ 茴芹属∗ꎬ 小芹属ꎬ
舟瓣芹属ꎬ 大叶芹属∗ꎬ 东俄芹属ꎬ 瘤果芹属∗ꎬ 凹乳芹属∗
Ｈａｎｓｅｎｉａꎬ Ｈａｐｌｏｓｐｈａｅｒａꎬ Ｈｅｐｔａｐｔｅｒａꎬ Ｈｙｍｅｎｏｌａｅｎａꎬ Ｋｅｒａｙｍｏｎｉａꎬ Ｎｏｔｏ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ꎬ Ｐｈｙｓｏｓｐｅｒｍｏｐｓｉｓ∗ꎬ
Ｐｉｍｐｉｎｅｌｌａ∗ꎬ Ｓｉｎｏｃａｒｕｍꎬ Ｓｉｎｏｌｉｍｐｒｉｃｈｔｉａꎬ Ｓｐｕｒｉｏｐｉｍｐｉｎｅｌｌａ∗ꎬ Ｔｏｎｇｏｌｏａꎬ Ｔｒａｃｈｙｄｉｕｍ∗ꎬ Ｖｉｃａｔｉａ∗

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 北羌活属ꎬ 单球芹属ꎬ 七翅芹属ꎬ 滇藁本属∗ꎬ 膜苞芹属ꎬ 齐肋芹属ꎬ 藁本属∗ꎬ 羌活属ꎬ 滇芎属∗ꎬ
茴芹属∗ꎬ 小芹属ꎬ 舟瓣芹属ꎬ 大叶芹属∗ꎬ 东俄芹属ꎬ 瘤果芹属∗ꎬ 凹乳芹属∗
Ｈａｎｓｅｎｉａꎬ Ｈａｐｌｏｓｐｈａｅｒａꎬ Ｈｅｐｔａｐｔｅｒａꎬ Ｈｙｍｅｎｉｄｉｕｍ∗ꎬ Ｈｙｍｅｎｏｌａｅｎａꎬ Ｋｅｒａｙｍｏｎｉａꎬ Ｌｉｇｕｓｔｉｃｕｍ∗ꎬ
Ｎｏｔｏ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ꎬ Ｐｈｙｓｏｓｐｅｒｍｏｐｓｉｓ∗ꎬ Ｐｉｍｐｉｎｅｌｌａ∗ꎬ Ｓｉｎｏｃａｒｕｍꎬ Ｓｉｎｏｌｉｍｐｒｉｃｈｔｉａꎬ Ｓｐｕｒｉｏｐｉｍｐｉｎｅｌｌａ∗ꎬ
Ｔｏｎｇｏｌｏａꎬ Ｔｒａｃｈｙｄｉｕｍ∗ꎬ Ｖｉｃａｔｉａ∗

　 注: ∗表示该属有类群落入别的分支ꎮ
　 Ｎｏｔｅ:Ａｓｔｅｒｉｓｋ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ｇｅｎｕｓ ｗｉｔｈ ｔａｘａ ｆａｌｌ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ｃｌａｄｅｓ.

２０１４) 以 及 Ｐｉｍｐｉｎｅｌｌａ ｓｐ. ( Ｆｅｒｅｉｄｏｕｎｆａ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三个种也落入 “东亚分支”ꎻ最近ꎬ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在讨论藁本属及其相关类群演化关系

时ꎬ首次发现有藁本属 ２ 种ꎬ即理塘藁本和尖瓣藁

本ꎻ滇藁本属 ４ 种ꎬ即美丽棱子芹 [ Ｈｙｍｅｎｉｄｉｕｍ
ａｍａｂｉｌｅ (Ｃｒａｉｂ ＆ Ｓｍｉｔｈ) Ｐｉｍｅｎｏｖ ＆ Ｋｌｊｕｙｋｏｖ]、天
山 棱 子 芹 [ Ｈ. ｎａｎｕｍ ( Ｒｕｐｒ.) Ｐｉｍｅｎｏｖ ＆
Ｋｌｊｕｙｋｏｖ]、 Ｈ. ｌｈａｓａｎｕｍ Ｐｉｍｅｎｏｖ ＆ Ｋｌｊｕｙｋｏｖ、 Ｈ.
ｖｉｒｇａｔｕｍ Ｐｉｍｅｎｏｖ ＆ Ｋｌｊｕｙｋｏｖ 落入该分支ꎮ 随着相

关研究的不断深入ꎬ东亚分支所含类群还会发生

变化ꎮ

４　 东亚分支研究的意义

对东亚分支这样一个在地理空间上特殊ꎬ且
处于芹亚科演化关键节点的分支开展全面而深入

的工作将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ꎮ 首先ꎬ
东亚植物区作为一个自然的植物区系ꎬ不仅保存

有众多古老残遗的类群ꎬ同时又有大量快速辐射

演化的新种系ꎬ拥有全球最古老和最完整的植物

多样性演化系列 ( Ｗｕ ＆ Ｗｕꎬ １９９８ꎻ吴征镒等ꎬ
２０１０ꎻＷｅ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ꎮ 芹亚科植物作为典型代

表类群之一ꎬ在该区域也保留了完整的演化系列ꎬ
自然就成为探讨物种形成机制、扩散机制的理想

对象(Ｂａｎａｓｉａｋ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ꎻＧａｍｌａｔｈꎬ２０１３)ꎮ 其次ꎬ
芹亚科中包括了众多的经济植物ꎬ就目前的研究

来看东亚分支也不乏羌活、少裂凹乳芹、菱叶茴

芹、单球芹、东俄芹属部分种类ꎬ如宜昌东俄芹

(Ｔｏｎｇｏｌｏａ ｄｕｎｎｉｉ Ｈ. Ｗｏｌｆｆ ) 和 城 口 东 俄 芹 [ Ｔ.
ｓｉｌａｉｆｏｌｉａ (Ｈ. ｄｅ Ｂｏｉｓｓｉｅｕ) Ｈ. Ｗｏｌｆｆ]等重要民间药

材ꎮ 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因缺乏统一的鉴定标

准ꎬ常存在替代品混用ꎬ甚至错用伪品的情况ꎮ 如

羌 活 在 云 南、 四 川 等 地 易 和 心 叶 棱 子 芹

[Ｐｌｅｕｒ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ｒｉｖｕｌｏｒｕｍ (Ｄｉｅｌｓ) Ｈｉｒｏｅ]以及灰叶

当归(Ａｎｇｅｌｉｃａ ｇｌａｕｃａ Ｅｄｇｅｗ.)混用ꎬ少裂凹乳芹在

云南文山地区常作为当归收购ꎬ销往广西等地ꎮ
利用日趋成熟的 ＤＮＡ ｂａｒｃｏｄｉｎｇ 技术开展物种鉴

定工作ꎬ建立一套适合于东亚分支相关药材的标

准鉴定体系ꎮ 这将极大促进伞形科传统中药产业

的健康发展ꎬ同时在民间安全用药方面提供指导ꎮ

５　 东亚分支未来的研究方向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ꎬ分子生物学证据在构

７２１ 期 周静等: 伞形科“东亚分支”系统学研究进展



建伞形科系统框架方面作用突出ꎬ相关研究结果

已被业内所接受ꎬ但分子系统学的研究结果也打

破了许多传统意义上对类群归属的认识ꎮ 东亚分

支就是最好的例证ꎬ目前该分支包括芹亚科内约

１６ 个属的“远缘”种类(表 １)ꎮ 为了能更好地界定

东亚分支ꎬ应该在整个芹亚科的范围内来讨论物

种的归属问题ꎮ 同时ꎬ为了使研究结果更具说服

力ꎬ除 ＩＴＳ 外ꎬ还应将叶绿体的结果整合进来ꎬ界定

东亚分支的范围ꎬ并结合基因组数据来构建一个

更为合理的分支内部物种演化关系ꎻ基于目前对

东亚分支的认识ꎬ随着系统学研究工作的不断深

入ꎬ东亚分支的确立将使得一系列传统意义上的

分类群发生位置的改变ꎬ自然就需要对新的分类

学等级进行名称上的处理ꎬ这将是一项繁杂的工

作ꎮ 因此ꎬ查阅相关文献ꎬ梳理各大标本馆的馆藏

标本ꎬ同时针对特定类群开展野外专项调查ꎬ对关

键形态特征如花和果实特征ꎬ叶片及小苞片结构

等进行观察记录ꎬ为各分类等级的确定提供较为

详实的证据ꎮ 最后按照分类学处理的基本原则ꎬ
对东亚分支内部各类群进行分类学处理ꎬ包括新

分类单元名称的赋予以及分类学范畴的规范

描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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