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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木犀属花粉形态研究及其系统学意义 

许炳强，郝 刚 ，胡晓颖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广东广州510650) 

摘要：观察了中国木犀属4组21种植物的花粉形态。花粉为圆球形或近长球形，外壁表面均具网状纹饰。大多数种类 

都具有三孔沟的萌发孔，极少四孔沟，或六萌发孔。内孔明显或不明显，有9种植物同时存在具三孔沟和具三沟二种类 

型的花粉及中间过渡类型(显脉木犀同时存在具三拟孔沟和具四拟孔沟)。很多特点表明，木犀属花粉的萌发孔在木 

犀科中处于由简单萌发孔向复合萌发孔过渡的阶段。根据网眼从沟间区中央到沟边是否变细，可将本属花粉分为两大 

类型，与分组有一定的对应关系。综合一些花粉特征，可发现本属花粉形态差异较明显，与一般形态差异有一定的相关 

性。花粉形态在木犀属具有一定的系统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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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len Morphology of Osmanthus(Oleaceae)in China 

and Its Systematic Significance 

XU Bing-qiang， HA0 Gang ， HU Xiao-Ying 

(South China Botanical Garden,the Chinese Academy ofSciences，Guangzhou 510650，China) 

Abstract： Morphological studies ofthe pollens of2 1 species in four sections ofgenus Osmanthus from China are 

reported in this paper． The pollen grains are spheroidal or subprolate in shape．Th e sculptures of the pollen exine 

are unexceptionally reticulate．Most species are 3一colporate．and few are 4一colporate or with 6 apertures．The ora 

are obvious or not obvious．Especially，pollens of each of the nine species are 3一colpate and 3-colporate；O
． 

ha／tureens／s is 3 and 4-colporoidate．Transitional types ofthe apertures also exist in these species．Some characters 
J 

indicate that the pollen aperture of genus Osrnarahus is on the transitional stage from simple to compound 

apertures in Oleaceae．Two types ofpollens can be divided based on whether or not the lumen become small from 

the center of the mesocolpium toward the colpi．Th e sculpture characters show correspondence to the sectional 

division of Osmanthus， and to some extents the comprehensive characters of pollen morphology have correlation 

with that of the structural morphology ． In general， pollen morphology presents a systematic significance in the 

genus Osmanthus． 

Key words：Osmanthus；Pollen morphology；China 

木犀属(Osmanthus)植物为一类常绿灌木或小 

乔木，隶属于木犀科(Oleaceae)。本属约30种，分布 

于亚洲东南部和美洲，我国产23种2变种02]。模式 

种是木犀 (0．
． 珊)，最早由瑞典植物学家C．P． 

Thunberg在 l784年提出并置于木犀榄属 (Ole。)。 

葡萄牙植物学家J．Loureiro于 l 790年建立木犀属 

并将木犀移至该属。1958年P．S．Greenp]对该属进 

行了系统整理，并在属下分成4个组。 

关于木犀属花粉形态的研究，国内外曾有些零 

星的报道[4-9]，但主要集中在 l一2个种上，尚未有人 

对该属花粉进行系统研究。为探讨花粉形态在木犀 

属系统学研究中的应用和意义，我们根据Flora of 

China(Vo1．15) 中所描述的种，收集了该属21种 

22个分类群的花粉，利用光学显微镜和扫描电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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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进行了观察研究，并比较分析了其形态特征，以 

期能为该属植物系统分类和演化研究提供依据。 

1材料和方法 

依照 Green的分类系统【 ，代表种的花粉研究 

材料见表 1。除香花木犀 (D．suav／s)花粉取自中国科 

学院 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馆(KUN)，格树 (D． 

heterophyllus)(浙江)花粉取自中国科学院植物研 

究所标本馆 (PE)外，其余都取 自中国科学院华南 

植物园标本馆(IBSC)的腊叶标本。 

花粉用额尔特曼醋酸酐分解法【·明处理后，在光 

学显微镜下观察，测量。花粉大小以测量 20粒为 

准，取其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 

花粉经醋酸酐分解后用水清洗，酒精逐级脱 

水，最后置于铜台上，自然干燥后，离子溅射镀金膜 

10 nln，用JSM．T300扫描电镜观察，照相。花粉形态 

描述术语参考Erdtmant6,埘。 

2观察结果 

2．1花粉形态 

中国木犀属包括4组23种2变种。圆锥花序组 

(Sect．Leiolea)有3种 1变种；管花木犀~ft(Sect．Siphos- 

manthus)有2种；离瓣木犀组(Sect．Linocieroides)只 

有 1种；大多数种集中在木犀组(Sect．Osmanthus)， 

有 17种 1变种。本文共观察了本属 21种22个分 

类群，每个组都有代表种类。花粉形态比较见表2。 

圆锥花序组花粉三孔沟，内孔明显或不明显； 

沟较宽或窄，几达两极，两端尖细，沟膜具不均匀分 

布的颗粒状或疣状纹饰。表面纹饰基本一致：沟间 

区和极区都为网状纹饰，网眼大小均匀，网眼多为 

圆形，网眼到沟边变细为小穿孔。如厚边木犀 (D． 

margi,~ )(图版I：1—3)、牛矢果(D．matsumuran~) 

(图版1：4—6)、小叶月桂f D．minor)(图版I：8—10)。 

离瓣木犀组与圆锥花序组相似，但网眼多为方 

形。网眼到沟边变细为小穿孔；三孔沟，内孔小，圆 

形，边缘不整齐。如双瓣木犀 (0．didymopetalus) 

(图版Ⅲ：19，20；图版Ⅳ：15)。 

管花木犀组的香花木犀 (图版 Ⅲ：13—15)、山 

桂花(D．del~ayi)(图版Ⅲ：16—18；图版IV：14)的表 

面网状纹饰很相似，网眼大小均匀，形状为多角形， 

网眼到沟边不变细；沟较宽而长，内孔明显者为纵 

长，或不明显。 

木犀组种类较多，本文观察了15种 16个分类 

群。花粉表面纹饰多样化，大体可以分为3大类型： 

裹 1材料来源 

Table 1 Origin ofmaterials 

厚边木犀0．marginatus(Champ．ex Benth．)Hems1． 

牛矢果D matsumuranus Hayata 

小叶月桂D minor P．S．Green 

毛柄木犀D pubipedicellatus Chia ex H．T．Chang 

红柄木犀D armatu$Diels 

毛木犀D_PeBOSMS Pampan． 

宁波木犀D cooperi Hems1． 

狭叶木犀D attenuatus P．S．Green 

格树0．heterophyllus(G．Don)P．S．Green 

格树O．heterophyllus(G．Don)P．S．Green 

蒙自桂花D henryi P．S．Green 

野桂花D yunnanensis(Franch．)P．S．Green 

短丝木犀D serrulatus Rehd． 

细脉木犀D zracilinervis Chia ex R．L．Lu 

锐叶木犀D lanceolatus Hayata 

网脉木犀D reticulates P．S．Green 

显脉木犀D hainanensis P．S．Green 

木犀0．fragrans(Thunb．1 Lour． 

石山桂花Dforflii Hems1． 

香花木犀D suavis King CX C．B．Clarke 

山桂花O．delavayi Franch． 

双瓣木犀D didymopetalus P．S．Green 

海南Hainan 

广东鼎湖Dingnu，Guangdong 

浙江昌化Changhua．Zhejiang 

广东大埔Dapu．Guangdong 

四川奉节Fen~ie，Sichuan 

湖~Hubei 

浙江昌化Changhua．Zh~iang 

广东乳源RuyIlaI1，Guangdong 

台湾Taiwan 

浙江杭州Hangzhou．Zhejiang 

湖南武~Wugang，Hunan 

云南楚雄Chuxiong，Yunnari 

四川天全Tianquan．Sichuan 

广西龙胜Longsheng，Guangxi 

台湾Taiwan 

i~Guangxi 

广西平南Pingnan．Guangxi 

i~Guangxi 

浙江杭州Hangzhou．Zhejiang 

云南景东n“gdong．Yunnan 

云南Yunnan 

广东阳春Yangchun．Guangdong 

陈泽廉ChenZ．U 

石国良ShiG．L． 

贺贤育HeX．Y． 

W ．T．Tsan g 

四川大学川东植物调查队E．Sichuan 
Exp．of Sichuan University 

李洪钧 H．J． 

贺贤育HeX．Y． 

高锡朋GaoX．P． 

S．n． 

章绍尧ZhangS．Y． 

刘林翰LiouLH． 

Wan gH．C． 

蒋兴麟JiangX．L． 

覃灏富QinH．F． 

Yan gS．Z． 

陈照宇Chen Z．Y． 

黄志HuangZ． 

谭秋贞Tan Q．Z． 

贺贤育HeX．Y． 

许朔贵XuS．G． 

刘慎谔LiouS．E． 

黄志HuangZ． 

30198 

14724 

23482 

21629 

ll1420 

6386 

30582 

54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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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矢果0 

小叶月桂D 

近长球形 (20—27．5)24x 1．22三裂圆形 
Sub—prolate Trilobate一 

一  

19．7(14—22．5) circu1ar 

圆球形 (20—24．5)22x 1．08三裂圆形 
Spheroida1 Trilobate一 
‘ 20·4(1 8—23) circular 

毛柄木犀 0． 圆球形 
pubipedicellatus Spheroidal 

红柄木犀D 

armatus 

毛木犀 0 

宁波木犀 D 

coopert 

狭叶木犀 D 

ⅡffPnuatus 

格树(台湾)0 

heterophyllus 

格树(浙江)0 

heterophyllus 

蒙自桂花 D 

henryf 

野桂花 n 

VHnnanensis 

短丝木犀 D 

serrulatus 

细脉木犀 0． 

gracilinervis 

锐叶木犀 D 

lanceolatus 

网脉木犀 O 

reticulatus 

近长球形 
Sub—prolate 

圆球形 
Spheroidal 

圆球形 
Spheroidal 

圆球形 
Spheroidal 

近长球形 
Sub—prolate 

近长球形 
Sub—prolate 

圆球形 
Spheroidal 

近长球形 
Sub—prolate 

圆球形 
Spheroidal 

圆球形 
Spheroidal 

圆球形 
Spheroidal 

圆球形 
Spheroidal 

(17—20)18．3x 

18．7(16—201 

(17—20)19x 

16(14．5—19) 

f21—25)23．5x 

23．4(20．5—25) 

(16．5—22．5)19．1x 

17．1(15．0-19 0) 

(16．5-21)19．1x 

1 8．7(14．5-20) 

(20-25)22．4x 

19 4(17．5-21) 

(20—26)23．7x 

20(1 8．5-24) 

(16—20)18．7x 

19．5(17-21) 

(25—30)27．3x 

22．1(20—24) 

(19—20)20x 

21(19-22) 

(16．5—22．5118．7x 

17．7(15—19．5) 

(17．5—26)22．3x 

(15-25)21 

f19．5—22．5)21× 

19．7(16—21) 

o．98三裂圆形 
Trilobate— 

circular 

1．19三裂圆形 
Trilobate— 

circular 

1．00三裂圆形 
Trilobate— 

circular 

1．12三裂圆形 
Trilobate— 

circular 

1．02三裂圆形 
Trilobate— 

circular 

1．16三裂圆形 
Tril0bate— 

circular 

1．18三裂圆形 

1’rilobate— 

circular 

0．96三裂圆形 
Tril0bate． 

circular 

1．24三裂圆形 

Trilobate— 

circular 

0．95三裂圆形 

Trilobate． 

circular 

1．06三裂圆形 
1’rilobate— 

circular 

1．07三裂圆形 
Trilobate— 

circular 

1．O7三裂圆形 

Trilobate— 

circular 

3-colporate， 

ora lalongate 

三沟：三孔沟， 

内孔纵长 

3-colpate； 

3-colporate， 

oralolongate 

三孔沟．内 

孔纵长 
3-colporate， 

ora lolongate 

三拟孔沟 

3-colporoidate 

三孔沟．内 

孔纵长 

3-colporate， 

ora lolongate 

三拟孔沟 
3-colporoidate 

三孔沟．内 

孔纵长 

3-colporate， 

ora lolongate 

三沟；三孔沟 

3-colpate； 

3-colporate 

三孔沟 

3-colporate 

颗粒状或疣 网状 (O
．2—1．5)0．75 (O．2—0．6)0．4 1：4—6 

状Granulate Reticulate 

or verrucate 

颗粒状或疣 网状 (O
．2—1．5)1．0 (O．2—0．7)0．4 1：8—10 

状Granulate Reticulate 

or vernJcate 

颗粒状或疣 网状 (O 2—2．5)1．3 (O．2—0．5)0．4 1：12，13，17 

状Granulate Reticulate IV：1 

or verrUCate 

颗粒状或疣 网状 (0．2—1 9)1．3 (0．3_0．5)0．4 
状Granulate Reticulate 

or vernJcare 

I-l1．16 

Ⅳ ：2 

颗粒状或疣 网状 (O．6—2．8)1．5 (O．3_0．5)0．4 I：7，14，15 
状Granulate Reticulate IV：3 

or veHUCate 

颗粒状或疣 网状 (O．2—2 3)1 2 (O．3—0
．5)0．4 I：18—20 

状Granulate Reticulate 

orveUCLlCate 

颗粒状或疣 网状 (O．5—2．2)1 3 (O．3—0．5)0．4 1／：1—3 

状Granulate Reticulate 

or vernJcate 

颗粒状或疣 网状 (O．2—2．O)1．3 (O．3_0．5)0 4 1／：5，9，10 

状Granulate Reticulate IV：4，5 

or verrUcate 

-- -E沟 颗粒状或疣 网状 (O．2—2．O)1
．
2 (O．15_0．3)0．2 I1：4，6，7 

3-colporate 状Granulate Reticulate 

or verrucate 

三拟孔沟 颗粒状或疣 网状 (O．3—2．5)1
．
8 (O．3_0．5)0．4 1／：8，1 1，12 

3-colporoidate状Granulate Reticulate 

orvevl'UCate 

三沟；三孔沟， 

内孔纵长 

3-col[)ate； 

3-colporate， 

ora lolongate 

三拟孔沟 
3-colporoidate 

三沟；三孔沟， 

内孔纵长 

3-colpate； 

3-colporate， 

ora lolongate 

三拟孔沟 

3-colporoidate 

颗粒状或疣 网状 (O．2—2
．
4)1．3 (O．3_0．5)O．4 1／：13，14 

~：Granulate Reticulate IV：6 

or vernJcate 

颗粒状或疣 网状 (O
．
2—1．0)0．5 (O．3—0．5)0．4 1／：15，16，20 

状Granulate Reticulate 

or verm cate 

颗粒状或疣 网状 (O．2—1．7)0
．7 (O．2_0．4)0．3 1／：17—19 

~Granulate Reticulate Ⅳ：7 

or vernJcate 

颗粒状或疣 网状 (O．3—2．3)1
．4 (O．3_0．5)04 

状Granulate Reticulate 

or vernJcate 

三拟孔沟 颗粒状或疣 网状 (O
．5—3．3)2．2 (0．2_0．5)O．4 

3-colporoidate~Granulate Reticulate 

or vernJcate 

m ：1．2 

Ⅳ ：8 

m ：3．4 

Ⅳ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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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粗网状纹饰：网眼大而形状多变，三拟孔沟，沟细 

长，稍内卷，内孔不明显，如网脉木犀(0．reticulates) 

(图版 m：3，4；图版IV：9)、毛木犀(D． e聊s )(图版 

I：7，14，15；图版 IV：3)、蒙自桂花(D．henryi)(图版Ⅱ： 

8，1 1，12)、棒树(浙江杭州)(图版 Ⅱ：4，6，7)；(2)细网 

状纹饰：网眼大小基本一致，排列整齐，花粉三孔 

沟，沟细长，较宽或窄，窄时内卷。内孔明显或不明 

显，如格树(台湾)(图版 11：5，9，10；图版 Ⅳ：4，5)、短 

丝木犀(D．serrulatus)(图版 Ⅱ：15，16，20)、细脉木犀 

(D．gracilinervis)(图版II：17—19；图版Ⅳ： 、木犀(图版 

m：l1，12；图版Ⅳ：11，12)；(3)中等网状纹饰：网眼大 

小介于以上两者之间，网眼形状和网眼大小多变，内 

孔明显或不明显。如毛柄木犀(D．pubipedicellatus) 

(图版I：12，13，17；图版Ⅳ：1)、红柄木犀(D． ) 

(图版 I：11，16；图版Iv：2)、宁波木犀(0．cooped)(图 

版 I：18—20)、狭叶木犀(D．~tenuatus)(图版 II：1—3)、 

野桂花(D．yunnanensis)(图版 Ⅱ：13，14：图版 IV：6)、 

锐叶木犀(D．1anceolatus)(图版Ⅲ：1，2；图版 Iv：8)、 

显脉木犀(D．hain~ensis)(图版 m：5—7：图版Ⅳ：lO)、 

石山桂花(D．fordii)(图版III：8—10；图版Ⅳ：13)。 

木犀 (桂花)花粉大小约为 (15-24)17．7 m× 

15．63(12—17．5) m，P／E(极轴 ／赤道轴)约为 1．13，呈 

圆球形。外壁表面为网状纹饰，纹饰细腻，网眼多角 

形，网眼长径约为0．2—1．2 m，大多数约为0．65 Ixm， 

网眼大小基本一致，排列较整齐。韦仲新[9】在《种子 

植物电镜图志》中描述木犀花粉外壁纹饰为皱网状 

纹饰，与本文的结果不尽一致，但其观察的花粉皱 

缩，略瘪，而成熟的花粉大都饱满。 

2．2属的花粉特征 

花粉为单粒，等极，辐射对称。圆球形至近长球 

形，赤道面观为圆形，椭圆形或长圆形。极面观为三裂 

圆形(四沟花粉为四裂圆形)。极轴长 17．7—28．6 m，平 

均为 21．65 m；赤道轴长 16—23．42 Ixm，平均为 

19．62 m。P／E(极轴／赤道轴)值为0．95—1．27。具三 

(拟)孔沟，极少四(拟)TL沟。外壁纹饰在光学显微镜 

下光滑，在扫描电镜下为网状纹饰。网眼大小不一， 

形状为多角形，圆形，或不规则。 

花粉外壁表面纹饰可以分为两类： 

(1)花粉表面各部分纹饰不一致，沟间区和极区 

为网状纹饰，网眼较小，网状纹饰到沟边变细为小 

穿孔。这一类型又可分为2个亚型： 

I：网眼整齐，多为圆形。如厚边木犀、牛矢果、小 

叶月桂。 

Ⅱ：网眼整齐，多为方形，只有双瓣木犀一种。 

(2)花粉表面纹饰基本一致，都为网状，网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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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不太一致，网状纹饰到沟边不变细。根据网眼大 

小和形状可分为3个亚型： 

I：粗网状纹饰，网眼大而形状多变或为多角形， 

大多数长径约 1．8 p,m。如香花木犀、山桂花、网脉木 

犀、毛木犀、蒙自桂花、格树(浙江)。 

Ⅱ：细网状纹饰，网眼大小基本一致，排列较整 

齐，大多数长径约0．6 p,m。如格树(台湾)、短丝木犀、 

细脉木犀、木犀。 

Ⅲ：中等网状纹饰，网眼大小介于以上两者之 

间，形状和大小多变，大多数长径约1．2 p,m。如厚边 

木犀、牛矢果、小叶月桂、毛柄木犀、红柄木犀、宁波 

木犀、狭叶木犀、野桂花、锐叶木犀、显脉木犀、石山 

桂花、双瓣木犀。 

花粉萌发孔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1)：一型花粉萌发孔只有一种类型，又可分为 

2个亚型： 

I：三(拟)孔沟类。沟较长，较宽或窄，两端尖细， 

几达两极。沟膜表面具不均匀分布的颗粒状或疣状 

纹饰。内孔较大，边缘较不整齐，有横长、纵长、不规 

则、近圆形等形状。如小叶月桂、毛柄木犀、红柄木 

犀、毛木犀、宁波木犀、格树(浙江)、蒙自桂花、短丝 

木犀、锐叶木犀、网脉木犀、石山桂花、山桂花。 

Ⅱ：六萌发孔类。在三孔沟的沟间区中央的赤道 

面上相间排列着 3个内陷、边缘整齐的圆孔。具孔 

膜者，其孔膜具颗粒状或疣状纹饰或光滑。只在产 

于台湾的格树中见到。 

(2)二型花粉萌发孔有2种类型。在同一种植 

物中，2种类型萌发孔的花粉同时存在。这一类型又 

可分为2个亚型： 

I：具三孔沟花粉和具三沟花粉同时存在。如细 

脉木犀、木犀、香花木犀、野桂花、狭叶木犀、双瓣木 

犀、厚边木犀、牛矢果，且具三孔沟花粉的比例依次 

增大。 

Ⅱ：具三拟孔沟花粉和具四拟孔沟花粉同时存 

在，具四拟孔沟花粉LLOYd,于具三拟孔沟花粉。如 

显脉木犀。 

3结论和讨论 

木犀属植物花粉为圆球形或近长球形。极面观 

为三裂圆形，三(拟)孔沟，极少四(拟)孔沟。内孔横 

长，纵长或圆形。沟膜具不均匀分布的颗粒状或疣 

状纹饰。外壁纹饰都为网状纹饰。因此，从花粉大 

小，形状，萌发孔，沟膜和外壁纹饰看，都比较一致， 

反映了木犀属为一个比较自然的类群。 

萌发孔是花粉形态最本质的特征之一，萌发孔 

类型的变异是系统发育的重要体现【”】。萌发孔可分 

为简单萌发孔和复合萌发孔两种类型。前者是指单 
一 结构的沟或孔，后者是由外面的沟和沟中央的内 

孔或者孔内面具有的内孔两部分组成。从演化水平 

看，简单萌发孔是原始的，复合萌发孔是进化的【埘。 

木犀属花粉萌发孔的变异类型多样，有三沟，三拟 

孔沟，三孔沟，四(拟)孔沟，六萌发孔。并且有部分 

植物 (9种)同时存在具三孔沟和具三沟 (或具三 

拟孔沟和具四拟孔沟)二种类型的花粉及中间过渡 

类型。内孔发育不很完全，形状有横长、纵长、近圆 

形、不规则等。并且在具横长或纵长内孔的类型中， 

有的内孔发育不完全，形状不规则，有向具横长或 

纵长内孔过渡的趋势。这些内孔边缘不整齐，不加 

厚。在具六萌发孔的类型中，有些相间排列的三孔 

具有孔膜，其孔膜或光滑，或表面具不均匀分布的 

颗粒状或疣状纹饰。这些特点表明，木犀属花粉的 

萌发孔在木犀科中处于由简单萌发孔向复合萌发 

孔过渡的阶段。 

Wodehouse[131在讨论花粉功能与进化的关系时 

指出，越进化的花粉，其调节功能越强。而调节功能 

随着花粉体积与表面积之比的减少而增强，体积与 

表面积之比与花粉的长度成反比，即花粉越长，其 

体积与表面积之比就越小，调节功能就越强，也就 

越进化。而球形花粉的体积与其表面积之比最大， 

其调节功能最小，因而球形花粉较原始，长球形花 

粉较进化。在花粉大小相近的情况下，P／E值越大， 

其表面积与体积之比就越大，也就越进化。木犀组、 

管花木犀组、圆锥花序组、离瓣木犀组的平均 P／E 

值依次增大，其花粉调节功能依次增强。 

木犀属花粉外壁纹饰比较一致，都为网状纹饰。 

因此网眼大小和形状也就成了主要差别。在宏观形 

态性状上，花冠的演化趋势之一为：花冠管较花冠裂 

片为长，呈圆柱形一花冠裂片在基部成对结合，不 

呈管状。后者的花被退化是一种次生的性状【堋。从形 

态学角度看，比较原始的、花具圆柱形花冠管的种 

类，如香花木犀、山桂花、网脉木犀等，其花粉的网 

状纹饰粗一网眼大，网脊较宽。而较进化的、具退化 

花被的种类，如离瓣木犀、短丝木犀、木犀等，其网 

状纹饰细一网眼小，网脊较窄。因此可以推测木犀 

属花的宏观形态结构演化水平与花粉外壁网眼形 

态特征有一定的相关性。木犀组花粉的网眼大小和 

形状变异包括了其它三个组的变异。在演化上，木 

犀组在木犀属中可能处于中心位置，由其衍生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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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几个组。 

归纳起来，中国木犀属4个组的花粉特征区别 

与属下组的划分_31有一定的对应性，特别是圆锥花 

序组，管花木犀组和离瓣木犀组。木犀组种类复杂， 

花粉形态与一般形态特征一样，都显示出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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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说明 

图版 I 

l一3．厚边木犀．1．极面观，2．极面网状纹饰，3．赤道面观： 

4-6．牛矢果．4．极面网状纹饰，5．极面观，6．赤道面观： 

8-10．小叶月桂．8．极面观，9．极面网状纹饰，l0．赤道面观： 

l2，l3，l7．毛柄木犀．12．极面观，l3．赤道面沟膜，l7．极面网状纹 

饰： 

1 1．16．红柄木犀．1 1．极面网状纹饰，l6．极面观； 

7，l4，l5．毛木犀．7．极面观，l4．极面网状纹饰，l5．赤道面沟膜； 

l8—20．宁波木犀．18．赤道面观，l9．极面网状纹饰，20．极面观； 

1，3，5—8，10，12，16，18，20．x2 500；2，4，9，11，13—15，l7，l9 

×5 000 

图版Ⅱ 

l一3．狭叶木犀．1．极面观，2．极面网状纹饰，3．赤道面观； 

5，9，10．格树(台湾)．5．极面观，9．赤道面观，l0．极面网状纹饰； 

4,6，7．格树(浙江)．4．极面观，6．赤道面观，7．极面网状纹饰； 

8，1l，12．蒙自桂花．8．赤道面观，11．极面观，l2．极面网状纹饰； 

l3，l4．野桂花．13．极面观，l4．赤道面孔沟； 

l5，l6，20．短丝木犀．15．极面观，l6．极面网状纹饰，20．赤道面 

观： 

17—19．细脉木犀．17．极面网状纹饰，18．极面观，l9．赤道面孔 

x2 500；2，7，10，12，14，16，17，19 

图版Ⅲ 

1，2．锐叶木犀．1．极面观，2．赤道面 

3,4．网脉木犀．3．极面网状纹饰，4．极面观： 

5—7．显脉木犀．5．极面观，6．极面网状纹饰，7．极面观： 

8一l0．石山桂花．8．极面观，9．赤道面沟膜，l0．极面网状纹饰； 

1 1，12．木犀．1 1．赤道面观，l2．赤道面观； 

13—15．香花木犀．13．赤道面观，l4．极面网状纹饰，l5．极面观； 

16—18．山桂花．16．赤道面孔沟，l7．极面观，l8．极面网状纹饰； 

l9，20．双瓣木犀．19．极面网状纹饰，20．赤道面观； 

7．xl 350；1，2，4，5，8，11—13，15，17，20．x2 500；3，6，9，10，14， 

l6，18，19．x5 000． 

图版 Iv 

1．毛柄木犀赤道面观： 

2．红柄木犀赤道面观： 

3．毛木犀赤道面观； 

4，5．格树(台湾)．4．赤道面观，5．极面观； 

6．野桂花赤道面孔沟： ‘ 

7．细脉木犀赤道面孔沟： 

8．锐叶木犀赤道面观： 

9．网脉木犀赤道面观： 

． 10．显脉木犀赤道面网状纹饰： 

11，12．木犀．11．极面观，l2．极面网状纹饰： 

l3．石山桂花赤道面观： 

l4．山桂花赤道面孔沟： 

l5．双瓣木犀极面观． 

6．×1 750；1-5，7-9，1 1，13—15．x2 500；10，12
． x5 000 

Explanation ofplates 

PlateI 

1—3．0．marg／natus．1．Polar view，2．Polar view，ornamentation 

reticulate，3．Equatorial view； 

4—6．o m棚 ，n扎r锄 ．4．Polar view，ornamen tation reticulate
．  

5．Polar view，6．Equatorial view； 

加 

8  

5  

3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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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minor．8．Polar view，9．Polar view，omamentaUon 

reticulate，10．Equatorial view； 

l2，l3，17．O．pubipedicellatus．12．Polar view，13．Equatorial view， 

colpus membrane sculpture，17．Polar view，ornamentation reticulate； 

1 1，16．O．anllat／／,s． 1 1．Polar view，ornamentation reticulate， 

l6．Polar view； 

7．14．15．0． en∞ ．7．Polarview，14、Polar view，ornamentation 

reticulate，15．Equatoria1．view，colpus membrane sculpture； 

l8—20．O．cooped．18．Equatorial view，19．PO view，ornamen— 

ration reticulate．20．Polar view； 

1，3，5-8，10，12，16，18，20．x2 500；2，4，9，11，13—15，17，19． 

×5()o0． 

Plate1I 

l一3．0．attenuatus．1．Polar view，2．Polar view，ornamentation 

reticulate，3．Equatorial view； 

5,9，10．o heterophyllus(Taiwan)．5．Polar view， 

view，10．Polar view，ornamentation reticulate； 

4,6，7．0．heterophyllus(Zhejiang)．4．Polar view， 

view，7．Polar view，ornamentation reticulate； 

9．Equatorial 

6．Equatorial 

8，11，12．O．henryi．8．Equatorial view，11．Polar view，12．Polar 

view，ornamentation reticulate； 

l3，14．O．，unrm m s．13．Polar view，14．Equatorial view， 

colporate； 

l5，l6，20． O． serrulatus． 15． Polar view， 16． Polar view， 

ornamentation reticulate．20．Equatorial view； 

l7—19．O．gracilinervis．17．Polar view．ornamentation reticulate， 

18．Polarview，19．Equatorialview，colporate； 

1，3-6，8，9，11，13，15，18，20．x2 500；2，7，10，12，14，16，17，19． 

×5 0oo 

PlateⅢ 

1,2．n lanoeolat~．1．Polarview，2．Equatorialview； 

3,4．O． t／cHlotus．3．Polar view，ornamentation reticulate，4．Polar 

view； 

5—7．O．  ̂ c ， 拈．5．Polar view，6．Polar view，ornamentation 

reticulate，7．Polar view； 

8—10．O．fordii．8．Polar view，9．Equatorial view，colpus membrane 

sculpture，1 0．Polar view，ornamentation reticulate； 

11．12．O．frogro,~．11．Equatorialview，12．Equatorialview； 

13—15．O．suav／s．13．Equatorial view，14．Polar view，ornamen— 

tation reticulate，1 5．Polar view； 

l6一l8． delay ．16．Equatorial view，colporate，17．Polar view， 

18．Polar view，ornamentation reticulate； 

l9．20．O．didymopetalus．19．Polar view，ornamentation reticulate， 

20．Equatorial view； 

7．×1 350；1，2，4，5，8，11—13，15，17，20．x2 500；3，6，9，10，14， 

l6．18．19．x5 000． 

PIateIV 

l 0．pubipedicellatus．Equatorialview； 

2．O．annat／／,s．Equatorial view； 

3．0．venosus．Equatorial view； 

4,5． heterophyllus fTaiwan)．4．Equatorial view，5．Polar view； 

6．0．yunnanensis．Equatorial view，colporate； 

7．o．gracilinervis．Equatorialview．colporate； 

8．0．1anceolatus．Equatorial view； 

9． reticulatus．Equatorial view； 

l0．n hainanensis．Equatorial view，ornamentation reticulate； 

11．12．O．frogro,~．11．Polarview，12．Polar view，ornamentation 

reticulate； 

l3．n fordii．Equatorial view； 

l4． delavay／．Equatorial view．colporate； 

l5． didymopetalus．Polarview． 

6．×1 750；1-5，7-9，1 1，13—15．x2 500；10，12．x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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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炳强等：图峨II XU Bing·qiang et al：Plate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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