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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苔藓植物



一、概论

苔藓植物：没有维管组织以及根茎叶分化的小型有
胚植物,其生殖器官为多细胞结构。生活史具有世代
交替,且配子体世代占优势,孢子体常寄生于配子体
上(少数种类的孢子体可以独立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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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配子体

苔藓植物配子体有两种基本形态:一种为无茎叶
分化的扁平的叶状体;另一种为具类似茎、叶分化的
拟茎叶体。植物体具有由单细胞或单列细胞所组成的
假根,主要起固着作用,无维管组织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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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繁殖

(1)营养繁殖:产生无性胞芽进行营养繁殖,亦可通过
叶状体断裂或个体局部死亡而以类似分
株的方式进行。

(2)无性生殖:产生无性孢子,孢子萌发形成原丝体,
由原丝体发育形成配子体。

(3)有性生殖:苔藓植物的配子体在有性生殖时产生
颈卵器和精子器。



精子借助水游动进入颈卵器而与卵结合,形成2倍
体的合子。合子不经休眠即分裂形成胚。胚的形成是
陆生植物演化的里程碑,是植物界演化的一件大事,它
标志着高等有胚植物演化历程的开始。



3.孢子体

苔藓植物的胚在颈卵器内发育形成孢子体。孢
子体常寄生于配子体上(少数种类的孢子体可以独立
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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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苔藓植物对陆地生活的适应性

苔藓植物颈卵器和胚的出现,是适应陆地生活的
演化特征。苔藓植物、蕨类植物、种子植物合称为有
胚植物,同属于高等植物的范畴。

但是苔藓植物体型矮小,不具维管组织,无真正的
根,体表无角质层或角质层极不发达,在干旱的环境中
仅几分钟就会因失水而干燥,受精作用依赖于水,因此
苔藓植物多生于阴湿的环境中。



三、分类

全世界有苔藓植物约23000种,我国约2800种。
苔藓植物门分为三个纲:苔纲、角苔纲、和藓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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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苔藓植物的生态学及经济意义

1.生态学意义

苔藓植物是植物界的拓荒者之一。苔藓在生长
的过程中,能不断地分泌酸性物质,溶解岩面,藓丛
还可以停留和保持尘埃颗粒,本身死亡的残骸亦堆
积在岩面之上,年深日久成为小块土壤,为其他高等
植物创造了生存条件。

苔藓植物是环境的指示植物。苔藓植物对自
然条件较为敏感,在不同的生态条件下,常出现不
同种类的苔藓植物。



2.经济意义

苔藓植物在医药、园艺、工农业方面均有经济价
值。如金发藓属的某些种类有清热解毒作用。苔藓植
物常用于包装、运输新鲜苗木,栽培蝴蝶兰等。



苔藓 涂鸦



(1)采集足量的苔藓。

(2)将准备好的苔藓进
行清洗。

(3)将苔藓、脱脂奶、
水、白砂糖一起放进
搅拌机均匀搅拌。

(4)将搅拌好的混合浆
用油漆刷均匀涂抹到
墙壁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