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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西藏色林错２０１５年７月附着硅藻样品进行了观察和鉴定，发现了短纹藻属的３个物种，其中圆胞
短纹藻（ＢｒａｃｈｙｓｉｒａａｐｏｎｉｎａＫüｔｚｉｎｇ）为中国新纪录种，其他两个物种分别为小头短纹藻 Ｂ．ｍｉｃ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ａ
（Ｇｒｕｎｏｗ）Ｃｏｍｐèｒｅ和透明短纹藻Ｂ．ｖｉｔｒｅａ（Ｇｒｕｎｏｗ）Ｒｏｓｓ。通过光镜和扫描电镜观察，本报道对圆胞短纹藻
的形态特征进行了详细描述，对小头短纹藻的２种表型和透明短纹藻的超微形态特征进行了重新描述。圆胞
短纹藻的主要特征是末端窄圆形，中央区小或为圆形，壳缝直，壳缝两侧有明显的硅质纵肋。壳缝简单，远缝

端具有“Ｍ”形结构。小头短纹藻表型１主要特征为末端近头状，中央区为不对称圆形，末端为“Ｔ”形结构。
小头短纹藻表型２主要特征是壳面末端头状，中部线纹辐射排列，末端平行排列。透明短纹藻主要特征是壳
面为椭圆形披针形，末端伸长成头状，中央区小，卵圆形，远缝端具“Ｔ”形结构。此外本报道还比较和讨论了３
物种与短纹藻属其他相似物种的形态特征，同时也对３物种的生境及分布进行了详细描述。
关键词：短纹藻属；新纪录种；硅藻；色林错

中图分类号：Ｑ９４９．２　　　文献标志码：Ａ

　　 短纹藻属 （Ｂｒａｃｈｙｓｉｒａ）隶属于硅藻纲
（Ｂａｃｉｌｌａｒｉｏｐｈｙｃｅａｅ）、舟形藻目（Ｎａｖｉｃｕｌａｌｅｓ）、短纹
藻科（Ｂｒａｃｈｙｓｉｒａｃｅａｅ），最早由 ＫＴＺＩＮＧ在 １８３６
建立，随后被归入舟形藻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里，该属的很多物种曾被划归入异菱藻属

（Ａｎｏｍｏｅｏｎｅｅｉｓ）；直到１９８１年，ＲＯＵＮＤ和ＭＡＮＮＥ
对圆胞短纹藻（Ｂ．ａｐｏｎｉｎａ）进行了扫描电镜观察
和重新鉴定，才恢复了短纹藻属的分类地位［１］。

该属的形态特征为：壳面线形至披针形，末端钝

圆或尖圆，近头状或头状，沿纵轴对称；壳面有一

到多条波状排列的纵向透明带，一些种类的壳面

沿横轴轻微不对称；壳缝直，呈线状或丝状，位于

两条凸出的纵向肋纹之间，轴区狭窄。在壳面边

缘有一圈明显增厚的肋纹，此肋纹将壳面与带面

分开，在紧密连接此肋纹的带面，环绕着一圈单

列孔纹［２］。ＬＡＮＧＥＢＥＲＴＡＬＯＴ和 ＭＯＳＥＲ［３］对
这个属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报道了６７个物种；
随 后， ＭＥＴＺＥＬＴＩＮ［４］， ＷＯＬＦＥ［２］ 和

ＳＨＡＹＬＥＲ［５－６］等也对该属物种进行了大量的报
道。根据 ＧＵＩＲＹ［７］对该属的统计，目前总计有
１３６个物种名被报道，其中有效物种名为１１９种。

我国现行的几本主要的硅藻分类资料是参

考１８９５年Ｃｌｅｖｅ的分类体系编著的，该分类系统
并未对短纹藻属进行详细的记载描述，仅有异菱

藻属（Ａｎｏｍｏｅｏｎｅｅｉｓ）的相关描述。随着扫描电镜
和投射电镜技术的发展，藻类分类系统发生了较

大的改变。在中文分类专著中记载的长瓶异菱

形 藻 短 沟 变 种 （Ａｎｏｍｏｅｏｎｅｅｉｓｓｅｒｉａｎｓｖａｒ．
ｂｒａｃｈｙｓｉｒａ）、长瓶异菱形藻原变种（Ａ．ｓｅｒｉａｎｓ）、长
瓶异菱形藻短沟变种温泉变型（Ａ．ｓｅｒｉａｎｓｖａｒ．
ｂｒａｃｈｙｓｉｒａｃｆ．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ｓ）、瘦异菱藻形原变种（Ａ．
ｅｘｉｌｉｓ）、透明异菱形藻（Ａ．ｖｉｔｒｅａ）以及中型异菱形
藻（Ａ．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目前都已归入短纹藻属［８］。

另外，随着最新的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应用，

势必会对藻类分类与进化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

因此，对我国现行的硅藻分类系统进行重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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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修订，显得尤为重要，否则难以跟上世界藻类

分类学研究的步伐，并可能会阻碍其他研究（如：

藻类生态、水生态监测等）的发展。

早 期 ＤＩＣＫＩＥ［９］，ＭＥＲＥＳＣＨＫＯＷＳＫＹ［１０］，
ＨＵＳＴＥＤＴ［１１］，ＨＩＲＡＮＯ［１２］等曾先后对西藏地区
硅藻进行过研究，但都未涉及西藏色林错地区。

随后，中科院多次对西藏进行分区考察，其中虽

然包括色林错地区，但此次研究中并未对短纹藻

属进行过报道［１３］。因此对西藏色林错短纹藻属

的研 究 意 义 重 大。本 报 道 采 用 ＬＡＮＧＥ
ＢＥＲＴＡＬＯＴ［８］的分类系统，对西藏色林错短纹藻
属进行研究，首次详细地介绍了该属的分类特

征，以期丰富和完善我国硅藻分类的基础资料。

１　材料与方法

于２０１５年７月在西藏的色林错及南部入湖
口（３１°３４′－３１°５１′Ｎ、８８°３３′－８９°２１′Ｅ）进行了
样品采集。该湖位于西藏自治区那曲县境内，海

拔４５３０ｍ，湖长７７．７０ｋｍ，宽４５．５０ｋｍ，集水面
积为４５．５３０ｋｍ２，原为西藏第二大微咸水湖，后
由于冰川作用、全球变暖和地面上升等原因，该

湖已经超过纳木错，成为世界海拔最高的第一大

微咸水湖［１４］。采集生境为湖区沿岸带和入湖口，

硅藻样品用镊子从石头上刮取。野外样品用４％
甲醛固定后带回实验室，之后用１０％盐酸（ＨＣｌ）
及３０％的双氧水酸化处理，之后去离子水进行
５～７次洗涤［１５］；采用 Ｎａｐｈｒａｘ胶制作成封片，用
ＯＬＹＭＰＵＳＢＸ５３进行光镜（ＬＭ）拍照鉴定，用
ＨｉｔａｃｈｉＳ３４００Ｎ扫描电子显微镜（ＳＥＭ）进行观
察和拍照。样品鉴定参照［８，１６］。

２　结果

２．１　圆胞短纹藻（图版Ⅰ，１－１２）
ＢｒａｃｈｙｓｉｒａａｐｏｎｉｎａＫＴＹＩＮＧ１８３６，ｐ．３［１７］

（中国新纪录种）

同种异名：

Ｎａｖｉｃｕｌａａｐｏｎｉｎａ（Ｋüｔｚｉｎｇ）ＫＴＹＩＮＧ１８４４，
ｐ．９１［１８］

ＮａｖｉｃｕｌａｐｅｒｌｅｐｉｄａＣＬＥＶＥ１８８３，ｐ．４７４［１９］

Ｃａｌｏｎｅｉｓｐｅｒｌｅｐｉｄａ（ＧＲＯＵＮＷ）ＢＥＲＧ１９５２，
ｐ．２３［２０］

Ｎａｖｉｃｕｌａ 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ｅｓｔｒｉａｔａ ＳＣＨＷＡＢＥ ａｎｄ
ＳＩＭＯＮＳＥＮ１９６１，ｐ．２６５［２１］

ＣａｌｏｎｅｉｓｓｉｖｉｔｓｃｈｉｉＫＡＲＡＹＥＶＡ（ＫＡＲＡＹＥＶＡ
ａｎｄＳＨＥＳＨＵＫＯＶＡ１９７４［２２］

ＮａｖｉｃｕｌａｄｖｏｒａｃｈｉｋｉｉＥＨＲＬＩＣＨ１９８７，ｐ．２，３［２３］

ＬＭ描述：壳面长 ２０．５９～３３．９２μｍ，宽
３．６５～５．５８μｍ，长宽比为４．１～７．６，壳面披针形
到菱形披针形，从中间向两端逐渐变狭，末端为

窄钝圆形，中央区小，稍往外凸出。壳缝直，壳缝

两侧有明显凸出的肋纹，壳面隐约可以看到纵向

线纹。横向线纹细密光镜下不清晰，中部线纹有

时依稀可见，靠近壳面边缘具有一圈明显增厚的

肋纹。

ＳＥＭ描述：中轴区窄，中央区小，微向两侧扩
大呈圆形；壳缝直，细线状或丝状，壳缝两侧有两

条明显增厚的肋纹；横线纹排列较密，３５～４１条／
１０μｍ，由椭圆形至杆状的点孔组成，壳面中部横
向线纹呈轻微辐射状，末端近乎平行；由于横向

线纹由不规则点孔组成因此形成纵向波状带纹；

纵向带纹和壳面边缘之间有一道凸出的肋纹，该

肋纹靠近远缝端处凸出呈“Ｍ”形，肋纹外侧环绕
有一圈点孔，点孔由壳中部向两端逐渐变小，与

横向线纹一一对应，点孔外侧为壳环带开口，其

下方分布也有一列大小比较均匀的点孔。内壳

面的横向线纹未被隔断，无明显凸出的肋纹，壳

缝与外壳面无异。

２．２　小头短纹藻（图版Ⅱ，１、２、４、６）
Ｂｒａｃｈｙｓｉｒａ ｍｉｃ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ａ （ＧＲＵＮＯＷ ）

ＣＯＭＰＥＲＥ１９８６，ｐ．２６，２８；ｆｉｇ．９４［２４］

同种异名：

ＮａｖｉｃｕｌａｅｘｉｌｉｓＫＴＹＩＮＧ１８４４，ｐ．９５；ｐｌ．４，
ｆｉｇ．６［１８］

Ａｃｈｎａｎｔｈｉｄｉｕｍ ｍｉｃ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ｍ ＳＭＩＴＨ １８５６，
ｐ．３１，６１／３８０［２５］

ＣｏｌｌｅｔｏｎｅｍａｅｘｉｌｉｓＧＲＵＮＯＷ１８６０，ｐ．５７１．［２６］

ＮａｖｉｃｕｌａｇｏｍｐｈｏｎｅｍａｃｅａＧＲＵＮＯＷ ｉｎｖａｎ
Ｈｅｕｒｃｋ１８８０，１２．／１３［２７］

Ａｎｏｍｏｅｏｎｅｉｓ ｅｘｉｌｉｓ ｖａｒ． ｇｏｍｐｈｏｎｅｍａｃｅａ
（ＧＲＵＮＯＷ）ＣＬＥＶＥ１８９５，ｐ．８［２８］

Ａｎｏｍｏｅｏｎｅｉｓｅｘｉｌｉｓｖａｒ．ｇｅｎｕｉｎａＭＡＹＥＲ１９１９，
ｐ２０２，７／１０［２９］

Ａｎｏｍｏｅｏｎｅｉｓｍｉｃ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ａＢＥＲＹ１９４５，ｐ１２，
ｆｉｇ．１２１［３０］

２．２．１　小头短纹藻 表型１（图版Ⅱ，２）
Ｂ．ｍｉｃ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ａｔｙｐｅ１（ＰｌａｔｅⅡ，２）ＳＥＭ描

２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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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壳面长２１．３～２３．６μｍ，宽５．３～６．４μｍ，壳
面菱形披针形，末端近头状。轴区狭小且直，壳

缝直，丝状，位于轴区凸出肋纹内，末端壳面与壳

缝结合形成“Ｔ”形。中心区小，呈不对称圆形。
横线纹由不规则点孔组成，横向线纹在壳面中部

为微辐射状排列，壳面末端平行排列，１０μｍ内具
３６～４０条。壳面不平滑，分布有不规则纵向线纹
以及硅质凸起。壳面边缘与壳带结合处有比较

均匀的点孔与横向线纹相对应。

２．２．２　小头短纹藻 表型２（图版Ⅱ，１、４、６）
Ｂ．ｍｉｃ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ａｔｙｐｅ２（ＰｌａｔｅⅡ，１，４，６）ＬＭ

描述：长１８～２４μｍ，宽４．４～５．０μｍ，壳面披针
形至菱形披针形，末端头状。线纹细密在光镜

（ＬＭ）下不清晰。
ＳＥＭ描述：中轴区窄，直；壳缝直，线状，位于

轴区两条凸出的肋纹之间；中央区小，微微隆起

呈圆形或不对称圆形，横向线纹由圆形至矩形的

点孔组成，横向线纹排列细密，１０μｍ有内３１～
３６条，中部线纹呈辐射状排列，仅末端平行排列
或垂直于壳缝。有纵向波状带纹。整个壳缘明

显凸出形成硅质增厚肋纹，该增厚区末端与壳缝

形成“Ｔ”形结构，壳缘外侧有一单列点孔，该点孔
与横向线纹对应，壳面不光滑，在横向线纹之间

有许多不规则硅质凸起。

２．３　透明短纹藻（图版Ⅱ，３、５、７）
Ｂｒａｃｈｙｓｉｒａ ｖｉｔｒｅａ （ＧＲＵＮＯＷ） ＲＯＳＳ ｉｎ

Ｈａｒｔｌｅｙ１９８６，ｐ．６０７［２４］

同种异名：

ＮａｖｉｃｕｌａｅｘｉｌｉｓＧＲＵＮＯＷｉｎｖａｎＨｅｕｒｃｋ１８８０，
１２／１１，１２［２７］

Ｎａｖｉｃｕｌａ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ｓＲＯＳＳ１９４７，Ｐ．１９７［３１］

Ａｎｏｍｏｅｏｎｅｉｓ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ｓ （ＲＯＳＳ） ＲＥＩＭＥＲ
１９６１，ｐ．１９４－１９５，１／７，８［３２］

ＳＥＭ描述：壳面椭圆形披针形，长 １６～２３
μｍ，宽３．３～５．０μｍ，平滑，无硅质突起。末端伸
长呈头状，轴区狭窄，中央区小，卵圆形。壳缝

直，线状或丝状，近缝端微膨大，壳缝与壳面末端

硅质增厚区成“Ｔ”形结构。横向线纹由圆形或长
矩形点孔组成，１０μｍ内３７～３９条，在壳面中部呈
辐射状排列，末端平行；壳面有纵向波状带纹。壳缘

凸出，其下侧分布有一圈较小且均匀的点孔。

３　讨论

３．１　形态学比较
本文通过对西藏色林错地区藻类样品的鉴

定，共发现了短纹藻属３个物种。圆胞短纹藻是
中国地区的新记录种，本文报道的种群与模式种

相比，个体大小稍有差异，其他特征都相符。另

外，Ｂ．ａｒｃｈｉｂａｌｄｉｉｖａｒ．ｃｒａｓｓｉｓｔｒｉａｔａ、Ｂ．ｌｉｌｉａｎａ、Ｂ．
ｐｒｏｃｅｒａ［３］３个物种与该物种较为相似，不易区分。
主要区分点如下：Ｂ．ａｒｃｈｉｂａｌｄｉｉｖａｒ．ｃｒａｓｓｉｓｔｒｉａｔａ
与圆胞短纹藻相比，壳面两端稍微不对称，横向

线纹比较粗且稀疏，且该物种轴区相对比较宽。

小头短纹藻与 Ｂ．ｌｉｌｉａｎａ的区别为，Ｂ．ｌｉｌｉａｎａ壳
面为菱形椭圆形，而圆胞短纹藻为披针形至菱形

披针形，并且 Ｂ．ｌｉｌｉａｎａ在壳面的纵向线纹为多
条。Ｂ．ｐｒｏｃｅｒａ的横向线纹比圆胞短纹藻的线纹
稀疏，中心区为椭圆形，比圆胞短纹藻大。除以

上细节特征之外个体大小也都有差异（表１）。
本次研究发现了小头短纹藻２种表型，分别

为小头短纹藻 表型１（Ｂ．ｍｉｃ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ａｔｙｐｅ１）和
小头短纹藻 表型２（Ｂ．ｍｉｃ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ａｔｙｐｅ２），两者
的主要区别在于表型 １末端头状结构不明显，
ＳＨＡＹＬＥＲ［５］也曾对此做过比较，在此不做赘述；
但此两种表型不同，表型 ２极易误定为其他物
种，因 此 在 分 类 鉴 定 时 应 加 以 注 意。

ＶＯＵＩＬＬＯＵＤ［３３］所报道的 Ｂ．ｍｉｃ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ａ与本报
道所描述的小头短纹藻表型１较为相似，但大小
和末端结构稍有差异。ＶＯＵＩＬＬＯＵＤ等［３３］所报道

的Ｂ．ａｆｆ．ｍｉｃ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ａ与本文中的表型２较为相
同，但Ｂ．ａｆｆ．ｍｉｃ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ａ个体稍大，线纹也比较
密。小头短纹藻与 Ｂ．ｏｃａｌａｎｅｎｓｉｓ最为相似，但
Ｂ．ｏｃａｌａｎｅｎｓｉｓ的壳面更窄，Ｂ．ｓｉｌｖｉｃｏｌａｙ与小头短
纹藻也比较相似，但Ｂ．ｓｉｌｖｉｃｏｌａｙ的轴区较小头短
纹藻宽，线纹少且粗［３４］。小头短纹藻与 Ｂ．
ｎｅｏｅｘｉｌｉｓ［３］相比，中央区形态明显不同，前者中央
区为不对称圆形或很小，后者中央区为圆形或菱

形（表１）。
本文采自西藏的透明短纹藻比 ＨＡＲＴＬＥＹ

等［２４］和 ＬＡＮＧＥＢＥＲＴＡＬＯＴ等［３］描述的物种个

体稍小，线纹稍密，壳面也较光滑（酸化不当致使

表面硅质突起被破坏），除此之外其他特征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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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种与Ｂ．ｍｉｃ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ａ较为相似。但小头短纹藻
壳面为披针形或菱形披针形而透明短纹藻为椭

圆形披针形，近缝端形状也不同，小头短纹藻近

缝端直，透明短纹藻近缝端则微微膨大（表１）。

表１　短纹藻属种类之间的区别特征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ｔｙｐｅｔｏｋｅｎ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Ｂｒａｃｈｙｓｉｒａ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长度／μｍ
ｌｅｎｇｔｈ

宽度／μｍ
ｗｉｄｔｈ

１０μｍ内
线纹密度

ｓｔｒｉａｅｉｎ
１０μｍ

壳缝及末缝端

ｒａｐｈｅ＆
ｄｉｓｔａｌｅｎｄｓ

壳面

ｖａｌｖｅ
末端

ｅｎｄ
凸起

ｐａｐｉｌｌａｅ
中央区

ｃｅｎｔｅｒａｒｅａ

线纹和纵向线纹

ｓｔｒｉａ＆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ｔｒｉａ

Ｂ．ａｐｏｎｉｎａ
（本报道）

（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
２０．５９～３３．９２３．６５～５．５８ ３５～４１

线状或丝状，末

缝端“Ｍ”形
披针形至菱形

披针形
窄钝圆形 无 小，圆形 微辐射，末端平行＆１条

Ｂ．ａｐｏｎｉｎａ［１７］ １４～６２ ３．５～６．０ ３２～４２
线状或丝状，

末缝端“Ｍ”形
披针形至菱形

披针形
窄钝圆形 无 小，圆形 微辐射，１条

Ｂ．ａｒｃｈｉｂａｌｄｉｉ
ｖａｒ．

ｃｒａｓｓｉｓｔｒｉａｔａ［３］
２６～６０ ５．５～７．５ ２６～２７ 丝状 披针形（异极） 钝圆形 － －

始终辐射状，

纵向线纹不连续

Ｂ．ｌｉｌｉａｎａ［３］ ２３～５０ ５～７ ３６～４０ 丝状＆“Ｔ”形
菱形或菱形

椭圆形
钝圆形 有 狭椭圆形

微辐射，末端平行纵向

线纹不连续

Ｂ．ｐｒｏｃｅｒａ［３］ ２５～６０ ４．５～６．０ ２７～３０ 丝状＆“Ｔ”形
狭披针形，

中部膨大

窄圆形或

轻微头状
有 椭圆形

中部微辐射，末端平行

纵向线纹不连续

Ｂ．ｍｉｃ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ａ
ｔｙｐｅ１

（本报道）

（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

２１．３～２３．６ ５．３～６．４ ３６～４０ 丝状＆“Ｔ”形 披针形 近头状 有 不对称圆形
始终辐射状，纵向线纹

不连续

Ｂ．ｍｉｃ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ａ
ｔｙｐｅ２

（本报道）

（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

１８～２４ ４．４～５．０ ３１～３６ 丝状＆“Ｔ”形
披针形，菱形披

针形
头状 有 不对称圆形

中部微辐射，末端平行

纵向线纹不连续

Ｂ．
ｍｉｃ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ａ［３４］

２０～２５ ５．０～６．５ ３２～３５ 丝状＆“Ｔ”形 菱形披针形 喙圆形 有
小，不规则

不对称形

始终辐射状，纵向

线纹不连续

Ｂ．ａｆｆ．
ｍｉｃ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ａ［３４］

２０～２７ ４．５～５．０ ３５～３９ 丝状＆“Ｔ”形 披针形 近头状 有 不对称圆形
中部微辐射，末端平行

纵向线纹不连续

Ｂ．ｖｉｔｒｅａ
（本报道）

（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
１６～２３ ３．３～５．０ ３７～３９ 丝状＆“Ｔ”形 椭圆形披针形 头状 无 卵圆形

中部微辐射，末端平行

纵向线纹不连续

Ｂ．ｖｉｔｒｅａ［２４］ １２．４～２５．４ ４．３～５．９ ３２～３６ 丝状＆“Ｔ”形 椭圆形披针形 头状 － － 纵向线纹不连续

Ｂ．ｖｉｔｒｅａ［３］ １６～４０ ５．５～９．０ ３０～３５ 丝状＆“Ｔ”形
披针形至椭圆

披针形
头状 有 极小或无

中部微辐射，末端平行

纵向线纹不连续

Ｂ．ｎｅｏｅｘｉｌｉｓ［３］ １２～３４ ３～５ ３０～３６ 丝状＆“Ｔ”形
狭披针形，椭圆

形披针形或菱形

披针形

近头状或

头状
有 圆形或菱形

中部微辐射，末端平行

纵向线纹不连续

Ｂ．ｏｃａｌａｎｅｎｓｉｓ［５］ １９．０～３８．６ ４．０～５．７ ３２～３４ －
披针形至线状

披针形

钝圆形或

喙状
有 狭椭圆形

中部微辐射，末端平行

纵向线纹不连续

Ｂ．ｓｉｌｖｉｃｏｌａｙ［３］ ２０～２６ ５～６ ２５～２６ 丝状＆“Ｔ”形 椭圆形披针形 截形头状 有 圆形或菱形
中部微辐射，末端平行

纵向线纹不连续

注：“－”表示文献中未描述
Ｎｏｔｅ：“－”ｍｅａｎｓｎｏ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３．２　生境及分布
短纹藻属广泛分布于各营养级别的水体中，

个别种类喜欢生长在贫营养水体中。尤其在低

电导率和酸性水体中该属具有较高细胞丰度［３５］。

圆胞短纹藻是喜盐种类，在微咸水水域甚至高盐

度水域常见，也曾发现于鱼塘、湖泊、小沟渠等淡

水水体中［５］。主要分布于欧洲（英国、德国、罗马

和西班牙）、北美洲（美国）、西亚（以色列）、亚洲

（蒙古）。小头短纹藻为假性附着藻类，生长在湖

泊、江河、水塘、水库、水稻田等淡水生境，尤喜欢

低电导率酸性化的软水体，微咸水体也有分

布［２９］。该物种在世界范围内主要分布于欧洲（波

罗的海、不列颠、罗马、土耳其和爱尔兰）、新西

兰；北美洲（美国）、南美洲（哥伦比亚）、亚洲（中

国）等地。透明短纹藻为淡水种类，喜欢生长在

贫营养或钙质化的湖泊、河流、池塘、水坑（有岩

石和水生植物的环境中）、小溪流等水体中［８］。

该物种分布在北美（美国）、欧洲（爱尔兰、罗马、

不列颠、芬兰、德国、波兰、意大利、罗马尼亚和西

班牙）、南美洲（巴西、哥伦比亚）、澳大利亚、夏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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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群岛、亚洲（中国）［７］。本报道中，小头短纹藻

发现于西藏色林错湖区岸边石块上，圆胞短纹藻

和透明短纹藻都发现于色林错南部入湖口岸边

石块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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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ｓｔｅｒｎｄｉａｔｏｍｓ． ｃｏｌｏｒａｄｏ． ｅｄｕ／ｔａｘａ／ｓｐｅｃｉｅｓ／

ｂｒａｃｈｙｓｉｒａｍｉｃ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ａ．

［３５］　ＳＰＡＵＬＤＩＮＧＳ，ＥＤＬＵＮＤＭ．Ｂｒａｃｈｙｓｉｒａ［ＥＢ／ＯＬ］．Ｄｉａｔｏｍｓ

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２０１６－０３－１４］． ｈｔｔｐ：／／

ｗｅｓｔｅｒｎｄｉａｔｏｍｓ．Ｃｏｌｏｒａｄｏ．ｅｄｕ／ｔａｘａ／ｇｅｎｕｓ／Ｂｒａｃｈｙｓｉｒ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ｓｔｕｄｙｏｎＢｒａｃｈｙｓｉｒａ（ｄｉａｔｏｍ）ｆｒｏｍ ＬａｋｅＳｅｌｉｎｃｕｏｉｎＴｉｂｅｔ，
Ｃｈｉｎａ

ＸＵＸｉａｏｙｉｎｇ１，ＺＨＡＮＧＷｅｉ１，２，ＷＡＮＧＢａｏｑｉａｎｇ３，ＷＡＮＧＬｉｑｉｎｇ１，２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ａｎｄＬｉｆ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３０６，Ｃｈｉｎａ；２．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Ｆｉｓｈｅｒｙ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３０６，Ｃｈｉｎａ；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Ｈｙｄｏｒｂｉｏｌｏｇｙ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７２，Ｈｕｂｅ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Ｊｕｌｙ２０１５，ｓ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ｅｐｉｌｉｔｈｉｃｄｉａｔｏｍ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ＬａｋｅＳｅｌｉｎｃｕｏｉｎＴｉｂｅｔ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ａ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Ｔｈｒｅｅｓｐｅｉｃｅｓ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ｇｅｎｕｓｏｆＢｒａｃｈｙｓｉｒａｗｅｒｅｆｏｕｎｄ．
Ｂｒａｃｈｙｓｉｒａａｐｏｎｉｎａ（Ｋüｔｚｉｎｇ）ｉｓａｎｅｗｌｙ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ｔａｘ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ｗｅｒｅＢ．ｍｉｃ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ａ
（Ｇｒｕｎｏｗ）ＣｏｍｐèｒｅａｎｄＢ．ｖｉｔｒｅａ（Ｇｒｕｎｏｗ）Ｒｏｓｓ．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Ｂ．ａｐｏｎｉｎａｗｅｒｅ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ｉｎ
ｄｅｔａｉｌｓａｎｄｔｈｅｕｌｔ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ｗｏｔｙｐｅｓｏｆＢ．ｍｉｃ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ａａｎｄＢ．ｖｉｔｒｅａｗｅｒｅｒｅ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ｂｙ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
ｌｉｇｈｔ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ＬＭ）ａｎｄ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ＳＥＭ）．Ｂ．ａｐｏｎｉｎａｉ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ｂｙｎａｒｒｏｗ
ｒｏｕｎｄｅｎｄｓ，ｓｍａｌｌｏｒｒｏｕｎｄｃｅｎｔｅｒａｒｅａａｎｄ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ａｘｉａｌａｒｅａｗｉｔｈｓｉｌｉｃｅｏｕｓ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ｒｉｂｓ．Ｒａｐｈｅｉｓｓｉｍｐｌｅ
ｗｉｔｈＭｓｈａｐｅｄｄｉｓｔａｌｅｎｄ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Ｂ．ｍｉｃ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ａｔｙｐｅ１ａｒｅｓｕｂｃａｐｉｔａｔｅｅｎｄｓ，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ｌ
ｒｏｕｎｄａｒｅａａｎｄＴｓｈａｐｅｄｄｉｓｔａｌｅｎｄｓ．Ｂ．ｍｉｃ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ａｔｙｐｅ２ｉ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ｂｙｃａｐｉｔａｔｅｅｎｄｓ．Ｔｈｅｓｔｒｉａｅａｒｅ
ｒａｄｉａｔｅａｔｖａｌｖｅｃｅｎｔｅｒ，ｂｕｔ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ｔｏｗａｒｄｓｔｈｅｅｎｄｓ．Ｂ．ｖｉｔｒｅａｍａｉｎｌｙｈａｓ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ｅｖａｌｖｅｗｉｔｈ
ｅｌｏｎｇａｔｅａｎｄｃａｐｉｔａｔｅｅｎｄｓ，ｓｍａｌｌａｎｄｏｖａｔｅｃｅｎｔｅｒａｒｅａａｎｄ“Ｔ”ｓｈａｐｅｄｄｉｓｔａｌｅｎｄｓ．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３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ｒｅｓｅｍｂｌｉｎｇｇｏｍｐｈｏｎｅｍｏｉｄ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Ｂｒａｃｈｙｓｉｒａ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ａｎｄ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ｗｅｒｅａｌｓｏ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ｉｎｄｅｔａｉ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Ｂｒａｃｈｙｓｉｒａ；ｎｅｗ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ｄｉａｔｏｍ；ＬａｋｅＳｅｌｉｎｃｕ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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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期 徐肖莹，等：西藏色林错短纹藻属硅藻初报

图版Ⅰ　圆胞短纹藻光镜及扫描电镜照片的形态结构观察
ＰｌａｔｅⅠ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ａｐｏｎｉｎａｗｉｔｈｌｉｇｈｔ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ａｎｄ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
１－１２．圆胞短纹藻（１－７光镜照片；８－１２扫描电镜照片，８示外壳面整体，９示带面，１０示外壳缝顶端“Ｍ”型结构，１１示中央区，１２

示内壳面）（ＬＭ：１０μｍ；８－１２．标尺１０μｍ；９标尺５μｍ；１０－１１标尺１μｍ）

１－１２．Ｂｒａｃｈｙｓｉｒａａｐｏｎｉｎａ（１－７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ｌｉｇｈｔ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８－１２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８：ｅｐｉｖａｌｖｅ

９：ｇｉｒｄｌｅｖｉｅｗ１０：Ｍｓｈａｐｅｄｄｉｓｔａｌｒａｐｈｅｅｎｄ１１：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ｒｅａ１２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ｖｉｅｗ）（Ｓｃａｌｅｂａｒｏｆｌｉｇｈｔ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１０μｍ；８－１２Ｓｃａｌｅｂａｒ：

１０μｍ；９Ｓｃａｌｅｂａｒ：５μｍ；１０－１１Ｓｃａｌｅｂａｒ：１μ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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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Ⅱ　小头短纹藻及透明短纹藻扫描电镜照片的形态结构观察
ＰｌａｔｅⅡ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ｍｉｃ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ａａｎｄＢ．ｖｉｔｒｅａｗｉｔｈ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
电镜照片２小头短纹藻表型１（２示完整壳面）；１、４、６小头短纹藻 表型２（１示壳面，４示壳面顶端“Ｔ”字形结构，６示中央区和硅质

突起）；３、５、７透明短纹藻（３示壳面，５示壳面末端“Ｔ”－形结构，７示中央区和光滑壳面）（１、３标尺１０μｍ，２标尺５μｍ，４－７标

尺１μｍ）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２Ｂ．ｍｉｃ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ａｔｙｐｅ１（２：ｖａｌｖｅｓ）；１，４，６Ｂｒａｃｈｙｓｉｒａｍｉｃ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ａｔｙｐｅ２（１：ｖａｌｖｅｓ，４：Ｔｓｈａｐｅｄｄｉｓｔａｌ

ｒａｐｈｅｅｎｄ，６：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ｒｅａ＆ｐａｐｉｌｌａｅｏｆｖａｌｖｅｓ）；３，５，７：Ｂ．ｖｉｔｒｅａ（３：ｖａｌｖｅｓ，５：Ｔｓｈａｐｅｄｄｉｓｔａｌｒａｐｈｅｅｎｄ，７：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ｒｅａ），（１，３Ｓｃａｌｅ

ｂａｒ：１０μｍ，２Ｓｃａｌｅｂａｒ：５μｍ，４－７Ｓｃａｌｅｂａｒ：１μ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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