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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被子植物两个新纪录
!

杨永清，何! 海

（重庆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重庆 H###HF）

摘要：为完善重庆市的维管束植物种类多样性资料，近年来对重庆市辖区内及周边区域做了大量野外考察和标本采

集。依据野外观察自然生境状态下的生活植物和对重庆师范大学植物标本室及其他标本馆相关植物标本的比较形

态研究，首次确定在重庆境内有天然分布的白喙刺子莞（!"#$%"&’(&)* +)&,$-）（ 莎草科）和川滇马铃苣苔（.)/&%"*)-’
"/$)#*$*）（苦苣苔科），其中白喙刺子莞产歌乐山等地，川滇马铃苣苔见于万州区长江三峡水库南岸。文中提供了这

两个种的实物形态照片以资鉴别，并讨论了它们及其各自形态近缘种的区别特征和分布状况。迄今，重庆歌乐山及

邻近地区是白喙刺子莞已知分布区的北缘，万州区则是川滇马铃苣苔的最东分布，两处的海拔高度均为它们已知分

布区的最低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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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年来在重庆市进行植物种类多样性野外考察

中，时常发现一些奇特的种类；特别是在交通不方便

的边远山区，尤其是石灰岩岩溶区域，还能发现未描

述的新种。"##) 年 F 月笔者在巫溪县红池坝野外

考察中，发现了宪需耳蕨（0&1#’2-%"34 53$6-*$34 M(
M8 N O( P( Q0&’1）［$］。最近，笔者在重庆市近郊沙

坪坝区歌乐山和万州区新乡镇长江三峡水库沿岸考

察和采集蕨类植物标本过程中，分别发现了一种莎

草科植物和一种苦苣苔科植物至为特别，经鉴定为

白喙刺子莞（!"#$%"&’(&)* +)&,$-- R*858, N <=0+-:G
89）和川滇马铃苣苔（.)/&%"*)-’ "/$)#*$* @-378,），它

们天然分布在重庆境内这一事实尚未有文献报道或

报道不完整。并且，在重庆歌乐山的白喙刺子莞采

集地和在万州区新乡镇的川滇马铃苣苔采集地的海

拔高度均为这两个种已知分布海拔高度的最低记

录。有鉴于此，本文将这两个种作为重庆被子植物

新纪录报道如下。

在分类鉴定过程中，笔者比较研究了重庆师范

大学植物标本室（/S/）馆藏的相关标本，且通过中

国数字植物标本馆（0::T：E E UUU( =70( *,1( =’ E ）网络

平台查阅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VW）、中国科学

院昆明植物研究所（X64）、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

究所（/?PA）、广西植物研究所（ APX）、西北植物研

究所（Y6X）和庐山植物园（OPZ）等标本馆的有关

类群的数字化标本。文中图片均取自对重庆分布的

植株或植株局部器官拍摄的实物照片；分布区讨论

中凡是文献没有记录的分布区均引证了上述标本馆

馆藏标本的采集人和采集号。

$ 白喙刺子莞

白喙刺子莞（!"#$%"&’(&)* +)&,$-- R*858, N <=0+-:G
89），<;9:( >81("：)D($)$F；中国植物志 $$：$$$，T-( BD，.(
HGJ( $CD$；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J："BD，.( FB#$( $CFD；

贵州植物志 )：J)H，T-( $)H，.( $#H( $C))；福建植物志 D：

B#)，.( "D)( $CCJ。

多年生丛生草本，高 J# [ D# =5（封三图版 AL），

部分植株高达 $( $ 5（ 封三图版 AP）；基本花序为小

穗，由多数小穗组成顶生和侧生的聚伞花序，共同组

成圆锥状花序（ 封三图版 A/）；小穗椭圆形或近卵

形，长不超过 J 55，由 F [ ) 枚锈棕色鳞片组成，下

部 B [ J 枚鳞片不育，比上部能育鳞片短小（ 封三图

版 A?）；小花具下位刚毛 D 条，刚毛上密具极微小的

顺刺（刺端朝上），雄蕊 B 枚，花药黄色，长条形，雌

蕊花柱细长，柱头 "（封三图版 AW）；小坚果椭圆形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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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卵形，未成熟时比下位刚毛短，近成熟至成熟比下

位刚毛长，残存雄蕊比小坚果长，花柱基成熟时阔圆

锥形，比小坚果短（封三图版 !"、#）。

重庆：沙坪坝区歌乐山仙乐峰至福利院之间

（$%&’’()*+ ,-./，01,&$-($1+ 0*.2，345+ -61 7），箐沟

边向阳处沙质土上潮湿地；$101816800（ 花果期），何

海、杨永清（9: 93;<=3>? =@>?8A;>?）%-,（BCB）；新

近出版的《 重庆维管植物检索表》记载重庆南川和

北碚缙云山有分布，但未引证标本，亦无生境和海拔

高度记录［$］。

我国产福建、广东、广西、贵州（独山）、湖南、江

西（ 会昌，胡启明 %%,1，DE#；庐山，熊耀国 1%)%$，

1%,,-，DE#）、台湾、浙江（ 龙泉、庆元）、重庆和云

南［’8,］；全球热带、亚热带地区有分布；模式标本采自

澳大利亚。生境为沼泽或河边潮湿地；分布海拔高

度 %11 F $ )11 7（极少分布于 -61 7）。重庆歌乐山

及邻近地区为其分布区的北缘，歌乐山生境地海拔

高度也是其已知分布区的最低记录。

白喙刺子莞与华刺子莞（!"#$%"&’(&)* %"+$,$’+’
/::G<H:I:> :J /::G）在形态上最为相似，但华刺子

莞的小穗长 6 77 以上，花柱基及下位刚毛长于或

等长于小坚果等特征与之相区别［’］。华刺子莞在我

国分布于安徽、福建、广东、广西、海南、湖北、江苏、

山东、浙江等省区，并分布于日本、缅甸、斯里兰卡、

泰国、越南、印度洋岛屿和马达加斯加等；生沼泽和

潮湿草地等，海拔高度 011 F 0 )11 7［’，-8,］。尽管华

刺子莞也是热带、亚热带地区分布较广的类群，但迄

今尚未见有分布于重庆或四川的报道。

$ 川滇马铃苣苔

川滇马铃苣苔（-),&%"*)+’ ",$)#*$* K4;L:M），9@@N:MOG
!P@>+ Q4+ $1：R4+ 0%))+ 0*%1；中 国 高 等 植 物 图 鉴 )：

0$-，S+ -,,)+ 0%6-；中国植物志 ,%：0-,，R4+ )0，S+ )86+
0%%1；"4@M3 @S BT;>3 0*：$-6+ 0%%*；四川植物志 0,：

$%’，R4+ %-，S+ ’8-，$11-。

多年生草本，叶基生，外缘叶具长柄，叶片近肉

质，边缘有波状或三角状粗齿，上面具糙毛，下面密

被褐色毡毛（ 封三图版 !!U）；由花葶生出二回分枝

的聚伞花序，每分枝有 , F * 花，花葶、花序梗、花梗

和花萼外面常被单列数个细胞构成的腺状柔毛，总

苞和苞片小，易脱落（ 封三图版 !!E）；花冠深紫色，

钟状，光滑，冠檐 $ 唇形，上唇 $ 裂，下唇 ’ 裂，雄蕊

靠下唇排列，花柱靠上唇（封三图版 !!B、V）；雄蕊生

花冠筒基部，能育雄蕊 )，$ 枚前雄蕊比 $ 枚后雄蕊

稍长，花药 $ 室，顶端不汇合，退化雄蕊 0 枚，位于 $
后雄蕊之间（ 封三图版 !!2）；雌蕊基部有明显的环

行花盘，子房长圆形，花柱短，柱头膨大，顶端 $ 裂

（封三图版 !!"）；果实未见。

重庆：万州区新乡镇山水村黄沟（’1&’1(-$+ ,-.
/，01*&0,(-*+ $1.2，345+ $11 7），水渠边次生林下石

壁；$10181%81)（ 花 期），何 海、江 小 均（ 9: 93; <
W;3>? X;3@8YZ>）%%-（BCB）。

为我国特产，仅分布于甘肃南部（ 文县）、贵州

（开阳）、四川（ 西昌、美姑、会东、雷波、泸定、康定、

天全、荥经、汉源、峨边、峨眉山、屏山、青川、平武）

和云南（ 禄 劝，张 莹 伯 )6$，[\/；彝 良，滇 东 北 队

01’$，[\/，Q2 ）［680)］；模 式 标 本“ 采 自 四 川 东

部”［%，0)］尚无法确证，按其原始文献记载，其“ 模式

标本为 U+ 9:>MI 博士的标本采集人 *%%% 号，该标本

在 9:>MI 博士离开宜昌后寄来，我们不知它的准确

产地信息”［0-］。重庆万州区是其分布的最东记录。

生林下石上或石缝中，文献记载的分布海拔高度

,11 F ’ 111 7［680)］；重庆以外标本记录最低海拔高度

约 -61 7（ 甘 肃 文 县 碧 口 镇 附 近，魏 志 平 ’1$*，

]\[），最高海拔高度 ’ ,11 7（ 四川稻城，胡孝!
$%’’-，BVE!）；重庆万州区长江三峡水库沿岸 $11 7
左右的天然分布无疑是其已知分布区的最低海拔高

度。

川滇马铃苣苔与丽江马铃苣苔（-),&%"*)+’ .&)/
),’0++（V;:4G）^N3>）和贵州马铃苣苔（-),&%"*)+’ %*1/
*2,)+,+ 9+ D_L:;44_）在形态上较为接近，但前者叶边

缘具重锯齿，两面被锈色长柔毛，花序梗、花梗和花

萼外面被锈色长柔毛和腺状短柔毛等特征与之相区

别；后者叶片较小，常近圆形，边缘具浅圆齿，花序梗

和花梗被锈色长柔毛，花丝基部被短柔毛，柱头 $ 枚

等特征与之不同［*8%］。丽江马铃苣苔主要分布于云

南西北部（丽江；剑川，#+ "@MM:G5 $’,0$，Q2）和四川

西南部（盐源；木里，俞德浚 6-)6)，Q2；稻城，四川省

植被调查队 $)%0，Q2；冕宁，武素功 $$0%，Q2；康定？

俞德浚 6-)6’，Q2），生石壁或稀树干上，海拔高度

$ ’11 F ’ ,11 7［*800］；其在四川西南部的分布区部分

地与川滇马铃苣苔的分布区重叠，但尚未发现在四

川冕宁县以东有分布记录。贵州马铃苣苔仅见于其

模式产地（ 贵州龙里县）［*801，0,］，以后再未在其他地

方采到标本，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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