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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三明仙人谷国家森林公园位于福建三明市郊ꎬ处于

武夷山脉和戴云山脉分界线ꎬ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ꎬ植被类

型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ꎬ森林覆盖率高达 ９５％ꎬ林内沟谷纵

横、溪流众多ꎬ为各类植物提供了适宜的生长环境ꎮ 从 ２０１９
年开始ꎬ上海辰山植物园参与并主导仙人谷国家森林公园的

植物资源本底调查ꎬ同时在中国自然标本馆(ＣＦＨ)建立“福建

三明仙人谷国家森林公园数字标本馆”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ｆｈ. ａｃ.
ｃｎ / Ｓｕｂｓｉｔｅ / 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ｘ? ｓｉｔｅｉｄ ＝ ｘｉａｎｒｅｎｇｕ)ꎬ公开展示调查过

程和调查结果ꎮ 目前ꎬ仙人谷国家森林公园共分布有维管植

物 １ ４００ 余种ꎬ其中蕨类植物(含石松类)２２ 科 ６８ 属 １７０ 余种

(含变种)〔基于«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分类〕ꎬ远多于 ２０１８ 年的调查

结果(３９ 属 ５３ 种) [１] ꎮ 由于在福建省各地发现的蕨类植物新

分布种类较多ꎬ作者将分篇陆续报道ꎮ 部分种类在国家标本

资源共享平台(ＮＳＩＩ)上已有福建省的标本记录但未见文献报

道ꎮ 凭证标本保存于上海辰山植物标本馆(ＣＳＨ)ꎮ
１)培善膜叶铁角蕨 Ｈｙｍｅｎａｓｐｌｅｎｉｕｍ ｗａｎｇｐｅｉｓｈａｎｉｉ Ｌｉ Ｂ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Ｋ. Ｗ. Ｘｕ (铁角蕨科 Ａｓｐｌｅｎｉａｃｅａｅ 膜叶铁角蕨属

Ｈｙｍｅｎａｓｐｌｅｎｉｕｍ Ｈａｙａｔａ)(图 １－Ａ)
产于三明市三元区ꎬ生于沟谷边石壁上ꎻ贵州和四川也有

分布[２] ꎮ 福 建 省 分 布 的 绿 秆 膜 叶 铁 角 蕨 〔 Ｈ. ｏｂｓｃｕｒｕｍ
(Ｂｌｕｍｅ) Ｔａｇａｗａ〕与本种形态近似ꎬ但本种的叶柄和叶轴为栗

褐色ꎬ中部羽片宽约 ７ ｍｍꎬ基部下侧缺失的小脉少于 ３ 条ꎻ而
绿秆膜叶铁角蕨的叶柄和叶轴为灰绿色ꎬ中部羽片宽 ８ ~ １３
ｍｍꎬ基部下侧缺失的小脉在 ３ 条以上ꎮ 二者易于区别ꎮ

凭证标本:金摄郎 ＪＳＬ７２７９ꎬ２０１９－１０－１６ꎻ福建三明市仙人

谷国家森林公园大陇山ꎬ东经 １１７°３５′４５″、北纬 ２６°０９′１８″ꎬ海
拔 ７８０ ｍꎮ

２)中华膜叶铁角蕨 Ｈｙｍｅｎａｓｐｌｅｎｉｕｍ ｓｉｎｅｎｓｅ Ｋ. Ｗ. Ｘｕꎬ Ｌｉ
Ｂ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Ｗ. Ｂ. Ｌｉａｏ(铁角蕨科 Ａｓｐｌｅｎｉａｃｅａｅ 膜叶铁角蕨属

Ｈｙｍｅｎａｓｐｌｅｎｉｕｍ Ｈａｙａｔａ)(图 １－Ｂ)
产于三明市三元区ꎬ生于沟谷中湿润石壁上ꎻ广西、贵州、

江西和云南也有分布[２] ꎮ 本种与培善膜叶铁角蕨的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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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近ꎬ但本种通常生于溪边滴水的石壁上ꎬ叶为半透明膜质ꎬ
羽片短尖头或钝头ꎻ而培善膜叶铁角蕨通常生于林下和溪边

石壁上ꎬ叶为草质ꎬ羽片急尖头或短渐尖头ꎮ 二者易于区别ꎮ
凭证标本:金摄郎ꎬ陈彬ꎬ苏享修 ＪＳＬ７２６０ꎬ２０１９－１０－１５ꎻ福

建三明市仙人谷国家森林公园大陇山ꎬ东经 １１７°３５′３０″、北纬

２６°０９′１７″ꎬ海拔 ７１５ ｍꎮ
３) 四 川 鳞 盖 蕨 Ｍｉｃｒｏｌｅｐｉａ ｓｚｅｃｈｕａｎｉｃａ Ｃｈｉｎｇ ( 碗 蕨 科

Ｄｅｎｎｓｔａｅｄｔｉａｃｅａｅ 鳞盖蕨属 Ｍｉｃｒｏｌｅｐｉａ Ｃ. Ｐｒｅｓｌ)(图 １－Ｃ)
产于三明市三元区ꎬ生于沟谷边疏林下ꎻ四川和湖北也有

分布[３－４] ꎮ 本种叶呈坚草质ꎬ成熟叶为三回羽状ꎬ羽片披针形

至阔披针形或三角状披针形ꎬ小羽片中部以上两侧不对称ꎬ上
侧裂片明显较大且长ꎻ腹面叶脉仅有 １ 或 ２ 枚细毛ꎬ裂片边缘

的齿牙明显ꎻ囊群盖肾形ꎬ几无毛ꎮ 福建省分布的近似种为团

羽鳞盖蕨(Ｍ. ｏｂｔｕｓｉｌｏｂａ Ｈａｙａｔａ) [５] ꎬ其叶呈厚纸质ꎬ成熟叶为

三回羽状深裂ꎬ小羽片中部以上两侧近对称ꎻ腹面叶脉有数枚

粗刚毛ꎬ裂片边缘的齿牙较钝ꎬ常为波状ꎻ囊群盖浅杯形ꎬ有
毛ꎮ 二者易于区别ꎮ

凭证标本:金摄郎ꎬ陈彬ꎬ苏享修 ＪＳＬ７２６１ꎬ２０１９－１０－１５ꎻ福
建三明市仙人谷国家森林公园大陇山ꎬ东经 １１７°３５′３０″、北纬

２６°０９′１７″ꎬ海拔 ７１５ ｍꎮ
在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ＣＶＨ)查阅到 １ 份采自福建省武

夷山并鉴定为建阳鳞盖蕨(Ｍ. ｊｉｙ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Ｃｈｉｎｇ) [６](裸名)的

标本(ＦＪＳＩ ０１８３０１)ꎬ其形态特征与本种基本一致ꎮ 在«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７]１６４－１６５ 中ꎬ 四川鳞盖蕨被归并入西南鳞盖蕨 〔Ｍ.
ｋｈａｓｉｙａｎａ (Ｈｏｏｋ.) Ｃ. Ｐｒｅｓｌ〕ꎬ但系统发育研究结果[８] 提供了

四川鳞盖蕨的单系支持证据ꎬ建议恢复其分类学地位ꎮ
４) 尾 叶 稀 子 蕨 Ｍｏｎａｃｈｏｓｏｒｕｍ ｆｌａｇｅｌｌａｒｅ ( Ｍａｘｉｍ. ｅｘ

Ｍａｋｉｎｏ ) Ｈａｙａｔａ ( 碗 蕨 科 Ｄｅｎｎｓｔａｅｄｔｉａｃｅａｅ 稀 子 蕨 属

Ｍｏｎａｃｈｏｓｏｒｕｍ Ｋｕｎｚｅ)(图 １－Ｄ)
产于三明市三元区ꎬ生于沟谷边含湿土岩石缝中ꎻ重庆、

广西、贵州、湖南、江西、四川、云南、 浙江和湖北也有分

布[９－１０] ꎮ 本种叶片呈阔三角状披针形ꎬ宽 ７~ ２４ ｃｍꎬ先端长尾

状渐尖ꎬ小羽片基部不对称ꎻ福建省分布的同属种类稀子蕨

(Ｍ. ｈｅｎｒｙｉ Ｃｈｒｉｓｔ)叶片呈近卵状三角形或近长圆状三角形ꎬ宽
通常达 ３０ ~ ４０ ｃｍꎬ先端渐尖ꎬ小羽片基部对称ꎮ 二者易于

区别ꎮ
凭证标本:金摄郎ꎬ陈彬 ＪＳＬ７７２３ꎬ２０２０－ １０－ ２８ꎻ福建三

明市仙人谷国家森林公园大陇山ꎬ东经 １１７° ３５′ ５８″、北纬

２６°０８′５９″ꎬ海拔 １ ０５３ ｍꎮ
５) 假江南双盖 蕨 Ｄｉｐｌａｚｉｕｍ ｙａｏｓｈａｎｅｎｓｅ ( Ｙ. Ｃ. Ｗｕ)

Ｔａｒｄｉｅｕ(蹄盖蕨科 Ａｔｈｙｒｉａｃｅａｅ 双盖蕨属 Ｄｉｐｌａｚｉｕｍ Ｓｗ.)(图 １－
Ｅ)

产于三明市三元区ꎬ生于沟谷边疏林下ꎬ广东、广西和江

西也有分布[９ꎬ１１] ꎮ 本种的叶片先端急狭缩成羽裂渐尖的尾

状ꎬ与福建省分布的马鞍山双盖蕨(Ｄ. ｍａｏｎｅｎｓｅ Ｃｈｉｎｇ)和江南

双盖蕨〔Ｄ. ｍｅｔｔｅｎｉａｎｕｍ (Ｍｉｑ.) Ｃ. Ｃｈｒ.〕形态近似ꎬ区别在于

马鞍山双盖蕨的叶片为奇数一回羽状ꎬ顶生羽片基部常具１ 或

２ 枚合生的耳片ꎬ而江南双盖蕨的叶片先端渐狭缩ꎮ
凭证标本:金摄郎 ＪＳＬ７３０８ꎬ２０１９－１０－１９ꎻ福建三明市仙

人谷国家森林公园情人谷景 区ꎬ 东 经 １１７° ３８′ １２″、 北 纬

２６°１４′４１″ꎬ海拔 ３６５ ｍꎮ
６) 相似复叶耳蕨 Ａｒａｃｈｎｉｏｄｅｓ ｓｉｍｉｌｉｓ Ｃｈｉｎｇ (鳞毛蕨科

Ｄ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复叶耳蕨属 Ａｒａｃｈｎｉｏｄｅｓ Ｂｌｕｍｅ)(图 １－Ｆ)
产于三明市三元区ꎬ生于沟谷边疏林下或竹林下ꎻ广东和

浙江也有分布[９] ꎮ 本种囊群盖背面有毛ꎬ基部羽片下侧偶尔

具 １ 枚羽状分裂的小羽片ꎬ与假斜方复叶耳蕨(Ａ. ｈｅｋｉａｎａ Ｓａ.
Ｋｕｒａｔａ)极为相似ꎬ区别是后者的囊群盖背面无毛ꎮ

凭证标本:金摄郎 ＪＳＬ７２７２ꎬ２０１９－１０－１６ꎻ福建三明市仙人

谷国家森林公园大陇山ꎬ东经 １１７°３５′４３″、北纬 ２６°０９′２０″ꎬ海
拔 ７６５ ｍꎮ

据文献记载ꎬ本种羽片与叶轴的夹角小于 ３０°ꎬ小羽片边

缘具刺状齿[７]５５５ꎮ 但作者的观察结果显示:在野外生长状态

下本种羽片展开角度较大ꎬ其腊叶标本的羽片展开角度大多

为 ３０° ~６０°ꎬ这可能是生境不同所致ꎮ 此外ꎬ本种小羽片较短

时ꎬ边缘有时仅具短刺状齿ꎬ但多数情况下锯齿尖端略近芒

刺状ꎮ
７)三角鳞毛蕨 Ｄ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ｓ ｓｕｂ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ｉｓ (Ｃ. Ｈｏｐｅ) Ｃ. Ｃｈｒ.

(鳞毛蕨科 Ｄ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鳞毛蕨属 Ｄ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ｓ Ａｄａｎｓ.) (图 １－
Ｇ)

产于三明市三元区ꎬ生于沟谷边疏林下ꎻ重庆、广西、贵
州、海南、湖南、四川、台湾、西藏和云南也有分布[９] ꎮ 福建省

分布的近似种为齿头鳞毛蕨〔Ｄ. ｌａｂｏｒｄｅｉ (Ｃｈｒｉｓｔ) Ｃ. Ｃｈｒ.〕ꎬ区
别在于:本种叶片三角形ꎬ基部羽片下侧小羽片边缘波状或浅

裂ꎻ但后者叶片卵圆形或卵状披针形ꎬ基部羽片下侧的小羽片

羽状深裂至全裂ꎮ
凭证标本:金摄郎ꎬ陈彬ꎬ葛斌杰ꎬ苏享修 ＪＳＬ７２１１ꎬ２０１９－

１０－１３ꎻ福建三明市仙人谷国家森林公园情人谷景区ꎬ东经

１１７°３８′１２″、北纬 ２６°１４′４３″ꎬ海拔 ３４１ ｍꎮ
在 ＣＶＨ 上查阅到 １ 份采自福建省并鉴定为三角鳞毛蕨的

标本(ＰＥ ０１１１９６０３)ꎬ其叶轴略带紫红色ꎬ孢子囊群略靠近小

羽片边缘ꎬ 形态特征更近似于华南鳞毛蕨 ( Ｄ. ｔｅｎｕｉｃｕｌａ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ｅｔ Ｃｈｒｉｓｔ)ꎮ

８) 二型肋毛蕨 Ｃｔｅｎｉｔｉｓ ｄｉｎｇ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Ｃｈｉｎｇ 〔 鳞 毛 蕨 科

Ｄ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肋毛蕨属 Ｃｔｅｎｉｔｉｓ (Ｃ. Ｃｈｒ.) Ｃ. Ｃｈｒ.〕(图 １－Ｈ)
产于三明市三元区ꎬ生于杉木林和阔叶疏林下ꎻ广东、湖

南、江西和广西也有分布[９ꎬ１２] ꎮ 本种叶柄中部羽片连同叶轴

覆被开展的线形至狭披针形鳞片ꎬ与福建省分布的亮鳞肋毛

蕨〔Ｃ. ｓｕｂｇｌａｎｄｕｌｏｓａ (Ｈａｎｃｅ) Ｃｈｉｎｇ〕形态近似ꎬ但后者的叶柄

和叶轴密被伏贴的披针形或卵状披针形鳞片ꎮ
凭证标本:金摄郎ꎬ陈彬 ＪＳＬ７７３０ꎬ２０２０－１０－３０ꎻ福建三明

市仙人谷国家森林公园ꎬ东经 １１７°３９′３４″、北纬 ２６°１５′２１″ꎬ海
拔 ４９０ ｍꎮ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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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培善膜叶铁角蕨(小图示孢子囊群)Ｈｙｍｅｎａｓｐｌｅｎｉｕｍ ｗａｎｇｐｅｉｓｈａｎｉｉ Ｌｉ Ｂ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Ｋ. Ｗ. Ｘｕ (ｓｍａｌｌ ｐｈｏｔｏ ｓｈｏｗｓ ｓｏｒｉ)ꎻ Ｂ: 中华膜叶铁角蕨(小图
示孢子囊群)Ｈ. ｓｉｎｅｎｓｅ Ｋ. Ｗ. Ｘｕꎬ Ｌｉ Ｂ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Ｗ. Ｂ. Ｌｉａｏ ( ｓｍａｌｌ ｐｈｏｔｏ ｓｈｏｗｓ ｓｏｒｉ)ꎻ Ｃ: 四川鳞盖蕨(小图示孢子囊群)Ｍｉｃｒｏｌｅｐｉａ ｓｚｅｃｈｕａｎｉｃａ
Ｃｈｉｎｇ (ｓｍａｌｌ ｐｈｏｔｏ ｓｈｏｗｓ ｓｏｒｉ)ꎻ Ｄ: 尾叶稀子蕨(小图示孢子囊群)Ｍｏｎａｃｈｏｓｏｒｕｍ ｆｌａｇｅｌｌａｒｅ (Ｍａｘｉｍ. ｅｘ Ｍａｋｉｎｏ) Ｈａｙａｔａ (ｓｍａｌｌ ｐｈｏｔｏ ｓｈｏｗｓ ｓｏｒｉ)ꎻ Ｅ:
假江南双盖蕨(小图示孢子囊群)Ｄｉｐｌａｚｉｕｍ ｙａｏｓｈａｎｅｎｓｅ (Ｙ. Ｃ. Ｗｕ) Ｔａｒｄｉｅｕ (ｓｍａｌｌ ｐｈｏｔｏ ｓｈｏｗｓ ｓｏｒｉ)ꎻ Ｆ: 相似复叶耳蕨(小图示囊群盖)Ａｒａｃｈｎｉｏｄｅｓ
ｓｉｍｉｌｉｓ Ｃｈｉｎｇ (ｓｍａｌｌ ｐｈｏｔｏ ｓｈｏｗｓ ｉｎｄｕｓｉｕｍ)ꎻ Ｇ: 三角鳞毛蕨(小图示孢子囊群)Ｄ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ｓ ｓｕｂ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ｉｓ (Ｃ. Ｈｏｐｅ) Ｃ. Ｃｈｒ. (ｓｍａｌｌ ｐｈｏｔｏ ｓｈｏｗｓ ｓｏｒｉ)ꎻ
Ｈ: 二型肋毛蕨(上和下小图分别示叶轴鳞片和孢子囊群)Ｃｔｅｎｉｔｉｓ ｄｉｎｇ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Ｃｈｉｎｇ ( ｓｍａｌｌ ｐｈｏｔｏｓ ａｂｏｖｅ ａｎｄ ｂｅｌｏｗ ｓｈｏｗ ｓｃａｌｅｓ ｏｎ ｒａｃｈｉｓ ａｎｄ ｓｏｒｉ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

图 １　 福建省蕨类植物分布新记录 ８ 种的形态特征
Ｆｉｇ. １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ｅｉｇｈｔ ｎｅｗｌｙ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ｐｔｅｒｉｄｏｐｈｙ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据记载ꎬ二型肋毛蕨的叶为二型[７]５６０ꎬ然而对该种多个种

群的野外观察发现ꎬ大多数植株的叶为一型ꎬ而具二型叶的植

株往往兼具与不育叶同型的能育叶ꎬ且不同生长期的叶轴鳞

片有线形、钻形和披针形的形态特征变化ꎬ且覆盖孢子囊群的

鳞片或有或无ꎮ 在 ＣＳＨ 馆藏的具有上述 ３ 类特征的标本中ꎬ
排除上述形态特征变化ꎬ很难找到其他有效的形态特征来区

分和识别这些标本ꎮ 当叶轴鳞片为钻形时ꎬ鳞片通常呈展开

状态ꎬ几不狭缩的叶片形似金佛山肋毛蕨 (Ｃ. ｊｉｎｆｏ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Ｃｈｉｎｇ ｅｔ Ｚ. Ｙ. Ｌｉｕ)ꎬ而显著狭缩的叶片形似二型肋毛蕨ꎻ如果

叶轴的鳞片为狭披针形至披针形ꎬ鳞片多呈半伏贴状态ꎬ此类

标本的形态特征更接近棕鳞肋毛蕨(Ｃ. ｐｓｅｕｄｏｒｈｏｄｏｌｅｐｉｓ Ｃｈｉｎｇ
ｅｔ Ｃｈｕ. Ｈ. Ｗａｎｇ)ꎮ 由此可见ꎬ仅以鳞片形态和着生状态以及

叶片的狭缩程度为主要区别特征尚无法准确鉴定(或界定)这
３ 个种类ꎮ 在蕨类植物中ꎬ非二型叶的种类在特殊生境下偶尔

会出现能育叶过度狭缩而造成孢子囊群几布满叶背面的假二

型叶现象ꎮ 鉴于目前可供查阅的二型肋毛蕨的标本数量极

少ꎬ其叶的二型性是否为稳定性状仍需进一步的野外观察和

研究ꎮ

致谢: 南京林业大学许可旺副教授对膜叶铁角蕨属种类的鉴

定给予了科学的建议ꎬ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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