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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藓类植物新记录 ６种
刘金鸽ꎬ 朱梦飞ꎬ 陶靖文ꎬ 师雪芹①

(安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环境与生态安全安徽省重点实验室ꎬ 安徽 芜湖 ２４１０００)

摘要: 通过野外调查和标本鉴定ꎬ发现安徽省藓类植物新记录 ６ 种ꎬ隶属于 ６ 科 ６ 属ꎬ分别为中华小烛藓(Ｂｒｕｃｈ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Ｐ. Ｃ. Ｃｈｅｎ ｅｘ Ｔ. Ｃａｏ ｅｔ Ｃ. Ｇａｏ)、东亚黄藓 (Ｄｉｓｔｉｃｈ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ｍａｉｂａｒａｅ Ｂｅｓｃｈ.)、卷叶短颈藓 (Ｄｉｐｈｙｓｃｉｕｍ
ｍｕｃｒｏｎｉｆｏｌｉｕｍ Ｍｉｔｔ.)、鞭枝藓〔 Ｉｓｏｃｌａｄｉｅｌｌａ ｓｕｒｃｕｌａｒｉｓ (Ｄｉｘｏｎ) Ｂ. Ｃ. Ｔａｎ ｅｔ Ｍｏｈａｍｅｄ〕、树生赤藓( Ｓｙｎｔｒｉｃｈｉａ ｌａｅｖｉｐｉｌａ
Ｂｒｉｄ.)、台湾藓(Ｔａｉｗａｎｏｂｒｙｕｍ ｓｐｅｃｉｏｓｕｍ Ｎｏｇ.)ꎮ 此外ꎬ小烛藓属(Ｂｒｕｃｈｉａ Ｓｃｈｗäｇｒ.)、鞭枝藓属( Ｉｓｏｃｌａｄｉｅｌｌａ Ｄｉｘｏｎ)和
台湾藓属(Ｔａｉｗａｎｏｂｒｙｕｍ Ｎｏｇ.)为安徽省藓类植物新记录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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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ｕｅｑｉｎ①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Ｂｉｏｔ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ｉｎ Ａｎｈｕｉꎬ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Ａｎｈｕ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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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ｉｅｌｄ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ｓｉｘ ｎｅｗｌｙ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ｍｏｓｓｅｓ ｗｅｒｅ ｆｏｕｎｄ ｆｒｏｍ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ｔｏ ｓｉｘ ｇｅｎｅｒａ ｏｆ ｓｉｘ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ꎬ ｎａｍｅｌｙ Ｂｒｕｃｈ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Ｐ. Ｃ. Ｃｈｅｎ ｅｘ Ｔ. Ｃａｏ ｅｔ Ｃ. Ｇａｏꎬ
Ｄｉｓｔｉｃｈ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ｍａｉｂａｒａｅ Ｂｅｓｃｈ.ꎬ Ｄｉｐｈｙｓｃｉｕｍ ｍｕｃｒｏｎｉｆｏｌｉｕｍ Ｍｉｔｔ.ꎬ Ｉｓｏｃｌａｄｉｅｌｌａ ｓｕｒｃｕｌａｒｉｓ (Ｄｉｘｏｎ) Ｂ. Ｃ. Ｔａｎ ｅｔ Ｍｏｈａｍｅｄꎬ
Ｓｙｎｔｒｉｃｈｉａ ｌａｅｖｉｐｉｌａ Ｂｒｉｄ.ꎬ Ｔａｉｗａｎｏｂｒｙｕｍ ｓｐｅｃｉｏｓｕｍ Ｎｏｇ.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ꎬ Ｂｒｕｃｈｉａ Ｓｃｈｗäｇｒ.ꎬ Ｉｓｏｃｌａｄｉｅｌｌａ Ｄｉｘｏｎ ａｎｄ
Ｔａｉｗａｎｏｂｒｙｕｍ Ｎｏｇ. ａｒｅ ｎｅｗｌｙ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ｇｅｎｅｒａ ｏｆ ｍｏｓｓｅｓ ｆｒｏｍ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ꎻ ｍｏｓｓꎻ ｎｅｗｌｙ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ｇｅｎｕｓꎻ ｎｅｗｌｙ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ꎻ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安徽省位于中国东南部ꎬ地处长江、淮河中下游ꎬ长江三

角洲腹地ꎬ为暖温带与亚热带的过渡地区ꎮ 安徽省的地形、地
貌复杂多样ꎬ植物种类繁多[１] ꎮ 安徽省的苔藓植物种类较为

丰富ꎬ共有 ９５科 ２５３属 ７７７种ꎬ其中ꎬ藓类植物有 ５６科 １８８属
５８９种[２] ꎮ 近几年来ꎬ研究者不断发现安徽省藓类植物新记录

种[３－５] 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目前安徽省藓类植物有 ６６３种ꎮ 作者

及项目团队对安徽省的苔藓植物进行了多次调查ꎬ鉴定并发

现安徽省藓类植物新记录 ６种ꎬ隶属于 ６科 ６属ꎮ 这 ６种藓类

植物的形态特征见图 １ꎬ凭证标本均保存于安徽师范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植物标本馆(ＡＮＵＢ)ꎮ
１) 中华小烛藓 Ｂｒｕｃｈ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Ｐ. Ｃ. Ｃｈｅｎ ｅｘ Ｔ. Ｃａｏ ｅｔ Ｃ.

Ｇａｏ(小烛藓科 Ｂｒｕｃｈｉａｃｅａｅ 小烛藓属 Ｂｒｕｃｈｉａ Ｓｃｈｗäｇｒ.) (图 １－
ＡꎬＢꎬＣꎬＤ)

产于安庆市潜山市ꎬ生于农田土表ꎻ分布于福建、广西、浙
江[６－７]ꎬ[８]５２ꎮ 本种为中国特有种ꎬ体形小ꎻ茎叶基部长卵形ꎬ上
部狭长线形ꎬ叶缘近于平滑ꎬ中肋及顶ꎻ叶细胞长方形或不规

则长方形ꎻ蒴柄甚短ꎬ仅 ０.２５~ ０.４０ ｍｍꎬ直立ꎻ孢蒴卵形ꎬ深内

隐于孢叶之中ꎬ具短且急剧收缩的台部ꎬ约为孢蒴长的 １ / ５ ~

１ / ４ꎻ蒴帽钟形ꎬ平滑ꎬ基部具裂瓣ꎻ孢子直径 ２８ ~ ３１ μｍꎬ表面

具刺状密瘤ꎮ 其近缘种小孢小烛藓(Ｂ. ｍｉｃｒｏｓｐｏｒａ Ｎｏｇ.)的蒴

柄长一般大于 ０.７０ ｍｍꎻ孢子相对较大ꎬ直径 ３０~３３ μｍꎮ 二者

易于区分ꎮ
凭证标本:师雪芹 ２０１９０５０７－０２ꎬ２０１９－０５－０７ꎻ安庆市潜

山市水吼镇三里村ꎬ东经 １１６°２５′０２.８２″、北纬 ３０°４５′５７.２３″ꎬ海
拔 ７０８ ｍꎮ

２) 东亚黄藓 Ｄｉｓｔｉｃｈ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ｍａｉｂａｒａｅ Ｂｅｓｃｈ. (小黄藓科

Ｄａｌｔｏｎｉａｃｅａｅ 黄藓属 Ｄｉｓｔｉｃｈ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Ｄｏｚｙ ｅｔ Ｍｏｌｋ.)(图 １－ＥꎬＦ)
产于黄山市休宁县ꎬ生于岩面薄土上ꎻ分布于重庆、福建、

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海南、江苏、江西、台湾、香港、云南、浙
江[８]１６６ꎮ 本种植物体密集成片贴生ꎻ茎叶阔长卵形ꎬ先端具急

尖至短渐尖ꎬ叶全缘ꎬ具 １~ ３ 列线形细胞构成的分化边缘ꎬ中
肋近叶尖部ꎻ叶上部细胞近六角形ꎬ薄壁ꎬ直径一般小于 ３５
μｍꎮ 其近缘种宽沿海厚角黄藓 ( Ｄ. ｃｏｌｌｅｎｃｈｙｍａｔｏｓｕｍ ｖａｒ.
ｐｓｅｕｄｏｓｉｎｅｎｓｅ Ｂ. Ｃ. Ｔａｎ ｅｔ Ｐ. Ｊ. Ｌｉｎ)的茎叶具 １ ~ ４ 列分化细

胞ꎻ叶中上部细胞为规则六角形ꎬ厚壁ꎬ直径常大于 ３５ μｍꎮ 二

者易于区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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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ꎬＢꎬＣꎬＤ. 中华小烛藓 Ｂｒｕｃｈ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Ｐ. Ｃ. Ｃｈｅｎ ｅｘ Ｔ. Ｃａｏ ｅｔ Ｃ. Ｇａｏ: Ａ. 植物体 Ｐｌａｎｔꎻ Ｂ. 叶 Ｌｅａｆꎻ Ｃ. 孢蒴 Ｃａｐｓｕｌｅꎻ Ｄ. 孢子 Ｓｐｏｒｅ. ＥꎬＦ. 东亚黄藓
Ｄｉｓｔｉｃｈ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ｍａｉｂａｒａｅ Ｂｅｓｃｈ.: Ｅ. 植物体 Ｐｌａｎｔꎻ Ｆ. 叶 Ｌｅａｆ. ＧꎬＨꎬＩꎬＪ. 卷叶短颈藓 Ｄｉｐｈｙｓｃｉｕｍ ｍｕｃｒｏｎｉｆｏｌｉｕｍ Ｍｉｔｔ.: Ｇ. 植物体 Ｐｌａｎｔꎻ Ｈ. 叶 Ｌｅａｆꎻ
Ｉ. 内雌苞叶 Ｉｎｎｅｒ ｐｅｒｉｃｈａｅｔｉａｌ ｂｒａｃｔꎻ Ｊ. 叶横切面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ａｆ. ＫꎬＬꎬＭ. 鞭枝藓 Ｉｓｏｃｌａｄｉｅｌｌａ ｓｕｒｃｕｌａｒｉｓ (Ｄｉｘｏｎ) Ｂ. Ｃ. Ｔａｎ ｅｔ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Ｋ. 植
物体 Ｐｌａｎｔꎻ Ｌ. 叶 Ｌｅａｆꎻ Ｍ. 鞭状枝上的叶 Ｌｅａｆ ｏｎ ｆｌａｇｅｌｌｉｆｏｒｍ ｂｒａｎｃｈ. ＮꎬＯ. 树生赤藓 Ｓｙｎｔｒｉｃｈｉａ ｌａｅｖｉｐｉｌａ Ｂｒｉｄ.: Ｎ. 植物体 Ｐｌａｎｔꎻ Ｏ. 叶 Ｌｅａｆ. ＰꎬＱꎬＲ. 台
湾藓 Ｔａｉｗａｎｏｂｒｙｕｍ ｓｐｅｃｉｏｓｕｍ Ｎｏｇ.: Ｐ. 植物体 Ｐｌａｎｔꎻ Ｑ. 叶 Ｌｅａｆꎻ Ｒ. 叶先端 Ａｐｅｘ ｏｆ ｌｅａｆ.

图 １　 安徽省藓类植物新记录 ６ 种的形态特征
Ｆｉｇ. １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ｓｉｘ ｎｅｗｌｙ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ｍｏｓｓｅｓ ｆｒｏｍ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凭证标本:刘金鸽ꎬ朱梦飞ꎬ陶靖文ꎬ肖国塘 ２０２２１０３１－６２ꎬ
２０２２－ １０ － ３１ꎻ黄 山 市 休 宁 县 岭 南 乡 三 溪 大 峡 谷ꎬ东 经

１１８°１１′５４.０６″、北纬 ２９°２５′４８.００″ꎬ海拔 ３８９ ｍꎮ
３) 卷叶短颈藓 Ｄｉｐｈｙｓｃｉｕｍ ｍｕｃｒｏｎｉｆｏｌｉｕｍ Ｍｉｔｔ. (短颈藓科

Ｄｉｐｈｙｓｃｉａｃｅａｅ 短颈藓属 Ｄｉｐｈｙｓｃｉｕｍ Ｄ. Ｍｏｈｒ)(图 １－ＧꎬＨꎬＩꎬＪ)
产于黄山市休宁县ꎬ生于岩面薄土上ꎻ分布于重庆、福建、

广东、贵州、湖南、海南、台湾、香港、云南[８]２９ꎬ[９]８０ꎮ 本种叶长

舌形ꎬ中下部趋窄ꎬ叶全缘ꎬ叶横切面中肋界限明显ꎻ叶中上部

细胞厚壁ꎬ平滑无疣ꎻ内雌苞叶具细裂片及纤毛状裂片ꎬ中肋

突出叶尖呈长芒状ꎮ 其近缘种东亚短颈藓 (Ｄ. ｆｕｌｖｉｆｏｌｉｕｍ
Ｍｉｔｔ.)的叶较宽大ꎬ叶边缘具圆齿突ꎬ叶背腹面细胞均具疣ꎮ
二者易于区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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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证标本:师雪芹ꎬ刘金鸽ꎬ朱梦飞 ２０２３０８１６－５０ꎬ２０２３－
０８－１６ꎻ黄山市休宁县源芳乡徽州大峡谷ꎬ东经１１８°２０′５９.６９″、
北纬 ２９°３３′１６.３７″ꎬ海拔 ４４５ ｍꎮ

４) 鞭枝藓 Ｉｓｏｃｌａｄｉｅｌｌａ ｓｕｒｃｕｌａｒｉｓ ( Ｄｉｘｏｎ) Ｂ. Ｃ. Ｔａｎ ｅｔ
Ｍｏｈａｍｅｄ (锦 藓 科 Ｓｅｍａｔ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鞭 枝 藓 属 Ｉｓｏｃｌａｄｉｅｌｌａ
Ｄｉｘｏｎ)(图 １－ＫꎬＬꎬＭ)

产于黄山市休宁县ꎬ生于树干ꎻ分布于澳门、福建、广东、
广西、贵州、湖北、海南、江西、香港、云南、浙江[８]２４８ꎬ[１０－１１] ꎮ 本

种体形小ꎬ具尾状鞭枝ꎻ茎无分化中轴ꎻ茎叶阔卵圆形ꎬ明显内

凹ꎬ叶全缘ꎬ叶基狭窄ꎬ中肋短或缺失ꎻ枝叶与茎叶同形ꎬ中部

细胞为线状纺锤形ꎻ鞭状枝上的叶小ꎬ披针形ꎮ 其近缘种厚角

藓(Ｇａｍｍｉｅｌｌａ ｐｔｅｒｏｇｏｎｉｏｉｄｅｓ Ｂｒｏｔｈ.)体形大ꎬ无鞭状枝ꎻ角细胞

多列ꎬ厚壁ꎬ显著ꎻ常生于腐木上或石缝中ꎮ 二者易于区分ꎮ
凭证标本:师雪芹ꎬ刘金鸽ꎬ朱梦飞 ２０２３０８１６－ ９２ꎬ２０２３－

０８－ １６ꎻ黄 山 市 休 宁 县 白 际 乡 百 丈 冲 瀑 布 峡 谷ꎬ 东 经

１１８°２４′０９.６０″、北纬 ２９°３２′２９.７１″ꎬ海拔 ４８２ ｍꎮ
５) 树生赤藓 Ｓｙｎｔｒｉｃｈｉａ ｌａｅｖｉｐｉｌａ Ｂｒｉｄ.(丛藓科 Ｐｏｔｔｉａｃｅａｅ 赤

藓属 Ｓｙｎｔｒｉｃｈｉａ Ｂｒｉｄ.)(图 １－ＮꎬＯ)
产于芜湖市镜湖区ꎬ生于岩面薄土上ꎻ分布于内蒙古、宁

夏、青海、新疆、浙江[８]１０７ꎬ[１２] ꎮ 本种体形细小ꎬ常生孢子体ꎻ茎
中轴分化ꎻ茎叶舌形至匙形ꎬ叶全缘ꎬ叶先端具无色透明长毛

尖ꎬ中肋粗壮ꎻ叶中上部细胞具疣ꎬ基部细胞平滑ꎮ 其近缘种

高山赤藓(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Ｏｃｈｙｒａ)体形较大ꎬ叶先端毛尖为红棕色ꎮ
二者易于区分ꎮ

凭证标本:师雪芹 ２０２３０４１６－０６ꎬ２０２３－０４－１６ꎻ芜湖市镜

湖区安徽师范大学赭山校区ꎬ东经 １１８° ２２′ ３０. ８１″、北纬

３１°２０′１０.３１″ꎬ海拔 ２８ ｍꎮ
６) 台 湾 藓 Ｔａｉｗａｎｏｂｒｙｕｍ ｓｐｅｃｉｏｓｕｍ Ｎｏｇ. ( 平 藓 科

Ｎｅｃｋｅｒａｃｅａｅ 台湾藓属 Ｔａｉｗａｎｏｂｒｙｕｍ Ｎｏｇ.)(图 １－ＰꎬＱꎬＲ)
产于黄山市休宁县ꎬ生于岩面薄土上ꎻ分布于福建、广西、

贵州、台湾、云南、浙江[８]２８５ꎬ[９]１１３ꎬ[１３] ꎮ 本种体形粗大ꎬ黄绿色ꎻ
茎无分化中轴ꎻ茎叶长卵圆形ꎬ具长尖ꎬ稍具纵褶ꎬ上部有粗

齿ꎬ中肋消失于叶尖前ꎻ叶细胞为不规则的长六边形或狭长方

形ꎮ 其近缘种齿叶台湾藓〔Ｔ. ｃｒｅｎｕｌａｔｕｍ (Ｈａｒｖ.) Ｓ. Ｏｌｓｓｏｎꎬ
Ｅｎｒｏｔｈ ｅｔ Ｄ. Ｑｕａｎｄｔ〕的茎叶宽阔ꎬ卵状舌形ꎬ具钝尖ꎮ 二者易

于区分ꎮ

凭证标本:师雪芹ꎬ刘金鸽ꎬ朱梦飞 ２０２３０４０８－ ９１ꎬ２０２３－
０４－ ０８ꎻ黄山市休宁县齐云山ꎬ东经 １１８° ０１′ ４６. １９″、北纬

２９°４８′３０.７５″ꎬ海拔 ４３９ ｍꎮ
这些新记录的发现丰富了安徽省藓类植物多样性ꎬ完善

了相关植物的分布信息ꎬ为后续调查和相关研究提供了基础

数据ꎮ 并且ꎬ小烛藓属、鞭枝藓属和台湾藓属为安徽省藓类植

物分布新记录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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