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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华老鸦瓣的形态性状及其与近似种的区别ꎬ并对湖北豹药藤的花果期以及果实和种子特征进行了补充描述ꎮ 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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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位于中国东南部ꎬ毗邻江苏、湖北和江西等省ꎬ其
中部的江淮地区由大别山山地丘陵与江淮丘陵组成[１] ꎮ 大别

山山地海拔落差较大ꎬ沟壑纵横ꎬ其丘陵向东延伸形成江淮丘

陵山地ꎬ直至宁镇山脉ꎬ植物区系成分复杂[２] ꎮ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２０ 年ꎬ笔者在对安徽省江淮地区植物资源进行调查的过程

中ꎬ采集到 ２ 种近年发表的仅分布于江苏省和湖北省的被子

植物[３ꎬ４] ꎬ为安徽省的新分布种ꎬ现予以报道ꎮ 另外ꎬ文中还简

述了这 ２ 种植物的主要形态性状及其与近似种的区别特征ꎬ
并增补了湖北豹药藤的花果期以及果实和种子特征的描述ꎮ
凭证标本保存于安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馆

(ＡＮＵＢ)ꎮ
１)宝华老鸦瓣 Ａｍａｎａ ｂａｏｈｕａｅｎｓｉｓ Ｂ. Ｘ. Ｈａｎꎬ Ｌｏｎｇ Ｗａｎｇ

ｅｔ Ｇ. Ｙ. Ｌｕ(百合科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老鸦瓣属 Ａｍａｎａ Ｈｏｎｄａ) (图 １－
ＡꎬＢꎬＣ)

产于滁州市琅琊区和无为市严桥镇ꎬ生于落叶阔叶林下ꎻ
模式标本(采集号 ＷＬ１９４１０３)采自江苏省句容市宝华山[３] ꎮ

本种为多年生草本ꎬ鳞茎卵球状ꎮ 叶 ２ 枚ꎬ对生ꎬ线形ꎬ苍
绿色ꎬ中央具较明显的白色中肋ꎬ长 １５.０~ ４５.０ ｃｍꎬ宽 ０.４~ １.０

ｃｍꎮ 苞片 ３ 枚ꎬ轮生ꎬ线形ꎬ长 １.４~３.２ ｃｍꎻ花单生ꎬ漏斗状ꎻ花
被片 ６ 枚ꎬ２ 轮ꎬ披针形ꎬ长 １.５~３.５ ｃｍꎬ宽 ０.３~０.６ ｃｍꎬ内侧白

色ꎻ内轮花被片外侧白色ꎬ基部淡黄绿色ꎬ具直达顶端的紫色

中脉ꎬ先端渐尖ꎻ外轮花被片外侧通常具清晰的紫红色画笔状

条纹ꎬ先端钝圆ꎻ雄蕊 ６ 枚ꎬ２ 轮ꎻ子房椭球状ꎬ黄绿色ꎮ 蒴果近

球状ꎬ３ 裂ꎬ直径 ０.８~１.５ ｃｍꎬ先端具 ０.５~１.０ ｃｍ 的长喙[３] ꎮ
本种与老鸦瓣〔Ａ. ｅｄｕｌｉｓ (Ｍｉｑ.) Ｈｏｎｄａ〕形态近似(图 １－

Ｃ)ꎬ但老鸦瓣的苞片通常 ２ 枚ꎬ狭条形ꎬ外轮花被片外侧具红

褐色丝纹ꎬ叶中央无白肋[５] ꎬ与本种的苞片数量和性状以及外

轮花被片和叶片的形态均存在一定的差别ꎬ二者以此识别ꎮ
凭证标本:张思宇 ＺＳＹ１８０３００７ꎬ２０１８－０３－０４ꎻ滁州市琅琊

区琅琊山风景区ꎬ东经 １１８°１７′０３.１２″、北纬 ３２°１７′０４.３７″ꎬ海拔

１８０ ｍꎮ 邵剑文ꎬ张思宇 ＡＮＵＢ０６９０１ꎬ２０２１－０１－２０ꎻ无为市严

桥镇楼家弄村ꎬ东经 １１７°４７′１３.０３″、北纬 ３１°２７′５１.３７″ꎬ海拔

５０ ｍꎮ
本种的模式产地(江苏省句容市宝华山)以及新增的安徽

省上述分布地点〔滁州琅琊山和无为楼家弄(银屏山山系)〕
均属于大别山余脉ꎬ因此在大别山东部余脉各丘陵山地可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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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本种的调查范围ꎮ 在琅琊山分布点ꎬ本种常与老鸦瓣混生ꎬ
且未见形态介于二者之间的个体ꎬ因此本种与老鸦瓣应该存

在稳定的生殖隔离ꎮ 就苞片的数量和性状(３ 枚ꎬ线形)以及

叶中肋颜色(白色)等形态特征来看ꎬ推测宝华老鸦瓣或许与

特产于安徽省天柱山的安徽老鸦瓣 〔 Ａ. ａｎｈｕｉｅｎｓｉｓ ( Ｘ. Ｓ.
Ｓｈｅｎ) Ｄ. Ｙ. Ｔａｎ ｅｔ Ｄ. Ｙ. Ｈｏｎｇ〕亲缘关系较近[５－７] ꎮ

ＡꎬＢ. 宝华老鸦瓣 Ａｍａｎａ ｂａｏｈｕａｅｎｓｉｓ Ｂ. Ｘ. Ｈａｎꎬ Ｌｏｎｇ Ｗａｎｇ ｅｔ Ｇ. Ｙ. Ｌｕ: Ａ. 外轮花被片与苞片 Ｏｕｔｅｒ ｔｅｐａｌｓ ａｎｄ ｂｒａｃｔｓꎻ Ｂ. 叶片中肋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ｉｂ ｏｆ
ｌｅａｖｅｓ. Ｃ. 宝华老鸦瓣(左)与老鸦瓣(右)花形态对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ｎ ｆｌｏｗｅｒ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Ａ. ｂａｏｈｕａｅｎｓｉｓ ( ｌｅｆｔ) ａｎｄ Ａ. ｅｄｕｌｉｓ (Ｍｉｑ.) Ｈｏｎｄａ( ｒｉｇｈｔ) .
ＤꎬＥꎬＦꎬＧꎬＨ. 湖北豹药藤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 ｈｕｂｅｉｅｎｓｅ Ｗｅｎ Ｂ. Ｘｕꎬ Ｂ. Ｓ. Ｘｉａ ｅｔ Ｊ. Ｙ. Ｓｈｅｎ: Ｄ. 植株形态 Ｐｌａｎｔ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ꎻ Ｅ. 花 Ｆｌｏｗｅｒｓꎻ Ｆ. 花序形态和花序
梗长度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ｅｄｕｎｃｌｅ ｌｅｎｇｔｈꎻ Ｇ. 叶片变异状况 Ｌｅａ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ꎻ Ｈ. 果实和种子 Ｆｒｕｉｔ ａｎｄ ｓｅｅｄｓ.

图 １　 安徽省被子植物分布新记录 ２ 种的形态特征
Ｆｉｇ. １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ｗｏ ｎｅｗｌｙ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ａｎｇｉｏｓｐｅｒｍｓ ｆｒｏｍ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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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湖北豹药藤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 ｈｕｂｅｉｅｎｓｅ Ｗｅｎ Ｂ. Ｘｕꎬ Ｂ. Ｓ. Ｘｉａ
ｅｔ Ｊ. Ｙ. Ｓｈｅｎ (夹竹桃科 Ａｐｏｃｙｎａｃｅａｅ 鹅绒藤属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
Ｌｉｎｎ.)(图 １－ＤꎬＥꎬＦꎬＧꎬＨ)

产于安庆市潜山县天柱山ꎬ生于林缘路边ꎻ模式标本(采
集号 Ｘｕ ＆ Ｘｉａ ２００２０９)采于湖北省罗田县薄刀峰[４] ꎮ

本种为 ２０２１ 年发表的新种[４] ꎬ但其形态特征缺少中文描

述ꎬ现补充如下:多年生缠绕草本ꎮ 叶对生ꎬ叶柄长 ３.０ ~ ３.５
ｃｍꎻ叶片薄纸质或膜质ꎬ卵形或卵状长圆形ꎬ长 ９.０ ~ １５.０ ｃｍꎬ
宽 ５.５~８.０ ｃｍꎬ基部心形或耳状心形ꎮ 聚伞花序腋生ꎬ花序梗

长 ５.０~９.０ ｍｍꎬ具花 ６~ １０ 枚ꎻ花梗长 ３.０~ ７.０ ｍｍꎻ花萼基部

融合ꎬ萼片三角形ꎬ长约 ０.８ ｍｍꎻ花冠白色至棕红色ꎬ５ 裂ꎬ长
５.０~７.０ ｍｍꎬ宽 ４.０~ ６.０ ｍｍꎬ先端钝尖ꎻ副花冠肉质ꎬ杯状ꎬ不
裂ꎬ稍短于合蕊冠ꎬ内侧具 ５ 枚舌状附属物ꎻ合蕊冠圆柱状ꎬ长
３.５~４.０ ｍｍꎬ直径约 ２ ｍｍꎻ未成熟的蓇葖果长圆形披针状ꎬ长
约 ３０ ｍｍꎬ直径约 ６ ｍｍꎬ稍具棱[４] ꎮ

本种发表时仅描述了未成熟的果实形态ꎬ而作者在本次

调查中采集到了成熟的果实和种子ꎬ据此补充果实和种子的

形态描述:蓇葖果通常仅 １ 枚发育ꎬ披针状ꎬ向顶端渐尖ꎬ无
毛ꎬ长 ３.０~８.０ ｃｍꎬ直径约 ６~ １０ ｍｍꎬ萼片宿存ꎮ 种子长圆状

卵形ꎬ扁平ꎬ褐色ꎬ长 ６~８ ｍｍꎬ宽 ３~５ ｍｍꎬ边缘与中央颜色较

深ꎬ种毛白色绢质ꎬ长 ２.０ ~ ２.５ ｃｍꎮ 花期 ７ 月至 ８ 月ꎬ果期 １０
月至 １１ 月ꎮ

本种虽然与朱砂藤 〔 Ｃ.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ｅ ( Ｈｅｍｓｌ.) Ｔｓｉａｎｇ ｅｔ
Ｔｓｉａｎｇ ｅｔ Ｚｈａｎｇ〕和峨眉牛皮消(Ｃ. ｇｉｒａｌｄｉｉ Ｓｃｈｌｔｒ.)形态近似ꎬ
但仍存在不同的鉴别特征ꎮ 本种茎节无托叶ꎬ叶卵形或卵状

长圆形ꎬ花冠裂片白色或棕红色、平展ꎬ副花冠不裂ꎻ而朱砂藤

的花冠裂片白色或淡绿色、反折ꎬ副花冠 ５ 深裂ꎮ 峨眉牛皮消

茎节具托叶ꎬ叶戟状长圆形ꎬ花冠裂片红色、平展ꎬ副花冠 ５ 深

裂[８]２１９－２２０ꎮ 依据上述特征可将朱砂藤和峨眉牛皮消与湖北豹

药藤区分开ꎮ
凭证标本:张思宇ꎬ章建业ꎬ张家祥ꎬ等 ＺＳＹ００５１ꎬ２０２０－

０８－１５ꎻ安庆市潜山县天柱山铜锣尖ꎬ东经 １１６°２６′３６.９９″、北纬

３０°４５′３３.５０″ꎬ海拔 １ ０８７ ｍꎮ
笔者在检视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和 １０ 月拍摄的湖北豹药藤照片

及采集的凭证标本时发现ꎬ凭证标本在花、茎和叶片的特征上

与模式标本一致ꎬ但花序梗长度与花梗长度有所不同ꎮ 在湖

北豹药藤发表的原始文献中ꎬ描述其花序梗长 ５~ ９ ｍｍꎬ花梗

长 ３~７ ｍｍ[４] ꎻ但按照其中插图附注的比例尺ꎬ花梗长度明显

长于 １ ｃｍꎬ且未见完整的花序梗ꎮ 而在笔者采自天柱山的凭

证标本上ꎬ花序梗长 １５~２０ ｍｍꎬ花梗长 １５~２０ ｍｍ(图 １－Ｅ)ꎮ
鉴于产自天柱山的植株与模式产地的湖北豹药藤植株在重点

识别特征上一致、生境类型相似且地理位置相近ꎬ仅花序梗长

度和花梗长度不同ꎻ并且经过文献查阅ꎬ湖北豹药藤的多个近

似种在花序梗长度和花梗长度上均存在变化幅度较大的情

况[８]２１５ꎬ２１９－２２０ꎬ因此ꎬ笔者认为将产自天柱山的植株鉴定为湖

北豹药藤是合理的ꎮ 此外ꎬ针对湖北豹药藤的花序梗长度与

花梗长度ꎬ还需在测量更多的个体和统计分析后进行规范

描述ꎮ
湖北豹药藤在天柱山仅见 ２ 株ꎬ生长于道路旁ꎬ受人为活

动的影响较为严重ꎮ Ｘｕ 等[４] 将本种评估为极危种(ＣＲ)ꎬ种
群数量和生存均面临着严重威胁ꎬ因而ꎬ应对现存的湖北豹药

藤采取科学合理的保护措施ꎮ

致谢: 河南信阳师范学院朱鑫鑫博士提供了湖北豹药藤的部

分图片ꎬ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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