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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经过野外调查和标本鉴定ꎬ发现了福建省薹草属(Ｃａｒｅｘ Ｌｉｎｎ.)植物分布新记录 ７ 种(变种)ꎬ即长穗薹草(Ｃ.
ｄｏｌｉｃｈｏｓｔａｃｈｙａ Ｈａｙａｔａ)、灰帽薹草(原变种) (Ｃ. ｍｉｔｒａｔａ ｖａｒ. ｍｉｔｒａｔａ Ｆｒａｎｃｈ.)、具芒灰帽薹草(Ｃ. ｍｉｔｒａｔａ ｖａｒ. ａｒｉｓｔａｔａ
Ｏｈｗｉ)、三阳薹草 ( Ｃ. ｄｕｖａｌｉａｎａ Ｆｒａｎｃｈ. ｅｔ Ｓａｖａｔ.)、 肿胀果薹草 〔 Ｃ. ｓｕｂｔｕｍｉｄａ ( Ｋüｋ.) Ｏｈｗｉ〕、 点囊薹草 ( Ｃ.
ｒｕｂｒｏｂｒｕｎｎｅａ Ｃ. Ｂ. Ｃｌａｒｋｅ)和反折果薹草(Ｃ. ｒｅｔｒｏｆｒａｃｔａ Ｋüｋ.)ꎬ均发现于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片区ꎮ 凭证标本保存

于南京林业大学树木标本室(ＮＦ)ꎮ

关键词: 福建省ꎻ 武夷山ꎻ 薹草属ꎻ 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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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ｉｅｌｄ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ｓｅｖ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ａｒｅｘ Ｌｉｎｎ. ｗｅｒ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 ａｓ
ｎｅｗ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ｉｎ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ｖｉｚ. Ｃ. ｄｏｌｉｃｈｏｓｔａｃｈｙａ Ｈａｙａｔａꎬ Ｃ. ｍｉｔｒａｔａ ｖａｒ. ｍｉｔｒａｔａ Ｆｒａｎｃｈ.ꎬ Ｃ. ｍｉｔｒａｔａ ｖａｒ. ａｒｉｓｔａｔａ
Ｏｈｗｉꎬ Ｃ. ｄｕｖａｌｉａｎａ Ｆｒａｎｃｈ. ｅｔ Ｓａｖａｔ.ꎬ Ｃ. ｓｕｂｔｕｍｉｄａ (Ｋüｋ.) Ｏｈｗｉꎬ Ｃ. ｒｕｂｒｏｂｒｕｎｎｅａ Ｃ. Ｂ. Ｃｌａｒｋｅꎬ ａｎｄ Ｃ. ｒｅｔｒｏｆｒａｃｔａ
Ｋüｋ.ꎬ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 ｉｎ Ｆｕｊｉａ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Ｗｕｙｉ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Ｔｈｅ ｖｏｕｃｈｅｒ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ａｒ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ｅｄ ｉｎ
Ｄｅｎ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Ｆ).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ꎻ Ｗｕｙ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ꎻ Ｃａｒｅｘ Ｌｉｎｎ.ꎻ ｎｅｗ ｒｅｃｏｒｄ

　 　 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片区位于武夷山脉最高峰黄冈山的

东面及南面的山峰中ꎬ与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共同构成

了中国覆盖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

统ꎬ该区域不仅是福建省物种最为丰富的地区ꎬ也是中国生物

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１] ꎮ 迄今为止ꎬ中国薹草属 ( Ｃａｒｅｘ
Ｌｉｎｎ.)植物有 ５００ 余种[２] ꎮ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至 ５ 月ꎬ在武夷山国家

公园福建片区本底调查期间ꎬ作者所在团队共采集到薹草属

植物 ４６ 种ꎬ经过整理鉴定和文献资料[３－１２]ꎬ[１３]５６－５２８ꎬ[１４]查询ꎬ陆
续确定了福建省莎草科(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薹草属新记录 ７ 种(变
种)ꎬ这些新记录的发现不仅对丰富福建省植物的多样性及研

究武夷山地区的植物区系具有重要意义ꎬ还对研究中国薹草

属植物分布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ꎮ 福建省薹草属新记录 ７ 种

(变种)的形态特征及凭证标本见图 １ꎬ凭证标本均保存于南

京林业大学树木标本室(ＮＦ)ꎮ

　 　 １)长穗薹草 Ｃａｒｅｘ ｄｏｌｉｃｈｏｓｔａｃｈｙａ Ｈａｙａｔａ(图 １－ＡꎬＢꎬＣ)
产于南平市武夷山市星村镇ꎬ生于沟谷常绿阔叶林林下ꎻ

分布于陕西、安徽、浙江、台湾和四川[１３]１５５ꎮ 该种有一存疑亚

种阿里山宿柱薹〔Ｃ. ｄｏｌｉｃｈｏｓｔａｃｈｙａ ｓｕｂｓｐ. ｔｒｉｃｈｏｓｐｅｒｍａ (Ｏｈｗｉ)
Ｔ. Ｋｏｙｎａ〕 [１３]１５５－１５６ꎮ 长穗薹草与横纹薹草(Ｃ. ｒｕｇａｔａ Ｏｈｗｉ)的
区别在于前者果囊卵状纺锤形ꎬ雌小穗细圆柱形或圆柱形ꎻ而
后者果囊椭圆状菱形至菱状长圆形ꎬ雌小穗线状圆柱形ꎮ 长

穗薹草与伴生薹草(Ｃ. ｓｏｃｉａｔａ Ｂｏｏｔｔ)的区别在于前者果囊卵状

纺锤形且花较稀疏ꎬ后者果囊椭圆状菱形且花较密ꎮ
凭证标本:宋强ꎬ孟德昌 ＷＹＳ００９２ꎬ２０２２－０３－１５ꎻ南平市

武夷山市星村镇高桥ꎬ东经 １１７°４２′３１.０５″、北纬 ２７°４２′３７.３９″ꎬ
海拔 ６６２ ｍꎮ

２)灰帽薹草(原变种) Ｃａｒｅｘ ｍｉｔｒａｔａ ｖａｒ. ｍｉｔｒａｔａ Ｆｒａｎｃｈ.
(图 １－ＤꎬＥꎬ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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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ꎬＢꎬＣ. 长穗薹草 Ｃ. ｄｏｌｉｃｈｏｓｔａｃｈｙａ Ｈａｙａｔａ: Ａ. 植株 Ｐｌａｎｔꎻ Ｂ. 穗 Ｓｐｉｋｅꎻ Ｃ. 标本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ＤꎬＥꎬＦ. 灰帽薹草(原变种)Ｃ. ｍｉｔｒａｔａ ｖａｒ. ｍｉｔｒａｔａ Ｆｒａｎｃｈ.:
Ｄ. 植株 Ｐｌａｎｔꎻ Ｅ. 穗 Ｓｐｉｋｅꎻ Ｆ. 标本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ＧꎬＨꎬＩ. 具芒灰帽薹草 Ｃ. ｍｉｔｒａｔａ ｖａｒ. ａｒｉｓｔａｔａ Ｏｈｗｉ: Ｇ. 植株 Ｐｌａｎｔꎻ Ｈ. 穗 Ｓｐｉｋｅꎻ Ｉ. 标本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ＪꎬＫꎬ
Ｌ. 三阳薹草 Ｃ. ｄｕｖａｌｉａｎａ Ｆｒａｎｃｈ. ｅｔ Ｓａｖａｔ.: Ｊ. 植株 Ｐｌａｎｔꎻ Ｋ. 穗 Ｓｐｉｋｅꎻ Ｌ. 标本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ＭꎬＮꎬＯ. 肿胀果薹草 Ｃ. ｓｕｂｔｕｍｉｄａ (Ｋüｋ.) Ｏｈｗｉ: Ｍ. 植株
Ｐｌａｎｔꎻ Ｎ. 穗 Ｓｐｉｋｅꎻ Ｏ. 标本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ＰꎬＱꎬＲ. 点囊薹草 Ｃ. ｒｕｂｒｏｂｒｕｎｎｅａ Ｃ. Ｂ. Ｃｌａｒｋｅ: Ｐ. 植株 Ｐｌａｎｔꎻ Ｑ. 穗 Ｓｐｉｋｅꎻ Ｒ. 标本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ＳꎬＴꎬＵ. 反折果
薹草 Ｃ. ｒｅｔｒｏｆｒａｃｔａ Ｋüｋ.: Ｓ. 植株 Ｐｌａｎｔꎻ Ｔ. 穗 Ｓｐｉｋｅꎻ Ｕ. 标本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图 １　 福建省薹草属新记录 ７ 种(变种)的形态特征及凭证标本
Ｆｉｇ. １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ｖｏｕｃｈｅｒ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ｏｆ ｓｅｖｅｎ ｎｅｗｌｙ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ａｒｅｘ Ｌｉｎｎ. ｆｒｏｍ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产于南平市光泽县寨里镇ꎬ生于水边的常绿阔叶林林下ꎻ
分布于江苏、安徽和浙江[１３]１６０ꎮ 灰帽薹草与三穗薹草 (Ｃ.
ｔｒｉｓｔａｃｈｙａ Ｔｈｕｎｂ.)极为相似ꎬ区别仅在于前者雄花的鳞片边缘

不合生以及花丝不扁平且开花时延伸ꎬ后者开花时花丝扁化ꎬ
仅顶端可以伸出鳞片ꎮ

凭证标本:宋强ꎬ孟德昌 ＷＹＳ０６０９ꎬ２０２２－０４－１２ꎻ南平市

光泽县寨里镇大洲村ꎬ东经 １１７°３０′２９.５１″、北纬 ２７°４１′２７.３３″ꎬ

海拔 ４０６ ｍꎮ
３)具芒灰帽薹草 Ｃａｒｅｘ ｍｉｔｒａｔａ ｖａｒ. ａｒｉｓｔａｔａ Ｏｈｗｉ(图 １－Ｇꎬ

ＨꎬＩ)
产于南平市武夷山市星村镇ꎬ生于道路两边的常绿阔叶

林林下ꎻ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台湾、湖北和四川[１３]１６１ꎮ 具

芒灰帽薹草与灰帽薹草(原变种)的区别仅在于前者雄小穗较

短ꎬ呈长圆状线形且雌花鳞片具小芒尖ꎻ后者雄小穗较长ꎬ且

９９



植 物 资 源 与 环 境 学 报 第 ３２ 卷　

雌花鳞片不具小芒尖ꎮ
凭证标本:宋强ꎬ孟德昌 ＷＹＳ０３２５ꎬ２０２２ － ０３ － ２８ꎻ南平

市武夷 山 市 星 村 镇 溪 源 村ꎬ 东 经 １１７° ５０′ ０４. ３８″、 北 纬

２７°４６′４５.９８″ꎬ海拔 ４３２ ｍꎮ
４)三阳薹草 Ｃａｒｅｘ ｄｕｖａｌｉａｎａ Ｆｒａｎｃｈ. ｅｔ Ｓａｖａｔ.(图 １－ＪꎬＫꎬ

Ｌ)
产于南平市武夷山市星村镇ꎬ生于阔叶林林下溪流边ꎻ分

布于安徽[１３]１５７ꎮ 三阳薹草与拟穿孔薹草(Ｃ. ｆｏｒａｍｉｎａｔｉｆｏｒｍｉｓ
Ｙ. Ｃ. Ｔａｎｇ ｅｔ Ｓ. Ｙｕｎ Ｌｉａｎｇ)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果囊向轴面

不显著隆起ꎬ喙直ꎬ小坚果在棱面上、下部分均具凹陷ꎻ后者果

囊向轴面具有明显的凸起ꎬ且小穗的花较为密集ꎮ 与长穗薹

草相比ꎬ三阳薹草叶鞘和叶片均具有柔毛ꎮ
凭证标本:宋强ꎬ孟德昌 ＷＹＳ０６７３ꎬ２０２２ － ０４ － ２１ꎻ南平

市武夷 山 市 星 村 镇 挂 墩 村ꎬ 东 经 １１７° ３８′ ０３. ２７″、 北 纬

２７°４４′３６.５４″ꎬ海拔 １ ３３１ ｍꎮ
５)肿胀果薹草 Ｃａｒｅｘ ｓｕｂｔｕｍｉｄａ (Ｋüｋ.) Ｏｈｗｉ(图 １－ＭꎬＮꎬ

Ｏ)
产于南平市武夷山市星村镇ꎬ生于常绿阔叶林林下ꎻ分布

于江苏和江西[１３]２８５ꎮ 肿胀果薹草与狭穗薹草(Ｃ. ｉｓｃｈｎｏｓｔａｃｈｙａ
Ｓｔｅｕｄ.)的区别在于前者雌花鳞片卵形ꎬ果囊近水平张开ꎬ椭圆

形或倒卵形ꎬ长约 ３ ｍｍꎬ每朵雄花具 １ 个雄蕊ꎻ后者雌花鳞片

宽卵形ꎬ果囊近于直立或稍斜展ꎬ卵状长圆形ꎬ长约 ４ ｍｍꎬ每
朵雄花具 ３ 个雄蕊ꎮ

凭证标本:宋强ꎬ孟德昌 ＷＹＳ０５３３ꎬ２０２２ － ０４ － ０８ꎻ南平

市武夷 山 市 星 村 镇 仓 基 岭ꎬ 东 经 １１７° ５６′ ５０. ８２″、 北 纬

２７°３８′０５.１１″ꎬ海拔 ２５７ ｍꎮ
６)点囊薹草 Ｃａｒｅｘ ｒｕｂｒｏｂｒｕｎｎｅａ Ｃ. Ｂ. Ｃｌａｒｋｅ(图 １－ＰꎬＱꎬ

Ｒ)
产于南平市光泽县寨里镇ꎬ生于阔叶林林下溪流边ꎻ分布

于云南、西藏和广东[１３]４１４ꎮ 点囊薹草与美丽薹草(Ｃ. ｓａｄｏｅｎ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的区别在于前者果囊椭圆形ꎬ上部急缩成长喙ꎬ喙缘

平滑ꎻ后者果囊卵形或倒卵形ꎬ上部急缩成中等长的喙ꎬ喙缘

常粗糙ꎮ
凭证标本:宋强ꎬ孟德昌 ＷＹＳ０６２８ꎬ２０２２－０４－１４ꎻ南平市

光泽县寨里镇雷家ꎬ东经 １１７°３８′２４.１７″、北纬 ２７°４８′３４.２０″ꎬ海
拔 １ ００４ ｍꎮ

７)反折果薹草 Ｃａｒｅｘ ｒｅｔｒｏｆｒａｃｔａ Ｋüｋ.(图 １－ＳꎬＴꎬＵ)
产于南平市武夷山市星村镇ꎬ生于常绿阔叶林林下溪流

边ꎻ分布于浙江[１３]２８８ꎮ 反折果薹草与条穗薹草(Ｃ. ｎｅｍ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Ｓｔｅｕｄ.)和硬果薹草(Ｃ. ｓｃｌｅｒｏｃａｒｐａ Ｆｒａｎｃｈ.)较为相近ꎬ其主要

区别在于反折果薹草的果囊平滑无毛ꎬ而条穗薹草和硬果薹

草的果囊均被短硬毛ꎮ
凭证标本:宋强ꎬ孟德昌 ＷＹＳ０７０９ꎬ２０２２ － ０４ － ２１ꎻ南平

市武夷 山 市 星 村 镇 挂 墩 村ꎬ 东 经 １１７° ３８′ ０３. ５４″、 北 纬

２７°４４′３７.１２″ꎬ海拔 １ ３３６ 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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