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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浙江自然博物馆植物标本室(ＺＭ)馆藏的新疆苔藓植物标本进行重新整理和鉴定ꎬ发现新疆苔藓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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藓属(Ｏｋａｍｕｒａｅａ Ｂｒｏｔｈ.)为新疆新记录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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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位于欧亚大陆腹地(东经 ７３° ４０′ ~
９６°１８′、北纬 ３４°２５′~ ４８°１０′)ꎬ总面积 １６６.４９ ｋｍ２[１] ꎮ 新疆远

离海洋ꎬ形成了干旱而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ꎬ其地形地貌复

杂、气候类型多样ꎬ孕育了丰富的生物种类ꎮ 新疆地处欧亚森

林植物亚区、亚洲荒漠植物亚区和青藏高原植物亚区交界处ꎬ
多种植物区系成分在此交融ꎬ形成了复杂且独具特色的区系

成分[２] ꎮ 新疆苔藓植物种类组成与国内其他省(自治区)具有

明显差异ꎬ极端生境下的苔藓植物更是极具科学研究价

值[３]１－８ꎮ 天山乌鲁木齐河源 １ 号冰川位于天山中段天格尔山

北坡ꎬ距乌鲁木齐市区 １２０ ｋｍꎬ气候寒冷干燥ꎬ７ 月和 ８ 月平均

气温为 ５ ℃ꎬ其余各月平均气温均在 ０ ℃以下ꎻ年均降水量为

４６８ ｍｍꎬ５ 月至 ９ 月的降水量占全年总降水量的 ９０％ [１－２] ꎮ 天

山乌鲁木齐河源 １ 号冰川地形条件复杂ꎬ以高山草甸和高山

垫状植被为主ꎬ植物群落结构简单ꎬ物种贫乏ꎬ苔藓植物作为

先锋物种成为该区植物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黄文专[３]１－１１８、王虹

等[４] 、袁祯燕等[５]和王鹏军等[６] 先后对此区域分布的苔藓植

物进行了分类、区系、解剖结构及物种多样性方面的研究ꎮ 笔

者对吴玉环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至 ７ 月在天山乌鲁木齐河源 １ 号冰

川采集的苔藓植物标本进行整理和观察ꎬ并参考«中国苔藓植

物志»、«贵州苔藓植物志»、«中国苔纲和角苔纲植物属志»等
书籍进行经典分类学鉴定ꎬ发现新疆苔藓植物新记录 ６ 种ꎮ
地理分布信息主要参考“中国生物物种名录 ２０２３ 版”(ｈｔｔｐ:∥
ｗｗｗ.ｓｐ２０００.ｏｒｇ.ｃｎ / ｓｅａｒｃｈ / ｓｅａｒｃｈ＿ａｌｌ＿ｎａｍｅｓ)ꎮ 这 ６ 种植物的

形态特征见图 １ 至图 ６ꎬ凭证标本存放于浙江自然博物馆植物

标本室(ＺＭ)ꎮ
１)离瓣合叶苔 Ｓｃａｐａｎｉａ ｎｉｍｂｏｓａ Ｔａｙｌｏｒ ｅｘ Ｌｅｈｍ.〔合叶苔

科 Ｓｃａｐａｎｉａｃｅａｅ 合叶苔属 Ｓｃａｐａｎｉａ (Ｄｕｍｏｒｔ.) Ｄｕｍｏｒｔ.〕(图 １)
产于乌鲁木齐市乌鲁木齐县ꎬ生于岩面上ꎻ分布于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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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ꎬ２: 植物体 Ｐｌａｎｔꎻ ３－６: 叶片 Ｌｅａｆꎻ ７: 腹瓣 Ｌｏｂｕｌｅꎻ ８: 叶尖部细胞
Ａｐｉｃａｌ ｌａｍｉｎ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ｏｆ ｌｅａｆꎻ ９: 叶基部细胞 Ｂａｓａｌ ｌａｍｉｎ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ｏｆ ｌｅａｆꎻ １０ꎬ
１１: 叶中部细胞 Ｍｉｄｄｌｅ ｌａｍｉｎ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ｏｆ ｌｅａｆꎻ １２ꎬ１３: 粗疣 Ｐａｐｉｌｌａｅ.

图 １　 离瓣合叶苔的形态特征
Ｆｉｇ. １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Ｓｃａｐａｎｉａ ｎｉｍｂｏｓａ Ｔａｙｌｏｒ ｅｘ
Ｌｅｈｍ.

西藏、贵州ꎮ 本种体型粗壮ꎬ高 ３~１０ ｃｍꎬ宽 ７~ ８ ｍｍꎬ红褐色ꎬ
常混生于其他藓类之中ꎬ假根少ꎮ 叶相互贴生呈覆瓦状ꎬ背瓣

近于横生ꎬ卵形ꎬ宽超过茎ꎬ先端具小尖或齿突ꎬ基部不下延ꎻ
腹瓣略大于背瓣ꎬ卵形ꎬ横向展开ꎬ渐尖ꎬ基部不下延或略下

延ꎻ角质层粗糙ꎬ具明显粗疣ꎮ
凭证标本:吴玉环 ２０１３０７０４３７ꎬ２０１３－０７－０４ꎻ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县天山乌鲁木齐河源 １ 号冰川ꎬ东经 ８７°０７′４６.３２″、
北纬 ４３°１２′１８.４７″ꎬ海拔 ２ １０８ ｍꎮ

２)刺叶羽苔 Ｐｌａｇｉｏｃｈｉｌａ ｓｃｉｏｐｈｉｌａ Ｎｅｅｓ ｅｘ Ｌｉｎｄｅｎｂ.〔羽苔科

Ｐｌａｇｉｏｃｈｉｌａｃｅａｅ 羽苔属 Ｐｌａｇｉｏｃｈｉｌａ (Ｄｕｍｏｒｔ.) Ｄｕｍｏｒｔ.〕(图 ２)
产于乌鲁木齐市乌鲁木齐县ꎬ生于林下腐木上ꎻ分布于贵

州、广东、福建、香港、广西、湖南、江苏、江西、台湾、西藏、四
川、浙江、云南、海南、重庆、湖北ꎮ 本种中等大小ꎬ稀疏交织成

片生长ꎬ淡褐绿色至深绿色ꎬ柔弱ꎮ 茎长 １.５ ~ ２.５ ｃｍꎬ连同叶

宽 ３.５０~ ３.６０ ｍｍꎬ由横茎向上倾立ꎬ有时具分枝ꎻ叶片疏生或

呈覆瓦状排列ꎬ长椭圆形ꎬ长 １. ４０ ~ １. ６８ ｍｍꎬ宽 ０. ８８ ~ １. ０８
ｍｍꎻ叶中部细胞长 ２８~ ４２ μｍꎬ宽 ３８ ~ ５２ μｍꎬ三角体小ꎻ角质

层平滑ꎻ腹叶细小至缺失ꎮ

１ꎬ２: 植物体 Ｐｌａｎｔꎻ ３－５: 叶片 Ｌｅａｆꎻ ６: 叶边缘细胞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ｌａｍｉｎ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ｏｆ ｌｅａｆꎻ ７ꎬ８: 叶尖部细胞 Ａｐｉｃａｌ ｌａｍｉｎ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ｏｆ ｌｅａｆꎻ ９: 叶中部细
胞 Ｍｉｄｄｌｅ ｌａｍｉｎ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ｏｆ ｌｅａｆ.

图 ２　 刺叶羽苔的形态特征
Ｆｉｇ. ２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Ｐｌａｇｉｏｃｈｉｌａ ｓｃｉｏｐｈｉｌａ Ｎｅｅｓ ｅｘ
Ｌｉｎｄｅｎｂ.

凭证标本:吴玉环 ２０１３０４２２０７ꎬ２０１３－０４－２２ꎻ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县天山乌鲁木齐河源 １ 号冰川ꎬ东经 ８７°０７′２２.３６″、
北纬 ４３°１２′２２.３５″ꎬ海拔 ２ １５５ ｍꎮ

３)三裂鞭苔 Ｂａｚｚａｎｉａ ｔｒｉｄｅｎｓ ( Ｒｅｉｎｗ.ꎬ Ｂｌｕｍｅ ｅｔ Ｎｅｅｓ)
Ｔｒｅｖｉｓ.(指叶苔科 Ｌｅｐｉｄｏｚｉａｃｅａｅ 鞭苔属 Ｂａｚｚａｎｉａ Ｇｒａｙ)(图 ３)

产于乌鲁木齐市乌鲁木齐县ꎬ生于岩面上ꎻ分布于西藏、
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贵州、重庆、四川、云南、广西、湖南、湖
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香港、澳门、台湾ꎮ 本种植物

体呈黄绿色至褐绿色ꎬ长 １.５ ~ ３.５ ｃｍꎬ连同叶宽 １.５ ~ ３.５ ｍｍꎮ
茎匍匐ꎬ叉状分枝ꎻ鞭状枝多ꎬ假根生于鞭状枝末端ꎻ叶片蔽前

式覆瓦状排列ꎬ偶有前后叶片不相接ꎬ干时内卷ꎬ湿润时向外

水平伸出ꎬ卵形至长卵形ꎬ长 ０.８ ~ １.８ ｍｍꎬ宽 ０.５ ~ １.０ ｍｍꎬ背
边稍呈镰刀型弯曲ꎬ先端具 ３ 齿ꎻ细胞圆形至椭圆形ꎬ中部细

胞长 ２０~３６ μｍꎬ宽 １９~３０ μｍꎬ壁薄到中等厚ꎮ 鞭苔属为新疆

新记录属ꎮ
凭证标本:吴玉环 ２０１３０７０４１３ꎬ２０１３－０７－０４ꎻ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县天山乌鲁木齐河源 １ 号冰川ꎬ东经 ８７°０７′４３.１６″、
北纬 ４３°１２′２４.４６″ꎬ海拔 ２ １８３ ｍꎮ

４)毛尖棉藓 Ｐｌａｇｉｏｔｈｅｃｉｕｍ ｐｉｌｉｆｅｒｕｍ (Ｓｗ.) Ｓｃｈｉｍｐ. (棉藓

科 Ｐｌａｇｉｏｔｈｅｃｉａｃｅａｅ 棉藓属 Ｐｌａｇｉｏｔｈｅｃｉｕｍ Ｓｃｈｉｍｐ.)(图 ４)
产于乌鲁木齐市乌鲁木齐县ꎬ生于岩面薄土上ꎻ分布于吉

林、四川、贵州、云南、西藏[７] ꎮ 本种体型小ꎬ呈淡绿色或黄绿

色ꎬ具光泽ꎻ植株呈圆条状ꎮ 叶卵状披针形ꎬ长 ０.８~１.５ ｍｍꎬ宽

８１１



第 ２ 期 王　 强ꎬ 等: 新疆苔藓植物新记录 ６ 种

　 　 　

１ꎬ２: 植物体 Ｐｌａｎｔꎻ ３ꎬ４: 侧叶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ｌｅａｆꎻ ５ꎬ６: 腹叶 Ａｍｐｈｉｇａｓｔｒｉｕｍꎻ
７: 叶尖部细胞 Ａｐｉｃａｌ ｌａｍｉｎ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ｏｆ ｌｅａｆꎻ ８: 叶基部细胞 Ｂａｓａｌ ｌａｍｉｎ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ｏｆ ｌｅａｆꎻ ９: 叶中部细胞 Ｍｉｄｄｌｅ ｌａｍｉｎ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ｏｆ ｌｅａｆ.

图 ３　 三裂鞭苔的形态特征
Ｆｉｇ. ３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Ｂａｚｚａｎｉａ ｔｒｉｄｅｎｓ (Ｒｅｉｎｗ.ꎬ Ｂｌｕｍｅ
ｅｔ Ｎｅｅｓ) Ｔｒｅｖｉｓ.

１ꎬ２: 植物体 Ｐｌａｎｔꎻ ３－６: 叶 Ｌｅａｆꎻ ７: 叶中部细胞 Ｍｉｄｄｌｅ ｌａｍｉｎ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ｏｆ
ｌｅａｆꎻ ８: 叶尖部细胞 Ａｐｉｃａｌ ｌａｍｉｎ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ｏｆ ｌｅａｆꎻ ９: 叶基部细胞 Ｂａｓａｌ
ｌａｍｉｎ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ｏｆ ｌｅａｆ.

图 ４　 毛尖棉藓的形态特征
Ｆｉｇ. ４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Ｐｌａｇｉｏｔｈｅｃｉｕｍ ｐｉｌｉｆｅｒｕｍ ( Ｓｗ.)
Ｓｃｈｉｍｐ.

０.４~０.８ ｍｍꎬ先端突然成细锐尖ꎬ弯曲成内凹的瓢形ꎬ近尖先

端叶缘常狭窄反弯ꎬ全缘或近叶尖有微齿ꎻ中肋 ２ 条或 １ 条分

叉ꎬ长度达叶长的 １ / ４ꎻ叶细胞狭长形ꎬ平滑ꎬ中部细胞长 ３６ ~
１１０ μｍꎬ宽 ５~６ μｍꎬ近尖部细胞较短ꎻ孢子体未见ꎮ 本种与其

他种的区别为本种叶片强烈内凹ꎬ先端突收缩成细锐尖ꎮ
凭证标本:吴玉环 ２０１３０４２２５１ꎬ２０１３－０４－２２ꎻ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县天山乌鲁木齐河源 １ 号冰川ꎬ东经 ８７°０７′２５.２６″、
北纬 ４３°１２′２２.７６″ꎬ海拔 ２ ８３１ ｍꎮ

５)长枝褶藓 Ｏｋａｍｕｒａｅａ ｈａｋｏｎｉｅｎｓｉｓ (Ｍｉｔｔ.) Ｂｒｏｔｈ.(青藓科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ａｃｅａｅ 褶藓属 Ｏｋａｍｕｒａｅａ Ｂｒｏｔｈ.)(图 ５)
产于乌鲁木齐市乌鲁木齐县ꎬ生于腐木上ꎻ分布于广西、

西藏、贵州、江西、重庆、上海、湖北、湖南、安徽、四川、山东、浙
江、江苏、内蒙古、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ꎮ 本种体型

较大ꎮ 茎匍匐ꎬ具少而短的鞭状枝ꎻ叶卵形或长卵形ꎬ具明显

纵褶ꎬ叶尖部狭尖或披针状ꎬ长 １.６ ~ ２.２ ｍｍꎬ宽 ０.７ ~ ０.９ ｍｍꎻ
叶边平直ꎬ全缘ꎻ中肋单一ꎬ细弱ꎬ长度达叶长的 １ / ２ 以上ꎬ叶
中部细胞长椭圆形ꎬ壁较厚ꎬ长 ２０~３０ μｍꎬ宽 ５~８ μｍꎬ顶端细

胞略狭长ꎬ基部细胞短ꎬ壁加厚ꎬ椭圆形或近于方形ꎬ角部细胞

　 　 　

１ꎬ２: 植物体 Ｐｌａｎｔꎻ ３ － ７: 叶 Ｌｅａｆꎻ ８: 中上部叶边缘细胞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ｌａｍｉｎ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ｏｆ ｌｅａｆ ｍｉｄｄｌｅ￣ｕｐｐｅｒ ｐａｒｔꎻ ９: 叶尖部细胞 Ａｐｉｃａｌ ｌａｍｉｎ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ｏｆ ｌｅａｆꎻ １０: 叶中部细胞 Ｍｉｄｄｌｅ ｌａｍｉｎ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ｏｆ ｌｅａｆꎻ １１: 叶基部细胞
Ｂａｓａｌ ｌａｍｉｎ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ｏｆ ｌｅａｆ.

图 ５　 长枝褶藓的形态特征
Ｆｉｇ. ５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Ｏｋａｍｕｒａｅａ ｈａｋｏｎｉｅｎｓｉｓ (Ｍｉｔｔ.)
Ｂｒｏ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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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方形ꎻ孢子体未见ꎮ 褶藓属为新疆新记录属ꎮ
凭证标本:吴玉环 ２０１３０４２２２４ꎬ２０１３－０４－２２ꎻ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县天山乌鲁木齐河源 １ 号冰川ꎬ东经 ８７°０７′５１.３４″、
北纬 ４３°１２′２８.７６″ꎬ海拔 ２ ５３１ ｍꎮ

６)短肋羽藓 Ｔｈｕｉｄｉｕｍ ｋａｎｅｄａｅ Ｓａｋｕｒａｉ(羽藓科 Ｔｈｕｉｄｉａｃｅａｅ
羽藓属 Ｔｈｕｉｄｉｕｍ Ｓｃｈｉｍｐ.)(图 ６)

１: 植物体 Ｐｌａｎｔꎻ ２ꎬ３: 茎叶 Ｌｅａｆ ｏｎ ｓｔｅｍꎻ ４: 枝叶 Ｌｅａｆ ｏｎ ｂｒａｎｃｈꎻ ５ꎬ６:
小枝叶 Ｓｍａｌｌ ｆｏｌｉａｇｅꎻ ７: 叶基部细胞 Ｂａｓａｌ ｌａｍｉｎ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ｏｆ ｌｅａｆꎻ ８: 叶尖
部细胞 Ａｐｉｃａｌ ｌａｍｉｎ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ｏｆ ｌｅａｆꎻ ９: 中上部叶边缘细胞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ｌａｍｉｎ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ｏｆ ｌｅａｆ ｍｉｄｄｌｅ￣ｕｐｐｅｒ ｐａｒｔꎻ １０: 鳞毛 Ｐａｒａｐｈｙｌｌｉｕｍ.

图 ６　 短肋羽藓的形态特征
Ｆｉｇ. ６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ｕｉｄｉｕｍ ｋａｎｅｄａｅ Ｓａｋｕｒａｉ

　 　 产于乌鲁木齐市乌鲁木齐县ꎬ生于岩面薄土上ꎻ分布于福

建、贵州、江西、重庆、上海、湖南、湖北、云南、安徽、四川、甘
肃、浙江、江苏、辽宁、台湾、宁夏ꎮ 本种体型通常较大ꎬ呈黄绿

色至淡绿色ꎬ老时呈褐色ꎬ疏松交织成片ꎮ 茎呈规则二回羽状

分枝ꎻ枝长约 １.５ ｃｍꎻ中轴分化ꎻ鳞毛密生茎与枝上ꎬ披针形至

线形ꎬ具分枝ꎬ顶端细胞具 ２~４ 个疣ꎻ茎叶干时贴生ꎬ三角状卵

形至三角形ꎬ长 ３ ｍｍꎻ叶边近于平展至背卷ꎻ边缘上部具齿ꎻ
中肋粗壮ꎬ消失于叶尖部ꎻ叶中部细胞卵状菱形至椭圆形ꎬ宽
５~２０ μｍꎬ通常每个细胞具疣ꎻ枝叶内凹ꎬ卵形至椭圆状卵形ꎬ
具短锐尖ꎬ长约 １ ｍｍꎻ叶边具齿ꎻ中肋长度达叶长的 ２ / ３~４ / ５ꎻ
叶细胞具疣ꎻ孢子体未见ꎮ

凭证标本:吴玉环 ２０１３０６１０３９ꎬ２０１３－０６－１０ꎻ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县天山乌鲁木齐河源 １ 号冰川ꎬ东经 ８７°０７′２５.１１″、
北纬 ４３°１２′３７.２２″ꎬ海拔 ２ ５０７ ｍꎮ

致谢: 杭州师范大学吴玉环老师提供了标本ꎬ中国科学院北京

植物所吴鹏程老师在物种鉴定上提供了帮助ꎬ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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