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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大别山区位于皖中西部，面积 ８ ２００ ｋｍ２，为山地丘

陵区，植被区划较为复杂，北部为北亚热带落叶与常绿阔叶混

交林带，南部为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１－３］ 。 该区域的植物

区系属于中国－日本森林植物区系的华东区系，物种丰富，其
中，蕨 类 植 物 １４２ 种 （ 含 种 下 分 类 单 位 ）， 鳞 毛 蕨 科

（Ｄ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水龙骨科 （ Ｐｏｌｙ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和 蹄 盖 蕨 科

（Ａｔｈｙｒｉａｃｅａｅ）的种类较多，占据优势［４］ 。
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起，作者对皖西大别山进行了野外调查，

采集到一些蕨类植物标本，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和资料，确定部

分种类为安徽蕨类植物新记录种。 除已报道的部分种类

外［５］ ，本文对另 ６ 种蕨类植物分布新记录予以报道，分别为劲

直阴地蕨（Ｂｏｔｒｙｃｈｉｕｍ ｓｔｒｉｃｔｕｍ Ｕｎｄｅｒｗ．）、南岳蹄盖蕨（Ａｔｈｙｒｉｕｍ
ｎａｎｙｕｅｅｎｓｅ Ｃｈｉｎｇ）、草叶耳蕨（Ｐｏｌｙｓｔｉｃｈｕｍ ｈｅｒｂａｃｅｕｍ Ｃｈｉｎｇ ｅｔ
Ｚ． Ｙ． Ｌｉｕ ）、 阔 鳞 耳 蕨 （ Ｐ． ｒｉｇｅｎｓ Ｔａｇａｗａ ）、 乳 头 凤 了 蕨

（Ｃｏｎｉｏｇｒａｍｍｅ ｒｏｓｔｈｏｒｎｉｉ Ｈｉｅｒｏｎ．） 和疏网凤了蕨 （ Ｃ． ｗｉｌｓｏｎｉｉ
Ｈｉｅｒｏｎ．），隶属于 ４ 科 ５ 属，分别采自天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万佛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和古井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各种类

的形态特征见图 １；凭证标本保存于上海辰山植物标本馆

（ＣＳＨ）。
１）劲直阴地蕨 Ｂｏｔｒｙｃｈｉｕｍ ｓｔｒｉｃｔｕｍ Ｕｎｄｅｒｗ． （瓶尔小草科

Ｏｐｈｉｏｇｌｏｓｓａｃｅａｅ 阴地蕨属 Ｂｏｔｒｙｃｈｉｕｍ Ｓｗ．）（图 １－Ａ）

产于金寨县，生于山腰陡坡疏林下。 分布于中国重庆、甘
肃、黑龙江、河南、湖北、吉林、辽宁、内蒙古、陕西和四川；日本

和韩国也有分布［６］７５－７６。 本种孢子叶出自不育叶片基部，叶几

光滑无毛；孢子囊穗一回羽状，为紧密的狭线形。 与蕨萁〔Ｂ．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ｎｕｍ （Ｌｉｎｎ．） Ｓｗ．〕形态相近，但后者孢子囊穗为二至三

回羽状，且较松散，易于识别。
凭证标本：韦宏金 ＪＳＬ３３９２，２０１５－１０－３１，金寨县天马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北纬 ３１° ０９′ １５″、东经 １１５° ４５′ ５４″，海拔

７３２ ｍ。
２） 南岳蹄盖蕨 Ａｔｈｙｒｉｕｍ ｎａｎｙｕｅｅｎｓｅ Ｃｈｉｎｇ （蹄盖蕨科

Ａｔｈｙｒｉａｃｅａｅ 蹄盖蕨属 Ａｔｈｙｒｉｕｍ Ｒｏｔｈ）（图 １－Ｂ）
产于金寨县，生于沟谷边疏林下。 分布于中国湖南（衡

山） ［６］４９６。 本种的叶柄和叶轴禾秆色，背面光滑无毛；叶片长

圆形，二回羽状；小羽片羽状深裂，密接，聚尖头，羽片约

１３ 对，羽轴和主脉上面有长刺；孢子囊群通直，长圆形，近主

脉。 与密羽蹄盖蕨（Ａ． ｉｍｂｒｉｃａｔｕｍ Ｃｈｒｉｓｔ）形态相近，但后者的

叶柄和叶轴为淡紫红色，羽轴背面被密毛，易于识别。
凭证标本：韦宏金 ＪＳＬ３３３３，２０１５－１０－２８，金寨县天马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北纬 ３１°０９′５２″、东经 １１５°４６′５８″，海拔 ６７８ ｍ。
３）草叶耳蕨 Ｐｏｌｙｓｔｉｃｈｕｍ ｈｅｒｂａｃｅｕｍ Ｃｈｉｎｇ ｅｔ Ｚ． Ｙ． Ｌｉｕ（鳞

毛蕨科 Ｄ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耳蕨属 Ｐｏｌｙｓｔｉｃｈｕｍ Ｒｏｔｈ）（图 １－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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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劲直阴地蕨，小图示孢子囊序 Ｂｏｔｒｙｃｈｉｕｍ ｓｔｒｉｃｔｕｍ Ｕｎｄｅｒｗ．， ｓｍａｌｌ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ｓｐｏｒａｎｇｉ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Ｂ： 南岳蹄盖蕨，小图示孢子囊群 Ａｔｈｙｒｉｕｍ
ｎａｎｙｕｅｅｎｓｅ Ｃｈｉｎｇ， ｓｍａｌｌ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ｓｏｒｉ； Ｃ： 草叶耳蕨，小图示孢子囊群 Ｐｏｌｙｓｔｉｃｈｕｍ ｈｅｒｂａｃｅｕｍ Ｃｈｉｎｇ ｅｔ Ｚ． Ｙ． Ｌｉｕ， ｓｍａｌｌ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ｓｏｒｉ；
Ｄ： 阔鳞耳蕨，小图示孢子囊群 Ｐｏｌｙｓｔｉｃｈｕｍ ｒｉｇｅｎｓ Ｔａｇａｗａ， ｓｍａｌｌ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ｓｏｒｉ； Ｅ： 乳头凤了蕨，小图示孢子囊群（上）和中肋腹面（下）
Ｃｏｎｉｏｇｒａｍｍｅ ｒｏｓｔｈｏｒｎｉｉ Ｈｉｅｒｏｎ．， ｓｍａｌｌ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ｓｏｒｉ （ａｂｏｖｅ） ａｎｄ ｄｏｒｓｕｍ ｏｆ ｃｏｓｔａｅ （ｂｅｌｏｗ）； Ｆ，Ｇ，Ｈ： 疏网凤了蕨 Ｃｏｎｉｏｇｒａｍｍｅ ｗｉｌｓｏｎｉｉ Ｈｉｅｒｏｎ．

图 １　 安徽省蕨类植物新记录 ６ 种的形态特征
Ｆｉｇ． １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ｉｘ ｎｅｗｌｙ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ｐｔｅｒｉｄｏｐｈｙｔｅｓ ｉｎ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产于舒城县，生于沟谷边石壁上。 分布于中国重庆、贵州

（梵净山）和湖南西部［６］６３５－６３６。 本种叶轴鳞片线形；叶薄革质，
叶片卵形至狭卵形，二回羽状；小羽片彼此疏离，披针形或狭

椭圆形，具明显耳状凸起，边缘有芒刺齿。 与对马耳蕨〔Ｐ．
ｔｓｕｓ⁃ｓｉｍｅｎｓｅ （Ｈｏｏｋ．） Ｊ． Ｓｍ．〕形态相似，但后者的小羽片排列紧

密，为斜的矩圆形、卵形或三角状卵形，易于识别。

９１１



植 物 资 源 与 环 境 学 报 第 ２７ 卷　

凭证标本：韦宏金 ＪＳＬ４６２３，２０１６－１０－１８，舒城县万佛山省

级自然保护区，北纬 ３１° ０３′ ０１″、东经 １１６° ３２′ ３１″，海拔约

６８０ ｍ。
４） 阔 鳞 耳 蕨 Ｐｏｌｙｓｔｉｃｈｕｍ ｒｉｇｅｎｓ Ｔａｇａｗａ （ 鳞 毛 蕨 科

Ｄ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耳蕨属 Ｐｏｌｙｓｔｉｃｈｕｍ Ｒｏｔｈ）（图 １－Ｄ）
产于舒城县，生于沟谷边石壁下。 分布于中国重庆（城口

和巫山）、甘肃（康县和天水）、湖北（神农架和竹溪）和陕西

（宝鸡和南五台山）；日本也有分布［６］６３８－６３９。 本种叶革质，叶片

为卵形至狭椭圆形，叶柄和叶轴鳞片棕色或深棕色，不扭曲；
羽片为羽状深裂，仅基部具 １ 或 ２ 对分离小羽片；小羽片或裂

片具硬刺齿。 与宽鳞耳蕨（Ｐ． ｌａｔｉｌｅｐｉｓ Ｃｈｉｎｇ ｅｔ Ｈ． Ｓ． Ｋｕｎｇ）形
态相近，但后者叶片为狭卵形至宽披针形，羽片为羽状，易于

识别。
凭证标本：韦宏金 ＪＳＬ４６２８，２０１６－１０－１８，舒城县万佛山省

级自然保护区，北纬 ３１°０３′０７″、东经 １１６°３２′４１″，海拔 ６０５ ｍ。
５）乳头凤了蕨 Ｃｏｎｉｏｇｒａｍｍｅ ｒｏｓｔｈｏｒｎｉｉ Ｈｉｅｒｏｎ． （凤尾蕨科

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凤了蕨属 Ｃｏｎｉｏｇｒａｍｍｅ Ｆéｅ）（图 １－Ｅ）
产于金寨县，生于疏林下。 分布于中国甘肃、贵州、河南、

湖北、陕西、四川和云南；越南也有分布［６］１７４。 本种小羽片背

面被密毛，通常生于乳头状突起的顶端，中肋上面或叶上面也

有毛；小脉顶端的水囊伸达锯齿基部或略伸入锯齿。 安徽形

态相近的种为普通凤了蕨（Ｃ．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 Ｈｉｅｒｏｎ．），但后者叶背

面无乳头状突起，叶上面光滑无毛，易于识别。
凭证标本：韦宏金 ＪＳＬ３３７２、ＪＳＬ３３７５，２０１５－１０－３０，金寨县

天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纬 ３１°１７′２６″、东经 １１５°４１′０７″，海
拔 １ ０９０ ｍ。

６）疏网凤了蕨 Ｃｏｎｉｏｇｒａｍｍｅ ｗｉｌｓｏｎｉｉ Ｈｉｅｒｏｎ． （凤尾蕨科

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凤了蕨属 Ｃｏｎｉｏｇｒａｍｍｅ Ｆéｅ）（图 １－Ｆ，Ｇ，Ｈ）
产于岳西县和金寨县，生于林下。 分布于中国重庆、甘

肃、广西、贵州、河南、湖北、湖南、江苏、陕西、四川和浙江［７］ 。
本种叶柄禾秆色至枯禾秆色；叶脉在中肋两侧形成 １ 行不连

续的网眼；侧脉顶端的水囊不伸达锯齿基部。
凭证标本：韦宏金 ＪＳＬ２９４１，２０１５－０６－１９，岳西县古井园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北纬 ３１°０２′２５″、东经 １１６°３０′００″，海拔 ６２５
ｍ；韦宏金 ＪＳＬ３０１２，２０１５－０６－２０，岳西县古井园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北纬 ３１° ０３′１３″、东经 １１６° ２９′４９″，海拔 ５１４ ｍ；韦宏金

ＪＳＬ４５７７，２０１６－１０－１５，岳西县古井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纬

３１°０４′３７″、东经 １１６° ２９′２７″，海拔 ４７６ ｍ；陈彬，詹双侯，姚驰

远，李晓芹 ＣＳＨ２１４１０，２０１６－１０－１５，岳西县古井园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北纬 ３１°０４′３５″、东经 １１６°２９′３０″，海拔 ４１５ ｍ；韦宏金

ＪＳＬ３３２１， ２０１５－１０－２８，金寨县天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纬

３１°１０′１０″、东经 １１５° ４７′０２″，海拔 ６５０ ｍ； 韦宏金 ＪＳＬ３３３５，

２０１５－１０－２８，金寨县天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纬 ３１°０９′５０″、
东经 １１５°４６′５８″，海拔 ６９０ ｍ；韦宏金 ＪＳＬ３３８９，２０１５－１０－３１，
金 寨县天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北纬 ３１° ０９′ ２３″、 东 经

１１５°４５′５３″，海拔 ７１４ ｍ。
作者在皖西大别山区的多个地点采集到一些凤了蕨属标

本，其叶脉网结但无规律，有的叶片下面还被有较多伏贴的白

色短毛（ＪＳＬ４５７７）；这些标本的羽片（或小羽片）基部也同样多

变，呈圆形、楔形、截形或浅心形，其中一些标本 〔 ＪＳＬ２９４１
（图 １－Ｆ）、ＪＳＬ３３３５（图 １－Ｇ）和 ＣＳＨ２１４１０（图 １－Ｈ）〕的小羽片

基部一侧或两侧呈三角形耳状凸起，与 Ｇｕｏ 等［８］ 在 ２０１３ 年发

表的新种 Ｃ． ｂａ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Ｘ． Ｓ． Ｇｕｏ ｅｔ Ｂ． Ｌｉ 相似。 张宪春等［９］

将 Ｃ． ｂａ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列为疏网凤了蕨的异名。 Ｃ． ｂａ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的凭

证标本采自陕西岚皋，以戟形小羽片为主要特征［８］ ，作者在野

外调查中发现具有这种形态特征的植株主要存在于疏网凤了

蕨居群中，且性状不稳定，仅少数个体具有此特征。 在中国数

字植物标本馆（ＣＶＨ）中也可查到不少类似形态的疏网凤了蕨

标本 （ ＰＥ０１６４４００８， 安 徽 舒 城； ＮＡＳ００５６７７２５， 安 徽 金 寨；
ＰＥ０１５９５１３５，江西庐山；ＰＥ００５９８５１７，陕西平利；ＰＥ００５９８５２０，
浙江遂昌；ＮＡＳ００５６７７２６，浙江泰顺），这些标本的小羽片有时

虽然为戟形，但是叶片下部二回羽状，侧脉不规则网结成不连

续网眼，侧脉及顶端的水囊通常不达锯齿基部等，这些特征与

疏网凤了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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