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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supplementary plant investigation in South Jiangsu (Nanjing, Yixing, Liyang and Suzhou) and
North Jiangsu (Xuzhou, Lianyungang, Xuyu and Yancheng), six species belonging to six genera of four families are
reported as new records in Jiangsu Province, viz. Peperomia pellucida ( L.) Kunth, Dumasia truncata Sieb. et Zucc.,
Caragana rosea Turcz. ex Maxim., Callerya kiangsiensis (Z. Wei) Z. Wei et Pedley,Tubocapsicum anomalum (Franch. et
Sav.) Makino and Pedicularis artselaeri Maxim. In which,Piperaceae is a new record family and Peperomia Ruiz et Pav.,
Dumasia DC., Tubocapsicum Makino and Pedicularis L. are new record genera in Jiangsu Province. Voucher specimens are
deposited in Herbarium of Institute of Botany, Jiangsu Province and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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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结合《江苏植物志》(增订版)的修订,作者及同事对江苏

省境内的植物进行了补充调查,发现了一些江苏植物区系中

的新记录科、属和种。 续前文[1-3] ,本文对分布于苏南(南京、
宜兴、溧阳、苏州)和苏北(徐州、连云港、盱眙、盐城)等地新记

录的 4 科 6 属 6 种进行了报道。 其中,新记录科为胡椒科

(Piperaceae),新记录属为草胡椒属(Peperomia Ruiz et Pav.)、
山黑豆属(Dumasia DC.)、龙珠属(Tubocapsicum Makino)和马

先蒿属(Pedicularis L.)。 凭证标本均保存于江苏省·中国科

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NAS)。
1) 草 胡 椒 Peperomia pellucida ( L.) Kunth ( 胡 椒 科

Piperaceae 草胡椒属 Peperomia Ruiz et Pav.)
胡椒科和草胡椒属均为江苏分布新记录。草胡椒属约

1 000 种,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我国有 9 种,主产于西南

部至东部。
草胡椒原产热带美洲,现广布于各热带地区;我国福建、

广东、广西等地也有生长[4] ,并已野化成为田间杂草。 20 世纪

90 年代,江苏的南京、无锡和苏州等地偶见生长,近年来分布

较普遍,生于路边、田埂草丛中。 该种为外来入侵植物,应防

止其蔓延。
凭证标本:姚淦 无号,南京中山植物园。
2) 山黑豆 Dumasia truncata Sieb. et Zucc. (蝶形花科

Fabaceae 山黑豆属 Dumasia DC.)

山黑豆属为江苏分布新记录属。 该属约 10 种,分布于热

带亚洲和非洲;我国有 9 种,其中 5 种为特有种[5]242。
本种分布于我国广东、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河南

和陕西[5]243,[6]222;日本也有分布。 在江苏生长于句容茅山的

山坡灌丛中。
凭证标本:邓懋彬等 3584,句容茅山大树窪。
3)红花锦鸡儿 Caragana rosea Turcz. ex Maxim. (蝶形花

科 Fabaceae 锦鸡儿属 Caragana Fabr.)
分布于东北、华北及安徽、陕西、甘肃南部、河南、山东和

四川北部[5]542,[6]281。 在江苏徐州生于山坡草丛中。 根据地理

位置推测江苏徐州是植物南北迁移的通道,本种可能通过此

通道进行迁移。
凭证标本:叶康 YZH472,徐州贾汪。
4)江西鸡血藤 (江西崖豆藤) Callerya kiangsiensis ( Z.

Wei) Z. Wei et Pedley (蝶形花科 Fabaceae 鸡血藤属 Callerya
Endl.)

分布于安徽南部、浙江西部、福建北部、江西、湖北东南部

和湖南东部[5]184。 本种在宜兴生于林中。 根据地理位置推测

为该种分布区的北界。
凭证标本:06 级 SW025,宜兴湖滏邵东村。
5)龙珠 Tubocapsicum anomalum (Franch. et Sav.) Makino

(茄科 Solanaceae 龙珠属 Tubocapsicum Mak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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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龙珠属为江苏分布新记录属。 该属为单种属,分布于朝

鲜、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及印度;在我国分布于长

江以南各省区[7] 。 龙珠通常为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标志

种,该种在江苏宜兴生于山沟林下,与宜兴植被类型相吻合。
凭证标本:姚淦 无号,宜兴林场。

摇 摇 6 ) 短茎马先蒿 Pedicularis artselaeri Maxim. ( 玄 参 科

Scrophulariaceae 马先蒿属 Pedicularis L.)
马先蒿属为江苏分布新记录属。 该属是玄参科的大属,

约有 600 种,广泛分布于北半球的寒带及高山地带;我国约有

350 余种(其中 271 个特有种)150 个亚种和变种,集中分布于

横断山脉以西的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地区,分布至东部地区

的种类极稀少。
短茎马先蒿分布于河北、山西、陕西、甘肃、湖北、四川等

地[8] ,生长于海拔 1 000 ~ 2 800 m 的石坡及林下。 本种在江

苏连云港则生长于海拔 240 m 的草丛中,说明本种对低海拔环

境较为适应并有向东部低海拔区域扩散的趋势。
凭证标本:邓懋彬 82122,连云港云台山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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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化合物愈郁:白色粉末(甲醇);mp:307 益 ~309 益。 Rf 值
及显色行为(H2SO4-香草醛:显紫色)和1H-NMR 均与 茁-胡萝

卜苷标准品一致,与 茁-胡萝卜苷标准品混合熔点不下降。 鉴

定此化合物为 茁-胡萝卜苷(茁鄄daucosterol)。
从鸢尾叶中共分离出 14 个化合物,其中黄酮类化合物有

11 个。 化合物玉和芋为首次从鸢尾属( Iris L.)植物中分离获

得,化合物玉、芋、郁、遇、愈和欲首次从鸢尾中分离获得。 鸢

尾叶所含的鸢尾苷和鸢尾苷元等代表性异黄酮类化合物与鸢

尾根茎中的主要化学成分相似,表明鸢尾叶也具有较好的生

物活性且含量较高。 另外,鸢尾叶中还存在根茎中尚未报道

的黄酮碳苷类成分,如当药黄素和恩比宁等。 因此,鸢尾叶的

药用功效值得进一步研究,有必要在民间药用的基础上寻找

其有效成分和新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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