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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的植被区跨越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域与暖温带落

叶阔叶林区域，分布的蕨类植物（含石松类）约有 ２３７ 种（含种

下分类单位），而与其毗邻的浙江省和江西省分布的蕨类植物

均达 ４３０ 种以上［１］ ，蕨类植物的丰富程度明显优于安徽省，这
一现象与浙赣两省地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域有一定关系，
蕨类植物特别丰富是热带、亚热带植物区系的特点［２］ 。

为进一步了解安徽省蕨类植物分布现状，作者近几年对

安徽省一些山区和自然保护区进行考察和标本采集，并通过

查阅相关文献资料［３－７］，［８］２６－５３７，［９］确定了一些安徽省的蕨类植

物新记录种类。 文中报道了其中的 ５ 种 １ 变种，隶属于 ５ 科

６ 属，其中，２ 种分布于齐云山，１ 种分布于黄山，２ 种 １ 变种分

布于鹞落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其邻近区域。
齐云山和黄山均位于皖南山区，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

域，分布的蕨类植物种类较多，据文献记载，齐云山分布有蕨

类植物 ９１ 种［１０］ ，黄山分布有蕨类植物约 １１０ 种［１１－１２］ ；作者在

这 ２ 个 山 区 分 别 采 集 到 齿 牙 毛 蕨 〔 Ｃｙｃｌｏｓｏｒｕｓ ｄｅｎｔａｔｕｓ
（Ｆｏｒｓｓｋ．） Ｃｈｉｎｇ〕、光轴肿足蕨 〔Ｈｙｐｏｄｅｍａｔｉｕｍ ｈｉｒｓｕｔｕｍ （ Ｄ．
Ｄｏｎ） Ｃｈｉｎｇ〕 和柳杉叶马尾杉 〔 Ｐｈｌｅｇｍａｒｉｕｒｕｓ ｃｒｙｐｔｏｍｅｒｉａｎｕｓ
（Ｍａｘｉｍ．） Ｃｈｉｎｇ ｅｘ Ｈ． Ｓ． Ｋｕｎｇ ｅｔ Ｌｉ Ｂ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鹞落坪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位于皖中西部的大别山区，属北亚热带落叶－常
绿阔叶混交林带，据文献［１３－１４］记载该区域分布有蕨类植物 ３７

种；作者在该区域采集到密羽蹄盖蕨 （ Ａｔｈｙｒｉｕｍ ｉｍｂｒｉｃａｔｕｍ
Ｃｈｒｉｓｔ），并在附近的青天乡牛草山还发现了绒紫萁（Ｏｓｍｕｎｄａ
ｃｌａｙｔｏｎｉａｎａ Ｌｉｎｎ．） 和 毛 叶 沼 泽 蕨 〔 Ｔｈｅｌｙｐｔｅｒｉｓ ｐａｌｕｓｔｒｉｓ ｖａｒ．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Ｇ． Ｌａｗｓｏｎ） Ｆｅｒｎａｌｄ〕。 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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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杉叶马尾杉 Ｐｈｌｅｇｍａｒｉｕｒｕｓ ｃｒｙｐｔｏｍｅｒｉａｎｕｓ （Ｍａｘｉｍ．）

Ｃｈｉｎｇ ｅｘ Ｈ． Ｓ． Ｋｕｎｇ ｅｔ Ｌｉ Ｂ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石松科 Ｌｙｃ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马

尾杉属 Ｐｈｌｅｇｍａｒｉｕｒｕｓ （Ｈｅｒｔｅｒ） Ｈｏｌｕｂ〕（图 １－Ａ）
产于黄山市汤口镇，生于混交林下岩石上。 分布于中国

台湾和浙江；印度、日本、韩国和菲律宾也有分布［８］２６；近来也

有分布于中国福建的报道［１５］ 。 本种叶片披针形，长 １ ４ ～ ２ ５
ｃｍ，薄革质；基部叶片通常反折，背部中脉凸起而明显。 相近

种为闽浙马尾杉（Ｐ． ｍｉｎｇｃｈｅｅｎｓｉｓ Ｃｈｉｎｇ），叶片长 １ １ ～ １ ５
ｃｍ，草质，背部中脉不明显，易于识别。

凭证标本：韦宏金，舒江平，赵国华，张锐 ＪＳＬ３２５０，２０１５－
０７－ ２９，黄山市汤口镇云谷寺附近，东经 １１８° １１′２４″、北纬

３０°０７′０８″，海拔 ８２４ ｍ。
２）绒紫萁 Ｏｓｍｕｎｄａ ｃｌａｙｔｏｎｉａｎａ Ｌｉｎｎ．（紫萁科 Ｏｓｍｕｎｄａｃｅａｅ

紫萁属 Ｏｓｍｕｎｄａ Ｌｉｎｎ．）（图 １－Ｂ）。
产于岳西县，生于山脊疏林下。 分布于中国重庆、贵州、

湖北、湖南、辽宁、四川、台湾、西藏和云南；不丹、印度、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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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尼泊尔、俄罗斯以及北美洲也有分布［８］９１。 本种叶片二

回羽状分裂，叶为半二型（羽片二型，能育羽片与不育羽片同

生一叶），与桂皮紫萁属（Ｏｓｍｕｎｄａｓｔｒｕｍ Ｃ． Ｐｒｅｓｌ）的桂皮紫萁

〔Ｏ．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ｅｕｍ （Ｌｉｎｎ．） Ｃ． Ｐｒｅｓｌ〕形态较为接近，但后者的

叶二型（能育叶分开）。 由于两者的不育叶极为相似，能育叶

未见时易混淆。
凭证标本：韦宏金 ＪＳＬ３０２１，２０１５－０６－２２，岳西县青天乡

牛草山，东经 １１６°１２′１５″、北纬 ３１°０３′４０″，海拔 １ ６６４ ｍ。

Ａ： 柳杉叶马尾杉，小图示植株下部 Ｐｈｌｅｇｍａｒｉｕｒｕｓ ｃｒｙｐｔｏｍｅｒｉａｎｕｓ （Ｍａｘｉｍ．） Ｃｈｉｎｇ ｅｘ Ｈ． Ｓ． Ｋｕｎｇ ｅｔ Ｌｉ Ｂ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ｓｍａｌｌ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ｌｏｗｅｒ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Ｂ： 绒紫萁 Ｏｓｍｕｎｄａ ｃｌａｙｔｏｎｉａｎａ Ｌｉｎｎ．； Ｃ： 毛叶沼泽蕨，小图示孢子囊群 Ｔｈｅｌｙｐｔｅｒｉｓ ｐａｌｕｓｔｒｉｓ ｖａｒ．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Ｇ． Ｌａｗｓｏｎ） Ｆｅｒｎａｌｄ， ｓｍａｌｌ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ｓｏｒｉ； Ｄ： 齿牙毛蕨，小图示孢子囊群 Ｃｙｃｌｏｓｏｒｕｓ ｄｅｎｔａｔｕｓ （Ｆｏｒｓｓｋ．） Ｃｈｉｎｇ， ｓｍａｌｌ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ｓｏｒｉ； Ｅ： 密羽蹄盖蕨，小图示孢子囊
群 Ａｔｈｙｒｉｕｍ ｉｍｂｒｉｃａｔｕｍ Ｃｈｒｉｓｔ， ｓｍａｌｌ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ｓｏｒｉ； Ｆ： 光轴肿足蕨，小图示孢子囊群 Ｈｙｐｏｄｅｍａｔｉｕｍ ｈｉｒｓｕｔｕｍ （Ｄ． Ｄｏｎ） Ｃｈｉｎｇ， ｓｍａｌｌ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ｓｏｒｉ．

图 １　 安徽省蕨类植物新记录 ５ 种 １ 变种的形态特征
Ｆｉｇ． １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ｎｅ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ｐｔｅｒｉｄｏｐｈｙｔｅｓ ｉｎ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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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毛叶沼泽蕨 Ｔｈｅｌｙｐｔｅｒｉｓ ｐａｌｕｓｔｒｉｓ ｖａｒ．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 Ｇ．
Ｌａｗｓｏｎ） Ｆｅｒｎａｌｄ （ 金 星 蕨 科 Ｔｈｅｌｙ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沼 泽 蕨 属

Ｔｈｅｌｙｐｔｅｒｉｓ Ｓｃｈｍｉｄｅｌ）（图 １－Ｃ）。
产于岳西县和金寨县，生于沼泽地中和沟谷边疏林下。

分布于中国黑龙江、江苏北部、吉林和山东；东亚温带地区和

北美洲也有分布［８］３２３。 本变种与原变种的区别在于叶轴、羽
轴和叶脉的背面具多细胞的针状长毛。

凭证标本：陈彬 ＣＢ０７８３０，２０１５－０６－２２，岳西县青天乡牛

草山，东经 １１６°１２′０７″、北纬 ３１°０３′２２″，海拔１ ４６１ ｍ；韦宏金

ＪＳＬ３３３７，２０１５－１０－２８，金寨县天堂寨镇前畈村甘家组至横岩

组附近，东经 １１５°４６′５６″、北纬 ３１°０９′５４″，海拔 ７０３ ｍ。
４）齿牙毛蕨 Ｃｙｃｌｏｓｏｒｕｓ ｄｅｎｔａｔｕｓ （Ｆｏｒｓｓｋ．） Ｃｈｉｎｇ（金星蕨科

Ｔｈｅｌｙ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毛蕨属 Ｃｙｃｌｏｓｏｒｕｓ Ｌｉｎｋ）（图 １－Ｄ）
产于休宁县，生于浅石洞中。 分布于中国重庆、福建、台

湾、广东、广西、贵州、海南、湖南、江西、四川、西藏东南部、云
南和浙江南部；非洲北部、亚洲热带和亚热带以及美洲热带也

有分布［８］３７７。 本种株高 ２０～ ８０ ｃｍ；根茎短，横卧至直立；羽片

基部不狭缩，背面无腺体；下部羽片缩短，基部 １ 对远长于

１ ｃｍ，缺刻下的小脉约 １ ５ 对。
凭证标本：韦宏金，周喜乐 ２０１２０６１０５，２０１２－０６－１８，休宁

县齐云山，东经 １１８°０１′４６″、北纬 ２９°４８′３２″，海拔约 ４４０ ｍ。
５） 密羽蹄盖蕨 Ａｔｈｙｒｉｕｍ ｉｍｂｒｉｃａｔｕｍ Ｃｈｒｉｓｔ （蹄盖蕨科

Ａｔｈｙｒｉａｃｅａｅ 蹄盖蕨属 Ａｔｈｙｒｉｕｍ Ｒｏｔｈ）（图 １－Ｅ）
产于岳西县，生于溪沟边疏林下。 分布于中国重庆、贵州

和四川；日本也有分布［８］４９５。 本种的叶柄和叶轴为淡紫红色，
叶片阔卵形或长圆形，二回羽状；小羽片羽状深裂，密接，羽轴

和主脉上面有针状刺，羽轴背面具密毛；孢子囊群通直，长圆

形，近主脉。 相近种为南岳蹄盖蕨（Ａ． ｎａｎｙｕｅｅｎｓｅ Ｃｈｉｎｇ），叶轴

和羽轴近禾秆色，下面无毛，易于识别。
凭证标本：韦宏金 ＪＳＬ４６４６，２０１６－１０－２０，岳西县包家乡鹞

落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经 １１６°０５′５４″、北纬 ３０°５９′０５″，海
拔 １ １４７ ｍ。

６）光轴肿足蕨 Ｈｙｐｏｄｅｍａｔｉｕｍ ｈｉｒｓｕｔｕｍ （Ｄ． Ｄｏｎ） Ｃｈｉｎｇ（肿
足蕨科 Ｈｙｐｏｄｅｍａｔｉａｃｅａｅ 肿足蕨属 Ｈｙｐｏｄｅｍａｔｉｕｍ Ｋｕｎｚｅ）（图 １－
Ｇ）

产于休宁县，生于路边堆砌岩缝中。 分布于中国甘肃东

南部（康县和文县）、贵州（赫章）、河南西部、陕西（宁陕）、四

川、西藏和云南；不丹、印度和缅甸也有分布［８］５３６－５３７。 本种的

叶柄基部以上至叶轴的下面光滑无毛；小羽片的裂片长圆形，
先端具 ２～４ 个齿牙；叶片背面具红棕色的披针形鳞片。 相近

种为肿足蕨〔Ｈ． ｃｒｅｎａｔｕｍ （Ｆｏｒｓｓｋ．） Ｋｕｈｎ ｅｔ Ｄｅｃｋｅｎ〕，叶柄和

叶轴全部被密毛，易于识别。
凭证标本：韦宏金，周喜乐 ２０１２０６０４８，２０１２ － ０６ － １６，休

宁县齐云山，东经 １１８°０１′５７″、北纬２９°４８′３０″，海拔 ４５０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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