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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ｅｎｓｅ Ｊ. Ｘ. Ｌｉ ｅｔ Ｙ. Ｗｅｉꎬ Ｐｏｌｙｓｔｉｃｈｕｍ ｌｉｕｉ Ｃｈｉｎｇꎬ Ｐｏｌｙｓｔｉｃｈｕｍ ｓｔｉｍｕｌａｎｓ ( Ｋｕｎｚｅ ｅｘ Ｍｅｔｔ.) Ｂｅｄｄ.ꎬ Ｄａｖａｌｌｉａ
ｍｕｌｔｉｄｅｎｔａｔａ Ｈｏｏｋ. ｅｔ Ｂａｋ. Ｖｏｕｃｈｅｒ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ａｒ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ｅｄ ｉｎ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Ｆｏｒｅｓｔ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ｅｎ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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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ꎻ ｆｅｒｎꎻ ｎｅｗ ｒｅｃｏｒｄ

　 　 陕西省植物种类资源丰富ꎮ 根据«中国生物物种名录»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ｐ２０００.ｏｒｇ.ｃｎ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ｍａｐ)记录ꎬ陕西

省共有蕨类植物 ２２９ 种(含种下单位)ꎮ ２０１９ 年至 ２０２２ 年ꎬ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调查队对陕西省的蕨类植物进行了采集

与鉴定ꎬ发现 １０ 种陕西省蕨类植物新记录ꎬ隶属于 ５ 科 ７ 属ꎮ
其中ꎬ骨碎补科 ( Ｄａｖａｌｌｉａｃｅａｅ) 为新记录科ꎬ另有方秆蕨属

(Ｇｌａｐｈｙｒｏｐｔｅｒｉｄｏｐｓｉｓ Ｃｈｉｎｇ)、钩毛蕨属(Ｃｙｃｌｏｇｒａｍｍａ Ｔａｇａｗａ)和
肋毛蕨属〔Ｃｔｅｎｉｔｉｓ (Ｃ. Ｃｈｒ.) Ｃ. Ｃｈｒ.〕３ 个新记录属ꎮ 这 １０ 种

蕨类植物的形态特征见图 １ꎬ凭证标本保存于山东省林木种质

资源中心植物标本馆(ＳＤＦＧＲ)ꎮ

１) 红秆凤尾蕨 Ｐｔｅｒｉｓ ａｍｏｅｎａ Ｂｌ.(凤尾蕨科 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凤

尾蕨属 Ｐｔｅｒｉｓ Ｌｉｎｎ.)(图 １－Ａ)
产于汉中市勉县ꎬ生于沟谷边竹林下ꎻ分布于台湾、云南、

西藏东南部[１]５１ꎮ 本种为篦形凤尾蕨组( Ｓｅｃｔ. Ｑｕａｄｒｉａｕｒｉｃｕｌａ
Ｃｈｉｎｇ)在陕西省分布的惟一种ꎬ单轴系ꎮ 本种与相似种溪边

凤尾蕨(Ｐｔｅｒｉｓ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ｓ Ｗａｌｌ. ｅｘ Ｊ. Ａｇａｒｄｈ)的区别在于前者叶

柄下部栗褐色ꎬ叶柄中部至叶轴均为栗红色ꎬ羽轴远轴面也为

栗红色ꎻ后者叶柄下部暗褐色ꎬ叶柄中部至叶轴均为禾秆色ꎮ
凭证标本:唐剑泉 ＳＤＦ１０１８５９０ꎬ ＳＤＦ１０１８５９１ꎬ２０２２－ ０２－

１７ꎻ勉县新浦镇杜家山村ꎬ东经 １０６°２８′５４″、北纬 ３３°０２′３８″ꎬ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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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红秆凤尾蕨 Ｐｔｅｒｉｓ ａｍｏｅｎａ Ｂｌ.ꎻ Ｂ: 岩凤尾蕨 Ｐｔｅｒｉｓ ｄｅｌｔｏｄｏｎ Ｂａｋ.ꎻ Ｃ: 粉红方秆蕨 Ｇｌａｐｈｙｒｏｐｔｅｒｉｄｏｐｓｉｓ ｒｕｆｏｓｔｒａｍｉｎｅａ (Ｃｈｒｉｓｔ) Ｃｈｉｎｇꎻ Ｄ: 小叶钩毛蕨
Ｃｙｃｌｏｇｒａｍｍａ ｆｌｅｘｉｌｉｓ (Ｃｈｒｉｓｔ) Ｔａｇａｗａꎻ Ｅ: 大囊岩蕨 Ｗｏｏｄｓｉａ ｍａｃｒｏｃｈｌａｅｎａ Ｍｅｔｔ. ｅｘ Ｋｕｈｎꎻ Ｆ: 亮鳞肋毛蕨 Ｃｔｅｎｉｔｉｓ ｓｕｂｇｌａｎｄｕｌｏｓａ (Ｈａｎｃｅ) Ｃｈｉｎｇꎻ ＧꎬＨ:
山东鞭叶耳蕨 Ｐｏｌｙｓｔｉｃｈｕｍ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ｅｎｓｅ Ｊ. Ｘ. Ｌｉ ｅｔ Ｙ. Ｗｅｉꎻ Ｉ: 正宇耳蕨 Ｐｏｌｙｓｔｉｃｈｕｍ ｌｉｕｉ Ｃｈｉｎｇꎻ Ｊ: 猫儿刺耳蕨 Ｐｏｌｙｓｔｉｃｈｕｍ ｓｔｉｍｕｌａｎｓ (Ｋｕｎｚｅ ｅｘ Ｍｅｔｔ.)
Ｂｅｄｄ.ꎻ Ｋ: 假钻毛蕨 Ｄａｖａｌｌｉａ ｍｕｌｔｉｄｅｎｔａｔａ Ｈｏｏｋ. ｅｔ Ｂａｋ.

图 １　 陕西省蕨类植物 １０ 个新记录种的形态特征
Ｆｉｇ. １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ｅｎ ｎｅｗｌｙ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ｆｅｒｎｓ ｆｒｏｍ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拔 ５６５ ｍꎮ
２) 岩凤尾蕨 Ｐｔｅｒｉｓ ｄｅｌｔｏｄｏｎ Ｂａｋ.(凤尾蕨科 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凤

尾蕨属 Ｐｔｅｒｉｓ Ｌｉｎｎ.)(图 １－Ｂ)
产于汉中市南郑县ꎬ生于路边阴湿岩壁上ꎻ分布于四川、

贵州、云南、广西西北部、台湾[１]２２－２４ꎮ 本种叶片硬纸质ꎬ易区

别于陕西省分布的其他凤尾蕨属种类ꎮ
凭证标本:唐剑泉ꎬ王磊 ＳＤＦ１０１５７０９ꎬ２０２１－０６－２９ꎻ南郑

县小南海镇ꎬ东经 １０６°５６′１４″、北纬 ３２°４５′５９″ꎬ海拔 ７４２ ｍꎮ
３) 粉红方秆蕨 Ｇｌａｐｈｙｒｏｐｔｅｒｉｄｏｐｓｉｓ ｒｕｆｏｓｔｒａｍｉｎｅａ (Ｃｈｒｉｓｔ)

Ｃｈｉｎｇ(金星蕨科 Ｔｈｅｌｙ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方秆蕨属 Ｇｌａｐｈｙｒｏｐｔｅｒｉｄｏｐｓｉｓ
Ｃｈｉｎｇ)(图 １－Ｃ)

产于汉中市勉县ꎬ生于道旁溪流边ꎻ分布于云南北部、贵
州、湖北西部、四川、重庆[２]１３５－１３６ꎮ 本种叶片长圆状披针形ꎬ一
回羽状ꎬ羽片深裂ꎬ几达羽轴ꎻ羽片无柄ꎬ叶脉不分叉ꎮ 孢子囊

群紧靠主脉两侧各成 １ 行ꎬ囊群盖和囊体均被针状毛ꎮ
凭证标本:唐剑泉 ＳＤＦ１０１５７０５ꎬ２０２１－ ０６－ ２４ꎻ勉县元墩

镇ꎬ东经 １０６°３４′２７″、北纬 ３３°０１′０７″ꎬ海拔 ６０４ ｍꎮ
４) 小叶钩毛蕨 Ｃｙｃｌｏｇｒａｍｍａ ｆｌｅｘｉｌｉｓ (Ｃｈｒｉｓｔ) Ｔａｇａｗａ(金星

蕨科 Ｔｈｅｌｙ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钩毛蕨属 Ｃｙｃｌｏｇｒａｍｍａ Ｔａｇａｗａ)(图 １－Ｄ)
产于汉中市南郑县ꎬ生于湿润崖壁下ꎻ分布于四川、重庆、

湖北、贵州、西藏[２]１１２－１１３ꎬ[３ꎬ４] ꎮ 本种叶柄密生灰白色短针毛ꎻ
叶片二回羽状深裂ꎬ斜展ꎬ无柄ꎻ叶轴下面羽片着生处具疣状

气囊体ꎻ孢子囊群圆形ꎬ每裂片 ６~ ９ 对ꎬ孢子囊近顶部有 ２ 根

钩状刚毛ꎮ
凭证标本:唐剑泉 ＳＤＦ１０１５７０８ꎬ２０２１－０６－２９ꎻ南郑县小南

海镇ꎬ东经 １０６°５６′１４″、北纬 ３２°４５′５９″ꎬ海拔 ７４２ ｍꎮ
５) 大囊岩蕨 Ｗｏｏｄｓｉａ ｍａｃｒｏｃｈｌａｅｎａ Ｍｅｔｔ. ｅｘ Ｋｕｈｎ(岩蕨科

Ｗｏｏｄｓｉａｃｅａｅ 岩蕨属 Ｗｏｏｄｓｉａ Ｒ. Ｂｒ.)(图 １－Ｅ)
产于汉中市勉县ꎬ生于河边悬崖峭壁的缝隙中ꎻ分布于辽

宁、山东、北京、山西、福建、安徽、吉林[５] ꎮ 本种叶柄长 ３ ~
６ ｃｍꎬ基部第 １ 对羽片着生处有竹节状关节ꎻ叶片椭圆状披针

形ꎬ一回羽状ꎬ羽片浅裂ꎻ孢子囊群圆形ꎬ靠近叶缘ꎮ
凭证标本:唐剑泉ꎬ王磊 ＳＤＦ１０１５７０６ꎬ２０２１－０７－０５ꎻ勉县

同沟寺镇柳坝村ꎬ东经 １０６° ４５′ ４９″、北纬 ３３° ２０′ ０５″ꎬ海拔

１ ４３５ ｍꎮ
６) 亮鳞肋毛蕨 Ｃｔｅｎｉｔｉｓ ｓｕｂｇｌａｎｄｕｌｏｓａ (Ｈａｎｃｅ) Ｃｈｉｎｇ〔鳞

毛蕨科 Ｄ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肋毛蕨属 Ｃｔｅｎｉｔｉｓ (Ｃ. Ｃｈｒ.) Ｃ. Ｃｈｒ.〕
(图 １－Ｆ)

产于汉中市勉县、略阳县、宁强县和南郑县ꎬ生于路边或

林下阴湿石灰岩上ꎻ分布于台湾、福建、浙江、重庆、江西、湖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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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贵州、广州、四川、湖北、海南、广西、西藏[４ꎬ６ꎬ７] ꎮ 本种根状

茎横走ꎬ顶部及叶柄基部密被鳞片ꎻ叶柄基部以上被棕色鳞

片ꎬ呈交互贴生ꎻ叶片三角状卵形ꎬ四回羽裂ꎻ孢子囊群较靠近

叶缘ꎮ
凭证标本:唐剑泉 ＳＤＦ１０１５７０６ꎬ２０２１－ ０６－ ２４ꎻ勉县元墩

镇ꎬ东经 １０６° ３４′２７″、北纬 ３３° ０１′０７″ꎬ海拔 ６０４ ｍꎮ 唐剑泉

ＳＤＦ２０２２１０４６ꎬ２０２２－０２－１６ꎻ略阳县打铁坝村ꎬ东经 １０６°２２′３７″、
北纬 ３３°０９′４９″ꎬ海拔 ９２０ ｍꎮ 唐剑泉 ＳＤＦ１０１８６４１ꎬ２０２２－０２－
１７ꎻ宁强县七姊妹山ꎬ东经 １０６°２７′０４″、北纬 ３３°０１′４０″ꎬ海拔

６８６ ｍꎮ 唐剑泉 ＳＤＦ１０１５７１４ꎬ２０２１－０６－２９ꎻ南郑县小南海镇ꎬ
东经 １０６°５６′１４″、北纬 ３２°４５′５９″ꎬ海拔 ７４２ ｍꎮ

７) 山东鞭叶耳蕨 Ｐｏｌｙｓｔｉｃｈｕｍ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ｅｎｓｅ Ｊ. Ｘ. Ｌｉ ｅｔ Ｙ.
Ｗｅｉ(鳞毛蕨科 Ｄ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耳蕨属 Ｐｏｌｙｓｔｉｃｈｕｍ Ｒｏｔｈ) (图
１－ＧꎬＨ)

产于汉中市略阳县ꎬ生于溪边岩石上ꎻ分布于山东和辽

宁[８]５ꎮ 本种的根状茎密生棕色鳞片ꎻ叶片线状披针形ꎬ一回

羽状ꎬ长 ２０~４３ ｃｍꎻ羽片长 ２.０ ~ ２.５ ｃｍꎻ叶轴先端延伸成鞭

形ꎬ长约 ５ ｃｍꎬ顶部具芽孢ꎻ孢子囊群生于羽片上侧边缘ꎬ每羽

片着生 １~５ 枚ꎬ囊群盖较大ꎬ圆盾形ꎬ全缘ꎮ
凭证标本:唐剑泉ꎬ王磊 ＳＤＦ１０１６６８６ꎬ２０２１－０７－１０ꎻ略阳

县黑滩子ꎬ东经 １０６°２３′４１″、北纬 ３３°１０′３０″ꎬ海拔 ９８６ ｍꎮ
８) 正 宇 耳 蕨 Ｐｏｌｙｓｔｉｃｈｕｍ ｌｉｕｉ Ｃｈｉｎｇ ( 鳞 毛 蕨 科

Ｄ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耳蕨属 Ｐｏｌｙｓｔｉｃｈｕｍ Ｒｏｔｈ)(图 １－Ｉ)
产于汉中市南郑县ꎬ生于路边阴湿岩壁下ꎻ分布于湖南、

贵 州、 四 川、 湖 北[３]ꎬ[８]１３３－１３４ꎬ[９] ꎮ 与 相 似 种 亮 叶 耳 蕨

〔Ｐｏｌｙｓｔｉｃｈｕｍ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ｕｍ (Ｂａｋ.) Ｄｉｅｌｓ〕的区别在于前者羽片

无光泽ꎬ羽片上侧耳状凸起以上的边缘具多至 ８ 个牙状齿ꎬ叶
轴的鳞片披针形或阔披针形ꎻ后者的羽片光滑有光泽ꎬ羽片上

侧耳状凸起以上的边缘具 １ 或 ２ 个牙状齿ꎬ叶轴的鳞片卵形ꎬ
尾状长渐尖头ꎮ

凭证标本:唐剑泉ꎬ王磊 ＳＤＦ１０１５７１０ꎬ２０２１－０６－２９ꎻ南郑

县小南海镇ꎬ东经 １０６°５６′１４″ꎬ北纬 ３２°４５′５９″ꎬ海拔 ７４２ ｍꎮ
９) 猫儿刺耳蕨 Ｐｏｌｙｓｔｉｃｈｕｍ ｓｔｉｍｕｌａｎｓ ( Ｋｕｎｚｅ ｅｘ Ｍｅｔｔ.)

Ｂｅｄｄ.(鳞毛蕨科 Ｄ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耳蕨属 Ｐｏｌｙｓｔｉｃｈｕｍ Ｒｏｔｈ) (图
１－Ｊ)

产于汉中市南郑县ꎬ生于悬崖缝隙中ꎻ分布于四川、云南、
重庆、湖北、西藏、台湾、贵州[８]３８－３９ꎬ[１０] ꎮ 本种与相似种圆片耳

蕨(Ｐｏｌｙｓｔｉｃｈｕｍ ｃｙｃｌｏｌｏｂｕｍ Ｃ. Ｃｈｒ.)区别在于前者叶片为一回

羽状ꎬ后者叶片可达二回羽状ꎻ本种与相似种菱羽耳蕨

(Ｐｏｌｙｓｔｉｃｈｕｍ ｒｈｏｍｂｏｉｄｅｕｍ Ｃｈｉｎｇ)的区别在于前者叶缘为小尖

齿ꎬ不具较长的刺状齿ꎬ后者羽片边缘具刺状齿ꎮ
凭证标本:唐剑泉ꎬ王磊 ＳＤＦ１０１５７１１ꎬ２０２１－０７－０３ꎻ南郑

县小南海镇ꎬ东经 １０６°５８′４５″、北纬 ３２°４４′５８″ꎬ海拔 ２ ２１６ ｍꎮ
１０) 假钻毛蕨 Ｄａｖａｌｌｉａ ｍｕｌｔｉｄｅｎｔａｔａ Ｈｏｏｋ. ｅｔ Ｂａｋ.(骨碎补

科 Ｄａｖａｌｌｉａｃｅａｅ 骨碎补属 Ｄａｖａｌｌｉａ Ｓｍ.)(图 １－Ｋ)

产于陕西省汉中市勉县ꎬ附生于半阴的峭壁上ꎻ分布于甘

肃、四川、云南、贵州、重庆[９ꎬ１１－１３] ꎮ 本种根状茎长而横走ꎬ密
被鳞片ꎻ叶片四回羽裂ꎻ孢子囊群每裂片 １ 枚ꎬ着生于裂片较

短的侧生小脉顶端ꎬ孢子囊群盖肾形ꎬ膜质ꎮ
凭证标本:唐剑泉 ＳＤＦ１０１５７０７ꎬ２０２１－０６－２８ꎻ勉县长沟河

镇汪家河村ꎬ东经 １０６°４１′４４″、北纬 ３３°２９′２０″ꎬ海拔 １ ９０２ ｍꎮ
这些新记录种的发现增加了陕西省蕨类植物多样性ꎬ扩

大了其在全国的分布范围ꎬ为陕西省蕨类植物的地理成分和

区系性质研究提供了新资料ꎮ 此外ꎬ这些新记录种主要分布

在秦岭南麓环境湿润、植被茂盛的喀斯特区域ꎬ多数种类具有

热带区系性质[１４] ꎬ提高了陕西蕨类植物热带区系占比ꎮ

致谢: 中国科学院上海辰山植物园韦宏金老师、福建农林大

学刘立铖同学和延边大学章毓厅同学在标本鉴定和植物摄影

过程中给予了帮助ꎬ在此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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