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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被子植物新记录 １１ 种 １ 亚种

白增福ａꎬｂꎬ 张志华ａꎬ 陈学林ａꎬｂꎬ①ꎬ 张　 继ａꎬｂꎬ①

(西北师范大学: ａ. 生命科学学院ꎬ ｂ. 新农村发展研究院ꎬ 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

摘要: 基于野外调查和标本鉴定ꎬ确定了甘肃省被子植物新记录 １１ 种 １ 亚种ꎬ即台湾盆距兰 〔Ｇａｓｔｒｏｃｈｉｌｕｓ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ｕｓ (Ｈａｙ.) Ｈａｙ.〕、无柱兰 〔Ｐｏｎｅｒｏｒｃｈｉｓ ｇｒａｃｉｌｉｓ ( Ｂｌ.) Ｘ. Ｈ. Ｊｉｎꎬ Ｓｃｈｕｉｔ. ｅｔ Ｗ. Ｔ. Ｊｉｎ〕、红柴枝 (Ｍｅｌｉｏｓｍａ
ｏｌｄｈａｍｉｉ Ｍｉｑ. ｅｘ Ｍａｘｉｍ.)、罗甸黄芩( Ｓｃｕｔｅｌｌａｒｉａ ｌｏｔｉｅｎｅｎｓｉｓ Ｃ. Ｙ. Ｗｕ ｅｔ Ｓ. Ｃｈｏｗ)、粗壮冠唇花(Ｍｉｃｒｏｔｏｅｎａ ｒｏｂｕｓｔａ
Ｈｅｍｓｌ.)、黄带鼠尾草(Ｓａｌｖｉａ ｌｕｔｅｉｓｔｒｉａｔａ Ｇ. Ｘ. Ｈｕꎬ Ｅ. Ｄ. Ｌｉｕ ｅｔ Ｃ. Ｌ. Ｘｉａｎｇ)、蔊菜叶马先蒿(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ｎａｓｔｕｒｔｉｉｆｏｌｉａ
Ｆｒａｎｃｈ.)、纽子瓜〔Ｚｅｈｎｅｒｉａ 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 (Ｈ. Ｌéｖｌ.) Ｗ. Ｊ. ｄｅ Ｗｉｌｄｅ ｅｔ Ｄｕｙｆｊｅｓ〕、断节莎(Ｃｙｐｅｒｕｓ ｏｄｏｒａｔｕｓ Ｌｉｎｎ.)、意大利苍

耳〔Ｘａｎｔｈｉｕｍ ｓｔｒｕｍａｒｉｕｍ ｓｕｂｓｐ. ｉｔａｌｉｃｕｍ (Ｍｏｒｅｔｔｉ) Ｄ. Ｌöｖｅ〕、欧毛茛(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 ｓａｒｄｏｕｓ Ｃｒａｎｔｚ)和疏果薹草(Ｃａｒｅｘ
ｈｅｂｅｃａｒｐａ Ｃ. Ａ. Ｍｅｙ.)ꎮ 盆距兰属(Ｇａｓｔｒｏｃｈｉｌｕｓ Ｄ. Ｄｏｎ)为甘肃省新记录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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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 (Ｈ. Ｌéｖｌ.) Ｗ. Ｊ. ｄｅ Ｗｉｌｄｅ ｅｔ Ｄｕｙｆｊｅｓꎬ Ｃｙｐｅｒｕｓ ｏｄｏｒａｔｕｓ Ｌｉｎｎ.ꎬ Ｘａｎｔｈｉｕｍ ｓｔｒｕｍａｒｉｕｍ ｓｕｂｓｐ. ｉｔａｌｉｃｕｍ (Ｍｏｒｅｔｔｉ)
Ｄ. Ｌöｖｅꎬ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 ｓａｒｄｏｕｓ Ｃｒａｎｔｚ ａｎｄ Ｃａｒｅｘ ｈｅｂｅｃａｒｐａ Ｃ. Ａ. Ｍｅｙ. Ｇａｓｔｒｏｃｈｉｌｕｓ Ｄ. Ｄｏｎ ｉｓ ａ ｎｅｗｌｙ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ｇｅｎｕｓ ｆｒｏｍ
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ꎻ ａｎｇｉｏｓｐｅｒｍｓꎻ ｎｅｗ ｒｅｃｏｒｄ

　 　 陇南是甘肃省森林覆盖率最高、面积最大、植物种类最

丰富的地区ꎬ有种子植物 ２ ５００ 余种[１] ꎬ主要植被类型为常绿

阔叶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和落叶阔叶林[２] ꎮ ２０２０ 年至

２０２２ 年ꎬ笔者对陇南山地进行了考察ꎬ通过查阅资料和标本

鉴定ꎬ发现甘肃省被子植物新记录 １１ 种 １ 亚种ꎬ其中盆距兰

属(Ｇａｓｔｒｏｃｈｉｌｕｓ Ｄ. Ｄｏｎ)为新记录属ꎮ 凭证标本存放于西北师

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室(ＮＷＴＣ)ꎮ
１)台湾盆距兰 Ｇａｓｔｒｏｃｈｉｌｕｓ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ｕｓ (Ｈａｙ.) Ｈａｙ.(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盆距兰属 Ｇａｓｔｒｏｃｈｉｌｕｓ Ｄ. Ｄｏｎ)(图 １－Ａ)
产于陇南市康县和武都区ꎬ生于陡峭石壁上ꎻ分布于陕西

南部、福建北部、台湾、湖北[３] ꎮ 本种叶常两面带紫红色斑点ꎬ
二列互生ꎬ稍肉质ꎻ花前唇上面除中央垫状物外均无毛ꎬ先端

截形或圆形ꎬ后唇近杯状ꎮ
凭证标本:白增福ꎬ陈学林 ２０２１０５２１００５ꎬ２０２１－０５－２１ꎻ陇

南市武都区曹家河ꎬ东经 １０５°２３′０２.０６″、北纬 ３２°５２′１３.７８″ꎬ海
拔 １ ０９４ ｍꎮ 白增福ꎬ陈学林 ２０２１０４２９０１２ꎬ２０２１－０４－２９ꎻ陇南

市康县康南林场ꎬ东经 １０５°４５′３７.４５″、北纬 ３３°０１′３４.０８″ꎬ海拔

１ １２０ ｍꎮ
２)无柱兰 Ｐｏｎｅｒｏｒｃｈｉｓ ｇｒａｃｉｌｉｓ (Ｂｌ.) Ｘ. Ｈ. Ｊｉｎꎬ Ｓｃｈｕｉｔ. ｅｔ

Ｗ. Ｔ. Ｊｉｎ(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小红门兰属 Ｐｏｎｅｒｏｒｃｈｉｓ Ｒｃｈｂ. ｆ.)
(图 １－Ｂ)

产于陇南市武都区ꎬ生于路边潮湿岩壁上ꎻ分布于辽宁、
河北、陕西、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台湾、河南、湖北、湖
南、广西、四川、贵州[４－６] ꎮ 本种基生叶 １ 枚ꎻ总状花序ꎬ每个花

序 ５~２０ 余朵花ꎻ花距纤细ꎬ圆筒状ꎬ几直伸ꎮ 其近缘种棒矩无

柱兰〔Ｐ. ｂｉｆｏｌｉａｔａ (Ｔａｎｇ ｅｔ Ｆ. Ｔ. Ｗａｎｇ) Ｘ. Ｈ. Ｊｉｎꎬ Ｓｃｈｕｉｔ. ｅｔ Ｗ.
Ｔ. Ｊｉｎ〕基生叶 ２ 枚ꎻ总状花序ꎬ每个花序几朵至 １０ 余朵花ꎻ花
距圆筒状棒形ꎬ向前钩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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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证标本:白增福ꎬ陈学林 ２０２１０７０２００３ꎬ２０２１－０７－０２ꎻ陇
南市武都区裕河自然保护区八福沟ꎬ东经 １０５°２９′５９.４３″、北纬

３２°５８′３９.２１″ꎬ海拔 １ ２００ ｍꎮ
３)红柴枝 Ｍｅｌｉｏｓｍａ ｏｌｄｈａｍｉｉ Ｍｉｑ. ｅｘ Ｍａｘｉｍ. (清风藤科

Ｓａｂｉａｃｅａｅ 泡花树属 Ｍｅｌｉｏｓｍａ Ｂｌｕｍｅ)(图 １－Ｃ)
产于陇南市武都区ꎬ生于沟谷阔叶林中ꎻ分布于贵州、广

西、广东、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陕西[７] ꎮ 本种小

叶边缘具稀疏锐锯齿ꎻ花轴皮孔不明显ꎮ 其近缘种暖木(Ｍ.
ｖｅｉｔｃｈｉｏｒｕｍ Ｈｅｍｓｌ.)小叶全缘或具稀疏粗锯齿ꎻ花轴皮孔明显ꎮ

凭证标本:白增福ꎬ陈学林 ２０２１０７２９０３０ꎬ２０２１－０７－２９ꎻ陇
南市武都区裕河自然保护区包家沟ꎬ东经 １０５°３６′５１.５６″、北纬

３３°３８′３７.５０″ꎬ海拔 １ ２３８ ｍꎮ
４)罗甸黄芩 Ｓｃｕｔｅｌｌａｒｉａ ｌｏｔｉｅｎｅｎｓｉｓ Ｃ. Ｙ. Ｗｕ ｅｔ Ｓ. Ｃｈｏｗ(唇

形科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黄芩属 Ｓｃｕｔｅｌｌａｒｉａ Ｌｉｎｎ.)(图 １－Ｄ)
产于陇南市康县ꎬ生于郁闭阔叶林下ꎻ模式产地为贵州罗

甸[８] ꎮ 本种叶较大ꎬ茎下部叶长 ６.２ ｃｍ、宽约 ３ ｃｍꎬ边缘具疏

离波状圆齿ꎬ两面近无毛ꎬ下面散生猩红色腺点ꎻ花冠淡黄色ꎮ
其近缘种方枝黄芩(Ｓ.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 Ｈ. Ｌéｖｌ.)叶基宽楔形至圆形ꎬ
边缘波状ꎬ具远离的小牙齿ꎬ两面无毛和腺点ꎻ花冠乳黄色或

白色ꎮ
凭证标本:白增福ꎬ陈学林 ２０２１０４３００１８ꎬ２０２１－０４－３０ꎻ陇

南市康县康南林场ꎮ 东经 １０５°４５′０８.１７″、北纬 ３３°０８′４８.７７″ꎬ

海拔１ ３７６ ｍꎮ
５) 粗 壮 冠 唇 花 Ｍｉｃｒｏｔｏｅｎａ ｒｏｂｕｓｔａ Ｈｅｍｓｌ. ( 唇 形 科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冠唇花属 Ｍｉｃｒｏｔｏｅｎａ Ｐｒａｉｎ)(图 １－ＥꎬＦ)
产于陇南市武都区ꎬ生于灌丛中ꎻ分布于湖北、四川[９] ꎮ

本种萼齿长圆形ꎬ萼 ５ 齿略不等大ꎬ后齿稍长ꎬ呈长圆形ꎬ先端

几不锐尖ꎻ花冠粉红色ꎮ
凭证标本:白增福ꎬ陈学林 ２０２１０８０６０２５ꎬ２０２１ － ０８ － ０６ꎻ

陇南 市 武 都 区 裕 河 镇 红 草 坡ꎬ 东 经 １０５°３１′０３.６６″、 北 纬

３３°０３′３４.５４″ꎬ海拔 １ ５３４ ｍꎮ
６)黄带鼠尾草 Ｓａｌｖｉａ ｌｕｔｅｉｓｔｒｉａｔａ Ｇ. Ｘ. Ｈｕꎬ Ｅ. Ｄ. Ｌｉｕ ｅｔ Ｃ.

Ｌ. Ｘｉａｎｇ(唇形科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鼠尾草属 Ｓａｌｖｉａ Ｌｉｎｎ.)(图 １－Ｇ)
产于陇南市武都区ꎬ生于落叶阔叶林下ꎻ分布于四川、陕

西[１０] ꎮ 本种花冠紫红色ꎬ花冠筒内腹表面有鲜艳的乳黄色垂

直条纹ꎮ 其近缘种鄂西鼠尾草(Ｓ. ｍａｘｉｍｏｗｉｃｚｉａｎａ Ｈｅｍｓｌ.)花
冠黄色ꎬ唇片紫色或具紫晕ꎮ

凭证标本:白增福ꎬ陈学林 ２０２１０８０２０３６ꎬ２０２１ － ０８ － ０２ꎬ
陇南市武都区裕河镇鹰嘴山ꎬ 东经 １０５° ２３′ ５１. １４″、 北纬

３２°５７′５０.０４″ꎬ海拔 １ ５４６ ｍꎮ
７)蔊菜叶马先蒿 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ｎａｓｔｕｒｔｉｉｆｏｌｉａ Ｆｒａｎｃｈ.(列当科

Ｏｒｏｂａｎｃｈａｃｅａｅ 马先蒿属 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Ｌｉｎｎ.)(图 １－Ｈ)
产于陇南市武都区ꎬ生于山顶灌丛中ꎻ分布于四川、陕西、

湖北[１１] ꎮ 本种花上唇顶端直角转折ꎬ含有雄蕊的部分与喙均

Ａ: 台湾盆距兰 Ｇａｓｔｒｏｃｈｉｌｕｓ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ｕｓ (Ｈａｙ.) Ｈａｙ.ꎻ Ｂ: 无柱兰 Ｐｏｎｅｒｏｒｃｈｉｓ ｇｒａｃｉｌｉｓ (Ｂｌ.) Ｘ. Ｈ. Ｊｉｎꎬ Ｓｃｈｕｉｔ. ｅｔ Ｗ. Ｔ. Ｊｉｎꎻ Ｃ: 红柴枝Ｍｅｌｉｏｓｍａ ｏｌｄｈａｍｉｉ
Ｍｉｑ. ｅｘ Ｍａｘｉｍ.ꎻ Ｄ: 罗甸黄芩 Ｓｃｕｔｅｌｌａｒｉａ ｌｏｔｉｅｎｅｎｓｉｓ Ｃ. Ｙ. Ｗｕ ｅｔ Ｓ. Ｃｈｏｗꎻ ＥꎬＦ: 粗壮冠唇花 Ｍｉｃｒｏｔｏｅｎａ ｒｏｂｕｓｔａ Ｈｅｍｓｌ.ꎻ Ｇ: 黄带鼠尾草 Ｓａｌｖｉａ
ｌｕｔｅｉｓｔｒｉａｔａ Ｇ. Ｘ. Ｈｕꎬ Ｅ. Ｄ. Ｌｉｕ ｅｔ Ｃ. Ｌ. Ｘｉａｎｇꎻ Ｈ: 蔊菜叶马先蒿 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ｎａｓｔｕｒｔｉｉｆｏｌｉａ Ｆｒａｎｃｈ.ꎻ Ｉ: 纽子瓜 Ｚｅｈｎｅｒｉａ 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 (Ｈ. Ｌéｖｌ.) Ｗ. Ｊ. ｄｅ
Ｗｉｌｄｅ ｅｔ Ｄｕｙｆｊｅｓꎻ Ｊ: 断节莎 Ｃｙｐｅｒｕｓ ｏｄｏｒａｔｕｓ Ｌｉｎｎ.ꎻ Ｋ: 意大利苍耳 Ｘａｎｔｈｉｕｍ ｓｔｒｕｍａｒｉｕｍ ｓｕｂｓｐ. ｉｔａｌｉｃｕｍ (Ｍｏｒｅｔｔｉ) Ｄ. Ｌöｖｅꎻ Ｌ: 欧毛茛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
ｓａｒｄｏｕｓ Ｃｒａｎｔｚꎻ Ｍ: 疏果薹草 Ｃａｒｅｘ ｈｅｂｅｃａｒｐａ Ｃ. Ａ. Ｍｅｙ.

图 １　 甘肃省被子植物新记录 １１ 种 １ 亚种的形态特征
Ｆｉｇ. １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ｎｅｗ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ｅｌｅｖ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ｎｅ ｓｕｂ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ａｎｇｉｏｓｐｅｒｍｓ ｆｒｏｍ 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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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 期 白增福ꎬ 等: 甘肃省被子植物新记录 １１ 种 １ 亚种

指向前下方ꎬ花丝前方 １ 对有毛ꎬ下唇中裂狭尖ꎬ几不凸出ꎮ
凭证标本:陈学林ꎬ白增福 ２０２１０８０２０４３ꎬ２０２１ － ０８ － ０２ꎻ

陇南 市 武 都 区 裕 河 镇 鹰 嘴 山ꎬ 东 经 １０５°２５′０６.４４″、 北 纬

３２°５７′４９.５２″ꎬ海拔 ２ ３４６ ｍꎮ
８)纽子瓜 Ｚｅｈｎｅｒｉａ 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 (Ｈ. Ｌéｖｌ.) Ｗ. Ｊ. ｄｅ Ｗｉｌｄｅ ｅｔ

Ｄｕｙｆｊｅｓ(葫芦科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ｃｅａｅ 马瓟儿属 Ｚｅｈｎｅｒｉａ Ｅｎｄｌ.)(图 １－
Ｉ)

产于陇南市武都区ꎬ生于沟边ꎻ分布于四川、贵州、云南、
广西、广东、福建、江西[１２] ꎮ 本种雌雄同株ꎻ果实球形或卵形ꎮ
其近缘种台湾马瓟儿〔Ｚ. ｇｕａｍｅｎｓｉｓ (Ｍｅｒｒ.) Ｆｏｓｂｅｒｇ〕雌雄异

株ꎻ果实长圆形ꎮ
凭证标本:白增福 ２０２２１２１１００３ꎬ２０２２－１２－１１ꎻ陇南市武

都区市区附近ꎬ东经 １０３°４４′３７.０６″、北纬 ３６°０６′０６.０３″ꎬ海拔

１ ０００ ｍꎮ
９)断节莎 Ｃｙｐｅｒｕｓ ｏｄｏｒａｔｕｓ Ｌｉｎｎ.(莎草科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莎草

属 Ｃｙｐｅｒｕｓ Ｌｉｎｎ.)(图 １－Ｊ)
产于陇南市武都区ꎬ生于白龙江边草地ꎻ分布于福建、上

海、浙江、广东、湖南[１３] ꎮ 本种小穗轴具宽翅ꎬ初期透明ꎬ后期

增厚成黄色海绵状ꎮ
凭证标本: 白增福 ２０２２１２１１００４ꎬ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１１ꎻ 陇南

市武都区滨江公园附近草坪ꎬ 东经 １０３° ４４′ ３５. ０３″、 北纬

３６°０６′０６.０９″ꎬ海拔 ９９０ ｍꎮ
１０) 意 大 利 苍 耳 Ｘａｎｔｈｉｕｍ ｓｔｒｕｍａｒｉｕｍ ｓｕｂｓｐ. ｉｔａｌｉｃｕｍ

(Ｍｏｒｅｔｔｉ) Ｄ. Ｌöｖｅ(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苍耳属 Ｘａｎｔｈｉｕｍ Ｌｉｎｎ.)(图
１－Ｋ)

产于陇南市武都区ꎬ生于白龙江沿岸荒地ꎻ分布于安徽、
北京、甘肃、河北、黑龙江、辽宁、吉林、山东、新疆、宁夏、陕
西[１４] ꎮ 本亚种总苞在结果时呈长圆形ꎬ外面密被长倒钩刺ꎬ
刺上被白色透明的刚毛和短腺毛ꎮ

凭证标本:白增福 ２０２２１２１６００５ꎬ２０２２－１２－１６ꎻ陇南市武

都区白龙江边ꎬ东经 １０３° ４４′３５. ０１″、北纬 ３６° ０６′０６. ０４″ꎬ海拔

９９０ ｍꎮ
１１ ) 欧 毛 茛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 ｓａｒｄｏｕｓ Ｃｒａｎｔｚ ( 毛 茛 科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毛茛属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 Ｌｉｎｎ.)(图 １－Ｌ)
产于陇南市武都区ꎬ生于白龙江沿岸草丛和荒地ꎻ分布于

安徽、上海、云南[１５] ꎮ 本种瘦果仅沿边缘具瘤ꎻ基生叶大多

３ 生ꎬ少数单生ꎬ３ 裂ꎮ
凭证标本:白增福 ２０２２０４１６００３ꎬ２０２２－０４－１６ꎻ陇南市武

都区白龙江边ꎬ东经 １０３°４４′３５.１０″、北纬 ３６°０６′０６.０２″ꎬ海拔

９９０ ｍꎮ
１２) 疏 果 薹 草 Ｃａｒｅｘ ｈｅｂｅｃａｒｐａ Ｃ. Ａ. Ｍｅｙ. ( 莎 草 科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薹草属 Ｃａｒｅｘ Ｌｉｎｎ.)(图 １－Ｍ)
产于陇南市武都区ꎬ生于林缘ꎮ 分布于福建、台湾、广东

等地[１６] ꎮ 本种植株较细弱ꎬ高约 ３０ ~ ５０ ｃｍꎻ雌小穗较细ꎬ宽
约 ３~４ ｍｍꎻ果囊近二列ꎬ疏生ꎬ长约 ３ ｍｍꎬ密被白色短硬毛ꎮ

凭证标本:白增福ꎬ陈学林 ２０２１０５２１００８ꎬ２０２１－０５－２１ꎻ陇

南市武都区曹家河ꎬ东经 １０５°２３′０２.０８″、北纬 ３２°５２′１３.６９″ꎬ海
拔 １ １２０ ｍꎮ

这些新记录中ꎬ黄带鼠尾草为近年来发表的新种[１０] ꎬ此
次发现地位于陕、甘、川交界处ꎬ使该种在陕、甘、川形成连续

分布ꎮ 断节莎、罗甸黄芩、纽子瓜主要分布在热带、亚热带ꎬ本
区是其分布的北界ꎮ 意大利苍耳被收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ꎬ当地政府应及时采取相应治

理措施ꎮ 欧毛茛原产于欧洲ꎬ已在上海荒地归化[５] ꎮ

致谢: 江西农业大学李波老师、贵州大学胡国维老师和北京

师范大学顾有容老师在标本鉴定过程中提供了帮助ꎬ在此表

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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