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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岑华飞（１９８７—），男，广西百色人，硕士，研究实习员，主要从事植物资源与环境方面的研究。
①通信作者 Ｅ⁃ｍａｉｌ： ｗｅｎｆａｎｇ７６０６０８＠ １３９．ｃｏｍ

　 　 中国桂西南石灰岩地区地处热带北缘，位于北热带和南

亚热带交汇处，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湿度较大，地形、地貌、土
壤复杂多样，植物资源丰富、地区特色突出。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作者对广西百色市辖区域分布的植物进行了考

察并采集标本，经标本鉴定和查阅相关文献资料［１－７］ ，发现分

布于广西的 ５ 种被子植物新记录，隶属于 ３ 科 ５ 属。 凭证标

本均保存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标本

馆（ＩＢＫ）。
１）河口异叶苣苔 Ｗｈｙｔｏｃｋｉａ ｈｅｋｏｕｅｎｓｉｓ Ｙ． Ｚ． Ｗａｎｇ （苦苣

苔科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异叶苣苔属 Ｗｈｙｔｏｃｋｉａ Ｗ． Ｗ． Ｓｍｉｔｈ）
产于那坡县，生于山谷阴处，海拔约 １ ３００ ｍ。 分布于云

南东南部［８］ 。 本种与同属的白花异叶苣苔 〔Ｗ． ｔｓｉａｎｇｉａｎａ
（Ｈａｎｄ．⁃Ｍａｚｚ．） Ａ． Ｗｅｂｅｒ〕形态相近，但本种花萼较长，花萼外

表面疏被短柔毛和腺毛，裂片顶端向外弯曲；花冠粉红色，较
大；花丝较长，着生于距花冠基部 ２ ５ ～ ３ ０ ｍｍ 处，花丝顶端

突出，形成长度为 １ １ ｍｍ 的齿状附属物，退化雄蕊长 １ ５
ｍｍ；花柱长超过子房 ２ 倍以上，这些特征明显区别于白花异

叶苣苔。 本属原在广西仅有白花异叶苣苔 １ 种，分布于田林

县老山和龙胜等海拔较高的地区，本种在广西的发现使得该

属在广西分布的种类数增加至 ２ 种，均分布在海拔 ８００ ｍ 以

上区域。
凭证标本：温放，谭运洪 ２０１５０７２４－１５，２０１５－０７－２４，百色

市那坡县百省乡面良村（东经 １０５°３４′、北纬 ２３°０９′）， 生于山

谷深处石灰岩崖壁下方阴湿处，海拔 １ ０９１ ５４ ｍ。
２）小齿芒毛苣苔 Ａｅｓｃｈｙｎａｎｔｈｕｓ ｃｈｉｒｉｔｏｉｄｅｓ Ｃ． Ｂ． Ｃｌａｒｋｅ （苦

苣苔科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芒毛苣苔属 Ａｅｓｃｈｙｎａｎｔｈｕｓ Ｊａｃｋ）
产于那坡县，生于常绿或长满青苔的森林内，海拔 ６１０ ～

１ ５００ ｍ。 分布于云南东南部；印度东北部、缅甸北部、老挝和

越南北部也有分布［４］ 。 本种按照种加词的含义应称为“唇柱

状芒毛苣苔”，广泛分布于中南半岛北缘，从越南北部到印度

东北部均有采集记录，但一直认为此种在与越南北部毗邻的

中国文山和西畴地区不存在。 与之相对应的是，在中国的上

述区域有芒毛苣苔属植物的采集记录，形态上十分接近 Ａ．
ｃｈｉｒｉｔｏｉｄｅｓ，王文采［９］认为，其与 Ａ． ｃｈｉｒｉｔｏｉｄｅｓ 不同并将其定为

新种，称之为小齿芒毛苣苔（Ａ． ｄｅｎｔｉｃｕｌｉｇｅｒ Ｗ． Ｔ． Ｗａｎｇ），并认

为 Ａ． ｄｅｎｔｉｃｕｌｉｇｅｒ 更近于芒毛苣苔属的另一种———细芒毛苣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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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ｎｏｖｏｇｒａｃｉｌｉｓ Ｗ． Ｔ． Ｗａｎｇ），但由于当时无法获取采自境外

的 Ａ． ｃｈｉｒｉｔｏｉｄｅｓ 标本，因此未能将其与最相似的、广泛分布于

中南半岛北缘的 Ａ． ｃｈｉｒｉｔｏｉｄｅｓ 比较。 李 锡 文［３］ 认 为， Ａ．
ｃｈｉｒｉｔｏｉｄｅｓ 的变异范围较大，这一分类处理值得商榷。 Ａ．
ｃｈｉｒｉｔｏｉｄｅｓ 的分布范围较广，分布在缅甸境内的被处理为 Ａ．
ｐｕｓｉｌｌｕｓ Ｐｒａｉｎ，分布在中国境内的被处理为 Ａ． ｄｅｎｔｉｃｕｌｉｇｅｒ，但这

些分类处理并不妥当，表现为 ３ 个“种”在形态上存在连续的

不可分割的变化：Ａ． ｐｕｓｉｌｌｕｓ 与 Ａ． ｃｈｉｒｉｔｏｉｄｅｓ 的区别仅在于前

者的花略小，Ａ． ｄｅｎｔｉｃｕｌｉｇｅｒ 与 Ａ． ｃｈｉｒｉｔｏｉｄｅｓ 的区别仅在于子房

与花萼上毛被，而这些细小的差别恰处于该种连续变异的两

端。 此外，在果期和非花期，Ａ． ｃｈｉｒｉｔｏｉｄｅｓ 与分布于尼泊尔、不
丹、印度东北部、缅甸和泰国的纤细芒毛苣苔 （ Ａ． ｇｒａｃｉｌｉｓ
Ｐａｒｉｓｈ ｅｘ Ｃ． Ｂ． Ｃｌａｒｋｅ）极为相似，但两者花形及花色均不同，
易于区别，Ａ． ｇｒａｃｉｌｉｓ 的花筒近筒状，花冠呈鲜红色，而 Ａ．
ｃｈｉｒｉｔｏｉｄｅｓ 的花冠筒近基部明显缩小，呈漏斗状，花冠呈白色、
黄白色或接近白色。 作者采自广西那坡县的 Ａ． ｃｈｉｒｉｔｏｉｄｅｓ 标
本与采自印度、越南和老挝的 Ａ． ｃｈｉｒｉｔｏｉｄｅｓ 标本一致，也与采

自云南西畴县法斗乡的标本相似（ＫＵＮ：王印政 ９２０９０；王启

无 ８５６１５），仅在花萼和子房的毛被上有些许区别（云南和广

西产个体的花萼外被短柔毛，子房下部被极短柔毛）。 这与

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４］的结论相吻合。
凭证标本：温放，谭运洪 ２０１５０７２２－２４，２０１５－０７－２２，百色

市那坡县百省乡面良村（东经 １０５°３４′、北纬 ２３°０９′）， 生于密

林中树上，海拔 ９８５ ｍ。
３）兔儿风叶石山苣苔 Ｐｅｔｒｏｃｏｄｏｎ ｉｎｓｌｉｉｆｏｌｉｕｓ Ｗ． Ｈ． Ｃｈｅｎ ｅｔ

Ｙ． Ｍ． Ｓｈｕｉ （苦苣苔科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石山苣苔属 Ｐｅｔｒｏｃｏｄｏｎ
Ｈａｎｃｅ）

产于那坡县，生于崖壁上灌木林下阴处，海拔 １ ４７０ ～
１ ６００ ｍ。 分布于云南［５］ 。 本种形态与细筒苣苔〔Ｐｅｔｒｏｃｏｄｏｎ
ｈｉｓｐｉｄｕｓ （Ｗ． Ｔ． Ｗａｎｇ） Ａ． Ｗｅｂｅｒ ｅｔ Ｍｉｃｈ． Ｍöｌｌｅｒ〕 ［１０］ 相似，但
因全缘叶和线形苞片而不同；本种与全缘叶细筒苣苔 （Ｐ．
ｉｎｔｅｇｒｉｆｏｌｉｕｓ Ｄ． Ｆａｎｇ ｅｔ Ｌ． Ｚｅｎｇ） ［１０］也相似，但其叶和花梗有硬

毛。 分子生物学证据［５］显示：本种与细筒苣苔亲缘关系较近，
同时也支持将它们各自独立成种。 本种的模式产地在云南马

关县，而广西那坡县与云南麻栗坡县、富宁县和马关县被连续

绵延的石灰岩山地所联结，同时，两国三地（中国的那坡县和

富宁县，越南的高平省）相交于这一区域，从植物地理学的角

度看，越南极有可能分布有本种。
凭证标本：温放，谭运洪 ２０１５０７２２－０８，２０１５－０７－２２，百色

市那坡县百省乡面良村（东经 １０５°３４′、北纬 ２３°０９′）， 生于石

山林中，海拔 ９７２ ｍ。
４）麻栗坡油丹 Ａｌｓｅｏｄａｐｈｎｅ ｍａｒｌｉｐｏｅｎｓｉｓ （Ｈ． Ｗ． Ｌｉ） Ｈ． Ｗ．

Ｌｉ （樟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油丹属 Ａｌｓｅｏｄａｐｈｎｅ Ｎｅｅｓ）
产于那坡县，生于山谷常绿阔叶林中，海拔达 １ ３５０ ｍ。

分布于云南东南部［６，１１］ 。 本种具有本属果梗肉质稍增粗和花

被片果时脱落不形成明显果托的特征。
凭证标本：温放，谭运洪 ＷＦ１６０１２０－０２，２０１６－０１－２０，百

色市那坡县百省乡面良村（东经 １０５°３４′、北纬 ２３°０９′）， 生于

山谷林中，海拔 １ １２６ ９６ ｍ。
５）麻栗坡叉柱兰 Ｃｈｅｉｒｏｓｔｙｌｉｓ ｍａｌｉｐｏｅｎｓｉｓ Ｘ． Ｈ． Ｊｉｎ ｅｔ Ｓ． Ｃ．

Ｃｈｅｎ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叉柱兰属 Ｃｈｅｉｒｏｓｔｙｌｉｓ Ｂｌ．）
产于那坡县，生于石灰岩林下，海拔 １ １００ ｍ；分布于云南

东南部［７］ 。 本种与云南叉柱兰（Ｃｈｅｉｒｏｓｔｙｌｉ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Ｒｏｌｆｅ）
的形态极接近，但本种的地下茎节点收缩并对生，下唇上有纵

向隔膜及星状裂腺体；而本种与后者的分布区域虽相同，但花

期不同，云南叉柱兰的花期从 ３ 月至 ４ 月，而本种的花期从 １２
月至翌年 １ 月，二者据此可予以区分。

凭证标本：温放，谭运洪 ＷＦ１６０１２０－２８，２０１６－０１－２０，百
色市那坡县百省乡面良村（东经 １０５°３４′、北纬 ２３°０９′）， 生于

石山灌木林下，海拔 １ １４５ ｍ。
广西那坡县气候条件优越，植物资源可再生潜力空间巨

大。 本文新记录的 ５ 种植物均分布于中越边境，对进一步了解

桂西南中越边境石灰岩地区的被子植物生态系统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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