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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龙山国家地质公园位于湖南省西北部龙山县境内，处
于中国特有属以西南为中心向各方向散布的西南—华中—华

东线上，并处于中国种子植物从西南部向东部迁移路线上，是
中国特有属的 ８ 个多度中心之一———三峡中心（中国特有属

最丰富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地质公园是中国南方裸露

型岩溶地貌的典型代表，拥有多种特殊生境，植被保存良好，
植物多样性较高［１－４］ 。 由于该地区地理位置偏远，少有大规

模的植物调查。 近 ２０ 年来，仅在该地质公园发现新种和湖南

省新记录种 １０ 余种［５－９］ 。
为了全面了解乌龙山国家地质公园的植物多样性，作者

多次在该地质公园及其周边地区进行植物调查和标本采集，
经过标本鉴定和文献考证，确定除新种珠芽山萮菜（Ｅｕｔｒｅｍａ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ｕｍ Ｙ． Ｘｉａｏ ｅｔ Ｄ． Ｋ． Ｔｉａｎ） ［９］外，还有 ８ 种种子植物省级

分布新记录（图 １），隶属 ８ 科 ８ 属。
１）贵州八角莲 Ｄｙｓｏｓｍａ ｍａｊｏｅｎｓｉｓ （Ｇａｇｎｅｐ．） Ｍ． Ｈｉｒｏｅ （小

檗科 Ｂｅｒｂ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鬼臼属 Ｄｙｓｏｓｍａ Ｗｏｏｄｓｏｎ）（图 １－１，２）
中国特有种，分布在四川、湖北、贵州、云南和广西，生于

林缘。 本种叶裂片顶端 ３ 小裂，花着生于近叶基处，花药隔较

短，易与本属其余种相区别［１０］ 。
凭证标本：肖艳，孙林 ＬＳ２９３２，２０１４－０５－２２，湖南省龙山

县乌鸦乡（东经 １０９°４２′２８″、北纬 ２９°３６′３１″），海拔 ９７７ ｍ，保
存于上海辰山植物园标本馆（ＣＳＨ）。

２）狭叶方竹 Ｃｈｉｍｏｎｏｂａｍｂｕｓａ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 Ｃ． Ｄ． Ｃｈｕ ｅｔ Ｃ．
Ｓ． Ｃｈａｏ （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 方竹属 Ｃｈｉｍｏｎｏｂａｍｂｕｓａ Ｍａｋｉｎｏ）（图
１－３～５）

中国特有种，分布在陕西、湖北、贵州和广西，生于林缘。
本种下部节内环生短刺状气生根 ９～ １４ 条，秆箨短于节间，叶
片线状披针形至线形，易与相近种八月竹 〔Ｃ． ｓｚｅｃｈｕａｎｅｎｓｉｓ
（Ｒｅｎｄｌｅ） Ｐ． Ｃ． Ｋｅｎｇ〕相区别［１１－１２］ 。

凭证标本：张代贵，张成，向祖恒 ｌｍｚｙ００１，２０１５－０５－２８，湖
南省龙山县洛塔乡泡木村（东经 １０９°３０′０１″、北纬 ２９°１１′５８″），
海拔 １ ０３１ ｍ，保存于吉首大学标本馆（ＪＩＵ）。

３） 食 用 秋 海 棠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ｅｄｕｌｉｓ Ｈ． Ｌéｖｌ． （ 秋 海 棠 科

Ｂｅｇｏｎｉａｃｅａｅ 秋海棠属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Ｌｉｎｎ．）（图 １－６，７）
分布在中国云南、贵州、广西和广东，越南也有分布，生于

水沟边、潮湿山谷、坡地或岩石上。 本种与南川秋海棠（Ｂ．



第 ４ 期 肖　 艳， 等： 湘西北 ８ 种种子植物省级分布新记录

ｄｉｅｌｓｉａｎａ Ｅ． Ｐｒｉｔｚ．）最接近，但有明显花茎；本种与裂叶秋海棠

（Ｂ． ｐａｌｍａｔａ Ｄ． Ｄｏｎ）近似，但仅有花茎，且花茎、花序轴和叶柄

上均无绵毛［１３］ 。 调查发现，湖南省江华县、吉首市和古丈县

的食用秋海棠居群间存在差异。 基于食用秋海棠在全国的分

布情况和居群差异，推测该种形态性状变异丰富。
凭证标本：田代科，刘克明，顾建中，等 ＴＤＫ５５５，２０１２ －

０６－１６，湖 南 省 江 华 县 水 口 镇 （ 东 经 １１１° ４９′ ５９″、 北 纬

２４°５７′４５″），海拔 ２８２ ｍ，保存于 ＣＳＨ；田代科，李春 ＴＤＫ９０４，
２０１３－ ０５ － ２１， 湖 南 省 吉 首 市 德 夯 风 景 名 胜 区 （ 东 经

１０９°３５′２６″、北纬 ２８°２１′４０″），海拔 ３５６ ｍ，保存于 ＣＳＨ；肖艳，
张成 ２０１３０７１５００１，２０１３－０７－１５，湖南省古丈县高望界国有林

场（东经 １１０° ０４′ ０７″、北纬 ２８° ３９′ １２″），海拔 ６５３ ｍ，保存

于 ＪＩＵ。
４）松柏钝果寄生 Ｔａｘｉｌｌｕｓ ｃａｌｏｒｅａｓ （Ｄｉｅｌｓ） Ｄａｎｓｅｒ （桑寄生

科 Ｌｏ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钝果寄生属 Ｔａｘｉｌｌｕｓ Ｔｉｅｇｈｅｍ）（图 １－８，９）
分布在中国西藏、四川、重庆、湖北、云南、贵州、广西、广

东南部、 福建和台湾， 不丹也有分布， 寄生在铁坚油杉

〔Ｋｅｔｅｌｅｅｒｉａ 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ａ （Ｂｅｒｔｒ．） Ｂｅｉｓｓｎ．〕上。 本种的嫩枝和嫩叶

密被褐色星状毛，成熟后毛全部脱落，叶互生或簇生于短枝

上，花鲜红色，花托卵球形，被褐色绒毛，易与本属其余种相

区别［１４］ 。
凭证标本：向祖恒 ｘｚｈ０３４５，２００６－０８－３１，湖南省龙山县

召市镇万家棚村（东经 １０９° ２２′０８″、北纬 ２９° ０５′４５″），海拔

６００ ｍ，保存于 ＪＩＵ；向祖恒 ｘｚｈ１２３７，２０１０－０８－２５，湖南省龙山

县召市镇万家棚村，海拔 ６００ ｍ，保存于 ＪＩＵ。
５）包氏凤仙花 Ｉｍｐａｔｉｅｎｓ 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 Ｊ． Ｄ． Ｈｏｏｋ． （凤仙花科

Ｂａｌｓａｍｉｎａｃｅａｅ 凤仙花属 Ｉｍｐａｔｉｅｎｓ Ｌｉｎｎ．）（图 １－１０～１３）
中国特有种，分布在贵州和广西，生于山坡林缘潮湿

处［１５－１６］ 。 本种以叶聚集茎端，具 ２ 花，侧生萼片不等大，顶端

尖，旗瓣背面具绿色的鸡冠状突起，翼瓣上部裂片近圆形，基
部裂片斧形，顶端以下具凹缺和果实线形等特点明显不同于

本属其余种［１７］ 。

１，２： 贵州八角莲 Ｄｙｓｏｓｍａ ｍａｊｏｅｎｓｉｓ （Ｇａｇｎｅｐ．） Ｍ． Ｈｉｒｏｅ； ３－５： 狭叶方竹 Ｃｈｉｍｏｎｏｂａｍｂｕｓａ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 Ｃ． Ｄ． Ｃｈｕ ｅｔ Ｃ． Ｓ． Ｃｈａｏ； ６，７： 食用秋海棠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ｅｄｕｌｉｓ Ｈ． Ｌéｖｌ．； ８，９： 松柏钝果寄生 Ｔａｘｉｌｌｕｓ ｃａｌｏｒｅａｓ （Ｄｉｅｌｓ） Ｄａｎｓｅｒ； １０－１３： 包氏凤仙花 Ｉｍｐａｔｉｅｎｓ 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 Ｊ． Ｄ． Ｈｏｏｋ．； １４，１５： 俯垂粉报春
Ｐｒｉｍｕｌａ ｎｕｔａｎｔｉｆｌｏｒａ Ｈｅｍｓｌ．； １６，１７： 贵州獐牙菜 Ｓｗｅｒｔｉａ ｋｏｕｉｔｃｈｅｎ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 １８，１９： 南川冬青 Ｉｌｅｘ ｎａｎｃｈｕａｎｅｎｓｉｓ Ｚ． Ｍ． Ｔａｎ．

图 １　 湘西北 ８ 种种子植物省级分布新记录种的形态特征
Ｆｉｇ． １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ｉｇｈｔ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ｎｅｗｌｙ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ｐｈｙｔｅ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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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证标本：肖艳，莫海波 ＬＳ２７３９，２０１３－１０－０９，湖南省龙

山县八面乡八面山自生桥（东经 １０９°１５′０５″、北纬 ２８°５２′３０″），
海拔 １ １９４ ｍ，保存于 ＣＳＨ；肖艳，龚理 ＬＳ３０１５，２０１４－０９－２４，湖
南省龙山县大安乡药场村（东经 １０９°３９′５５″、北纬 ２９°３５′１５″），
海拔 １ ３２９ ｍ，保存于 ＣＳＨ。

６）俯垂粉报春 Ｐｒｉｍｕｌａ ｎｕｔａｎｔｉｆｌｏｒａ Ｈｅｍｓｌ． （报春花科

Ｐｒｉｍｕｌａｃｅａｅ 报春花属 Ｐｒｉｍｕｌａ Ｌｉｎｎ．）（图 １－１４，１５）
中国特有种，分布在四川东部、湖北西部和贵州北部，生

于湿润石缝。 本种为垫状小草本，叶密集，叶背面密被黄粉，
花俯垂，花冠钟状，长花柱与花冠等长或伸出花冠外［１８］ 。

凭证标本：张代贵 ０８０５０３０７６，２００８－０５－０３，湖南省桑植

县八大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东经 １１０° １０′ ２９″、 北纬

２９°２２′１０″），海拔 １ ０４０ ｍ，保存于 ＪＩＵ；肖艳，付乃峰 ＬＳ２８０５，
２０１４－ ０３ － １８，湖南省龙山县八面乡八面山自生桥 （东经

１０９°１５′０５″、北纬 ２８°５２′３０″），海拔 １ １９４ ｍ，保存于 ＣＳＨ。
７） 贵 州 獐 牙 菜 Ｓｗｅｒｔｉａ ｋｏｕｉｔｃｈｅｎ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 （ 龙 胆 科

Ｇｅｎｔｉａｎａｃｅａｅ 獐牙菜属 Ｓｗｅｒｔｉａ Ｌｉｎｎ．）（图 １－１６，１７）
中国特有种，分布在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四川东部、湖

北、云南东北部和贵州，生于河边、草坡和林下。 本种为一年

生草本，基生叶花期早落，花冠和萼片一般为 ４，稀在侧枝为

５，花萼等于或稍长于花冠，花冠黄白色，先端具明显芒尖，花
冠裂片具 ２ 腺窝［１９］ 。

凭证标本：田代科，肖艳，莫海波，张成 ＬＳ２５９３，２０１３ －
１０－０５，湖南省龙山县湾塘乡红石村（东经 １０９° ２３′３０″、北纬

２９°１９′０７″），海拔 ６５３ ｍ，保存于 ＣＳＨ；田代科，肖艳，莫海波，张
成 ＬＳ２６４９，２０１３－１０－０６，湖南省龙山县洛塔乡五虎赶六羊石

林（东经 １０９°２７′４５″、北纬 ２９°１１′３１″），海拔 １ １２４ ｍ，保存于

ＣＳＨ；周建军 １４１００６０８，２０１４－１０－０６，湖南省张家界市天门山

国家森林公园（东经 １１０°２８′５８″、北纬 ２９°０２′５３″），海拔 １ ４００
ｍ，保存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植物标本馆（ＣＳＦＩ）。

８） 南 川 冬 青 Ｉｌｅｘ ｎａｎｃｈｕａｎｅｎｓｉｓ Ｚ． Ｍ． Ｔａｎ （ 冬 青 科

Ａｑｕ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冬青属 Ｉｌｅｘ Ｌｉｎｎ．）（图 １－１８，１９）
中国特有种，分布在重庆南川，生于山地林中。 本种为常

绿灌木，高 １ ～ ２ ｍ，小枝、叶和果序无毛或微被柔毛；叶革质，
卵状长圆形，先端渐尖，基部楔形，边缘具细圆齿状锯齿，雄花

序生于当年生枝的叶腋内［２０－２１］ 。
凭证标本：张代贵，张成，向祖恒 ｌｍｚｙ０２３，２０１５－０５－３０，湖

南省龙山县大安乡万宝山林场锅铲坪（东经 １０９°３９′３４″、北纬

２９°３６′００″），海拔 １ ６７２ ｍ，保存于 ＪＩＵ；向祖恒 ｌｍｚｙ２２９，２０１５－
０５－３０，湖南省龙山县大安乡万宝山林场锅铲坪，海拔 １ ６７２
ｍ，保存于 ＪＩＵ。

除食用秋海棠外，其余 ７ 种在乌龙山国家地质公园均有

分布。 该地质公园为典型的石灰岩地貌，多破碎化小生境，可
能孕育着许多新种和新适应机制，因此，全面系统地调查乌龙

山国家地质公园的植物资源对进一步了解石灰岩地区的生物

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这些新记录种的发现为正在编

写的《湖南植物志》提供了基础资料。

致谢：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于胜祥博士对凤仙花属植物的

鉴定提供了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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