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2015, 24(1): 113-115
Journal of Plant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湖南省一新记录属———长冠苣苔属(苦苣苔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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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ly recorded genus in Hu爷 nan Province: Rhabdothamnopsis Hemsley (Gesneriaceae) 摇 XIAO Yan1,2, 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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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literature, Rhabdothamnopsis Hemsley is a genus endemic to China, with only one species of
Rhabdothamnopsis sinensis Hemsley and one variety of R. sinensis var. ochroleuca W. W. Smith. R. sinensis is distributed
in Yunnan, Sichuan, Guizhou and Chongqing in China. However, it is recently found in Changguan Town of Yongshun
County of Xiangxi Tujia and Miao Autonomous Prefecture in Hu爷nan Province. This new distribution is not only the first
record in Hu爷nan Province and Wuling Mountain region but also the easternmost distribution reported of Rhabdothamnopsis
Hems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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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长冠苣苔属(Rhabdothamnopsis Hemsley)隶属于苦苣苔科

(Gesneriaceae),由 Hemsley 于 1903 年命名建立[1] ,为中国特

有单种属,仅包括 1 种 1 变种,即长冠苣苔(Rhabdothamnopsis
sinensis Hemsley)和黄白长冠苣苔(R. sinensis var. ochroleuca
W. W. Smith) [2-3] 。 据文献[4-6] 记载,其分布于中国-喜马拉

雅森林植物区的云南高原地区,是该区特化形成的属。
作者于 2013 年 5 月份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

顺县长官镇杨家垅村(地理坐标为东经 110毅02忆70. 5义、北纬

28毅45忆53. 9义,海拔 420 m)公路内侧的石灰岩峭壁上采集到长

冠苣苔(图 1)标本。 作者对相关标本馆的馆藏标本进行查证,
目前仅在吉首大学标本馆(JIU)查询到 1 号采自贵州施秉的

长冠苣苔标本,没有采自湖南的相关标本;而中南林业科技大

学植物标本馆(CSFI)和湖南师范大学植物标本馆(HNNU)等
植物标本馆均未有长冠苣苔的馆藏记录;中国数字植物标本

馆(CVH,http:椅www. cvh. org. cn)、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

(NSII,http:椅www. nsii. org. cn)和 Jstor Global Plants( JSTOR,
http:椅plants. jstor. org)等植物标本数据库中也没有采自湖南

的标本记录;《中国植物志》、《Flora of China》及已发表的文献

中均没有该种在湖南省及武陵山区分布的报道。 据此,作者

认为长冠苣苔及长冠苣苔属分别为湖南省及武陵山区分布的

新记录种和新记录属,为阐明该属植物的地理分布与迁移路

线、探讨武陵山区植物区系与邻近区系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

例证。
有关长冠苣苔的分类学处理历史如下:1899 年 Franchet[7]

首次发表长冠苣苔并将其归于海角樱草属 ( Streptocarpus
Lindl.)。 1903 年 Hemsley[1] 认为该种应当单独成属并建立了

长冠 苣 苔 属 ( Rhabdothamnopsis Hemsley), 将 该 种 命 名 为

Rhabdothamnopsis sinensis Hemsley。 1936 年 Handel鄄Mazzetti 根
据 Franchet 和 Hemsley 的处理,对长冠苣苔的学名做了订正,
认为该种应使用学名 Rhabdothamnopsis chinensis ( Franch.)
Hand. 鄄Mazz. [8] 。 《云南植物志》 [9]683 和 《中国苦苣苔科植

物》 [10]339 使 用 的 该 种 学 名 均 为 Rhabdothamnopsis chinensis
(Franch.) Hand. 鄄Mazz.,而《中国植物志》和《Flora of China》均
使 用 Rhabdothamnopsis sinensis Hemsley 这一学名[2-3] 。 目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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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学家一致认同将长冠苣苔作为长冠苣苔属植物的分类处

理。 根据国际植物命名法规[11] , Rhabdothamnopsis chinensis
(Franch.) Hand. 鄄Mazz. 是长冠苣苔的不合法名称,故其接受名

称应为 Rhabdothamnopsis sinensis Hemsley。
据记载,长冠苣苔分布于云南(昆明、广通、禄劝、会泽、宾

川、罗平、禄丰、安宁、宾川、橙江、大理、大姚、东川、峨山、华坪、
江川、丽江、嵩明、通海、永胜和晋宁),四川(康定、泸定、汉源、
石棉、冕宁、喜德、布拖、美姑、昭觉、西昌、会东、会理、金阳、九
龙、稻城、马边、雷波、屏山、芦山、云东、盐源、德昌、石渠、米易

和木里),贵州(长顺、平坝、独山、罗甸、贵定、贵阳、安龙、盘县

和施秉)及重庆(黔州和南川)。 该种生于石灰岩山地林中石

上,海拔 800 ~ 3 000 m,模式标本采自四川康定。 黄白长冠苣

苔分布于四川(木里和冕宁)和云南(大姚、华坪、永胜和海

通),模式标本采自云南永胜[9]685,[10]340,[12-13] 。
根据该种的分布记载,用 Google Earth 及 DIVA-GIS 7. 5. 0

软件绘制其地理分布图(见图 2)。 该种以中国的滇、川和黔西

南为分布中心,推测可能是云南高原地区特化形成的种,然后

逐步以大娄山为通道向华中武陵山区石灰岩地区扩散。 目前

其分布区的最西端和最北端均为四川省石渠县,但此分布点

比较孤立,推测在该分布点与分布中心之间可能还存在其他

A: 开花植株 Flowering plant; B: 花和叶片正面 Flower and front view of leaf; C: 叶片背面 Back view of leaf; D: 花剖面 Sectional view of flower.

图 1摇 长冠苣苔的野生开花植株及花和叶片形态
Fig. 1摇 Wild flowering plants of Rhabdothamnopsis sinensis Hemsley and morphology of its flower and leaf

图 2摇 长冠苣苔和黄白长冠苣苔的地理分布图
Fig. 2摇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map of Rhabdothamnopsis sinensis Hemsley and R. sinensis var. ochroleuca W. W. Sm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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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点;该种在湖南的分布地点为永顺长官镇,是目前已知的

该种分布区的最东端,推测该种的分布可能有继续向东部石

灰岩地区延伸的趋势。
标本引证: Kangding of Sichuan(四川康定),M. L魪VELL魪

3347(E);Sichuan and Tibet(四川和西藏),A. E. PRATT 147
(BM);Yunnan(云南),A. REHDER 1367(GH)、G. FORREST
21183(E)、A. HENRY 120(NY,K);Shibing of Guizhou(贵州施

秉), D. G. Zhang (张代贵) ZDG1403 ( JIU); Yongshun of
Hu爷nan(湖南永顺),D. K. Tian, et al. (田代科,等) TDK910
(C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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