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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别山位于皖、豫、鄂交界处ꎬ是长江和淮河的分水岭ꎬ
也是连接华东、华中和华北植物区系的纽带ꎻ其植物区系的混

合性和交错性尤为突出ꎬ是南方植物分布的北缘和北方植物

分布的南缘[１－３] ꎮ 限于各方面原因ꎬ大别山是东部地区生物

资源调查工作难度较大且不透彻的区域之一ꎮ
安徽大别山区位于皖中西部ꎬ面积 ８ ２００ ｋｍ２ꎬ为山地丘

陵区ꎬ植被区划较为复杂ꎬ北部为北亚热带落叶与常绿阔叶混

交林带ꎬ南部为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４] ꎮ 安徽大别山区的

植物区系属于中国—日本森林植物区系的华东区系ꎬ物种丰

富ꎬ为安徽物种丰富度较高的山系之一ꎬ因此ꎬ进一步深入开

展该区的植物资源调查ꎬ对于了解大别山、安徽省乃至中国的

植物区系和植被特征以及野生植物资源利用等均具有重要

意义ꎮ
自 ２０１０ 年起ꎬ作者多次调查安徽省境内野生植物ꎬ经拍

照、标本采集及鉴定ꎬ结合相关文献和资料ꎬ发现了一些安徽

省种子植物分布记录ꎮ 本文报道了产自皖西大别山区的安徽

省种子植物分布新记录ꎬ其中部分种类为大别山分布新记录ꎬ
并从植物分布范围及区系特征等方面对部分种类进行了简要

介绍和分析ꎮ 凭证标本保存于上海辰山植物园标本馆

(ＣＳＨ)ꎮ 各种类的形态特征见图 １ꎮ

１) 细小景天 Ｓｅｄｕｍ ｓｕｂｔｉｌｅ Ｍｉｑ.(景天科 Ｃｒａｓｓｕｌａｃｅａｅ 景天

属 Ｓｅｄｕｍ Ｌｉｎｎ.)(图 １－Ａ)
产于金寨县天堂寨镇天堂寨风景区ꎬ生于路旁水湿地或

水沟边ꎻ九华山也有分布ꎮ 分布于中国江苏、上海、浙江、江西

及陕西ꎬ越南也有分布[５－６] ꎮ 安徽分布的同属种类东南景天

(Ｓ. ａｌｆｒｅｄｉｉ Ｈａｎｃｅ)形态与本种接近ꎬ但前者无不育茎ꎬ叶互

生ꎻ后者不育茎上的叶对生或 ３~ ６ 轮生ꎬ花茎上叶互生ꎬ易于

区别ꎮ 国家标本平台(ＮＳＩＩ)中ꎬ李宏庆等采自安徽黄山的

３ 份细小景天标本〔保存于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

馆(ＨＺＵ)〕 可能为错误鉴定ꎬ其中ꎬ条形码为 ６０１５４２８７ 和

６０１１３６６８ 的标本(李宏庆ꎬ张振ꎬ姚鹏程ꎬ等 ｅｃｎｕ０８７２)叶线

形ꎬ更像薄叶景天(Ｓ. ｌｅｐｔ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Ｆｒöｄ.)ꎻ条形码为 ６０１５４２８０
的标本(李宏庆ꎬ张振ꎬ姚鹏程ꎬ等 ｅｃｎｕ５３１８)叶具明显的叶

柄ꎬ应非本种ꎮ
凭证标本:叶康 ＹＫ－１９０５１１ꎬ２０１９－ ０５－ １４ꎬ金寨县天堂

寨镇天堂寨风景区路旁水沟边ꎬ东经 １１７° ４９′ ２８. ２″、北纬

３０°２８′４５.８″ꎬ海拔 １ ０６５ ｍꎮ 伴生种:黄堇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ｐａｌｌｉｄａ
(Ｔｈｕｎｂ.) Ｐｅｒｓ.〕、 走茎华西龙头草 〔Ｍｅｅｈａｎｉａ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ｖａｒ.
ｒａｄｉｃａｎｓ ( Ｖａｎｉｏｔ ) Ｃ. Ｙ. Ｗｕ〕、 黄 鹌 菜 〔 Ｙｏｕｎｇ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Ｌｉｎｎ.) ＤＣ.〕和蒲儿根〔Ｓｉｎｏｓｅｎｅｃｉｏ ｏｌｄｈａｍｉａｎｕｓ (Ｍａｘｉｍ.)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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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ｒｄ.〕等ꎮ
２) 长瓣短柱茶(原变种)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ｇｒｉｊｓｉｉ ｖａｒ. ｇｒｉｊｓｉｉ(山茶

科 Ｔｈｅａｃｅａｅ 山茶属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Ｌｉｎｎ.)(图 １－ＢꎬＣꎬＤ)
产于太湖县海会寺ꎬ生于山坡林下ꎮ 分布于中国福建、广

东西北部、广西北部、贵州、湖北西部、湖南和江西东部ꎬ浙江

有引种栽培[７] ꎮ 本种也是大别山分布新录种ꎮ 安徽分布的同

属种类油茶(Ｃ.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 Ａｂｅｌ.)形态与本种接近ꎬ但前者叶背具

红色腺点ꎬ外轮雄蕊花丝 １ / ２ 合生ꎻ后者叶背无红色腺点ꎬ花
丝离生或基部稍连生ꎬ缺花丝管ꎬ易于区别ꎮ 长瓣短柱茶为中

国特有种ꎬ在安徽太湖县的发现为本变种已知分布区的最北

缘ꎬ对了解太湖县及大别山南坡的植物区系及山茶科的系统

发育具有重要意义ꎬ也进一步印证了大别山南部为中亚热带

常绿阔叶林的植被特征ꎮ 调查结果显示: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５ 年ꎬ
高 ６.０~７.０ ｍ、胸径接近 １０ ｃｍ 的长瓣短柱茶大树有 １０ 多株ꎻ
２０１７ 年ꎬ成年大树已全部被砍伐ꎬ仅剩数株高 ２.０ ~ ２.５ ｍ、能
少量结实的成龄植株ꎬ林下有 ５０ 多株更新小苗ꎮ

凭证标本:叶康 ＹＫ－１７３５(果枝标本)ꎬＹＫ－ １８０１(花枝

标本)ꎬ２０１８ － ０４ － ２８ꎬ 太 湖 县 海 会 寺 旁 山 坡 林 下ꎬ 东 经

１１６°１９′５７.０″、北纬３０°３０′４９.０″ꎬ海拔 ２６９ ｍꎮ 伴生种:马尾松

(Ｐｉｎｕｓ 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 Ｌａｍｂ.)、油茶、山胡椒〔Ｌｉｎｄｅｒａ ｇｌａｕｃａ (Ｓｉｅｂ.
ｅｔ Ｚｕｃｃ.) Ｂｌ.〕、延羽卵果蕨〔Ｐｈｅｇｏｐｔｅｒｉｓ ｄｅｃｕｒｓｉｖｅ￣ｐｉｎｎａｔａ (Ｈ.
Ｃ. Ｈａｌｌ ) Ｆéｅ 〕、 蕺 菜 ( Ｈｏｕｔｔｕｙｎｉａ ｃｏｒｄａｔａ Ｔｈｕｎｂ.) 和 天 葵

〔Ｓｅｍｉａｑｕｉｌｅｇｉａ ａｄｏｘｏｉｄｅｓ (ＤＣ.) Ｍａｋｉｎｏ〕等ꎮ
３) 白花茅莓(新变型)Ｒｕｂｕｓ 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ｕｓ ｆ. ａｌｂａ Ｋ. Ｙｅ ｆｏｒｍ.

ｎｏｖ.(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悬钩子属 Ｒｕｂｕｓ Ｌｉｎｎ.)(图 １－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ｆｏｒｍ ｄｉｆｆｅｒｓ ｉｎ ｗｈｉｔｅ ｆｌｏｗ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Ｒ. 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ｕｓ

Ｌｉｎ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ｈｕｉ(安徽): Ｔａｉｈｕ(太湖)ꎬ ｔｈｅ ｈｉｌｌ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ｏｗ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Ｘｉａｏｃｈｉꎬ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ｏｆ Ｐｉｎｕｓ 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ꎬ
Ｅ１１６°２６′４２.０″ꎬ Ｎ３０°３４′２７.２″ꎬ ａｌｔ. ５２ ｍ. ２０１８－０５－０４ꎬ Ｋ. Ｙｅ
(叶康) ＹＫ－１８１９ (Ｔｙｐｅꎬ ＣＳＨ).

新变型与原变型茅莓(Ｒ. 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ｕｓ Ｌｉｎｎ.)的区别在于花

白色ꎮ 产于太湖县小池镇政府后山ꎬ生于马尾松林下ꎮ
凭证标本:叶康 ＹＫ－１８１９(模式标本ꎬＣＳＨ)ꎬ２０１８－ ０５－

０４ꎬ太湖县小池镇政府后山马尾松林下ꎬ东经 １１６°２６′４２.０″、北
纬 ３０°３４′２７.２″ꎬ海拔 ５２ ｍꎮ 伴生种:芫花(Ｄａｐｈｎｅ ｇｅｎｋｗａ Ｓｉｅｂ.
ｅｔ Ｚｕｃｃ.)、 黄 花 酢 浆 草 ( Ｏｘａｌｉｓ ｐｅｓ￣ｃａｐｒａｅ Ｌｉｎｎ.)、 大 青

(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 ｃｙｒｔ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Ｔｕｒｃｚ.)、 马尾松、 野蔷薇 ( Ｒｏｓａ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ａ Ｔｈｕｎｂ.)、 薜 荔 ( Ｆｉｃｕｓ ｐｕｍｉｌａ Ｌｉｎｎ.) 和 鸡 矢 藤

(Ｐａｅｄｅｒｉａ ｆｏｅｔｉｄａ Ｌｉｎｎ.)等ꎮ
４) 商城蔷薇 Ｒｏｓａ ｓｈ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ｅｎｓｉｓ Ｔ. Ｃ. Ｋｕ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蔷薇属 Ｒｏｓａ Ｌｉｎｎ.)(图 １－ＦꎬＧꎬＨ)
产于金寨县天堂寨镇ꎬ生于路边林缘ꎮ 分布于中国河南

东南部商城县 [ ８] ꎮ 安徽分布的同属种类川滇蔷薇 ( Ｒ.

Ａ: 细小景天 Ｓｅｄｕｍ ｓｕｂｔｉｌｅ Ｍｉｑ.ꎻ ＢꎬＣꎬＤ: 长瓣短柱茶(原变种)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ｇｒｉｊｓｉｉ ｖａｒ. ｇｒｉｊｓｉｉꎻ Ｅ: 白花茅莓 Ｒｕｂｕｓ 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ｕｓ ｆ. ａｌｂａ Ｋ. Ｙｅꎻ ＦꎬＧꎬＨ: 商城
蔷薇 Ｒｏｓａ ｓｈ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ｅｎｓｉｓ Ｔ. Ｃ. Ｋｕꎻ ＩꎬＪ: 圆苞山罗花Ｍｅｌａｍｐｙｒｕｍ ｌａｘｕｍ Ｍｉｑ.ꎻ ＫꎬＬꎬＭꎬＮ: 日本龙常草 Ｄｉａｒｒｈｅｎ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Ｆｒａｎｃｈ. ｅｔ Ｓａｖ.ꎻ Ｏ: 七叶一
枝花(原变种)Ｐａｒｉｓ 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 ｖａｒ. 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

图 １　 安徽省种子植物分布新记录 ４ 种 ２ 变种 １ 变型的形态特征
Ｆｉｇ. １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ｏｕ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ꎬ ｔｗｏ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ꎬ ａｎｄ ｏｎ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ｎｅｗ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ｐｈｙｔｅ ｉｎ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ｅ

３７



植 物 资 源 与 环 境 学 报 第 ２９ 卷　

ｓｏｕｌｉｅａｎａ Ｃｒéｐ.)形态与本种接近ꎬ但前者花梗不超过 １.０ ｃｍꎬ
萼筒及萼片通常无毛ꎬ偶尔具腺ꎻ后者花梗长 ２.０ ~ ２.５ ｃｍꎬ萼
筒及萼片背面具腺体ꎬ易于区别ꎮ 由于金寨县与商城县毗邻ꎬ
同属大别山北坡ꎬ植物组成一致性高ꎻ应进一步加强在湖北大

别山区等大别山南坡以及延伸到皖、豫、鄂邻近大别山区域的

商城蔷薇潜在分布区的资源调查工作ꎬ为其分类及资源利用

获取更多的基础资料ꎮ
凭证标本:朱鑫鑫ꎬ王君ꎬ林庶 ＺＸＸ１９１００３ꎬ２０１９－０８－１５ꎬ

金寨县天堂寨镇天街去马鬃岭路边林缘ꎬ东经 １１５°４０′１８.８″、
北纬 ３１° １７′ ４４. ０″ꎬ海拔 ９５０ ｍꎮ 伴生种:枫杨 ( 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ｙａ
ｓｔ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Ｃ. ＤＣ.)、蓼属１ 未知种(Ｐｅｒｓｉｃａｒｉａ ｓｐ.)和悬钩子属

１ 未知种(Ｒｕｂｕｓ ｓｐ.)等ꎮ
５) 圆 苞 山 罗 花 Ｍｅｌａｍｐｙｒｕｍ ｌａｘｕｍ Ｍｉｑ. ( 玄 参 科

Ｓｃｒｏｐｈｕｌａｒｉａｃｅａｅ 山罗花属 Ｍｅｌａｍｐｙｒｕｍ Ｌｉｎｎ.)(图 １－ＩꎬＪ)
产于金寨县天堂寨镇天堂寨风景区ꎬ生于溪沟边ꎮ 分布

于中国福建和浙江以及日本[９] ꎮ 本种也是大别山分布新记录

种ꎮ 安徽分布的同属种类山罗花(Ｍ. ｒｏｓｅｕｍ Ｍａｘｉｍ.)形态与

本种接近ꎬ但前者花冠筒长为檐部长的 ２ 倍ꎬ苞片线形、披针

形至卵形ꎬ先端稍钝、锐尖或渐尖ꎻ后者花冠筒长为檐部长的

３~４ 倍ꎬ苞片卵圆形至心形ꎬ先端圆钝ꎬ易于区别ꎮ 大别山区

为圆苞山罗花在中国分布区的北缘ꎬ反映出本种属于典型的

中国—日本森林植物区系的华东区系成分ꎮ
凭证标本:朱鑫鑫ꎬ王君ꎬ林庶 ＺＸＸ１９１０３５ꎬ２０１９－０８－１７ꎬ

金寨县天堂寨镇天堂寨风景区溪沟边ꎬ东经 １１５°４６′３４.９″、北
纬 ３１°０７′３３.０″ꎬ海拔 １ １６０ ｍꎮ 伴生种:香果树(Ｅｍ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ｙｓ
ｈｅｎｒｙｉ Ｏｌｉｖ.)、槭属 １ 未知种 ( Ａｃｅｒ ｓｐ.) 和绣球属 １ 未知种

(Ｈｏｒｔｅｎｓｉａ ｓｐ.)等ꎮ
６) 日本龙常草 Ｄｉａｒｒｈｅｎ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Ｆｒａｎｃｈ. ｅｔ Ｓａｖ.(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 龙常草属 Ｄｉａｒｒｈｅｎａ Ｐ. Ｂｅａｕｖ.)(图 １－ＫꎬＬꎬＭꎬＮ)
产于金寨县天堂寨镇天堂寨风景区ꎬ生于山坡上ꎮ 分布

于中国东北地区ꎬ韩国、日本及俄罗斯也有分布[１０] ꎮ 本种也

是大别山分布新记录种ꎮ 安徽分布的同属种类法利龙常草

〔Ｄ. ｆａｕｒｉｅｉ (Ｈａｃｋ.) Ｏｈｗｉ〕形态与本种接近ꎬ但前者内稃两脊

龙骨状ꎬ花药长 １.５~２.０ ｍｍꎬ圆锥花序稍疏散ꎬ分枝直立到上

升ꎻ后者内稃两脊平滑ꎬ花药长 ０.７ ~ １.２ ｍｍꎬ圆锥花序开放ꎬ
分枝平展ꎬ易于区别ꎮ 龙常草属全世界仅 ３ 种ꎬ分布于中国东

北及日本、朝鲜半岛和俄罗斯[１０] ꎮ 安徽分布 ２ 种ꎬ分别为产

自皖南休宁的法利龙常草和皖西南大别山区的日本龙常草ꎬ
反映出大别山区和安徽植物区系的复杂性以及南北过渡性ꎮ

凭证标本:朱鑫鑫ꎬ王君ꎬ林庶 ＺＸＸ１９１０３６ꎬ２０１９－０８－１７ꎬ
金寨县天堂寨镇天堂寨风景区山坡上ꎬ东经 １１５°４６′３０.２″、北
纬 ３１°０７′２９.５″ꎬ海拔 １ １９７ ｍꎮ 伴生种:香果树、槭属 １ 未知种

(Ａｃｅｒ ｓｐ.)和绣球属 １ 未知种(Ｈｏｒｔｅｎｓｉａ ｓｐ.)等ꎮ
７) 七叶一枝花(原变种) Ｐａｒｉｓ 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 ｖａｒ. 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

(百合科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重楼属 Ｐａｒｉｓ Ｌｉｎｎ.) (图 １－Ｏ)
产于金寨县天堂寨镇天堂寨风景区ꎬ生于路边林下石缝

中ꎮ 分布于中国甘肃、广东、广西、贵州、湖北、湖南、四川、台
湾、西藏和云南ꎻ不丹、印度、尼泊尔及越南也有分布[１１] ꎮ 安

徽分布的华重楼 〔 Ｐ. 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 Ｆｒａｎｃｈ.) Ｈ.
Ｈａｒａ〕形态与原变种接近ꎬ但前者花药长约为花丝长的 ２ 倍ꎬ
后者花药短于或接近于花丝ꎬ易于区别ꎮ 七叶一枝花种内分

化严重ꎬ变种较多ꎬ包括 １ 个原变种和 １０ 个变种ꎮ 除特产于

广东新源县的广东重楼〔Ｐ. 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 ｖａｒ. ｋｗａｎｔｕｎｇｅｎｓｉｓ (Ｒ.
Ｈ. Ｍｉａｏ) Ｓ. Ｃ. Ｃｈｅｎ ｅｔ Ｓ. Ｙｕｎ Ｌｉａｎｇ〕外ꎬ其他变种在中国的分

布大致可分为 ２ 类:一类在华东、华中、西北及西南地区广泛

分布ꎬ另一类局限分布于西南地区ꎮ 华东地区分布的原变种

以及华重楼、宽叶重楼(Ｐ. 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 ｖａｒ. 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ａ Ｆ. Ｔ. Ｗａｎｇ ｅｔ
Ｃ. Ｙｕ Ｃｈａｎｇ ) 和 狭 叶 重 楼 ( Ｐ. 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 ｖａｒ. ｓｔｅｎｏｐｈｙｌｌａ
Ｆｒａｎｃｈ.)在安徽都有分布ꎮ

凭证标本:叶康 ＹＫ－１９０５４３ꎬ２０１９－０５－１４ꎬ金寨县天堂寨

镇天堂寨风景区路边林下石缝中ꎬ东经 １１７° ４９′２８. ２″、北纬

３０°２８′４５.８″ꎬ海 拔 １ １３２ ｍꎮ 伴 生 种: 求 米 草 〔 Ｏｐｌｉｓｍｅｎｕｓ
ｕｎｄｕ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ｕｓ (Ａｒｄｕｉｎｏ) Ｒｏｅｍ. ｅｔ Ｓｃｈｕｌｔ.〕、匍茎通泉草(Ｍａｚｕｓ
ｍｉｑｕｅｌｉｉ Ｍａｋｉｎｏ)、鼠尾草属１ 未知种(Ｓａｌｖｉａ ｓｐ.)和堇菜属 １ 未

知种(Ｖｉｏｌａ ｓｐ.)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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