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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ＥＮ Ｂｉｎｇｈｕａ３ꎬ ＣＨＥＮ Ｂｉｎ２ꎬ① ( 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ꎬ Ｆｕｊｉ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Ｆｕｚｈｏｕ ３５０００２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Ｗｉｌｄ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Ｐｌａ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ｅｎｓｈａｎ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ꎬ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６０２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Ｆｕｊｉ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Ｆｕｚｈｏｕ ３５０１１７ꎬ Ｃｈｉｎａ)ꎬ Ｊ. Ｐｌａ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 ＆ Ｅｎｖｉｒｏｎ.ꎬ ２０２２ꎬ ３１(６): ９３－９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ｉｅｌｄ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ꎬ ｓｅｖ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ｎｅ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ｐｔｅｒｉｄｏｐｈｙｔｅｓ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ｔｏ
ｓｅｖｅｎ ｇｅｎｅｒａ ｉｎ ｓｉｘ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ｆｏｕｎｄ ａｓ ｎｅｗ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ｉｎ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ｖｉｚ. Ｄｉｐｌｏ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ｂｌｏｔｉａｎｕｍ (Ｃ.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Ｎａｋａｉꎬ Ｄｉｃｒａｎｏｐｔｅｒｉｓ ａｕｓｔｒｏ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Ｙ. Ｈ. Ｙａｎ ｅｔ Ｚ. Ｙ. Ｗｅｉꎬ Ｄｉｐｌａｚｉｕｍ ｖｉｒｉｄｉｓｓｉｍｕｍ Ｃｈｒｉｓｔꎬ Ｄｉｐｌａｚｉｕｍ ｄｏｎｉａｎｕｍ ｖａｒ.
ｌｏｂａｔｕｍ Ｔａｇａｗａꎬ Ｐｓｅｕｄｏｃｙｃｌｏｓｏｒｕｓ ｔｙｌｏｄｅｓ (Ｋｕｎｚｅ) Ｃｈｉｎｇꎬ Ｏｓｍｏｌｉｎｄｓａｅ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Ｂａｋｅｒ) Ｌｅｈｔｏｎｅｎ ｅｔ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ｈｕｓｚꎬ
Ａｓｐｌｅｎｉｕｍ ｓｐｅｌｕｎｃａｅ Ｃｈｒｉｓｔ ａｎｄ Ｌｅｐｉｓｏｒｕｓ ｂｕｅｒｇｅｒｉａｎｕｓ (Ｍｉｑ.) Ｃ. Ｆ. Ｚｈａｏꎬ Ｒ. Ｗｅｉ ｅｔ Ｘ. Ｃ. Ｚｈａ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ꎻ ｐｔｅｒｉｄｏｐｈｙｔｅꎻ ｎｅｗ ｒｅｃｏｒｄ

　 　 福建省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ꎬ横跨南亚热带和中亚热

带ꎬ地理位置独特ꎬ蕨类植物(含石松类ꎬ下同)资源丰富ꎮ 据

物种 ２０００ 中国节点网站上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 ２０２１ 版”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ｐ２０００.ｏｒｇ.ｃｎ / ｓｅａｒｃｈ / 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ｎａｍｅｓ)
记录ꎬ福建省蕨类植物有 ３９０ 种 １ 杂种 １８ 变种 ２ 亚种ꎬ较 １９９１
年出版的«福建植物志» [１]１－２６５记载的蕨类植物种类新增约 ８０
种ꎬ且有 ９ 种 １ 变种消失ꎮ

近几年ꎬ相关学者在福建省进行了多次植物考察活动ꎬ陆
续发现了一些福建省分布的蕨类植物新记录种类ꎬ如中华膜

叶铁角蕨(Ｈｙｍｅｎａｓｐｌｅｎｉｕｍ ｓｉｎｅｎｓｅ Ｋ. Ｗ. Ｘｕꎬ Ｌｉ Ｂ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Ｗ. Ｂ. Ｌｉａｏ) [２] 、有刺凤尾蕨(Ｐｔｅｒｉｓ ｓｅｔｕｌｏｓｏｃｏｓｔｕｌａｔａ Ｈａｙａｔａ) [３]１８

和紫云山复叶耳蕨(Ａｒａｃｈｎｉｏｄｅｓ ｚｉｙｕｎ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Ｙ. Ｔ. Ｈｓｉｅｈ) [３]３２

等ꎮ 本文报道福建省蕨类植物分布新记录 ７ 种 １ 变种ꎬ相关

物种的分布信息主要参考物种 ２０００ 中国节点网站公布的数

据ꎬ物种学名均采用 ２０１３ 年出版的«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中的名称ꎬ
凭证标本保存于上海辰山植物标本馆(ＣＳＨ)ꎮ

１) 阔片里白 Ｄｉｐｌｏ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ｂｌｏｔｉａｎｕｍ ( Ｃ.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Ｎａｋａｉ〔里白科 Ｇｌｅｉｃｈｅｎｉａｃｅａｅ 里白属 Ｄｉｐｌｏ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 Ｄｉｅｌｓ)
Ｎａｋａｉ〕(图 １－Ａ)

产于漳州市诏安县ꎬ生于林缘开阔地ꎻ广东、广西、海南和

台湾也有分布(来自“中国生物物种名录 ２０２１ 版”)ꎮ 笔者在

中国国家标本资源平台(ＮＳＩＩꎬ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ｓｉｉ. ｏｒｇ. ｃｎ / ２０１７ /
ｈｏｍｅ.ｐｈｐ)中能查阅到 ２ 份同样产自漳州市诏安县的阔片里

白标本(标本号分别为 ＣＺＨ００３４８２８ 和 ＣＺＨ００３０９８５)ꎬ但并未

查到相关文献报道ꎮ 本种在福建省分布的近似种为中华里白

〔Ｄ.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Ｒｏｓｅｎｓｔｏｃｋ) Ｄｅ Ｖｏｌ〕ꎬ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本种

的中肋和小肋背面疏被褐色星状毛ꎬ小羽片具长度 ２ ~ ３ ｍｍ
的短柄ꎻ而中华里白的中肋和小肋背面密被褐色鳞片和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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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ꎬ小羽片无柄ꎮ
凭证标本:金摄郎ꎬ陈彬ꎬ苏享修 ＪＳＬ７９３５ꎬ２０２１－０１－２３ꎻ漳

州市诏安县红星乡朱厝村ꎬ东经 １１７°０８′３９″、北纬 ２３°５３′４０″ꎬ
海拔 ４２０ ｍꎮ

２)华南芒萁 Ｄｉｃｒａｎｏｐｔｅｒｉｓ ａｕｓｔｒｏ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Ｙ. Ｈ. Ｙａｎ ｅｔ Ｚ. Ｙ.
Ｗｅｉ(里白科 Ｇｌｅｉｃｈｅｎｉａｃｅａｅ 芒萁属 Ｄｉｃｒａｎｏｐｔｅｒｉｓ Ｂｅｒｎｈ.)(图 １－
Ｂ)

产于漳州市的诏安县和南靖县ꎬ生于松林下或山谷花岗

岩石缝边ꎻ广东、广西、贵州、海南和香港也有分布[４] ꎮ 本种一

直被误认为铁芒萁〔Ｄ. ｌｉｎｅａｒｉｓ (Ｂｕｒｍ. ｆ.) Ｕｎｄｅｒｗ.〕ꎬ后者主要

产于马来半岛[４] ꎬ笔者在 ＮＳＩＩ 中查阅到多份采自福建省且被

鉴定 为 铁 芒 萁 的 标 本 ( 标 本 号 分 别 为 ＣＺＨ００３９９１９、
ＦＪＦＣ０００１２５９、 ＦＪＦＣ０００１２５８、 ＮＡＵ０００２６７７８、 ＰＥＹ００２８６２５ 和

ＰＥＹ００２８６２６)ꎬ这些标本与大部分采自华东地区其他省份的铁

芒萁标本一样ꎬ为标本误鉴或标本缺失关键性状特征ꎮ 本种

在福建省的近似种为芒萁〔Ｄ. ｐｅｄａｔａ (Ｈｏｕｔｔ.) Ｎａｋａｉｋｅ〕ꎬ二者

的主要区别在于华南芒萁的主轴为无限生长ꎬ在一回分叉处

无托叶状的羽片ꎬ拳卷幼叶通常为绿色或棕禾秆色ꎬ近光滑、
无毛ꎻ而芒萁的主轴为有限生长ꎬ在一回分叉处具托叶状的羽

片ꎬ拳卷幼叶通常为红褐色ꎬ被褐色密毛ꎮ
凭证标本:金摄郎ꎬ陈彬ꎬ苏享修 ＪＳＬ７９２８ꎬ２０２１－０１－２３ꎻ漳

州市诏安县红星乡北蔗村ꎬ东经 １１７°１０′１０″、北纬 ２３°５４′３５″ꎬ
海拔 ７１６ ｍꎮ 金摄郎ꎬ陈彬 ＪＳＬ８１２６ꎬ２０２１－０７－０４ꎻ漳州市南靖

县船场镇下山村树海瀑布ꎬ东经 １１７°０８′０６″、北纬 ２４°３２′３４″ꎬ
海拔 ７０３ ｍꎮ

３)深绿双盖蕨 Ｄｉｐｌａｚｉｕｍ ｖｉｒｉｄｉｓｓｉｍｕｍ Ｃｈｒｉｓｔ (蹄盖蕨科

Ａｔｈｙｒｉａｃｅａｅ 双盖蕨属 Ｄｉｐｌａｚｉｕｍ Ｓｗ.)(图 １－Ｃ)
产于漳州市南靖县ꎬ生于沟谷沙土中ꎻ广东、广西、贵州、

海南、四川、台湾、西藏、云南和湖南也有分布[５] ꎮ 本种在福建

省分布的近似种为光脚双盖蕨 〔 Ｄ. ｄｏｅｄｅｒｌｅｉｎｉｉ ( Ｌｕｅｒｓｓ.)
Ｍａｋｉｎｏ〕ꎬ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深绿双盖蕨的根状茎长而粗

壮ꎬ直径达 １０ ｃｍꎬ叶柄基部密被线状披针形鳞片ꎬ孢子囊群短

线形ꎻ而光脚双盖蕨的根状茎直径为 １.０~ １.５ ｃｍꎬ叶柄基部疏

被紧贴的鳞片ꎬ孢子囊群短线形或矩圆形ꎮ
凭证标本:金摄郎ꎬ陈彬ꎬ苏享修 ＪＳＬ７９１６ꎬ２０２１－０２－２２ꎻ漳

州市南靖县虎伯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虎伯寮管护片ꎬ东经

１１７°１３′２３″、北纬 ２４°３１′３１″ꎬ海拔 ３２１ ｍꎮ
４)顶羽裂双盖蕨 Ｄｉｐｌａｚｉｕｍ ｄｏｎｉａｎｕｍ ｖａｒ. ｌｏｂａｔｕｍ Ｔａｇａｗａ

(蹄盖蕨科 Ａｔｈｙｒｉａｃｅａｅ 双盖蕨属 Ｄｉｐｌａｚｉｕｍ Ｓｗ.)(图 １－Ｄ)
产于福州市闽侯县ꎬ生于岩缝中ꎻ海南、台湾和云南也有

分布(来自“中国生物物种名录 ２０２１ 版”)ꎮ 本种与双盖蕨原

变种〔Ｄ. ｄｏｎｉａｎｕｍ ｖａｒ. ｄｏｎｉａｎｕｍ (Ｍｅｔｔ.) Ｔａｒｄ.￣Ｂｌｏｔ〕的主要区

别为顶羽裂双盖蕨的顶生羽片下部羽裂至全裂ꎻ而双盖蕨原

变种的顶生羽片单一ꎬ不分裂ꎮ
凭证标本:陈彬 ＣＳＨ１２６９２ꎬ２０１４－１０－０４ꎬ福州市闽侯县南

通镇十八重溪ꎬ东经 １１９°１３′０３″、北纬 ２５°５２′０５″ꎬ海拔 ８９ ｍꎮ

５)假毛蕨 Ｐｓｅｕｄｏｃｙｃｌｏｓｏｒｕｓ ｔｙｌｏｄｅｓ (Ｋｕｎｚｅ) Ｃｈｉｎｇ〔金星蕨

科 Ｔｈｅｌｙ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假 毛 蕨 属 Ｐｓｅｕｄｏｃｙｃｌｏｓｏｒｕｓ ( Ｃｈｉｎｇ )
Ｐａｎｉｇｒａｈｉ〕(图 １－Ｅ)

产于漳州市南靖县ꎬ生于沟谷沙土中或沟谷边疏林下ꎻ广
东、广西、海南、贵州、湖南、四川、西藏、香港、台湾和云南也有

分布(来自“中国生物物种名录 ２０２１ 版”)ꎮ 笔者在中国数字

植物标本馆(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ｖｈ. ａｃ. ｃｎ)中查阅到 １ 份采自福建

的假毛蕨标本(标本号为 ＣＳＨ００３４５５８)ꎬ经鉴定ꎬ该标本为普

通假毛蕨〔Ｐ. ｓｕｂｏｃｈｔｈｏｄｅｓ (Ｃｈｉｎｇ) Ｃｈｉｎｇ〕的误鉴ꎮ 本种在福

建省分布的近似种为普通假毛蕨ꎬ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假毛

蕨的根状茎直立ꎬ叶片下部多对羽片退化成气囊体ꎬ孢子囊群

近主脉ꎻ而普通假毛蕨的根状茎横走ꎬ叶片下部多对羽片逐渐

缩短成耳状或蝶形ꎬ孢子囊群近边缘ꎮ
凭证标本:金摄郎ꎬ陈彬ꎬ苏享修 ＪＳＬ７９０３ꎬ２０２１－０２－２２ꎻ漳

州市南靖县南坑镇新罗村ꎬ东经 １１７°１１′３７″、北纬 ２４°３４′３１″ꎬ
海拔 ３１７ ｍꎮ 金摄郎ꎬ陈彬 ＪＳＬ８１４８ꎬ２０２１－０７－０５ꎻ漳州市南靖

县虎伯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虎伯寮管护片ꎬ东经 １１７°１３′１７″、
北纬 ２４°３１′２３″ꎬ海拔 ３４４ ｍꎮ

６)日本香鳞始蕨 Ｏｓｍｏｌｉｎｄｓａｅ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Ｂａｋｅｒ) Ｌｅｈｔｏｎｅｎ
ｅｔ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ｈｕｓｚ 〔 鳞 始 蕨 科 Ｌｉｎｄｓａｅａｃｅａｅ 香 鳞 始 蕨 属

Ｏｓｍｏｌｉｎｄｓａｅａ (Ｋ. Ｕ. Ｋｒａｍｅｒ) Ｌｅｈｔｏｎｅｎ ｅｔ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ｈｕｓｚ〕(图 １－
Ｆ)

产于福州市马尾区ꎬ生于河谷巨石荫蔽、潮湿处ꎻ海南、贵
州、江西、广东、四川和台湾也有分布(来自“中国生物物种名

录 ２０２１ 版”)ꎮ 本种在福建省分布的近似种为香鳞始蕨〔Ｏ.
ｏｄｏｒａｔａ (Ｒｏｘｂｕｒｇｈ) Ｌｅｈｔｏｎｅｎ ｅｔ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ｈｕｓｚ〕ꎬ二者的主要区别

在于日本香鳞始蕨羽片 ３~ １０ 对ꎬ边缘全缘或具少量缺刻ꎬ孢
子囊群连续ꎬ少有中断ꎬ根状茎鳞片长小于 １ ｍｍꎻ而香鳞始蕨

羽片 １５~３０ 对ꎬ边缘具缺刻ꎬ孢子囊群间断ꎬ根状茎鳞片长 ２~
３ ｍｍꎮ

凭证标本:陈彬 ＣＢ０４９５４ꎬ２０２２－０１－２７ꎬ福州市马尾区白

眉水库ꎬ东经 １１９°２５′５５″、北纬 ２３°５３′４７″ꎬ海拔 １３０ ｍꎮ
７) 黑 边 铁 角 蕨 Ａｓｐｌｅｎｉｕｍ ｓｐｅｌｕｎｃａｅ Ｃｈｒｉｓｔ ( 铁 角 蕨 科

Ａｓｐｌｅｎｉａｃｅａｅ 铁角蕨属 Ａｓｐｌｅｎｉｕｍ Ｌｉｎｎ.)(图 １－Ｇ)
产于漳州市南靖县ꎬ生于被苔藓的岩石上ꎻ广东、广西、贵

州、湖南和江西也有分布 (来自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 ２０２１
版”)ꎮ 本种形态较为独特ꎬ单叶ꎬ叶片椭圆形ꎬ边缘波状或全

缘ꎬ具紫色狭边ꎮ
凭证标本:苏享修 ＸＹ０２８７３ꎬ２０２１－１２－１４ꎬ漳州市南靖县

紫荆山风景区ꎬ东经 １１７°２１′５２″、北纬 ２４°２８′５６″ꎬ海拔 ５３３ ｍꎮ
８)鳞果星蕨 Ｌｅｐｉｓｏｒｕｓ ｂｕｅｒｇｅｒｉａｎｕｓ (Ｍｉｑ.) Ｃ. Ｆ. Ｚｈａｏꎬ Ｒ.

Ｗｅｉ ｅｔ Ｘ. Ｃ. Ｚｈａｎｇ(水龙骨科 Ｐｏｌｙ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瓦韦属 Ｌｅｐｉｓｏｒｕｓ
(Ｊ. Ｓｍｉｔｈ) Ｃｈｉｎｇ(图 １－Ｈ)

产于宁德市屏南县ꎬ生于溪沟边水竹林下ꎻ重庆、甘肃、广
西、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四川、台湾、云南和浙江也有分布

(来自“中国生物物种名录 ２０２１ 版”)ꎮ 本种在福建省分布的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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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似种为华东鳞果星蕨〔Ｌｅｐｉｄｏｍｉｃｒｏｓｏｒｉｕｍ ｎｉｎｇｐｏｅｎｓｅ (Ｂａｋｅｒ)
Ｌ. Ｙ. Ｋｕｏ〕ꎬ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鳞果星蕨的叶为草质ꎬ通常

二型ꎬ可育叶呈三角状披针形ꎬ基部急狭缩并下延ꎬ不育叶基

部两侧通常膨大ꎻ而华东鳞果星蕨的叶纸质ꎬ仅一型ꎬ可育叶

为披针形ꎬ基部渐下延ꎬ不育叶基部两侧不膨大ꎮ
凭证标本:苏享修 ＧＢＪ０９０８３ꎬ２０２０－０２－１２ꎬ宁德市屏南

县棠口镇凤林村ꎬ东经 １１９° ０１′ １５″、北纬 ２６° ５５′ ４０″ꎬ海拔

７６９ ｍꎮ

Ａ: 阔片里白(小图示孢子囊群)Ｄｉｐｌｏ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ｂｌｏｔｉａｎｕｍ (Ｃ.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Ｎａｋａｉ (ｓｍａｌｌ ｐｈｏｔｏ ｓｈｏｗｓ ｓｏｒｉ)ꎻ Ｂ: 华南芒萁(左、右小图分别示孢子囊群
和一回分叉处)Ｄｉｃｒａｎｏｐｔｅｒｉｓ ａｕｓｔｒｏ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Ｙ. Ｈ. Ｙａｎ ｅｔ Ｚ. Ｙ. Ｗｅｉ (ｓｍａｌｌ ｐｈｏｔｏ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 ｓｈｏｗ ｓｏｒｉ ａｎｄ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ꎻ Ｃ:
深绿双盖蕨 (左、右小图分别示孢子囊群和根状茎) Ｄｉｐｌａｚｉｕｍ ｖｉｒｉｄｉｓｓｉｍｕｍ Ｃｈｒｉｓｔ ( ｓｍａｌｌ ｐｈｏｔｏ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 ｓｈｏｗ ｓｏｒｉ ａｎｄ ｒｈｉｚｏｍｅ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ꎻ Ｄ: 顶羽裂双盖蕨(左、右小图分别示孢子囊群和顶生羽片)Ｄｉｐｌａｚｉｕｍ ｄｏｎｉａｎｕｍ ｖａｒ. ｌｏｂａｔｕｍ Ｔａｇａｗａ ( ｓｍａｌｌ ｐｈｏｔｏ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
ｓｈｏｗ ｓｏｒｉ ａｎｄ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ｐｉｎｎａ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ꎻ Ｅ: 假毛蕨(左、右小图分别示叶轴下部的瘤状气囊体和孢子囊群)Ｐｓｅｕｄｏｃｙｃｌｏｓｏｒｕｓ ｔｙｌｏｄｅｓ (Ｋｕｎｚｅ) Ｃｈｉｎｇ
(ｓｍａｌｌ ｐｈｏｔｏ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 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ｖｅｒｒｕｃｏｓｅ ｔｒａｃｈｅｉｄｓ ａｎｄ ｓｐｏｒａｎｇｉａ ｉｎ ｌｏｗｅｒ ｐａｒｔ ａｎｄ ｓｏｒｉ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ꎻ Ｆ: 日本香鳞始蕨(小图示孢子囊群)
Ｏｓｍｏｌｉｎｄｓａｅ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Ｂａｋｅｒ) Ｌｅｈｔｏｎｅｎ ｅｔ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ｈｕｓｚ (ｓｍａｌｌ ｐｈｏｔｏ ｓｈｏｗｓ ｓｏｒｉ)ꎻ Ｇ: 黑边铁角蕨(小图示孢子囊群)Ａｓｐｌｅｎｉｕｍ ｓｐｅｌｕｎｃａｅ Ｃｈｒｉｓｔ (ｓｍａｌｌ
ｐｈｏｔｏ ｓｈｏｗｓ ｓｏｒｉ)ꎻ Ｈ: 鳞果星蕨(小图示孢子囊群)Ｌｅｐｉｓｏｒｕｓ ｂｕｅｒｇｅｒｉａｎｕｓ (Ｍｉｑ.) Ｃ. Ｆ. Ｚｈａｏꎬ Ｒ. Ｗｅｉ ｅｔ Ｘ. Ｃ. Ｚｈａｎｇ (ｓｍａｌｌ ｐｈｏｔｏ ｓｈｏｗｓ ｓｏｒｉ) .

图 １　 福建省蕨类植物新记录种(变种)的形态特征
Ｆｉｇ. １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ｎｅｗｌｙ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ｐｔｅｒｉｄｏｐｈｙ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笔 者 发 现ꎬ « 福 建 植 物 志 » [１]２４７ 记 载 的 攀 援 星 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ｒｕｍ ｂｕｅｒｇｅｒｉａｎｕｍ (Ｍｉｑ.) Ｃｈｉｎｇ〕为误用名称ꎬ实际上ꎬ
符合«福建植物志»中形态描述的蕨类植物应为华东鳞果星

蕨ꎮ 为了进一步确认ꎬ笔者还查阅了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

(ＣＶＨ)中所有采自福建省的鳞果星蕨属( Ｌｅｐｉｄｏｍｉｃｒｏｓｏｒｉｕｍ
Ｃｈｉｎｇ ｅｔ Ｋ. Ｈ. Ｓｈｉｎｇ)植物标本(共 ７５ 份标本)ꎬ其中仅 １ 份采

自南平市光泽县的标本(标本号为 ＦＪＩＤＣ００００９５)为鳞果星

蕨ꎬ且未见相关文献报道ꎮ 长期以来ꎬ华东鳞果星蕨被认为与

表面星蕨〔Ｌｅｐｉｄｏｍｉｃｒｏｓｏｒｉｕｍ ｓｕｐｅｒｆｉｃｉａｌｅ (Ｂｌｕｍｅ) Ｌｉ Ｗａｎｇ〕为

同种ꎬ但有专家认为其应为独立的种[６] ꎮ
在本文报道的福建省蕨类植物新记录种(变种)中ꎬ阔片

里白、华南芒萁、假毛蕨、深绿双盖蕨和顶羽裂双盖蕨还是华

东地区(不含台湾省)的蕨类植物分布新记录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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