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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薯蓣属基生翅组分类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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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查阅标本、野外调查和长期引种观察的基础上，对中国薯蓣属（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Ｌｉｎｎ．）基生翅组（Ｓｅｃｔ． Ｏｐｓｏｐｈｙｔｏｎ
Ｕｌｉｎｅ）植物的形态进行了比较和总结，并进行了分类学修订，编制了检索表。 结果表明：根据花、果实、叶片和珠芽

（零余子）形态，修订后的中国薯蓣属基生翅组包括黄独（Ｄ．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Ｌｉｎｎ．）及其变种，分别为黄独（原变种） （Ｄ．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ｖａｒ．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Ｌｉｎｎ．）、白金山药（Ｄ．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ｖａｒ． ａｌｂｏｔｕｂｅｒｏｓａ Ｙ． Ｆ． Ｚｈｏｕ， Ｚ． Ｌ． Ｘｕ ｅｔ Ｙ． Ｙ． Ｈａｎｇ）、异叶黄独

（Ｄ．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ｖａｒ．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Ｐｒａｉｎ ｅｔ Ｂｕｒｋｉｌｌ）、大花黄独（Ｄ．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ｖａｒ． ｓｉｍｂｈａ Ｐｒａｉｎ ｅｔ Ｂｕｒｋｉｌｌ）和短序黄独（Ｄ．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ｖａｒ． ｂｒａｃｈｙｂｏｔｒｙｕｍ Ｙ． Ｙ． Ｈａｎｇ ｅｔ Ｙ． Ｆ． Ｚｈｏｕ）。 其中，新变种 １ 个，即短序黄独。 将分布于海南的原名为雷

公薯处理为异叶黄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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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ｅｃｔ． Ｏｐｓｏｐｈｙｔｏｎ Ｕｌｉｎｅ ｏｆ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Ｌｉｎ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ｗａｓ ｍａｄｅ， ａｎｄ ｋｅｙ ｗａｓ ｃｏｍｐｉｌ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Ｓｅｃｔ． Ｏｐｓｏｐｈｙｔｏｎ ｏｆ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ｆｔｅｒ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Ｄ．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Ｌｉｎ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ｖｉｚ． Ｄ．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ｖａｒ．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Ｌｉｎ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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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ｕｒｋｉｌｌ， Ｄ．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ｖａｒ． ｓｉｍｂｈａ Ｐｒａｉｎ ｅｔ Ｂｕｒｋｉｌｌ， ａｎｄ Ｄ．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ｖａｒ． ｂｒａｃｈｙｂｏｔｒｙｕｍ Ｙ． Ｙ． Ｈａｎｇ ｅｔ Ｙ．
Ｆ． Ｚｈｏｕ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ｆｌｏｗｅｒ， ｆｒｕｉｔ， ｌｅａｆ， ａｎｄ ｂｕｌｂｉｌ．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ｏｎｅ ｎｅｗ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Ｄ．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ｖａｒ． ｂｒａｃｈｙｂｏｔｒｙｕｍ． “Ｌｅｉｇｏｎｇｓｈｕ” ｉｎ Ｈａｉｎａｎ ｉ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ａｓ Ｄ．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ｖａｒ．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Ｌｉｎｎ．； Ｓｅｃｔ． Ｏｐｓｏｐｈｙｔｏｎ Ｕｌｉｎｅ；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

　 　 基生翅组（Ｓｅｃｔ． Ｏｐｓｏｐｈｙｔｏｎ Ｕｌｉｎｅ）隶属于薯蓣科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ｃｅａｅ）薯蓣属（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Ｌｉｎｎ．），全世界约

５～６ 种，《中国植物志》 ［１］ 和《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 均记

载中国仅黄独（Ｄ．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Ｌｉｎｎ．）１ 种，分布于黄河以

南地区。 黄独由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３］于 １７５３ 年定名；１８９７ 年，
Ｕｌｉｎｅ［４］以其为模式种，建立了基生翅组，又称黄独

组；１９２４ 年，Ｋｎｕｔｈ［５］定义了较为广义的基生翅组，包
括 ３ 亚组 ２７ 种，黄独归属于 Ｓｕｂｓｅｃｔ． Ｅｕｏｐｓｏｐｈｙｔｏｎ，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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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个变种：Ｄ．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ｖａｒ． ｖｅｒａ Ｐｒａｉｎ ｅｔ Ｂｕｒｋｉｌｌ、Ｄ．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ｖａｒ． ｄｅｌｔｏｉｄｅａ Ｐｒａｉｎ ｅｔ Ｂｕｒｋｉｌｌ、Ｄ．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ｖａｒ．
ｓｉｍｂｈａ Ｐｒａｉｎ ｅｔ Ｂｕｒｋｉｌｌ、Ｄ．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ｖａｒ． ｅｌｏｎｇａｔａ （Ｆ．
Ｍ． Ｂａｉｌｅｙ） Ｐｒａｉｎ ｅｔ Ｂｕｒｋｉｌｌ、Ｄ．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ｖａｒ． ｋａｃｈｅｏ
Ｐｒａｉｎ ｅｔ Ｂｕｒｋｉｌｌ、 Ｄ．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ｖａｒ． ｓｕａｖｉｏｒ Ｐｒａｉｎ ｅｔ
Ｂｕｒｋｉｌｌ、Ｄ．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ｖａｒ． ｂｉｒｍａｎｉｃａ （ Ｆ． Ｍ． Ｂａｉｌｅｙ ）
Ｐｒａｉｎ ｅｔ Ｂｕｒｋｉｌｌ 和 Ｄ．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ｖａｒ． ｓａｔｉｖａ Ｐｒａｉｎ。 １９３６
年，Ｐｒａｉｎ 等［６］１１７ 缩小了基生翅组的范畴，仅收录 ４
种，黄独在 ８ 个变种的基础上又新增变种 Ｄ．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ｖａｒ．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Ｐｒａｉｎ ｅｔ Ｂｕｒｋｉｌｌ。

Ｐｒａｉｎ 等［６］１２７认为中国分布黄独原变种及 ３ 个变

种，即分布于西南地区的 Ｄ．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ｖａｒ．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Ｌｉｎｎ．、 广 东 的 Ｄ．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ｖａｒ． ｄｅｌｔｏｉｄｅａ Ｐｒａｉｎ ｅｔ
Ｂｕｒｋｉｌｌ、云南腾冲的 Ｄ．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ｖａｒ． ｓｉｍｂｈａ Ｐｒａｉｎ ｅｔ
Ｂｕｒｋｉｌｌ 及四川茂汶的 Ｄ．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ｖａｒ． ｖｅｒａ Ｐｒａｉｎ ｅｔ
Ｂｕｒｋｉｌｌ，但之后未有人对标本及活植物进行细致分

类，缺少标本及活植物的佐证。 丁志遵等［７－８］ 提出云

南分布有块茎断面为白色的“黄独”，称为白金山药；

２００８ 年，Ｚｈｏｕ 等［９］ 命名其为白金山药（Ｄ．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ｖａｒ． ａｌｂｏｔｕｂｅｒｏｓａ Ｙ． Ｆ． Ｚｈｏｕ， Ｚ． Ｌ． Ｘｕ ｅｔ Ｙ． Ｙ． Ｈａｎｇ）。

在多年的调查、采集和引种，长期的活植物观察

及查阅凭证标本的基础上，作者发现中国分布的薯蓣

属基生翅组植物均为茎左旋，叶片轮生，叶片长不超

过叶片宽的 ２ 倍，但花、果实、叶片及珠芽（零余子）
的形态变异较大（图版Ⅰ－１）。 由于文献零星、资料

不尽详实且存在较多疑问，作者对中国分布的黄独类

植物的形态进行了观察和比较（表 １），并据此对基生

翅组进行了分类学修订。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Ｌｉｎｎ ． （ 黄独 ） （ 图版Ⅰ － ２ ）

Ｓｐ． Ｐｌ． １０３３． １７５３； Ｐｒａｉｎ ｅｔ Ｂｕｒｋｉｌｌ ｉｎ Ｊ． Ａｓｉａｔ． Ｓｏｃ．
Ｂｅｎｇａｌ ｎ． ｓ． １０： ２６． １９１４； Ｋｎｕｔｈ ｉｎ Ｅｎｇｌ． Ｐｆｌａｎｚｅｎｒ．
８７（４－４３）： ８８． １９２４； Ｂｕｒｋｉｌｌ ｉｎ Ｓｔｅｅｎｉｓ， Ｆｌ． Ｍａｌｅｓｉａｎａ
ｓｅｒ． １， ４： ３１１． １９５４； Ｆ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４： ２８７． ２０００； 中

国植物志 １６： ８９． １９８５；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５： ５６５，
图 ７９６０． １９７６． ———Ｈｅｌｍｉａ ｂｕｂｉｆｅｒａ （Ｌｉｎｎ．） Ｋｎｕｔｈ ｉｎ
Ｅｎｕｍ． Ｐｌ． ５： ４３５． １８５０． ———Ｄ．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 Ｔｈｕｎｂ． ｉｎ

表 １　 中国薯蓣属基生翅组植物形态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ｎ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ｅｃｔ． Ｏｐｓｏｐｈｙｔｏｎ Ｕｌｉｎｅ ｏｆ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Ｌｉｎ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种类１）

Ｓｐｅｃｉｅｓ１）

块茎　 Ｔｕｂｅｒ

断面颜色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ｌｏｒ

叶基形状
Ｓｈａｐｅ ｏｆ ｌｅａｆ ｂａｓｅ

茎髓腔直径 ／ ｍｍ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ｓｔｅｍ ｐｉｔｈ ｃａｖｉｔｙ

叶片　 Ｌｅａｆ

长 ／ ｃｍ Ｌｅｎｇｔｈ 宽 ／ ｃｍ Ｗｉｄｔｈ 叶基形状
Ｓｈａｐｅ ｏｆ ｌｅａｆ ｂａｓｅ

ＤＢ 黄色 Ｙｅｌｌｏｗ 球形，梨形，块状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ｐｅａｒ⁃ｓｈａｐｅｄ， ｂｕｌｋ

０ １－０ ５ 　 　 ５－２５ ４－１５ 心形 Ｃｏｒｄａｔｅ

ＤＢＡ 白色 Ｗｈｉｔｅ 近球形 Ｎｅａｒｌｙ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０ ２－０ ５ １４－２５ １２－２１ 心形 Ｃｏｒｄａｔｅ
ＤＢＨ 淡黄色

Ｌｉｇｈｔ ｙｅｌｌｏｗ
近球形，不规则块状 Ｎｅａｒｌｙ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ｂｕｌｋ

０ １－０ ２ ８－１５ ７－１１ 幼时戟形， 成熟后宽心 形
Ｃｕｎｅａｔｅ ｗｈｅｎ ｙｏｕｎｇ， ｗｉｄｅ
ｃｏｒｄａｔｅ ａｆｔｅｒ ｍａｔｕｒｅｄ

ＤＢＳ 黄色 Ｙｅｌｌｏｗ 近球形 Ｎｅａｒｌｙ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０ ２－０ ５ １２－３２ １２－２７ 心形 Ｃｏｒｄａｔｅ
ＤＢＢ 黄色 Ｙｅｌｌｏｗ 不规则块状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ｂｕｌｋ ０ ５－０ ８ （１２－）１６－３５ ８－１５（－２７） 心形 Ｃｏｒｄａｔｅ

种类１）

Ｓｐｅｃｉｅｓ１）
珠芽
Ｂｕｌｂｉｌ

雄花　 Ｍａｌｅ ｆｌｏｗｅｒ 果实　 Ｆｒｕｉｔ

花序形状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ｓｈａｐｅ

花序数量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ｎｕｍｂｅｒ

花序长 ／ ｃｍ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ｌｅｎｇｔｈ

花被片长 ／ ｍｍ
Ｔｅｐａｌ
ｌｅｎｇｔｈ

长 ／ ｃｍ
Ｌｅｎｇｔｈ

宽 ／ ｃｍ
Ｗｉｄｔｈ

ＤＢ 近球形，表皮棕色至浅褐色，皮孔下陷或疣状突起
Ｎｅａｒｌｙ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ｅｐｉｄｅｒｍｉｓ ｂｒｏｗｎ ｔｏ ｐａｌｅ ｂｒｏｗｎ，
ｌｅｎｔｉｃｅｌ ｓｕｎｋｅｎ ｏｒ ｗｉｔｈ ｖｅｒｒｕｃａｔｅ ｐｒｏｔｒｕｓｉｏｎ

穗状 Ｓｐｉｃａｔｅ ３－５ １２－４５ ２ ５－３ ５ １ ５－３ ０ ０ ５－１ ５

ＤＢＡ 球形， 表 皮 灰 色， 皮 孔 不 明 显， 具 角 状 突 起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ｅｐｉｄｅｒｍｉｓ ｇｒａｙ， ｎｏ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ｌｅｎｔｉｃｅｌ， ｗｉｔｈ
ｃｏｒｎｉｃｕｌａｔｅ ｐｒｏｔｒｕｓｉｏｎ

穗状 Ｓｐｉｃａｔｅ ３－５ １２－２８ １ ８－２ ０ ２ ２－２ ５ １ ２－１ ５

ＤＢＨ 球形，皮孔明显，龟纹状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ｌｅｎｔｉｃｅｌ，
ｔｕｒｔｌｅ ｓｔｒｉａｔｅ

穗状 Ｓｐｉｃａｔｅ ３－５ １２－２２ １ ７－２ ０ １ ５－２ １ １ ０－１ ３

ＤＢＳ 球形，表皮浅褐色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ｅｐｉｄｅｒｍｉｓ ｐａｌｅ ｂｒｏｗｎ 穗状 Ｓｐｉｃａｔｅ ３－５ ８－２０ ３ ９－４ ０ ２ ５－３ ０ １ ２－１ ５
ＤＢＢ 球形；少， 近无； 小， 表皮深褐色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ｆｅｗ，

ａｌｍｏｓｔ ｎｏｎｅ； ｓｍａｌｌ， ｅｐｉｄｅｒｍｉｓ ｄａｒｋ ｂｒｏｗｎ
穗状 Ｓｐｉｃａｔｅ ０－２（－４） ６－８（－１２） １ ７－２ ０ １ ６－３ ２ １ ０－２ ２

　 １） ＤＢ： 黄独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Ｌｉｎｎ．； ＤＢＡ： 白金山药 Ｄ．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ｖａｒ． ａｌｂｏｔｕｂｅｒｏｓａ Ｙ． Ｆ． Ｚｈｏｕ， Ｚ． Ｌ． Ｘｕ ｅｔ Ｙ． Ｙ． Ｈａｎｇ； ＤＢＨ： 异叶黄独 Ｄ．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ｖａｒ．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Ｐｒａｉｎ ｅｔ Ｂｕｒｋｉｌｌ； ＤＢＳ： 大花黄独 Ｄ．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ｖａｒ． ｓｉｍｂｈａ Ｐｒａｉｎ ｅｔ Ｂｕｒｋｉｌｌ； ＤＢＢ： 短序黄独 Ｄ．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ｖａｒ． ｂｒａｃｈｙｂｏｔｒｙｕｍ Ｙ． Ｙ．
Ｈａｎｇ ｅｔ Ｙ． Ｆ． Ｚｈｏ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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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ｕｓ． Ｎａｔ． Ａｃａｄ． Ｕｐｓａｌ． Ａｐｐ． ｘｖｉｉｉ． ４． １８０９； Ｆｌ． Ｃｅｉｌ． ５．
１８２５； Ｊｕｅｌ ｉｎ Ｐｌ． Ｔｈｕｎｂｅｒｇｉａｎａｅ ８５． １９１８． ———Ｄ．
ｃｒｉｓｐａｔａ Ｒｏｘｂ． ｉｎ Ｈｏｒｔ． Ｂｅｎｇａｌ ７２． １８１４； Ｆｌ． Ｉｎｄ． ３：
８０２． １８３２； Ｖｏｉｇｔ ｉｎ Ｈｏｒｔ． Ｓｕｂｕｒｂ． Ｃａｌｃｕｔｔ． ６５２． １８４５；
Ｋｎｕｔｈ ｉｎ Ｅｎｕｍ． Ｐｌ． ５： ３９９． １８５０； Ｅｌｌｉｏｔ ｉｎ Ｆｌ．
Ａｎｄｈｒｉｃａ ９０． １８５９． ———Ｄ． ｋｏｒｒｏｒｅｎｓｉｓ Ｋｎｕｔｈ ｉｎ Ｄａｓ
Ｐｆｌａｎｚｅｎｒｅｉｃｈ Ⅳ ４３： １９０． １９２４． ———Ｄ． ｓａｔｉｖａ Ｔｈｕｎｂ．
ｉｎ Ｆｌ． Ｊａｐ． １５１． １７８４． ———Ｄ． ｌｕｔｅａ Ｇｒｉｓｅｂ． ｉｎ Ｆｌ． Ｂｒｉｔ．
Ｗ． Ｉｎｄ． Ｉｓｌａｎｄｓ ５８８． １８６４． ———Ｄ． ｐｕｌｃｈｅｌｌａ Ｒｏｘｂ． ｉｎ
Ｈｏｒｔ． Ｂｅｎｇａｌ ７２． １８１４； Ｆｌ． Ｉｎｄ． ３： ８０１． １８３２； Ｖｏｉｇｔ ｉｎ
Ｈｏｒｔ． Ｓｕｂｕｒｂ． Ｃａｌｃｕｔｔ． ６５２． １８４５； Ｋｎｕｔｈ ｉｎ Ｅｎｕｍ． Ｐｌ．
５： ３９９． １８５０； Ｅｌｌｉｏｔ ｉｎ Ｆｌ． Ａｎｄｈｒｉｃａ ３５． １８５９； Ｇｒｉｆｆｔｈ
ｉｎ Ｐｏｓｔｈｕｍｏｕｓ Ｐａｐｅｒｓ ２： ５． １８５１． ———Ｄ． ｒｏｇｅｒｓｉｉ Ｐｒａｉｎ
ｅｔ Ｂｕｒｋｉｌｌ ｉｎ Ｊ． Ｐｒｏｃ． Ａｓｉａｔ． Ｓｏｃ． Ｂｅｎｇａｌ １０： ２７． １９１４；
Ｋｎｕｔｈ ｉｎ Ｄａｓ Ｐｆｌａｎｚｅｎｒｅｉｃｈ Ⅳ ４３： ９１． １９２４． ———Ｄ．
ｔａｍｎｉｆｏｌｉａ Ｓａｌｉｓｂｕｒｙ ｉｎ Ｐａｒ． Ｌｏｎｄｉｎ Ｐｌａｔｅ １７． １８６０．

ａ．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ｖａｒ．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Ｌｉｎｎ．〔黄独（原
变种）〕

叶背有腺毛。 雄花序多数穗状；雄花外侧苞片

大，花被片幼嫩时白色，经淡红色，成熟时深紫红色，
３ 枚开度约 １２０°，另 ３ 枚开度约 ３０°，相间排列，盛开

时有香气；雄蕊 ３ 枚退化，３ 枚发育，相间排列。 雌花

偶见粉红色，柱头 ３ 裂，弯曲；雌花中退化雄蕊 ６ 枚，
无花药，仅见花丝，正对柱头分叉的 ３ 枚较长，另 ３ 枚

略短，长约为花被片的 １ ／ ４，相间排列。
分布于河南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江

西、福建、台湾、广东、香港、广西、湖北、湖南、陕西西

部、甘肃南部、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和海南。
安徽南部：华东工作站同仁，ＰＥ００１５３４６６，１９５３－

０８－０１，霍山刘家院子附近，路边（雌株）； Ｔ． Ｎ． Ｌｉｏｕ，
Ｐ． Ｃ． Ｔｓｏｏｎｇ ３０２１，１９３５－０８－２４，黄山；岳俊三 ３０３６，
ＮＡＳ３０３８５５，１９５７－０６－１２，至德县青山乡。

江苏南部：丁志遵，王铁僧 １４３８，ＮＡＳ０７０６３３１，
１９５６－ １０ － ３０，宜兴潼关山，山脚下沟边；王筱璐

ＹＸ０１，２００５－１０－０１，宜兴竹海。
浙江：丁志遵等 ５７１，ＮＡＳ４１０９５６，１９６３－０８－１６，

北雁荡响岭头，杂木林边；吴林园，郭建林 ＹＤ０１１，
２００９－０９，乐清雁荡灵岩景区灵谷寺旁石阶。

江西：赖书坤 １１６６，ＰＥ００１５３４９２，１９６３ － ０８ － ２５，
修水县沙岗清凉山，山脚阴处（雄株）；谭重铭 ９２０２８，
ＫＵＮ６２４０７９，１９９２－０９－０５，九江县岷山，向北山谷溪

流旁，海拔 ２７０ ｍ（雌株）；彭斌，顾子霞 ＪＸ００３，２００９－

１０，婺源县大鄣山乡上村。
福建：武夷队 １２３０，ＫＵＮ４４７０９９，１９７９－０９－０５，建

阳县黄坑公社桂林伐木场，公路旁，海拔 ４００ ｍ；孙小

芹，郭建林 泰宁 ０１７，２００９－１０，三明市泰宁县大龙乡

大布村。
广东：刘焕光 １１８５，ＰＥ４２０６６３，高要县河台乡，山

地、路旁、山谷、疏林沿海沙土，海拔 ２００ ｍ（雌株）；左
景烈 ２２０８０，ＮＡＳ１９３７５，１９３０－０８－０８，英德大镇温塘

山，攀生于乔木（雌株）；孙小芹，郭建林 乳源 ００１，
２００９－１１－０４，乳源自治县大桥镇李家牌。

香港：黄荣昆 ３０２８，ＮＡＳ８００２，１９２９－０８－１５，香港

山顶，山谷疏林下（雌株）；黄荣昆 ３０４７，１９２９ － ０８ －
１６，九龙，山谷矮林下（雄株）。

广西：华南队 １２８７，ＫＵＮ６１６９６８，凌云县伶站乡

白吉村附近，山地、山谷，海拔 ３３０ ｍ（雌株）；秦仁昌

７２２３，ＮＡＳ７５６４６，１９２８－０８－３１，Ｙｅｏ Ｍａｒ Ｓｈａｎ， Ｎ． Ｌｉｎ
Ｙｅｎ， 海拔 ３０ ｍ；朱昱萍，赵亚美 Ｙ２２２，２００７－１０－２１，
龙州上金乡新旺村那叫屯。

湖北：ＰＥ００１５３５０１，１９５９－０８－０４，蒲圻。
湖南：李泽棠 ２８９２，ＮＡＳ３３７８８２，１９５４，云峰山区；

安江农校 ９２９，ＰＥ００１５３４９８，１９５３－０８－１２，黔阳县一

区或二区（雄株）；紫云山采集队，ＰＥ００１５３４９７，１９８４－
０９－１４，新宁紫云山，山坡草丛中，海拔 ７００ ｍ（雌株）；
黄春洪，郭可跃 ２００２１１０３８，２００２－１０－２６，衡山望峰镇

郴州市；彭斌，顾子霞 ＨｕＮ０２０，２００９－１１－０６，宜章县

莽山自然保护区。
四川：省植被调查队，ＰＥ１５３５０５，１９７６－０７－０１，感

昌县蒲坝，沟谷，海拔 １ ４００ ｍ（雄株）；陈善墉，钟明

芳，唐世贵，李炳华 ４１０１，ＮＡＳ３８０１０４，１９５７－０８－０３，
峨嵋 县 黑 龙 江 平 阳 （ 雌 株 ）； 周 义 峰， 吴 宝 成

２００３０８００１，２００３－０８－２８，峨眉万年寺；周义峰，吴宝

成 ２００３０８０１９，２００３ － ０９ － ０３，汶川；周义峰，吴宝成

２００６０７００４，２００６－０７－１５，映秀（雄株）。
重庆：四川国营南川药物种植场 １８９７，１９５６－０８，

南川（雌株）；周义峰，吴宝成 ２００３０８０３４，２００３－０９－
０７，南川市三泉镇。

贵州：邓世伟 ９０６３７，１９３６－０７－３０，清镇鲤鱼塘，
缠绕于灌木上（雄株）；曹子余，１９５８－０８－０４，花溪北

二公里麦翁，山坡，海拔 １ ３００ ｍ （雌株）；黔北队

２６３０，ＮＡＳ４０５０５７，１９５９－０８－１５，德江县平原区沙坝，
山坡、路旁，海拔 ９８０ ｍ （雄株）；朱昱萍，赵亚美

２００７０９２００，２００７－１０－１７，贵阳花溪党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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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南： Ｙｕｎｎａｎ Ｅｘｐ． Ｈ． Ｔ． Ｔｓａｉ ６１７４２，
ＩＢＳＣ０３６８９６７，１９３４ － ０９ － ０１， Ｐｉｎｇ － Ｐｉｅｎ Ｈｓｉｅｎ， ｉｎ
ｒａｖｉｎｅ， ａｌｔ． １ ４００ ｍ（雄株）；滇西北分队 ７２１，１９６０，保
山县澜沧江边，山边，海拔 １ ４８０ ｍ（雌株）；黄春洪，
郭可跃，ＮＡＳ０６４８５８７，２００２－１２－０９，景洪基诺乡石场

附近（雌株）；朱昱萍，赵亚美，２００７０９０５４，２００７－０９－
２７，临沧蚂蚁堆（雄株）。

海南：钟义，１９６１－０８－１９，万宁海南植物园，平原

阴处； 黄 志， ＰＥ００１５３５５６， 崖 县； Ｓ． Ｋ． Ｌａｕ ５４５，
ＮＡＳ３７９０７，１９３２ － １０ － １０， Ｗｏｎｇ － ｋａｍ － ｓｈａｎ， Ｎｇａｉ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ｉｎ ｔｈｉｃｋｅｔｓ， ｄｒｙ， ｌｏａｍ， ｓｔｅｅｐ ｓｌｏｐｅ， ｗｏｏｄｙ；钟
汤新 ４８１，ＫＵＮ８３５２０，１９５３－０９－１３，乐会石壁第二站，
疏林中。

Ｕｌｉｎｅ 建立基生翅组时，描述该组花为白色［４］；
Ｐｒａｉｎ 等［６］１１６描述黄独雄花白色或玫瑰红色，雌花白

色；《中国植物志》 ［１］ 及《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 中记载花

紫色。 作者长期观察活植物后认为，黄独雌花白色；
雄花幼嫩时白色，逐渐经粉红色、玫瑰红色过渡为成

熟时的深紫红色，且雄花序上常见 ４ 种花色并存；雄
花序上偶见雌花；雌花中的 ６ 枚雄蕊退化程度不一

致，正对柱头分叉的 ３ 枚较长，另 ３ 枚略短。
《中国植物志》 ［１］ 和《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 记载，黄

独在河南南部、陕西西部、台湾和甘肃南部均有分布，
但作者查阅的标本中均未见来自以上 ４ 个地区的凭

证标本。
ｂ．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ｖａｒ． ａｌｂｏｔｕｂｅｒｏｓａ Ｙ． Ｆ． Ｚｈｏｕ，

Ｚ． Ｌ． Ｘｕ ｅｔ Ｙ． Ｙ． Ｈａｎｇ （白金山药）（图版Ⅰ－３）　 Ｎｏｖｏｎ
１８： ５５５－５５７． ２００８． ———Ｄ．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ｖａｒ． ａｌｂｉｔｕｂｅｒａ Ｚ．
Ｚ． Ｄｉｎｇ ｅｔ Ｚ． Ｌ． Ｘｕ 常用中药材品种整理和质量研究

２３９． １９９９； 植物化学分类学 １１８０． ２００５． ———Ｄ．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Ｌｉｎｎ． 云南植物志 ３： ７２５－７２６． １９８３．

与黄独原变种相比，白金山药块茎断面白色；珠
芽表面具角状突起；叶片薄纸质，干燥后易破裂；雄花

花被片长约 １ ８～２ ０ ｍｍ；果实浅灰色，近矩形，上部

略宽，长 ２ ２～２ ５ ｃｍ，宽 １ ２～１ ５ ｃｍ。
分布于云南西南部和广东西南部。
云南：Ｃ． Ｔ． Ｔｉｎｇ， Ｔ． Ｓ． Ｗａｎｇ， Ｊ． Ｓ． Ｙｕｅ ０１４３，

ＮＡＳ０４９７４６， １９５７－１２－２４， ｎｅａｒ Ｌａｎｃ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Ｙｏｎｇ－
ｊｉｎｇ－ｈｏｎｇ， ａｌｔ． ５００ ｍ，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ａｒｂｏｒ ｏｒ ｓｈｒｕｂ（雌
株）； Ｃ． Ｗ． Ｗａｎｇ， ＫＵＮ０２４１７７６， ｇａｎ－ｌａｎ－ｂａ， ｃｈｅ－
ｌｉｈｓｉｅｎ， ａｌｔ． ８６０ ｍ （ 雄 株 ）； Ｃ． Ｗ． Ｗａｎｇ，
ＰＥ００１５３５７８， １９３６－０７， ｆｏ－ｈａｉ， ａｌｔ． １ ４００ ｍ，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ｉｃｋｅｔｓ（雄株）； 朱昱萍，赵亚美 ２００７０９０６７，２００７ －
０９－２７，临沧蚂蚁堆；朱昱萍，赵亚美 ２００７０９０６８，
２００７－０９－２７，临沧蚂蚁堆。

广东：朱昱萍，赵亚美 ２００７０９２５２，２００７－１０－３０，
肇庆鼎湖。

该变种 ２００８ 年被正式发表时记录分布于云南西

南部，在之后的调查过程中发现广东省西南部肇庆鼎

湖山一带也有分布。 查阅标本时发现有 １ 份来自海

南吊罗山的标本（秦云程 １００４２，ＮＡＳ４４０２３１，１９６４－
１２－１４，吊罗山附近，河边杂木林下，海拔 １００ ｍ），块
茎断面干燥后白色，叶片干燥后不呈典型薄纸质，此
标本无花、果实和珠芽，无法准确鉴定，因此，海南是

否有该变种分布，有待进一步调查。
《云南植物志》描述云南分布黄独“卵形珠芽”，

而附图中珠芽明显具角状突起［１０］，故所附图片原植

物应为白金山药。
ｃ．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ｖａｒ．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Ｐｒａｉｎ ｅｔ

Ｂｕｒｋｉｌｌ（异叶黄独） （图版Ⅰ－４） 　 Ａｎｎ． Ｂｏｔ． Ｇａｒｄ．
Ｃａｌｃｕｔｔａ １４ （ １ ）： １１７． １９３６． ———Ｄ．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Ｒｏｘｂｕｒｇｈ ｉｎ Ｈｏｒｔ． Ｂｅｎｇａｌ ７２． １８１４； Ｆｌ． Ｉｎｄ． ３： ８０４．
１８３２； Ｋｕｎｔｈ ｉｎ Ｅｎｕｍ． Ｐｌ． ５： ３９９． １８５０．

与黄独原变种相比，异叶黄独珠芽表面皮孔明

显；叶基幼嫩时为戟形，成熟后为宽心形；雄花花被片

长 １ ７～２ ０ ｍｍ；果实短小，长 １ ５ ～ ２ １ ｃｍ，宽 １ ０ ～
１ ３ ｃｍ。

分布于广东、香港和海南。
广东：Ｎ． Ｋ． Ｃｈｕｎ， ＰＥ００１５３５６１， １９３０－０７－２１，

罗浮山（雄株）；邓国良 １３０５３，ＫＵＮ３１０１９２，惠东鼎湖

九坑南田，沟边、路旁、丛林中 （雄株）；陈文 ９８９６，
ＮＡＳ１１２５８３，１９３４－０８－２５，南海九江市（雄株）。

香港：Ｔ． Ｎ． Ｌｉｏｕ ２２， １９２９－０８－１３，香港（雄株）。
海南：陈少卿 １１０７９，ＫＵＮ１１３７８０，东方县新坝区

七差乡附近，沟谷、山坡、疏林，阳处，海拔 １００ ｍ（雌
株）；周义峰，吴宝成，ＮＡＳ０６４８５４７，２００３－０９－０６，吊
罗山（雄株）。

该变种最早发现于菲律宾 Ｌｅｙｔｅ 地区，经 Ｐｒａｉｎ
和 Ｂｕｒｋｉｌｌ 鉴定为黄独变种并命名，记载该变种叶片

为长心形，长大于宽，叶基心形，分布于东南亚及中国

台湾。 近年来，观察引种自中国海南的活植物及凭证

标本后发现，幼嫩叶片呈戟形，随着生长，叶基夹角逐

渐增大，成熟叶片叶基夹角大于 １５０°，叶片呈具下垂

叶耳的近三角状长心形，与 Ｐｒａｉｎ 等［６］１２２的描述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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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中国海南确实分布此变种。
由于该变种成熟叶片近三角状宽心形，类似于

Ｐｒａｉｎ 等［６］１２２ 记载来自于马来西亚槟城地区的 Ｄ．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ｖａｒ． ｄｅｌｔｏｉｄｅａ Ｐｒａｉｎ ｅｔ Ｂｕｒｋｉｌｌ 叶片呈三角状

心形，《中国药用植物志》 ［１１］及《中国植物志》 ［１］ 据此

将分布于原广东省（含现广东省及海南省）和香港的

该变种定为“Ｄ．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ｖａｒ． ｄｅｌｔｏｉｄｅａ”，并根据该类

植物在海南的土名“雷公薯丸”命名该变种的中文名

为“雷公薯” ［８］。 但是，查证 Ｐｒａｉｎ 等［６］ｐｌ．５０ 记载及图

片发现，变种 Ｄ．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ｖａｒ． ｄｅｌｔｏｉｄｅａ 的叶片基部几

乎成一直线，明显不同于本变种。 另外，采自香港九

龙的标本（ＰＥ００１５３５３９）中叶片三角状宽心形（４ ２
ｃｍ × ６ １ ｃｍ）， 叶基平截， 几乎成一直线， 与 Ｄ．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ｖａｒ． ｄｅｌｔｏｉｄｅａ 叶基特征相似，但该标本仅见

茎和叶，无花、果实及其他特征，无法准确鉴定，因此，
对“Ｄ．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ｖａｒ． ｄｅｌｔｏｉｄｅａ”变种在中国是否有分

布，目前仍存疑。
ｄ．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ｖａｒ． ｓｉｍｂｈａ Ｐｒａｉｎ ｅｔ Ｂｕｒｋｉｌｌ

（大花黄独）（图版Ⅰ－５）　 Ｊ． Ｐｒｏｃ． Ａｓｉａｔ． Ｓｏｃ． Ｂｅｎｇａｌ
１０： ２６． １９１４； Ｋｎｕｔｈ ｉｎ Ｅｎｇｌ． Ｐｆｌａｎｚｅｎｒ． ８７（４－４３）：
９１． １９２４； Ｐｒａｉｎ ｅｔ Ｂｕｒｋｉｌｌ ｉｎ Ａｎｎ． Ｂｏｔ． Ｇａｒｄ． Ｃａｌｃｕｔｔａ
１４（１）： １１７． １９３６．

雄花大；花被片宽披针形，长达 ４ ｍｍ；果实成熟

时草黄色，表面密布棕色斑点。
分布于云南、贵州和湖南。
云南：许溯桂，ＫＵＮ０２４１８３８，１９５９－０９－１７，景东

坝区兽医站附近，海拔 １ １００ ｍ （雄株）；许溯桂，
ＫＵＮ０２４１８４０，１９５９ － ０８ － １８，景东温卜至黄草坝途

中，海拔 １ ６００ ｍ （ 雄株 ）； Ｃ． Ｗ． Ｗａｎｇ ８３５９４ａ，
ＮＡＳ２８７１０１，１９３９－０９－１９， Ｙａｎ－ｓｈａｎ， Ｔａ－ｓｈａｎ， Ｔａ－
Ｙａｉ－Ｋｏｕ，ｕｎｄｅｒｄｅｎｓｅ ｗｏｏｄｓ， ａｌｔ． １ ３００ ｍ（雄株）；王启

无 ８３５９４，ＫＵＮ５７４２４９，１９３９ － １０，砚山半边寺，密林

下，海拔 １ ３００ ｍ（雄株）；丁志遵，王铁僧，岳俊三

００９８ａ，ＮＡＳ３０５０１０，１９５７－１２－０６，思茅汽车站附近，河
边或路旁乔木、灌木林下、草丛中（雌株）；丁志遵，王
铁僧，岳俊三 ００９８ｄ，ＮＡＳ３０５０１５，１９５７－１２－０６，思茅

汽车站附近，河边或路旁乔木、灌木林下、草丛中（雌
株）； 丁志遵， 王铁僧， 岳俊三 ０１０５， ＮＡＳ０４９７２８，
１９５７－０７－１１，允景洪汽车站附近，乔木与灌木丛中，
海拔 ５００ ｍ；朱太平 ０４１５，ＮＡＳ４３９７７４，１９５８－１１－１０，
耿马县孟定区孟屏，山坡林阴下，海拔 １ ４００ ｍ（雌
株）；乐开礼 １４３，ＫＵＮ０２４１７９３，１９５８－０８－２７，勐海，路

旁，海拔 １ １５０ ｍ（雄株）。
贵州：黔北队，ＰＥ００１５３５６２６，１９５９－０８－１５，德立

县平原区，海拔 ９８０ ｍ（雄株）；曹子余，ＰＥ００１５３５２１，
１９５８－０８－１８，贵阳花溪杏林乡，山坡，海拔 １ ３００ ｍ；
朱太平，刘忠旅 ２６３０，ＫＵＮ０２４１８５１，１９５９－０８－１５，德
江县平原区沙坝区，山坡路旁，海拔 ９８０ ｍ（雄株）。

湖南：罗毅波，ＰＥ００１５３４９６，１９８５ － ０８ － ０２，水槽

源，山谷，沟旁，海拔 １ １００ ｍ（雄株）。
Ｌｅｐｃｈａ 夫妇最早在印度东部的阿萨姆和 Ｋａｍａｏｎ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发现该变异类型，但未正式命名［６］１２１－１２２。
Ｐｒａｉｎ 等［１２］根据其花被片长达 ４ ｍｍ 的特征，将该类

型处理为黄独的变种，并正式命名，记录其分布于印

度东部。 《中国植物志》 ［１］ 和《中国药用植物志》 ［１１］

均记载该变种在中国云南腾冲有分布。 作者调查发

现该变种在中国贵州和湖南也有分布。
Ｐｒａｉｎ 等［１２］ 最初描述该变种叶宽仅 ６ ～ ８ ｃｍ，叶

长约为叶宽的 ２ 倍； Ｋｎｕｔｈ［５］ 修改为最大叶宽为

３３ ｃｍ，与叶长几乎一致；中国分布的大花黄独多数叶

长宽比为 １ ０～１ ５。
ｅ．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ｖａｒ． ｂｒａｃｈｙｂｏｔｒｙｕｍ Ｙ． Ｙ．

Ｈａｎｇ ｅｔ Ｙ． Ｆ． Ｚｈｏｕ， ｖａｒ． ｎｏｖ． （短序黄独） （图版Ⅰ－
６）

Ｈａｅｃ ｖａｒｉｅｔａｓ Ｄ．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ｖａｒ． ｂｒａｃｈｙｂｏｔｒｙｕｍ Ｙ． Ｙ．
Ｈａｎｇ ｅｔ Ｙ． Ｆ． Ｚｈｏｕ ｐｒｏｘｉｍａ， ａ ｑｕａ ０－２（ －４） ｆｏｌｉｉｓ，
ｍａｊｏｒｉｂｕｓ， ｃ． ６ － ８ （ － １２） ｃｍ ｌｏｎｇｉｓ， ｃａｕｌｉｂｕｓ ｃａｖｉｓ，
ｂｕｌｂｉｌｉｉｓ ｍｉｎｏｒｂｕｓ ｄｉｆｆｅｒｔ．

茎表面密布紫色纵向条纹，粗（直径 ０ ５ ～ １ ４
ｃｍ），茎髓腔发达 （最大直径 ０ ８ ｃｍ）；叶片大，长
（１２～ ）１６～３５ ｃｍ，宽 ８ ～ １５（ ～ ２７） ｃｍ；雌、雄花序短

〔６～８（ ～１２） ｃｍ〕而少〔０ ～ ２（ ～ ４）〕；珠芽小，表皮深

褐色。 该变种株型大，营养生长旺盛，少见花果。 与

原变种相比，雌花序和雄花序短而少，茎中空，叶大，
珠芽小。

分布于广西、云南和湖南。
广西：秦云程 １００１５ａ，ＮＡＳ４４０２８６，１９６４－１１－２３，

龙洲县科甲乡，海拔 ３２０ ｍ。
云南：Ｍ． Ｋ． Ｌｉ ０４５５，ＮＡＳ２８７１１４，１９５９－１０－１１，

Ｃｈｉｎｇ－Ｔｕｎｇ， Ｓａｎ－Ｃｈａ－Ｈｏ， ｏｎ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ａｌｔ． １ ５８０ ｍ；
云南 热 带 生 物 资 源 综 合 考 察 队 ５８ － ８７９９，
ＫＵＮ０２４１８２０，１９５８－１０－２７，富宁县剥隘区至罗春口，
路旁， 林中 （雌株）； 郭可跃， 黄春洪 ２００２１１１３４，
ＮＡＳ２００２１１０８１ｂ，２００２－１１－１３，蒙自景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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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丁志遵，朱元方 ３１４ａ，１９６２－１０－２７，新宁县

紫云林场，海拔 ６００ ｍ；丁志遵，朱元方 ３１４ｂ，１９６２－
１０－２７，新宁县紫云林场，海拔 ６００ ｍ；丁志遵，秦支

程，朱元方 ２９４，１９６２－１０－１７，南岳半山亭附近，路边，
海拔 ７５０ ｍ。

基于黄独种下植物的形态特征编制了检索表。

中国薯蓣属基生翅组黄独种下检索表

１． 块茎断面白色 白金山药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ｖａｒ． ａｌｂｏｔｕｂｅｒｏｓａ…………………………………………………………………………
１． 块茎断面黄色。
　 ２． 花序穗状，短而少；茎中空明显 短序黄独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ｖａｒ． ｂｒａｃｈｙｂｏｔｒｙｕｍ…………………………………………………
　 ２． 花序穗状，长而多，常簇生成圆锥状；茎中空不明显。
　 　 ３． 雄花花被片长达 ４ ｍｍ 大花黄独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ｂｕｂｉｆｅｒａ ｖａｒ． ｓｉｍｂｈａ…………………………………………………………………
　 　 ３． 雄花花被片长约 ２－３ ｍｍ。
　 　 　 ４． 叶基心形 黄独（原变种）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ｖａｒ．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４． 叶基幼时戟形，成熟后宽心形 异叶黄独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ｖａｒ．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致谢：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ＰＥ）、中国科学院昆明

植物研究所标本馆（ＫＵＮ）和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

本馆（ＮＡＳ）在研究过程中提供了大量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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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说明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ｔｅ

图版Ⅰ　 １． 基生翅组植物不同器官： ａ，ｂ，ｃ． 叶片； ｄ，ｅ，ｆ． 雄花序； ｇ，ｈ，ｉ． 花被片； ｊ，ｋ，ｌ． 果实； ｍ，ｎ，ｏ，ｐ． 珠芽． ２－５． 黄独： ２． 植株； ３． 雌花序；
４． 雄花序； ５． 柱头． ６－８． 白金山药： ６． 模式标本； ７． 块茎； ８． 珠芽． ９－１２． 异叶黄独： ９． 植株； １０． 幼叶； １１． 珠芽； １２． 雄花． １３－１５． 大花黄独：
１３． 标本； １４． 果实； １５． 雄花． １６－１８． 短序黄独： １６． 标本； １７． 雄花序； １８． 珠芽．
Ｐｌａｔｅ Ⅰ　 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ｓ ｏｆ Ｓｅｃｔ． Ｏｐｓｏｐｈｙｔｏｎ Ｕｌｉｎ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ｂ，ｃ． Ｌｅａｆ； ｄ，ｅ，ｆ． Ｍａｌｅ ｆｌｏｗｅｒ； ｇ，ｈ，ｉ． Ｔｅｐａｌ； ｊ，ｋ，ｌ． Ｆｒｕｉｔ； ｍ，ｎ，ｏ，ｐ． Ｂｕｌｂｉｌ． 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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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义峰， 等： 中国薯蓣属基生翅组的分类修订 图版Ⅰ
ＺＨＯＵ Ｙｉｆ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ｃｔ． Ｏｐｓｏｐｈｙｔｏｎ Ｕｌｉｎｅ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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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ｘ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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