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ꎬ ２０２３ꎬ ３２(５): ９５－９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３－０４－２５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４１７７１０５４ꎻ ３１５７０４７４)ꎻ 西藏农牧业学院柔性引进人才项目(６０４４１９０４４)ꎻ 中国农业大学－西藏农牧学院联合

基金项目(２０２２ＴＣ１２６)
作者简介: 洪嘉康(２００１—)ꎬ男ꎬ江西上饶人ꎬ本科ꎬ主要从事苔藓植物分类学与生态学方面的研究ꎮ
①通信作者 Ｅ￣ｍａｉｌ: ｓｈａｏｘｍ＠ ｃａｕ.ｅｄｕ.ｃｎ

引用格式: 洪嘉康ꎬ 宋晓彤ꎬ 谷际岐ꎬ 等. 西藏苔藓植物新记录科———苞片苔科[Ｊ] .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ꎬ ２０２３ꎬ ３２(５): ９５－９７.

西藏苔藓植物新记录科———苞片苔科

洪嘉康１ａꎬ 宋晓彤１ｂꎬ 谷际岐１ｂꎬ 李　 微２ꎬ 董　 营３ꎬ 卓嘎巴永３ꎬ 邵小明１ｂꎬ①

(１. 中国农业大学: ａ. 生物学院ꎬ ｂ. 资源与环境学院 生物多样性与有机农业北京市重点实验室ꎬ 北京 １００１９３ꎻ
２.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森林生态与管理重点实验室ꎬ 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０１６ꎻ

３. 西藏农牧学院西藏高原生态研究所ꎬ 西藏 林芝 ８６００００)

摘要: 经过野外调查和标本鉴定ꎬ报道了西藏苔藓植物新记录 １ 种ꎬ即苞片苔(Ｃａｌｙｃｕｌａｒｉａ ｃｒｉｓｐｕｌａ Ｍｉｔｔ.)ꎬ且苞片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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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ｍｅｌｙ Ｃａｌｙｃｕｌａｒｉａ ｃｒｉｓｐｕｌａ Ｍｉｔｔ.ꎬ ａｎｄ Ｃａｌｙｃｕｌａｒｉａ Ｍｉｔｔ. ａｎｄ Ｃａｌｙｃｕｌａｒｉａｃｅａｅ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ｎｅｗｌｙ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ｇｅｎｕｓ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ｎ
Ｔｉｂｅｔ. Ｖｏｕｃｈｅｒ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ｉｓ ｄｅｐｏｓｉ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ｙ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ＡＵ).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ｉｂｅｔꎻ Ｃａｌｙｃｕｌａｒｉａｃｅａｅꎻ ｎｅｗ ｒｅｃｏｒｄ

　 　 苞 片 苔 科 ( Ｃａｌｙｃｕｌａｒｉａｃｅａｅ ) 隶 属 于 叶 苔 纲

(Ｊｕｎｇｅｒｍａｎｎｉｏｐｓｉｄａ)小叶苔目(Ｆｏｓｓｏｍｂｒｏｎｉａｌｅｓ)ꎬ仅含 １ 属ꎬ即
苞片苔属(Ｃａｌｙｃｕｌａｒｉａ Ｍｉｔｔ.) [１] ꎮ 该属的系统位置发生过多次

变动ꎬ曾被置于溪苔科 ( Ｐｅｌｌｉａｃｅａｅ)、Ｄｉｌａｅｎａｃｅａｅ、带叶苔科

(Ｐａｌｌａｖｉｃｉｎｉａｃｅａｅ)和苞叶苔科(Ａｌｌｉｓｏｎｉａｃｅａｅ) [２] ꎮ «中国苔纲

和角苔纲植物属志» [３]５２主要参考 Ｓｃｈｕｓｔｅｒ[４]的系统ꎬ依据苔类

植物演化特征ꎬ将苞片苔属置于苞叶苔科 ( Ａｌｌｉｓｏｎｉａｃｅａｅ)ꎮ
２００６ 年ꎬＨｅ－Ｎｙｇｒéｎ 等[１]根据分子数据和系统学研究ꎬ将苞片

苔属从苞叶苔科中移出ꎬ并建立了一个新科ꎬ即苞片苔科ꎮ 中

国生物物种名录 ２０２３ 版(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ｐ２０００. ｏｒｇ. ｃｎ / ｓｐｅｃｉｅｓ /
ｓｈｏｗ＿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ｅｔａｉｌｓ / Ｔ２０１７１０００００７９６９)采用该分类处理ꎬ本文

也采用了这一观点ꎮ 苞片苔属全世界共 ２ 种ꎬ分别为苞片苔

(Ｃａｌｙｃｕｌａｒｉａ ｃｒｉｓｐｕｌａ Ｍｉｔｔ.)和 Ｃａｌｙｃｕｌａｒｉａ ｌａｘａ Ｌｉｎｄｂ.[５] ꎬ中国仅

有苞片苔 １ 种ꎮ
苞片苔为苞片苔属的模式种ꎬ最初由 Ｍｉｔｔｅｎ 在 １８６１ 年根

据采自锡金的标本进行报道[６] ꎮ 苞片苔主要分布于亚洲、非

洲东部、北美洲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ꎻ日本、俄罗斯、加拿大和

韩国也曾报道过该种[２] ꎮ 但根据 Ｋ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ｏｖａ 等[２] 的研究ꎬ
这些国家的苞片苔标本均是 Ｃ. ｌａｘａ的误定ꎮ 苞片苔在中国分

布于广西、广东、云南、台湾、四川和贵州[３]５７２ꎬ[７]ꎬ[８]５２１ꎬ但西藏

尚无该种记录ꎮ 作者所在项目组在 ２０２２ 年对采自西藏色季

拉山的标本进行鉴定时发现了苞片苔ꎮ 该种及苞片苔属和苞

片苔科均为西藏苔藓植物新记录ꎮ 苞片苔的形态特征见图 １ꎬ
凭证标本存放于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院植物标本室(ＢＡＵ)ꎬ
标本号为 ２０２２０７２６０５８ꎮ

苞片苔 Ｃａｌｙｃｕｌａｒｉａ ｃｒｉｓｐｕｌａ Ｍｉｔｔ.(苞片苔科 Ｃａｌｙｃｕｌａｒｉａｃｅａｅ
苞片苔属 Ｃａｌｙｃｕｌａｒｉａ Ｍｉｔｔ.)

产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色季拉山ꎬ生于栒子(Ｃｏｔｏｎｅａｓｔｅｒ
ｓｐ.)灌丛下湿润岩面的薄土上ꎮ 分布于中国广西、广东、云南、
台湾、四川和贵州ꎻ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泰国、埃塞俄比

亚、坦桑尼亚、赞比亚、马拉维、墨西哥和哥斯达黎加也有分

布[２]ꎬ[３]５７２ꎬ[９] ꎮ 叶状体长达 ４ ｃｍꎬ宽 ０.５ ~ ０.７ ｃｍꎬ不分枝或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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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植物体 Ｐｌａｎｔｓꎻ Ｂ: 雄苞片和精子器 Ｍａｌｅ ｓｃａｌｅｓ ａｎｄ ａｎｔｈｅｒｉｄｉａꎻ Ｃ: 雄株ꎬ箭头示圆裂状结构 Ｍａｌｅ ｐｌａｎｔꎬ ｔｈｅ ａｒｒｏｗ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ｌｏｂｅ￣ｌｉｋ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ꎻ Ｄ:
精子器 Ａｎｔｈｅｒｉｄｉｕｍꎻ ＥꎬＦ: 雄苞片 Ｍａｌｅ ｓｃａｌｅｓꎻ Ｇ: 精子器壁 Ｗａｌｌ ｏｆ ａｎｔｈｅｒｉｄｉｕｍꎻ Ｈ: 两翼细胞(背面观)Ｃｅｌ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ｉｎｇｓ (ｄｏｒｓａｌ ｖｉｅｗ)ꎻ Ｉ: 腹鳞片
Ｖｅｎｔｒａｌ ｓｃａｌｅｓꎻ ＪꎬＫ: 叶状体横切面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ａｌｌｕｓ.

图 １　 西藏苞片苔的形态特征
Ｆｉｇ. １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ａｌｙｃｕｌａｒｉａ ｃｒｉｓｐｕｌａ Ｍｉｔｔ. ｉｎ Ｔｉｂｅｔ

状分枝ꎬ两翼边缘波曲ꎬ深圆裂片状ꎻ中肋明显ꎬ向腹面凸出ꎬ
无中轴ꎮ 横切面中部 ９~ １５ 个细胞厚ꎬ向边缘逐渐变薄ꎬ单层

细胞 １８~４０ 个ꎮ 腹鳞片透明ꎬ略带紫红色ꎬ披针形ꎬ基部 ４ ~ ８

个细胞宽ꎬ具纤毛或粘液细胞ꎬ细胞具油体ꎮ 雌雄异株ꎮ 精子

器白色至浅绿色ꎬ球形ꎬ直径 ２３０ ~ ３００ μｍꎬ近无柄ꎬ生于中肋

背面的雄苞片下ꎬ多列ꎬ主要集中于雄配子体前部ꎬ精子器壁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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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层ꎬ细胞具油体ꎮ 雄苞片单层ꎬ浅绿色至绿色ꎬ宽 ４５０~ １ ７００
μｍꎬ高 ３００~９００ μｍꎬ大小多变ꎬ具粘液细胞ꎬ先端 ２ ~ ７ 裂ꎬ裂
深达雄苞片高度的 １ / ８~２ / ３ꎮ 未见雌株和孢子体ꎮ

凭证标本:邵小明ꎬ洪嘉康ꎬ董营 ２０２２０７２６０５８ꎬ ２０２２ －
０７－２６ꎻ西藏自治区林芝市色季拉山西藏林芝高山森林生

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ꎬ东经 ９４° ２４′３９. ９７″、北纬

２９°４２′５２.２５″ꎬ海拔 ３ ７１２ ｍꎮ
苞片苔属易与溪苔属(Ｐｅｌｌｉａ Ｒａｄｄｉ)、南溪苔属(Ｍａｋｉｎｏａ

Ｍｉｙａｋｅ)、 波 叶 苔 属 ( Ｍｏｅｒｃｋｉａ Ｇｏｔｔｓｃｈｅ ) 和 带 叶 苔 属

(Ｐａｌｌａｖｉｃｉｎｉａ Ｇｒａｙ)等混淆ꎬ与溪苔属和南溪苔属的主要区别

为苞片苔属植物具披针形腹鳞片[１－２] ꎬ与波叶苔属和带叶苔属

的主要区别为苞片苔属植物中肋横切不具中轴[２] ꎮ
苞片苔与 Ｃ. ｌａｘａ在配子体上的主要区别为:１)苞片苔叶

状体边缘呈深圆裂片状ꎬ而 Ｃ. ｌａｘａ 叶状体边缘不呈深圆裂片

状ꎻ２)苞片苔叶状体有时具腹枝ꎬ而 Ｃ. ｌａｘａ 叶状体不具腹枝ꎻ
３)苞片苔叶状体横切面边缘单层细胞列数为 １８ ~ ４０( ~ ５０)ꎬ
而 Ｃ. ｌａｘａ的则为 ３~ ２０( ~ ３０) [２] ꎮ 此外ꎬ苞片苔与 Ｃ. ｌａｘａ 还

可通过假蒴萼形态、蒴柄横切和孢子纹饰等特征进行区

分[２ꎬ９] ꎮ 从现有资料来看ꎬ苞片苔属植物雌苞片和腹鳞片的大

小、形态多变ꎬ 不适合作为该属的 分 类 特 征[２]ꎬ[８]５２２ꎮ 在

Ｋ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ｏｖａ 等[２]发表论文的图版中ꎬ苞片苔的雄苞片上部深

裂ꎬ而 Ｃ. ｌａｘａ的则为浅裂ꎬ但文中未对该特征进行文字描述和

比较ꎮ 作者通过标本观察和文献查阅ꎬ发现苞片苔的雄苞片

大小多变ꎬ且先端不整齐齿裂ꎬ裂片数和裂片深度变化较大ꎮ
因此ꎬ无法通过这一特征区分苞片苔属的 ２ 种植物ꎬ但可作为

苞片苔属与其他相近属的区别ꎬ如溪苔属和南溪苔属植物的

精子器隐陷于叶状体背部ꎬ无雄苞片[３]５７０－５７３ꎮ 综上所述ꎬ可以

通过叶状体外形、叶状体横切面边缘单层细胞列数、假蒴萼形

态、蒴柄横切面和孢子纹饰等特征区分苞片苔属的 ２ 种植物ꎬ
而雌苞片、雄苞片和腹鳞片不适宜作为这 ２ 种的区别特征ꎮ

已报道的苞片苔主要分布于海拔 １ ３００ ~ ３ ５００ ｍ 热带地

区的山区[２] ꎮ ２００５ 年ꎬＬｏｎｇ 在中国云南(东经 ９８°４１′４９″、北纬

２７°１２′１７″ꎬ海拔 ３ ６６０ ｍ)采集到的苞片苔(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ｂｉｆ.
ｏｒｇ / ｚｈ /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 ５７４９５８９２２)是已有报道中的最高海拔记录ꎻ
２００４ 年ꎬＳｈｅｖｏｃｋ 在中国云南(东经 ９８°４１′５６″、北纬 ２７°１２′４９″ꎬ
海拔 ３ ６１０ ｍ) 采集到的苞片苔 (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ｇｂｉｆ. ｏｒｇ / ｚｈ /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 １８５０９９８２８９)是已有报道中的最高纬度记录ꎮ 本文

中报道的苞片苔采集于西藏林芝高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

科学观测研究站附近的栒子灌丛下(东经 ９４°２４′３９.９７″、北纬

２９°４２′５２.２５″ꎬ海拔 ３ ７１２ ｍ)ꎮ 该发现不仅丰富了西藏苔藓植

物的科、属记录ꎬ还提高了苞片苔分布的海拔和纬度上限ꎮ 这

可能是由于色季拉山受印度洋通过雅鲁藏布江的水气通道北

上的暖湿气流的影响ꎬ气候较为温暖湿润ꎬ因此ꎬ该种可以在

中国更北部以及海拔更高的地区生存ꎮ

致谢: 西藏农牧学院西藏高原生态研究所王瑞红实验师和马

和平教授以及资源与环境学院叶彦辉副教授在野外调查过程

中给予了支持与帮助ꎬ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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