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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贵州植物志»、«中国植物志»、«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记载贵州分布的杜鹃花属(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Ｌｉｎｎ.)植物种

类ꎬ通过查阅国内十余家植物标本馆(室)和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保存或记载的采自贵州的杜鹃花属植物标本ꎬ结
合野外实地调查结果ꎬ考证贵州杜鹃花属植物种类及其地理分布ꎮ 结果表明:３个植物志中记载贵州分布的杜鹃花

属植物有 ９２种(含亚种和变种)ꎮ 经过标本查阅和实地考证ꎬ贵州大花杜鹃(Ｒ. ｍａｇｎｉｆｌｏｒｕｍ Ｗ. Ｋ. Ｈｕ)在形态分类

上存在问题ꎬ不应作为独立的种ꎬ应作为异名ꎬ并入大果杜鹃(Ｒ. ｇｌａｎｄｕｌｉｆｅｒｕｍ Ｆｒａｎｃｈ.)ꎻ皱皮杜鹃(Ｒ. ｗｉｌｔｏｎｉｉ Ｈｅｍｓｌ.
ｅｔ Ｗｉｌｓ.)、碟花杜鹃(Ｒ. ａｂｅｒｃｏｎｗａｙｉ Ｃｏｗａｎ)、树形杜鹃(Ｒ. ａｒｂｏｒｅｕｍ Ｓｍｉｔｈ)、不凡杜鹃(Ｒ. ｉｎｓｉｇｎｅ Ｈｅｍｓｌ. ｅｔ Ｅ. Ｈ.
Ｗｉｌｓ.)、猴头杜鹃(Ｒ. ｓｉｍｉａｒｕｍ Ｈａｎｃｅ)、圆叶杜鹃(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ｉａｎｕｍ Ｒｅｈｄ. ｅｔ Ｗｉｌｓ.)、大云锦杜鹃(Ｒ. ｆａｉｔｈｉａｅ Ｃｈｕｎ)、
问客杜鹃(Ｒ. ａｍｂｉｇｕｕｍ Ｈｅｍｓｌ.)、毛柄杜鹃(Ｒ. 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ｉａｎｕｍ Ｆｏｒｒｅｓｔ ｅｘ Ｈｕｔｃｈ.)和南岭杜鹃(Ｒ. ｌｅｖｉｎｅｉ Ｍｅｒｒ.)的标本

鉴定有误ꎬ且在实地考证中未发现这些种类ꎬ因此认为这些种类在贵州没有分布ꎻ长鳞杜鹃(Ｒ. ｌｏｎｇｅｓｑｕａｍａｔｕｍ Ｃ.
Ｋ. Ｓｃｈｎｅｉｄ.)、亮叶杜鹃(Ｒ. ｖｅｒｎｉｃｏｓｕｍ Ｆｒａｎｃｈ.)、腺果杜鹃(Ｒ. ｄａｖｉｄｉｉ Ｆｒａｎｃｈ.)、田林马银花(Ｒ. ｔｉａｎｌｉｎｅｎｓｅ Ｐ. Ｃ. Ｔａｍ)
和黄花杜鹃(Ｒ. ｌｕｔｅｓｃｅｎｓ Ｆｒａｎｃｈ.)未见采自贵州的标本ꎬ且在实地考证中未发现这些种类ꎬ另外ꎬ小花杜鹃(Ｒ.
ｍｉｎｕｔｉｆｌｏｒｕｍ Ｈｕ)在«贵州植物志»出版前未发现采自贵州的标本ꎬ在实地考证中也未发现该种ꎬ因此这 ６ 个种类在

贵州的分布存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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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鹃花属(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Ｌｉｎｎ.)植物资源丰富ꎬ
特有种类较多ꎬ常生长在陡坡或岩石上ꎬ不但在园林

观赏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ꎬ而且在生态景观和水

土保持方面具有重要作用ꎮ 中国西南地区是杜鹃花

属植物的分布和分化中心ꎬ特有种类占比较高[１－２]ꎬ
而且西南地区地形起伏变化剧烈ꎬ形成了很多复杂的

小气候环境ꎬ致使该区域的植物形态具有渐变或过渡

类型[３－４]ꎬ给植物准确鉴定造成一定的困难ꎮ 虽然分

子生物学技术能够为杜鹃花属物种鉴定提供重要的

参考依据甚至有力佐证[５－６]ꎬ但实际上分子生物学研

究结果的准确性仍需要依赖前期种类鉴定的准确性ꎮ
植物志是植物分类的重要典籍和工具书ꎬ对植物

分类研究具有重要影响ꎮ 伴随«贵州植物志»、«中国

植物志»、«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的陆续出版ꎬ贵州杜鹃花属

植物分类越来越明晰ꎮ 国内学者还对中国杜鹃花属

或其 部 分 亚 属 和 分 类 群 进 行 了 系 统 研 究 和 修

订[７－９]ꎬ[１０]１－６１２ꎬ[１１]１－２８９ꎬ但这些研究关于贵州杜鹃花属

植物的针对性不强ꎬ并且相关学者关于贵州杜鹃花属

植物的研究基本沿用了植物志的分类记载[１２]且局限
在贵州的个别区域[１３]ꎬ同时ꎬ很多研究报道关注的是
贵州杜鹃花属植物的新种和分布新记录[１４－２６]ꎬ并未

对贵州分布的杜鹃花属植物进行系统考证ꎮ 随着研

究的不断深入ꎬ笔者发现 ３个植物志中记载的贵州杜

鹃花属植物存在一些分类问题ꎮ 鉴于此ꎬ在野外调查

及查阅标本和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ꎬ笔者对贵州杜

鹃花属植物进行了系统梳理ꎬ以期明确目前贵州确有

分布的杜鹃花属植物ꎬ为贵州杜鹃花属植物分类和分

子鉴定研究提供基础资料ꎬ并为贵州杜鹃花属植物的

多样性保护和利用提供参考依据ꎮ

１　 研究方法

以«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的编排系统为基础ꎬ通过查阅

«贵州植物志»、«中国植物志»、«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记录

贵州分布的杜鹃花属植物的中文名、拉丁名、分布地、
海拔、贵州模式地标本等基础信息ꎬ初步形成数据库ꎮ
在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 (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ｃｖｈ. ａｃ. ｃｎ /
ｉｎｄｅｘ.ｐｈｐ)检索采自贵州的杜鹃花属植物标本ꎬ并在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ＰＥ)、中国科学院华

南植物园标本馆( ＩＢＳＣ)、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

所标本馆(ＫＵＮ)、四川大学生物系植物标本室(ＳＺ)、
广西植物研究所标本馆(ＩＢＫ)、贵州省生物研究所植

物标本馆 ( ＨＧＡＳ)、贵阳中医学院药学院标本室

(ＧＺＴＭ)、贵州大学林学院树木标本室(ＧＺＡＣ)、贵州

省林业学校树木标本室(ＧＦＳ)、六盘水师范学院生命

科学系植物标本室(ＬＰＳＮＵ)、江西省中国科学院庐

山植物园标本馆(ＬＢＧ)和贵州省林科院树木标本室

(ＧＦ)等调查馆藏的采自贵州的杜鹃花属植物标本ꎻ
对标本鉴定的可靠性进行初步确认ꎬ并结合标本的采

集地、采集人、鉴定人、采集时间、鉴定时间、物候、形
态特征记录等信息ꎬ形成考证信息完整的数据库ꎻ以
此数据库为基础ꎬ开展野外实地考证ꎬ针对疑惑种类

进行文献查证和反复的野外调查(包括记载产地及

贵州其他区域)ꎮ 由于«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出版后采集的

鉴定有误的标本与植物志记载无关ꎬ因此在标本考证

分析时未列出ꎮ

２　 研究结果

２.１　 基于植物志记载的贵州杜鹃花属植物统计

统计结果(附表 １)显示:«贵州植物志»记载贵州

分布的杜鹃花属植物有 ７７ 种(含亚种和变种ꎬ下同)ꎬ
«中国植物志»记载贵州分布的杜鹃花属植物有 ６２种ꎬ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记载贵州分布的杜鹃花属植物有 ６６
种ꎬ合并异名后贵州分布的杜鹃花属植物有 ９２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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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作异名处理的种类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ｇｌａｎｄｕｌｉｆｅｒｕｍ Ｆｒａｎｃｈ. ｉｎ Ｂｕｌｌ. Ｓｏｃ.
Ｂｏｔ. Ｆｒａｎｃｅꎬ ３３: ２３１. １８８６ꎻ Ｔａｇｇ ｉｎ 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ꎬ Ｓｐｅｃ.
Ｒｈｏｄｏｄ. ２７３. １９３０ꎻ Ｃｕｌｌｅｎ ｅｔ Ｃｈａｍｂ. ｉｎ Ｎｏｔ. Ｂｏｔ.
Ｇａｒｄ. Ｅｄｉｎｂ. ３７: ３３０. １９７９ꎻ Ｃｈａｍｂ. ｉｎ Ｎｏｔ. Ｂｏｔ. Ｇａｒｄ.
Ｅｄｉｎｂ. ３９: ２２９. １９８２ꎻ 云南植物志 ４: ３６３. １９８６.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ｍａｇｎｉｆｌｏｒｕｍ Ｗ. Ｋ. Ｈｕ ｉｎ
Ｒｈｏｄｏｄ. Ｎｏｔ. ｅｔ Ｒｅｃｏｒ. ２: ３１. ｆ. ３. １９８５.

贵州:安龙县龙山区龙头大山ꎬ党成忠 ８９８(ＨＧＡＳ)ꎻ
贞丰县龙场区龙头山ꎬ党成忠 ２４９２(ＨＧＡＳ)ꎮ

在贵州大花杜鹃(Ｒ. ｍａｇｎｉｆｌｏｒｕｍ Ｗ. Ｋ. Ｈｕ)模
式标本采集地考察时发现ꎬ该地有 １种杜鹃花属植物

的绝大多数形态特征与 ３ 个植物志记载的贵州大花

杜鹃完全吻合ꎬ但其花冠 ６~１０ 裂的特征却与大果杜

鹃(Ｒ. ｇｌａｎｄｕｌｉｆｅｒｕｍ Ｆｒａｎｃｈ.)的花冠非常相似ꎮ 在查

阅 ２个种类发表时的特征描述[２７]后发现ꎬ除了贵州

大花杜鹃花冠 ５ 裂ꎬ叶和花大小略大于大果杜鹃外ꎬ
这 ２个种类的其他形态特征基本吻合ꎮ 笔者对贵州

大花杜鹃的模式标本〔党成忠 ８９８(ＨＧＡＳ)〕进行了

解剖分析ꎬ发现其花冠并不是 ５ 裂ꎬ而是 ７ 裂(图 １－
Ａ)ꎬ在模式产地的多次采集调查中也仅见到花冠 ６ ~
１０裂的植株(图 １－Ｂ)ꎮ 此外ꎬ 笔者还在中国数字植

物标本馆中查阅到大果杜鹃的主模式标本和副模式

标本(标本号均为 Ｄｅｌａｖａｙ Ｊ. Ｍ. ２９５)ꎬ二者的形态特

征与 ＨＧＡＳ保存的贵州大花杜鹃模式标本的形态特

征基本一致ꎬ因此ꎬ建议将贵州大花杜鹃并入大果杜

鹃ꎬ将其作为大果杜鹃的异名ꎮ
２.３　 贵州分布不成立种类

１)皱皮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ｗｉｌｔｏｎｉｉ Ｈｅｍｓｌ. ｅｔ Ｗｉｌｓ.
«贵州植物志» [２８]２３２记载产于大方(九龙山)ꎬ生

于海拔 １ ７００ ｍ 的山坡灌木丛中ꎮ 笔者仅查阅到

　 　 　

图 １　 贵州大花杜鹃模式标本〔党成忠 ８９８(ＨＧＡＳ)〕的花冠解剖结构
(Ａ)及模式产地植株的花冠(Ｂ)
Ｆｉｇ. １ 　 Ｃｏｒｏｌｌａ ａｎａｔｏｍ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ｙｐｅ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 ＤＡＮＧ
Ｃｈｅｎｇｚｈｏｎｇ ８９８ (ＨＧＡＳ)〕 (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ｏｌｌａ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ｙｐｅ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Ｂ) ｏｆ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ｍａｇｎｉｆｌｏｒｕｍ Ｗ. Ｋ. Ｈｕ

１份采自贵州的皱皮杜鹃标本ꎬ即李永康 １１６８２
(ＨＧＡＳ)ꎬ该标本于 １９８４ 年采自大方县九龙山ꎬ同年

由张秀实(«贵州植物志»主编之一)鉴定ꎬ由此推断

«贵州植物志»中关于皱皮杜鹃的记载依据此标本ꎮ
然而ꎬ２００８ 年陈翔将该标本鉴定为皱叶杜鹃 ( Ｒ.
ｄｅｎｕｄａｔｕｍ Ｌｖｌ.)ꎮ 比较发现ꎬ这 ２ 个种类的叶片均

具褶皱ꎬ容易混淆ꎬ但皱叶杜鹃叶卵状披针形或长圆

状披针形ꎬ叶背面具较薄的淡黄色毛被ꎬ花丝无毛ꎻ而
皱皮杜鹃叶倒卵状ꎬ叶背面具厚的深棕色毛被ꎬ花丝

有毛ꎮ 根据这 ２个种类的形态特征差异ꎬ笔者也认为

该标本应为皱叶杜鹃ꎮ 实地考证也未发现皱皮杜鹃ꎮ
２)碟花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ａｂｅｒｃｏｎｗａｙｉ Ｃｏｗａｎ
«贵州植物志» [２８]２２７记载产于安龙(龙头大山)ꎬ

生于海拔 １ ６００ ~ １ ７００ ｍ 的山坡疏林中ꎮ 笔者共查

阅到 ２份采自贵州的碟花杜鹃标本:一份标本〔安顺

队 １０９６(ＧＦ)〕于 １９５９ 年采自盘县淤泥乡八大山ꎬ并
于 １９８７年由闵天禄鉴定ꎬ但经仔细核对ꎬ该标本应为

桃叶杜鹃(Ｒ. ａｎｎａｅ Ｆｒａｎｃｈ.)ꎬ且在实地考证中仅见

到桃叶杜鹃ꎻ另一份标本 〔蓝开敏 ２２４１ ( ＧＦＳ)〕于
１９８７年采自贵州桐梓狮溪ꎬ并于 １９９８年由 Ａｎ Ｍ. Ｔ.鉴
定ꎬ但经仔细核对ꎬ该标本应为凉山杜鹃(Ｒ. ｈｕａｎｕｍ
Ｗ. Ｐ. Ｆａｎｇ)ꎮ 在对安龙龙头大山的实地考证中发现

该地区分布的桃叶杜鹃叶偏小ꎬ花冠呈阔漏斗形ꎬ并
近似碟形ꎮ 由此推断ꎬ«贵州植物志»可能是将具有

极端形态的桃叶杜鹃误鉴定为碟花杜鹃ꎮ 与桃叶杜

鹃相比ꎬ碟花杜鹃叶较小且厚ꎬ叶背面具红色腺点ꎻ而
凉山杜鹃则较碟花杜鹃具有较大且明显的花萼ꎮ

３)树形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ａｒｂｏｒｅｕｍ Ｓｍｉｔｈ
«中国植物志» [２９]１７０－１７１和«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３０]３７９－３８０

记载产于贵州西部ꎻ«贵州植物志» [２８]２１５记载产于贵

州西部的大方县普底和黔西县金坡ꎮ 笔者共查阅到

５ 份采自贵州的树形杜鹃标本:一份标本〔何顺志

８５００７(ＧＺＴＭ)〕于 １９８５ 年采自大方县普底ꎬ同年由

何顺志鉴定ꎻ还有一份标本〔何顺志 ８５００４(ＧＺＴＭ)〕
于 １９８５年采自黔西县金坡ꎬ同年由张天伦鉴定ꎬ由此

推断«贵州植物志»中关于树形杜鹃的记载依据这

２份标本ꎮ 另外ꎬ李永康 １１６６８(ＨＧＡＳ)于 １９８５ 年采

自大方县百纳ꎬ并于 １９８６ 年由张秀实鉴定ꎻ王再先

３４５(ＧＺＴＭ)于 １９８６年采自贵州黔西纸厂区桶丼ꎬ同
年由苟向霖鉴定ꎻ禹平华 １３１０(ＬＧＢ)于 １９５７ 年采自

赫章县财神ꎬ并于 １９８６ 年由胡文光鉴定ꎮ 经仔细核

对ꎬ这 ５份标本应为马缨杜鹃(Ｒ.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 Ｆｒａｎｃｈ.)ꎬ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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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考证也仅见马缨杜鹃ꎮ 二者区别为马缨杜鹃花冠

钟形ꎬ树形杜鹃花冠管状钟形ꎬ且花梗和子房具腺体ꎮ
４)不凡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ｉｎｓｉｇｎｅ Ｈｅｍｓｌ. ｅｔ Ｅ. Ｈ.

Ｗｉｌｓ.
«中国植物志» [３１]１４９和«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３０]３７４记载

产于贵州西北部ꎮ 笔者共查阅到 ３份于 １９５７ 年 ９ 月

采自贵州的不凡杜鹃标本ꎬ分别为禺平华 ２４４
(ＫＵＮ)、禺平华 ２９７(ＫＵＮ)、禺平华 ７８３(ＫＵＮ)ꎬ前
２份标本均采自毕节生机乡照子山老林ꎬ后 １ 份标本

采自毕节林口鸡窝老林ꎬ并均于 １９８２ 年由方明渊鉴

定ꎮ 推断«中国植物志»和«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中关于贵

州分布的不凡杜鹃的记载应依据这些标本ꎮ 经实地

考证和标本比对ꎬ这些标本均应为光枝杜鹃(Ｒ. ｈａｏｆｕｉ
Ｃｈｕｎ ｅｔ Ｗ. Ｐ. Ｆａｎｇ)ꎮ 不凡杜鹃与光枝杜鹃的区别在

于前者叶长宽比较小ꎬ叶基部呈狭楔形或楔形ꎬ而后

者叶基部呈圆形或宽楔形ꎮ 另外ꎬ在标本采集地和贵

州其他地方的实地考证中也未见到不凡杜鹃ꎮ
５)猴头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ｓｉｍｉａｒｕｍ Ｈａｎｃｅ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３０]３７５记载产于贵州ꎻ«贵州植物

志» [２８]２３０记载产于黄平、施秉(佛顶山)ꎮ 笔者共查阅

到采自贵州从江、大方、榕江和道真等地的多份猴头

杜鹃标本:贵州农学院采集队 ７７０１２３(ＧＺＡＣ)于 １９７７
年采自从江ꎬ蓝开敏无号(ＧＺＡＣ)于 １９７３ 年采自大

方百纳ꎬ这 ２份标本均于 ２０１５年由王加国鉴定ꎬ经仔

细核对ꎬ这 ２份标本的叶披针形或椭圆形ꎬ顶端渐尖ꎬ
基部宽楔形较圆ꎬ符合光枝杜鹃的形态特征ꎬ而猴头

杜鹃叶倒披针形或倒卵状椭圆形ꎬ顶端圆钝或锐尖ꎬ
基部下延成楔形ꎻ贵州农学院采集队无号(ＧＺＡＣ)于
１９８４年采自道真ꎬ贵州农学院采集队 ３５０２(ＧＺＡＣ)于
１９８１年采自榕江ꎬ经仔细核对ꎬ这 ２ 份标本小枝具毛

被ꎬ叶 倒 卵 形ꎬ 先 端 渐 尖ꎬ 符 合 倒 矛 杜 鹃 ( Ｒ.
ｏｂｌａｎｃｉｆｏｌｉｕｍ Ｆａｎｇ ｆ.)的形态特征ꎬ与实地考证结果相

吻合ꎮ 由此推断 ２ 个植物志中记载的猴头杜鹃很可

能是鉴定失误所致ꎮ
６)圆叶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ｉａｎｕｍ Ｒｅｈｄ. ｅｔ

Ｗｉｌｓ.
«中国植物志» [３１]６８和«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３０]３５０记载

产于贵州西部ꎻ«贵州植物志» [２８]２２３记载产于兴义(靖
南)ꎬ生于海拔 １ ５００ ｍ 的山地灌丛中ꎮ 笔者仅查阅

到 ２份采自贵州的圆叶杜鹃标本:一份标本〔安顺队

１１５８(ＫＵＮ)〕于 １９５９年采自贵州西部盘县八大山的

标本ꎬ并于 １９７８年由冯国楣、闵天禄鉴定ꎬ推测«中国

植物志»和«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中关于圆叶杜鹃贵州西部

的记载可能依据此标本ꎮ 然而ꎬ２００３ 年耿玉英却将

保存在 ＰＥ的同号标本鉴定为心基杜鹃〔Ｒ. ｏｒｂｉｃｕｌａｒｅ
ｓｕｂｓｐ. ｃａｒｄｉｏｂａｓｉｓ (Ｓｌｅｕｍｅｒ) Ｃｈａｍｂ.〕ꎮ 经仔细核对ꎬ
笔者赞同耿玉英的鉴定结果ꎬ实地考证结果也证实耿

玉英的鉴定结果准确ꎮ 另一份标本 〔安明态 ０１３９
(ＧＺＡＣ)〕于 ２００１年采自麻江县大开田ꎬ同年由安明

态鉴定ꎬ但是ꎬ笔者发现该标本具备睡莲叶杜鹃(Ｒ.
ｎｙｍｐｈａｅｏｉｄｅｓ Ｗ. Ｋ. Ｈｕ)的形态特征ꎬ应为种类误鉴ꎬ
在实地考证中也未见到圆叶杜鹃ꎮ 圆叶杜鹃叶脉两

面隆起成网状、花丝无毛的形态特征明显有别于心基

杜鹃和睡莲叶杜鹃ꎮ
７)大云锦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ｆａｉｔｈｉａｅ Ｃｈｕｎ
«贵州植物志» [２８]２２２记载产于贵州雷山(雷公山

山顶)ꎮ 笔者仅查阅到 ２份采自贵州的大云锦杜鹃标

本:简焯波 ５１２０４(ＰＥ)于 １９６７年采自雷公山山顶ꎬ并
于 １９８０年由胡文光鉴定ꎬ推断«贵州植物志»中关于

大云锦杜鹃的记载依据此标本ꎮ 然而ꎬ该标本并不完

整ꎮ 笔者在实地考证中未发现该种ꎬ仅见到云锦杜鹃

(Ｒ.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Ｌｉｎｄｌ.)ꎮ 二者区别在于大云锦杜鹃的叶

和花较大ꎬ柱头盘状、宽大ꎬ花瓣有缺刻ꎮ 李义 ００２６４
〔遵义师范学院植物标本馆(ＺＹ)〕在中国数字植物标

本馆中查阅获得ꎬ该标本于 １９８９ 年采自绥阳宽阔水ꎬ
并由谢庆书鉴定ꎬ但未记载鉴定时间ꎮ 根据该标本叶

大、 叶基部渐狭成楔形的特征判断此标本应为疏花

美容杜鹃(Ｒ. ｃａｌｏｐｈｙｔｕｍ ｖａｒ. ｐａｕｃｉｆｌｏｒｕｍ Ｗ. Ｋ. Ｈｕ)ꎮ
８)问客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ａｍｂｉｇｕｕｍ Ｈｅｍｓｌ.
«贵州植物志» [２８]２０５记载产于贵州南部、东北部ꎬ

生于海拔 １ ２００ ｍ 的山地疏林中ꎮ 笔者在中国数字

植物标本馆查阅到多份采自贵州的问客杜鹃标本:邓
世伟 ９０００３〔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标本室(ＡＵ)、
ＩＢＳＣ〕和邓世伟 ９０１５７(ＡＵ、ＩＢＳＣ)于 １９３６ 年采自贵

州(未记载具体地点)ꎬ均于 １９５６ 年由 Ｃｈｕｎ Ｗ. Ｙ.鉴
定ꎻ张志松 ４０１８９８( ＩＢＳＣ)于 １９６４ 年采自贵州梵净

山ꎬ于 １９６５ 年由 Ｃｈａｎｇ Ｈ. Ｓ.鉴定ꎻＳｉｎ Ｓ. Ｓ. ５１４４７
(ＩＢＳＣ)于 １９３１年采自贵州梵净山ꎬ由Ｍｅｒｒｉｌｌ Ｅ. Ｄ.鉴
定ꎬ但未记载鉴定时间ꎮ 推断«贵州植物志»中关于

问客杜鹃的记载依据上述标本ꎮ 然而ꎬ这些标本后来

在 ＩＢＫ 和 ＰＥ 被金存礼重新鉴定为锈叶杜鹃 ( Ｒ.
ｓｉｄ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Ｆｒａｎｃｈ.)ꎮ 经仔细核对ꎬ这几份标本应

为锈叶杜鹃ꎮ 另外ꎬＧＺＡＣ 保存的多份采自贵阳、绥
阳的问客杜鹃标本于 ２０１２年被 Ｙｕ Ｄ. Ｈ.鉴定为问客

６７



第 ４期 戴晓勇ꎬ 等: 基于植物志记载的贵州杜鹃花属植物种类考证

杜鹃ꎬ但经仔细核对ꎬ这些标本均应为毛肋杜鹃(Ｒ.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ｉｉ Ｈｅｍｓｌ.)ꎮ 笔者在上述标本记载地并未见

到问客杜鹃ꎬ只发现了毛肋杜鹃或锈叶杜鹃ꎮ 值得一

提的是ꎬ在贵州分布较广的毛肋杜鹃在 ３个植物志中

均未有贵州分布记载ꎮ 另外ꎬ问客杜鹃的花为黄色或

淡黄色ꎬ明显有别于毛肋杜鹃和锈叶杜鹃ꎮ
９)毛柄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ｉａｎｕｍ Ｆｏｒｒｅｓｔ

ｅｘ Ｈｕｔｃｈ.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３０]２７３记载仅产于贵州ꎻ«中国植

物志» [２９]４０ 记载产于贵州贵定、安龙ꎻ «贵州植物

志» [２８]２０１记载产于安龙(龙头大山)、贵定(云雾山)ꎬ
生于海拔 １ ５００ ~ １ ６００ ｍ 的沟边岩石上ꎮ 笔者查阅

到多份采自贵州的毛柄杜鹃标本:贵州队 ４７１８(ＰＥ)
于 １９６０年采自安龙龙头大山ꎬ并于 ２００３ 年由耿玉英

鉴定ꎻ武陵山考察队 ７２７(ＧＦＳ)于 １９８８年采自贵州梵

净山ꎬ并于 １９９８年由 Ａｎ Ｍ. Ｔ.鉴定ꎻＷａｎｇｅｔ Ｃｈａｎｇ ｅｔ
Ｃｈｅｎ ｄ０４３９(ＧＦＳ)于 １９８４ 年采自道真大沙河ꎬ并于

１９９８年由 Ａｎ Ｍ. Ｔ.鉴定ꎻ林长松 ３１(ＬＰＳＮＵ)于 １９９５
年采自水城ꎬ同年由林长松鉴定ꎮ 通过仔细查阅标本

和实地考证ꎬ笔者认为上述标本均不是毛柄杜鹃ꎬ在
实地考证以及贵州其他地区发现的植物均应为树枫

杜鹃〔Ｒ. ｃｈａｎｇｉｉ (Ｗ. Ｐ. Ｆａｎｇ) Ｗ. Ｐ. Ｆａｎｇ〕ꎮ 毛柄杜

鹃和树枫杜鹃的区别在于前者花梗具粗毛ꎬ花萼边缘

具纤毛ꎬ花柱基部具稀疏鳞片ꎬ而后者均无ꎮ
１０)南岭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ｌｅｖｉｎｅｉ Ｍｅｒｒ.
«中国植物志» [２９]３８－３９和«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３０]２７２记

载产于贵州ꎻ«贵州植物志» [２８]２００记载产于贵定(云雾

山)ꎮ 笔者查阅到 ３ 份采自贵州的南岭杜鹃标本:蒋
英 ９１９３ ( ＩＢＳＣ)于 １８３０ 年采自贞丰ꎬ贵州队 ８５２９
(ＩＢＳＣ)于 １９６０ 年采自威宁ꎬ贵州队 ４７１８( ＩＢＳＣ)于
１９６０年采自安龙龙头大山ꎬ上述标本均由陈少卿鉴

定ꎬ但未记载鉴定日期ꎮ 推断 ３个植物志中关于贵州

分布的南岭杜鹃的记载可能依据这些标本ꎮ 然而ꎬ同
号标本〔蒋英 ９１９３(ＰＥ)〕均被金存礼鉴定为长柱睫

毛萼杜鹃 〔Ｒ. ｃｉｌｉｉｃａｌｙｘ ｓｕｂｓｐ. ｌｙｉ (Ｈ. Ｌéｖｌ.) Ｒ. Ｃ.
Ｆａｎｇ〕ꎮ 经仔细核对ꎬ笔者也认为蒋英 ９１９３(ＩＢＳＣ)和
贵州队 ８５２９(ＩＢＳＣ)应为长柱睫毛萼杜鹃ꎬ而贵州队

４７１８(ＩＢＳＣ)应为树枫杜鹃ꎮ 另外ꎬ笔者在实地考证

中未发现南岭杜鹃ꎬ并且在贵州其他地区也未见到南

岭杜鹃ꎬ但发现在贵定云雾山(与«贵州植物志»记载

产地 吻 合 )、 独 山 县 大 风 坪 的 百 合 花 杜 鹃 ( Ｒ.
ｌｉｌｉｉｆｌｏｒｕｍ Ｈ. Ｌéｖｌ.)出现形态渐变ꎬ小枝和叶柄具有

长硬毛ꎬ叶上面微具长硬毛ꎬ这些形态特征与南岭杜

鹃极为相似ꎬ并且二者叶型也较为相似ꎬ故认为«贵
州植物志»关于南岭杜鹃的记载可能是种类误鉴ꎮ
南岭杜鹃叶具缘毛和顶端圆钝至微凹的特征与长柱

睫毛萼杜鹃和百合花杜鹃明显不同ꎮ
２.４　 贵州分布存疑种类

«贵州植物志»记载长鳞杜鹃(Ｒ. ｌｏｎｇｅｓｑｕａｍａｔｕｍ
Ｃ. Ｋ. Ｓｃｈｎｅｉｄ.)产于贵州梵净山、绥阳宽阔水[２８]２１３ꎬ
亮叶杜鹃(Ｒ. ｖｅｒｎｉｃｏｓｕｍ Ｆｒａｎｃｈ.)产于黔西北[２８]２２２ꎬ
腺 果 杜 鹃 ( Ｒ. ｄａｖｉｄｉｉ Ｆｒａｎｃｈ.) 产 于 贵 州 梵 净

山[２８]２２２－２２３ꎻ « 中 国 植 物 志 » [３１]３４６－３４８ 和 «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３０]４２８ 记载田林马银花 ( Ｒ. ｔｉａｎｌｉｎｅｎｓｅ Ｐ. Ｃ.
Ｔａｍ)产于贵州东南部ꎻ３ 个植物志均记载黄花杜鹃

(Ｒ. ｌｕｔｅｓｃｅｎｓ Ｆｒａｎｃｈ.)产于贵州贵定[２８]２０５ꎬ[２９]６６ꎬ[３０]２８２ꎮ
这些种类既未查阅到采自贵州的标本ꎬ又未在实地考

证中发现ꎬ因此ꎬ这 ５个种类在贵州的分布存疑ꎮ
另 外ꎬ «贵 州 植 物 志 » 记 载 小 花 杜 鹃 ( Ｒ.

ｍｉｎｕｔｉｆｌｏｒｕｍ Ｈｕ)产于贵州兴义[２８]２４５ꎬ虽然笔者查阅

到 ２份在«贵州植物志»出版后采自贵州的标本〔高
连明 ＧＫＭ－０７(ＫＵＮ)、张华海补 ０２０(ＧＺＡＣ)〕ꎬ但经

仔细核对ꎬ这 ２份标本应为普定杜鹃(Ｒ. ｐｕｄｉｎｇｅｎｓｅ Ｘ.
Ｙ. Ｄａｉꎬ Ｃ. Ｈ. Ｙａｎｇ ｅｔ Ｙ. Ｐ. Ｍａ)ꎬ并且在实地考证中未

见到小花杜鹃ꎮ 因此ꎬ该种在贵州的分布也存疑ꎮ

３　 讨论和结论

从 ３ 个植物志中记载的贵州杜鹃花属植物的地

理分布看ꎬ这些记载均没有引证标本ꎬ因此ꎬ目前尚无

法明确标本和植物志中记载的种类与地理分布信息

之间的关联ꎮ 鉴于笔者查阅的植物标本多为 ３ 个植

物志的编写者或植物分类学者采集或鉴定的标本ꎬ若
植物志记载的分布地与标本采集地吻合ꎬ但在实地考

证中并未发现记载种类而仅见形态特征相似的其他

种类ꎬ则可以推断植物志记载有误ꎬ并且可以确认这

些种类目前在贵州尚未见分布ꎮ
系统分析发现ꎬ３个植物志中记载的贵州分布的

杜鹃花属植物尚有个别种类有待进一步明确ꎮ 例如:
玫色杜鹃(Ｒ. ｖａｎｉｏｔｉｉ Ｈ. Ｌéｖｌ.)除了模式标本外ꎬ至今

未查阅到其他标本ꎬ且未见到任何关于该种的报道ꎬ
笔者在实地考证中也未发现具有该种明确形态特征

的植物ꎻ黔中杜鹃(Ｒ. ｆｅｄｄｅｉ Ｈ. Ｌéｖｌ.)的模式标本采

自贵州贵定云雾山ꎬ«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３０]４３１记载该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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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的贵定和雷山均有分布ꎬ笔者在实地考证中发现

该种与长蕊杜鹃的形态特征极为相似ꎬ并且二者在分

布地混生ꎬ因此ꎬ这 ２ 个种是否为同一物种令人十分

怀疑ꎻ金孝锋[１１]１６１将八蕊杜鹃(Ｒ. ｏｃｔａｎｄｒｕｍ Ｍ. Ｙ.
Ｈｅ)并入潮安杜鹃(Ｒ. ｃｈａｏａｎｅｎｓｅ Ｔ. Ｃ. Ｗｕ ｅｔ Ｐ. Ｃ.
Ｔａｍ)ꎬ但除模式标本外ꎬ笔者至今未查阅到该种的其

他标本ꎬ也未见到任何关于该种的报道ꎬ根据笔者的

实地调查结果ꎬ八蕊杜鹃可能为野外杂交个体ꎮ
３个植物志记载贵州分布的杜鹃花属植物有 ９２

种ꎮ 经过标本查阅和实地考证ꎬ贵州大花杜鹃应作为

异名并入大果杜鹃ꎬ皱皮杜鹃等 １０ 种杜鹃花属植物

在贵州没有分布ꎬ长鳞杜鹃等 ６种杜鹃花属植物在贵

州的分布存疑ꎮ 另外ꎬ根据陈炳声等[３２]、李光照[３３]、
高连明等[３４]和耿玉英[８]的研究结果ꎬ建议将腺萼马

银花(Ｒ. ｂａｃｈｉｉ Ｈ. Ｌéｖｌ.)作为异名并入马银花〔Ｒ.
ｏｖａｔｕｍ (Ｌｉｎｄｌ.) Ｐｌａｎｃｈ.〕ꎮ 腺萼马银花和马银花的

主要区别是前者花萼裂片边缘密被腺毛ꎬ笔者在野外

调查中发现花萼裂片边缘的腺毛多少并不稳定ꎬ故赞

同上述观点ꎮ 金孝锋[１１]２１２将小花杜鹃作为贵定杜鹃

(Ｒ. ｆｕｃｈｓｉｉｆｏｌｉｕｍ Ｈ. Ｌéｖｌ.)的异名ꎬ但耿玉英[１０]３０９－３１０

认为ꎬ小花杜鹃叶小、小枝密集、花白色、花柱无糙伏

毛ꎬ有别于贵定杜鹃ꎬ将其作为贵定杜鹃的亚种———
小花杜鹃〔Ｒ. ｆｕｃｈｓｉｉｆｏｌｉｕｍ ｓｕｂｓｐ. ｍｉｎｕｔｉｆｌｏｒｕｍ (Ｈｕ)
Ｇｅｎｇ〕ꎬ笔者赞同这种处理ꎮ 另外ꎬ金孝锋[１１]７９－２４７将

亮毛杜鹃 ( Ｒ.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ｔｏｎ Ｆｒａｎｃｈ.)、广西杜鹃 ( Ｒ.
ｋｗａｎｇｓｉｅｎｓｅ Ｈｕ ｅｘ Ｔａｍ)作为异名并入岭南杜鹃(Ｒ.
ｍａｒｉａｅ Ｈａｎｃｅ)ꎬ将满山红(Ｒ. ｍａｒｉｅｓｉｉ Ｈｅｍｓｌ. ｅｔ Ｗｉｌｓ.)
作为异名并入丁香杜鹃(Ｒ. ｆａｒｒｅｒａｅ Ｔａｔｅ ｅｘ Ｓｗｅｅｔ)ꎬ
将广东杜鹃(Ｒ. ｋｗａｎｇｔｕｎｇｅｎｓｅ Ｍｅｒｒ. ｅｔ Ｃｈｕｎ)降级为

溪畔杜鹃(Ｒ. ｒｉｖｕｌａｒｅ Ｈａｎｄ.￣Ｍａｚｚ.)的变种———广东

杜鹃〔Ｒ. ｒｉｖｕｌａｒｅ ｖａｒ. ｋｗａｎｇｔｕｎｇｅｎｓｅ (Ｍｅｒｒ. ｅｔ Ｃｈｕｎ)
Ｘ. Ｆ. Ｊｉｎ ｅｔ Ｂ. Ｙ. Ｄｉｎｇ〕ꎮ 因此ꎬ３ 个植物志中记载的

贵州确有分布的杜鹃花属植物共有 ７４种ꎮ 综合上述

统计结果及研究者发布的贵州杜鹃花属植物新种和

新记录种[１４－２６]ꎬ结合统计其他文献发表的贵州新记

录种[３５－３８]ꎬ并初步排除其中不合理的种类ꎬ认为目前

贵州分布的杜鹃花属植物约有 １１０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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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１　 贵州杜鹃花属植物记载考证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记载１)

Ｒｅｃｏｒｄ１)
贵州分布考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备注
Ｒｅｍａｒｋ

皱皮杜鹃 Ｒ. ｗｉｌｔｏｎｉｉ ∗/—/— 未发现分布 Ｎｏ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ｏｕｎｄ
耳叶杜鹃 Ｒ. 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 印江、石阡和都匀等 Ｙｉｎｊｉａｎｇꎬ Ｓｈｉｑｉａｎꎬ Ｄｕｙｕｎꎬ ｅｔｃ.
碟花杜鹃 Ｒ. ａｂｅｒｃｏｎｗａｙｉ ∗/—/— 未发现分布 Ｎｏ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ｏｕｎｄ
短脉杜鹃 Ｒ. ｂｒｅｖｉｎｅｒｖｅ ∗/∗/∗ 雷公山、梵净山和都匀等 Ｌｅｉｇｏ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ꎬ Ｆａｎｊ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ꎬ Ｄｕｙｕｎꎬ ｅｔｃ.
光柱迷人杜鹃 Ｒ. ａｇａｓｔｕｍ ｖａｒ. ｐｅｎｎｉｖｅｎｉｕｍ ∗/—/— 织金 Ｚｈｉｊｉｎ
贵州杜鹃 Ｒ. ｇｕｉｚｈｏｕｅｎｓｅ —/∗/∗ 梵净山 Ｆａｎｊ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红花杜鹃 Ｒ. ｓｐａｎｏｔｒｉｃｈｕｍ ∗/—/— 盘县和水城等 Ｐａｎｘｉａｎꎬ Ｓｈｕｉｃｈｅｎｇꎬ ｅｔｃ. «贵州植物志»为光柱杜鹃 Ｒ.

ｓｐａｎｏｔｒｉｃｈｕｍ ｉｎ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红花露珠杜鹃 Ｒ. ｉｒｒｏｒａｔｕｍ ｓｕｂｓｐ. ｐｏｇｏｎｏｓｔｙｌｕｍ —/∗/∗ 贵州西部等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ꎬ ｅｔｃ.
露珠杜鹃 Ｒ. ｉｒｒｏｒａｔｕｍ ∗/∗/∗ 安龙、盘县和毕节市各县等 Ａｎｌｏｎｇꎬ Ｐａｎｘｉａｎꎬ ｅｖｅｒｙ

ｃｏｕｎｔｙ ｏｆ Ｂｉｊｉｅ Ｃｉｔｙꎬ ｅｔｃ.
迷人杜鹃 Ｒ. ａｇａｓｔｕｍ ∗/∗/∗ 大方、黔西、七星关和长顺等 Ｄａｆａｎｇꎬ Ｑｉａｎｘｉꎬ Ｑｉｘｉｎｇｇｕａｎꎬ

Ｃｈａｎｇｓｈｕｎꎬ ｅｔｃ.
石生杜鹃 Ｒ. ａｒａｉ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ｓｕｂｓｐ. ｌａｐｉｄｏｓｕｍ ∗/—/— 毕节、水城和安龙等 Ｂｉｊｉｅꎬ Ｓｈｕｉｃｈｅｎｇꎬ Ａｎｌｏｎｇꎬ ｅｔｃ.
桃叶杜鹃 Ｒ. ａｎｎａｅ ∗/∗/∗ 云岩、盘州、织金、黔西、大方、惠水、贵定、龙里、安龙和贞

丰等 Ｙｕｎｙａｎꎬ Ｐａｎｚｈｏｕꎬ Ｚｈｉｊｉｎꎬ Ｑｉａｎｘｉꎬ Ｄａｆａｎｇꎬ Ｈｕｉｓｈｕｉꎬ
Ｇｕｉｄｉｎｇꎬ Ｌｏｎｇｌｉꎬ Ａｎｌｏｎｇꎬ Ｚｈｅｎｆｅｎｇꎬ ｅｔｃ.

麻花杜鹃 Ｒ. ｍａｃｕｌｉｆｅｒｕｍ ∗/∗/∗ 道真、安龙和水城等 Ｄａｏｚｈｅｎꎬ Ａｎｌｏｎｇꎬ Ｓｈｕｉｃｈｅｎｇꎬ ｅｔｃ.
稀果杜鹃 Ｒ. ｏｌｉｇｏｃａｒｐｕｍ —/∗/∗ 梵净山 Ｆａｎｊ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长鳞杜鹃 Ｒ. ｌｏｎｇｅｓｑｕａｍａｔｕｍ ∗/—/— 未发现分布 Ｎｏ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ｏｕｎｄ 分布存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ｏｕｂｔｓ
马缨杜鹃 Ｒ.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 ∗/∗/∗ 毕节市各县、水城、长顺、都匀、惠水、三都和龙里等 Ｅｖｅｒｙ

ｃｏｕｎｔｙ ｏｆ Ｂｉｊｉｅ Ｃｉｔｙꎬ Ｓｈｕｉｃｈｅｎｇꎬ Ｃｈａｎｇｓｈｕｎꎬ Ｄｕｙｕｎꎬ
Ｈｕｉｓｈｕｉꎬ Ｓａｎｄｕꎬ Ｌｏｎｇｌｉꎬ ｅｔｃ.

树形杜鹃 Ｒ. ａｒｂｏｒｅｕｍ ∗/∗/∗ 未发现分布 Ｎｏ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ｏｕｎｄ
狭叶马缨杜鹃 Ｒ.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 ｖａｒ. ｐｅｒａｍｏｅｎｕｍ —/∗/∗ 赫章 Ｈｅｚｈａｎｇ
不凡杜鹃 Ｒ. ｉｎｓｉｇｎｅ —/∗/∗ 未发现分布 Ｎｏ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ｏｕｎｄ
粗脉杜鹃 Ｒ. ｃｏｅｌｏｎｅｕｒｕｍ ∗/∗/∗ 赤水、道真、桐梓、雷公山和梵净山等 Ｃｈｉｓｈｕｉꎬ Ｄａｏｚｈｅｎꎬ

Ｔｏｎｇｚｉꎬ Ｌｅｉｇｏ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ꎬ Ｆａｎｊ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ꎬ ｅｔｃ.
«贵州植物志»为麻叶杜鹃 Ｒ.
ｃｏｅｌｏｎｅｕｒｕｍ ｉｎ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大钟杜鹃 Ｒ. ｒｉｒｉｅｉ ∗/—/— 梵净山 Ｆａｎｊ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倒矛杜鹃 Ｒ. ｏｂｌａｎｃｉｆｏｌｉｕｍ —/∗/∗ 梵净山和雷公山等 Ｆａｎｊ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ꎬ Ｌｅｉｇｏ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ꎬ ｅｔｃ.
繁花杜鹃 Ｒ.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ｕｍ ∗/∗/∗ 毕节市各县 Ｅｖｅｒｙ ｃｏｕｎｔｙ ｏｆ Ｂｉｊｉｅ Ｃｉｔｙ
光枝杜鹃 Ｒ. ｈａｏｆｕｉ ∗/∗/∗ 梵净山、雷公山、从江、榕江、黎平和都匀等 Ｆａｎｊ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ꎬ Ｌｅｉｇｏ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ꎬ Ｃｏｎｇｊｉａｎｇꎬ Ｒｏｎｇｊｉａｎｇꎬ
Ｌｉｐｉｎｇꎬ Ｄｕｙｕｎꎬ ｅｔｃ.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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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１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记载１)

Ｒｅｃｏｒｄ１)
贵州分布考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备注
Ｒｅｍａｒｋ

猴头杜鹃 Ｒ. ｓｉｍｉａｒｕｍ ∗/—/∗ 未发现分布 Ｎｏ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ｏｕｎｄ
黔东银叶杜鹃 Ｒ. ａｒｇｙ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ｓｕｂｓｐ. ｎａｎｋｉｎｇｅｎｓｅ ∗/∗/∗ 梵净山和雷公山等 Ｆａｎｊ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ꎬ Ｌｅｉｇｏ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ꎬ

ｅｔｃ.
«贵州植物志» 为白花银叶杜鹃 Ｒ.
ａｒｇｙ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ｓｕｂｓｐ. ｎａｎｋｉｎｇｅｎｓｅ ｉｎ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银叶杜鹃 Ｒ. ａｒｇｙ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 大方、都匀、惠水和龙里等 Ｄａｆａｎｇꎬ Ｄｕｙｕｎꎬ Ｈｕｉ ｓｈｕｉꎬ
Ｌｏｎｇｌｉꎬ ｅｔｃ.

长柄杜鹃 Ｒ. ｌｏｎｇｉｐｅｓ ∗/—/∗ 桐梓 Ｔｏｎｇｚｉ
皱叶杜鹃 Ｒ. ｄｅｎｕｄａｔｕｍ ∗/∗/∗ 大方、黔西、水城和盘州等 Ｄａｆａｎｇꎬ Ｑｉａｎｘｉꎬ Ｓｈｕｉｃｈｅｎｇꎬ

Ｐａｎｚｈｏｕꎬ ｅｔｃ.
雷山杜鹃 Ｒ. ｌｅｉｓｈａｎｉｃｕｍ ∗/∗/∗ 雷公山 Ｌｅｉｇｏ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圆叶杜鹃 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ｉａｎｕｍ ∗/∗/∗ 未发现分布 Ｎｏ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ｏｕｎｄ
大白杜鹃 Ｒ. ｄｅｃｏｒｕｍ ∗/∗/∗ 雷公山、黎平、毕节、威宁、都匀、惠水和龙里等 Ｌｅｉｇｏ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ꎬ Ｌｉｐｉｎｇꎬ Ｂｉｊｉｅꎬ Ｗｅｉｎｉｎｇꎬ Ｄｕｙｕｎꎬ Ｈｕｉｓｈｕｉꎬ
Ｌｏｎｇｌｉꎬ ｅｔｃ.

大果杜鹃 Ｒ. ｇｌａｎｄｕｌｉｆｅｒｕｍ ∗/—/— 黔西、大方、安龙和水城等 Ｑｉａｎｘｉꎬ Ｄａｆａｎｇꎬ Ａｎｌｏｎｇꎬ
Ｓｈｕｉｃｈｅｎｇꎬ ｅｔｃ.

大云锦杜鹃 Ｒ. ｆａｉｔｈｉａｅ ∗/—/— 未发现分布 Ｎｏ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ｏｕｎｄ
贵州大花杜鹃 Ｒ. ｍａｇｎｉｆｌｏｒｕｍ —/∗/∗ 未发现分布 Ｎｏ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ｏｕｎｄ
喇叭杜鹃 Ｒ. ｄｉｓｃｏｌｏｒ ∗/∗/∗ 雷公山、 兴 仁、 台 江、 习 水、 桐 梓 和 绥 阳 等 Ｌｅｉｇｏ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ꎬ Ｘｉｎｇｒｅｎꎬ Ｔａｉｊｉａｎｇꎬ Ｘｉｓｈｕｉꎬ Ｔｏｎｇｚｉꎬ Ｓｕｉｙａｎｇꎬ ｅｔｃ.
«贵州植物志»为喇叭杜鹃 Ｒ.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ｓｕｂｓｐ. ｄｉｓｃｏｌｏｒ ｉｎ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荔波杜鹃 Ｒ. ｌｉｂｏｅｎｓｅ —/—/∗ 荔波 Ｌｉｂｏ
凉山杜鹃 Ｒ. ｈｕｉａｎｕｍ ∗/∗/∗ 梵净山、绥阳和桐梓等 Ｆａｎｊ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ꎬ Ｓｕｉｙａｎｇꎬ

Ｔｏｎｇｚｉꎬ ｅｔｃ.
亮叶杜鹃 Ｒ. ｖｅｒｎｉｃｏｓｕｍ ∗/—/— 未发现分布 Ｎｏ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ｏｕｎｄ 分布存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ｏｕｂｔｓ
美容杜鹃 Ｒ. ｃａｌｏｐｈｙｔｕｍ ∗/∗/∗ 雷公山、绥阳和都匀等 Ｌｅｉｇｏ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ꎬ Ｓｕｉｙａｎｇꎬ

Ｄｕｙｕｎꎬ ｅｔｃ.
四川杜鹃 Ｒ. ｓｕｔｃｈｕｅｎｅｎｓｅ ∗/∗/∗ 雷公山等 Ｌｅｉｇｏ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ꎬ ｅｔｃ.
腺果杜鹃 Ｒ. ｄａｖｉｄｉｉ ∗/—/— 未发现分布 Ｎｏ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ｏｕｎｄ 分布存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ｏｕｂｔｓ
云锦杜鹃 Ｒ.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 威宁、水城、雷山和都匀等 Ｗｅｉｎｉｎｇꎬ Ｓｈｕｉｃｈｅｎｇꎬ Ｌｅｉｓｈａｎꎬ

Ｄｕｙｕｎꎬ ｅｔｃ.
早春杜鹃 Ｒ. ｐｒａｅｖｅｒｎｕｍ —/∗/∗ 威宁和桐梓等 Ｗｅｉｎｉｎｇꎬ Ｔｏｎｇｚｉꎬ ｅｔｃ.
爆杖花 Ｒ. ｓｐｉｎｕｌｉｆｅｒｕｍ ∗/—/— 威宁等 Ｗｅｉｎｉｎｇꎬ ｅｔｃ.
碎米花 Ｒ. ｓｐｉｃｉｆｅｒｕｍ ∗/∗/∗ 贵阳、惠水和龙里等 Ｇｕｉｙａｎｇꎬ Ｈｕｉｓｈｕｉꎬ Ｌｏｎｇｌｉꎬ ｅｔｃ.
腋花杜鹃 Ｒ. ｒａｃｅｍｏｓｕｍ ∗/∗/∗ 毕节各县、威宁、水城、盘州和贵定等 Ｅｖｅｒｙ ｃｏｕｎｔｙ ｏｆ Ｂｉｊｉｅ

Ｃｉｔｙꎬ Ｗｅｉｎｉｎｇꎬ Ｓｈｕｉｃｈｅｎｇꎬ Ｐａｎｚｈｏｕꎬ Ｇｕｉｄｉｎｇꎬ ｅｔｃ.
宝兴杜鹃 Ｒ. ｍｏｕｐｉｎｅｎｓｅ ∗/∗/∗ 梵净山 Ｆａｎｊ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凹叶杜鹃 Ｒ.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ｉａｎｕｍ ∗/—/— 威宁、赫章、大方和黔西等 Ｗｅｉｎｉｎｇꎬ Ｈｅｚｈａｎｇꎬ Ｄａｆａｎｇꎬ

Ｑｉａｎｘｉꎬ ｅｔｃ.
白面杜鹃 Ｒ. ｚａｌｅｕｃｕｍ ∗/—/— 威宁、 赫 章、 水 城 和 七 星 关 等 Ｗｅｉｎｉｎｇꎬ Ｈｅｚｈａｎｇꎬ

Ｓｈｕｉｃｈｅｎｇꎬ Ｑｉｘｉｎｇｇｕａｎꎬ ｅｔｃ.
黄花杜鹃 Ｒ. ｌｕｔｅｓｃｅｎｓ ∗/∗/∗ 未发现分布 Ｎｏ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ｏｕｎｄ 分布存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ｏｕｂｔｓ
基毛杜鹃 Ｒ. ｒｉｇｉｄｕｍ ∗/—/— 威宁、赫章和水城等 Ｗｅｉｎｉｎｇꎬ Ｈｅｚｈａｎｇꎬ Ｓｈｕｉｃｈｅｎｇꎬ ｅｔｃ.
问客杜鹃 Ｒ. ａｍｂｉｇｕｕｍ ∗/—/— 未发现分布 Ｎｏ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ｏｕｎｄ
秀雅杜鹃 Ｒ. ｃｏｎｃｉｎｎｕｍ ∗/—/∗ 水城和盘州等 Ｓｈｕｉｃｈｅｎｇꎬ Ｐａｎｚｈｏｕꎬ ｅｔｃ.
锈叶杜鹃 Ｒ. ｓｉｄ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 梵净 山、 贵 定、 惠 水、 龙 里、 大 方 和 毕 节 等 Ｆａｎｊ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ꎬ Ｇｕｉｄｉｎｇꎬ Ｈｕｉｓｈｕｉꎬ Ｌｏｎｇｌｉꎬ Ｄａｆａｎｇꎬ Ｂｉｊｉｅꎬ ｅｔｃ.
硬叶杜鹃 Ｒ. ｔａｔｓｉｅｎｅｎｓｅ ∗/—/— 梵净山 Ｆａｎｊ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云南杜鹃 Ｒ.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ｅ ∗/∗/∗ 贵阳、毕节、黔西、都匀、惠水、贵定、龙里和平塘等

Ｇｕｉｙａｎｇꎬ Ｂｉｊｉｅꎬ Ｑｉａｎｘｉꎬ Ｄｕｙｕｎꎬ Ｈｕｉｓｈｕｉꎬ Ｇｕｉｄｉｎｇꎬ Ｌｏｎｇｌｉꎬ
Ｐｉｎｇｔａｎｇꎬ ｅｔｃ.

百合花杜鹃 Ｒ. ｌｉｌｉｉｆｌｏｒｕｍ ∗/∗/∗ 雷公山、梵净山、贵定、都匀、惠水、龙里、雷山、安龙和大
方 等 Ｌｅｉｇｏ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ꎬ Ｆａｎｊ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ꎬ Ｇｕｉｄｉｎｇꎬ
Ｄｕｙｕｎꎬ Ｈｕｉｓｈｕｉꎬ Ｌｏｎｇｌｉꎬ Ｌｅｉｓｈａｎꎬ Ａｎｌｏｎｇꎬ Ｄａｆａｎｇꎬ ｅｔｃ.

大喇叭杜鹃 Ｒ.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ｓ ∗/∗/∗ 贵定、惠水、三都、龙里和安龙等 Ｇｕｉｄｉｎｇꎬ Ｈｕｉｓｈｕｉꎬ
Ｓａｎｄｕꎬ Ｌｏｎｇｌｉꎬ Ａｎｌｏｎｇꎬ ｅｔｃ.

睫毛萼杜鹃 Ｒ. ｃｉｌｉｉｃａｌｙｘ ∗/—/— 梵净山和望谟等 Ｆａｎｊ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ꎬ Ｗａｎｇｍｏꎬ ｅｔｃ.
毛柄杜鹃 Ｒ. 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ｉａｎｕｍ ∗/∗/∗ 未发现分布 Ｎｏ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ｏｕｎｄ
南岭杜鹃 Ｒ. ｌｅｖｉｎｅｉ ∗/∗/∗ 未发现分布 Ｎｏ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ｏｕｎｄ
长柱睫毛萼杜鹃 Ｒ. ｃｉｌｉｉｃａｌｙｘ ｓｕｂｓｐ. ｌｙｉ ∗/∗/∗ 镇宁、普定、兴义和水城等 Ｚｈｅｎｎｉｎｇꎬ Ｐｕｄｉｎｇꎬ Ｘｉｎｇｙｉꎬ

Ｓｈｕｉｃｈｅｎｇꎬ ｅｔｃ.
«贵州植物志»为长柱杜鹃 Ｒ. ｃｉｌｉｉｃａｌｙｘ
ｓｕｂｓｐ. ｌｙｉ ｉｎ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短尾杜鹃 Ｒ. ｂｒｅｖｉｃａｕｄａｔｕｍ ∗/∗/— 雷山、安龙和麻江等 Ｌｅｉｓｈａｎꎬ Ａｎｌｏｎｇꎬ Ｍａｊｉａｎｇꎬ ｅｔｃ.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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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１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记载１)

Ｒｅｃｏｒｄ１)
贵州分布考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备注
Ｒｅｍａｒｋ

缺顶杜鹃 Ｒ. ｅ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ｕｍ ∗/∗/∗ 贵定、惠水、龙里和花溪等 Ｇｕｉｄｉｎｇꎬ Ｈｕｉｓｈｕｉꎬ Ｌｏｎｇｌｉꎬ
Ｈｕａｘｉꎬ ｅｔｃ.

«贵州植物志»为卫矛叶杜鹃
Ｒ. ｅｕｏｎｙｍｉｆｏｌｉｕｍ ｉｎ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ꎻ
«中国植物志»为缺顶杜鹃(原变种)
Ｒ. ｅ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ｕｍ ｖａｒ. ｅ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ｕｍ ｉｎ
Ｆｌｏｒａ Ｒｅｉｐｕｂｌｉｃａ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ｓ Ｓｉｎｉｃａｅ　

马银花 Ｒ. ｏｖａｔｕｍ —/∗/∗ 都匀和梵净山等 Ｄｕｙｕｎꎬ Ｆａｎｊ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ꎬ ｅｔｃ.
田林马银花 Ｒ. ｔｉａｎｌｉｎｅｎｓｅ —/∗/∗ 未发现分布 Ｎｏ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ｏｕｎｄ 分布存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ｏｕｂｔｓ
腺萼马银花 Ｒ. ｂａｃｈｉｉ ∗/∗/∗ 全省广大地区(贵州西部除外)Ｖａｓｔ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ｗｈｏｌ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ｅｘｃｅｐｔ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羊踯躅 Ｒ. ｍｏｌｌｅ ∗/∗/∗ 七星关、盘县和贵阳等 Ｑｉｘｉｎｇｇｕａｎꎬ Ｐａｎｘｉａｎꎬ

Ｇｕｉｙａｎｇꎬ ｅｔｃ.
满山红 Ｒ. ｍａｒｉｅｓｉｉ ∗/∗/∗ 全省各地 Ａｌｌ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八蕊杜鹃 Ｒ. ｏｃｔａｎｄｒｕｍ —/∗/∗ 梵净山 Ｆａｎｊ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白花杜鹃 Ｒ. ｍｕｃｒｏｎａｔｕｍ ∗/—/— 无野生分布 Ｎｏ ｗｉｌ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栽培种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大关杜鹃 Ｒ. ａｔｒｏｖｉｒｅｎｓ ∗/—/— 毕节、水城和盘州等 Ｂｉｊｉｅꎬ Ｓｈｕｉｃｈｅｎｇꎬ Ｐａｎｚｈｏｕꎬ ｅｔｃ. «贵州植物志»为暗绿杜鹃 Ｒ. ａｔｒｏｖｉｒｅｎｓ

ｉｎ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滇红毛杜鹃 Ｒ. ｒｕｆｏｈｉｒｔｕｍ ∗/∗/∗ 兴义、安龙和盘县等 Ｘｉｎｇｙｉꎬ Ａｎｌｏｎｇꎬ Ｐａｎｘｉａｎꎬ ｅｔｃ. «贵州植物志»为红毛杜鹃

Ｒ. ｒｕｆｏｈｉｒｔｕｍ ｉｎ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杜鹃 Ｒ. ｓｉｍｓｉｉ ∗/∗/∗ 全省各地 Ａｌｌ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广东杜鹃 Ｒ. ｋｗａｎｇｔｕｎｇｅｎｓｅ ∗/—/∗ 赤水和黎平等 Ｃｈｉｓｈｕｉꎬ Ｌｉｐｉｎｇꎬ ｅｔｃ.
广西杜鹃 Ｒ. ｋｗａｎｇｓｉｅｎｓｅ ∗/—/∗ 荔波、独山、罗甸、雷山、兴仁和贞丰等 Ｌｉｂｏꎬ Ｄｕｓｈａｎꎬ

Ｌｕｏｄｉａｎꎬ Ｌｅｉｓｈａｎꎬ Ｘｉｎｇｒｅｎꎬ Ｚｈｅｎｆｅｎｇꎬ ｅｔｃ.
贵定杜鹃 Ｒ. ｆｕｃｈｓｉｉｆｏｌｉｕｍ ∗/∗/∗ 贵定、福泉、惠水、龙里和榕江等 Ｇｕｉｄｉｎｇꎬ Ｆｕｑｕａｎꎬ

Ｈｕｉｓｈｕｉꎬ Ｌｏｎｇｌｉꎬ Ｒｏｎｇｊｉａｎｇꎬ ｅｔｃ.
«贵州植物志»为平伐杜鹃
Ｒ. ｆｕｃｈｓｉｉｆｏｌｉｕｍ ｉｎ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金萼杜鹃 Ｒ. ｃｈｒｙｓｏｃａｌｙｘ ∗/∗/∗ 罗甸、荔波、惠水、贵定和龙里等 Ｌｕｏｄｉａｎꎬ Ｌｉｂｏꎬ Ｈｕｉｓｈｕｉꎬ
Ｇｕｉｄｉｎｇꎬ Ｌｏｎｇｌｉꎬ ｅｔｃ.

锦绣杜鹃 Ｒ. ｐｕｌｃｈｒｕｍ ∗/—/— 无野生分布 Ｎｏ ｗｉｌ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栽培种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亮毛杜鹃 Ｒ.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ｔｏｎ ∗/∗/∗ 安龙和兴义等 Ａｎｌｏｎｇꎬ Ｘｉｎｇｙｉꎬ ｅｔｃ.
岭南杜鹃 Ｒ. ｍａｒｉａｅ ∗/∗/∗ 荔波、罗甸和三都等 Ｌｉｂｏꎬ Ｌｕｏｄｉａｎꎬ Ｓａｎｄｕꎬ ｅｔｃ.
毛果杜鹃 Ｒ. ｓｅｎｉａｖｉｎｉｉ ∗/∗/— 梵净山、瓮安、雷山和安龙等 Ｆａｎｊ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ꎬ Ｗｅｎｇａｎꎬ

Ｌｅｉｓｈａｎꎬ Ａｎｌｏｎｇꎬ ｅｔｃ.
溪畔杜鹃 Ｒ. ｒｉｖｕｌａｒｅ ∗/∗/∗ 德江、榕江、从江、黎平、黄平、雷山、三都、贵定和都匀等

Ｄｅｊｉａｎｇꎬ Ｒｏｎｇｊｉａｎｇꎬ Ｃｏｎｇｊｉａｎｇꎬ Ｌｉｐｉｎｇꎬ Ｈｕａｎｇｐｉｎｇꎬ
Ｌｅｉｓｈａｎꎬ Ｓａｎｄｕꎬ Ｇｕｉｄｉｎｇꎬ Ｄｕｙｕｎꎬ ｅｔｃ.

小花杜鹃 Ｒ. ｍｉｎｕｔｉｆｌｏｒｕｍ ∗/—/— 未发现分布 Ｎｏ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ｏｕｎｄ 分布存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ｏｕｂｔｓ
多花杜鹃 Ｒ.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 ∗/∗/∗ 安龙、贵定、从江、黎平、独山、都匀、惠水、贵定和龙里等

Ａｎｌｏｎｇꎬ Ｇｕｉｄｉｎｇꎬ Ｃｏｎｇｊｉａｎｇꎬ Ｌｉｐｉｎｇꎬ Ｄｕｓｈａｎꎬ Ｄｕｙｕｎꎬ
Ｈｕｉｓｈｕｉꎬ Ｇｕｉｄｉｎｇꎬ Ｌｏｎｇｌｉꎬ ｅｔｃ.

凯里杜鹃 Ｒ. ｗｅｓｔｌａｎｄｉｉ ∗/∗/∗ 雷公山和三都等 Ｌｅｉｇｏ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ꎬ Ｓａｎｄｕꎬ ｅｔｃ. «贵州植物志»和«中国植物志»均为凯
里杜鹃 Ｒ. ｋａｌｉｅｎｓｅ ｉｎ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ａｎｄ Ｆｌｏｒａ Ｒｅｉｐｕｂｌｉｃａ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ｓ Ｓｉｎｉｃａｅ

毛棉杜鹃 Ｒ. ｍｏｕｌｍａｉｎｅｎｓｅ ∗/∗/— 雷公山、从江、黎平、榕江、独山和兴义等 Ｌｅｉｇｏ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ꎬ Ｃｏｎｇｊｉａｎｇꎬ Ｌｉｐｉｎｇꎬ Ｒｏｎｇｊｉａｎｇꎬ Ｄｕｓｈａｎꎬ
Ｘｉｎｇｙｉꎬ ｅｔｃ.

«贵州 植 物 志 » 为 丝 线 吊 芙 蓉 Ｒ.
ｍｏｕｌｍａｉｎｅｎｓｅ ｉｎ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玫色杜鹃 Ｒ. ｖａｎｉｏｔｉｉ —/—/∗ 安顺 Ａｎｓｈｕｎ
黔中杜鹃 Ｒ. ｆｅｄｄｅｉ —/—/∗ 贵定和雷公山等 Ｇｕｉｄｉｎｇꎬ Ｌｅｉｇｏ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ꎬ ｅｔｃ.
西施花 Ｒ. ｌａｔｏｕｃｈｅａｅ ∗/∗/∗ 织金、毕节、都匀和望谟等 Ｚｈｉｊｉｎꎬ Ｂｉｊｉｅꎬ Ｄｕｙｕｎꎬ

Ｗａｎｇｍｏꎬ ｅｔｃ.
«贵州植物志»和«中国植物志»均为鹿
角杜鹃 Ｒ. 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ｕｍ ｉｎ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ａｎｄ Ｆｌｏｒａ Ｒｅｉｐｕｂｌｉｃａ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ｓ Ｓｉｎｉｃａｅ

长蕊杜鹃 Ｒ. ｓｔａｍｉｎｅｕｍ ∗/∗/∗ 梵净山、雷公山、安龙、贞丰、兴仁、贵定、都匀和大方等
Ｆａｎｊ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ꎬ Ｌｅｉｇｏ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ꎬ Ａｎｌｏｎｇꎬ Ｚｈｅｎｆｅｎｇꎬ
Ｘｉｎｇｒｅｎꎬ Ｇｕｉｄｉｎｇꎬ Ｄｕｙｕｎꎬ Ｄａｆａｎｇꎬ ｅｔｃ.

　 １)依次表示«贵州植物志»、«中国植物志»和«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记载的贵州分布情况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ｂｙ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ꎬ Ｆｌｏｒａ Ｒｅｉｐｕｂｌｉｃａ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ｓ Ｓｉｎｉｃａｅꎬ ａｎｄ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ｕｒｎ. ∗: 有记载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ꎻ —: 无记载 Ｕｎ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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