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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伞形科(Ａｐｉａｃｅａｅ)包含 ４５５ 属 ３ ３００ 余种植物ꎬ广泛分布

于世界温带和亚热带区域ꎮ 中国分布有伞形科植物 １００ 属

６１４ 种ꎬ其中特有种 ３４０ 种ꎬ是该科植物的世界分布中心之

一[１]１ꎻ伞形科植物在中国各省(自治区)均有分布ꎬ以西南和

西北地区分布的种类较多ꎬ华中和东北地区次之ꎬ华东和华南

地区分布的种类最少ꎬ种类数量总体表现为自西向东、自北往

南逐渐减少[２] ꎮ 伞形科植物具有药用、食用和观赏等应用价

值[３－４] ꎬ完善其自然资源分布情况ꎬ有助于科学合理地开发利

用伞形科植物资源ꎮ
作者调查发现ꎬ在中国多个省(自治区)仍可能分布有伞

形科新记录类群ꎬ有待全面深入的野外考察和研究ꎮ 在对全

国伞形科植物标本进行整理和鉴定的过程中ꎬ结合文献查阅

和野外考察ꎬ作者确定了多个伞形科省级分布新记录类群ꎬ本
文报道了 ４ 属 ３ 种 １ 亚种(图 １)ꎬ包括广东分布的 ３ 属 ２ 种 １
亚种和广西分布的 １ 属 １ 种ꎮ 凭证标本分别保存于中国科学

院华南植物园标本馆(ＩＢＳＣ)、广西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ＩＢＫ)、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ＰＥ)、广东省韩山师范学院生

命科学与食品科技学院植物标本室(ＣＺＨ)和中国科学院西双

版纳热带植物园标本馆(ＨＩＴＢＣ)ꎮ
１)南岭前胡 Ｐｅｕｃｅｄａｎｕｍ ｌ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ｅｎｓｅ Ｓｈａｎ ｅｔ Ｓｈｅｈ(前胡

属 Ｐｅｕｃｅｄａｎｕｍ Ｌｉｎｎ.)(图 １－Ａ)

产于广东韶关和惠州ꎮ 分布于江西和广西[１]１８６ꎬ[５－６] ꎬ为
中国特有种ꎮ 前胡属约有 １２０ 种ꎬ中国有 ４０ 种(３３ 种为特有

种)ꎬ除海南外其余省(自治区)均有分布ꎬ主要分布于中国西

南地区[１]１８２ꎬ[７] ꎮ 南岭前胡叶片轮廓为阔三角形ꎬ叶片顶端 ３
个裂片基部联合ꎬ常下延ꎻ伞辐 １４~２５ꎬ常超过 ２０ꎮ

经查 阅 标 本 和 文 献ꎬ 发 现 南 岭 前 胡 和 台 湾 前 胡

(Ｐ.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ｕｍ Ｈａｙａｔａ)的标本存在一些鉴定错误ꎬ甚至有同

号的 ２ 份标本被鉴定为 ２ 个种ꎻ部分文献[１]１８６ꎬ[６] 记载的南岭

前胡花序特征“小总苞片与花柄等长或稍长”不准确ꎬ原始文

献[５]未描述这一特征ꎬ实际上其小总苞片长度可超过花柄长

度近 １ 倍ꎬ与台湾前胡的花序特征[１]１８６ꎬ[８] 相似ꎮ 根据保存于

ＰＥ 的模式标本和采自台湾的台湾前胡标本ꎬ确定部分采自广

东的南岭前胡标本(保存于 ＩＢＳＣ 和 ＰＥ)被错误鉴定为台湾前

胡ꎮ 这 ２ 个种的区别特征为:台湾前胡伞辐较少ꎬ１０ ~ １５
( ~１８)ꎻ果实每棱槽内有油管 ３~ ５ꎬ合生面有油管 ７ 或 ８ꎮ 南

岭前胡伞辐较多ꎬ１４~２５ꎬ常超过 ２０ꎻ果实每棱槽内有油管１ 或

２ꎬ合生面油管 ４~６ꎮ
凭证标本:夏念和ꎬ刘念 ２５６ꎬ１９８３－０８－１１ꎻ广东韶关五指

山ꎻ标本保存于 ＩＢＳＣꎮ 陈念劬 ４１５７１ꎬ１９３０－０８－１３ꎻ广东惠州

罗浮山仙人桥ꎻ同号 ２ 份标本分别保存于 ＩＢＫ 和 ＰＥꎮ
２)大齿山芹 Ｏｓｔｅｒｉｃｕｍ ｇｒｏｓｓｅｓｅｒｒａｔｕｍ (Ｍａｘｉｍ.) Ｋｉｔａｇａｗ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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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芹属 Ｏｓｔｅｒｉｃｕｍ Ｈｏｆｆｍ.)(图 １－Ｂ)
产于广东揭阳和惠州ꎮ 分布于吉林、辽宁、河北、山西、陕

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和福建[１]１３２ꎮ 本种叶片边缘具粗大

缺刻状锯齿ꎬ常深裂至主脉的 １ / ２~２ / ３ 处ꎬ与同属其他种类区

别明显ꎮ
凭证标本:２０１５ 级实习队 ２０１６３１０ꎬ２０１６－０５－０８ꎻ广东揭

Ａ: 南岭前胡 Ｐｅｕｃｅｄａｎｕｍ ｌ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ｅｎｓｅ Ｓｈａｎ ｅｔ Ｓｈｅｈꎻ Ｂ: 大齿山芹 Ｏｓｔｅｒｉｃｕｍ ｇｒｏｓｓｅｓｅｒｒａｔｕｍ (Ｍａｘｉｍ.) Ｋｉｔａｇａｗａꎻ Ｃ: 蒙自水芹 Ｏｅｎａｎｔｈｅ ｌｉｎｅａｒｉｓ ｓｕｂｓｐ.
ｒｉｖｕｌａｒｉｓ (Ｄｕｎｎ) Ｃ. Ｙ. Ｗｕ ｅｔ Ｆ. Ｔ. Ｐｕꎻ Ｄ: 泽芹 Ｓｉｕｍ ｓｕａｖｅ Ｗａｌｔｅｒ.

图 １　 广东和广西伞形科植物新记录凭证标本
Ｆｉｇ. １　 Ｖｏｕｃｈｅｒ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ｏｆ ｎｅｗ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Ａｐｉａｃｅａｅ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ａｎｄ Ｇｕａｎｇｘｉ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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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揭西县大北山ꎻ标本保存于 ＣＺＨꎮ 采集人不详 １１６４６７ꎬ
１９６０－０７－２４ꎻ广东惠州南昆山ꎻ标本保存于 ＨＩＴＢＣꎬ此前该标

本被错误鉴定为独活属(Ｈｅｒａｃｌｅｕｍ Ｌｉｎｎ.)类群ꎬ但未定种ꎮ
３)蒙自水芹 Ｏｅｎａｎｔｈｅ ｌｉｎｅａｒｉｓ ｓｕｂｓｐ. ｒｉｖｕｌａｒｉｓ (Ｄｕｎｎ) Ｃ.

Ｙ. Ｗｕ ｅｔ Ｆ. Ｔ. Ｐｕ (水芹属 Ｏｅｎａｎｔｈｅ Ｌｉｎｎ.) (图 １－Ｃ)产于广

东江门和茂名ꎮ 分布于云南、贵州和四川[１]１３２ꎮ 线叶水芹(原
亚种)〔Ｏ. ｌｉｎｅａｒｉｓ ｓｕｂｓｐ. ｌｉｎｅａｒｉｓ (Ｂａｔａｌｉｎ) Ｈ. Ｈａｒａ〕的茎下部

叶与上部叶裂片同形ꎬ均为楔状披针形、卵形或线状披针形ꎻ
蒙自水芹茎下部叶裂片为卵形ꎬ边缘有缺刻齿ꎬ上部叶裂片线

形ꎬ二者易于区别ꎮ
凭证标本:采集人不详 采集号不详ꎬ１９１５－１１－０７ꎻ广东江

门新会县(现为新会区)ꎮ 黄志 ３２２７３ꎬ１９３２－０４－２９ꎻ广东茂名

信宜县(现为信宜市)大锡尾双广坪ꎮ ２ 份标本均保存于 ＰＥꎮ
４)泽芹 Ｓｉｕｍ ｓｕａｖｅ Ｗａｌｔｅｒ (泽芹属 Ｓｉｕｍ Ｌｉｎｎ.)(图 １－Ｄ)
产于广西桂林ꎮ 分布于宁夏、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

宁、河北、山东和台湾等地[１]１１６ꎮ 本种具成束的纺锤状根和须

根ꎻ叶片 １ 回羽状分裂ꎬ有羽片 ３~９ 对ꎬ羽片无柄ꎬ披针形至线

形ꎬ边缘有锯齿ꎮ
本种在中国东北、华北、华东和西南地区均有分布[１]１１６ꎬ

在广西的分布新记录可将该种的分布区扩大至华南地区ꎮ 由

于福建、江西和广西都有泽芹分布ꎬ推测本种在广东可能亦有

分布ꎮ
凭证标本:广西队 ３９２０ꎬ１９５３－１０－１２ꎻ广西桂林雁山区良

丰农场荒地ꎻ标本保存于 ＰＥꎮ 邓志农 １３６０６ꎬ１９４８－０７－１３ꎬ广
西桂林雁山区良丰家畜保育所附近ꎻ标本保存于 ＩＢＫꎮ

另外ꎬＰＥ 保存有 １ 份采集号为 ３１９２ 的泽芹标本ꎬ但无采

集人、采集时间和具体采集地ꎬ仅在台纸上标注地名顺德(隶
属广东佛山)ꎬ暂作存疑ꎬ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ꎮ

致谢: 标本查阅过程中得到 ＩＢＳＣ、ＩＢＫ、ＰＥ、ＣＺＨ 和 ＨＩＴＢＣ 等

标本馆的帮助ꎬ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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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和“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等网络文献资源数据库ꎬ凡在本刊发表的论文将编入数据库供上网交流、
查阅及检索ꎬ作者的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ꎬ不再另付ꎮ 如作者不同意将文章收编入数据库ꎬ请在来稿时声明ꎬ本
刊将做适当处理ꎮ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编辑部目前仅接受网上投稿ꎬ投稿网址为 ｈｔｔｐ:∥ｚｗｚｙ. ｃｎｂｇ. ｎｅｔꎻ投稿咨询电话: ０２５－ ８４３４７０１４ꎻ
Ｅ￣ｍａｉｌ: ｚｗｚｙｂｊｂ＠ １６３.ｃｏｍꎻ ＱＱ: ２２１９１６１４７８ꎮ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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