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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纬高原地区 UV—B辐射对报春花 

丙二醛、蛋白质含量的影响 

罗丽琼1，陈宗瑜 ，周 平0，温永琴4，丁金玲4 
(1．云南农业大学 园林园艺学院 ，昆明 650201；2．云南省环境科学与工程创新人才联合培养基地，昆明 650201； 

3．云南农业大学 云南农业大学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 ，昆明 650201；4．烟草学院，昆明 650201) 

摘 要：以同期种植的云南报春花为试验材料，利用获得的云南不同纬度、不同海拔高度，而经度差异不大的 

4个试验点的uV—B辐射观测资料，初步研究了低纬高原地区不同uV—B辐射强度变化对云南报春花丙二醛、 

可溶性蛋白质的影响。结果表明，UV—B辐射强度从 2～5月呈上升趋势，辐射值最高为丽江点，5月份达 

12．9O w·m 2，相对来说高海拔地区的紫外辐射强度较强 ，各试验点报春花叶片的丙二醛含量 以 3、4月份较 

高，可溶性蛋白质含量以2、4月份较高。随着UV—B辐射强度增强，报春花丙二醛含量先升高后降低，叶片丙二 

醛含量也较高，不同生育期丙二醛含量不同，其含量以开花期和结实期最高；而随着uV—B辐射强度的变化， 

各实验点报春花叶片蛋白质含量变化不一致，不同生育期可溶性蛋白质含量不同，其含量以开花期为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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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the low latitude and high elevation 

region S UV-B radiation on the content of 

MDA and soluble protein of the Prim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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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tilize the UV-B radiation strength datum of five-test place in Yunnan province，which located in different 

latitude and different elevation but similarly in the same longitude．At the same time plant primula as experimental 

material，then determine the content of MDA and soluble protein in plant leaves，analysis the effects of the low lati— 

tude and high elevation region’S UV-B radiation on the content of MDA and soluble protein．The results shows that 

from February to May the UV—B radiation strength was increased。the maximum appeared in Lijiang(12．90 W·m- in 

May)；the low latitude and high elevation region’S UV-B radiation was much higher than high latitude and low eleva— 

tion region’s；the primula leaves content of MDA was much higher during Match and April，but the higher content of 

soluble protein appeared in February and April．The result shows that：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UV-B ra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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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the content on MDA increased at first and then；in higher UV—B radiation region the content of MDA was 

also higher；during different physiology time the content of MDA showing difference，the higher content emerge in 

flowering and fruiting duration；but with the variation of UV—B radiation strength the change of the soluble protein 

showing diversity in test place；during different physiology time the content of soluble protein showing variant，the 

higher content emerge in flowering period． 

Key words：low latitude and high elevation region；UV B radiation；Primula：MDA；soluble protein 

就太阳中的紫外线而言，根据其生物学效应的 

不同分为 3类 ：弱效应波 (UV—A，320～400 nm谱 

段)，强效应波(UV—B，280～320 nm谱段)、超强效 

应波(UV—C，200～280 nm谱段)。正常情况下，平 

流层 中的臭氧吸收了几乎 全部的 UV—C和 90 的 

UV—B，而对 UV—A不吸收。故臭氧层减薄将主要 

引起 UV-B辐射的增强 ，对地球上的生物造成严重 

的威胁。近20余年来，全球科学家从环境、生态、生 

理学乃至分子水平等不同角度，广泛开展了UV—B 

辐射增强对植物的生存产生胁迫作用机理等方面的 

研究(Caldwell，1995；陈树元，1992；Hanns，2003)。 

在正常的生长条件下，植物体内的活性氧自由 

基的产生清除以动态平衡的方式维持植物体内正常 

的代谢过程。而植物在低温、干旱、渗透和强紫外辐 

射等逆境生理胁迫下，体 内会产生大量如 O 、 

H O。类活性氧 自由基(李惠梅，2005) 当活性氧 

的产生和清除之间的平衡被破坏以后，植物体内的 

自由基代谢会发生紊乱，使防御系统失去平衡而导 

致细胞膜脂质过氧化，产生大量的丙二醛(MDA)， 

植物也会随之产生氧化伤害现象(陈贵，1991)。蛋 

白质是生物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生物催化剂， 

而蛋白质的最大吸收波长正好在 UV—B辐射的谱段 

内(陈拓，2001)。研究表明，增强的UV—B辐射将对 

植物蛋白质的合成产生胁迫，引起酶的失活或蛋白 

质结构的改变等(李元，2000；Bradford，1976；冯国 

宁，1999；Brbato，1995)。 

UV—B辐射对植物环境生态学效应的研究，大 

多是模拟平流层臭氧减少 l6 ～25 后的辐射增 

加量或设定一定的辐射剂量进行人工控制，对照射 

处理后的植物进行生理生化分析研究(李元，1998； 

强维亚，2004)。针对环境因素对 MDA和蛋白质的 

作用机理，主要是水分胁迫、温度胁迫、无机营养及 

农药影响等，并将其作为抗性、抗衰老的指标进行论 

证，而对紫外辐射的响应机理关注不多(杜英君， 

2003；Braun，1993；赵福庚，1999)。本文利用获得 

的云南不同纬度、不同海拔高度，而经度差异不大的 

五个试验点获得的 UV—B辐射观测资料，以及同期 

种植的云南报春花为试验材料得到的MDA和蛋白 

质实验分析数据 ，初 步研究 了低纬高原 地 区不 同 

UV—B辐射强度变化对云南报春花丙二醛、可溶性 

蛋白质含量的影响，探讨 自然环境条件下 UV—B辐 

射对植物产生的生理生态效应。 

1 试验材料与方法 

1．1紫外辐射观测 

勐腊、宁洱、华坪、丽江等四个观测点均选在当 

地县城内，以便利用当地的气候观测资料进行对比 

研究。昆明观测点位于云南大学校内，各点下垫面 

均为水泥地。各观测点简况如下：勐腊：21。23 N， 

101。34 E，海拔 631．0 m；宁洱 ：23。02 N，101。03 

E，海拔 1 320．0 In：昆明：25。01 N，102。41 E，海拔 

1891．4 in：华坪：26。38 N，10l。l6 E，海拔 1 244．0 

in：丽江 ：26。52 N，100。l3 E，海拔 2 393．0 m。宁 

洱、华坪、昆明、丽江测点选法国产的 RADIOME— 

TER和 VLX一3W 紫外辐射表进行紫外辐射强度观 

测，标准带宽为 0．295～0．395 m，中心波长为 

0．312 m；勐腊所用仪器为北京师范大学生产的环 

地 HANDY紫外辐射表，为保持观测结果的一致 

性，于 2004年在云南大学校园内进行了为期 1个月 

的对比观测，对观测资料进行统一处理。其观测规 

定在北京时间每天 11：30～12：30之间进行观测(雨 

天除外)，仪器开启 1 min后开始归零测量 ，3 min内 

记录最稳定的一个数值，3 min后记下最大最小值， 

同时记录当时的天气和天空状况。提供的各月 

UV—B辐射值，是样品分析间隔时段(每月不少于20 

d)辐射观测值总和的平均值。 

1．2试验材料与 UV—B处理方法 

生化分析在云南农业大学烟草学院试验室内进 

行。材料为一年生草本花卉报春花(Primula)，属 

报春花科(Primulaceae)报春花属(Primula)观赏花 

卉。在我国西部和西南各省分布较广，云南为重要 

分布中心，报春花适应性强，喜适中日照，栽培管理 

要求不严格。试验用盆花定购于昆明维生种苗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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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布点 日期为 2003年 12月 4日。露天种植，土 

壤肥力中等，常规种植管理。 

1．3报春花叶片丙二醛、可溶性蛋 白质含量的测定 

方法 

1．3．1测定时间 采取对不同生育期进行丙二醛 、 

可溶性蛋白质含量 的分析，不同生育期为 ：幼苗期 、 

生长期、开花期、衰老期。具体时间为 2004年的2 

月 24日、3月 27日、4月 20 El、5月 ll El。测定 时 

将各点报春花统一运至云南农业大学进行含量分析 

测定，以避免因仪器及操作人员不同造成的误差，每 

次测定选取长势相近的盆花 4～6盆 ，进行 3次重复 

测定，取平均值作为分析试验数据。 

1．3．2丙二醛含量测定方法 采用硫代 巴比妥酸反 

应比色法(陈贵 ，l991)，略作改动 。测定原理是脂质 

过氧化作用产生的丙二醛可与硫代巴比妥酸形成粉 

红色的三 甲川I(3，5，5一三甲基恶唑一2，4一二酮)，三 甲 

川在534 nm处有一吸收高峰，利用在 534 nm处的 

消光系数即可计算出组织 中丙二醛的含量。选取材 

料中长势相近的健康叶片，剪去叶柄及叶片主脉，切 

成丝状，混匀，后称取约0．5克重量的鲜叶加石英砂 

及磷酸缓冲液研磨成匀浆定容，使用离心机(1 500 

r／min)分离提取液 20 rain，取上层清液，定量稀释。 

在提取液中加人0．5 硫代巴比妥酸溶液 5 mL，摇 

匀，放人沸水浴中煮沸 10 rain，后取出冷却，再使用 

离心机(3 000 r／min)分离提取液 15 rain，取上层清 

液并量测量体积，以 0．5 硫代巴比妥酸溶液为空 

白，测定 534 nm和600 nm处的 OD值。 

1．3．3可溶性蛋白质含量测定方法 采用考马斯亮 

蓝 G一250染 色 法 Bradford进 行 测 定 (方 荣 中， 

l989)。材料准备过程如上，称取植物鲜样 l～5 g， 

加石英砂及磷酸缓冲液研磨至匀浆定容，使用离心 

机(1 500 r／min)分离提取液 20 rain，取上层清夜， 

定量稀释，取样再加考马斯亮蓝 G一250溶液 5 mL， 

摇匀，于595 nm波长下比色，记录吸光度 A595 nm 

值。以牛血清蛋白作为标准曲线，计算出可溶性蛋 

白质 的含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UV—B辐射强度变化 

在 2004年 2～5月的紫外辐射观测资料中(图 

1)：5个实验点的 UV—B辐射从 2～5月基本呈上升 

趋势，5月份辐射值最高。总体来看夏初的 Uv—B 

辐射明显高于春季，即 5月份辐射强于 2、3月份。 

从平均强度看，勐腊最弱，月平均辐射值为 1．1l6w 

· ，尤其 3月份的辐射最低，辐射强度最强为丽 

江，月平均辐射值为 8．915 w·m- ，5月份的辐射值 

最高达到 l2．90w·m- 。从强度升高的趋势来看， 

低纬度的勐腊变化较平缓 ，从 2～5月的强度变化不 

明显，两极值之间相差也只是 0．768 w·m-。；而其 

余的4个实验点的月辐射强度的变化较大，上升趋 

势较明显，昆明从 2～5月逐月增强，尤其 4～5月的 

跃度较大；华坪和宁洱 3～4月的跃度也较大；丽江 

UV—B辐射的两极值之间相差达 6．654 w·rrr ，紫 

外辐射强度也逐月增强。从五个试验点的辐射强度 

和地理因素分析，海拔高度是对 UV—B辐射强度起 

主要作用的因子。 

昆明 (Kunming) NiT(Lijiang) 版纳 (Banna) 

华坪(Huaping) 普洱 (Puer) 

图 1 2004年 2～5月各试验点 UV—B辐射强度变化 

Fig．1 Varieties of UV—B radiation strength in 

test place from Feb．to M ay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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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各试验点报春花丙二醛含量 

Fig．2 Content of M DA in primula 

from Feb．to May 2004 

2．2 UV-B辐射对报春花叶片丙二醛含量变化的影响 

从图2得知，总体上 3、4月份 UV—B辐射较强， 

各试验点报春花叶片的丙二醛含量的值也较高，如 

3月份丽江和勐腊两个点的丙二醛含量达最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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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0为 0．013 4 tool·mg Fw 和 0．022 8 mol· 

m Fw，4月份华坪和宁洱的丙二醛含量达最高，分 

别为 0．021 8／~mol·mg。Fw 和 0．010 9／~mol· 

mg—Fw。而4～5月虽然紫外辐射仍在继续增强， 

但报春花丙二醛含量的变化却不大，华坪甚至还出 

现了急剧下降的现象。 

结合图2、3，对于海拔高度相近的宁洱(1 320．0 

m)和华坪(1 244．0 m)来说，两地的纬度差异较大， 

宁洱低于华坪 3．5。，2～5月宁洱的紫外辐射强度明 

显高于华坪，图3中华坪报春花的丙二醛含量却显 

著高于宁洱(平均值相差 0．004 1／~mol·mg- Fw)。 

综合纬度和海拔高度效应分析，丽江和华坪纬度差 

异不大，丽江海拔高度比华坪高 1 149 m，Uv—B辐 

射(月平均8．91 5 w·m )也总体强于华坪(月平均 

5．615 w·m )，而报春花叶片丙二醛含量总体表现 

为华坪为高，平均值为 0．01142／~mol·mg—Fw，最 

高值为0．021 8／~mol·mg～Fw，而丽江的平均值仅 

为 0．008 96／~mol·mg- Fw，最高值为 0．013 4 

m。1．mg—Fw，几乎相差一倍。另外 ，勐腊 的 UV— 

B辐射强度明显偏低 ，月平均仅为 1．11 6 w·m～，可 

叶片丙二醛含量分析数据表明叶片丙二醛含量较 

高，尤其在 3月份达 0．022 8／~mol·mg～Fw，是所 

有分析数据中的最高值。 

昆明 (Kunmi ng) 丽江 (Liji ang) 版纳 (Banna) 

华坪(Huapi ng) 普洱 (Pue r) 

图 3 报春花可溶性蛋 白质含量 

Fig．3 Content of soluble protein in Primula 

2．3 UV—B辐射对报春花 叶片可溶性蛋 白质含量变 

化的影响 

从图4来看，随着 UV—B辐射强度的逐渐增强， 

各实验点报春花叶片的可溶性蛋 白质含量变化不一 

致，总体趋势是叶片可溶性蛋白质含量以华坪的最 

高，平均值 275．748 mg· ，相对来讲，勐腊属低纬 

度、低海拔地区，而紫外辐射强度最弱，报春花可溶 

性蛋白质含量也最低，月平均值为 185．95 mg· ， 

最低月份达 127．81 mg·g～。其中华坪、丽江两个 

实验点的含量变化大体一致，呈现由12月份开始先 

升高后降低，至 4月再升高最后又降低的变化趋势。 

此外，勐腊和宁洱实验点的变化却差异较大，宁洱的 

含量变化从 12月份开始升高，到 2月份达最高值 

(345．67 mg·g )，此后便一直降低，直到 5月份最 

低值为 220．63 mg·g～；而勐腊的蛋白质含量则呈 

现先下降而后再升高的趋势。 

昆明 (Kunmi ng) 丽江 (Liji ang) 版纳 (Banna) 

华坪(Huapi ng) 普洱 (Puer) 

图 4 各试验点 MDA、Pro含量和纬度、 

海拔、UV—B辐射的关系 

Fig．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tent of MDA， 

Pro，al titude，latitude and UV 

2．4 UV-B辐射对不同生育期报春花叶片丙二醛、可 

溶性蛋白质含量的影响 

通过对报春花 5个生育期：幼苗期、生长期、开 

花期、结实期、衰老期的叶片丙二醛、可溶性蛋白质 

含量测定(表 1)看出，UV—B辐射强度发生变化，不 

同生育期报春花叶片丙二醛含量变化幅度差异较 

大。整个生育期内，总体以开花期叶片丙二醛含量 

最高，其次是结实期。总体呈现出由幼苗期开始从 

生长期含量逐渐上升至开花期含量达到最高 ，后又 

下降的变化趋势。叶片可溶性蛋白质含量变化较平 

缓，总体由幼苗期开始至衰老期呈现升高一下降一 

升高一下降的变化趋势，在生长期和结实期呈现两 

个高含量高峰。在开花期和结实期，报春花叶片丙 

二醛含量对 UV～B辐射强度的敏感性显著高于其它 

两个时期 ，而叶片可溶性蛋白质含量对 UV—B辐射 

的敏感期主要是开花期和生长期。 

3 讨论 

实验结果表明：UV—B辐射强度发生的变化对 

报春花叶片内的丙二醛、可溶性蛋白质含量均有影 

响。一般认为，UV—B辐射强度增加，植物体内的可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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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性蛋 白质含量减少 (Bjon，1996；Braun，1993)，丙 

二醛含量增加(Larcher，1995；Hernan，2001)，陈拓 

(2001)等对蚕豆研究表明，经 UV—B辐射处理后蚕 

豆叶片中丙二醛含量显著升高。余弘(2oo4)研究紫 

萍也发现随着 UV—B处理时间的延长，体内的抗氧 

化保护系统能力下降，SOD和 AP活性下降，细胞 

膜脂质过氧化产物丙二醛含量增加。本实验结果初 

步证明了随 UV—B辐射强度增强 ，丙二醛含量先升 

高后下降的特征。细胞膜脂质过氧化的次生产物丙 

二醛，是长期以来用于检测细胞膜脂质过氧化程度 

的一个公认指标。丙二醛又是一种高活性的细胞膜 

脂质过氧化产物，它能交联脂类 、核酸、糖类及蛋白 

质，进一步对脂膜的结构和功能造成不良影响，使其 

电解质持泄漏量增加(房江育，2001)。从这一点可 

看出，细胞脂膜在 UV—B辐射胁迫条件下，膜的氧化 

胁迫可能对丙二醛的形成过程产生促进作用，使细 

胞膜脂质过氧化程度加重。但作为逆境适应变化， 

其能力和变化也存在一定范围。实验结果表明，在 

植物生长后期随 UV—B辐射强度的增强，植物对 

UV—B辐射的适应能力也逐渐增强，受伤害程度逐 

渐减小，因而丙二醛含量下降。 

随UV—B辐射强度的增强，一些实验点报春花 

表 1 各实验点不同生育期报春花丙二醛、可溶性蛋白质含量(~mol·mg Fw) 

Table l content of MDA and soluble protein on different physiology time of the Primula in test place 

叶片可溶性蛋白质含量变化基本呈现升高一降低一 

升高一降低的变化趋势；而部分实验点表现却是先 

下降后升高(如勐腊)或者先升高而后下降(如宁 

洱)。这种不稳定的含量变化与前人的研究有类似 

之处，Tvini曾报道 UV—B辐射可使植物蛋 白质含 

量增加，Nedunchezhian也表明 UV—B辐射促进植 

物细胞蛋白质合成(Nedunchezian，1992)，李曼华 

(2004)证实了 UV—B辐射增强，小麦和玉米的叶绿 

素含量降低，籽粒中赖氨酸、蛋白质及可溶性糖的含 

量增加，张文会等(2003)对水稻不同生育期的研究 

也发现，经 UV—B辐射处理后，水稻贮藏蛋 白质增 

加；也有研究表明 UV—B辐射降低了植物可溶性蛋 

白质含量，冯国宁(1999)在菜豆研究中发现，短时间 

的UV—B辐射(7 d内)促进蛋 白质的合成，降低了 

蛋白水解酶的活性，使菜豆叶片中的可溶性蛋白质 

含量上升。同时观察到，UV—B辐射 (7～35 d)则抑 

制蛋白质的合成，促进蛋白质水解酶活性的上升，从 

而使蛋白质的分解代谢加强和游离氨基酸的积累， 

降低了可溶性蛋白质的含量。这可能是由于较短时 

间的UV—B辐射促进了蛋白质的合成；降低了蛋白 

水解酶的活性；使植物叶片中的可溶性蛋 白质含量 

上升。而较长时间的 UV—B辐射则会抑制蛋白质的 

合成进而加速蛋 白质的分解。从本实验结果可看 

出，报春花叶片可溶性蛋白质含量与紫外辐射强度 

的变化间的关系不明确，没有呈明显的相关关系。 

报春花不同生育期丙二醛和可溶性蛋白质含量 

对 UV—B辐射的敏感度不同。报春花叶片丙二醛含 

量较高时期在开花期和结实期，可溶性蛋白质含量 

较高时期则是生长期和开花期。一般来说植物的开 

花、结实期是生殖生长的关键时期，对外界反应最为 

敏感，如干旱、渍涝、病虫害等，在这段时期发生的任 

何微小的变化都会对植物的生长产生影响(Rose— 

na，1997；韩 蓉，2002；陈章 和，2000；Teramura， 

1983)，从研究结果看，UV—B辐射作为一种不利的 

环境因子在植物的敏感时期对其造成了伤害。至于 

生长期叶片可溶性蛋 白质含量较高，与报春花前期 

生长于大棚内，水肥充足，生长条件较好，植物生长 

旺盛，而布置于各个实验点后，环境条件变化较大， 

为适应这种变化促使植物体内相关的逆境蛋白的合 

成增加，造成蛋白质含量升高。 

从报春花叶片的丙二醛、可溶性蛋白质含量变 

化与 UV—B辐射强度变化不一致的现象可以看出， 

不同实验点气候条件的差异，对报春花叶片的丙二 

醛、可溶性蛋白质含量肯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类 

似的冯绪猛等(2003)研究农药对水稻生长的影响， 

发现不同浓度农药处理的水稻，叶片中的丙二醛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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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发生变化 ，农药处理浓度加大，丙二醛含量逐渐增 

加，影响时间也加强。马双艳等(2003)通过对苹果 

叶片在干旱胁迫下的研究也发现叶片内的丙二醛含 

量随胁迫程度的增加而呈显著上升趋势，而房江育 

等(2001)发现在水分胁迫下春小麦丙二醛含量显著 

上升 ，施肥后丙二醛含量有所下降。位于西双版纳 

州的勐腊属于北热带气候。综合实验结果，该点紫 

外辐射强度最低而丙二醛含量较高，蛋白质含量较 

低，与其他地点差异较大，可解释为由于环境条件差 

异不利于报春花生长而引起的，尤其是处于 5月份 

的生长后期。由此可推断，生境条件越利于植物生 

长，植物抵御 UV—B辐射损伤的能力越强，丙二醛含 

量降低，而可溶性蛋白质含量则升高；相反植物抵抗 

uV—B辐射损伤能力则越弱，叶片丙二醛含量就越 

高，可溶性蛋白质含量也就越低。 

4 结论 

(1)UV—B辐射强度增加，报春花叶片内的丙二 

醛含量呈现先升高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其中开花期、 

结实期叶片中丙二醛含量较高，对紫外辐射的敏感 

度较高。(2)随着 uV—B辐射强度增加，不同实验点 

报春花叶片内的可溶性蛋白质含量变化差异较大， 

其中华坪和丽江的含量变化呈现先升高后降低，再 

升高又降低的趋势；宁洱的含量先升高后降低；勐腊 

的变化曲线却是先下降后升高。综合表现为生长期 

和开花期，尤其是在开花期报春花可溶性蛋白质含 

量较高 ，对紫外辐射的敏感程度也较高。(3)作为在 

自然环境条件下，尤其在独特地理环境低纬高原的 

云南地区，以云南报春花为试验材料，研究 uV—B辐 

射对植物产生的生理生态效应是新的尝试。通过对 

报春花丙二醛和可溶性蛋白质含量变化的研究表 

明，与其它研究方法获得的结果有其相同的变化趋 

势，但亦存在一些特殊的表现，有必要结合其它生态 

因子进行深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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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 王文采等：都匀楼梯草 ，贵州荨麻科一新种 3 

cucullatae，cornicullatae，cornibus 2 mm longis，dorso 

minute puberulae，minores 4 naviculari—lineares，2— 3 

mm longae，0．9——1 mm latae，apice cucullatae et cor— 

niculatae，cornibus 1 mm longis~bracteolae circ．7，vel 

bracteis minoribus similes，cornibus usque ad 1．5 mm 

longis praeditae，vel lineares，apice haud cucullatae et 

corniculatae，1．2 mm longae，0．3 mm latae，glabae． 

Alabastra florum staminatorum tetramera，circ． 1．5 

mm in diametro，apice 4-corniculata，glabra；pedicellis 

0．8 mm longis glabris． 

多年生草本。根状茎细，长约 6 cm，被密集的苔 

藓覆盖。茎3条丛生，高10．5—16 cm，基部粗1—1．2 

mm，无毛，不分枝 ，有 5—10叶。叶无柄或近无柄；叶 

片草质，斜狭至宽椭圆形 ，长 1—4．5 cm，宽 0．6—1．6 

cm，顶端长渐尖、渐尖、急尖或钝，基部狭侧楔形，宽侧 

耳形，边缘下部全缘，其他部分有牙齿，上面近牙齿顶 

端和边缘有极短伏毛(毛长 0．1—0．15 mm)，下面无 

毛，钟乳体稀疏，不明显，稀明显，杆状，长 0．1—0．2 

mm，三出脉，侧脉在狭侧 1—2条，在宽侧 2—3条；托 

叶膜质，淡褐白色，条形或宽条形，长 4．5—6．5 mm， 

宽1—1．5 mm，无毛，具 1条褐色脉。雄花序成对腋 

生，具短梗，约有 9花；花序梗粗壮 ，长 1 mm，无毛；花 

序托近圆形，直径 1．2 mm，无毛；苞片 6，较大者 2枚 

对生，卵状三角形，长2．8 mm，宽2 mm，顶端稍蔸状， 

具角状突起(突起长 2 ram)，背面有极短的柔毛，较小 

者4枚，船状条形，长 2—3 mm，宽 0．9—1 mm，顶端 

蔸状并具角状突起(突起长 1 mm)；小苞片约 7，或与 

较小的苞片相似，有长达 1．5 mm的角状突起，或呈 

条形，顶端不呈兜状并无角状突起，长1．2 mm，宽0．3 

mm，无毛。雄花蕾四基数，直径约 1．5 mm，顶端有 4 

条角状突起，无毛 ；花梗长 0．8 mm，无毛。 

贵州(Guizhou)：都匀(Duyun)，斗蓬山(Doupeng 

Shan)，土山疏林下(in sparse forest on earth mountain 

slope)，2007—04—30，温放 (F．Wen)070430C(holotype， 

PE；isotype，IBK)． 

本种在亲缘关系上与上林楼梯草E．shanglinense 

w．T．Wang甚为相近，但根状茎细长，明显，长约 6 

cm，茎高1O．5—16 cm，叶上面近牙齿顶端处被极短 

糙伏毛，托叶较大，条形或宽条形，长 4．5—6．5 mm， 

有 1条褐色脉，雄花序有短花序梗，花序托小，但明 

显，近圆形，直径 1．2 mm，苞片 6枚，2枚较大，对生， 

卵状三角形，4枚较小，船状条形，顶端兜状，小苞片 

无毛，可以区别。在上林楼梯 草，根状茎极短，不明 

显，茎较低矮，高约 9 cm，叶两面无毛，托叶较小，狭披 

针形，长约2．2 mm，无脉，雄花序无梗，苞片6枚形状相 

同，均为长圆形，并近等大，小苞片顶端密被长柔毛。 

致谢 感谢孙英宝先生为本文绘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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