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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铁线莲属二新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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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描述了自四川东南部发现的毛茛科铁线莲属二新种：黄荆铁线莲和古蔺铁线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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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于２０１０年秋季

派队到四川东南部古蔺县进行植物区系考察，采集

到大量植物标本，最近我们在鉴定其中毛茛科标本

的过程中发现铁线莲属二新种，现在本文发表。

　　铁线莲属Ｃｌｅｍａｔｉｓ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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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Ａ－Ｂ．黄荆铁线莲　Ａ．叶和腋生果序；Ｂ．瘦果　Ｃ－Ｆ．古蔺铁线莲　Ｃ．叶和腋生果序、花蕾；Ｅ．幼雄蕊；Ｆ．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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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ｎｔｉｂｕｓ　ａｌｂｏ－ｐｌｕｍｏｓｉｓ　ｃｉｒｃ．２．６ｃｍ　ｌｏｎｇｉｓ．
木质藤本。茎褐紫色，粗约２．５ｍｍ，有８条浅

纵沟，密被贴伏短柔毛。叶对生，为具５小叶的羽状

复叶，长１７－２２ｃｍ；小叶具柄；小叶柄长（２－）１０－
２２ｍｍ，与叶柄和叶轴均密被贴伏短柔毛；小叶片纸

质，狭卵形或椭圆形，长６－９ｃｍ，宽３．８－５ｃｍ，顶

端渐尖或急尖，基部圆形或圆截形，边缘每侧有１－
３（－６）枚牙 齿，上 面 无 毛，下 面 被 短 柔 毛，基 出 脉３
条，两 面 平；叶 柄 长 约５ｃｍ。聚 伞 花 序 腋 生，具１
花；花序梗果期长２．５－３ｃｍ，与苞片和花梗均被贴

伏短柔毛；苞片对生，狭卵形，长约２ｍｍ；花梗果期

长约１．５ｃｍ。瘦果干时黑色，狭倒卵球形，长约３．５
ｍｍ，宽约２ｍｍ，被 疏 柔 毛；宿 存 花 柱 羽 毛 状，长 约

２．６ｃｍ，毛白色。
四川（Ｓｉｃｈｕａｎ）：古 蔺 县（Ｇｕｌｉｎ　Ｘｉａｎ），黄 荆 乡

（Ｈｕａｎｇｊｉｎｇ　Ｘｉａｎｇ），四 来 桥 至 黑 熊 沟 （ｆｒｏｍ　Ｓｉ－
ｌａｉｑｉａｏ　ｔｏ　Ｈｅｉｘｉｏｎｇｇｏｕ），２８°１１′７０″Ｎ，１０５°４７′１７″
Ｅ，ａｌｔ．１　３３８－１　５１３ｍ，常绿阔叶林下（ｉｎ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宿 存 花 柱 白 色，２０１０－０９－０８，

ＰＥ－古蔺考察队（Ｇｕｌｉｎ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１００３（ｈｏｌ－
ｏｔｙｐｅ，ＰＥ）。

本种 与 两 广 铁 线 莲（Ｃｌｅｍａｔｉｓ　ｃｈｉｎｇｉｉ　Ｗ．Ｔ．
Ｗａｎｇ）有亲缘关系，在小叶形状方面极为相似，但本

种的小叶上面无毛，不分裂，聚伞花序只有１花，瘦

果宿存花柱较短，长约２．６ｃｍ而不同。在两广铁线

莲，小叶上面被糙伏毛，有时三浅裂，花序圆锥状，具
多数花，瘦果宿存花柱长约４ｃｍ（Ｗａｎｇ，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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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质藤本。茎黑紫色，粗１－１．４ｍｍ，有４或６
纵棱，疏被开展短柔毛，变无毛。叶对生，为单叶；叶
片薄革质，卵 形 或 狭 卵 形，长４．８－８ｃｍ，宽１．８－
３．６ｃｍ，顶端渐尖，基部圆形或宽楔形，边缘全缘，上
面无毛，下面密被短柔毛，具三出脉，基出脉上面平，
下面稍隆起；叶柄长０．６－１．２ｃｍ，与花序梗均密被

开展短柔毛。聚伞花序腋生，有时据１－３花，有时

具５花，并呈 总 状 花 序 状；花 序 梗 长７－１５ｍｍ；苞

片对生，狭披针 状 条 形，长２－６．５ｍｍ，被 短 柔 毛；
花梗长０．５－５ｃｍ，被 短 柔 毛，顶 生 者 无 小 苞 片，侧

生者具２小苞片；小苞片对生，狭条形 或 钻 形，长２
－３ｍｍ，被短柔毛。花蕾卵球形，长约５ｍｍ；萼片

４，镊合状排列，革质，椭圆状卵形，内面无毛，外面近

顶端疏被短柔毛，边缘有短绒毛；雄蕊幼，条形，长约

３ｍｍ，中部以下被柔毛，中部以上包括 花 药 密 被 长

柔毛；心皮尚极幼，极小，长约１ｍｍ。瘦果两侧扁，
狭倒卵形，长约３．２ｍｍ，宽１．５ｍｍ，被疏毛；宿 存

花柱羽毛状，长约３ｃｍ，毛白色。
四川（Ｓｉｃｈｕａｎ）：古 蔺 县（Ｇｕｌｉｎ　Ｘｉａｎ），黄 荆 乡

（Ｈｕａｎｇｊｉｎｇ　Ｘｉａｎｇ），２８°１６′２５″Ｎ，１０５°４８′３４″Ｅ，ａｌｔ．
１　１００－１　５８０ｍ，山 谷 林 中（ｕｎｄｅｒ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ｖａｌ－
ｌｅｙ），２０１０－０９－０５，ＰＥ－古蔺考察队（Ｇｕｌｉｎ　Ｅｘｐｅｄｉｒｉｏｎ

３１期　　　　　　　　　　　　　王文采等：四川铁线莲属二新种



ｏｆ　ＰＥ）０６６２（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ＰＥ）．
本种在亲缘关系方面接近单叶铁线莲（Ｃｌｅｍａ－

ｔｉｓ　ｈｅｎｒｙｉ　Ｏｌｉｖ．），但叶卵形，边缘全缘，下面密被短

柔毛，基出脉３条，叶柄较短，长０．６－１．２ｃｍ，聚伞

花序有５花时呈总状花序状，花药密被长柔毛而可

区别。在单叶铁线莲，叶通常披针形，边缘有小齿，
下面只在脉上被疏柔毛，基出脉３－５（－７）条，叶柄

长２－６．５ｃｍ，聚 伞 花 序 通 常 有１花，当 具５花 时，
不呈总状花序状，花药无毛（Ｆａｎｇ，１９８０）。

致谢　孙英宝先生为本文绘图，谨表深切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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