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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黄属的一个新异名
李宏庆＊，刘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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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比较研究标本室标本、野外考察、杂交实验和ＤＮＡ片段序列分析的基础上，确认高地黄（Ｒｅｈｍａｎ－
ｎｉａ　ｅｌａｔａ　Ｎ．Ｅ．Ｂｒｏｗｎ）与裂叶地黄（Ｒ．ｐｉａｓｅｚｋｉｉ　Ｍａｘｉｍ．）为同种植物，并把前者作为后者的异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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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ａ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ｈｍａｎｎｉａ　ｅｌａｔａ　Ｎ．Ｅ．Ｂｒｏｗｎ
ｗａ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ａ　ｓｙｎｏｎｙｍ　ｏｆ　Ｒ．ｐｉａｓｅｚｋｉｉ　Ｍａｘｉ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Ｒｅｈｍａｎｎｉａ；Ｒｅｈｍａｎｎｉａ　ｐｉａｓｅｚｋｉｉ；Ｒｅｈｍａｎｎｉａ　ｅｌａｔａ；ｎｅｗ　ｓｙｎｏｎｙｍ

　　 地 黄 属 （Ｒｅｈｍａｎｎｉａ　Ｌｉｂｏｓｃｈ．ｅｘ　Ｆｉｓｃｈ．ｅｔ
Ｍｅｙ．）是玄参科（广义）的一个小属，全属约有６种，
分布于东亚地区，我国均有分布，仅有地黄（Ｒ．ｇｌｕ－
ｔｉｎｏｓａ（Ｇａｅｒｔ．）Ｌｉｂｏｓｃｈ．ｅｘ　Ｆｉｓｃｈ．ｅｔ．Ｍｅｙ．）１种 分

布达 朝 鲜 半 岛 和 日 本（金 存 礼，１９７９；Ｒｉｘ，１９８７；

Ｈｏｎｇ等，１９９８；洪德元等，２００４）。Ｆｉｓｃｈｅｒ（２００４）及

Ｍａｂｂｅｒｌｅｙ（２００８）记述本属有９种，疑为包括了曾被

列入本属 的Ｔｒｉａｅｎｏｐｈｏｒａ的 种 类。近 年 来 的 分 子

系统学 研 究（Ａｌｂａｃｈ等，２００９；Ｘｉａ等，２００９）表 明

Ｒｅｈｍａｎｎｉａ可能属于列当科Ｏｒｏｂａｎｃｈａｃｅａｅ。
裂叶 地 黄（Ｒｅｈｍａｎｎｉａ　ｐｉａｓｅｚｋｉｉ　Ｍａｘｉｍ．）是

Ｍａｘｉｍｏｗｉｃｚ根 据 采 自 陕 西 南 部“Ｃｈｉｎａ　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
ｉｓ：ｐｒｏｖ．Ｓｃｈｅｎｓｉ，ｐａｒｔ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ｆｉｎｅ　ｍａｒｔｉｉ　ｆｌ．（Ｐｉａｓ－
ｅｚｋｉ）”（Ｍａｘｉｍｏｗｉｃｚ，１８８０）的标本为模式发表的，叶
羽状深裂，裂片钝圆而有锯齿，萼裂片披针形、具钝

尖头和稀疏锯齿；花冠紫红色，花冠筒内有斑点，裂

片圆形。作者考察了模式产地区域的野生种群，并

采集种子进行了连续４年的栽培观察，结果表明，植

株高可达１００ｃｍ；叶片分裂状况可从羽状 深 裂、裂

片钝圆而有锯齿到每侧只有少数几个急尖、全缘的

裂片；小苞片或有或无；花冠红色到紫红色，喉部斑

点的密度、颜色亦有较大幅度的变化。这些特征变

化有时会在 同 一 植 株 上 出 现（图１：３）。查 阅 了Ｒ．
ａｎｇｕｌａｔａ（Ｏｌｉｖ．）Ｈｅｍｓｌ．的 模 式 照 片 （Ａ．Ｈｅｎｒｙ
１１３１，Ｋ）（图１：１）后发现它与裂叶地黄的原始描述

完全一致，支持将它作为裂叶地黄的异名处理（金存

礼，１９７９）。

Ｈｅｍｓｌｅｙ（１９０８）在 描 述 Ｒｅｈｍａｎｎｉａ　ａｎｇｕｌａｔａ
（Ｏｌｉｖ．）Ｈｅｍｓｌ．时 新 配 了 一 幅 图。Ｂｒｏｗｎ（１９１０）在

描述Ｒ．ｈｅｎｒｙｉ　Ｎ．Ｅ．Ｂｒｏｗｎ（湖 北 地 黄）时，由 该 文

的 编 辑 Ｐｒａｉｎ 按 Ｂｒｏｗｎ 的 意 见，提 出 Ｈｅｍｓｌｅｙ
（１９０８）的那幅图应当是与Ｒ．ｅｌａｔａ　Ｎ．Ｅ．Ｂｒｏｗｎ为

同一物种，该物种由 Ｗｉｌｓｏｎ采自湖北某 地、种 植 于

英国皇 家 植 物 园（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ｉｎ　Ｋｅｗ　１９０７）。同 时

Ｂｒｏｗｎ（１９１０）认 为Ｒ．ｅｌａｔａ与Ｒ．ａｎｇｕｌａｔａ（Ｏｌｉｖ．）

Ｈｅｍｓｌ．（即Ｒ．ｐｉａｓｅｚｋｉｉ　Ｍａｘｉｍ．）的区别在于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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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Ｈｏｌｏｔｙｐｅ　ｏｆ　Ｒ．ｇｌｕｔｉｎｏｓａＬｉｂｏｓｃｈ．ｖａｒ．ａｎｇｕｌａｔａ；２．高地黄栽培植株；３．裂叶地黄植株，具两种不同形态的叶；４．高地黄的几种不同叶
形；５．高地黄的花；６．高地黄的果实；７．高地黄（左）及裂叶地黄（右）的果实；８．高地黄的种子；９．裂叶地黄的种子；１０．裂叶地黄的花。

Ｆｉｇ．１　１．Ｈｏｌｏｔｙｐｅ　ｏｆ　Ｒ．ｇｌｕｔｉｎｏｓａ　Ｌｉｂｏｓｃｈ．ｖａｒ．ａｎｇｕｌａｔａ　Ｏｌｉｖ．（＝Ｒ．ｐｉａｓｅｚｋｉｉ　Ｍａｘｉｍ．）（Ａ．Ｈｅｎｒｙ　１１３１，Ｋ）；２．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ｐｌａｎｔ　ｏｆ　Ｒ．
ｅｌａｔａ　Ｎ．Ｅ．Ｂｒｏｗｎ（＝Ｒ．ｐｉａｓｅｚｋｉｉ　Ｍａｘｉｍ．）；３．Ｐｌａｎｔ　ｏｆ　Ｒ．ｐｉａｓｅｚｋｉｉ　Ｍａｘｉｍ．，ｗｉｔｈ　ｔｗｏ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ｌｅａｖｅｓ（ｓｈｏｗｎ　ｂｙ　ａｒｒｏｗｓ）；４．Ｌｅａｖｅｓ　ｏｆ　Ｒ．
ｅｌａｔａ　Ｎ．Ｅ．Ｂｒｏｗｎ（＝Ｒ．ｐｉａｓｅｚｋｉｉ　Ｍａｘｉｍ．）；５．Ｈｏｌｏｔｙｐｅ　ｏｆ　Ｒ．ｐｉａｓｅｚｋｉｉ　Ｍａｘｉｍ（Ｐｉａｓｅｚｋｙ　ｓ．ｎ．，ＬＥ）；６．Ｆｒｕｉｔｓ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ａ　Ｎ．Ｅ．Ｂｒｏｗｎ（＝Ｒ．
ｐｉａｓｅｚｋｉｉ　Ｍａｘｉｍ．）；７．Ｆｒｕｉｔｓ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ａ　Ｎ．Ｅ．Ｂｒｏｗｎ（＝Ｒ．ｐｉａｓｅｚｋｉｉ　Ｍａｘｉｍ．）（ｌｅｆｔ）ａｎｄ　Ｒ．ｐｉａｓｅｚｋｉｉ　Ｍａｘｉｍ．（ｒｉｇｈｔ）；８．Ｓｅｅｄ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ａ　Ｎ．
Ｅ．Ｂｒｏｗｎ（＝Ｒ．ｐｉａｓｅｚｋｉｉ　Ｍａｘｉｍ．）；９．Ｓｅｅｄ　ｏｆ　Ｒ．ｐｉａｓｅｚｋｉｉ　Ｍａｘｉｍ．；１０．Ｆｌｏｗｅｒ　ｏｆ　Ｒ．ｐｉａｓｅｚｋｉｉ　Ｍａｘｉｍ．

４２ 广　西　植　物　　　 　　　　　　　　　　　　　　３２卷



高为后者的２倍，叶片每侧具２～６个急尖、全缘的

裂片，或者具少数带齿的裂片，而不是具多数锯齿；
苞叶基部长楔形、较苞片上部狭，花冠较大，唇瓣鲜

亮柔和玫瑰红紫色，喉部有略带红色的黄点。但事

实上，根据引自 美 国 北 卡 罗 莱 那 的 高 地 黄（Ｒ．ｅｌａｔａ
Ｎ．Ｅ．Ｂｒｏｗｎ）栽培种群（形态特 征 与 Ｈｅｍｓｌｅｙ的 配

图 完 全 一 致）的 观 察（Ａｌｂａｃｈ等，２００７；闫 坤 等，

２００７），其株高、叶形、花冠形态及色斑会在同株或不

同株上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化，小苞片或有或无，从而

与裂叶地黄无法区别（图１：２－４，６，７，１０）。
我们见到了 裂 叶 地 黄 模 式 标 本 照 片（图１：５），

又经对 裂 叶 地 黄、Ｒ．ａｎｇｕｌａｔａ（Ｏｌｉｖ．）Ｈｅｍｓｌ．和 高

地黄（Ｒ．ｅｌａｔａ　Ｎ．Ｅ．Ｂｒｏｗｎ）模式产地区域的实地考

察、同属全部物种的比较解剖学观察、属内种间杂交

实验、ｎｒＤＮＡ　ＩＴＳ区、ｃｐＤＮＡｔｒｎＬ－Ｆ区及ｒｐｓ１６区

３个ＤＮＡ片 段 的 分 子 系 统 学 分 析（李 宏 庆，２００５；

Ａｌｂａｃｈ等，２００７）。结果表明，高地黄形态变异幅度

（种子、果实、叶 等）处 于 裂 叶 地 黄 的 变 异 幅 度 以 内

（图１）；二者间的杂交结实率为１００％，杂交种子萌

发率达８５％以上，但分别与同属其它物种杂交时种

子萌发率较低、极 低 或 不 萌 发（表１）；３个ＤＮＡ片

段分别及联 合 分 析 得 出 的 地 黄 属 分 子 系 统 树 均 显

示，Ｒ．ｅｌａｔａ　Ｎ．Ｅ．Ｂｒｏｗｎ和Ｒ．ｐｉａｓｅｚｋｉｉ　Ｍａｘｉｍ．独

立构 成 一 支，靴 带 支 持 率 为１００％（图２），Ｘｉａ等

（２００９）的５个 ＤＮＡ片 段 构 建 的 系 统 树 亦 与 此 相

似。据此认为，高地黄Ｒ．ｅｌａｔａ　Ｎ．Ｅ．Ｂｒｏｗｎ和裂叶

地黄Ｒ．ｐｉａｓｅｚｋｉｉ　Ｍａｘｉｍ．实为同一物种，故将前者

作为后者的异名处理。

图２　地黄属的分子系统树（左为依据ＩＴＳ序列数据构建的 ＭＬ树，右为依据ＩＴＳ、ｔｒｎＬ－Ｆ、ｒｐｓ１６序列数据联合构建
的 ＭＬ树。分支上方的数字表示进化距离，分支下方的数字表示靴带支持率）
Ｆｉｇ．２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ｔｒｅｅｓ　ｏｆ　Ｒｅｈｍａｎｎｉａ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ＴＳ　ｄａｔａ　ｓｅｔ（ｌｅｆｔ）ａｎｄ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ｄａｔａ
ｓｅｔ（ＩＴＳ，ｒｐｓ１６ｉｎｔｒ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ｎＬ－Ｆ　ｒｅｇｉｏｎ．ｒｉｇｈｔ）．Ｎｕｍｂｅｒｓ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ｆｅｒｒｅ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ｔｈｏｓｅ　ｂｅｌｏｗ　ｔｈｅ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ｓ．（ｓｅｅ：Ａｌｂａｃ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

　　裂叶地黄

Ｒｅｈｍａｎｎｉａ　ｐｉａｓｅｚｋｉｉ　Ｍａｘｉｍ．ｉｎ　Ｂｕｌｌ．Ａｃａｄ．
Ｉｍｐ．Ｓｃｉ．Ｓａｉｎｔ－Ｐｅｔｅｒｓｂｏｕｒｇ　２６：５０２．１８８０；Ｆｏｒｂｅｓ
＆ Ｈｅｍｓｌ．ｉｎ　Ｊ．Ｌｉｎｎ．Ｓｏｃ．Ｂｏｔ．２６：１９４．１８９０，ｐ．ｐ；

Ｈ．Ｌ．Ｌｉ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ｉａ　１：７４．１９４８；Ｃ．Ｌ．Ｃｈｉｎ　ｉｎ　Ｆｌ．
Ｒｅｉｐｕｂｌ．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ｓ　Ｓｉｎ．６７（２）：２１７．１９７９；Ｆｌ．Ｈｕｂｅｉ

３：５６６．２００２；Ｈｉｇｈｅｒ　Ｐｌ．Ｃｈｉｎａ　１０：１３３－１３４．２００４；Ｄ．
Ｙ．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ｉｎ　Ｆｌ．Ｃｈｉｎａ　１８：５８，１９９８．———Ｒｅｈ－
ｍａｎｎｉａ　ｇｌｕｔｉｎｏｓａ　Ｌｉｂｏｓｃｈ．ｖａｒ．ｐｉａｓｅｚｋｉｉ（Ｍａｘｉｍ．）

Ｄｉｅｌｓ，Ｂｏｔ．Ｊａｈｒｂ．Ｓｙｓｔ．２９：５６９．１９００．Ｔｙｐｅ：Ｃｈｉｎａ．
Ｓｈａａｎｘｉ：“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ｉｓ：ｐｒｏｖ．Ｓｃｈｅｎｓｉ，ｐａｒｔｅ　ａｕｓｔｒａ－
ｌｉ，ｆｉｎｅ　ｍａｒｔｉｉ　ｆｌ．”，Ｐｉａｓｅｚｋｉ　ｓ．ｎ．（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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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ｈｍａｎｎｉａ　ｅｌａｔａ　Ｎ．Ｅ．Ｂｒｏｗｎ　ｉｎ　Ｂｏｔ．Ｍａｇ．
１３６：ｔ．８３０２．１９１０；Ｓ．Ｍａｔｓｕｄａ　ｉｎ　Ｂｏｔ．Ｍａｇ．Ｔｏｋｙｏ，

３２：１４０，１９１８；Ｈ．Ｌ．Ｌｉ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ｉａ　１：７５．１９４８；Ｃ．
Ｌ．Ｃｈｉｎ　ｉｎ　Ｆｌ．Ｒｅｉｐｕｂｌ．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ｓ　Ｓｉｎ．６７（２）：２１７．
１９７９；Ｆｌ．Ｈｕｂｅｉ，３：５６７．２００２；Ｄ．Ｙ．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ｉｎ
Ｆｌ．Ｃｈｉｎａ，１８：５８，１９９８；ｓｙｎ．ｎｏｖ．Ｔｙｐｅ：“ｔｈｅ　ｆｉｇｕｒｅ
ｉｎ　Ｂｏｔ．Ｍａｇ．１３４：ｔ．８１７７．１９０８”．

表１　地黄属种间杂交实验数据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ａｔａ　ｍａｔｒｉｘ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ｈｍａｎｎｉａｓｐｅｃｉｅｓ

杂交组合
（母本×

父本）
Ｓｅｔｓ　ｏｆ　ｃｒｏｓｓ－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

获得有籽
果实数
（个）
Ｎｏ．ｏｆ

ｆｒｕｉ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ｅｅｄｓ

结实率
Ｆｒｕｉ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

Ｆ１代种
子颜色
Ｃｏｌｏｒ　ｏｆ
Ｆ１ｓｅｅｄｓ

Ｆ１代种子
萌发率（室

温２５℃时）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ｏｆ　Ｆ１
ｓｅｅｄｓ（％）

Ｒｃ×Ｒｈ　 ２９　 ９７ ｄａｒｋ　ｂｒｏｗｎ，ｂｉｇ　 ７０
Ｒｃ×Ｒｇ　 １３　 ４３ ｄａｒｋ　ｂｒｏｗｎ，ｂｉｇ　 ０．５
Ｒｃ×Ｒｅ　 ３０　 １００ ｄａｒｋ　ｂｒｏｗｎ，ｂｉｇ　 ３５
Ｒｃ×Ｒｐ　 ２４　 ８０ ｄａｒｋ　ｂｒｏｗｎ，ｂｉｇ　 ３０
Ｒｈ×Ｒｃ　 ３０　 １００ ｙｅｌｌｏｗｉｓｈ－ｂｒｏｗｎ　 ８０
Ｒｈ×Ｒｇ　 ７　 ２３ ｙｅｌｌｏｗｉｓｈ－ｂｒｏｗｎ　 ５
Ｒｈ×Ｒｅ　 １６　 ５３ ｙｅｌｌｏｗｉｓｈ－ｂｒｏｗｎ　 ８５
Ｒｈ×Ｒｐ　 １２　 ４０ ｙｅｌｌｏｗｉｓｈ－ｂｒｏｗｎ　 ７０
Ｒｇ×Ｒｃ　 ６　 ２０ ｂｌａｃｋ　 ０
Ｒｇ×Ｒｅ　 １３　 ４３ ｂｌａｃｋ　 ０
Ｒｇ×Ｒｐ　 ８　 ２７ ｂｌａｃｋ　 ０
Ｒｇ×Ｒｈ　 ３　 １０ ｂｌａｃｋ　 ０
Ｒｅ×Ｒｃ　 ２９　 ９７ 　ｄａｒｋ　ｂｒｏｗｎ，ｓｍａｌｌ　 ２
Ｒｅ×Ｒｇ　 １８　 ６０ 　ｄａｒｋ　ｂｒｏｗｎ，ｓｍａｌｌ　 １
Ｒｅ×Ｒｈ　 ２３　 ７７ 　ｄａｒｋ　ｂｒｏｗｎ，ｓｍａｌｌ　 ６０
Ｒｅ×Ｒｐ　 ３０　 １００ 　ｄａｒｋ　ｂｒｏｗｎ，ｓｍａｌｌ　 ９０
Ｒｐ×Ｒｃ　 ２７　 ９０ 　ｄａｒｋ　ｂｒｏｗｎ，ｓｍａｌｌ　 １
Ｒｐ×Ｒｅ　 ３０　 １００ 　ｄａｒｋ　ｂｒｏｗｎ，ｓｍａｌｌ　 ８５
Ｒｐ×Ｒｈ　 ２２　 ７３ 　ｄａｒｋ　ｂｒｏｗｎ，ｓｍａｌｌ　 ６５
Ｒｐ×Ｒｇ　 １４　 ４７ 　ｄａｒｋ　ｂｒｏｗｎ，ｓｍａｌｌ　 １

　Ｎｏｔｅ：Ｒｅ，Ｒｐ，Ｒｃ，Ｒｈ　ａｎｄ　Ｒｇ　ｓｔａｎｄ　ｆｏｒ　Ｒｅｈｍａｎｎｉａ　ｅｌａｔａ　Ｎ．Ｅ．
Ｂｒｏｗｎ，Ｒ．ｐｉａｓｅｚｋｉｉ　Ｍａｘｉｍ．，Ｒ．ｃｈｉｎｇｉｉ　Ｈ．Ｌ．Ｌｉ，Ｒ．ｈｅｎｒｙｉ　Ｎ．Ｅ．
Ｂｒｏｗｎ　ａｎｄ　Ｒ．ｇｌｕｔｉｎｏｓａ（Ｇａｅｒｔ．）Ｌｉｂｏｓｃｈ．ｅｘ　Ｆｉｓｃｈ．ｅｔ．Ｍｅｙ．，ｒｅ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ｈｍａｎｎｉａ　ｇｌｕｔｉｎｏｓａ　Ｌｉｂｏｓｃｈ．ｖａｒ．ａｎｇｕｌａｔａ
Ｏｌｉｖ．，Ｈｏｏｋｅｒ＇ｓ　Ｉｃｏｎ．Ｐｌ．１６：ｐｌ．１５８９．１８８７．———Ｒｅ－
ｈｍａｎｎｉａ　ａｎｇｕｌａｔａ（Ｏｌｉｖ．）Ｈｅｍｓｌ．ｉｎ　Ｊ．Ｌｉｎｎ．Ｓｏｃ．，

Ｂｏｔ．２６：１９３．１８９０；Ｂｏｔ．Ｍａｇ．１３４：ｔ．８１７７．１９０８；Ｈ．
Ｌ．Ｌｉ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ｉａ　１：７５．１９４８．Ｔｙｐｅ：Ｃｈｉｎａ．Ｈｕｂｅｉ：
“Ｈａｂ．Ｉｃｈａｎｇ”，Ａ．Ｈｅｎｒｙ　１１３１（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Ｋ）．

Ｃｈｉｎａ．Ｈｕｂｅｉ（湖北）：Ｚｈｕｓｈａｎ（竹山），Ｈ．Ｑ．Ｌｉ
（李宏庆）２００４０６０３（ＨＳＮＵ）；Ａ．Ｈｅｎｒｙ　１１３１（ｐｈｏｔｏ
ｉｎ　ＰＥ），Ａ．Ｈｅｎｒｙ　３６００（ＧＨ，ＮＹ）；Ｂａｏｋａｎｇ（保康），

Ｄ．Ｙ．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Ｈ９７０２２（ＧＨ）；Ｙｉｃｈａｎｇ（宜 昌），

Ｇ．Ｇ．Ｚｈｏｎｇ（钟观光）３５２５（ＰＥ）．
Ｃｈｉｎａ．Ｓｈａｎｘｉ（陕西）：Ｓｈｉｑｕａｎ（石泉），Ｓ．Ｍ．Ｓｕ

（苏陕 民）４４１（ＰＥ），Ｈ．Ｑ．Ｌｉ（李 宏 庆）２００９０５３２
（ＨＳＮＵ）；Ｓｈａｎｙａｎｇ（山 阳），Ｊ．Ｘ．Ｙａｎｇ（杨 金 祥）

２４６５（ＰＥ）．
Ｃｈｉｎａ．Ｓｈａｎｇｈａｉ（上 海）：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Ｈ．Ｑ．Ｌｉ

（李宏庆）２００４０５０１（ＨＳＮＵ）．
致谢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罗毅波研究员提供文

献资料，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邓云飞研究员提供

的ＬＥ的 模 式 标 本 照 片，哈 佛 大 学 标 本 馆 Ｌｉｈｏｎｇ
Ｄｕａｎ女士协助查阅标本，ＮＹ、ＧＨ、ＰＥ为查阅标本

提供便利。谨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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