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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距淫羊藿的地理分布新记录及形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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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中医药大学 药学院ꎬ 南昌 ３３０００４ )

摘　 要: 淫羊藿属依据少量栽培个体命名的类群普遍存在ꎬ往往缺乏足够的野外调查和形态性状统计ꎬ对其

性状变异幅度、变异式样和分类价值研究不够ꎮ 紫距淫羊藿(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 ｅｐｓｔｅｉｎｉｉ) 由 Ｓｔｅａｒｎ 于 １９９７ 年依据引

种个体命名ꎬ为掌握其资源分布及形态性状变异ꎬ该研究基于居群概念ꎬ对淫羊藿属分布区展开调查ꎬ在各分

布区选择一个居群(３０ 个体 /居群)于花期进行形态观察、统计和描述ꎮ 结果表明:紫距淫羊藿以往被认为狭

域分布于湖南天平山ꎬ该研究调查发现广东省和湖北省均有分布ꎬ为新分布记录ꎮ 此两处新分布分别位于天

平山的南部和北部ꎬ将其自然分布区显著扩大ꎮ 基于居群观测的形态变异较原描述更广泛ꎮ ６ 个主要数量性

状(株高、序轴长、小花数、叶长、叶宽和根茎)和花部颜色在居群间和个体间均呈现丰富的变异ꎮ 生物种的分

布范围并非完全连续ꎬ而是由若干个多少间断的居群组成ꎬ任何一个居群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连续性变异ꎬ要更

好地认识各物种ꎬ就应当足够重视这些居群系统ꎮ 紫距淫羊藿的新分布记录对淫羊藿属的资源利用、扩散机

制和系统地理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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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淫羊藿属 (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 植物的分类学研究在

近 ３０ 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点关注(Ｓｔｅａｒｎꎬ ２００２ꎻ
应俊生ꎬ１９７５ꎻ何顺志ꎬ２０１４)ꎬ新种不断发表ꎬ类群

数量迅速膨胀ꎮ 目前ꎬ各类文献中出现的中国类群

已超过 ６０ 种 /变种 (徐艳琴ꎬ ２００８ꎻ 徐艳琴等ꎬ
２０１４ａ)ꎬ９０％以上的物种为中国特有ꎬ但近一半的物

种为国外研究者命名ꎬ且绝大多数是依据少量栽培

个体命名ꎬ缺乏足够的野外调查和形态性状统计

(徐艳琴等ꎬ２０１４ａꎬ ｂ)ꎮ 从系统地理学角度而言ꎬ淫
羊藿属为典型的旧世界温带分布类型ꎬ中国是淫羊

藿属的现代分布中心和多样性中心ꎬ也可能是该属

的起源中心ꎬ包括了从原始到进化的最多变化式样ꎬ
极具生物地理学意义( Ｓｔｅａｒｎꎬ ２００２ꎻ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７ꎻ 应俊生ꎬ２００２ꎻ何顺志ꎬ２０１４)ꎮ

紫距淫羊藿(Ｅ. ｅｐｓｔｅｉｎｉｉ Ｓｔｅａｒｎ)为中国特有种ꎬ
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 １９９４ 年采自湖南省桑植县

天平山ꎬ由 Ｄａｒｒｅｌｌ Ｐｒｏｂｓｔ 栽于 Ｈｕｂｂａｒｄｓｔｏｎꎬ Ｍａｓｓ.ꎬ
Ｕ.Ｓ.Ａ. (９４０２５５)ꎬＳｔｅａｒｎ 于 １９９７ 年据此栽培品种命

名(Ｓｔｅａｒｎꎬ １９９７)ꎮ 自该种描述以来ꎬ未见任何涉及

其资源和形态调查的报道ꎬ其分布一直被认为狭域

分布于天平山(Ｙｉ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ꎻ 应俊生ꎬ２００１ꎻ何顺

志ꎬ２０１４)ꎮ 检索国家数字标本馆和国内各大标本

馆ꎬ仅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ＩＭＤ)查询到 １ 份模式产地之外的标本ꎬ为采自湖

北省恩施市长岭岗药材场的栽培品(郭宝林和刘京

晶ꎬ０８１２)ꎬ标本记录是从附近移植而来ꎬ但该地区

野外分布一直未得到确认和报道ꎮ 作者于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５ 年淫羊藿属花期(４－５ 月)开展淫羊藿属野外

资源调查时发现ꎬ在广东省韶关市乳源县南岭国家

森林公园和湖北省建始县业州镇有淫羊藿种群分

布ꎬ经仔细核对后鉴定为紫距淫羊藿ꎮ «广东植物

志»(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ꎬ１９９５)和«湖北植物

志»(傅书遐ꎬ２００１)均未收录紫距淫羊藿ꎬ为广东省

和湖北省的新分布ꎮ 凭证标本存放在江西中医药大

学标本馆( ＪＸＣＭ)ꎮ 在此基础上ꎬ两分布区各选择

一个居群(３０ 个体 /居群)进行主要形态性状的观测

和比较ꎮ
紫距淫羊藿　 (图版Ⅰ)
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 ｅｐｓｔｅｉｎｉｉ Ｓｔｅａｒｎ ｉｎ Ｋｅｗ Ｂｕｌｌ. ５２(３):

６６２ꎬ Ｆｉｇ. ３ꎬ １９９７ꎻ 中国植物志ꎬ ２９: ２８３. ２００１.
Ｔｙｐｅ: Ｃｈｉｎａꎬ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湖南)ꎬ Ｔｉａｎｐｉｎｇｓｈａｎ
(天平山)ꎬ １９９４ꎬ Ｄａｒｒｅｌｌ Ｐｒｏｂｓｔ ９４０２５５ꎬ ｃｕｌｔ. Ｈｕｂ￣
ｂａｒｄｓｔｏｎꎬ Ｍａｓｓ.ꎬ Ｕ.Ｓ.Ａ.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 Ｋ).

多年生草本ꎬ植株高 １２~６２ ｃｍꎮ 匍匐地下根状

茎细长ꎬ直径 ２~６ ｍｍꎬ多须根ꎮ 一回三出复叶基生

和茎生ꎬ具 ３ 枚小叶ꎻ小叶革质ꎬ狭卵形ꎬ长 ４ ~ １５
ｃｍꎬ宽 ２~ ９ ｃｍꎬ叶缘锯齿 １.５ ~ ２ ｍｍꎬ先端渐尖ꎬ基
部心形ꎬ顶生小叶基部裂片圆形ꎬ近等大ꎬ侧生小叶

基部偏斜ꎬ内裂片较小ꎬ圆形ꎬ外侧裂片较大ꎬ急尖ꎬ
上面深绿色ꎬ无毛ꎬ幼叶紫红色ꎬ后逐渐变绿ꎬ背面绿

灰色(新叶)至苍白色(老叶)ꎬ被稀疏细长毛或几无

毛ꎻ花茎具 ２ 枚对生叶或具 １ 叶ꎮ 总状花序或下部

圆锥状(基部花梗具 ３ 小花)ꎬ具 ４ ~ ２４( ~ ２９)朵花ꎬ
花序轴长约 ４.５ ~ １９ ｃｍꎬ花梗长 ２ ~ ３ ｃｍꎬ无毛ꎻ花
大ꎬ直径约 ３ ｃｍꎻ萼片 ２ 轮ꎬ外萼片椭圆形ꎬ长 ２.５ ~
３.５ ｍｍꎬ淡绿色至紫绿色ꎬ早落ꎬ内萼片卵形ꎬ先端急

尖ꎬ外面一对较钝ꎬ８ × ７ ｍｍꎬ内侧一对尖ꎬ长约 １３×
７ ｍｍꎬ白色至淡粉色ꎻ花瓣稍长于内萼片ꎬ呈钻状

距ꎬ伸长ꎬ稍弯曲ꎬ紫色、淡紫色至几乎白色ꎬ长 １５ ~
２０ ｍｍꎬ基部深或浅紫色ꎬ偶见黄色ꎬ瓣片高约 ５
ｍｍꎻ雄蕊长约 ５ ｍｍꎬ不外露ꎬ花丝长约 ０.５ ｍｍꎬ花
药绿色ꎬ蓇葖果长约 １６ ｍｍꎬ内含种子 ３~５ 枚ꎮ

广东:广东韶关市乳源县岭南国家级森林公园

沟谷旁山坡林下ꎬ狭域片状分布于峡谷两侧山坡林

０２６ 广　 西　 植　 物　 　 　 　 　 　 　 　 　 　 　 　 　 　 　 　 　 ３６ 卷



缘及路旁崖壁ꎬ海拔 ６７０ ｍꎬ１１３°０３.１５８′Ｅꎬ２４°５４.８３′
Ｎꎬ２０１５￣３￣２３ꎬ徐艳琴、刘少雄 ２０１５０３７ꎮ

湖北:建始县业州镇大堰村村前山坡密林灌丛

下ꎬ狭域片状分布ꎬ为草本层优势种ꎬ海拔 ７６７ ｍꎬ
１０９°４１.６５１′ Ｅꎬ ３０°３３.３６４′ Ｎꎬ２０１３￣４￣１８ꎬ徐艳琴、张

科宁 ２０１３００４ꎮ
分布:湖南ꎮ 生于山坡林下或林缘、路旁等处ꎮ

海拔 ４００~１ ０００ ｍꎮ 模式标本采自湖南天平山ꎮ 广

东和湖北首次记录ꎬ本次记录的新分布区分别天平

山的南部和北部ꎮ

表 １　 紫距淫羊藿不同居群主要数量性状变异比较 (括号内为个体间变异范围)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ｍａｉｎ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ａｍｏ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ｉｎ ｐａｒｅｎｔｈｅｓｅｓ) ｏｆ 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 ｅｐｓｔｅｉｎｉｉ Ｓｔｅａｒｎ

居群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株高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ｃｍ)

序轴长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ｌｅｎｇｈ

(ｃｍ)
小花数

Ｆｌｏｗｅｒ ｎｕｍｂｅｒ
叶长

Ｌｅａｆ ｌｅｎｇｔｈ
(ｃｍ)

叶宽
Ｌｅａｆ ｗｉｄｔｈ

(ｃｍ)

根茎
Ｒｈｉｚｏｍｅ ｔｈｉｃｋ

(ｍｍ)

ＨＮＳＺ ≥１２ ≥６ ６~１５ ４~５ ２~３ ２~３

ＨＢＪＳ ３９.２５
(２５~５６)

１２.８７
(８~１９)

１１.６０
(６~２４)

７.９０
(６.１~１０.２)

４.４８
(３.６~５.６)

４.４２
(２.１７~６.２５)

ＧＤＮＬ ５０.３
(３１~６２)

１０.７７
(４.５~１７.５)

６.７５
(４~１３)

１０.１６
(７.９~１４.７)

５.６８
(４.１~８.８)

３.４５
(２.１６~４.８６)

　 注: ＨＮＳＺ. 湖南省桑植县天平山ꎬ数据来源于 Ｓｔｅａｒｎ (１９９７)ꎻ ＨＢＪＳ. 湖北省建始县业州镇新分布居群(３０ 个体)ꎻ ＧＤＮＬ. 广东省乳源县南岭国家森林公园新分
布居群(３０ 个体)ꎮ
　 Ｎｏｔｅ: ＨＮＳＺ. Ｔｉａｎｐｉｎｇｓｈａｎꎬ Ｓａｎｇｚｈｉꎬ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Ｓｔｅａｒｎ (１９９７)ꎻ ＨＢＪＳ. Ｙｈｚｈｏｕꎬ Ｊｉａｎｓｈｉꎬ Ｈｕ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３０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ꎻ ＧＤＮＬ. Ｎａｌｉｎｇ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ａｒｋꎬ Ｒｕｙｕａｎꎬ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３０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广东植物志»收录淫羊藿属植物 １ 种ꎬ即箭叶

淫羊藿(三枝九叶草)ꎬ分布于乳源和乐昌等地(中
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ꎬ１９９５)ꎮ 新分布的紫距淫羊

藿与箭叶淫羊藿形态特征差异明显ꎬ分属于淫羊藿

属的大花类群(小花直径大于 ２ ｃｍꎬ花瓣长于内萼

片)和小花类群(小花直径小于 １ ｃｍꎬ花瓣短于内萼

片)ꎬ易于区别ꎮ
湖北省是我国淫羊藿属植物资源较为丰富的地

区ꎬ«湖北植物志»收录 ９ 种 ３ 变种(傅书遐ꎬ２００１):
箭叶淫羊藿、铺散淫羊藿、光叶淫羊藿、长圆叶淫羊

藿、粗毛淫羊藿、湖南淫羊藿、宝兴淫羊藿、四川淫羊

藿、川鄂淫羊藿、柔毛淫羊藿、黔岭淫羊藿、淫羊藿ꎮ
其中ꎬ铺散淫羊藿于 １９９７ 年被提升为天平山淫羊

藿ꎬ长圆叶淫羊藿在后续专著和文献中均未受认可ꎮ
除此之外ꎬ «中国植物志» (应俊生ꎬ ２００１) 和 /或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Ｙｉ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收录木鱼坪淫羊

藿、恩施淫羊藿、巫山淫羊藿、竹山淫羊藿、直距淫羊

藿、长蕊淫羊藿、星花淫羊藿、神农架淫羊藿ꎬ加上

２０１１ 年新发表的 Ｅ. ｓｔｅａｒｎｉｉ Ｏｇｉｓｕ ＆ Ｒｉｘ (Ｏｇｉｓ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和本次调查的紫距淫羊藿 Ｅ. ｅｐｓｔｅｉｎｉｉꎬ共
２０ 种 １ 变种淫羊藿分布于湖北省ꎬ其关键区分特征

如检索表所示ꎮ
淫羊藿属近 ２０ 个物种是根据少量栽培植株命

名ꎬ追溯属下各类群的建立和研究不难发现ꎬ大多物

种发表时 /后缺乏较深入的分布调查(徐艳琴等ꎬ

２０１４ａ)ꎮ 紫距淫羊藿模式标本为栽培品ꎬ自该种描

述以来ꎬ未见任何涉及其地理分布和形态调查的报

道ꎮ 目前可查询到模式产地之外的标本仅 １ 份ꎬ为
采自湖北省恩施市长岭岗药材场附近的栽培品(郭
宝林等ꎬ０８１２)ꎮ 长岭岗药材场与本文报道的建始

县业州镇新分布区同属于恩施市ꎬ且地理位置位于

业州镇和天平山之间ꎬ３ 个分布点位于同一经度带ꎬ
从地理学上分析其分布可能性较大ꎬ但野生种群的

具体分布还有待进一步调查ꎮ 此外ꎬ３ 分布点之间

的区域是否有野生种群分布也还需更广泛的调查ꎮ
淫羊藿属植物早在第三纪时期已广泛分布于北

半球(Ｓｔｅａｒｎꎬ ２００２ꎻ 应俊生ꎬ２００２)ꎬ可能为单一中

心起源ꎬ然后通过蚁布方式缓慢地获得各自的分布

区ꎬ其间断分布或地区特有极具生物地理学意义

(应俊生ꎬ２００２)ꎮ 紫距淫羊藿在广东省和湖北省新

分布不仅增添了这些地区淫羊藿属植物种类ꎬ也丰

富了该属系统地理学研究的素材ꎬ对探讨该属植物

演化和扩散机制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ꎮ
淫羊藿属之所以成为分类学上较为特殊和困难

的属ꎬ其原因之一是缺乏足够的野外调查和形态性

状统计ꎬ对各类群性状变异幅度、变异式样和分类价

值研究不够(徐艳琴等ꎬ２０１４ａ)ꎮ 该属许多种的特

征呈现非常广泛的变异(Ｓｔｅａｒｎꎬ ２００２ꎻ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ꎻ 徐艳琴等ꎬ２０１３)ꎬ但缺乏深入的野外调查普

遍存在ꎬ特别是依据少量栽培个体命名的物种ꎬ对其

１２６５ 期　 　 　 　 　 　 　 　 　 徐艳琴等: 紫距淫羊藿的地理分布新记录及形态描述



淫羊藿 ２０ 种 １ 变种关键区分特征检索表

１. 花瓣无距ꎮ
　 ２. 花序轴、花梗被腺毛 １. 柔毛淫羊藿 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Ｍａｘｉｍ.
　 ２. 花序轴、花梗无毛

　 ３. 圆锥花序铺散ꎬ宽常 ７ ｃｍ 以上ꎬ小花数 ７０~２１０ ( ~４００) ２. 天平山淫羊藿 Ｅ. ｍｙｒｉａｎｔｈｕｍ Ｓｔｅａｒｎ
　 ３. 圆锥花序狭而直ꎬ宽常 ２~４ ｃｍꎬ小花数 ２０~６０ ( ~１００)
　 　 ４. 叶背被毛 ３ａ. 三枝九叶草 Ｅ. ｓａｇｉｔｔａｔｕｍ (Ｓｉｅｂ. ｅｔ Ｚｕｃｃ. ) Ｍａｘｉｍ.
　 　 ４. 叶背光滑 ３ｂ. 光叶淫羊藿 Ｅ. ｓａｇｉｔｔａｔｕｍ ｖａｒ. ｇｌａｂｒａｔｕｍ Ｔ. Ｓ. Ｙｉｎｇ
１. 花瓣有距ꎮ
　 ５. 花瓣短距状ꎬ远较内萼片短ꎬ距长 ２~３ ｍｍ
　 ６. 二回三出复叶 ４. 淫羊藿 Ｅ. ｂｒｅｖｉｃｏｒｎｕ Ｍａｘｉｍ.
　 ６. 一回三出复叶

　 　 ７. 短距近直立ꎬ不内弯 ５. 星花淫羊藿 Ｅ. ｓｔｅｌｌｕｌａｔｕｍ Ｓｔｅａｒｎ
　 　 ７. 短距内弯 ６. 长蕊淫羊藿 Ｅ. ｄｏｌｉｃｈｏｓｔｅｍｏｎ Ｓｔｅａｒｎ
　 ５. 花瓣长距(角状或钻状)ꎬ稍短、等长于或长于内萼ꎬ距长 ７~２５ ｍｍ
　 ８. 总状花序

　 　 ９. 根茎细长ꎬ匍匐伸长可达 １３ ｃｍ 以上

　 　 １０. 花序轴和花梗光滑无毛 ７. 紫距淫羊藿 Ｅ. ｅｐｓｔｅｉｎｉｉ Ｓｔｅａｒｎ
　 　 １０. 花序轴和花梗被腺毛

　 　 　 １１. 花茎具 １(偶 ２)叶ꎬ花淡红色 ８. 黔岭淫羊藿 Ｅ. ｌｅｐｔｏｒｒｈｉｚｕｍ Ｓｔｅａｒｎ
　 　 　 １１. 花茎具 ２ 叶ꎬ花淡紫色 ９. 四川淫羊藿 Ｅ. ｓｕｔｃｈｕｅｎｅｎｓｅ Ｆｒａｎｃｈ.
　 　 ９. 根茎粗短ꎬ结节状

　 　 １２. 内萼片反折ꎬ花瓣远短于内萼片 １０. 川鄂淫羊藿 Ｅ.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Ｆｒａｎｃｈ.
　 　 １２. 内萼片不反折ꎬ花瓣稍短于、等长或远长于内萼片

　 　 　 １３. 花瓣具瓣片

　 　 　 １４. 花瓣深紫色ꎬ瓣片高约 ５~６ ｍｍ 
１１. 神农架淫羊藿 Ｅ. ｓｈｅｎｎｏｎｇｊｉａｅｎｓｅ Ｙａｎ Ｊ. Ｚｈａｎｇ ＆ Ｊ. Ｑ. Ｌｉ

　 　 　 １４. 花瓣棕色ꎬ瓣片高约 ７ ｍｍ １２. Ｅ. ｓｔｅａｒｎｉｉ Ｏｇｉｓｕ ＆ Ｒｉｘ
　 　 　 １３. 花瓣无瓣片

　 　 　 １５. 花瓣紫色ꎬ叶背密被厚而细的绢丝状绒毛
１３. 竹山淫羊藿 Ｅ. ｚｈｕｓｈａｎｅｎｓｅ Ｋ. Ｆ. Ｗｕ ｅｔ Ｓ. Ｘ. Ｑｉａｎ

　 　 　 １５. 花瓣淡黄色ꎬ叶背疏被伏毛、柔毛或无毛

　 　 　 　 １６. 小花直径 １.５~２.５ ｃｍ １４. 恩施淫羊藿 Ｅ. ｅｎｓｈｉｅｎｓｅ Ｂ. Ｌ. Ｇｕｏ ｅｔ Ｐ. Ｋ. Ｈｓｉａｏ
　 　 　 　 １６. 小花直径约 ４.５ ｃｍ １５. 木鱼坪淫羊藿 Ｅ. ｆｒａｎｃｈｅｔｉｉ Ｓｔｅａｒｎ
　 ８. 圆锥花序

　 　 １７. 花瓣具明显瓣片

　 　 １８. 花序轴和花梗无毛ꎬ瓣片高约 ３. ５ ｍｍ １６. 直距淫羊藿 Ｅ. ｍｉｋｉｎｏｒｉｉ Ｓｔｅａｒｎ
　 　 １８. 花序轴或花梗被腺毛ꎬ瓣片高约 ７－８ ｍｍ
　 　 　 １９. 小叶 ５ 或 ３ 枚 １７. 宝兴淫羊藿 Ｅ. ｄａｖｉｄｉｉ Ｆｒａｎｃｈ.
　 　 　 １９. 小叶 ３ 枚 １８. 湖南淫羊藿 Ｅ. ｈｕｎａｎｅｎｓｅ (Ｈａｎｄ. ￣Ｍａｚｚ) Ｈａｎｄ. ￣Ｍａｚｚ
　 　 １７. 花瓣无瓣片或不甚明显

　 　 　 ２０. 花序轴无毛ꎬ花淡黄色 １９. 巫山淫羊藿 Ｅ. ｗｕｓｈａｎｅｎｓｅ Ｙｉｎｇ
　 　 　 ２０. 花序轴被腺毛ꎬ花黄色、紫红色和白色等 ２０. 粗毛淫羊藿 Ｅ.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 Ｆｒａｎｃｈ.

２２６ 广　 西　 植　 物　 　 　 　 　 　 　 　 　 　 　 　 　 　 　 　 　 ３６ 卷



图版 Ⅰ　 紫距淫羊藿　 Ａ. 花序ꎻ Ｂ. 不同发育阶段的小叶(幼叶、成叶、老叶)ꎻ Ｃ. 根茎ꎻ Ｄ. 外萼ꎻ Ｅ. 内萼ꎻ Ｆ. 果实ꎻ Ｇ. 花ꎻ Ｈ. 植株ꎮ
ＰｌａｔｅⅠ　 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 ｅｐｓｔｅｉｎｉｉ Ｓｔｅａｒｎ　 Ａ.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ꎻ Ｂ. Ｌｅａｖ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ｇｅｓ (ｆｒｏｍ ｙｏｕｎｇ ｔｏ ｏｌｄ)ꎻ

Ｃ. Ｒｈｉｚｏｍｅꎻ Ｄ. Ｏｕｔｅｒ ｓｅｐａｌｓꎻ Ｅ. Ｉｎｎｅｒ ｓｅｐａｌｓꎻ Ｆ. Ｆｒｕｉｔꎻ Ｇ. Ｆｌｏｗｅｒｓꎻ Ｈ. Ｐｌａｎｔ.

形态变异幅度的调查远远不够(徐艳琴等ꎬ２０１４ａ)ꎮ
中国的分类学家往往持有狭隘的物种概念ꎬ根本原

因是缺少足够的标本ꎬ因而不能充分研究种的变异

性(陈家宽和王徽勤ꎬ１９８６)ꎮ 由于拟定紫距淫羊藿

新种时观察到的个体数量有限ꎬ其性状描述因此也

很局限ꎬ如“株高高于 １２ ｃｍ、花序轴长于 ６ ｃｍꎬ小花

数较少(６ ~ １５ 朵)”ꎮ 此外ꎬ居群(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是常常被我国许多植物分类学工作者忽视而实际上

３２６５ 期　 　 　 　 　 　 　 　 　 徐艳琴等: 紫距淫羊藿的地理分布新记录及形态描述



却十分重要的层次(陈家宽和杨继ꎬ１９９４ꎻ徐炳声ꎬ
１９９８)ꎮ 本研究基于两个新分布区各一个居群

(ＨＢＪＳ 和 ＧＤＮＬꎬ３０ 个体 /居群)主要形态性状的观

测结果显示ꎬ不同居群呈现不同的变异范围ꎬ所测定

的 ６ 个主要数量性状ꎬ其个体变异范围均远超过了

物种最初发表时的描述ꎬ且 ＨＢＪＳ 和 ＧＤＮＬ 居群间

存在较大差异(表 １)ꎮ 如株高从 ２５ ~ ６２ ｃｍ 变异ꎬ
远高于发表时描述的“高于 １２ ｃｍ”ꎬ居群间个体变

异幅度较为一致ꎬ但两居群平均株高存在明显差异

(３９.２５ ｃｍ / ５０.３０ ｃｍ)ꎮ ＧＤＮＬ 小花数的变异(４ ~
１３)与文献描述(６~１５)接近ꎬ但 ＨＢＪＳ 居群达到 ６ ~
２４ 朵ꎬ该居群园地栽培后甚至可见 ２９ 朵的个体ꎮ
基于野外居群调查的花部颜色也呈现非常广泛的变

异ꎬ如外萼淡绿色至紫绿色(文献描述淡绿色)ꎬ内
萼片白色至淡粉色(文献描述白色)ꎬ距紫色、淡紫

色至几乎白色(文献描述淡紫色)ꎬ基部瓣片多为深

浅不等的紫色ꎬ偶见黄色(图版Ⅰ)ꎮ 野外观测变异

远丰富于文献描述的现象在淫羊藿属多个物种中均

已报道(徐艳琴等ꎬ２００８)ꎮ 生物种的分布范围并不

完全连续ꎬ而是由若干个多少间断的居群而非个体

所组成ꎬ任何一个居群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连续性变

异ꎬ要更好的认识各物种ꎬ就应当足够重视这些居群

系统(陈家宽等ꎬ１９８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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