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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藓类植物一新记录种———芒果树生藓
曹　 威１ꎬ 熊源新１∗ꎬ 杨　 冰１ꎬ 黎小冰１ꎬ 钟世梅１ꎬ 周书芹２

( １. 贵州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ꎬ 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ꎻ ２. 贵州大学 林学院ꎬ 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

摘　 要: 报道产自贵州省的中国藓类植物一新记录种———芒果树生藓(Ｅｒｐｏｄｉｕｍ 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ｅ)ꎮ 树生藓科(Ｅｒｐ￣
ｏｄｉａｃｅａｅ)隶属于变齿藓目(Ｉｓｏｂｒｙａｌｅｓ)木灵藓亚目(Ｏｒｔｈｏｔｒｉｃｈｉｎａｌｅｓ)ꎬ该科全世界共有 ５ 属 ２４ 种ꎬ主要分布在

热带地区ꎮ 中国报道有 ３ 属 ４ 种ꎮ 该科的树生藓属(Ｅｒｐｏｄｉｕｍ)ꎬ在我国曾经有过 ２ 种的记录ꎬ被认为是细鳞藓

[Ｓｏｌｍｓｉｅｌｌａ ｂｉｓｅｒｉａｔａ (Ａｕｓｔｉｎ) Ｓｔｅｅｒｅ.]和钟帽藓[Ｖｅｎｔｕｒｉｅｌｌ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ｅｎｔ.) Ｃ. Ｍüｌｌ.]的异名ꎮ ２００４ 年熊源新等

人在贵州省罗甸县红水河谷采到 １ 号树生藓科标本ꎬ最终鉴定为芒果树生藓(Ｅ. 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ｅ Ｃ. Ｍｕｅｌｌ.)ꎮ 此次

发现也为树生藓属在中国的新分布记录ꎮ 至此ꎬ我国的树生藓科共有 ４ 属 ５ 种ꎮ 该文根据对标本的显微观察

提供了详细的形态描述和各部分细节线条图ꎬ并对该种的分布状况进行了简要的讨论ꎮ 根据资料ꎬ该种主要

分布于印度南部、中部、北部和东北部ꎬ该种的发现地“贵州罗甸县红水河谷”从经纬度上看ꎬ与此前报道的最

北分布地印度阿萨姆邦基本在同一纬度上ꎬ仅在经度上相差约 １０°ꎬ距离上相差约１ ４００ ｋｍꎮ 该种与 Ｅｒｐｏｄｉｕｍ
ｇｌａｚｉｏｖｉｉ 的外形相似ꎬ但根据雌苞叶与营养叶的尺寸比较ꎬ以及叶片细胞中是否存在原始小囊(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 ｕｔｒｉ￣
ｃｌｅ)等可将两者区分开ꎮ
关键词: 芒果树生藓ꎬ 树生藓属ꎬ 新记录ꎬ 中国

中图分类号: Ｑ９４８.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３１４２(２０１６)０５￣０６２５￣０４

Ｅｒｐｏｄｉｕｍ 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ｅ Ｃ. Ｍｕｅｌｌ. (Ｅｒ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ａ ｎｅｗｌｙ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Ｏ Ｗｅｉ１ꎬ ＸＩＯＮＧ Ｙｕａｎ￣Ｘｉｎ１∗ꎬ ＹＡＮＧ Ｂｉｎｇ１ꎬ ＬＩ Ｘｉａｏ￣Ｂｉｎｇ１ꎬ

ＺＨＯＮＧ Ｓｈｉ￣Ｍｅｉ１ꎬ ＺＨＯＵ Ｓｈｕ￣Ｑｉｎ２

( 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Ｇｕｉｙａｎｇ ５５００２５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ꎬ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Ｇｕｉｙａｎｇ ５５００２５ꎬ 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Ｅｒｐｏｄｉｕｍ 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ｅ(Ｅｒ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ｗａ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ａｓ ａ ｎｅｗ ｒｅｃｏｒ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Ｅｒ￣
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ｂｅｌｏｎｇｓ ｔｏ Ｏｒｔｈｏｔｒｉｃｈｉｎａｌｅｓꎬ Ｉｓｏｂｒｙａｌ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ｏｆ ｆｉｖｅ ｇｅｎｅｒａ ａｎｄ ２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Ｅｒ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ｍｏｓｓ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ｋｎｏｗｎ ａｌｌ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ꎬ ｔｈｒｅｅ ｇｅｎｅｒａ ａｎｄ ｆｏｕ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ｒ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ｗｏ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Ｅｒｐｏｄｉｕｍ ｗａ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ａｓ ｓｙｎｏｎｙｍｓ ｏｆ Ｓｏｌｍｓｉｅｌｌａ ｂｉｓｅｒｉａｔａ (Ａｕｓ￣
ｔｉｎ) Ｓｔｅｅｒｅ. ａｎｄ Ｖｅｎｔｕｒｉｅｌｌ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ｅｎｔ.) Ｃ. Ｍüｌｌ. Ｏｎｅ Ｅｒ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ｗａｓ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 ｂｙ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Ｘｉｏｎｇ ＹＸ
ａｎｄ ｅｃｔ. ｉｎ Ｒｅｄ Ｒｉｖｅｒ ｃａｎｙｏｎ ｏｆ Ｌｕｏｄｉａｎ Ｔｏｗｎ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ｗａ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ｓ Ｅ. 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ｅ Ｃ. Ｍｕｅｌｌ.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ｒｅｃｏｒ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ｔ ｔｈｅ ｌａｓｔꎬ Ｅｒ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ｆｏｕｒ ｇｅｎｅｒａ ａｎｄ ｆ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
ｐｅｒꎬｄｅｔａｉｌ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ｌｉｎ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ｃｈ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ｗｅ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ｍｉ￣
ｃｒｏｓｃｏｐ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ｔ ｗａ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ꎬＥ. 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ｅ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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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３１１６００４１ꎬ３１３６００４１)[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３１１６００４１ꎬ ３１３６００４１)]ꎮ
作者简介: 曹威(１９９０￣)ꎬ男ꎬ贵州贵阳人ꎬ硕士研究生ꎬ研究方向为植物系统与进化生物学ꎬ(Ｅ￣ｍａｉｌ)６４６２０７４３８＠ ｑｑ.ｃｏｍꎮ

∗通讯作者: 熊源新ꎬ教授ꎬ硕士生导师ꎬ研究方向为苔藓植物学ꎬ(Ｅ￣ｍａｉｌ)ｘｉｏｎｇｙｘ＠ ｖｉｐ.ｓｉｎａ.ｃｏ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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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ｔｅꎬ Ｒｅｄ Ｒｉｖｅｒ Ｃａｎｙｏｎ ｏｆ Ｌｕｏｄｉａｎ Ｔｏｗｎ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ａｔ ｔｈｅ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ｎｏｒｔｈ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ｓ￣
ｓａｍ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ａｐａｒ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ｓｓａｍ ａｂｏｕｔ １０° 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ｏｒ ａｂｏｕｔ １ ４００ ｋｍ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ｈｉ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ａｓ ｆａ￣
ｍｉｌｉａｒ ｗｉｔｈ Ｅｒｐｏｄｉｕｍ ｇｌａｚｉｏｖｉｉ ｉ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ꎬｂｕ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ｃｈａｅｔｉａｌ ｌｅａｖｅｓ ａｎｄ ｆｏｌｉａｇｅ ｌｅａｖｅｓ ａｎｄ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ｙ ｈａｓ 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 ｕｔｒｉｃｌｅ ｏｒ ｎｏｔ ｗｉｔｈ ｉｔꎬ Ｅ. 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ｅ Ｃ. Ｍｕｅｌｌ. ａｒｅ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Ｅｒｐｏｄｉｕｍ ｇｌａｚｉｏｖｉｉ.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ｒｐｏｄｉｕｍ 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ｅ Ｃ. Ｍｕｅｌｌ.ꎬ Ｅｒｐｏｄｉｕｍꎬ ｎｅｗ ｒｅｃｏｒｄꎬ Ｃｈｉｎａ

　 　 树生藓科(Ｅｒ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隶属于变齿藓目( Ｉｓｏ￣
ｂｒｙａｌｅｓ) 木灵藓亚目 ( Ｏｒｔｈｏｔｒｉｃｈｉｎａｌｅｓ ) ( 陈邦杰ꎬ
１９７８)ꎬ该科全世界共有 ５ 属 ２４ 种(Ｄａｎｉｅｌ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ꎬ主要分布在热带地区ꎮ «中国藓类植物属

志»(下册) (陈邦杰ꎬ１９６３)、«中国苔藓志» (第五

卷)(吴鹏程和贾渝ꎬ２０１１)、“Ｍｏｓｓ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Ｖｏｌ. ５)(Ｗ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１)以及«中国生物物种名录

第一卷———苔藓植物» (贾渝和何思ꎬ２０１３)中均记

录了中国分布有该科苔叶藓属(Ａｕｌａｃｏｐｉｌｕｍ)、细鳞

藓属(Ｓｏｌｍｓｉｅｌｌａ)、钟帽藓属(Ｖｅｎｔｕｒｉｅｌｌａ) ３ 属ꎬ包括

圆钝苔叶藓(Ａｕｌａｃｏｐｉｌｕｍ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ｕｍ Ｍｉｔｔ.)、东亚苔

叶藓(Ａｕｌａｃｏｐｉｌ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Ｂｒｏｔｈ. ｅｘ Ｃａｒｄｏｔ)、细鳞

藓[ Ｓｏｌｍｓｉｅｌｌａ ｂｉｓｅｒｉａｔａ (Ａｕｓｔｉｎ) Ｓｔｅｅｒｅ.] 和钟帽藓

[Ｖｅｎｔｕｒｉｅｌｌ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ｅｎｔ.) Ｃ. Ｍüｌｌ.]共 ４ 个种ꎮ 该

科的树生藓属(Ｅｒｐｏｄｉｕｍ)ꎬ在我国曾经有过 ２ 种的

记录(Ｗ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１)ꎬ其中 Ｅ. ｂｉｓｅｒｉａｔｕｍ (Ａｕｓｔ.)
Ａｕｓｔ.被认为是细鳞藓[ Ｓｏｌｍｓｉｅｌｌａ ｂｉｓｅｒｉａｔａ (Ａｕｓｔｉｎ)
Ｓｔｅｅｒｅ.]的异名ꎬＥ.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ｅｎｔ.被认为是钟帽藓

[Ｖｅｎｔｕｒｉｅｌｌ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ｅｎｔ.) Ｃ. Ｍüｌｌ.]的异名ꎮ ２００４
年熊源新教授等对贵州省罗甸县红水河谷地区苔藓

植物进行调查时采到 １ 号标本ꎬ最终鉴定为芒果树

生藓(Ｅｒｐｏｄｉｕｍ 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ｅ Ｃ. Ｍｕｅｌｌ.)ꎮ 此前报道该

种主要分布于印度ꎬ本次发现为中国的新分布记录ꎮ
同时ꎬ树生藓属(Ｅｒｐｏｄｉｕｍ)亦为中国新记录属ꎮ 至

此ꎬ我国的树生藓科(Ｅｒ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共有 ４ 属、５ 种ꎮ
本文根据对标本的显微观察提供了详细的形态

描述和各部分细节线条图ꎬ并对该种的分布状况进

行简要的讨论ꎬ同时将该种与其形近种进行了简单

的比较ꎮ
芒果树生藓　 新拟名(图 １:１￣１１)
Ｅｒｐｏｄｉｕｍ 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ｅ Ｃ.Ｍｕｅｌｌ. ｉｎ Ｌｉｎｎａｅａꎬ ３７:

１７８( １８７２)ꎻ Ｇａｎｇｕｌｅｅ Ｈ. Ｃ. Ｍｏｓｓ. Ｅａｓｔ. Ｉｎｄｉａꎬ １１３８ꎬ
１９８０.

植株较小ꎬ灰绿色ꎬ成交织薄片状生长ꎬ腹面基

部散生褐色假根ꎮ 雌雄同株异苞ꎮ 茎匍匐ꎬ长约 １
ｃｍꎬ不规则羽状分枝ꎬ分枝倾立ꎬ偏向一侧ꎮ 叶片多

列着生ꎬ干时紧贴茎ꎬ湿时展开ꎬ椭圆状卵形ꎬ具急短

尖ꎬ０.５~ ０.８ ｍｍ 长ꎬ０.３ ~ ０.５ ｍｍ 宽ꎬ内凹ꎬ叶边全

缘ꎬ不具中肋ꎻ叶细胞菱形至长六角形ꎬ薄壁ꎬ平滑ꎬ
细胞腔具原始小囊(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 ｕｔｒｉｃｌｅ)ꎬ中部细胞较

大ꎬ３０ μｍ~５０ μｍ × １２ μｍ~１８ μｍꎬ边缘细胞较小ꎬ
角区细胞扁方形ꎬ约 ２０ μｍ × １５ μｍꎮ 雌苞叶直立ꎬ
比营养叶稍短ꎬ０.４~０.６ ｍｍ 长ꎬ０.２ ~ ０.３ ｍｍ 宽ꎮ 蒴

柄极短ꎬ≤０.２ ｍｍꎻ孢蒴圆柱状ꎬ长约 １.５ ｍｍꎬ短伸

出于雌苞叶ꎬ无蒴齿ꎻ蒴轴细长ꎻ蒴壁平滑、无气孔ꎬ
细胞常呈不规则方形或多角形ꎻ蒴盖边缘常具一圈

透明而薄壁的圆形细胞ꎬ喙呈圆锥状ꎻ孢子绿色ꎬ卵
形ꎬ直径约 ３０ μｍꎬ具细疣ꎮ

标本鉴定:贵州黔南罗甸ꎬ红水河谷ꎬ树生ꎬ熊源

新、闫晓丽 ＬＤ０４０５６ꎬ海拔 ４００ ｍꎮ 贵州大学植物标

本室(ＧＡＣＰ)ꎮ
地理分布:印度南部、中部、北部和东北部均有

分布ꎻ中国贵州(黔南地区ꎬ中国新分布记录)(陈邦

杰ꎬ１９７８ꎻＤａｎｉｅｌ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ꎮ (图 ２)
树生藓属具有以下典型特征:叶片螺旋状排列ꎬ

叶同形ꎻ细胞中常具原始小囊ꎻ蒴帽钟形ꎻ蒴齿不发

育ꎻ该属全世界 １５ 种ꎬ主要分布在热带地区(陈邦

杰ꎬ１９７８ꎻＤａｎｉｅｌ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ꎻＧａｎｇｕｌｅｅꎬ１９８０)ꎮ 芒果

树生藓记载主要分布于印度ꎬ最东分布在阿萨姆邦

(Ａｓｓａｍ)ꎬ最北分布在北阿肯德邦(Ｕｔｔａｒａｋｈａｎｄ)ꎬ最
南分布在泰米尔纳德邦(Ｔａｍｉｌ Ｎａｄｕ)ꎬ其次ꎬ西部卡

纳塔克邦的西高止山脉(Ｗ.Ｇｈａｔｓ ｏｆ Ｋａｒｎａｔａｋａ)和马

哈拉特斯拉邦(Ｍａｈａｒａｓｈｔｒａ)有分布ꎬ东部的西孟加

拉邦(Ｗ.Ｂｅｎｇａｌ)也有分布ꎮ 本次该种的发现地“贵
州罗甸县红水河谷”地理位置 １０６°１１′ ~ １０７°０９′ Ｅꎬ
２５°１０′~ ２５°２７′ Ｎꎬ从经纬度上看ꎬ该地区与印度阿

萨姆邦基本在同一纬度上ꎬ仅在经度上相差约 １０°ꎬ
距离上相隔约 １ ４００ ｋｍꎮ 据 Ｄａｎｉｅｌ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报
道ꎬ该种在这些地区的分布海拔均在 ２００ ｍ 左右ꎬ多
属于热带气候ꎬ而贵州罗甸县红水河谷海拔 ２５０ ~
６００ ｍꎬ具典型的南亚热带气候特点ꎬ在海拔 ４００ ｍ
以下发育了河谷季雨林 (熊源新和闫晓丽ꎬ ２００８)ꎬ

６２６ 广　 西　 植　 物　 　 　 　 　 　 　 　 　 　 　 　 　 　 　 　 　 ３６ 卷



图 １　 芒果树生藓　 １. 植株ꎻ ２ꎬ３. 叶片ꎻ ４. 雌苞叶ꎻ ５. 叶基部细胞ꎻ ６. 叶尖细胞ꎻ ７. 叶中部细胞ꎻ
８. 雌苞叶叶尖细胞ꎻ ９. 孢蒴ꎻ １０. 蒴盖ꎻ １１. 蒴壁细胞ꎮ (绘图标本: ＬＤ０４０５６ 杨冰绘)

Ｆｉｇ. １　 Ｅｒｐｏｄｉｕｍ 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ｅ Ｃ. Ｍｕｅｌｌ.　 １.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ｐｌａｎｔꎻ ２ꎬ３. Ｌｅａｖｅｓꎻ ４. Ｐｅｒｉｃｈａｅｔｉａｌ ｌｅａｆꎻ ５. Ｌｅａｆ ｂａｓａｌ ｃｅｌｌｓꎻ ６. Ｌｅａｆ ａｐｉｃａｌ ｃｅｌｌｓꎻ
７. Ｌｅａｆ ｍｅｄｉａｎ ｃｅｌｌｓꎻ ８. Ａｐｉｃ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ｏｆ ｐｅｒｉｃｈａｅｔｉａｌ ｌｅａｆꎻ ９. Ｃａｐｓｕｌｅꎻ １０. Ｏｐｅｒｃｌｅꎻ １１.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ｗａｌｌ ｃｅｌｌｓ. (Ｄｒａｗｎ ｂｙ ＹＡＮＧ Ｂ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ＬＤ０４０５６)

而芒果树生藓(Ｅｒｐｏｄｉｕｍ 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ｅ Ｃ.Ｍｕｅｌｌ.)就生

长于热带季雨林中的树干上ꎬ这进一步说明了该种

属于热带树生藓类的特性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由于近

年来龙滩水电站的建设ꎬ红水河谷的大部分热带季

雨林已被淹没ꎬ在对贵州其他地区苔藓植物进行深

入调查且并未发现该种分布的同时ꎬ该物种在贵州

(甚至在中国)的唯一分布地极有可能已同季雨林

一起被淹没于水下ꎮ

根据 Ｄａｎｉｅｌ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的报道ꎬ该种同分布于

巴西、墨西哥、也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西高止

山脉)的 Ｅ. ｇｌａｚｉｏｖｉｉ Ｈａｍｐｅ 形态相似:两者植株均

纤细ꎬ不规则分枝ꎬ分枝平卧或直立ꎻ叶片椭圆状卵

形ꎬ叶尖急尖或锐尖ꎬ全缘ꎻ孢蒴着生于分枝顶端ꎬ蒴
柄均极短ꎬ孢蒴短伸出雌苞叶ꎮ 两种的区别主要在

于:芒果树生藓的雌苞叶较营养叶稍小ꎬ营养叶 ０.５~
０.８ ｍｍ × ０.３ ~ ０.５ ｍｍꎬ雌苞叶 ０.４ ｍｍ ~ ０.６ ｍｍ ×

７２６５ 期　 　 　 　 　 　 　 　 　 　 　 曹威等: 中国藓类植物一新记录种———芒果树生藓



图 ２　 芒果树生藓的地理分布图　 ●旧分布地ꎬ ★新分布地ꎮ
Ｆｉｇ. 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ｒｐｏｄｉｕｍ 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ｅ Ｃ. Ｍｕｅｌｌ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 Ｅａｒｌｉｅｒ ｌｏｃａｌｉｔｉｅｓꎬ ★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０.２~ ０.３ ｍｍꎬ而 Ｅ. ｇｌａｚｉｏｖｉｉ Ｈａｍｐｅ 则相反ꎬ营养叶

０.８~ １ ｍｍ × ０.３５ ~ ０.４５ ｍｍꎬ雌苞叶约 ０.８３ ｍｍ×
０.４８ ｍｍꎻ前者叶片各部位细胞中均具有明显的纺

锤形原始小囊ꎬ而后者原始小囊仅存在于叶片中上

部的某些细胞中ꎮ

参考文献:
ＤＡＮＩＥＬＳ ＡＥＤꎬ ＭＡＢＥＬ ＪＬꎬ ＤＡＮＩＥＬ Ｐꎬ ２０１２. Ｔｈｅ Ｅｒ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Ｂｒｙｏｐｈｙｔａ: Ｉｓｏｂｒｙａ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Ｊ] . Ｔａｉｗａｎｉａꎬ ５７(２): １６８
－１８２.

ＣＨＥＮ ＢＪꎬ １９７８. Ｇｅｎｅｒａ Ｍｕｓｃｉ ＳｉｎｉｃｏｒｕｍꎬＰａｒｔ ＩＩ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１－５. [ 陈邦杰ꎬ １９７８. 中国藓类植物属志ꎬ下册
[Ｍ].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１－５.]

ＧＡＮＧＵＬＥＥ ＨＣꎬ １９８０. Ｍｏｓｓｅｓ ｏｆ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ｒｅ￣
ｇｉｏｎｓ: ａ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 [Ｍ]. Ｉｎｄｉａ: Ｃａｌｃｕｔｔａ: １ １３８－１ １３９.

ＪＩＡ ＹꎬＨＥ Ｓꎬ ２０１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Ｂｒｙｏｐｈｙｔｅｓ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ꎬ１:６２. [贾渝ꎬ何思ꎬ ２０１３. 中国生物物
种名录ꎬ苔藓植物) [Ｍ]. 北京: 科学出版社ꎬ１: ６２.]

ＷＵ ＰＣꎬ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Ｒ ＣＲＯＳＢＹꎬ ＨＥ Ｓꎬ ２０１１. Ｍｏｓｓ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ꎻ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ｉｓｓｏｕｒｉ Ｂｏ￣
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 Ｐｒｅｓｓ (Ｓｔ. Ｌｏｕｉｓ)ꎬ ５: ３－９.

ＷＵ ＰＣꎬ ＪＩＡ Ｙꎬ ２０１１. Ｆｌｏｒａ ｂｒｙｏｐｈｙｔｏｒｕｍ ｓｉｎｉｃｏｒｕｍ [Ｍ]. Ｂｅｉ￣
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ꎬ ５:１－９. [吴鹏程ꎬ贾渝ꎬ ２０１１. 中国苔藓
志 [Ｍ]. 北京:科学出版社ꎬ５: １－９]

ＸＩＯＮＧ ＹＸꎬＹＡＮ ＸＬꎬ ２００８. Ｍｏｓｓｅｓ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Ｒｅｄ Ｒｉｖｅｒ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 Ｇｕｉｈａｉａꎬ ２８(１): ３７－ ４６. [熊源新ꎬ闫晓丽ꎬ
２００８. 贵州红水河谷地区苔藓植物区系研究 [Ｊ]. 广西植物ꎬ
２８(１): ３７－４６.]



( 上接第 ５９９ 页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ｆｒｏｍ ｐａｇｅ ５９９ )
　 １ ９８２. [安晓芹ꎬ 王玲丽ꎬ 逯东阳ꎬ 杏花粉活力测定培养基筛

选及耐贮性研究 [Ｊ]. 新疆农业科学ꎬ ４８(１１):１ ９７９－１ ９８２.]
ＢＥＣＫ￣ＰＡＹ ＳＬꎬ ２０１２.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ｕｍｉｄ￣

ｉｔｙ ｏｎ Ａｃａｃｉａ ｍｅａｒｎｓｉｉ ｐｏｌｙａｄ 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ｌｅｎ ｔｕｂ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Ｊ]. Ｓ Ａｆｒ Ｂｏｔꎬ ８３:１６５－１７１.

ＤＯＲＡＮ ＪＣꎬ ＳＫＥＬＴＯＮ ＤＪꎬ １９８２. Ａｃａｃｉａ ｍａｎｇｉｕｍ ｓｅｅ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 ｔｒｉａｌｓ [Ｍ]. Ｒｏｍｅ: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
ｔｕｒ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４７－５３.

ＤＡＩ Ｌꎬ ＳＵＮ Ｐꎬ ＪＩＡＮＧ ＪＹ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ｏｌｌｅｎ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ｌａｃｋ Ｌｏｃｕｓｔｓ [Ｊ]. Ｊ ＮＥ Ｆｏｒ
Ｕｎｉｖꎬ ４０(１):１－５. [戴丽ꎬ 孙鹏ꎬ 蒋晋豫ꎬ 等ꎬ ２０１２. 刺槐、红
花刺槐、四倍体刺槐花粉体外萌发对比 [Ｊ]. 东北林业大学学
报ꎬ ４０(１):１－５.]

ＨＥＤＨＬＹ Ａꎬ ＨＯＲＭＡＺＡ ＪＩꎬ ＨＥＲＲＥＲＯ Ｍꎬ ２００５.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ｅｍ￣
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ｐｏｌｌｅｎ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ꎬ ｐｏｌｌｅｎ ｔｕｂｅ ｇｒｏｗｔｈꎬ ａｎｄ ｓｔｉｇｍａｔｉｃ
ｒｅｃｅｐ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ｐｅａｃｈ [Ｊ]. Ｐｌａｎｔ Ｂｉｏｌ (Ｓｔｕｔｔｇ)ꎬ ７(５):４７６－４８３.

ＨＵＡＮＧ ＬＪꎬ ＺＨＡＮ Ｎꎬ ＬＩ Ｊꎬ ２０１４. Ｆｌｏｒａ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ｃａｃｉａ ｍａｎｇｉ￣
ｕｍ [Ｊ]. Ｆｏｒ Ｒｅｓꎬ ２７(１):４５－５２. [黄烈健ꎬ 詹妮ꎬ 李军ꎬ ２０１４.
马占相思开花生物学特征研究 [Ｊ]. 林业科学研究ꎬ ２７(１):
４５－５２.]

ＨＵＡＮＧ ＧＨꎬ ＬＩＡＮＧ ＫＮꎬ ＺＨＯＵ ＺＺ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 Ｉｎ ｖｉｔｒｏ ｐｏｌｌｅｎ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ａｋ (Ｔｅｃｔｏｎａ ｇｒａｎｄｉｓ) [Ｊ]. Ｆｏｒ Ｒｅｓꎬ ２４(４):５２７
－５３０. [黄桂华ꎬ 梁坤南ꎬ 周再知ꎬ 等ꎬ ２０１１. 柚木花粉离体萌
发试验 [Ｊ]. 林业科学研究ꎬ ２４(４):５２７－５３０.]

ＫＡＴＯ ＫꎬＹＡＭＡＧＵＣＨＩ Ｓꎬ ＣＨＩＧＩＲＡ Ｏ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ａ. Ｔｕｂｅ ｐｏｌｌｉ￣
ｎ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ｓｔｏｒｅｄ ｐｏｌｌｅｎ ｆｏｒ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ｃａｃｉａ ａｕｒｉｃ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 ｈｙ￣

ｂｒｉｄｓ [Ｊ]. Ｊ Ｔｒｏｐ Ｆｏｒ Ｓｃｉꎬ ２４(２):２０９－２１６.
ＫＡＴＯ ＫꎬＹＡＭＡＧＵＣＨＩ Ｓꎬ ＣＨＩＧＩＲＡ Ｏ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ｂ.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ｌｅｎｓ ｆｏｒ Ａｃａｃｉａ ｍａｎｇｉｕｍ
ａｎｄ Ａ. ａｕｒｉｃ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 [Ｊ]. Ｓｉｌｖｅａ Ｇｅｎｅｔꎬ ６１(６):２２８－２３６.

ＬＩ Ｊꎬ ＬＩＵ ＤＹꎬ ＺＨＡＮＧ Ｃꎬ ２０１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ｏｌ￣
ｌｅｎ ｔｕｂ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Ｌｉｌｉｕｍ ｃｏｎｃｏｌｏｒ ｖａｒ. ｂｕｓｃｈｉａｎｕｍ Ｂａｋｅｒ [Ｊ]. Ｊ
Ｈｅｂｅｉ Ａｇｒｉｃ Ｕｎｉｖꎬ ３４(６):５０－５４. [李晶ꎬ 刘冬云ꎬ 张灿ꎬ ２０１１.
液体培养基对有斑百合花粉管生长的影响 [Ｊ]. 河北农业大
学学报ꎬ ３４(６):５０－５４.]

ＷＡＮＧ ＸＬꎬ ＬＵ ＬＤꎬ ＷＵ ＸＱ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２. Ｐｏｌｌｅｎ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ｅｓｔ(花粉的保存及其生活力测定) [ Ｊ] . Ｃｈｉｎ
Ｂｕｌｌ Ｂａｔꎬ １９(３):３６５－３７３. [王钦丽ꎬ 卢龙斗ꎬ 吴小琴ꎬ 等ꎬ
２００２. 花粉的保存及其生活力测定 [ Ｊ] . 植物学通报ꎬ １９
(３):３６５－３７３.]

ＺＨＡＮＧ ＨＷꎬ ＤＵＡＮ ＹＦꎬ ＬＩ Ｚ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ｎ ｐｏｌｌｅｎ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ｆｒａｇｒａｎｓ
[Ｊ] . Ｊ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Ｆｏｒ: Ｕｎｉｖ Ｎａｔ Ｓｃｉ Ｅｄꎬ ３８(Ｓ１):６－１２. [张洪
伟ꎬ 段一凡ꎬ 李稚ꎬ 等ꎬ ２０１４. 不同贮藏方法对桂花花粉活
力影响的研究 [ Ｊ] .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ꎬ ３８
(Ｓ１):６－１２.]

ＺＨＡＯ ＬＪꎬ ＬＩ ＳＪꎬ ＹＵ ＪＨ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 Ｉｎ ｖｉｔｒｏ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ｙｔｏｌｏｇ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ｓｉｍｏｎｉｉ × Ｐ. ｎｉｇｒａ ｐｏｌｌｅｎ [ Ｊ] . Ｓｃｉ
Ｓｉｌｖ Ｓｉｎꎬ ４７(６):３６ － ４１. [赵丽娟ꎬ 李淑娟ꎬ 于金海ꎬ 等ꎬ
２０１１. 小黑杨花粉离体萌发和细胞学分析 [ Ｊ] . 林业科学ꎬ
４７(６):３６－４１.]

８２６ 广　 西　 植　 物　 　 　 　 　 　 　 　 　 　 　 　 　 　 　 　 　 ３６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