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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仙人掌科一新归化种———匍地仙人掌

王　 琦ꎬ 严　 靖∗

( 上海辰山植物园ꎬ 上海 ２０１６０２ )

摘　 要: 在进行多肉植物资源调查时ꎬ在我国山东省发现一仙人掌科仙人掌属新记录种———匍地仙人掌

[Ｏｐｕｎｔｉａ ｈｕｍｉｆｕｓａ (Ｒａｆ.) Ｒａｆ.]ꎮ 该种具有独特的匍匐生长习性ꎬ叶状茎深绿色ꎬ无白霜ꎬ无针状刺ꎬ花黄色ꎬ
与国内分布的仙人掌属其他物种区别明显ꎮ 匍地仙人掌原产于北美洲ꎬ是仙人掌科为数不多的耐寒种类之

一ꎬ现归化于中国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ꎬ系目前发现的在我国野外分布最北的仙人掌科植物ꎮ 该种可能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在国家推广中药材时期引入种植ꎬ人类活动致使其种群逐渐扩散ꎮ 同时ꎬ对匍地仙人掌与江

苏报道的二色仙人掌之间的分类学问题进行了论述ꎬ并对将来匍地仙人掌在我国暖温带地区合理的开发利

用进行了展望ꎮ
关键词: 匍地仙人掌ꎬ 归化种ꎬ 中国新记录ꎬ 二色仙人掌ꎬ 仙人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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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Ｏｐｕｎｔｉａ ｈｕｍｉｆｕｓａ ( Ｒａｆ.) Ｒａｆ.ꎬ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ｚ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ꎬ ｎｅｗ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Ｏｐｕｎｔｉａ ｃｅｓｐｉｔｏｓａ
Ｒａｆ.ꎬ Ｃａｃｔａｃｅａｅ

　 　 我国现有仙人掌属归化植物 ４ 种ꎬ归化于华

南和西南地区的海边沙滩和干热河谷地带( Ｌｉ ＆
Ｔａｙｌｏｒꎬ ２００７)ꎬ其中仙人掌 [Ｏｐｕｎｔｉａ ｄｉｌｌｅｎｉｉ (Ｋｅｒ
Ｇａｗｌ.) Ｈａｗ.]、梨果仙人掌 [Ｏ. ｆｉｃｕｓ￣ｉｎｄｉｃａ ( Ｌ.)
Ｍｉｌｌ.] 和 单 刺 仙 人 掌 [ Ｏ. ｍｏｎａｃａｎｔｈａ ( Ｗｉｌｌｄ.)
Ｈａｗ.]已在我国局部地区造成入侵(马金双和李惠

茹ꎬ２０１８)ꎬ胭脂掌(Ｏ. ｃｏｃｈｅｎｉｌｌｉｆｅｒａ ＤＣ.)亦在我国

南部省份归化ꎮ 仙人掌属入侵植物主要通过种子

和部分叶状茎进行繁殖ꎬ以仙人掌果实为食的动

物是其长距离传播的主要媒介ꎬ其叶状茎亦可随

动物和人类活动四处扩散ꎮ 仙人掌属植物易形成

密集灌木丛ꎬ明显降低原生植物多样性ꎬ且易对人

畜造成伤害ꎬ阻碍正常的生产活动ꎬ造成一定的经

济损失ꎮ 外来种的归化是外来植物入侵过程中不

可缺少的环节ꎬ因此对归化种的关注与监控尤其

重要ꎮ
作者于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在调查中国野生多肉植

物资源过程中ꎬ在我国山东东南的小片丘陵山地

发现一种在野外生长的仙人掌属植物ꎮ 该种匍匐

生长ꎬ植株低矮ꎬ叶状茎圆形或椭圆形ꎬ深绿色ꎬ无
白霜ꎬ小窠内无针状刺ꎬ具麦秆色芒刺ꎬ花冠黄色ꎬ
秋冬季温度降低时ꎬ叶状茎表面常具褶皱ꎬ并呈淡

紫红色ꎬ极易与仙人掌属其他植物区别ꎮ 经鉴定ꎬ
该种 是 原 产 北 美 洲 的 Ｏｐｕｎｔｉａ ｈｕｍｉｆｕｓａ ( Ｒａｆ.)
Ｒａｆ.ꎬ在中国野外为首次发现ꎬ自然状态下能正常

开花结实ꎬ完成生活史并形成稳定的居群ꎬ归化于

山东省五莲县丘陵地区ꎮ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ꎮ
匍地仙人掌 (图 １)
Ｏｐｕｎｔｉａ ｈｕｍｉｆｕｓａ ( Ｒａｆ.) Ｒａｆ.ꎬ Ｍｅｄ. Ｆｌ. ２:

２４７. １８３０.
Ｎｅｏｔｙｐｅ (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Ｌｅｕ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１９９３:

４２６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Ｂｅｒｋｓ
Ｃｏ.ꎬ ０. ７５ ｍｉ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ｏｆ Ｎｅｗ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ꎬ １０ Ｊｕｌｙ
１９２７ꎬ Ｗｈｅｒｒｙ ｓ. ｎ. (ＵＳ００２９２８５５) .

—Ｃａｃｔｕｓ ｈｕｍｉｆｕｓｕｓ Ｒａｆ.ꎬ Ａｎｎ. Ｎａｔ. １: １５. １８２０.
低矮肉质灌木ꎬ植株匍匐或稍上升ꎬ高 １０ ~ ３０

ｃｍꎬ常密集群生或丛生ꎬ根系纤细ꎮ 叶状茎圆形或

椭圆形ꎬ边缘全缘ꎬ具多数分枝ꎻ深绿色ꎬ无白霜ꎬ
长 ９ ~ １５ ｃｍꎬ宽 ５.７ ~ ８.３ ｃｍꎬ厚 ９.６ ~ １５.７ ｍｍꎬ其

表面于秋冬季节常形成褶皱ꎮ 小窠疏生ꎬ具短棉

毛和倒刺刚毛多数ꎬ倒刺刚毛麦秆色ꎬ老时变成浅

棕色或琥珀色ꎻ成株无针状刺ꎬ幼株常会长出棍棒

状的叶状茎ꎬ每小窠具针状刺 ５ ~ １０ꎮ 叶深绿色ꎬ
肉质ꎬ长 ６. ２ ~ ９. ６ ｍｍꎬ三角状卵形至狭卵形ꎬ挺
立ꎬ早落ꎮ 花常生于叶状茎顶端边缘处ꎬ外轮萼状

花被片深绿色至灰绿色ꎬ卵形或长三角形ꎬ直立或

弯曲ꎻ内轮瓣状花被片 ８ ~ ９ꎬ全为黄色ꎬ长 ３.７ ~ ４.０
ｃｍꎬ倒卵形ꎻ花丝黄色或黄绿色ꎬ柱头白色ꎬ６ ~ ７ 浅

裂ꎮ 浆果倒卵球形ꎬ顶部凹陷ꎬ基部渐狭ꎬ长 ４.２ ~
４.８ ｃｍꎬ成熟时红色、橙红色或紫红色ꎻ表面光滑ꎬ
疏生小窠ꎬ小窠具多数倒刺刚毛ꎮ 种子长 ３.０ ~ ４.５
ｍｍꎬ种柄环宽 ０.４ ~ ０.７ ｍｍꎬ通常不规则ꎻ假种皮表

面凹凸ꎬ在子叶和下胚轴边缘隆起ꎬ但部分假种皮

隆起不明显ꎮ 花期 ５—６ 月ꎬ果期 ８ 月至翌年 ３ 月ꎮ
２ｎ ＝ ４４(Ｍａｊｕｒ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ꎮ

凭证标本: Ｃｈｉｎａ ( 中 国)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山东省)ꎬＲｉｚｈａｏ Ｃｉｔｙ(日照市)ꎬＷｕｌｉ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五
莲县)ꎬＹｕｌｉ Ｔｏｗｎ(于理镇)ꎬＢｅｉｄｉａ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北店

村)ꎬ ａｌｔ. １５０ ｍꎬ ２０１８ － ０８ － ０２ꎬ ３５° ５３′ ４２″ Ｎꎬ
１１９°０３′２４″ Ｅꎬ 王 琦、 付 乃 峰 Ｑ５１３ ( ＣＳＨ )ꎻ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山 东 省 )ꎬ Ｒｉｚｈａｏ Ｃｉｔｙ ( 日 照

市)ꎬ Ｗｕｌｉ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 五 莲 县)ꎬ Ｙｕｌｉ Ｔｏｗｎ ( 于 理

镇)ꎬＨｏｕｘｕｎｆｅｎ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 (后逊峰村)ꎬ ａｌｔ. １６０ ｍꎬ
２０１９－１１－０２ꎬ３５°５４′０８″ Ｎꎬ１１９°０３′３１″ Ｅꎬ王琦、严
靖 Ｑ５１６(ＣＳＨ)ꎮ

分布:原产于北美洲ꎬ分布于阿巴拉契亚山脉

东部至大西洋沿岸ꎬ喜排水良好的沙壤土ꎬ在美国

东南部偶见(Ｍａｊｕｒ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ꎮ 分布偏北ꎬ具
有良好的耐寒性ꎬ在其原产地可分布至 ４２° Ｎ 的新

英格兰地区(Ｗａｌｌａｃｅ ＆ Ｆａｉｒｂｒｏｔｈｅｒｓꎬ １９８７)ꎬ是仙

人掌科为数不多的耐寒种类之一ꎬ由于受到专业

人员及植物爱好者的过度采集ꎬ导致该种在原产

地处于濒危状态(Ｇｏｅｔｔｓｃｈ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ꎮ 在韩国

和欧洲东南部的保加利亚也有分布( Ｊｕ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ꎻ Ｔａｓｈｅｖꎬ ２０１２)ꎬ在中国归化于山东省五莲

县ꎬ为中国归化新记录ꎮ
匍地仙人掌散生于山东省五莲县于理镇海拔

１２０ ~ １８０ ｍ 的干旱丘陵山地ꎬ 尤以裸露的岩石附

８６７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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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Ｎｅｏｔｙｐｅ ｏｆ Ｏ. ｈｕｍｉｆｕｓａꎻ Ｂ. Ｖｏｕｃｈｅｒ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ꎻ Ｃ－Ｅ. Ｈａｂｉｔａｔꎻ Ｆ.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ｒｏｏｔｓꎻ Ｇ. Ｆｌｏｗｅｒｓꎻ Ｈ. Ｃｌａｄｏｄ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ｕｒｅ ｆｒｕｉｔｓꎻ
Ｉ. Ｓｅｅｄｓ.

图 １　 匍地仙人掌
Ｆｉｇ. １　 Ｏｐｕｎｔｉａ ｈｕｍｉｆｕ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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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二色仙人掌模式标本ꎻ Ｂ. 江苏产二色仙人掌凭证标本ꎻ Ｃ－Ｅ. 江苏产二色仙人掌叶状茎、花及植株(小窠内无针状刺)ꎮ
Ａ. Ｎｅｏｔｙｐｅ ｏｆ Ｏ. ｃｅｓｐｉｔｏｓａꎻ Ｂ. Ｖｏｕｃｈｅｒ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ｏｆ Ｏ. ｃｅｓｐｉｔｏｓａ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ꎻ Ｃ－Ｅ. Ｃｌａｄｏｄｅｓꎬ ｆｌｏｗ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ｎｏ ｓｐｉｎ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ｏｌｅ) ｏｆ Ｏ. ｃｅｓｐｉｔｏｓａ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图 ２　 二色仙人掌模式标本和江苏产二色仙人掌对比
Ｆｉｇ. ２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ｅｏｔｙｐｅ ｏｆ Ｏｐｕｎｔｉａ ｃｅｓｐｉｔｏｓａ ａｎｄ Ｏ. ｃｅｓｐｉｔｏｓａ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近种群较大ꎬ偶见沟谷坡边和林缘地势较高处ꎬ总
体分布面积约 １ ｋｍ２ꎮ 通过走访当地群众得知ꎬ五
莲县分布的匍地仙人掌最早的引入时间可能为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国家推广中药材种植时期作为药用

植物引入种植ꎬ随后在该区域逸生ꎬ现已适应五莲

县于理地区的气候环境ꎬ能够自播繁衍ꎮ 该种的

分布地干旱多石、土壤瘠薄ꎬ不适宜开展农业活

动ꎬ但距离村庄农田较近ꎬ人类活动频繁ꎬ这在一

定程度上限制了匍地仙人掌大面积的扩散ꎬ同时

也致使其沿着田间地头、荒地石坡有规律的扩散ꎮ
据悉当地人常采其成熟果实当水果食用ꎬ口感酸

甜ꎬ但籽较多ꎬ其掌片去皮后可用于治疗烫伤ꎬ也

有民间多肉植物爱好者因其抗性较强ꎬ采其栽培ꎬ
或作为盆栽观赏ꎬ或作为仙人掌科植物的嫁接砧

木ꎬ又名圆武扇、无敌团扇ꎮ
李新华等(２０２０)曾于江苏句容虬山发现仙人

掌科 一 新 归 化 植 物ꎬ 将 其 鉴 定 为 二 色 仙 人 掌

(Ｏ. ｃｅｓｐｉｔｏｓａ Ｒａｆ.)ꎮ 二色仙人掌的主要鉴别特征

是叶状茎在生长期呈灰绿色(被白霜) ( ｇｌａｕｃｏｕｓ￣
ｇｒｅｅｎ ｏｒ ｇｌａｕｃｏｕｓ)ꎬ成熟时呈深绿色或浅灰绿色ꎬ
花黄色基部淡红色至红色ꎬ小窠常具针状刺 １ ~ ３ꎬ
刺长 １.５ ~ ４.３ ｃｍꎬ常存在于成熟叶状茎的中上部

(Ｍａｊｕｒ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ꎮ 作者对江苏虬山分布的二

色仙人掌进行实地考察ꎬ发现该地分布的二色仙

０７７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２ 卷



人掌叶状茎无白霜ꎬ植株全株小窠内未发现针状

刺ꎬ与二色仙人掌的模式标本也有一定差异ꎬ除了

花色为黄色基部淡红色ꎬ形态上更接近匍地仙人

掌(图 ２)ꎮ Ｋａｌｍｂａｃｈｅｒ(１９７５)在研究纽约地区的

匍地仙人掌时ꎬ发现该区域匍地仙人掌的花色有

黄色和黄色基部淡红两种ꎬ这两种花色通常出现

在不同的植株上ꎬ有时候也出现在同一株植物上ꎬ
但 Ｍａｊｕｒｅ 等(２０１７)认为是错误鉴定ꎬ因为二色仙

人掌和匍地仙人掌在纽约地区的分布重叠ꎬ两种

仙人掌有时生长在一起ꎮ 二色仙人掌和匍地仙人

掌经常会被混淆鉴定ꎬ二者均属于仙人掌属中的

Ｈｕｍｉｆｕｓａ 分 支ꎬ 亲 缘 关 系 较 近 ( Ｍａｊｕｒ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ꎬ但对于江苏分布的二色仙人掌种群ꎬ因笔

者未在小窠内发现针状长刺ꎬ是否为二色仙人掌

尚待进一步研究ꎮ
目前ꎬ我国归化的仙人掌科植物多集中在西

南和华南等热带亚热带地区ꎬ而五莲县处于暖温

带地区ꎮ 据«五莲县志»记载ꎬ五莲县记录的极端

最低温为－１５.９ ℃ (１９８５ 年 １２ 月 ９ 日)ꎬ年平均气

温为 １２.９ ℃ ꎬ冬季平均气温为－０.２ ℃ (单亦灵ꎬ
２００９)ꎮ 因此ꎬ五莲县匍地仙人掌系目前发现的在

我国野外生长分布最北的仙人掌科植物ꎬ耐寒

性强ꎮ
仙人掌属植物耐干旱瘠薄ꎬ其果实和叶状茎

均可食用或药用ꎬ是荒山绿化和改良沙漠环境的

优良植物(田国行和赵天榜ꎬ２０１１)ꎮ 匍地仙人掌

通常生长于多石干旱的丘陵山地环境ꎬ且耐寒性

极佳ꎬ五莲县匍地仙人掌的发现对于仙人掌科植

物在我国暖温带地区的推广应用具有极其重要的

意义ꎬ同时也是仙人掌属耐寒植物种质资源创新

的极好材料ꎬ在韩国已有关于该种果实成分分析

的相关研究ꎬ并对其食用价值进行了分析( Ｊｕ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ꎮ 未来如何合理开发利用匍地仙人掌

这一耐寒的归化植物资源ꎬ还需进一步研究ꎮ 与

此同时ꎬ由于该种繁殖能力强ꎬ易形成较大面积的

种群而影响当地的生态环境ꎬ可能具有潜在的入

侵风险ꎬ据报道该种在保加利亚已经对当地的生

态平衡构成威胁(Ｔａｓｈｅｖꎬ ２０１２)ꎬ因此我们对该种

的归化也应引起一定的重视ꎬ需要监控其种群动

态ꎬ并对其生物学特征和生态习性进一步观察并

研究ꎬ在合理利用的同时避免入侵危害的发生ꎮ
致谢　 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廖帅博士提供文献

帮助ꎬ感谢上海辰山植物园标本馆葛斌杰帮助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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