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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基于文献考证、馆藏标本鉴定及野外调查ꎬ对广西景天属(Ｓｅｄｕｍ Ｌ.)植物进行了系统的梳理ꎬ
对景天属植物物种多样性进行概述ꎬ确定目前分布有 １７ 种ꎬ其中有 ６ 个新记录种ꎮ 该文概述了广西景天属

植物物种多样性ꎬ订正了藓状景天(Ｓ. ｐｏｌｙｔｒｉｃｈｏｉｄｅｓ Ｈｅｍｓｌ.)ꎬ简述了 ６ 个新记录种ꎬ即钝萼景天(Ｓ. ｌｅｂｌａｎｃａｅ
Ｈａｍｅｔ.)、黎平景天(Ｓ. ｌｉｐｉｎｇｅｎｓｅ Ｒ. Ｂ. Ｚｈａｎｇꎬ Ｄ. Ｔａｎ ＆ Ｒ. Ｘ. Ｗｅｉ)、龙泉景天(Ｓ. ｌｕｎｇｔｓｕａｎｅｎｓｅ Ｓ. Ｈ. Ｆｕ)、圆
叶景天(Ｓ. ｍａｋｉｎｏｉ Ｍａｘｉｍ.)、细小景天(Ｓ. ｓｕｂｔｉｌｅ Ｍｉｑ.)、土佐景天(Ｓ. ｔｏｓａｅｎｓｅ Ｍａｋｉｎｏ)ꎬ并提供其形态特征集

要与彩色照片ꎮ 该文还对广西景天属植物的多样性以及资源潜在利用价值等进行了讨论ꎬ并附有分种检索

表和各个分类群在广西的分布情况ꎬ为该属后续的研究与利用提供了本底资料ꎮ
关键词: 景天科ꎬ 景天属ꎬ 物种多样性ꎬ 新记录ꎬ 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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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ｒａｓｓｕｌａｃｅａｅꎬ Ｓｅｄｕｍꎬ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ｎｅｗ ｒｅｃｏｒｄꎬ Ｇｕａｎｇｘｉ

　 　 景天属( Ｓｅｄｕｍ Ｌ.) 于 １７５３ 年由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建

立ꎬ包含 ４２０ 种ꎬ主要分布于非洲东部、墨西哥高

原以及喜马拉雅地区(Ｈａｒｔ ＆ Ｂｌｅｉｊꎬ２００３ꎻ Ｔｈｉｅｄｅ ＆
Ｅｇｇｌｉꎬ２００７)ꎬ 隶 属 于 景 天 科 ( Ｃｒａｓｓｕｌａｃｅａｅ Ｊ. Ｓｔ.
￣Ｈｉｌ.)ꎮ 中国分布景天属植物 １２１ 种ꎬ分为山景天

组(Ｓｅｃｔ. Ｏｒｅａｄｅｓ)、景天组( Ｓｅｃｔ. Ｓｅｄｕｍ)和小山飘

风组(Ｓｅｃｔ. Ｆｉｌｉｐｅｓ)ꎬ主要分布于我国西南地区(Ｆｕ ＆
Ｏｈｂａꎬ２００１)ꎮ 山景天组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云
贵高原等中高海拔地区ꎬ小山飘风组主要分布于

喀斯特地貌低山潮湿生境ꎬ景天组主要分布于西

南地区中低海拔林下、沟边ꎮ 自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出

版之后ꎬ我国华东地区ꎬ尤其是浙江、安徽一带ꎬ不
断有新种、新记录被报道(金孝锋等ꎬ２０１０ꎻ 洪欣

等ꎬ２０１３ꎻ Ｌ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ꎻＷａｎｇ ＆ Ｘｉｏｎｇꎬ２０１９)ꎮ
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景天属植物多为肉

质ꎬ干后的腊叶标本变形严重ꎬ因此该属鉴定难度

较大ꎬ馆藏腊叶标本鉴定错误率高ꎻ其次是该类群

的采集薄弱区和空白区较广ꎬ部分生物多样性关

键地区缺少专注性调查与采集ꎮ
目前对广西景天属植物的分类研究ꎬ主要以

物种鉴定为主ꎮ 然而也会存在馆藏腊叶标本鉴定

错误率高、缺少专注性调查与采集的问题ꎮ 随着

区内物种多样性调查的深入ꎬ景天属的疑难种数

量在增加ꎮ ２０２０ 年ꎬ首次发表了广西景天属物

种———南 岭 景 天 ( Ｓ. ｎａｎｌｉｎｇｅｎｓｅ Ｙａｎ Ｌｉｕ ＆ Ｃ.
Ｙ. Ｚｏｕ)(Ｚｏ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ꎮ 此外ꎬ仍有多个疑难

种有待进一步研究ꎮ
本文基于景天属文献收集整理、馆藏植物标

本的鉴定和野外调查ꎬ对广西景天属植物做了全

面系统的整理和鉴定ꎬ订正了广西分布的景天属

植物种类信息ꎬ并附上分种检索表和各个分类群

在广西的分布情况ꎬ特编写成文ꎬ作为广西景天属

分类研究的阶段性资料ꎬ以期为该类群的后续研

究与可持续利用提供本底资料ꎮ

１　 广西景天属植物的分类简史

广西景天属(Ｓｅｄｕｍ Ｌ.)植物系统的物种编目ꎬ
始于 １９７１ 年作为内部资料发行的«广西植物名

录»(第二册 单子叶植物ꎬ非正式出版的文献资

料)ꎬ该名录收录景天属植物 ７ 种ꎮ 此后ꎬ１９８４ 年

出版的«中国植物志» (第三十四卷)中记录广西

分布有景天属植物 ５ 种(傅坤俊和傅书遐ꎬ１９８４)ꎮ
１９８６ 年出版的«广西植物志»第一卷中收录景天

属植物 ９ 种(王育生ꎬ１９８６)ꎮ ２０１０ 年出版的«广

西植物名录»收录到景天属植物 １１ 种(覃海宁和

刘演ꎬ２０１０)ꎬ这是目前广西景天属植物系统编目

物种数最多的资料ꎮ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 (２０２２
版)收录广西景天属植物 ５ 种ꎮ

从以上数据统计可以看出ꎬ在 １９７１ 年后的 ５０
余年间ꎬ不同志书收录广西景天属植物种类虽略

有出入ꎬ但物种数变化较小ꎬ仅增加了 ４ 种(图 １)ꎮ
在物种层面上ꎬ１９７１ 年的«广西植物名录»收录的

７ 种景天属植物中ꎬ名金景天 ( Ｓ. ｍｉｎｇｊｉｎｉａｎｕｍ
Ｓ. Ｈ. Ｆｕ) (傅书遐ꎬ１９６５)ꎬ于 １９７７ 被日本学者

Ｈ. Ｏｈｂａ 处 理 为 紫 花 八 宝 [ Ｈｙｌｏｔｅｌｅｐｈｉｕｍ
ｍｉｎｇｊｉｎｉａｎｕｍ ( Ｓ. Ｈ. Ｆｕ) Ｈ. Ｏｈｂａ]ꎮ １９８６ 年«广

西植物志»收录的 ９ 种景天属植物中ꎬ除名金景天

外ꎬ景天(Ｓｅｄｕｍ ｅｒｙｔｈｒｏｓｔｉｃｔｕｍ Ｍｉｑ.)也被处理为八

宝 [Ｈｙｌｏｔｅｌｅｐｈｉｕｍ ｅｒｙｔｈｒｏｓｔｉｃｔｕｍ (Ｍｉｑ.) Ｈ. Ｏｈｂａ]ꎮ

图 １　 广西景天属植物物种数量变化
Ｆｉｇ. 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ｅｄｕ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Ｇｕａｎｇｘｉꎬ Ｃｈｉｎａ

广西馆藏景天属植物腊叶标本ꎬ多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前采集ꎬ主要是早期保护区科学考察时

采集的标本ꎬ如大瑶山、花坪、元宝山、猫儿山等保

４１２２ 广　 西　 植　 物 ４３ 卷



护区的科学考察ꎮ 此后ꎬ广西景天属植物标本数

量没有明显变化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间ꎬ广西景天属

植物腊叶标本数量显著增加 [图 ２ꎬ数据来源于

“国 家 植 物 标 本 资 源 库 信 息 网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ｖｈ.ａｃ.ｃｎ / )”]ꎬ主要得益于“全国中药资源普查

(广西)工作专项”项目的开展ꎮ 笔者正是在整理

和鉴定这期间采集的景天属植物标本时ꎬ发现广

西景天属植物的物种多样性仍不清楚ꎬ研究十分

薄弱ꎬ有必要对该类群开展深入的研究ꎮ

图 ２　 广西景天属植物腊叶标本数量变化
Ｆｉｇ. 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ｏｆ Ｓｅｄｕｍ ｆｒｏｍ Ｇｕａｎｇｘｉꎬ Ｃｈｉｎａ

２　 广西藓状景天的订正

１９８１ 年ꎬ李光照将采自猫儿山顶峰的两号标

本———李光照 １０１８４( ＩＢＫ)、李光照 ６３４１５ ( ＩＢＫ)
鉴定为藓状景天( Ｓｅｄｕｍ ｐｏｌｙｔｒｉｃｈｏｉｄｅｓ Ｈｅｍｓｌ.)ꎬ并
于 ２００１ 年在«广西猫儿山植物研究»中报道为广

西新记录种ꎮ 在笔者查看馆藏标本及野外考证后

发现ꎬ猫儿山顶峰的“藓状景天”为一年生草本ꎬ结
实后干枯ꎻ花三基数ꎬ花瓣三角形ꎮ 与藓状景天多

年生草本的生活习性及花五基数的特征相差较大

(图 ３)ꎮ 随后通过形态解剖、分子生物学研究表

明ꎬ采自猫儿山的“藓状景天”标本为错误鉴定ꎬ该
种为新物种———南岭景天(Ｓ. ｎａｎｌｉｎｇｅｎｓｅ Ｙａｎ Ｌｉｕ ＆
Ｃ. Ｙ. Ｚｏｕ)ꎬ并于 ２０２０ 年对该种进行描述发表ꎮ

３　 广西景天属植物新记录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ꎬ结合近几年野外调

查与采集及馆藏标本研究ꎬ对广西景天属植物做

全面系统的整理和鉴定ꎬ发现了广西景天属植物 ６
个新记录种ꎮ 鉴于近年国内外学者对广西植物多

样性高度关注ꎬ以及近些年掀起的“多肉潮”ꎬ让景

天属植物逐步进入大众视野ꎬ特予以报道ꎮ 凭证

标本存放于广西植物标本馆( ＩＢＫ)ꎮ
３.１ 钝萼景天　 图 ４: Ａ－Ｄ

Ｓｅｄｕｍ ｌｅｂｌａｎｃａｅ Ｈａｍｅｔ.ꎬ Ｒｅｐｅｒｔ. Ｓｐｅｃ.
Ｎｏｖ. Ｒｅｇｎｉ Ｖｅｇ. ８: ３１１. １９１０. Ｆｕꎬ Ｏｈｂａ ＆ Ｇｉｌｂｅｒｔꎬ
Ｆｌ. Ｃｈｉｎａ ８: ２３８. ２０１０.

本种心皮卵状长圆形ꎬ腹面无凸起ꎬ蓇葖果直

立ꎬ不呈星芒状排列的特征ꎬ明显区别于广西已记

录的景天组、小山飘风组物种ꎬ是目前广西记录唯

一一种山景天组物种ꎮ
凭证标本: 广西百色市乐业县花坪镇ꎬ生于山

坡石灰岩上ꎬ海拔 １ ４５１ ｍꎬ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３ 日ꎬ陆
昭岑、李述万、方振名 ＹＣ０５８６( ＩＢＫ)ꎻ隆林县德峨

镇ꎬ生于山坡石灰岩上ꎬ海拔 １ ５４０ ｍꎬ１９８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ꎬ梁健英、覃民府 Ｋ０１９０( ＩＢＫ)ꎮ

分布: 中国云南、四川ꎮ 广西首次记录ꎮ
３.２ 黎平景天　 图 ４: Ｅ－Ｇ

Ｓｅｄｕｍ ｌｉｐｉｎｇｅｎｓｅ Ｒ. Ｂ. Ｚｈａｎｇꎬ Ｄ. Ｔａｎ ＆
Ｒ. Ｘ. Ｗｅｉꎬ ＰｈｙｔｏＫｅｙｓꎬ １３４: １２５－１３３. ２０１９.

本种与细小景天(Ｓ. ｓｕｂｔｉｌｅ Ｍｉｑ.)相似ꎬ区别在

于前者花期莲座基生叶宿存ꎬ无不育枝ꎮ 聚伞状

花序 ２ ~ ３ 个分枝ꎬ每个分枝 １ ~ ３ 花ꎮ
凭证标本: 广西桂林市灌阳县洞井乡ꎬ生于路

旁石上ꎬ海拔 ６９ ｍꎬ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９ 号ꎬ灌阳县普查

队 ４５０３２７１６０５０９０１０ＬＹ( ＩＢＫ)ꎻ来宾市金秀县ꎬ大
瑶山保护区ꎬ海拔 ９４０ ｍꎬ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６ 日ꎬ覃营、
牟光福 ＤＹＳ７９１( ＩＢＫ)ꎮ

分布: 中国贵州ꎮ 广西首次记录ꎮ
３.３ 龙泉景天　 图 ５: Ａ－Ｇ

Ｓｅｄｕｍ ｌｕｎｇｔｓｕａｎｅｎｓｅ Ｓ. Ｈ. Ｆｕꎬ Ａｃｔａ
Ｐｈｙｔｏｔａｘ. Ｓｉｎ.ꎬ Ａｄｄ. １: １１５. １９６５.

本种与大叶火焰草( Ｓ. ｄｒｙｍａｒｉｏｉｄｅｓ Ｈａｎｃｅ)相

似ꎬ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植株密被白色腺毛ꎬ营养株

直立茎明显ꎬ小枝极叉开ꎻ聚伞花序极叉开ꎬ多花ꎻ
心皮在成熟时星芒状排列ꎻ蓇葖的腹面浅囊状ꎮ

凭证标本: 广西桂林市平乐县二塘镇ꎬ生于石

灰岩山地林缘ꎬ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７ 日ꎬ平乐普查队

４５０３００１９０６０７００５ＬＹ(ＩＢＫ)ꎮ
分布: 中国浙江、福建、广东ꎮ 广西首次记录ꎮ

３.４ 圆叶景天　 图 ５: Ｈ－Ｍ
Ｓｅｄｕｍ ｍａｋｉｎｏｉ Ｍａｘｉｍ.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Ｉｍｐ. Ｓｃｉ.

Ｓａｉｎｔ￣Ｐéｔｅｒｓｂｏｕｒｇ. ｓéｒ. ３. ３２: ４８７. １８８８. Ｆｕꎬ Ｏｈｂ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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藓状景天(Ａꎬ Ｂ): Ａ. 营养期植株ꎻ Ｂ. 开花植株ꎮ 南岭景天(Ｃꎬ Ｄ): Ｃ. 营养期植株ꎻ Ｄ. 开花植株ꎮ
Ｓｅｄｕｍ ｐｏｌｙｔｒｉｃｈｏｉｄｅｓ (Ａꎬ Ｂ): Ａ.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 ｐｌａｎｔｓꎻ Ｂ.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ｓ. Ｓ. ｎａｎｌｉｎｇｅｎｓｅ (Ｃꎬ Ｄ): Ｃ.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 ｐｌａｎｔｓꎻ Ｄ.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ｓ.

图 ３　 藓状景天和南岭景天
Ｆｉｇ. ３　 Ｓｅｄｕｍ ｐｏｌｙｔｒｉｃｈｏｉｄｅｓ Ｈｅｍｓｌ. ａｎｄ Ｓ. ｎａｎｌｉｎｇｅｎｓｅ Ｙａｎ Ｌｉｕ ＆ Ｃ. Ｙ. Ｚｏｕ

Ｇｉｌｂｅｒｔꎬ Ｆｌ. Ｃｈｉｎａ ８: ２４８. ２０１０.
本种与对叶景天(Ｓ. ｂａｉｌｅｙｉ Ｐｒａｅｇ.)相似ꎬ主要

区别在于前者叶倒卵形至倒卵状匙形ꎬ先端钝圆ꎻ
萼片同型ꎬ线状匙形ꎮ 花期 ６—７ 月ꎮ

凭证标本: 广西桂林市资源县两水苗族自治

乡ꎬ猫儿山保护区ꎬ附生于树上ꎬ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ꎬ邹春玉、王合等 ＺＣＹ１８９９( ＩＢＫ)ꎮ

分布: 中国安徽、浙江ꎮ 广西首次记录ꎮ
３.５ 细小景天　 图 ６

Ｓｅｄｕｍ ｓｕｂｔｉｌｅ Ｍｉｑ. ｉｎ Ａｎｎ. Ｍｕｓ. Ｂｏｔ. Ｌｕｇｄ. ￣Ｂａｔ.
２: １５６. １８６５. Ｆｕꎬ Ｏｈｂａ ＆ Ｇｉｌｂｅｒｔꎬ Ｆｌ. Ｃｈｉｎａ ８:

２４６. ２０１０.
本种与东南景天(Ｓ. ａｌｆｒｅｄｉｉ Ｈａｎｃｅ)相似ꎬ主要

区别是前者植株纤弱ꎬ不育枝叶对生ꎬ倒卵形ꎻ花
瓣宽披针形ꎬ鳞片宽楔形ꎮ

凭证标本: 广西桂林市阳朔县清水江ꎬ生于溪

边石上ꎬ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ꎬ邹春玉、陈海玲 ＹＳ０８
(ＩＢＫ)ꎻ资源县梅溪乡ꎬ生于丹霞山脚石壁上ꎬ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２ 日ꎬ邹春玉、许为斌、黄金全 ＺＣＹ２９９
( ＩＢＫ)ꎻ龙胜县ꎬ生于水旁石上ꎬ１９５５ 年 ５ 月 ８ 日ꎬ
广福林区调查队 １４４ ( ＩＢＳＣ)ꎻ融水县ꎬ元宝山ꎬ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１５ 日ꎬ海拔 １ ３００ ｍꎬ生于山坡石上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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钝萼景天(Ａ－Ｄ): Ａ. 植株ꎻ Ｂ. 不育枝ꎻ Ｃ. 果枝ꎻ Ｄ. 花枝ꎮ 黎平景天(Ｅ－Ｇ): Ｅ. 植株ꎻ Ｆ. 聚伞花序ꎻ Ｇ. 果枝ꎮ
Ｓｅｄｕｍ ｌｅｂｌａｎｃａｅ (Ａ－Ｄ): Ａ. Ｐｌａｎｔｓꎻ Ｂ. Ｓｔｅｒｉｌｅ ｓｈｏｏｔｓꎻ Ｃ. 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ꎻ Ｄ.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Ｓ. ｌｉｐｉｎｇｅｎｓｅ (Ｅ－Ｇ): Ｅ. Ｐｌａｎｔｓꎻ
Ｆ. Ｃｙｍｅｓꎻ Ｇ. 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图 ４　 钝萼景天和黎平景天
Ｆｉｇ. ４　 Ｓｅｄｕｍ ｌｅｂｌａｎｃａｅ Ｈａｍｅｔ. ａｎｄ Ｓ. ｌｉｐｉｎｇｅｎｓｅ Ｒ. Ｂ. Ｚｈａｎｇꎬ Ｄ. Ｔａｎ ＆ Ｒ. Ｘ. Ｗｅ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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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景天(Ａ－Ｇ): Ａ. 植株ꎻ Ｂ. 聚伞花序ꎻ Ｃ. 不育植株ꎻ Ｄ. 花正面ꎻ Ｅ. 花背面ꎻ Ｆ. 花纵切面ꎻ Ｇ. 蓇葖果ꎮ 圆叶景天(Ｈ－Ｍ):
Ｈ. 植株ꎻ Ｉ. 花枝ꎻ Ｊ. 花背面ꎻ Ｋ. 花冠正面ꎻ Ｌ. 种子ꎻ Ｍ. 心皮ꎮ
Ｓｅｄｕｍ ｌｕｎｇｔｓｕａｎｅｎｓｅ(Ａ－Ｇ): Ａ. Ｐｌａｎｔｓꎻ Ｂ. Ｃｙｍｅｓꎻ Ｃ. Ｓｔｅｒｉｌｅ ｐｌａｎｔｓꎻ Ｄ. Ｔｏｐ ｖｉｅｗ ｏｆ ａ ｆｌｏｗｅｒꎻ Ｅ. Ａｘｉａｌ ｖｉｅｗ ｏｆ ａ ｆｌｏｗｅｒꎻ Ｆ.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ｆｌｏｗｅｒꎻ Ｇ. 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 Ｓ. ｍａｋｉｎｏｉ (Ｈ－Ｍ): Ｈ. Ｐｌａｎｔｓꎻ Ｉ.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ꎻ Ｊ. Ａｘｉａｌ ｖｉｅｗ ｏｆ ａ ｆｌｏｗｅｒꎻ Ｋ. Ｔｏｐ ｖｉｅｗ ｏｆ ａ ｃｏｒｏｌｌａꎻ
Ｌ. Ｓｅｅｄｓꎻ Ｍ. Ｃａｒｐｅｌｓ.

图 ５　 龙泉景天和圆叶景天
Ｆｉｇ. ５　 Ｓｅｄｕｍ ｌｕｎｇｔｓｕａｎｅｎｓｅ Ｓ. Ｈ. Ｆｕ ａｎｄ Ｓ. ｍａｋｉｎｏｉ Ｍａｘｉ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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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ꎬ Ｂ. 植株ꎻ Ｃ. 聚伞花序ꎻ Ｄ. 不育枝ꎻ Ｅ. 花背面ꎻ Ｆ. 花正面ꎻ Ｇ. 花冠正面ꎻ Ｈ. 蓇葖果ꎮ
Ａꎬ Ｂ. Ｐｌａｎｔｓꎻ Ｃ. Ｃｙｍｅｓꎻ Ｄ. Ｓｔｅｒｉｌｅ ｓｈｏｏｔｓꎻ Ｅ. Ａｘｉａｌ ｖｉｅｗ ｏｆ ａ ｆｌｏｗｅｒꎻ Ｆ. Ｔｏｐ ｖｉｅｗ ｏｆ ａ ｆｌｏｗｅｒꎻ Ｇ. Ｔｏｐ ｖｉｅｗ ｏｆ ａ ｃｏｒｏｌｌａꎻ Ｈ. 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

图 ６　 细小景天
Ｆｉｇ. ６ 　 Ｓｅｄｕｍ ｓｕｂｔｉｌｅ Ｍｉｑ.

元宝山综合考察队(刘演等)Ｙ１１８８(ＰＥ)ꎮ
分布: 中国江苏、江西、陕西、浙江、福建、广

东ꎬ以及日本和越南ꎮ 中国广西首次记录ꎮ
３.６ 土佐景天　 图 ７

Ｓｅｄｕｍ ｔｏｓａｅｎｓｅ Ｍａｋｉｎｏꎬ Ｂｏｔ. Ｍａｇ. (Ｔｏｋｙｏ). ６:

５２. １８９２. Ｆｕꎬ Ｏｈｂａ ＆ Ｇｉｌｂｅｒｔꎬ Ｆｌ. Ｃｈｉｎａ ８: ２４６. ２０１０.
本种与凹叶景天( Ｓ. ｅ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ｕｍ Ｍｉｇｏ)相似ꎬ

区别在于前者不育株直立ꎬ叶片较大ꎬ长 ２.３ ~ ３.５
ｃｍꎬ宽 １ ~ １.５ ｃｍꎬ互生ꎬ线状匙形ꎬ先端凹缺ꎻ花瓣

椭圆形披针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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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证标本: 广西桂林市资源县梅溪乡ꎬ生于丹

霞山脚石壁上ꎬ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ꎬ邹春玉、苏钰

岚、黄金全 ＺＣＹ０１２( ＩＢＫ)ꎻ灌阳县洞井乡椅山村ꎬ
生于林下石灰岩上ꎬ海拔 ４３６ ｍꎬ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４
日ꎬ灌阳县普查队 ４５０３２７１６０３１４００２ＬＹ( ＩＢＫ)ꎻ河

池市环江县ꎬ木论保护区ꎬ生于林下石灰岩上ꎬ海
拔 ６３０ ｍꎬ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ꎬ黄俞淞、廖云标、彭日

成 ｙ０２３１( ＩＢＫ)ꎮ
分布: 中国浙江、江西ꎬ以及日本ꎮ 中国广西

首次记录ꎮ

Ａ. 植株ꎻ Ｂ. 聚伞花序ꎻ Ｃ. 花背面ꎻ Ｄ. 花正面ꎻ Ｅ. 茎生叶片ꎻ Ｆ. 心皮ꎻ Ｇ. 花瓣、雄蕊及鳞片ꎮ
Ａ. Ｐｌａｎｔｓꎻ Ｂ. Ｃｙｍｅｓꎻ Ｃ. Ａｘｉａｌ ｖｉｅｗ ｏｆ ａ ｆｌｏｗｅｒꎻ Ｄ. Ｔｏｐ ｖｉｅｗ ｏｆ ａ ｆｌｏｗｅｒꎻ Ｅ. Ｃａｕｌｉｎｅ ｌｅａｖｅｓꎻ Ｆ. Ｃａｒｐｅｌｓꎻ Ｇ. Ｐｅｔａｌｓꎬ ｓｔａｍｅｎｓ ａｎｄ ｎｅｃｔａｒｓ.

图 ７　 土佐景天
Ｆｉｇ. ７　 Ｓｅｄｕｍ ｔｏｓａｅｎｓｅ Ｍａｋｉｎｏ

４　 种类与分布

根据文献资料、馆藏标本查阅以及近期区内

多样性调查ꎬ已记录广西景天属分类群 １７ 个ꎬ各

个分类群的分布及生境详情见表 １ꎬ并在下文提供

这 １７ 个物种的分种检索表ꎮ

表 １　 广西景天属种类与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ｕｓ Ｓｅｄｕｍ ｆｒｏｍ Ｇｕａｎｇｘｉ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生境 Ｈａｂｉｔａｔ

东南景天
Ｓ. ａｌｆｒｅｄｉｉ

融水、桂林、钟山
Ｒｏｎｇｓｈｕｉꎬ Ｇｕｉｌｉｎꎬ Ｚｈｏｎｇｓｈａｎ

岩石上、路边、沟边
Ｏｎ ｒｏｃｋꎬ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ꎬ ｄｉｔｃｈｓｉｄｅ

对叶景天
Ｓ. ｂａｉｌｅｙｉ

鹿寨、平乐、资源、恭城、桂平
Ｌｕｚｈａｉꎬ Ｐｉｎｇｌｅꎬ Ｚｉｙｕａｎꎬ Ｇｏｎｇｃｈｅｎｇꎬ Ｇｕｉｐｉｎｇ

岩石上、路边
Ｏｎ ｒｏｃｋꎬ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珠芽景天
Ｓ.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ｕｍ

桂北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林下、路边阴湿处
Ｕｎｄｅｒ ｆｏｒｅｓｔꎬ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ꎬ ｉｎ ｓｈａｄｙ ａｎｄ ｍｏｉｓｔ ａｒ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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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生境 Ｈａｂｉｔａｔ

大叶火焰草
Ｓ. ｄｒｙｍａｒｉｏｉｄｅｓ

河池、南丹、永福、富川
Ｈｅｃｈｉꎬ Ｎａｎｄａｎꎬ Ｙｏｎｇｆｕꎬ Ｆｕｃｈｕａｎ

溪边、路边岩石上
Ｏｎ ｒｏｃｋꎬ ｓｔｒｅａｍｓｉｄｅꎬ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凹叶景天
Ｓ. ｅ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ｕｍ

融水、临桂、龙胜、灵川、灌阳、阳朔
Ｒｏｎｇｓｈｕｉꎬ Ｌｉｎｇｕｉꎬ Ｌｏｎｇｓｈｅｎｇꎬ Ｌｉｎｇｃｈｕａｎꎬ Ｇｕａｎｙａｎｇꎬ
Ｙａｎｇｓｈｕｏ

林下、路边阴湿处
Ｕｎｄｅｒ ｆｏｒｅｓｔꎬ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ꎬ ｉｎ ｓｈａｄｙ ａｎｄ ｍｏｉｓｔ ａｒｅａ

禾叶景天
Ｓ. ｇｒａｍｍ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融水、龙胜、富川
Ｒｏｎｇｓｈｕｉꎬ Ｌｏｎｇｓｈｅｎｇꎬ Ｆｕｃｈｕａｎ

林下、沟边岩石上
Ｏｎ ｒｏｃｋꎬ ｄｉｔｃｈｓｉｄｅꎬｕｎｄｅｒ ｆｏｒｅｓｔ

钝萼景天
Ｓ. ｌｅｂｌａｎｃａｅ

乐业(雅长)
Ｌｅｙｅ (Ｙａｃｈａｎｇ)

林缘、路边石缝中
Ｆｏｒｅｓｔ ｍａｒｇｉｎꎬ ｒｏｃｋ ｃｒｅｖｉｃｅｓꎬ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佛甲草
Ｓ. ｌｉｎｅａｒｅ

桂北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山坡路旁
Ｏ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ｓｌｏｐｅꎬ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黎平景天
Ｓ. ｌｉｐｉｎｇｅｎｓｅ

金秀(大瑶山)、灌阳
Ｊｉｎｘｉｕ (Ｄａｙａｏｓｈａｎ)ꎬ Ｇｕａｎｙａｎｇ

林下、沟边岩石上
Ｏｎ ｒｏｃｋꎬ ｄｉｔｃｈｓｉｄｅꎬ ｕｎｄｅｒ ｆｏｒｅｓｔ

龙泉景天
Ｓ. ｌｕｎｇｔｓｕａｎｅｎｓｅ

平乐 Ｐｉｎｇｌｅ 林下阴湿处
Ｕｎｄｅｒ ｆｏｒｅｓｔꎬ ｉｎ ｓｈａｄｙ ａｎｄ ｍｏｉｓｔ ａｒｅａ

圆叶景天
Ｓ. ｍａｋｉｎｏｉ

资源、永福
ＺｉｙｕａｎꎬＹｏｎｇｆｕ

林下、沟边岩石上
Ｏｎ ｒｏｃｋꎬ ｄｉｔｃｈｓｉｄｅꎬ ｕｎｄｅｒ ｆｏｒｅｓｔ

南岭景天
Ｓ. ｎａｎｌｉｎｇｅｎｓｅ

兴安(猫儿山)、恭城(银殿山)、贺州(姑婆山)
Ｘｉｎｇａｎ (Ｍａｏｅｒｓｈａｎ)ꎬ Ｇｏｎｇｃｈｅｎｇ (Ｙｉｎｄｉａｎｓｈａｎ)ꎬ
Ｈｅｚｈｏｕ (Ｇｕｐｏｓｈａｎ)

山顶潮湿草丛、岩石上
Ｏｎ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ｒｏｃｋꎬ ａｔ ｔｈｅ ｔｏｐ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大苞景天
Ｓ. ｏｌｉｇ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全州、资源、金秀、百色、融水
Ｑｕａｎｚｈｏｕꎬ Ｚｉｙｕａｎꎬ Ｊｉｎｘｉｕꎬ Ｂａｉｓｅꎬ Ｒｏｎｇｓｈｕｉ

林下石缝中
Ｏｎ ｒｏｃｋ ｃｒｅｖｉｃｅｓꎬ ｆｏｒｅｓｔ ｍａｒｇｉｎ

垂盆草
Ｓ. ｓａｒｍｅｎｔｏｓｕｍ

桂林、临桂、昭平、钟山、富川、金秀
Ｇｕｉｌｉｎꎬ Ｌｉｎｇｕｉꎬ Ｚｈａｏｐｉｎｇꎬ Ｚｈｏｎｇｓｈａｎꎬ Ｆｕｃｈｕａｎꎬ Ｊｉｎｘｉｕ

林下、路边湿润处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ꎬ ｕｎｄｅｒ ｆｏｒｅｓｔꎬ ｉｎ ｓｈａｄｙ ａｎｄ ｍｏｉｓｔ ａｒｅａ

火焰草
Ｓ. ｓｔｅｌｌａｒｉｉｆｏｌｉｕｍ

柳州、桂林、河池、罗城
Ｌｉｕｚｈｏｕꎬ Ｇｕｉｌｉｎꎬ Ｈｅｃｈｉꎬ Ｌｕｏｃｈｅｎｇ

路边石缝中
Ｉｎ ｒｏｃｋ ｃｒｅｖｉｃｅｓꎬ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细小景天
Ｓ. ｓｕｂｔｉｌｅ

阳朔、资源、龙胜、融水
Ｙａｎｇｓｈｕｏꎬ Ｚｉｙｕａｎꎬ Ｌｏｎｇｓｈｅｎｇꎬ Ｒｏｎｇｓｈｕｉ

山坡路边、沟边阴湿处
Ｏ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ｓｌｏｐｅꎬ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ꎬ ｉｎ ｓｈａｄｙ ａｎｄ ｍｏｉｓｔ ａｒｅａ

土佐景天
Ｓ. ｔｏｓａｅｎｓｅ

灌阳、资源、环江、富川
Ｇｕａｎｙａｎｇꎬ Ｚｉｙｕａｎꎬ Ｈｕａｎｊｉａｎｇꎬ Ｆｕｃｈｕａｎ

林下、沟边石上
Ｏｎ ｒｏｃｋꎬ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ꎬ ｄｉｔｃｈｓｉｄｅ

５　 分种检索表

１.植株被腺毛ꎻ叶基部无距ꎻ圆锥花序

　 ２.营养期莲座状ꎻ花白色 １.大叶火焰草 Ｓ. ｄｒｙｍａｒｉｏｉｄｅｓ Ｈａｎｃｅ
　 ２.营养期茎直立ꎻ花黄色 ２.火焰草 Ｓ. ｓｔｅｌｌａｒｉｉｆｏｌｉｕｍ Ｆｒａｎｃｈ.
１.植株常无毛ꎻ叶基部有距ꎻ聚伞花序或伞房花序

　 ３.心皮直立 ３.钝萼景天 Ｓ. ｌｅｂｌａｎｃａｅ Ｈａｍｅｔ.
　 ３.心皮基部合生ꎬ半成熟时星芒状排列

　 　 ４.植株被腺毛 ４.龙泉景天 Ｓ. ｌｕｎｇｔｓｕａｎｅｎｓｅ Ｓ. Ｈ. Ｆｕ
　 　 ４.植株无毛

　 　 　 ５.叶先端微凹

　 　 　 　 ６.不育茎上叶对生ꎬ匙状倒卵形至宽卵形 ５.凹叶景天 Ｓ. ｅ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ｕｍ Ｍｉｇｏ
　 　 　 　 ６.不育茎上叶较大ꎬ互生ꎬ匙状倒卵形 ６.土佐景天 Ｓ. ｔｏｓａｅｎｓｅ Ｍａｋｉｎｏ
　 　 　 ５.叶先端渐尖或钝圆

　 　 　 　 ７.植株茎直立

　 　 　 　 　 ８.植株高大ꎬ约 ５０ ｃｍꎬ叶菱状椭圆形 ７.大苞景天 Ｓ. ｏｌｉｇ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Ｍａｉ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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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植株矮小ꎬ１５ ｃｍ 以下ꎬ 叶线性或倒卵形

　 　 　 　 　 　 ９.基生叶莲座状ꎻ倒卵形 ８.黎平景天 Ｓ. ｌｉｐｉｎｇｅｎｓｅ Ｒ. Ｂ. Ｚｈａｎｇꎬ Ｄ. Ｔａｎ ＆ Ｒ. Ｘ. Ｗｅｉ
　 　 　 　 　 　 ９.叶线形ꎬ花三基数 ９.南岭景天 Ｓ. ｎａｎｌｉｎｇｅｎｓｅ Ｙａｎ Ｌｉｕ ＆ Ｃ. Ｙ. Ｚｏｕ
　 　 　 　 ７.植株匍匐或仅花茎直立

　 　 　 　 　 １０.植株上部叶腋有珠芽 １０.珠芽景天 Ｓ.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ｕｍ Ｍａｋｉｎｏ
　 　 　 　 　 １０.植株无珠芽

　 　 　 　 　 　 １１.植株具不育茎和花茎ꎬ不育茎和花茎上的叶不同型 １１.细小景天 Ｓ. ｓｕｂｔｉｌｅ Ｍｉｑ.
　 　 　 　 　 　 １１.植株具不育茎和花茎ꎬ不育茎和花茎上的叶同型

　 　 　 　 　 　 　 １２.植株叶互生 １２.东南景天 Ｓ. ａｌｆｒｅｄｉｉ Ｈａｎｃｅ
　 　 　 　 　 　 　 １２.植株叶轮生或对生

　 　 　 　 　 　 　 　 １３.不育茎叶对生

　 　 　 　 　 　 　 　 　 １４.叶倒卵形ꎬ先端钝圆ꎻ花枝二歧分枝 １３.圆叶景天 Ｓ. ｍａｋｉｎｏｉ Ｍａｘｉｍ.
　 　 　 　 　 　 　 　 　 １４.叶匙状倒卵形ꎬ先端钝急尖ꎻ花序多分枝 １４.对叶景天 Ｓ. ｂａｉｌｅｙｉ Ｐｒａｅｇｅｒ
　 　 　 　 　 　 　 　 １３.不育茎叶轮生

　 　 　 　 　 　 　 　 　 １５.叶倒披针形 １５.垂盆草 Ｓ. ｓａｒｍｅｎｔｏｓｕｍ Ｂｕｎｇｅ
　 　 　 　 　 　 　 　 　 １５.叶线性

　 　 　 　 　 　 　 　 　 　 １６.叶长 ２ ~ ３ ｃｍꎬ宽 ３ ~ ４ ｍｍ １６.禾叶景天 Ｓ. ｇｒａｍｍ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Ｆｒｏｄ.
　 　 　 　 　 　 　 　 　 　 １６.叶长 １.５ ~ ２.５ ｃｍꎬ宽约 ２ ｍｍ １７.佛甲草 Ｓ. ｌｉｎｅａｒｅ Ｔｈｕｎｂ.

６　 小结

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整理和馆藏标本的研究ꎬ
以及野外追踪调查采集ꎬ发现广西景天属植物物

种多 样 性 丰 富ꎬ 目 前 共 记 录 广 西 景 天 属 植 物

１７ 种ꎮ
在研究过程中也发现ꎬ除本文报道的 ６ 种新记

录种外ꎬ目前仍有部分疑难种无法处理ꎬ如采自金

秀大瑶山的标本 Ｓ. Ｓ. Ｓｉｎ ２３５１７ ( ＩＢＳＣ)、 Ｓ. Ｓ. Ｓｉｎ
２１５９４( ＩＢＳＣ)、黄志 ３９４１８( ＩＢＳＣ)ꎬ１９８４ 年黄淑美

先 生 将 其 鉴 定 为 本 州 岛 景 天 ( Ｓ. ｈａｋｏｎｅｎｓｅ
Ｍａｋｉｎｏ)ꎮ 在笔者查阅标本并到野外进行考证后

发现ꎬ该种在贺州姑婆山、湖南、广东也有分布ꎬ其
形态与产于日本的本州景天极相似ꎬ但后期的分

子证据却显示该种与模式标本采自广东北部与湖

南交界处的四芒景天(Ｓ. ｔｅｔｒａｃｔｉｎｕｍ Ｆｒｏｄ.)更为接

近ꎬ由于其形态描述与四芒景天差别极大ꎬ因此该

种 暂 未 处 理ꎻ 采 自 恭 城 的 标 本

４５０３３２１５０３３１０２６ＬＹ( ＩＢＫ)与采自资源县的标本

许为斌、邹春玉、黄金全 ＺＣＹ３００( ＩＢＫ)ꎬ其形态虽

与坤俊景天(Ｓ. ｋｕｎｔｓｕｎｉａｎｕｍ Ｘ. Ｆ. Ｊｉｎꎬ Ｓ. Ｈ. Ｊｉｎ ＆
Ｂ. Ｙ. Ｄｉｎｇ)、对叶景天( Ｓ. ｂａｉｌｅｙｉ Ｐｒａｅｇ.)相似ꎬ但
营养株的匍匐茎及花枝上的叶形明显不同于二

者ꎬ目前缺乏坤俊景天的解剖材料ꎬ该种暂不处

理ꎮ 综上表明ꎬ全面的材料收集和细致的形态结

构解剖研究工作仍十分必要ꎮ
景天属植物多为肉质ꎬ花小ꎬ密集ꎬ鲜艳ꎬ花期

长ꎬ整株植物绿色期长ꎬ株形优美ꎬ是集观叶、观
茎、观花为一体的优良花卉且观赏价值较高ꎮ 本

文报道的 ６ 种新记录种ꎬ具备潜在开发利用价值ꎮ
根据其植株和生境特征ꎬ其中钝萼景天、黎平景天

在园林应用方面适用于岩石园营建ꎬ而龙泉景天、
圆叶景天、细小景天、土佐景天均可用于地被、边
坡绿化、屋顶绿化造景及盆栽观赏ꎮ 此外ꎬ景天属

植物还是我国重要的中草药ꎬ其中垂盆草 ( Ｓ.
ｓａｒｍｅｎｔｏｓｕｍ Ｂｕｎｇｅ)具有利湿退黄ꎬ清热解毒的功

效ꎬ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２０１５)收录ꎬ佛甲

草(Ｓ. ｌｉｎｅａｒｅ Ｔｈｕｎｂ.)、凹叶景天等在«中华本草»
(１９９９)中有记载ꎬ这些物种在广西的药用十分普

遍ꎬ特别在少数民族地区ꎬ景天属植物往往有独特

的药用功效和用法ꎮ 广西景天属植物资源潜在利

用方面的研究还较少ꎬ需要开展景天属植物的多

样性、形态性状、生境、地理分布格局以及植物资

源量研究ꎬ只有充分掌握了这些关键资料ꎬ才能更

好地指导该属植物资源潜在利用前景方面的

研究ꎮ
综上所述ꎬ由于广西景天属馆藏标本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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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仍有诸多疑难且该类群在野外调查中容易被

忽视ꎬ受关注度较小ꎬ因此建议加强该属植物的野

外调查采集工作ꎬ开展分类学、系统学专注性研

究ꎬ为广西景天属种质资源开发利用积累第一手

材料ꎮ
致谢　 浙江农林大学金孝锋教授在标本鉴定

上给予了帮助ꎬ浙江大学李攀老师提供了藓状景

天的彩色照片ꎬ广西植物标本馆陆昭岑、陈海玲、
李健玲、苏钰岚、黄金全等人员参与野外调查工

作ꎬ在此一并致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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