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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畴重楼（Ｐａｒｉｓ ｃｒｏｎｑｕｉｓｔｉｉ ｖａｒ． ｘｉｃｈｏｕｅｎｓｉｓ）为云南省特有物种，野外调查发现了广西（田林、那坡）的

省级新分布，针对该新分布居群，观测并描述西畴重楼植物形态学特征，记录物候学特征，野外观测其地理

分布特征，综上对其生物学特性进行补述，并结合前人基于细胞核 ＩＴＳ、叶绿体 ｐｓｂＡ⁃ｔｒｎＨ 和 ｔｒｎＬ⁃ｔｒｎＦ 等序列

的分子系统学研究结果探讨其系统关系。 结果表明：西畴重楼叶背面无紫色斑块，花瓣较宽而显著区别于

凌云重楼（Ｐ． ｃｒｏｍｑｕｉｓｔｉｉ ｖａｒ． ｃｒｏｍｑｕｉｓｔｉｉ），但西畴重楼部分植株沿叶脉有紫色斑纹，表明与凌云重楼存在形态

过渡，二者雄蕊数量均以 ３ 轮为主，而且变化范围一致；西畴重楼的物候期与同域分布的凌云重楼相近，同

南重楼（Ｐ． ｖｉｅｔｎａｍｅｎｓｉｓ）差异显著；西畴重楼多条序列的分子系统学研究显示西畴重楼和凌云重楼始终聚为

一支，证实二者高度的亲缘关系。 该研究结果完善了西畴重楼的生物学特性描述，首次报道了西畴重楼与

凌云重楼形态特征存在过渡类型，物候学特征较一致，地理分布中心重叠，分子系统学位置相邻，仍支持李

恒系统将西畴重楼作为凌云重楼的一变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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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 重 楼 属 （ Ｐａｒｉｓ Ｌ．） 侧 膜 胎 座 亚 属 （ ｓｕｂｇｅｎｕｓ
Ｄａｉｓｗａ）蚤休组（ｓｅｃｔ． Ｅｕｔｈｙｒａ），模式标本采自云南

西畴县董棕槽，生长在石灰岩山常绿阔叶林下（李
恒，１９８６， １９９８），自发表以来，其系统位置长期被

置于凌云重楼下面的一变种。 但是纪运恒等

（２００６）曾根据标本的形态观察结果将其提升为

种，并报道其分布地域扩大到毗邻的麻栗坡县，根
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ＩＵＣＮ 红

色名录）类别和标准，将其濒危状态列为 ＥＮ（濒

危）等级。 显然，西畴重楼的地理分布范围极为狭

窄，局限于两个县级行政区，为典型的极小种群物

种，灭绝风险很高，通过野外详查摸清其资源家底

对于该植物的濒危保护极有必要。 另外，随着人

们对西畴重楼认识的不断深化，其系统学位置的

观点也出现了分歧，李恒（１９９８）认为西畴重楼与

凌云重楼的区别在于花瓣较宽，长 ３ ｃｍ，宽 ５ ｍｍ，
叶片绿色无紫斑，长达 ２９ ｃｍ，宽达 ２０ ｃｍ，应作为

变种处理。 纪运恒等（２００６）对西畴重楼的描述为

叶纸质，花瓣绿色，远短于萼片，蒴果成熟时绿黄

色，并认为其形态特征和凌云重楼区别较大，应提

升为种。 针对二者关于系统位置的分歧，究其原

因，作者认为一方面源于所观察植株的样本量仍

然有限，另一方面是缺乏详细的物候学特征观测，
从而导致人们对西畴重楼整体生物学特征的认识

至今仍然严重不足，制约着研究结论的客观性。
为了更加系统全面地掌握西畴重楼的生物学

特征，并进一步探讨其系统位置，作者通过大范围

的资源详查，在广西田林县、那坡县发现了西畴重

楼的新分布居群，根据新分布居群对西畴重楼的

植物形态学特征、物候学特征、植物地理学特征开

展了详细观测，并结合前人的分子系统学研究结

果进行了综合分析。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随机从广西田林、那坡发现的西畴重楼新分

布居群中选取 ２０ 株、从广西隆林县的凌云重楼选

取 ２０ 株成熟植株进行观测。
１．２ 方法

植物地理学调查：根据文献报道的西畴重楼

和凌云重楼的地理分布中心（滇东南－桂西北）开

展调查， 记录分布点地理位置、 海拔高度、 植被类

３０６５ 期 饶文霞等： 西畴重楼生物学特征补述及其系统位置



注： Ａ． 西畴重楼的花 （广西那坡，示雄蕊 ３ｎ＋１）； Ｂ． 西畴重楼的叶背 （广西那坡）； Ｃ． 西畴重楼的花 （广西田林，示雄蕊 ３ｎ－１）；
Ｄ． 西畴重楼的叶背 （广西田林，示沿叶脉有紫色斑纹）； Ｅ． 凌云重楼的花； Ｆ． 凌云重楼的叶背 （示紫色斑块）。

Ｎｏｔｅ： Ａ． Ｆｌｏｗｅｒ ｏｆ Ｐａｒｉｓ ｃｒｏｎｑｕｉｓｔｉｉ ｖａｒ． ｘｉｃｈｏｕｅｎｓｉｓ （ Ｎａｐｏ，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ｓｔａｍｅｎ ３ｎ＋１）； Ｂ． Ｂｌａｄｅ ｂａｃｋ ｏｆ Ｐ． ｃｒｏｎｑｕｉｓｔｉｉ ｖａｒ． ｘｉｃｈｏｕｅｎｓｉｓ
（Ｎａｐｏ，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Ｃ． Ｆｌｏｗｅｒ ｏｆ Ｐ． ｃｒｏｎｑｕｉｓｔｉｉ ｖａｒ． ｘｉｃｈｏｕｅｎｓｉｓ （ Ｔｉａｎｌ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ｓｔａｍｅｎ ３ｎ－１）； Ｄ． Ｂｌａｄｅ ｂａｃｋ ｏｆ

Ｐ． ｃｒｏｎｑｕｉｓｔｉｉ ｖａｒ． ｘｉｃｈｏｕｅｎｓｉｓ （ Ｔｉａｎｌ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ｐｕｒｐｌｅ ｐａｔｃｈｅｓ ｏｎ ｓｏｍｅ ｖｅｉｎｓ）； Ｅ． Ｆｌｏｗｅｒ ｏｆ
Ｐ． ｃｒｏｎｑｕｉｓｔｉｉ ｖａｒ． ｃｒｏｎｑｕｉｓｔｉｉ； Ｆ． Ｂｌａｄｅ ｂａｃｋ ｏｆ Ｐ． ｃｒｏｎｑｕｉｓｔｉｉ ｖａｒ． ｃｒｏｎｑｕｉｓｔｉｉ（ｐｕｒｐｌｅ ｐａｔｃｈｅｓ） ．

图 １　 西畴重楼原植物图
Ｆｉｇ． １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Ｐａｒｉｓ ｃｒｏｎｑｕｉｓｔｉｉ ｖａｒ． ｘｉｃｈｏｕｅｎｓｉｓ

型、同属植物分布等特征；植物形态学观测：在西

畴重楼花期观测并记录主要性状特征；物候学观

测：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连续观察并记录西畴重楼出苗

期、展叶期、开花期、果熟期的时间。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形态学特征

综合前人的研究和报道，西畴重楼的分布地

域仅仅局限于云南文山州的西畴县和麻栗坡县，
且种群数量稀少，为一典型的极小种群植物、云南

特有植物与珍稀濒危植物。 为了进一步掌握西畴

重楼的植物地理学特征，作者对其分布地及其周

边地区（滇东南－桂西北地区）展开了调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和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作者相继在广西那坡县城

厢镇中强村和广西田林县潞城瑶族乡潞城村海拔

６００ ～ １ ０００ ｍ 的常绿阔叶林下采到该物种（图 １：
Ａ，Ｂ，Ｃ，Ｄ）。

４０６ 广　 西　 植　 物 ３８ 卷



表 １　 西畴重楼与同地域物种凌云重楼、南重楼形态学特征对比 （花期）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ｒｉｓ ｃｒｏｎｑｕｉｓｔｉｉ ｖａｒ． ｘｉｃｈｏｕｅｎｓｉｓ， Ｐ． ｃｒｏｍｑｕｉｓｔｉｉ

ｖａｒ． ｃｒｏｍｑｕｉｓｔｉｉ ａｎｄ Ｐ． ｖｉｅｔｎａｍｅｎ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ｒｅｇｉｏｎ （ 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形态特征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ａｍｅ

凌云重楼
Ｐａｒｉｓ ｃｒｏｍｑｕｉｓｔｉｉ ｖａｒ． ｃｒｏｍｑｕｉｓｔｉｉ

南重楼
Ｐ． ｖｉｅｔｎａｍｅｎｓｉｓ

西畴重楼
Ｐ． ｃｒｏｎｑｕｉｓｔｉｉ ｖａｒ． ｘｉｃｈｏｕｅｎｓｉｓ

叶片背面颜色
Ｂｌａｄｅ ｂａｃｋ ｃｏｌｏｒ

带紫色斑块
Ｐｕｒｐｌｅ ｐａｔｃｈｅｓ

绿
Ｇｒｅｅｎ

部分植株沿叶脉有紫色斑纹
Ｓｏｍｅ ｖｅｉｎｓ ｈａｖｅ ｐｕｒｐｌｅ ｐａｔｃｈｅｓ

花基数
Ｂａｓｉｃ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ｌｏｗｅｒ

５ ～ ６ ４～ ７ ５～ ６（８）

花瓣形态
Ｐｅｔａｌ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丝状
Ｆｉｌａｍｅｎｔｏｕｓ

线形
Ｌｉｎｅａｒ

线形
Ｌｉｎｅａｒ

花瓣颜色
Ｐｅｔａｌ ｃｏｌｏｒ

黄绿
Ｙｅｌｌｏｗ⁃ｇｒｅｅｎ

黄绿
Ｙｅｌｌｏｗ⁃ｇｒｅｅｎ

绿
Ｇｒｅｅｎ

雄蕊轮数
Ｓｔａｍｅｎ ｒｏｕｎｄ ｎｕｍｂｅｒ

（４）３（２） ３ （２ｎ＋２） ～ （３ｎ＋１）

花柱基颜色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ｌｏｒ ｏｆ ｓｔｙｌｅ

红
Ｒｅｄ

青紫
Ｇｒｅｅｎｉｓｈ ｐｕｒｐｌｅ

紫
Ｐｕｒｐｌｅ

柱头颜色
Ｓｔｉｇｍａ ｃｏｌｏｒ

黄红、紫
Ｙｅｌｌｏｗ⁃ｒｅｄ， ｐｕｒｐｌｅ

青紫
Ｇｒｅｅｎｉｓｈ ｐｕｒｐｌｅ

紫
Ｐｕｒｐｌｅ

子房颜色
Ｏｖａｒｙ ｃｏｌｏｒ

绿或淡紫
Ｇｒｅｅｎ ｏｒ ｌａｖｅｎｄｅｒ

绿或淡紫
Ｇｒｅｅｎ ｏｒ ｌａｖｅｎｄｅｒ

绿
Ｇｒｅｅｎ

果实颜色
Ｆｒｕｉｔ ｃｏｌｏｒ

红色
Ｒｅｄ

黄红色
Ｙｅｌｌｏｗ⁃ｒｅｄ

绿黄色
Ｇｒｅｅｎ⁃ｙｅｌｌｏｗ

外种皮颜色
Ｔｅｓｔａ ｃｏｌｏｒ

红色
Ｒｅｄ

橙黄色
Ｏｒａｎｇｅ

橙色
Ｏｒａｎｇｅ

　 　 西畴重楼

Ｐａｒｉｓ ｃｒｏｎｑｕｉｓｔｉｉ ｖａｒ． ｘｉｃｈｏｕｅｎｓｉｓ ｉｎ Ｂｕｌｌ．
Ｒｅｓ． Ｈａｒｂｉｎ ６ （ １ ）： １１３， ｆｉｇ． １． １９８６； Ｈ． Ｌｉ ｉｎ
Ｚ． Ｙ． Ｗｕ， Ｆｌ． Ｙｕｎｎａｎ． ８： ６５４． １９９７； Ｈ． Ｌｉ， Ｔｈｅ Ｇｅ⁃
ｎｕｓ Ｐａｒｉｓ （ Ｔｒｉｌｌｉａｃｅａｅ） ２６， ｆｉｇ． ４ － １． １９９８； Ｓ． Ｙ．
Ｌｉａｎｇ ＆ Ｖ． Ｇ． Ｓｏｕｋｕｐ ｉｎ Ｚ． Ｙ． Ｗｕ ＆ Ｐ． Ｈ． Ｒａｖｅｎ，
Ｆｌ． Ｃｈｉｎａ． ２４： ９０． ２０００．———Ｐ． ｘｉｃｈｏｕｅｎｓｉｓ Ｙ． Ｈ． Ｊｉ，
Ｈ． Ｌｉ ＆ Ｚ． Ｋ． Ｚｈｏｕ ｉｎ Ａｃｔａ Ｐｈｙｔｏｔａｘｏｎ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０６；

西畴重楼与原变种凌云重楼 （ Ｐ． ｃｒｏｍｑｕｉｓｔｉｉ
ｖａｒ． ｃｒｏｍｑｕｉｓｔｉｉ）的区别在于叶片绿色无紫斑，长达

２９ ｃｍ，宽 ２０ ｃｍ，比原变种的花瓣宽，长达 ３ ｃｍ，宽
达 ５ ｍｍ，果实成熟时呈绿黄色，种子包被于橙色

假种皮。
地理分布： 云南 （Ｙｕｎｎａｎ），西畴 （Ｘｉｃｈｏｕ），麻

栗坡 （Ｍａｌｉｐｏ）；广西 （Ｇｕａｎｇｘｉ） 分布新记录，田林

（Ｔｉａｎｌｉｎ），潞城村 （Ｌｕｃｈｅｎｇｃｕｎ），生于常绿阔叶林

下，海拔 ６００ ｍ，２０１４⁃０６⁃０９，Ｈ． Ｘ． Ｙｉｎ （尹鸿翔）
２０１４０６０９００１；那坡 （Ｎａｐｏ），城厢 （Ｃｈｅｎｇｘｉａｎｇ），中

强村 （ Ｚｈｏｎｇｑｉａｎｇｃｕｎ），生于常绿阔叶林下，海拔

１ ０００ ｍ， ２０１７⁃０３⁃１０， Ｈ． Ｘ． Ｙｉｎ （ 尹 鸿 翔 ）
２０１７０３１０００１。 凭证标本存于成都中医药大学标本

馆（ＣＤＣＭ）
新分布地之一广西田林县地处珠江流域中上

游（钟珲，２００６），地势起伏巨大，拥有海拔２ ０２６．５
ｍ 的“桂西屋脊”岑王老山，境内中草药品种资源

极其丰富，非常适宜重楼属植物的生存与繁衍。
另一新分布地广西那坡县位于广西西南边陲，属
于云贵高原余脉六绍山南麓，处于我国滇、桂两省

交界处，并与越南河江省、高平省接壤（阎丽春和

覃海宁， ２００１），属于吴征镒中国植物区系分区方

案中的古热带植物区北部湾地区，地理位置特殊，
各种自然地理成分交融汇集，植物种类极其丰富。
通过实地调查发现，该地区还分布着其他重楼属

植物，包括凌云重楼、南重楼（Ｐ． ｖｉｅｔｎａｍｅｎｓｉｓ）、云
南重楼 （ Ｐ． 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 ｖａｒ．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七 叶 一

枝花（Ｐ．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短瓣球药隔重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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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广西田林地区西畴重楼与凌云重楼、南重楼物候学特征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ｒｉｓ ｃｒｏｎｑｕｉｓｔｉｉ ｖａｒ． ｘｉｃｈｏｕｅｎｓｉｓ ａｎｄ

Ｐ． ｃｒｏｍｑｕｉｓｔｉｉ ｖａｒ． ｃｒｏｍｑｕｉｓｔｉｉ ａｎｄ Ｐ． ｖｉｅｔｎａｍｅｎｓｉｓ ｉｎ Ｔｉａｎｌ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物候特征
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ａｍｅ

凌云重楼
Ｐａｒｉｓ ｃｒｏｍｑｕｉｓｔｉｉ ｖａｒ． ｃｒｏｍｑｕｉｓｔｉｉ

南重楼
Ｐ． ｖｉｅｔｎａｍｅｎｓｉｓ

西畴重楼
Ｐ． ｃｒｏｎｑｕｉｓｔｉｉ ｖａｒ． ｘｉｃｈｏｕｅｎｓｉｓ

出苗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１２ 月下旬
Ｌａｔｅ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８ 月下旬
Ｌａｔｅ Ａｕｇｕｓｔ

１ 月上旬
Ｅａｒｌｙ Ｊａｎｕａｒｙ

展叶
Ｌｅａｆ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１ 月下旬
Ｌａｔｅ Ｊａｎ

８ 月下旬
Ｌａｔｅ Ａｕｇｕｓｔ

１ 月下旬
Ｌａｔｅ Ｊａｎｕａｒｙ

开花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３ 月上旬
Ｅａｒｌｙ Ｍａｒｃｈ

次年 ５—６ 月
Ｍａｙ⁃Ｊｕｎｅ ｉｎ ｎｅｘｔ ｙｅａｒ

３ 月中旬
Ｍｉｄｄｌｅ Ｍａｒｃｈ

果裂
Ｆｒｕｉｔ ｃｒａｃｋ

９ 月下旬
Ｌａｔｅ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次年 １０—１２ 月
Ｏｃｔｏｂｅｒ⁃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ｉｎ ｎｅｘｔ ｙｅａｒ

９ 月下旬
Ｌａｔｅ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注： 西畴重楼与同地域凌云重楼和南重楼物候学特征对比，西畴重楼与凌云重楼物候期基本一致，与南重楼差别较大。
　 Ｎｏｔｅ： 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Ｐ． ｃｒｏｎｑｕｉｓｔｉｉ ｖａｒ． ｘｉｃｈｏｕｅｎｓｉｓ， Ｐ． ｃｒｏｍｑｕｉｓｔｉｉ ｖａｒ． ｃｒｏｍｑｕｉｓｔｉｉ ａｎｄ Ｐ． ｖｉｅｔｎａｍｅｎｓｉｓ，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ｏｆ Ｐ． ｃｒｏｎｑｕｉｓｔｉｉ ｖａｒ． ｘｉｃｈｏｕｅｎｓｉｓ ａｎｄ Ｐ． ｃｒｏｍｑｕｉｓｔｉｉ ｖａｒ． ｃｒｏｍｑｕｉｓｔｉｉ ａｒｅ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ａｎｄ ｑｕｉ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Ｐ． ｖｉｅｔｎａｍｅｎｓｉ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ｖａｒ． ｂｒｅｖｉｐｅｔａｌａｔａ）等， 作者对相互容易

混淆的西畴重楼、凌云重楼、南重楼的形态学特征

进行对比 （表 １）， 分析发现西畴重楼具有独特的

形态特征还是易区别于同属其他植物（纪运恒等，
２００６）的。 西畴重楼的地理分布中心为滇东南至

桂西地区。
２．２ 物候学特征

通过对西畴重楼与同地域凌云重楼和南重楼

物候学特征对比（表 ２）发现，西畴重楼与凌云重

楼物候期基本一致，出苗期与展叶期均在 １２ 月到

次年 １ 月间，开花期均为 ３ 月，果裂期均为 ９ 月，与
南重楼差别较大。 完成一个营养生长和有性生殖

过程周期，西畴重楼为一年，南重楼接近一年半。
２．３ 分子系统学位置研究

Ｊ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 基于细胞核 ＩＴＳ 序列、叶绿体

ｐｓｂＡ⁃ｔｒｎＨ 和 ｔｒｎＬ⁃ｔｒｎＦ 序列对 ２１ 种重楼属植物的

系统关系开展了分子系统学研究。 结果显示基于

ｔｒｎＬ⁃ｔｒｎＦ 序列分析的简约树，西畴重楼和凌云重楼

聚为一支（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值为 ８２％）；基于 ｐｓｂＡ⁃ｔｒｎＨ 序

列分析的简约树，西畴重楼和凌云重楼聚为一支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值为 ６９％）；基于 ＩＴＳ 序列分析的简约

树，西畴重楼和凌云重楼聚为一支（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值为

６０％）；综合 ｐｓｂＡ⁃ｔｒｎＨ 和 ｔｒｎＬ⁃ｔｒｎＦ 序列分析的简

约树，西畴重楼和凌云重楼聚为一支（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值

为 ７５％）；综合 ＩＴＳ、ｐｓｂＡ⁃ｔｒｎＨ 和 ｔｒｎＬ⁃ｔｒｎＦ 序列分

析的简约树，西畴重楼和凌云重楼聚为一支（ ｂｏｏｔ⁃
ｓｔｒａｐ 值为 ７８％）。

综上所述，西畴重楼和凌云重楼基于多条序

列分析的分子系统学位置始终相邻，证实二者具

有高度的亲缘关系。

３　 讨论与结论

西畴重楼与原变种凌云重楼的形态特征区别

在于叶片绿色无紫斑，长达 ２９ ｃｍ，宽 ２０ ｃｍ。 但根

据大量的植株形态观察，部分植株叶片背面沿叶

脉有紫色斑纹，显示二者之间存在过渡形态。 凌

云重楼形态学性状的另一个特点是雄蕊数量的变

化幅度较大，李恒（１９９８）认为，凌云重楼的种内变

异表现在：雄蕊数量 ３ 轮为主，产地偏南的植株可

达 ４ 轮，偏北地域的可减少为 ２ 轮。 但是迄今没有

关于西畴重楼雄蕊数量变化幅度的报道，为此，本
文随机抽取 ２０ 株西畴重楼观察雄蕊轮数，发现其

雄蕊数量并非严格的 ３ 轮，具有 ２ｎ＋２、３ｎ－１、３ｎ、
３ｎ＋１ 等类型，显示其雄蕊数量变化较活跃，既有

２ ～ ３ 轮之间的类型，也有 ３ ～ ４ 轮之间的类型，完全

６０６ 广　 西　 植　 物 ３８ 卷



在凌云重楼雄蕊数量种内变异的变化范围之内。
西畴重楼物候期尚无任何报道，本文首次对

其进行了观测和记录，发现西畴重楼与同域分布

的凌云重楼物候期较一致，而与同域分布的南重

楼差异显著，为二者相近的亲缘关系提供了新的

佐证。
李恒（１９９８）认为凌云重楼从云南北回归线附

近分布至川北，主要分布于云南东南部（金平、屏
边、河口）、广西西南部、贵州南部（安龙），也散见

于四川中部至南部，显然，滇东南至桂西地区为凌

云重楼的分布中心。 物种的分布中心也是其多样

化中心，因此变种一般是出现在种的地理分布范

围之内，而西畴重楼的地理分布中心完全重叠于

凌云重楼的分布中心，符合变种与种的地理特征

关系。
纪运恒等 （ ２００６） 基于细胞核 ＩＴＳ、叶绿体

ｐｓｂＡ⁃ｔｒｎＨ 和 ｔｒｎＬ⁃ｔｒｎＦ 等 ＤＮＡ 序列特征的分子系

统学研究探讨了 ２１ 种重楼属植物的系统关系，在
３ 类序列的多个简约树中，西畴重楼与凌云重楼均

聚为一支，显示了二者高度的亲缘关系。
综上所述，西畴重楼与凌云重楼的叶片形态

特征存在过渡类型，雄蕊数量变化活跃，且变化范

围一致，物候学特征相似，地理分布中心重叠，分
子系统学位置相邻，因此仍然支持李恒系统将西

畴重楼作为凌云重楼的一变种。 鉴于西畴重楼种

群数量依然稀少，作者支持纪运恒根据 ＩＵＣＮ
（２００１）物种红色名录将其濒危状态列为 ＥＮ 等级

（纪运恒等，２００６），应加强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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