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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马兜铃属的濒危植物

马兜铃属 月r f s t o l
o 。人i a L

.

是马兜铃科 通r `s 亡o lo
e h f a e e a 。 的一个大属

,

全世界约 4 0 0种
,

主产于热带和亚热带
,

温带有少量分布
。

我国有50 多种
,

主产横断山至华南一带
。

作者根据

近年来的野外调查
、

采集及对存于国内外标本室的大量本属标本鉴定
,

参照有关资料的划分

原则
,

发现该属植物在我国已有多种处于濒危
、

渐危或稀有状态
。

据已知的 51 种统计
,

除 n

个广布种外
,

其余 40 种 ( 80 %为我国特产 ) 均为狭域分布
,

而且种群数量极为稀少
, 其中 3

种自十九世纪中期至木世纪初采到几号标本后
,

多年来没有采到
,

原产地也很难或根本找不

到
,

应视为濒危种或可能绝灭种
; 6 种是本世纪中期至近来发现的种

,

原产地因森林砍伐
、

生境破坏而很难找到
,

分布区也有明显缩小的趋势
,

应视为渐危种 ,
10 种其种群数量极为稀

少
,

分布区又极狭
,

应视为稀有种
。

现分述如下
:

一
、

濒危种

1
。

粉质花马兜铃 A
.

亡r a , s s e e了a ( C h
a t

.

) C Y
.

W
u e x S

.

M
.

H w a n g 木质藤本
,

叶

宽披针形
,

花被管呈 V 形折曲
,

先端近平截
。

产于云南 ( 怒江 ) 和缅甸
,

国 产 标 本 仅 2 号

( 1 3 70 5 年采 )
。

2
.

大囊马兜铃 月
.

f
。 二es t f a na J

.

S
,

M
a
木质藤本

,

叶宽披针形
,

花被管上部囊大
,

先端 3 裂
,

裂片披针形
。

特产于滇西
,

目前仅 1 号标本 ( 1 8 7 0
5
年采 )

。

3
.

海边马兜铃 A
.

ht o al’ t es “ H o o k
.

f
.

灌木状藤本
,

叶倒披钎形
,

花被管呈 S形
,

先端近

整齐
。

特产于广东东南部至香港
,

十九世纪中期采到 4 号标本
,

本世纪中期曾采到 1 号标本
。

以 上 3 种均为对药马兜铃亚属 S
u b g e n

.

S ip h i
s i a

二
、

渐危种

( 一 ) 马兜铃亚属 S u b g o n
.

刀石 s t ol
o c h ia 花被先端舌片状

,

合蕊柱顶部 6 裂
,

茹果

室间开裂
。

1
.

多型叶
一

马兜铃 A
.

p ol y o or P ha S
.

M
.

H w a n g 多年生草质藤本
,

叶分裂或全缘
,

花

被管光滑无毛
。

特产于海南 (崖县 )
,

本世纪三十和六十年代分别于 同一地点采到 2 号标本
。

2
.

福建马兜铃 A
.

f
o j i a o e 。 “ : S

.

M
.

H w a n g 多年生草质藤本
,

叶阔卵形
,

花被管被

毛
。

特产于福建 ( 宁德 ) 和浙江 ( 龙泉 )
,

七十年代后期分别于上述地区采到 4 号标本
。

3
、

苞叶马兜铃 A
.

o h la m y d o P h刃aI C
.

Y
.

W
o e x

S
.

M
.

H w a n g 多年生草质藤本
,

叶

卵状三角形
,

苞片大
,

包被花梗
。

特产于广西 ( 那坡 ) 和云南 ( 景洪
、

瑞丽 )
,

六十年代曾

先后采到 4 号标本
。

( 二 ) 对药马兜铃亚属 S o b g e n
.

lS’ p h i is 。 花被管折曲
,

先端常 3 裂
,

合 蕊 柱顶部 3

裂
。

茹果室轴开裂
。

4
.

香港马兜铃 A
.

叨 es r al ” d “ H
e m :

1
.

木质藤本
,

叶长条形
,

花被管大
,

长达 13 厘

米
,

先端近 3 裂
,

裂片淡紫色
。

特产于广东东南部至香港
,

十九世纪中期曾采到 2 号标本
。

5
。

偏花马兜铃月
.

o
bl `q昭 S

.

M H w a n g 木质藤本
,

叶宽披针形
,

花被管部偏斜
,

于

本文承傅立国先生审阅并提 出宝贵修改意见
,
作者在对木属的研究中蒙梁畴芬先生多方指教

,

仅此致以诚挚的谢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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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侧 3 裂
。

特产于云南 ( 贡山 )
,

六十至七十年代采到 4 号标本
。

G
。

囊花马兜铃 月
.

: ,行 if or 。 : 行 S
.

M H w a n g 木质藤本
,

叶耳状披针形 了占彼怜先端

口 部收缩
,

3 裂
,

裂片略内寄
。

特产于云南 ( 文山 )
,

六十
二

午代采到 2 号标木
,

作 片匠年于

产地采到 1 号标木
。

三
、

稀有种

( 一 ) 马兜铃亚属 S u b恶e n
.

月 : ` s才o l o e h `a

1
.

朱砂莲刀
.

t
o
b o r o s a C

`

F
.

I
J

i a n g & S
.

M
.

r { w a n g 产
:

于桂
、

黔
、

湘
、

鄂
、

J }}
、

滇及

泰国
。

木种尽管分布较广
,

但其块根入药
,

野生植株甚少
,

极准采到
。

四 川省马边具有大量

栽培 与收购
。

2
.

华南马兜铃 月
.

山 对 or o h`二似 15 C
. ’

( 陆川
、

宁明 ) 及海南
,

全国仅有 8 号标本
。

& J S M 。 产 于 闽 ( 武夷山 )
、

桂

3
.

山草果 月
.

d e l a o a 。 ,穿̀ F r a n e h
.

产于滇西北 ( 中甸
、

丽江
、

宁菠 ) 和 川 P
l
i 南 ( 木

里 )
,

十九世纪末发现至今
,

仅十余号标本
。

4
.

蜂 窝叶 马兜铃 刀
.

f二 oe l盯。
M

e r r
.

产于台 ( 屏介 ) 及非律宾
,

已波列入台湾稀有

及濒危植物名录
。

5
.

中甸马兜铃 刀
.

二儿。 , ; g j f a , e 。 : ` 5 J
.

S M
a 产于滇西北 ( r参`甸

、

丽江
、

敛川 ) 和川西

南 ( 木里
、

稻城 )
,

现仅有 6
一

号标本
,

近来极少采到
。

6
.

优 贵马兜铃 A
.

夕e对订行 F r a n c h
.

产于滇 ( 蒙 自
、 _

弋姚
、

鹤 庆 ) 和 川 ( 汉源
,

木

里 )
。

一

于
一

九刊
一

纪末发现至今
,

仅有 6 号标本
。

( 二 ) 对药马兜铃亚属 g u b g e n
.

S f p h f s f a

7
.

称仃南马兜铃 月
.

p e子e l
o t “ S e h m i d t 产于桂 ( 刀!`为戈) 不不T滇 ( 屏边

、 ·

、 }二扩!
、 ,

今关 ) 及

越南北部
,

木 世纪中期发现以 来
,

国内共采到 4 号标本
。

8
.

革叶马兜铃 月
.

尉州 。 p 八刃 al S
.

M H w a n g & D
.

y C荃l e n 厂 于黔 ( 长 顺 )
、

桂

( 乐业 )
、

川 ( 澎水 ) 和滇 ( 广南 )
,

七十年代于上述地区各采到 1 号标水
。

9
.

金山马兜铃 刀
.

j f川八” 洲 : 此 S
.

X
,

T a n & Z
_

I
刊

Y a n : 产于川 ( 金沸山 )
,

生于悬

崖边
,

现有 10 余 号采 自同一地点的标本
。

1 0
.

葫芦叶 马兜铃 A
.

e “ 。 : ; r b` t o 了d e s C
.

F
.

L i a n g 产于桂 ( 田林
,

降林 )
、

黔 (安顺 )
、

滇 ( 漾泌 ) 及缅甸
,

三十年代至今国内仅有 5 一 6
一

号标本
,

国外仅 1 号
Q

木属植物濒危的主要原因是
:

1
.

森林的大面积砍伐
,

导致生境破坏
。

本属植物喜湿润温暖
,

并具有 一 定的耐阴性
,

热带及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是其主要生境
。

森林的砍伐使得湿度变小而温度过高等
,

导致植株

的生存受到严重影响
,

而最终濒临天绝
,

特别是我国南方森林的破坏
,

导致昔日帅采到标本

的地方
,

今天很难或根本找不到
。

2
.

人为地盲 目挖掘导致野生植株大量减少
。

本属植物绝大多数种的恨
、

节 ( 藤 ) 及果

实入药
,

产区药农或群众无计划地乱采乱挖
,

尤为云贵川山区的农民
,

只要见到 就 连 根 刨

出
,

长此以往
,

昔 日的产区渐渐成为今 日的濒危区
。

3
.

独特的生物学特性
,

导致繁殖困难
。

本属植物作为稀有种群是囚内外公 认的 仁’ 一 “ ’ 。

究其原因即本属植物是进化上的一个衰退
“ 盲枝 ” 及专性传粉昆虫 ( 双翅 目 I〕 i l)t 汀 a ) 种群



4期 马金双
:

中国马兜铃属的濒危植物

稀 少及彼此的同步衰落关系
,

因而开花少结果更少
。

本属植物的主要经济价值为药用 [ , 协 其次
,

本属植物具有奇异的花和微妙的传粉机制
,

也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

遗憾的是国内的植物园栽培的种类很有限
。

另外
,

我国特产的山草果

全株具特异香味
,

产区农民用作装饰香料
,

但 目前未见对其化学成分及进一步应用的报道
。

综上所述
,

保护与引种栽培该属植物
,

进一步探讨其演化
、

发展与开发利用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

( 北京师范大学生物 系马金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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