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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耍 本文在简述广西杜鹃花属分类研究历史的基础上，对其作了叠面修订，着重讨论了其中H 

种 (变种 )螅分类存在问题．并对该属在广西境内的地理分布规律也作了初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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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SION AND GE0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GENUS RHODODENDRON IN GUANGXI 

Li Gu~ngzhao 

(Guangxi Institute of Botany，Guiiin 54100B) 

Abst ract This article~deals with Rhododendron from Guangxi．giving an account of 

brief history of studies，a revision of questions of classification of fourteen species 

(varieties)in婢 rtkular，and tk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89 well· 

Kay words Rhododendrom Guangxi；history of studies：revision；distribution 

l 研究史略 

杜鹃花是近百年来世界上最著名的花卉之一，有着很高的观赏价值。其种类在800种 以 

上，杂交种己达8000--10000种之众 ]。 

杜鹃花属 Rhododendron系1753年由瑞典植物学家林杂(Garl LinnaeUs)在 《植物种 

志’(Species Plant~rum)中创立的。其后，国内外学者对其作了大量的研究 和 修订 工 

作 [‘ ‘]a 

广西的杜鹃花研究始于1931年，那时胡先辅教授依据寨仁昌在罗城采的5860号标本，发 

表了映山虹亚属的一个薪种细花杜鹃 (Rh．min~fiflornm)[．]，这是在广西发现的第 一 个 

杜鹃花新种。1936年，黄志在大瑶山古陈采到了原来只见于广东信宜县的僧宜杜 鹃( ．̂ 

1aifha~Chtm )。1957年，我国著名的杜鹃花专家方文培教授和陈焕瞎教授，依据 龙 胜 花 

坪林区的标本，联名发表了七种杜鹃花新种，即短脉杜 鹃(Rh．brevinefve)、红滩 杜 鹃 

(Rh．~hihsinianum)，金鳞杜鹃(Rh．~hunienii)、红岩杜鹃(Rh．haofui)，广福杜鹃 

(Rh．§ 删g， d∞ )、美艳杜鹃(Rh-pule~oides)和变色杜鹃(Rh．~ sleolOf")[’]， 

开僻了对桂东北的杜鹃花研究。 

· 茸家自然科学基盘资脑1僳疆． 

车文得到车树蹦先生审阅，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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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后，广西杜鹃花研究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78年始，笔者对华南第一蜂猫儿山 

林区的杜鹃花作了详细的调查，发现该林区杜鹃花达22种之多 (其中9种为广西新记录或新 

种 )，并单独或与方文培教授联名发表了兴安马银花 (Rh·：~ingane~se G·z·Li)，猫儿 

山杜鹃 (Rh．mnO~'eflseFang etG．z．Li)、子花杜鹃 (Rh．flosculum Fang G·Z· 

Li)和美丽杜鹃 (Rh．fie|lure Fang et G．Z．Li)等新种 【 ： ”。1982—198~年在编 

写 《中国植物志 》时，方文培教授据广西标本在 物分类学报”上发表了多毛杜鹃 (Rh． 

poly|richum)，厚叶杜鹃(Rh．pachyphyllurn)，武鸣杜鹃(Rh． u，，l拥 ％se)和紫蓝花 

杜鹃 (Rh． i 0，I∞ Vftr．ionanthum)r“J，并与何明友联名发表了腺柱杜鹃 (Rh．9lan- 

du／ostylum)、细瘦杜鹃 (Rh．f Ⅱ口)、铁仔杜鹃 (Rh。rayrsini，0liurn)和金秀杜鹃 (Rh． 

finxluense) “。何明友亦在 “四川大学学报 发表了素馨杜鹃(Rh．jasminoides)，腺 

拢杜鹃 (Rh．adenanthum)和棕毛杜鹃(Rh．fusc~piZum)【1 胡文光则发表了长圆团时 

杜鹃 (Rh．orbiculare subsp．oblon#um)【】”。方明渊在他的文章里还对 变 色杜鹃(Rh． 

vers~color)提出了降级处理的意见 [I 。这里更值得一提的是1983年谭沛祥所著 的 《华南 

杜鹃花志 》。他在志中记述了广西杜鹃花属种类55种，发表了岩谷杜鹃(Rh．rupivallecula．- 

turn)，资源杜鹃(Rh．zfy~anense)，防城杜鹃 (Rh．fangchengense)，垂钩杜鹃(Rh． 

aneifm'um)、长尖杜鹃(Rh．1ongifalcafum)，多姿杜鹃 (Rk．9ratiosum)、青留杜鹃 

(Rh．papyrociliare)、粘芽杜鹃(Rh．visc幻m，，l )、隐脉杜鹃(Rh．subenerua)， 

丛枝杜鹃 (Rh．caespitulum)、桂东杜鹃 (Rh．sanidodeum)，头 巾杜鹃 (Rh．m~trifor- 

)、田林杜鹃 (Rh．tianlinense)，线萼杜鹃 (Rh． Hnearcupulare)、和十万大山杜鹃 

(Rh·shiwandashanense)等l5个广西杜鹃花新种 ”。这是研究华南尤其广西杜鹃花属的 
一 部重要志书。上述新种加上后来大瑶山，大明山，九万大山和贺县滑水冲等林区考察报道 

的种类，此时广西有记载的杜鹃花种名已达 102种，较1971年 《广西植物名录 》记载的44种 

几乎增加了1．5倍。 r 

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笔者近年结合 广西植物志 的编写，一方面全面清理了我所的馆藏 

标本，另方面又多次前往花坪、猫儿山，宝顶山和大瑶山实地采集考察，获得了第 一 手资 

科·本文是编志后的一个初步研究结果。其分类原则系采用 J．Cullon & D．F．Cham- 

berlain(1978)的分类系统和4篇专著性著作 ]。为节省篇幅，文中仅将所修订的或值 

得讨论的种类单独列出，其余种类及检索表一起略去，新种和新记录另文发表。同时本文对 

杜鹃花属在广西的地理分布规律也作一简要的探讨。 

2 修 订 

2·1 壮■ (有一 )亚囊 

Subge~．Rhgdodendron(Sungen．Lapidorrhodium Koehne)(形态描述从略
， 下 

同)·约48O余种，广布于欧，亚，北美。我国约250种，主产于西南至喜马拉雅地区，少数 

分布在华南，华中。广西有7种，隶属于2组 2亚组，产于桂东北，桂北和桂中
。 其中有 1 

种现订正如下： 

2·1·1百合杜鹃(广西植物名录 ) 椿年杜鹃 (植物分类学报 ) 金鳞杜鹃 (中国 高等 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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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0d0dendr0n lilliflorum Lev1． in Fedde Rep．Sep· Nov·12 l 102． 1913p 

Chun in Sunyat~enla 4(8— 4)I 250，19401中国高等植物图鉴3 l 35．图4024· 

1974t Cullen in No％．Roy．Bot．Gard．Edinb．39(1)I38，1980J谭沛祥，华南杜鹃花 

志，13，1983．——月 ．̂chanienii Chun et Fang， y．nov．，植物分类学报6(2)I 169． 

1957~谭沛祥，华南杜鹃花志，14，19831中国高等植物 图 鉴8{38·图 4O29(除 外 )， 

1974． 

产于兴安，资源，龙胜、临桂，金秀、那坡J生于海拔800--1700m山坡或山谷疏林下。 

分布于滇、黔，湘等省。模式标本 (Cavalerie 54)采自贵州贵定云雾 (平伐 )。 

椿年杜鹃 Rh．ĉ¨f f Chun et Fang是据残缺而唯一具花的模式标本 (广福林区 

调查队00235)发表的，其特征与百台杜鹃 Rh．1illiflorum Levi．的完全相同，应予归并。 

这一1日题系笔者1 978年鉴定猫儿山标本时先发现的。椿年杜鹃模式标本仅有花药3枚，花丝 

已碎为7段， 2朵与枝条分离的残花是另行装订的，其余部分特征同百合杜鹃。后来笔者和 

其他同志曾多次到该模式产地龙胜大地瑶人捅采集，所采的均为1O枚雄蕊的百合杜鹃，面从 

未觅有8枚雄蕊的椿年杜鹃。此外，前些年花坪林区红滩站所 栽 培 的 和《花坪杜鹃)图谱 

(钟济新主编，1979)所绘的 椿年杜鹃 ，实质上也是明显具10枚雄蕊的百合杜鹃。正因为 

这两种杜鹃形态极似，使以往一些学者亦难于区分。如1983年在 《华南杜鹃花志 》一书，谭 

沛样就将覃浩富，李中提70445号标本 (经甜花，雄蕊明显10枚 )错}『为椿年杜鹃，又 将胨 

照宙51034和谭沛祥63616两号标本 (均为百合杜鹃 )同时列为棒年杜鹃和百合杜鹃的标本。 

I．Z 鬻曩 (无一 )杜一亚■ 

Subgen．Hymenanthes(B1．)K．Kooh(Subgen．Eurhododendron Sleumor)。 

约800种，分布于亚洲北部和东南部，步数在欧洲和北美洲。我国有250余种，主产于西南地 

区，少数延至台湾。广西有21种6变 (亚 )种，隶属于7亚组，主产于桂林和柳州两地区。 

其中有3种 (含变种 )现订正如下t 

2．2．1广福杜鹃 (植物分类学报 ) 改级新组合 

Rhododendton fortunei Lind1．v"．kwangfuense(Chun et Fang)G．Z．Li 

oomb·et 8t8t·nOV·——月̂ ·kwcmgfve~se Chun et Fang，植物分类学报3(2)t 170， 

图版41 t 2，1 957J中国高等植物图鉴3，106，图4166，1974,谭沛祥，华南杜鹃花志， 

25， l983． 

产于龙胜、融水、临桂、灵』II，生于海拔 700--1400 m的疏林或镬丛中。广西特有种。 

广播杜鹃 (Rh·kwang en$e"Chun et Fang)的模式标本 (广福林区采集队146号 )，系 

采自龙胜县太地乡火崖塘。 

作者检查广福杜鹃模式标本时，发现广福杜鹃除叶片较 短 狭 (长8—1 3om，宽 2．6— 

4 om)，叶基圆形，花序总轴较短(长3 oln)、每花序有花较少 (7— 9朵 )和雄蕊14— 

15枚略不同于云锦杜鹃 月̂ ．[orttmei LindI．外(云锦杜鹃的叶片长 7--17曲 宽 3．5— 

7 Oral叶基心形或圆形，花序轴长8— 5 cm，每花序有花6--12朵，雄蕊I4枚 )，其余特 

征均似云锦杜鹃。因此宜将广福杜鹃降级并入云锦杜鹃作变种。由于广福杜鹃叶片的形状、 

大小及长宽比例又相似于喇叭杜鹃 (Rh．diseolor Franch．)，D．F．Cheruberlain 曾髂它 

归作喇叭杜鹃的异名 (见 Notes Rqy．Bot．GBrd．Edinb．39(2)J 234，1982． )。但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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叭杜鹃的花冠长潺斗状，长6— 8 om，韧为淡红色，后变白色，雄蕊12—14，花序轴和花梗 

具毛和腺体，叶基部骐显楔形，而广福杜鹃的花冠宽钟状漏斗形，淡紫红色，雄蕊H一15， 

花序轴和花梗仅有腺体而无毛，叶基郁圆形，因而将它归作喇叭杜鹃的异名是不当的。 

2．2．2 心基杜鹃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 心型杜鹃 (广西植物名 录 ) ’ 

Rhododendron cardiobasis Sleumer in Noti如 ． Bot． Gard．Beriin-Dahiem 

12 l 434．1935I Chun in Sunyatsenia 4(3— 4)I 250．1940，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8 l 

105．图4164．1974．一一 Rh．orbic f e Decaisns subsp．cardiobasls(Sleumsr)Chamb． 

in Notes Roy．Bot．Gard．Edinb．39(2)I 238． 1982． syn．nov． 

产于罗城、金秀 (古陈五指山 )，龙胜、临桂，生于海拔1500--1800m常绿 阔叶林中。 

模式标本(辛树帜8979)采自金秀县古陈。 

D．F．Chamberlain在 Notea Roy．Bot．Gard．Edinb．39(2){238。1982．”中 

曾仅以本种具较长的叶而归作圆叶杜鹃 (Rh．orblculare Decaisne)的亚种。但从本种的模 

式产地标本看，本种的叶不仅较长大，而且叶基无互相覆盖的耳片}花序为总状花序，有较 

长的花序轴}花梗无腺点}花柱被微有柄腺体，因而明显区别于圆叶杜鹃，不宜并作圆叶杜 

鹃的亚种，而同意谭沛祥意见，应将本种恢复为原来独立的种 

2．2．3资源杜鹃 (植物分类学报 ) 

Rhododendron ziyuanense Tam，广西植物 2(2)}70．图 2．1 982．和华 南杜鹃 

花志19、95． 图1．1983． 

2．2．3．1资源杜鹃(原变种 ) 

R hododendron ziyuanense Tam var．ziynanense 

产于资源、全州、灌阳等县。 

2．2．3．2厚叶杜鹃 (植物分类学报 )(变种 )，改级新组台 

Rhododendron ziynanense Tam vat．pachyphyllum (Fang)G．Z．Li，comb． 

et 8七Bt·n吖．—— Rh．paehyphyllum Fang，植物分类学报21(4)}460．图 5．1983． 

率变种与原变种资源杜鹃 (nh．ziyu~ense Tam  V ．ziyuan~se)在形态上很接近， 

但叶片常长圆形或长圆状椭圆形，较大，长5．5—8．5(一11)om，宽2．5—3．5(--4．5)em， 

先靖短渐尖，基部闰楔形或圆形，背面倒脉明显可见}花冠较大，长3—4 em。 

产于兴安、资源}生于海拔1 500--2000m的山坡常绿阔叶林中，以林缘或路边常见。分 

布于湖南城步。模式标本 (李光照、卢斌63088)采自兴安猫儿山。 

2．0羊一■亚一 

Subgem．Pseudanthodendron Sleam er (Subgen．Pentanthera(G．Don)Pojar_ 

kova)·约15种，分布于北美、东亚，个别种在东欧至高加索 我国仅有羊踯躅 (Rhodo— 

dendron molle(B1·)G·Don) 1种，广西也有野生或栽培，产于灌阳、金秀、全州，桂 

林、钟山、罗城和凌云。 

2．4嚷山缸 (藩叶杜晴 )亚曩 

Subgen·Anthodendron (Reich．)Ehd]．eX Rehd．et Wils．Subgen．Ts“tsusf 

(Sweet)Pojarkova；Sect·Tsutswi Sweet，pro目ect．)。约9O种，分布于亚溯东郝及东 

南部。我国约7O种，主产西南地区。广西现知35种5变种，隶属于 2组 2亚组。其中有4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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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亚种、变种 )现订正如下。 

2．4．1铁仔杜 鹃(植物研究 ) 丛枝杜鹃 (华南杜鹃花志 ) 

Rhododendron myrsinifolium Chtng ox Fang et M．Y．He,植物研究2(2)I 

88．图版 6．1982 J Chamb．et Rae in FAinb．Journ．Bot．47(2) 135．1990．—— 

Rh． caespitulum Tam,华南杜鹃花志66，110，图2 6．1983．3．，Chamb．et Rae iD 

Edinb．Journ．Bet．47(2)I 135． 1990．syn·nov· 

产于防城那勤乡，生于海拔约1000 m疏林中。广西特有种。模式标本 (中国科 学 院 台 

浦调查队2511)采自防城县那勤乡马耳夹。因丛校杜鹃 (Rh．caespifulum Tam)的模式标 

本也是中国科学院台浦调查队2511号，与本种的模式标本相同，按命名优先原则应将丛枝杜 

鹃并入本种作异名。但在发表新种时，本种的雄蕊被记为3枚，丛枝杜鹃的雄 蕊 被 记 为5 

枚。笔者查解本种模式标本时，发现附于标本纸袋内唯一的1朵花，却是3枚雄蕊分离的不 

完整花，据此，其另2技雄蕊可能已丢失。再从广西从未发现过8枚雄蕊的杜鹃情况看，车 

种前雄蕊数应改柞 5枚较宜。 

2．4．2紫花杜 鹃 岭南杜鹃 (中国树木分类学 ) 

R hododendron mariae Han∞ in Journ。Bot。20：230． 1882，Foroos et Hems1
．  

in Linn．8oc．Bot．26：27．1889， W ils．e七Rehd．，Monogr．kzaleas 58． 1921I Tagg 

in StevenSon，The Sp．of Rhod．89．1930，方文培，中国植物学杂志， 2(2)613． 

1935J陈蝶，中国树木分类学，949，1957j中国高等植物图 鉴3：14 9．图 4251，1 974，谭 

沛祥，华南杜鹃花志，57．彩图1．1983，Chamb．et Rae in Edinb．Journ．Bot．47(2)I 

105． 1990． 

2．4．2．I紫花杜鹃 (原亚种 ) 

subsp．mariae Ha~ee 

分布于广西各地、湖南南部及福建 (南靖县 ) 

2．4．2．2广西杜鹃(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亚种 ) 梭叶杜鹃、镰叶杜鹃(华南杜鹃花志 ) 

subsp．kawngsiense(Hu OX Tam)Chamb。et Rae in Edinb．Journ．Bet．47 

(2)：106·1990·一一 Rh·kwangMense Hu,Dom．nUdllm，中国高等植物图鉴3 l 149． 

图4252·1 974·一  ·̂kwangsiease Hu ex Tam，华南杜鹃花志56，105，1983．3．和广 

西植物 3(3)；177·图1．1993 9 ．̂kwangsiense Hu OX Fang，植物研究 3(4) 

l 40．图版 2．1 983．10．—— ．̂~ ongsiense Hu ex Tam VaT．salieinum Tam，华南 

杜鹃花恚56、106，1983． 3．和广西植物 3(3)l 178． 1983． 9． ．̂ 删 ions日 

Hu ex m var· subfaleatura Tam，华南杜鹃志56、1 06，1 983． 3．和广西植物 3(3)： 

178， 1 983． 9． 

笔者检查馆藏的广西杜鹃 (Rh·kwangsiense Hu)模式标本及其他有关标本后，发现 

广西杜鹃确似紫花杜l骞(Rh． “”f Hanoe)，但叶却棱狭窄，长4—5．5 cm，宽1．5～ 

1·8 cm；花冠较长，管部长1．2--1．6 c ，分布范围主要集中于桂林、柳州和百色三地区，与 

紫花杜鹃的全区性分布有所不同。因此认为 D．F．Ohamborlair和 S．J．Rae将广西杜鹃 

并作紫花杜鹃的亚种是恰当的。而谭沛祥定的2个广西杜鹃变种 (即梭叶杜鹃 Rh
．  ̂曲 

s 舶s yar·sali~inum Tam秘镰叶杜鹃 -̂~ ngsiens~vBI：。~ubfalcatura Tam)，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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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变异上与广西杜鹃亚种 (subsp．kwangsiense)相差不大，不必另立变种。 

2．4．3挂 中杜 鹃(新拟名 ) 腺柱杜鹃 (植物研究 ) 
Rhododendron guizhongense G．Z．Li，n0m． DOV． ⋯一 Rh． glandulostylum 

Fang et M．Y．He，植物研究 2(2)l 84．图版 8．1982． 4．noll Rh-glasdulosfylum 

Komatsu，1918． 

仅产于金秀县忠 良I生于海拔1200--1700 m的灌木丛中。模式标本 (韦发南 809)采 自 

金秀县忠 良送宝山。 

D．F．Chamberlain et S．J．Rae在 “Edinb。Journ．Bet．47(2)：】27．1 990． 

中曾指出 “腺柱杜鹃 Rh． glandulostylum Fang et． M． Y．He属娩 出同名⋯⋯如其 

种存在的话应另立名称 ，并将其当存疑种并入 隐脉杜鹃 Rh．subenerve Tam 作异名。笔 

者研究后认为，腺柱杜鹃与臆脉杜鹃有着明显的差别。腺柱杜鹃的叶纸质，窄椭 圆形至长圆 

形，边缘有小圆齿和睫毛，中脉在腹面微下陷’花 冠 漏 斗 形，长6—12mm，裂片长6— 

8 mm，上部裂片有紫色斑点}花柱中上部密被短柄腺体。隐脉杜鹃的叶革质，卵形至长圆 

状卵形，边缘无小圊齿但有糙毛，中脉在腹面隆起}花冠漏斗形，长约 9 mm，裂片 长 5．5 

4nm，无紫色斑点，花柱上部被腺点非短柄腺体。因丽将腺柱杜鹃并作隐脉杜鹃的异名是 不 

当的’它们应是独立的两种’ 腺柱杜鹃的名称也应相应改为桂中杜 鹃 只̂ ． guizho~flense 

G．Z．Li。 

2．4．4蛔瘦杜鹃 (植物研究 ) ． 

Rhod0dendron tenue Ching虹 Fang e七M．Y．He，植物研究 2(2)l 87．图 

版 5．1982． 

产于资源}生于山谷或山坡灌丛中。广西特有种。模式标本 (广西植物调查队677)采 

自资源县塘洞至雷公田途中。 

本种的原作者发表新种时，系仅据有果无花的标本发表。笔者后来在其模式产地采到了 

本种带花标本 (李光照12082)。此标本特征为，小灌木，高约2 m，枝散生，小枝纤 细， 
一 年生技直径约1．5 mm，被暗褐色糙伏毛。叶椭圆状长卵形，长2．5—4．O em，宽 8～12 mm， 

先j葺}短尖，基部闼楔形或钝形，腹面被棕色糙伏毛，背面除中肋散生暗褐色糙伏毛外，其余 

无毛’徊脉在时的两面不发育，叶柄被糙伏毛，长约2 mm。花 2—4(一 5)朵组成项生 

的伞形花序’花梗长约2．5ram,被褐色糙伏毛’花萼裂片三角形，细小，密被棕褐色糙伏毛， 

花冠漏斗状，直径约 8 mm，长约1．1 em，粉红色带白色，裂片5，上部裂片具 紫 红 色 斑 

点’花冠管部筒状，长约5 mm，直径2 mm，外樱l被细毛，裂片长椭圆形，长约6 mm， 

雄蕊5，长7— 9 mm，花丝无毛，子房圆锥形，密被棕褐色糙伏毛，花柱长约 8 mm，近 

基部密被糙伏毛，柱头截形。 

Frutex parvus，2 m atUs．Ram i sparsi，ram uli graeiles
， hornotin i brunneo— 

strigosi sire·1．5 mm diam．Folia elliptice—ovata，2
．
5— 4 cm longa， 8— 12 Into 

lata,apiee aeuminata，basi late euneata vel obtusa，supra sparse fuseo--strigosa
。 

subtus glabra praeter costam sparse brunno—·strlgosam；nervis latsralibus her ． 

vulisque utrinque obsoletis；petioli strigosi
， eirc．2 mm longi．Flores 2— 4(一 5) 

in umbe]lis terminalibus；podiCelH brunneo-stril~osi circ．7
．5 mm longi；ealye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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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1)i triaⅡgulares，minuti，dense brunneo strigosi； corolla infundibuliformis 

circ．8 mm diam 1 1 eY12 longa，rosea vel leviter alba，5-1obata，adlobes sup- 

eriores purpureo—maeilata；corollae tubus cylindricus circ．5 mm longus，2mm 

diam．extus puberula，lobis elliptico—oblen gis，circ．6 Inln Iongis；stamina 5， 

inaequalia，7— 9mm longa，fila~nentis glabris；ovarium conoideum，dense bru- 

DDe0一strigosum， stylus circ．8 l~2In longus，prope basin strigosus，sttgmate trⅡ． 

neato． 

Guangxi：Xivgan X Jan Tangton (sow：Ziyua~xiBⅡTaDgtoD)J alt．1500m， 

Mai．8 1884，G．z．Li 12082(flower)． 

表 1 兴安马银花 ．̂ fn口。埘“s8与马银花 胄 ．̂OUC~m 叶之比较 单位：cm 

表 1— 4均由广西 安箍儿山自然保护区辛跷铁同志记录，特此致谢。 

表1—4每瞧随机取样24个'为方便讨论， 安马银花仍甩归并前的学名。 

n．F．Chamberlain et S．J．Rae曾将本种并入平伐杜鹃 Rh．fuchsiifoJium Lev1． 

作异名 (见 Edinb．Journ．Bet．47(2)：128．1990． )。但平伐杜鹃的模式标本 (Cava- 

lerie 3221-)采自贵州云雾山 (平伐 )，分布区也仅限于平伐。同时平伐杜鹃也有 下 述 与 

本种不同的特征t灌木，高约1m，枝轮生J升卵状披针形，长 1—2 em，宽5— 8 mm， 

先端短急尖。背面有侧脉4—5对，时柄长2—3 mml花冠漏斗状，长1．2 em，白色带紫 

红色·裂片 5，宽倒卵形，管部外侧被长绒毛，雄蕊花墼被棕色微柔毛}花柱长于雄蕊。无 

毛。因此本种不宜并入平伐杜鹃，应恢复为原来独立的种。 

2．5马锻花亚属 

Subgen·Azaleastrum Planch．el K．Koch．约32种，主产我国东南、中南和西 

南，少数延至中南半岛和日本。广西有13种 2变种，隶属于2个组。其中有 6种 (含变种 ) 

现订正如下： 

2·5·1头 巾杜鹃 (植物研究 ) 兴安马银花 (广西植物 ) 

Rhododendron mitriforme Tam，植物研究 2(4)：91．1982．10．和华南祉鹛花 

赢67，11L 1983,8·—— 月̂ ·xinqanCn~~G．g．Li，广西植钾8(2>I 83，19$3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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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兴安马钢花 Rh．xlnganense与马银花 ．̂ouatl~trl叶顶端比较 单位：cm 

种 

类 

组
萼片长度 粤片最宽处 最宽处／长度 萼片最宽处 离基妊 最宽处离基长 

／长度 

变 异 幅 变 异 幅 变 异 幅 变 异 幅 变 异 

骂  1 

2 

饭 8 

花 组平均 

萼片 蜊绦毛数 
(根 ) 

幅 变异幅 

D-一q O·5 O·4 0·2-- 0
· 4 0·3 0．7-- i．5 0．8 0．i-- 0

．
3 0．2 0．3— 0．8 0．5 21-- 35 26 

O·4— ·6 O·5 O·3-- 0
· 1 0·3 O．5— O．9 0．7 O

． 2-- 0．4 0．3 0．3— 0．8 0
． 5 24～ 42 31 

O·4— 0·6 O·5 O·3一O
·
4 O·3 O．5-- 1．0 0．7 O

． 2— 0．3 0．2 O．4～0．6 0．5 16— 30 24 

O·4— O·6 O·5 0·3— 0·4 0·3 O
． 6-- 1．0 O．8 0．2— 0．3 0

．
3 O．4— 0．7 0．6 18～ 33 24 

0~4--~0·6 O·5 O·3— 0
· 4 0．3 0．6q 1．1 0．8 0．2-- 0

． 3 0．3 0．4 ．7 0
． 5 20-- 35 2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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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 
／mmo~ 、 

＼。 o．2．m 
， 

一  

盟 1 1— 8·示叶片形状和大小的多角圈。 1为兴安马壤花 (Rhodododron xiag8nense G．Z．Li)群 

体I薯为马镊花 tRh·ovatum (Liad1．)Plaaeh．ex Maxim．)群体J 8为模式圈。8代表叶顶端凹畿处宣 

定，b代寰叶璃皓短安头长度J c代表叶顶端凹铁耀度J d代表叶蜃宽处商基长／时长度J e代表叶最宽址离基长J 

f代寰叶长度／叶宽度I‘代寰叶量宽度，h代表叶长度。 

t— B·示花 萼形捩和太小的多角留。 ‘为 安 马锟花群体J 5为马银花群体J 6为捶式国
。 a代表暮片最 

宽妊青基长·b代表警片最宽娃／长度I c代表鼍片蜃宽度I d代表暮片 陡度J 代表萼 一侧缘毛数， f代表暮片 

最宽处青基部长／长度。 

盟由的2 8分剐仿自 楹物研究 第'卷2期gl舞图8的群体5和B}6 0分刖仿自同邗92页圈4的群 

体 6和 8． 

W ·R·Phil-et M-N-Phil-in lqotes Roy
． Bot．Gard．Edi~)b．44(1)l 8． 1986

． 

Syn．13ov。 

2·5·1．1头市杜鹃 (原变种 ) 兴安马银花 (一部分 )(广西植物 ) 

Rhododendron mitriforme Tam vat．mitriforme． — — Rh． ing口月 se G．Z． 

Lt,广西植物 3(2)。83·1983·6．pro parte quoad Y．K． Li 401563
， 401015。 

4O135d，Q。K。Ji啦 g 263． 

产于兴安，资源、港阳，贺县、佥秀J t4：：J~ 600--1600 m的常绿蛹叶林中
。 分布 予 

浔青 (江华 )。模式标本采自广西贺县姑婆山。 

2·5·1·2璩捌壮聘(变种 )(植镑研究 ) 兴安马银花 (一部分 )(广西植物) 

Rhododendron mitriforme Tam V 
． 8etaeeum Tam，檀钫研究 2(4)I 91．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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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广西杜鹃花属种类分布示意图 

(图中的数字为巳来有标车的种戥．台分布区重叠的种 ) 

4．1982．10．和华南杜鹃花志68．112．1983． 3． —— ．̂xingane'nse G．Z．Li，广 

西植钫 8(2)：83．1983． 6．pro paTte．quosd G．Z．Li 11501(Typus)，110373 G． 

Z．Ll et B．Lu 631543 G．Z．Li F．X．Huang 149I S．0．Chun 52200． 

头 巾杜鹃 (Rh．mitri．[omz Tl砌 ) (Typus，李荫昆 401563 IBSO)及其变种腺刺杜鹃 

(Vat．0 ，，l Tam) (Typus， 陈照宙 51194 IBSC)虽系仅据果 的 模 式 标 本 发 表 

(1982年10月发表 )，但较笔者发表兴安马银花 足̂ ． x扣g衄曲s8 G-Z-Li(1983年 6月 

发表)要早，且它们的形态特征都包含在兴安马银花内。同时，它们在发表新种时引用的部 

分标本号 (陈照宙52200；李荫昆401563、401015，401354；蒋庆坤263)也与 安马银花引 

用的相同 因此，兴安马银花发表新种对引用的其中一部分标本号 (即花梗无具腺刚毛者。 

事荫昆401015，401563、4013543蒋庆坤263)应归入头巾杜鹃 (原变种 )(Rh．mitri．[orme 

Tam v旦r·raifriforme)中}另一部分标本号 (即花梗有具腺刚毛者。李光照11501(模式标 

率 ) 110373李光照，卢斌 63154}李光照、黄福祥 14 9}陈照宙 52200)应 归入腺刺杜鹃 

(变种 )(Rh·mifriforme Tam v&r．se~oceum Tam)-中。徐炳声和顾德兴在植物研究 

(7(2)l 85．1987)¨曾将兴安马银花并作马银花 (耳机 ovalum(Lind1．)P!anch．虹 

i ) 安马镊稚和谤文号镊谁群体-的封料均由亭囊畦同毒采自兴安羞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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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im。)的异名，那是很不恰当的。该文作者未亲自采过兴安马银花的标本，也未详细分 

析过兴安马银花的性状，并且这两种的枝，叶，花、果尤其花萼的形状，太小和被毛情况都 

大不相同。为说明这一点，现将我们近几年在兴安猫儿山同地观察记录的这两种部分性状作 

以下表 1— 4。由表 1— 4这两种组平均值可知，它们叶的长度、最宽度、长宽比及其离基 

长，先端凹缺度，花萼裂片及其缘毛数，子房、雄蕊、果实及果梗的变异幅都是 明 显 相 别 

的。此外’、用我们记录的兴安马银花材料按该文的多角模式图所绘出的叶和花萼形状，大小 

多角图，也与该文马银花群体 5多角图截然不同(图 1)。该文作者虽是笔者尊敬的老师和 

同学，但他们只据马银花、杭州杜鹃 (Rh。hangzhouense Fang)和腺萼马银花 (Rh．bachii 

L l。)(而未根据兴安马银花 )的材料分析，就得出 “兴安马银花⋯⋯其形态特征不出本种 

(即马银花 )变异式样的范围，故予以归并”的结论是缺乏依据的。 

2．6．2 马银花 (植物名实图考 ) 石壁杜鹃 (广西植物名录 ) 

Rhododendron ovatum (Lind]．1 Planeh。ex Maxim．iD Bull。Acad．Pe~rsb． 

16 l 230．1871j Rehd·et WiIs．in P1．Wils．1，546．1913，陈嵘，中国树木分类学， 

955．图 842．1967j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3-155．图4258．1974~谭沛样，华南杜鹃花志， 

68．图版 8．1983．—— Azateo ov~fa Lind]．in Jourv．Herr。Soc．Loud．1 I 149． 

1蹦6I Benth．F1．Hongkong 201． 1861． ～一一 Rh。tomprophyllum Hay。leon．P1．Form ． 

3 l 136． 1913． —— Rh．bavhii Lev1．in Fodde．Rep．Sp．Nov．12 I 102． 1913I Tagg 

in Stevenson，The Sp．of Rhod．561． 1930~Rehd．in Journ． Arv． Arb．18 l 229． 

1937~Chun in Sunyatsenia 4(8—4)，248．194O，中国高等植物图鉴3 I 155．图 

4264*1974~谭沛祥，华南杜鹃花志，70，图14 I 1．1988，W．R．Phil．et M．N．Phil。in 

Not．Roy．Bot．Gard。Edinb．44(1) I 4． 1986． 

产于桂林地区各地林区及金秀，天峨、融水等县，生于海拔60O— l20o m 疏 林 中 或 林 

缘。分布于粤、湘，鄂，赣，皖、浙，闽、JII、黔等省。马锻花的模式标本 (Fortune日．n．) 

采自我国浙江舟山群岛，石壁杜鹃的模式标本 (Cavalerie 2982)采自我国贵卅l的清镇 (罗 

蘩滩 )。 

笔者在检查广西的马银花 月̂ ．ovo~um和石壁杜鹃 月 ．̂bochli标本时，发现它们的叶 

极为相似，花萼边缘都具有无毛、有少数腺毛和密腺毛等过渡类型，很难将它们分成截然不 

同的 2种，因此，赞同徐炳声 (见 “广西植物 4(4)t 27 3．1984． )和 w．R．Phili一 

∞ ·et M．N·Phililion．(见 Not．Roy．Bot．Gard．Edinb．44(1){4．1986． )的 

意见，将石壁杜鹃并入马银花作异名。 

2．5．3 罗浮杜鹃(广西植物名录) 弯蒴杜鹃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 

Rhododendron henryiⅡaDce in Journ．Rot．19 I 243． 1881 et 20}230
． 1882I 

Forbes et Hems]．in JourD．Lind．Soc．Ro t．26 I 24
． 1889， Tagg in Stevenson。The 

Sp·Rhod·616·1930j Fang in Contr．Bio1．Lab．Sei．Soo．China(Bet．)12(1)I 

14·1939~中胃高等植物图鉴3 l 160．图4274．1974，谭沛祥，华南杜鹃花志，74．1983， 

W ·R·Phil·et M·N．Phil．iD Not。Ro y．Ro t．Gard．Edinb
． 44(1) ，12． 1986． 

— — Rh·c{i afo一加 岍c m Hay．Ic．P1．Formos．8 I 131
． 1913． —— Rh．d~mJii 

Wfls·量n Are·Arbt e’170．1925~Fang Oontr．Bio]．Lab，Sci，ChJz~7f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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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广西杜鹃花属特有种类的分布 

Di8trlbuti0n 0f the endemic species of R~ododendron to Guangxi 

地 区 中 名 学 名 

Re,Joe Chiae se ~．gmes Sciestie n4 t 

种 数 

Namber of 

species 

武 鸣 杜 鹃 

南宁 线 萼 杜 鹃 

Rh．~umlngensc Fang 

Rh．1ineaf；cnp l e Ta皿 

垂 钳 杜 鹃 Rh．unclfeo．1m Tam 

13．1939I谭沛样，华南杜鹃花志，77，198 3}W．R．Phi]． et M．N．Phil．in Not． 

Roy．Gard．Edtnh·44(1) ：12· 1 986- 

产于十万太山}生于海拔 8OOm 的杂木林 中。分布于粤、湘、赣、浙等省。模 式 标 本 

Henry(1ab]=Ia~co 21638)采 自广东清远飞来寺。 

奉种与东南杜鹃 月 ．̂du~nii Wlls．主要区别在于子房密被伏毛 (1981年H。F．ⅡBnoe 

在发表新种时贼记为 “密被黄褐色刚毛” )，而东南杜鹃的子房无毛。这一特征在以往的文 

献中记载较混乱，且这两种的子房都有无毛和被密毛的记录 如Ⅱ．F．Tagg，J．Hutchin— 

SOD．(1930)和 Ⅱ·Sleumer(1 958)记述率种子房为无毛，并将东南杜鹃记 为率 种均 异 

拳tl”}方文辑(1939)’ 发现产于福建盼东南壮鹃合模式拆率(J．de Touche，∞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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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9)就混有于房具毛的本种标本，并将这两种分开 ”]，谭沛祥 (1983) 4提及本种 

还有 于房⋯⋯全体无毛”的记载 J W ．R．Philipso~ et M·N·Philipso~(1986) 

尉认为这两种子房的被 毛具有一些 中问类型，并发现东南杜鹃模式标本 (Duan 5802)的于 

房是被密毛的，也将其并入本种作异名 ㈤ 。笔者检查广西的馆{鬟标本后，发现除子房被毛的 

本种标本外，也确实存在一些形态和分布区近似本种 (原被定为东南杜鹃 )的标本。因此， 

暂时赞同将东南杜鹃并作本种异名的意见。但鉴于方、谭二先生记述本种子房完全无毛的情 

况，仍待今后继续观察。 

2．5．4 羊角杜鹃 (广西植物名录 ) 多花杜鹃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 

RhOdOdendrOⅡ eavaleriei LeⅣ1．iD BⅡl1．See．Ag'r．So1．ADts．Satthe，39 l 48． 

1903j Tagg in Stevenson，The Sp．of Rhod．612．1930；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3 t 159． 

图 4272．1974j谭沛祥，华南杜鹃花志，81，1 983j W ．R．PhiI．et M．N．Phil．in 

Not．Roy．Bet．Gard．Edinb．44(1)l 12． 1986． _{ ．̂Klossi auet．Don Rid1．， 

海南植物志 3 l 143．1974． 

产于融水、金秀、昭平、蒙山、容县、十万大山，田林、德保、隆林、百色，平南}生于 

海拔7OO一15OO m的疏林或灌丛中。分布于湘、粤、赣、黔等省。模式标本 (GaVarerie 2633) 

采自我国贵卅I贵定云雾山 (平伐 )。 

谭沛祥在 《华南杜鹃花志 》中曾记载本种在广西兴安有分布，但经笔者检查，该书引证 

的本种标本 “李荫昆533 系采自田棒猫鼻梁山， “余少林 900222”的果实和果梗均秃净无 

毛，叶腹面的中，侧脉下陷，这两号标本都是毛棉杜鹃 (Rh．moulmoinens~ Hook．)，故 

兴安目前尚未见有本种的分布，特更正。 

2．5．5 岩杜i鸱(广西植物名录 ) 鹿角杜鹃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 

Rhododendron latoueheae Franeh． in Bul1．Soc．Bot．Fr．46 l 210． 1899I 

W its．in Journ．Arn．Arb．6 l 178． 1925，Tagg in Stevenson， The Sp． of Rhod． 

617．1930；Fang in Contr．Boil．Lab．So1．See．China(Be t．)12(1)t 17．1939，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3 l 159．图4271．1974j谭沛 祥，华南 杜 鹃 花 志，75，1983，W．R． 

Phil．et M．N．Phil．in No％．Roy．Be t．Gard． Edinb．44(1)：11．1986．—— ． 

t~ihonoeⅡemsl·et W ils．in Kew Bul1．116．1910，Tagg：in Stevenson，The Sp．of 

Rhod．627． 1930． 

2⋯5 5 1 岩杜聘 (原变种 ) 

Rhododendton latoueheoe Fra~ch．v8T．iatoueheae 

产于』临桂、兴安、全州、桂林 (尧山 )、灵JIII生于海拔300--1400 m 的山坡灌丛或杂 

术林中。分布于广东，湖南、江西、福建、浙江，最早发现于福建的 “Kautiu"。 

2．5．5．2 紫蓝花杜鹃(植物分类学报) 新组合 

Rhododendron latoucneae Frauch．var．iouauthum (Fang)G．Z．Li，comb． 

nov·—— 月̂ ·wilsonae Hems1．et WiIs．var．tonanlhum Faa~g，植物分类学报 21(4)l 

463． 图 8．1 983． syn·nov． 

本变种与原变种 (Rh．Ioloucheae Franeh．v ．1afoucheae)区别在于叶长圆状椭圆 

形，较小，长6--7．5 cm，窀2．5—3．2 0／221花冠紫蓝色，长 2．5 tin，直径4— 5 emJ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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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长圆形，长约7 mm。而原变种岩杜鹃的叶卵状椭圆形，长 6．5-- 9 crn，宽 2．5—4 om! 

花冠粉红色至白色，长4。m，直径 5— 6cm}子房长约 6 mm。 

产于兴安，资源，生于海拔400—14O0 m的山坡灌丛中或林缘。分布于湖南 (衡山，i胃 

口．城步 )。模式标本 (曹铁如82—12)采自湖南城步竹岔山。 

3 地理 分布 

I．1． 在分布区内的自然环境 

杜鹃花属植物所需自然环境是比较严格的，因此它在广西境内的分布区，除具 特定的 

森壮植被外，还具有特定的土壤，气温和湿度。就土壤而言，杜鹃花属适于以花岗岩为母质 

形成的山地黄壤，红壤、赤红壤及草甸土等偏酸性 (pⅡ 4．9—6．8)土壤类型，而一般不分 

布予石灰岩为母质形成的棕色、红色和黑色石灰土等偏碱性 (pⅡ 6．6—9．1)土壤类型 ””。 

筑承分而言，年均降雨量一般须在1700毫米以上，年均相对湿度须在75％以上。至于对气温 

的要求，年均气温一般应低于18℃，≥l0℃的年积温应低于6000℃。所以在广西一些土壤偏 

酸性，气候凉爽，湿度大，常有云雾笼罩的中山地带，就有较多拙鹃花种类的生长，其长势 

也较旺盛。 

I．2 水平分布 

野生的广西杜鹃花现知有74种 13变种。其种数居全国第4位，约 占全 国 550余 种 的 

13 ， 占世界的8．4％。 

现代世界杜鹃花的分布中心，普遍被认为在我国西南地区 (云南、西藏，四川 )及毗邻 

的喜马拉雅地区(不丹、锡金，尼泊尔、缅甸，印度东北部 ) 。t“J。广西杜鹃花的分布， 

可被看作是这个中心向东延伸的重要部分。现将在广西各地采到过标本的种类绘成图 2。从 

田2可知，广西杜鹃花属种类的分布规律是与广西土山山脉的分布完全一致的。如土山分布 

较多的桂林地区东北部，柳州地区的东部和东北部，南宁地区东部及梧州，钦州，玉林，百 

色等地区的部分县，其杜鹃花的种类就较丰富}反之，在石灰岩密布的地方如都安，忻城， 

河池，宜山，巴马，来宾等县，就很少有杜鹃花的生长。另外，某些沿海地区如钦州，合浦 

等县，因缺乏山地，杜鹃花的种类也十分稀少。如果我们稍加分析，广西杜鹃花种类较集中 

的地域大致可分下述5小区t 

(1)桂东北小压。范围含桂林地区各县及梧州地区的贺县，钟山、富川、蒙山、昭平 

等县。这是广西杜鹃花种类最丰富的区域，其种数达43种，约占广西的58．1％。其中猫儿山 

林区 (22种 )，花坪林区 (16种 )、宝顶 山林区 (7种 )，千家渝林区 (8种 )及贺县滑水 

冲林区 (6种 )，更是杜鹃花会萃的地方。 

(2)桂中小区。范围含柳州地区的大部分及南宁地区的上#，武鸣等县。杜鹃花计有 

27种，约占广西的36．4 ，也为广西杜鹃花种类较多的区域。其中大瑶山林区 (25种 )和大 

大明山林区 (8种 )又是本区杜鹃花种类最丰富的地方。 

(8)挂北小区。范圈含河池地区各县爰柳，ll地区的三江，融水，融安等县。有杜鹃花 

2O种，占广西的27．0 。其中元宝山和九万大山两林区共有杜鹃花15种，为本区杜鹃花分布 

的集中地。 

(4)桂南小区。包括钦州地区各县，尤其是上思和防城两县。有杜鹃花12种，占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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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6．2 。其中杜鹃花种类较多的地区是十万大山，有 9种之多。 

(5)桂西北小区。含百色地区的北部及河池地区西部数县。有杜鹃花12种， 占广西的 

16．2％。金钟山 (7种 )和秦王老山 (6种 )是本区杜鹃花分布较多的林区· 
，  

0．0 t1分布 

广西杜鹃花不仅水平分布不均匀，而且垂直分布也是不均匀的。这是与不同海拔的气温 

和植被的垂直差异有关。据统计，较常见的种类，除映山红 Rh．sirasii 1种可以从海拔500 I11 

以下分布到2140 m外，在海拔500 m以下有紫花杜鹃 ．̂raariae，溪唪杜鹃 ·̂rivul~re、 

岩杜鹃 Rh．1afouc~eae和羊踯躅 ．̂raofle等14种，在海拔500--1000 m有马银花 舶 · 

ouafum．羊角杜鹃 R ．̂c口口a iei，长蕊杜鹃 Rh．sfaraiaeura，太平杜鹃 Rh．ĉ甜 i∞a“ 

红岩杜鹃 Rh．̂ ∞^f’短脉杜鹃 Rh．breoinerve．百合杜鹃 Rh．filliflorura和毛棉杜鹃 

Rh．moulmoinense等51种，这是杜鹃花种类较多的地嚣，在海拔1000--1500m有云锦杜鹃 

Rh．fortunei，广西杜鹃 Rh．mariae Vat．k~vangsiense,北江杜鹃 Rh．Ievinei、广东杜鹃 

Rh·kwangfungense、圆叶杜鹃 ．̂orbicu缸re，华丽杜 鹃 ．̂如rr啪 口，瀚 山 红 ．̂ 

mariesii和头巾杜鹃等55种，这是杜鹃花种类最丰富．生长最茂盛的地段J在 海 拔 15OO一 

2000 m有心基杜鹃 ．̂~ardiob~is，南华杜鹃 ．̂simiarura,猫儿山杜鹃 Rh．_ldo口 n” 

和厚叶杜鹃 Rh·zi)r "̈ se Var．pachyphyllum 等31种，亦是杜鹃花丰富的地段I在海 

捩2000---2142 m，仅有越峰挂鹃 Rh．yuefengense和稀果杜鹃 Rh．oligocarpum等8神， 

是杜鹃花分布最高的地段。但由于环境条件的限铝 这里杜鹃花的种类显得较少． 

●．● 特有分布 

特有分布成分集中体现了一个植物区系的特殊性，是划分植物区系分区的表征成分．广 

西杜鹃花野生种现知74种，其中特有种有29种，约占全部种类的39．1％。这说明，广西杜鹃 

花属在世界杜鹃花属区系中有着自己独特的位置。这29个特有种在广西各地区分布情况是。 

桂林 (11种 )，柳M (7种 )，钦州 (5种 )和南宁 (8种 )等地区较多，百色，梧州翱玉 

林三地区各1种，河池地区目前尚未见有分布 (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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