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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及越南樟科润楠属植物一些种类的修订 

韦发南，唐赛春 

(； 星广西植物研究所，广西桂林541006) 

摘 要：报道了产自中国和越南的樟科润楠属的4个种的修订结果，即：Machilus z0n ed cezfn H．Lec．为 

M．yunnanensis H．Lee．的异名 ；M．thunbergii Sieb．et Zucc．var．condorensis H．Lee．为 M．1ohuiensis S．Lee的 

异名，而其中被 H．Liou误定的 Poilane 13161号则为M．cicatricosa；过去被中国学者误当作M．1ongipedicel— 

lata的西藏及云南中部至西北部的部份标本是广泛分布于喜马拉雅地区的M．duthiei King ex Hook．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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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sion 0n several species 0f M achilus N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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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I Fa—nan．TANG Sai—chun 

(Guangxi Institute of Botany，Guangxi Zhuangzu Autonomous Region and Academia Sinica，Guilin 541006，China) 

Abstract：Four species of Machilus Nees from China and Vietnam are revised in this article．M．1ongipedicel— 

lata H．Lee．is reduced as synonym of M ．yunnanensis H．Lee．，M ．thunbergii Sieh．et Zucc．var．condorensis H． 

Lee．is reduced as synonym of M．1ohuiensls S．Lee，but Poilane’S 13161 which had been determined wrongly by 

H．Liou is clcatricosa．W hile those specimens been determined by Chinese authors as M．Z0 g e feZZn￡n 

H．Lee．should be M．duthlei King ex Hook．f．widespred in Himalayan region． 

Key words：revision；Machilus Nees；Lauraceae；China and Vietnam 

我们在进行“Flora of China”的樟科润楠属手 

稿的修订过程中，借阅了法国巴黎自然博物馆产 自 

中国云南及越南的部份标本，并参照了Kew皇家植 

物园提供的产自泰国、喜马拉雅地区的一些种的照 

片，对中国云南及越南的一些有疑问的种进行了修 

订，结果如下： 

滇润楠 

Machilus yunnanensis H．Lec．in Nouv．Arch． 

M US．Hist．Nat．Paris，5 Ser．5：100．1913．Type： 

Yunnan，Delavay 4360 (holotype，non vidi)．—— 

M．yunnanensis H．Lee．var．duclouxii H．Lee．，1． 

e．Type：Yunnan，Ducloux 2566(holotype，non vi— 

di)．— —M．bracteata H．Lec．，1．c．101．Type： 

Yunnan，Dueloux 759 1．7608．7620(syntypes，non 

vidi)．—— M．Z0 g e ceZZn￡n H．Lec．，1．C．syn． 

nov．Type：Yunnan，Dueloux 2503(holotype，P，vi— 

di，isotype，P，vidi)．—— M．ichangensis Rehd．et 

Wils．var．synechothrit Hand．一Mazz． in Sitzgsanz． 

Akad．Wiss．W ien 1925：218．1925．Type：NW Yunnan， 

Hand．-Mazz．7778(holotype，non vidi)．1915．8．25． 

Machilus Z0 g e fcPzzn￡n H．Lec的模式2503 

号标本其叶的形态，包括叶形、尺寸大小、侧脉数目， 

背面略被白粉及花序、花被裂片外面无毛、幼果近长 

圆形至椭圆形等特征与 M．yunnanensis H．Lee．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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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相似，只是因为 H．Lee．在发表该种时观察错误 

而成为一个新种。H．Lec．(1913)发表此种时，描述 

其花序梗疏被长柔毛，即“Pedunculi(spham1．pe— 

donculi)sparse villosi”，经我们复核，发现 H．Lee。 

的描述与标本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 ，可能是观察上 

的差错。我们见到这个种的 holotype与isotype，两 

份标本共有约 27个花序梗，其中各有 1个花序梗的 
一 小段略被灰色柔毛或锈色柔毛，轻轻用软毛笔一 

刷就掉了，我们认为，这不是花序梗本身生出的毛， 

而是在标本压制过程中花被裂片里面及苞片上的毛 

污染上去的结果 。现将 Ducloux的 2503号标本(图 

版 I：1)作如下再描述。 

图版 I 1．Ducloux的2503号标本 (The type of Machilus z0 g ed fezz口 H．Lee．)；2．长梗润楠 (Machilus 

duthiei King ex Hook．f．(Qinghai—Xizang Exp．5945))；3．Poilane的 13161号标本 (Machilus thunbergii 

Sieb．et Zuee．var．condorensis sensu H．Liou non H．Lee．)；4．Harmand的 761号标本 

(The type of Machilus．thunbergii Sieb．et Zuee．var．condorensis H．Lee．)。 

乔木。小枝干时浅黑色，略具纵条纹，无毛。叶 

薄革质，椭圆形至倒卵形，长 8～9．5 cm，宽 2．5～4 

cm，先端急尖，基部楔形，两面均无毛，上面光亮，下 

面略被白粉，边缘稍背卷，中脉上面下陷，下面隆起， 

侧脉每边 8～9条，纤细，在两面略隆起，小网脉在两 

面构成浅的蜂窝状小穴；叶柄长约 1．7 cm，扁，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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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呈沟状，无毛。聚伞状圆锥花序顶生或生于新枝 

基部，长 3～6 cm，多数在基部分枝，无毛，总梗短， 

长 1．5～2 cm，每聚伞花序常有花 1～2朵，少为 3 

朵，苞片及小苞片均密被锈色柔毛；花长 5～6 mm， 

花梗长 1～1．7 cm，无毛；花被裂片长圆形，外面无 

毛，里面疏被短柔毛；花丝基部略被短柔毛，第三轮 

基部有具柄腺体。子房椭圆形，无毛。幼果近长圆 

形至椭圆形。花期 5月。 

从以上的描述看，Ducloux 2503号标本与 M． 

yunnanensis H．Lec特征相吻合，应予归并。 

分布：云南、四JII西南部。 

检查过的标本：云南，Ducloux 2503(P)。 

乐会润楠 

Machilus lohuiensis S．Lee in Act．Phytotax． 

Sin．8(3)：184．1963．Type：Hainan Z．S．Chung 443 

(holotype，vidi，IBSC，isotype，vidi，IBK )．— — M ． 

thunbergii Sieb．et Zucc．var．condorensis H．Lec．in 

Nour．Arch．M US．Hist，Nat．Paris，5 Ser．5：99． 

1913；H．Lec．F1．Gen．Indoch．5：123—124．1914． 

Type：S． Vietnam ，Poulo—Conder，Harmand 7 6 1 

(holotype，vidi，P)． 

采自越南南方昆仑岛上的 Harmand 761号标 

本，除了叶为倒卵形，先端钝或聚尖而在外形上与 

Machilus thunbergii Sieb．et Zucc．略相似外，其他 

特征，例如叶上面不发亮，花序及花被裂片外面被短 

柔毛等与后者相差甚远，非一个种系内的植物，应升 

为种的等级，但它的特征完全符合已发表的 M．Zo— 

huiensis S．Lee，故并入本种。为方便 比较，现将 

Harmand的 761号标本(图版 I：4)作如下描述。 

小枝干时黑色，老枝灰褐色，略具皮孔，无毛。 

叶革质，倒卵形，长 6～9 cm，宽 2．5～3．2 cm，先端 

钝或聚尖，基部渐狭，两面无毛，上面暗淡无光泽，下 

面略呈苍白色，中脉在上面平坦或上半部略下陷，下 

半部平坦，在背面隆起，侧脉每边 9～10条，细而在两 

面可见，与中脉成 45。角展开，小网脉在背面呈疏网 

状，在上面呈不规则的四方形小网，网肉隆起；叶柄长 

i．5～1．8 cm，无毛。花序顶生，长 4～9 cm，在顶部分 

枝，总梗长 2．5～6 cm，与花梗同被短柔毛；花梗长约 

4ram；花长3．5～4 rnrn，花被裂片长圆形或椭圆形，先 

端钝，两面被灰色短柔毛；雄蕊花丝除基部被短柔毛 

外余部无毛，第三轮基部腺体具柄，退化雄蕊箭头形。 

果序及果梗疏被柔毛。果球形，直径约 7 rnrn。 

分布：中国海南、越南南部。 

检查过的标本：越南南部昆仑岛，Harmand 761(P)。 

刻节润楠 

Machilus cicatricosa S．Lee，1．e．182．1963． 

Type：Hainan，F．C．How 72372 (holotype IBSC， 

vidi)．— — M ．thunbergii Sieh．et Zucc．var．condo— 

rensis auct．non H．Lec．：H．Liou，Laur．Chine et 

Indoch．60．1 934． 

刘厚依据的 Poilane 13161号标本(图版 I：3)， 

于 1927年 5月 3日采 自越南北部的 Chapa—Cho— 

bo，其老枝粗糙，皮孔稀疏，新、老枝之间具芽鳞痕 

数圈。叶革质，倒披针形、椭圆形，长7～9 cm，宽 2． 

5～3．2 cm，先端渐尖，基部狭楔形，背面稍被白粉， 

侧脉细，每边 8～12条，小网脉在上面呈浅蜂窝状小 

穴。果序顶生，果为长圆形或椭 圆状卵形，长约 1 

cm，最宽部位直径约 6 mm。这些特征与 M．thun— 

bergii Sieb．et Zucc．毫无相关，而恰与 M．cicatrico— 

sa相吻合，产地也接近，应为同种。 

分布：中国海南、越南北部。 

检查过 的标本：越南北部 Chapa et Cho—bo， 

Poilane 13161(P)。 

长梗润楠 

Machilus duthiei King ex Hook．f．F1．Brit． 

Ind．5：861．1890；King in Ann．Roy．Bot．Gard． 

Cale．9：67，P1．83．1901．Type：W estern Himalaya， 

Thomson S．n．(syntype，non vidi)，Brandis S．n． 

(syntype，non vidi)，M adden S．n．(syntype，non vi— 

di)．Strachey et Winterbotton S．n．(syntype。non 

vidi)．— — M ．Z0ng pe fPZZ口￡n auct．non H．Lec．： 

S．Lee in F1．Reip．Pop．Sin．31：49．1982 et W ．H．Li 

in F1．Yunnan．3：171—172．p1．14：1—2．1983． 

过去中国学者因见不到 H．Lec．的 M．1ongi— 

pedicellata的模式，仅根据文献把产于西藏聂拉木、 

定结及云南中部至西北部的一些标本误作本种，并 

据这些标本和 H．Lec．1913年的原始描述对本种作 

了重新描述，一方面依照错定的标本，同时又参照了 

H．Lec．的原始描述，把本种的特征扩大化而且非常 

混杂，与 M．Z0ng 户e PZZn 的模式 Ducloux的 

2503号相差甚远，造成了后来鉴定上的诸多困难。 

M．Z0ng pe 记 ZZn￡n H．Lec．的模式主要特征 

是：叶为薄革质，椭圆形至倒卵形，长 8～9．5 cm，宽 

2．5～4 cm，先端急渐尖，基部楔形，两面光亮，无毛， 

下面略被白粉，侧脉每边 8～9条。聚伞状圆锥花序 

顶生或生于新枝基部，长 3～6 cm，在下部分枝，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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梗长 1．5～2 cm，与花梗无毛，花被裂片外面无毛。 

幼果近长圆形或椭圆形。而产于西藏聂拉木、定结 

(图版 I：2)及云南中部至西北部的标本，叶为革质， 

长圆形、椭圆状披针形至倒披针形，长 6．5～20 cm， 

宽 2～5 cm，先端渐尖至长渐尖，尖头常呈镰状，基 

部渐狭，两面暗淡无光泽 ，幼 叶背面被细柔毛，成长 

叶两面无毛，中脉在上面下陷，在下面隆起，侧脉每 

边 12～ 18条 ，纤 细，在 两 面稍 明显；叶柄 长 1～2 

cm，无毛。花序生于新枝基部，长 5～13 cm，通常在 

中、下部分枝，总梗长 3～6 cm，与各级序轴及花梗 

被短柔毛，花长 7～8 mm，花被裂 片长圆形 ，两面被 

灰色短柔毛。果球形，直径约 7 mm。 

分布：喜马拉雅地区，中国分布新记录。 

检查过的标本：西藏，定结，青藏队 5665，1975． 

6．8；聂拉木，青藏队 5945，1975．6．27，青藏队植被 

组 4456，1975．6．30。 

本文第一作者在哈佛大学标本馆见到一张采自 

不丹，由D．G．Long鉴定作M duthiei King ex Hook． 

f．的标本。我国西藏聂拉木与定结的标本与那份标 

本的特征基本一致，同时与 King刊登在 Ann．Roy． 

Bot．Gard．Calc．第九卷的M duthiei King ex Hook．f． 

的图和J．F．Duthie在十九世纪末采 自喜马拉雅西北 

部，现在保存在 Kew皇家植物园的M duthiei的照片 

亦基本吻合，应同为一种植物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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