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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褶贝母兰的重新发现及其植物地理学意义 

率 利 隅1， 

(1．全国兰科植物种质资源保护中心 ，广东 深圳 518114；2．深圳市兰科植物保护研究中心 ，广东 深圳 518114) 

摘 要：自从 1903年 Rolfe报道双褶贝母兰产中国云南后 ，在 中国一直未再采到标本，直到最近在云南省麻 

栗坡县发现了它的野外居群。作为 中国国内首次采到的活体标本 ，对其进行野外生境 、开花生物学调查和形 

态补充描述、绘图以及植物地理学意义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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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lthough Rolfe reported in 1 903 that Coelogyne stricta was distributed in Yunnan，China，the speci— 

men had not been collected again in China until recently its wild populations were discovered in M alipo，Yun— 

nan．As the first collected live specimen in China，the author investigated its habitat and flowering phenology, 

made complementary description and illustration of its morphology，and finally discussed its phytogeographical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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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科(0rchidaceae)贝母 兰属 (Coelogyne)植 物 

约 200种，分布于亚洲热带和亚热带南缘至大洋洲 。 

中国有 26种，主要产西南，少数也见于华南(陈心 

启 ，1999)。其 中的双褶 贝母 兰 (Coelogyne stric— 

ta)，Rolfe认为产热带喜 玛拉 雅 (Tropical Himala- 

ya)及上缅甸(Upper Burma)和中国云南。双褶贝 

母兰产 中国云南 是 Rolfe基 于 Anderson在 云 南 

Momien(腾冲)采集到其后送到 Kew保存的标本 

(Rolfe，1903，Dingle 2007)。此后一百多年 中国 国 

内一直未采到标本，《中国植物志》中有关双褶贝母 

兰的描述亦摘 自国外记载 (陈心启 ，1999)。直到最 

近我们在云南省麻栗坡县发现它的野外居群 ，为此 ， 

对双褶贝母兰的野外生境和开花生物学进行观察 ， 

并根据其活体植株进行形态描述补充和绘图。 

1 材料和方法 

2006年 10月对麻栗坡县发现的贝母兰属植物 

的多个野生居群进行了生境调查，采集活体标本移 

栽于全国兰科植物种质资源保护中心。2007年进 

行开花生物学观察、研究，在体视镜下观察花形态， 

结合活体植株性状以及相关文献资料与贝母兰属已 

知种类进行 比较 ，进行准确鉴定 。 

2 结果与分析 

2．1开花生物学和花形态特征观察及分类鉴定 

该植物的花期为 3～5月。花葶自假鳞茎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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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与双褶 贝母 兰吻合 (Rolfe，1903；陈心启， 

1999)，因此我们认为产麻栗坡的该种贝母兰属植物 

是双褶贝母兰。麻栗坡为它的新分布区。 

在生境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 ，同一居群不同植 

株的花的形态相同，但花的大小、唇瓣侧裂片的颜色 

有较大差别 ，共有 4种表型性状 (图版 I：F)：(1)花 

大，侧裂片无斑型(花直径达 2．8 cm)；(2)花小，侧 

裂片无斑型(花直径仅 1．4 cm)；(3)花大，侧裂片有 

斑型 ；(4)花小 ，侧裂片有斑型。花的 4种表 型性状 

差别明显 。 

2．2形态描述 

双褶 贝母兰 图版 Ⅱ 

Coelogyne stricta (D．Don)Schltr．in Fedde 

Repert．Sp．Nov．Beih．4：184．1919；S．Y．Hu in 

Quart：J．Taiwan Mus．25(3，4)：226．1972；Seidenf 

in Opera Bot．114：118．1992；Averyanov，Iden． 

Guide Vietnam．Orch：134．1994；S．C．Chen in F1． 

Reip．Pop．Sin．18：360— 361 1999．— — ( m 

strictum D．Don，Prodr．F1．Nepal：35．1825．— —  

Coelogyne elata Lindl，Gen．Sp．Orch。P1：40．1830； 

Hook．f．in Curtis’s Bot．M ag．83：t．5001．1857； 

Rolfe in J．Linn．Soc．Bot．36：22。1903． 

假鳞茎疏离 ，彼此相距 3～5 cm，浅褐绿色 ，长 

圆形或狭卵形 ，长 3～7 cm，粗 1．5～3 cm，顶端生 2 

枚叶。叶椭圆状长圆形至狭椭 圆形 ，长 12～2O cm， 

宽 2～3．5 am；叶柄长 3～6 cm。花葶从己长成的假 

鳞茎顶端两叶中央发 出，长于叶 ，长 25～40 cm，在 

花序基部下方有数枚二列套叠的革质颖片；总状花 

序长 3～7 cm，具 6～1O朵花；花苞片早落；花淡黄 

绿色，直径 1．4～2．9 cm；中萼片卵状长圆形，长 1．1 

～ 1．8 cm，宽 4～8 mm；侧萼片长圆状披针形，长 

1．2～1．9 cm，宽 3～ 7 mm，背 面有时具龙 骨状突 

起 ；花瓣线形 ，长 1．3～1．8 cm，宽 0．5～1．8 mIn；唇 

瓣近卵状椭圆形 ，长 1．2～2．1 cm，3裂 ；侧裂片具栗 

褐色斑或无，舌状三角形，先端钝，长 4～9 mm，基 

部宽 2～3 mm；中裂片宽卵形，具黄斑，长 0．6～1．0 

cm，宽 0．5～1．0 cm，先端微缺，边缘略有不规则波 

状钝齿；唇盘上有 2条纵褶片，褶片前部黄色，从基 

部(基部不甚明显)延伸至中裂片中部，皱波状并具 

细圆齿；蕊柱具翅 ，长 0．5～1．0 cm。花期 3～5月。 

凭证标本：云南麻栗坡县，金厂乡，海拔 1 500 

m，李利强(L．Q．Li)1O0l、1002(NOCC!)。 

Pseudobulbs distant，ca． 3 — 5 cm apart， 

brownish—green，oblong or narrowly ovoid，3— 7× 

1．5—3 cm ，apex with 2 leaves．Leaf blade elliptic— 

oblong，12—20× 2— 3．5 cm；petiole 3— 6 cm long． 

Scape emerging from between two leaves at mature 

pseudobulb apex，25— 40 cm long；inflorescence 

with several distichous—equitant leathery glumes at 

the base of scape；raceme 3～ 7 cm long，with 6— 10 

flowers；floral bracts caducous． Flowers pale 

yellow—green，1．4— 2．9 cm across． Dorsal sepals 

ovate-oblong，1．1— 1．8×0．4— 0．8 cm；lateral sep— 

als oblong—lanceolate，1．2～ 1．9× 0．3— 1．7 cm， 

carinate abaxially；petals linear，13— 18×0．5— 1．8 

mm ；lip nearly ovate—elliptic，1．2— 2．1 cm long，3一 

lobed；lateral lobes ligulate—triangular，sometimes 

with maroon—brown spots，apex obtuse，4— 9×2— 

3 mm ；mid—lobe widely ovate with yellow spots，0．6 

— 1．0×0．5一 l_0 cm ，apex concave，irregularly and 

undulately toothed—margined：disc with 2 longitudi— 

nal lamellae，extending from base to the middle 

part of mid—lobe；lamellae crisped，slightly crenu— 

late，upper part yellow；column winged，0．5— 1．0 

cm long．F1．M ar—M ay． 

Specimens examined：China，Yunnan，M alipo， 

Jinchangxiang，alt．1500 m，L．Q．Li i001，1002 

(NOCC!)． 

2．3生境 

双褶贝母兰生于麻栗坡的火烧梁子自然保护区 

(23。07 N，104。38 E)海拔 1 400 1 900 m的南亚 

热带石灰岩原始常绿阔叶林岩石上或树上(图版I： 

A)。常生于壳斗科的栎属 (Quercus spp．)、栲属 

(Castanopsis spp．)、石栎属(Lithocarpus spp．)等 

树林下，与滇丁香(Luculia pinciana)、柃木(Eurya 

japonica)、冬青 (Ilex rnicrococea)、胡颓子 (Elae— 

agnus pungens)、瑞木(Corylopsis multiflora)等灌 

木伴生。分布区位于低纬度高山地带，属南亚热带 

高原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17．6℃，最冷月平均气 

温 10．1℃，最热月平均气温 23℃。雨量集中，干湿 

分明，雨热同季，立体气候和小区域气候明显(刘仲 

健等 ，2008)。 

讨论 

根据 Rolfe的记载，双褶贝母兰由Anderson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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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云南 西部 腾 冲 (Momien— Tengyueh)(Dingle， 

2007)，但从此以后在云南西部再未采到标本 (陈心 

启 ，1999)。由于该种 为一广布种，除我国云南腾冲 

外 ，印度东北部、尼泊尔、不丹、缅甸、老挝、越南均有 

分布。远离腾冲的麻栗坡县位于云南省的东南部， 

与广西和越南北部接壤 ，是热带和亚热带的过渡地 

图版 Ⅱ 双褶贝母兰 1．带花植株；2．花，正面观；3．花，侧面观；4．萼片、萼片及唇瓣；5．花粉块。(陈利君根据L．Q．Li 1001号标本绘) 
PlateⅡ Coelogyne stricta 1．Flowering plants；2．Flower，front view；3．Flower，side view；4．sepals,peta1 and lip；5

． Pollinarium．(Drawn 

by CHEN Li-jun from L．Q．Li 1001) 

带，被划人古热带植物区马来亚植物亚区的北部湾地 

区(吴征镒，1979；吴征镒等，2003)。在麻栗坡，兰科 

植物热带属的许多种类都有分布，且以附生种类为 

多。双褶贝母兰 100多年前发现于云南腾冲地区，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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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被认为与热带亚洲在植物地理学上有亲密关系 

(刘仲健等，2007；Liu等，2008)。因此，麻栗坡发现双 

褶贝母兰这一附生兰，为它作为向其东面和北面的中 

国一日本森林植物亚区的过渡区提供了一个依据。 

另一方面，高黎贡山的许多与热带有关的兰科植物种 

类往往可以在麻栗坡找到，而热带亚洲至大洋洲的 

属，如毛兰属(Eria)，石斛兰属(Dendrobium)，万代兰 

属 (Vanda)，鸟 舌 兰 属 (Ascocentrum)，蜘 蛛 兰 属 

(Arachnis)，指甲兰属(Aerides)等，在麻栗坡都有代 

表(曾建飞等，2003；陈利君等，2008)，更加证实了这 

一 看法。亦即在植物地理学上，它显示了与中国一 日 

本森林亚区的密切亲缘性，不仅是热带的北缘 ，也是 

亚热带的南缘，是南北交汇的过渡区。正因为该地区 

为热带与亚热带的过渡区，其多变的环境因子为双褶 

贝母兰花的多个表型性状的产生提供 了可能。麻栗 

坡发现双褶贝母兰和它的花的表型性状多样性，为该 

物种的系统学、繁殖生态学和遗传多样性的研究提供 

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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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十分敏感，且与植物抗寒能力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脯氨酸含量和 SOD活性两项指标对低温具有一定敏 

感性，但与植物抗寒能力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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