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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苦苣苔科植物新资料———小花线柱苣苔
洪　 欣１ꎬ 汪秀平１ꎬ 温　 放２ꎬ３∗

( １. 安徽大学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ꎬ 合肥 ２３０６０１ꎻ ２. 广西喀斯特植物保育与恢复生态学重点实验室ꎬ 广 西壮族自治区
中 国 科 学 院

广西植物研究所ꎬ 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６ꎻ ３. 中国科学院桂林植物园ꎬ 中国苦苣苔科植物保育中心ꎬ 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６ )

摘　 要: 该文报道了产自中国西藏自治区墨脱县境内的线柱苣苔属(Ｒｈｙｎｃｈｏｔｅｃｈｕｍ Ｂｌｕｍｅ)中国分布新记

录———小花线柱苣苔(Ｒ. 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ｕｍ Ｂｌｕｍｅ)ꎮ 该新记录种常生长在林中溪流附近的崖壁以及次生林下阴湿

生境中ꎬ主要辨别特征为叶基本对生ꎬ花萼裂片被绢毛ꎬ花梗被黄褐色绒毛ꎬ花冠筒较小ꎬ子房具短柔毛ꎬ果
无毛至微柔毛ꎮ 印度学者于 ２０２０ 年记载为印度新分布ꎬ而原始文献中记录的凭证标本采集点位于中国西

藏自治区墨脱县境内ꎬ故对原文记述的产地信息提出质疑ꎮ 同时ꎬ在前人的研究中部分馆藏的线柱苣苔属

植物标本被认定为该新记录种ꎬ在此一并提出该新记录种在中国的分布地理信息和详细描述ꎮ
关键词: 苦苣苔科ꎬ 小花线柱苣苔ꎬ 新记录ꎬ 西藏自治区ꎬ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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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柱苣苔属 (我国台湾省称为同蕊草属)
(Ｒｈｙｎｃｈｏｔｅｃｈｕｍ Ｂｌｕｍｅ)为苦苣苔科亚灌木植物ꎬ
由 Ｂｌｕｍｅ(１８２６)建立并置于秋海棠科ꎬ后修订至

苦苣苔科 ( Ｄｏｎꎬ １８３８ꎻ Ｅｎｄｌｉｃｈｅｒꎬ １８３９ꎻ Ｂｒｏｗｎꎬ
１８６７)ꎮ 由 于 该 属 与 浆 果 苣 苔 属 ( Ｃｙｒｔａｎｄｒａ Ｊ.
Ｒ. Ｆｏｒｓｔ. ＆ Ｇ. Ｆｏｒｓｔ.) 都具有肉质的浆果类型果

实ꎬ在经典形态学上曾经认为两者可能具有较近

的 亲 缘 关 系 ( Ｄｏｎꎬ １８３８ꎻ Ｅｎｄｌｉｃｈｅｒꎬ １８３９ꎻ
Ｉｖａｎｉｎａꎬ １９６５ꎻ Ｂｕｒｔｔ ＆ Ｗｉｅｈｌｅｒꎬ １９９５)ꎬ而染色体

的研究结果却让研究者对两者亲缘关系是否接近

产生了质疑(Ｒａｔｔｅｒꎬ １９６２ꎻ Ｋｉｅｈｎ ＆ Ｗｅｂｅｒꎬ １９９７ꎻ
Ｗａｎｇ ＪＣ ＆ Ｗａｎｇ ＣＣꎬ ２０００)ꎻ分子系统学证据则

表明线柱苣苔属处于苦苣苔科长蒴苣苔亚科的基

部位置ꎬ与短筒苣苔属(Ｂｏｅｉｃａ Ｃ. Ｂ. Ｃｌａｒｋｅ)更加

近缘(Ｍöｌｌｅ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ꎻ Ｗｅ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ꎮ 尽管

最近有许多地区性的研究( Ｓｃｈｌｅｃｈｔｅｒꎬ １９２３ꎻ Ｈａ￣
ｔｕｓｉｍａꎬ １９７１ꎻ Ｗａｌｋｅｒꎬ １９７６ꎻ Ｔｈｅｏｂａｌｄ ＆ Ｇｒｕｐｅꎬ
１９８１ꎻ 王文采ꎬ １９８４ꎻ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８ꎻ Ｂｕｒｔｔꎬ
２００１ꎻ Ｈｉｌｌｉａｒｄꎬ ２００１)ꎬ但是关于整个属的系统学

研究分别是 Ｃｌａｒｋｅ(１８８３)和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 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
(２０１３)发表的ꎬ前后相距了 １３０ 年ꎮ 根据他们的

研究ꎬ全世界目前已经正式报道的线柱苣苔属植

物约为 １６ 种ꎬ分布于亚洲热带及温暖地区的低山

山谷密林中(王文采ꎬ１９８４ꎻ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 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ꎬ
２０１３)ꎮ

印度学者近期文献中记录的小花线柱苣苔

(Ｒｈｙｎｃｈｏｔｅｃｈｕｍ 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ｕｍ Ｂｌｕｍｅ)的凭证标本记

录采集于印度方面所谓的伪 “阿鲁 纳 恰 尔 邦

Ａｒｕｎａｃｈａｌ Ｐｒａｄｅｓｈꎬ上桑朗县 Ｕｐｐｅｒ Ｓｉａ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
塞卡姆 Ｓｉｋｅｍ” (Ｍｏｍ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ꎻ该地区是

１９８７ 年印度按照非法的“西姆拉条约”和不具备

任何法律效力的“麦克马洪线”单方面宣称建立所

谓的伪“阿鲁纳恰尔邦” (以下简称为“伪阿邦”)ꎬ
实为印方非法侵占的我国固有领土ꎬ我国政府多

次严正声明ꎬ不承认非法的“麦线”和无中生有的

“阿邦” (戴超武ꎬ２０１４ꎻ钧声ꎬ２０１７ꎻ钟声ꎬ２０１７)ꎮ
其 ＧＰＳ 位点信息为 ９５°４′１７″ Ｅ、２８°２１′３９″ Ｎꎬ将此

经纬度信息导入中国行政区划图(国家地理信息

公共 服 务 平 台 “ 天 地 图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ｉａｎｄｉｔｕ.
ｇｏｖ.ｃｎ / )ꎬ此 ＧＰＳ 位点位于中国西藏自治区墨脱县

境内ꎮ 故本文对原文记述中的凭证标本产地信息

的准确性和归属性提出质疑和修正ꎮ 虽然本国家

级新分布记录种的具体情况还需在将来前往该地

进行进一步的实地考察ꎬ但是藏南地区毫无疑问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固有的主权领土ꎮ 因而小花线

柱苣苔这一中国的国家级分布新记录显然是毫无

疑问的ꎮ 此外ꎬ我们在进一步查证文献的过程中ꎬ
发现一些曾被鉴定为椭圆线柱苣苔 [Ｒ. 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ｕｍ
(Ｗａｌｌ. ｅｘ Ｄｉｅｔｒ.) Ａ. ＤＣ.]和冠萼线柱苣苔(Ｒ. ｆｏｒ￣
ｍｏｓａｎｕｍ Ｈａｔｕｓｉｍａ)的标本被最新研究认为是对凭

证标本的错误鉴定(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 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ꎬ ２０１３)ꎬ
而且小花线柱苣苔一直未被我国的植物志书(王

文采ꎬ１９９０ꎻ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８)以及苦苣苔科植物

专著(李振宇和王印政ꎬ２００５ꎻ韦毅刚等ꎬ２０１０)所

收录ꎬ故在本文中一并予以处理ꎬ其中文名依据其

学名种加词的含义而拟名为“小花线柱苣苔”ꎮ
小花线柱苣苔 (新拟)
Ｒｈｙｎｃｈｏｔｅｃｈｕｍ 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ｕｍ Ｂｌｕｍｅꎬ Ｂｉｊｄｒ.

Ｆｌ. Ｎｅｄ. Ｉｎｄ. ７７５ (１８２６)ꎻ Ｇ. Ｄｏｎꎬ Ｇｅｎ. Ｈｉｓｔ. ６６３
(１８３８)ꎻ ＤＣ.ꎬ Ｐｒｏｄｒ. ２８５ (１８４５)ꎻ Ｍｉｑｕｅｌꎬ Ｆｌ. Ｎｅｄ.
Ｉｎｄ. ２: ７５０ (１８５８)ꎻ Ｃ. Ｂ. Ｃｌａｒｋｅ ｉｎ Ａ. ＤＣ. ＆ Ｃ. ＤＣ.ꎬ
Ｍｏｎｏｇｒ. Ｐｈａｎ. ５ (１): １９５ (１８８３)ꎻ Ｃ. Ｂ. Ｃｌａｒｋｅ ｉｎ

８１４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０ 卷



Ｈｏｏｋ. ｆ.ꎬ Ｆｌ. Ｂｒｉｔ. Ｉｎｄｉａ ４: ３７３ (１８８４)ꎻ Ｒｉｄｌ.ꎬ Ｊ.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Ｂｒａｎｃｈ Ｒｏｙ. Ａｓｉａｔ. Ｓｏｃ. ４４: ８４ (１９０５)ꎻ Ｒｉｄｌ. ｉｎ Ｋｉｎｇ ＆
Ｇａｍｂｌｅꎬ Ｍａｔ. Ｆｌ. Ｍａｌａｙ. Ｐｅｎｉｎｓ. ２１: ７８７ (１９０９)ꎻ Ｒｉｄｌ.ꎬ
Ｆｌ. Ｍａｌａｙ Ｐｅｎｉｎｓ. ２: ５４１ (１９２３)ꎻ Ｐ. Ｈ. Ｈｏꎬ Ｉｌｌｕｓｔｒ.
Ｆｌ. Ｖｉｅｔｎａｍ ３(１): ２５ (１９９３)ꎻ Ｂ. Ｌ. Ｂｕｒｔｔꎬ Ｔｈａｉ Ｆｏｒｅｓｔ
Ｂｕｌｌ.ꎬ Ｂｏｔ. ２９: １０７ (２００１).

模式 标 本: Ｊａｖａꎬ Ｓｅｒｉｂｕ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ꎬ Ｂｌｕｍｅ ｓ.
ｎ. (Ｌ [ｂａｒｃｏｄｅ: ０８３４０１４]). Ｅｐｉｔｙｐｅ: Ｊａｖａꎬ Ｐｒｅａｎｇｅｒꎬ
Ｐａｒｏｅｎｋｏｅｄａ [Ｐａｒｕｎｇｋｕｄａ]ꎬ ２０ ｘｉｉ １９２０ꎬ Ｂａｋｈｕｉｚｅｎ
ｖａｎ ｄｅｎ Ｂｒｉｎｋ ５０５５ (Ｌ)ꎮ

形态描述:茎 ２０~１８０ ｃｍ 高ꎬ直径 ４.５~８ ｍｍꎬ有
时基部多分枝ꎮ 叶对生ꎬ很少近对生ꎻ叶柄长 １.７~４.５
( ~７.５) ｃｍꎻ叶片椭圆形至狭椭圆形或倒卵形至狭倒

卵形ꎬ长 ９~２７( ~３７) ３ ３.４ ~ １２ ｃｍꎬ宽 １.８ ~ ３.５( ~６)
ｃｍꎬ先端渐尖至锐尖ꎬ很少钝或尾状ꎬ基部狭楔形至

楔形ꎻ边缘具小齿至齿状ꎬ齿可达 ３ ｍｍ 长ꎻ侧脉 ９~２４
对ꎻ正面深绿色ꎬ无毛至白色短柔毛ꎬ中脉上密被毛ꎻ
背面淡绿色ꎬ无毛至锈黄色绵毛ꎬ脉上密被锈褐色绵

毛ꎮ 花序深紫红色或绿色至粉棕色ꎬ长(０.９~)１.３~６
( ~９) ｃｍꎬ(２~)３~４( ~５)分枝ꎻ花梗少或无ꎻ第一回

分枝长 ０.３~３.２( ~４) ｃｍꎻ第二回分枝长 ０.３ ~ １.６( ~
１.９) ｃｍꎻ花序轴具锈黄色长柔毛或绢毛至近无毛ꎬ很
少具腺毛ꎻ线形至三角形的苞片ꎬ第一苞片长 ２ ~ ６
ｍｍꎬ第二苞片长 ２~８ ｍｍꎻ花梗长 １~１１ ｍｍꎬ被黄锈

色绢毛或长柔毛ꎮ 花萼略带紫红色或绿色至粉棕红

色ꎬ裂片三角形和尖端圆形ꎬ很少有点尾状ꎬ(１.５ ~ )
２~３.５( ~４)×(０.５~)０.７５~１( ~１.５) ｍｍꎬ被黄褐色绢

毛或长柔毛至近无毛或粗糙的腺毛ꎮ 花冠白色至淡

紫色ꎬ外部无毛至微柔毛ꎻ上唇基部有紫红色ꎬ２.２５~
３.５×２~４ ｍｍꎻ上裂片 ０.７５~１.５×０.７５~２ ｍｍꎬ尖端钝至

圆形ꎻ下唇(２.７５~)３.５ ~ ４.５( ~５)×(３~ )４.５ ~ ６( ~８)
ｍｍꎻ下裂片 １~２×１~２.２５ ｍｍꎬ先端钝至圆形ꎻ花冠管

长(１~)１.５~２ ｍｍꎮ 雄蕊着生在距花冠筒基部 ０.５ ~
０.７５( ~１) ｍｍ 处ꎻ花丝长约 ０.５~１ ｍｍꎻ花药黄色至红

棕色ꎬ直径约 ０.５~０.７５ ｍｍꎬ无毛ꎬ很少被微柔毛ꎻ雄蕊

长约 ０.２５~０.５ ｍｍꎮ 子房(０.５ ~ )０.７５~１.２５×(０.５ ~ )
０.７５~１.５ｍｍꎬ短柔毛至被微柔毛ꎻ花柱白色ꎬ长 １.５ ~
３.２５( ~ ４) ｍｍꎻ柱头白色ꎬ先端截形至球状或圆形ꎮ
果椭圆形至宽椭圆形或宽卵球形ꎬ(２.５~)３~４×２~３.５
( ~５) ｍｍꎬ无毛至微柔毛ꎮ

引证标本: 中国ꎬ西藏自治区ꎬ墨脱县ꎬＭ. Ｔａｒａｍ
和 Ｏ. Ｔａｋｕ ５０６８ꎬ １８. ｖｉ. ２０１８ꎬ ２８° ２１′３９″ Ｎ、９５° ４′ １７″
Ｅꎬ 海拔 ３００ ｍ (ＨＡＵ)ꎮ

生态与伴生植物:在中国西藏自治区墨脱县南部

林下潮湿地带ꎬ在溪流附近的悬崖峭壁上ꎮ 根据文献

(Ｍｏｍ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ꎬ其伴生物种记载有毛线柱苣

苔(Ｒｈｙｎｃｈｏｔｅｃｈｕｍ ｖｅｓｔｉｔｕｍ Ｗａｌｌ. ｅｘ Ｃ. Ｂ. Ｃｌａｒｋｅ)、吊
石苣苔属的 Ｌｙｓｉｏｎｏｔｕｓ ｂｉｊａｎｔｉａｅ Ｄ. Ｂｏｒａｈ ＆ Ａ. Ｊｏｅ [本
种实为长圆汉克苣苔 Ｈｅｎｃｋｅｌｉａ ｏｂｌｏｎｇｉｆｏｌｉａ (Ｒｏｘｂ.)
Ｄ. Ｊ. 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 ＆ Ｍｉｃｈ. Ｍöｌｌｅｒ](蔡磊等ꎬ２０２０)、斑叶

汉克苣苔 [Ｈ. ｐｕｍｉｌａ (Ｄ. Ｄｏｎ) Ａ. Ｄｉｅｔｒ.]、克氏短筒

苣苔(Ｂｏｅｉｃａ ｃｌａｒｋｅｉ Ｈａｒｅｅｓｈꎬ Ｌ. Ｗｕꎬ Ａ. Ｊｏｅ ＆ Ｍ. Ｓａ￣
ｂｕ)(该新物种发表时标本采集地点也是被错误写为

“伪阿邦”ꎬ实则也是中国境内)、盾基冷水花(Ｐｉｌｅａ
ｉｎｓｏｌｅｎｓ Ｗｅｄｄ.)、荫生冷水花(Ｐ. ｕｍｂｒｏｓａ Ｂｌｕｍｅ)、菜
蕨 [Ｄｉｐｌａｚｉｕｍ 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ｕｍ (Ｒｅｔｚ.) Ｓｗ.]以及华南毛蕨

[Ｃｙｃｌｏｓｏｒｕｓ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ｕｓ (Ｌ.) Ｆａｒｗ.]等植物ꎮ
分布: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 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２０１３)认为在«中国

植物志»和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修订过程中ꎬ研究者错误地

将产自中国广东、广西、海南和香港的小花线柱苣苔

标本鉴定为线柱苣苔或冠萼线柱苣苔(主要凭证标本

见下文)ꎮ 同时ꎬ虽然目前没有查阅到采自我国台湾

省的小花线柱苣苔的标本ꎬ但他们推测该种在台湾省

也应有分布ꎮ 所以ꎬ该物种在中国的分布为西藏自治

区(墨脱县)、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和香港

特别行政区ꎮ 本种在世界上的分布范围很大ꎬ从西部

的印度尼科巴群岛开始ꎬ东至巴布亚新几内亚ꎬ北至

中国华南和西南ꎬ南至印度尼西亚ꎬ其已知分布地见

图 １ꎮ
其他凭证标本: 中国 广东　 ｖｉｉｉ １８８７ꎬ Ｃ. Ｆｏｒｄ １０９

(Ｋ [２]). 广西 　 Ｂｏｓｅꎬ Ｂａｋｏ Ｓｈａｎꎬ ２７ ｉｘ １９２８ꎬ ＲＣ
Ｃｈｉｎｇ ７７０２ (ＮＹꎬ ＵＳ)ꎻ Ｆａｎｇｃｈｅ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 Ｋｕｎｇ Ｐｉｎｇ
Ｓｈａｎꎬ １０ ｉｘ １９３６－１８ ｉｘ １９３６ꎬ ＷＴ Ｔｓａｎｇ ２６８５４ (Ａꎬ Ｅꎬ
Ｋ). 海南 　 Ｂｏ￣ｔｉｎｇꎬ １１ ｘ １９３６ꎬ ＳＫ Ｌａｕ ２７９６７ (Ａ)ꎻ
Ｄｕｎｇ Ｋａꎬ ２５ ｉｘ １９３２ꎬ ＮＫ Ｃｈｕｎ ＆ ＣＬ Ｔｓｏ ４３９４６ (Ａꎬ
ＮＹꎬ ＵＳ)ꎻ Ｌａｍ Ｋｏ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 Ｔｏｐ ｏｆ Ｌｉｎ Ｆａ Ｓｈａｎꎬ ２ ｖｉｉｉ
１９２７ꎬ Ｗ.Ｔ. Ｔｓａｎｇ ２８７ (Ａꎬ Ｋꎬ ＮＹꎬ ＵＣꎬ ＵＳ)ꎻ Ｌｉｎｇｓｈｕｉ
Ｘｉａｎꎬ Ｔｏｎｇｔｅｉｌｉｎｇꎬ １６ ｘ １９５６ꎬ Ｌ. Ｔｅｎｇ ２６１７ (ＡＡＵ)ꎻ Ｐｏ￣
ｔｉｎｇꎬ ２１ ｖ １９３５ꎬ Ｆ.Ｃ. Ｈｏｗ ７２５３２ (ＧＨ)ꎻ Ｙａ Ｘｉａｎꎬ １０ ｘ
１９３３ꎬ Ｃ. Ｗａｎｇ ３４５７０ (Ａꎬ ＮＹ)ꎻ Ｙａｉｃｈｏｗꎬ １８ ｉｉｉ １９３３ꎬ

９１４１１０ 期 洪欣等: 中国苦苣苔科植物新资料———小花线柱苣苔



图 １　 小花线柱苣苔分布点
Ｆｉｇ.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ｌｏｔｓ ｏｆ Ｒｈｙｎｃｈｏｔｅｃｈｕｍ 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ｕｍ

ＦＣ Ｈｏｗ ７０３７２ (ＮＹ) . 香港 　 Ｗａｈ Ｓｈａｎ Ｋｕｅｋꎬ ２３
ｖｉｉｉ １９７０－２４ ｖｉｉｉ １９７０ꎬ ＳＹ Ｈｕ １０９３９ (Ａ)ꎮ

中国植物志原记载我国线柱苣苔属有 ６ 种ꎬ分
别是毛线柱苣苔(Ｒｈｙｎｃｈｏｔｅｃｈｕｍ ｖｅｓｔｉｔｕｍ Ｗａｌｌｉｃｈ ｅｘ
Ｃ. Ｂ. Ｃｌａｒｋｅ)、异色线柱苣苔(台湾省称为同蕊草)
[Ｒ. ｄｉｓｃｏｌｏｒ (Ｍａｘｉｍ.) Ｂ. Ｌ. Ｂｕｒｔｔ]、椭圆线柱苣苔

[ Ｒ. 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ｕｍ ( Ｗａｌｌｉｃｈ ｅｘ Ｄｉｅｔｒｉｃｈ ) Ａ. ｄｅ
Ｃａｎｄｏｌｌｅ]、冠萼线柱苣苔(台湾省称为蓬萊同蕊草

或台湾线柱苣苔)、长梗线柱苣苔 ( Ｒ. ｌｏｎｇｉｐｅｓ
Ｗ. Ｔ. Ｗａｎｇ) 和线柱苣苔 [ Ｒ. ｏｂｏｖａｔｕｍ ( Ｇｒｉｆｆ.)
Ｂ. Ｌ. Ｂｕｒｔｔ] ( 王 文 采ꎬ １９９０ )ꎮ 之 后 的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记载有 ５ 种 １ 变种ꎬ在种以下的等级上新增

加了产自我国台湾省的羽裂异色线柱苣苔(台湾

省称 为 羽 裂 線 柱 苣 苔 ) [ Ｒ. ｄｉｓｃｏｌｏｒ ( Ｍａｘｉｍ.)
Ｂ. Ｌ. Ｂｕｒｔｔ ｖａｒ. ｉｎｃｉｓｕｍ (Ｏｈｗｉ) Ｗａｌｋｅｒ]ꎮ 该变种

最初发表为 ( Ｉｓａｎｔｈｅｒａ ｄｉｓｃｏｌｏｒ Ｍａｘｉｍ. ｖａｒ. ｉｎｃｉｓａ
Ｏｈｗｉ)(１９３８)ꎬ随后 Ｅ. Ｗａｌｋｅｒ 将其归并入线柱苣

苔属ꎬ原记载仅产于日本冲绳岛(Ｗａｌｋｅｒꎬ １９７６)ꎬ
之后 发 现 中 国 台 湾 省 也 有 分 布 ( Ｌｉ ＆ Ｈｓｉｅｈꎬ
１９９７)ꎮ 此外ꎬＦＯＣ 认为线柱苣苔应当归并入椭圆

线柱苣苔(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８)ꎬ并同时将椭圆线柱

苣苔的中文名废弃ꎬ仅根据合并将“线柱苣苔”这

一中文名予以保留ꎮ 这一修订处理也同样被随后

的苦苣苔科植物专著所接受(李振宇和王印政ꎬ
２００５)ꎮ 然而ꎬ这两个曾经被合并的物种线柱苣苔

和椭圆线柱苣苔在最新的修订中又因为花序的着

生方式、萼片和叶片形状重新被分开(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
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ꎬ ２０１３)ꎮ Ｗａｎｇ ＪＣ ＆ Ｗａｎｇ ＣＣ (２０００)根
据形态学、种皮微型态以及染色体数目ꎬ对台湾省

线柱苣苔属植物进行修订ꎬ文中认为羽裂异色线

柱苣苔这一变种除叶片形态外与异色线柱苣苔并

无其他差异ꎬ所以划为其一变型 [Ｒ. ｄｉｓｃｏｌｏｒ (Ｍａｘ￣
ｉｍ.) Ｂ. Ｌ. Ｂｕｒｔｔ ｆ. ｉｎｃｉｓｕｍ ( Ｏｈｗｉ) Ｈａｔｕｓ. ｅｘ Ｊ.
Ｃ. Ｗａｎｇ]ꎬ最新的分类修订又取消了这一变型

０２４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０ 卷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 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ꎬ ２０１３)ꎬ将其并入异色线柱

苣苔ꎬ同文还发表了短梗线柱苣苔(Ｒ. ｂｒｅｖｉｐｅｄｕｎ￣
ｃｕｌａｔｕｍ Ｊ. Ｃ. Ｗａｎｇ)ꎮ 之后通过 ＩＴＳ 和 ｔｒｎ Ｓ－Ｇ 分

子系统发育方面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该物种的成

立(Ｇｏｒ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ꎮ 所以ꎬ连同本文的新记录ꎬ
目前我国已知并正式记录的苦苣苔科线柱苣苔属

共有 ８ 种ꎬ分布自西藏东南部ꎬ经云南、四川南部、
贵州南部、广西、广东、福建南部至台湾ꎬ其中两个

特有种———仅记录台湾省分布的短梗线柱苣苔和

仅记录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部分布的长梗线柱苣

苔ꎮ 小花线柱苣苔形态上与冠萼线柱苣苔相似ꎬ
可以通过花序梗较短、花序亚簇生以及在花序下

部缺乏腺毛来区别ꎬ并且与同样产西藏墨脱的椭

圆线柱苣苔形态上接近ꎬ但它具有花冠筒较短、白
色ꎬ花柱较小ꎬ并可以通过雄蕊光滑无毛ꎬ子房具

有短柔毛来区别二者ꎮ

中国产线柱苣苔属植物检索表

１. 花序梗较短ꎬ花序在叶腋处簇生 ２
　 ２. 花冠筒外部光滑无毛ꎬ萼片白色至淡绿色 毛线柱苣苔
　 ２. 花冠筒外部被毛ꎬ萼片淡红色 ３
　 　 ３. 雄蕊有毛ꎬ子房光滑无毛 椭圆线柱苣苔
　 　 ３. 雄蕊光滑无毛ꎬ子房被微柔毛 小花线柱苣苔
１. 花序梗较长ꎬ或花序梗短但花序无分枝 ４
　 ４. 叶片互生 ５
　 　 ５. 花序梗极短ꎬ仅约 １ ｃｍꎬ并且花序无分枝 短梗线柱苣苔
　 　 ５. 花序梗极短ꎬ长度一般位 ２ ~ １０ ｃｍꎬ花序有分枝 异色线柱苣苔
　 ４. 叶片对生或轮生 ６
　 　 ６. 花药具腺毛 线柱苣苔
　 　 ６. 花药无毛 ７
　 　 　 ７. 植株矮小ꎬ高度约 ５ ｃｍꎬ叶子长圆形ꎬ萼片线形ꎬ绿色 长梗线柱苣苔
　 　 　 ７. 植株高 ５ ~ ６０ ｃｍꎬ叶椭圆形倒卵形ꎬ萼片三角形ꎬ红紫色 冠萼线柱苣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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