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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兰科二新记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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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兰科植物资源调查是掌握地区兰科本底资料的基础ꎬ对研究兰科植物的地理分布和资源多样性具

有重要意义ꎮ 该文报道了分别产自中国西藏自治区墨脱县和巴宜区的石豆兰属(Ｂｕｌ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Ｔｈｏｕ.)中国

分布新记录种———尼泊尔大苞兰(Ｂ. ｒａｓｋｏｔｉｉ Ｊ. Ｊ. Ｖｅｒｍ.ꎬ Ｓｃｈｕｉｔ. ＆ ｄｅ Ｖｏｇｅｌ)和曲唇兰属 [Ｐａｎｉｓｅａ (Ｌｉｎｄｌ.)
Ｓｔｅｕｄ.]中国分布新记录种———林芝曲唇兰(Ｐ. ｐａｎｃｈａｓｅｅｎｓｉｓ Ｓｕｂｅｄｉ)ꎮ 此二新记录种均生长在海拔约 ２ ０００
ｍ 的常绿阔叶林中的树干或岩壁上ꎮ 此外ꎬ还提供了二新记录种的形态特征描述和彩色图片等信息ꎬ并附

有国产曲唇兰属的分种检索表ꎮ 该研究结果扩充了我国兰科植物的记录ꎬ为我国兰科植物多样性和保护研

究提供了新资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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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雅山脉东段是我国野生兰科植物集中分布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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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Ｉ　 尼泊尔大苞兰和林芝曲唇兰
Ｐｌａｔｅ Ｉ　 Ｂｕｌ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ｒａｓｋｏｔｉｉ ａｎｄ Ｐａｎｉｓｅａ ｐａｎｃｈａｓｅｅｎｓｉｓ

区之一ꎬ西藏自治区有 ３３６ 种兰科植物分布ꎬ其中

包括特有种 ７０ 种(王喜龙等ꎬ２０１８)ꎮ 近年来随着

野外科考和专项研究的开展ꎬ一些西藏地区的兰

科植物新资料不断涌现ꎬ如王喜龙等(２０１８)和弓

莉等(２０１９)报道了西藏兰科植物新记录属 ４ 个和

新记录种 ３１ 个ꎻ反瓣卷瓣兰(Ｙ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雅
鲁藏布石豆兰(Ｌ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格当石豆兰( Ｌｕ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等新种在西藏地区不断被发现ꎮ 这

些新发现增加了我们对兰科生物多样性的认识ꎬ
有利于我国开展兰科植物保护ꎬ同时说明西藏兰

科植物的物种多样性尚需深入研究ꎮ
２０１９ 年 ６—１０ 月ꎬ为进一步摸清西藏地区植

物多样性的本底资料ꎬ我们开展了雅鲁藏布大峡

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调查研究ꎮ 科考活动中ꎬ
在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发现了两种正值花期的兰

科植物ꎬ分别为石豆兰属(Ｂｕｌ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Ｔｈｏｕ.)和

曲唇兰属 [Ｐａｎｉｓｅａ (Ｌｉｎｄｌ.) Ｓｔｅｕｄ.]ꎮ 其中石豆兰

属植物与少花大苞兰 ( Ｂｕｌ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ｉｎｔｅｒｐｏｓｉｔｕｍ
Ｊ. Ｊ. Ｖｅｒｍ.ꎬ Ｓｃｈｕｉｔ. ＆ ｄｅ Ｖｏｇｅｌ )、 白 花 大 苞 兰

(Ｂ. ｃａｎｄｉｄｕｍ Ｈｏｏｋ. ｆ. )的植株体态近似ꎬ但花部

的特征与后二者区别明显ꎬ经文献及标本研究ꎬ确
认该种与尼泊尔记载的 ( Ｂ. ｒａｓｋｏｔｉｉ Ｊ. Ｊ. Ｖｅｒｍ.ꎬ
Ｓｃｈｕｉｔ. ＆ ｄｅ Ｖｏｇｅｌ)为同种植物ꎬ属我国新记录的

石豆兰属植物ꎮ 另一种曲唇兰属植物与云南曲唇

兰(Ｐａｎｉｓｅ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Ｓ. Ｃ. Ｃｈｅｎ ＆ Ｚ. Ｈ. Ｔｓｉ)的

花形态较为接近ꎬ经文献及标本研究ꎬ确认该种为

分布于尼泊尔和印度的 Ｐ. ｐａｎｃｈａｓｅｅｎｓｉｓ Ｓｕｂｅｄｉꎬ为
中国曲唇兰属一新记录种ꎮ 参考此二种的原始文

献及我们采集的标本对其形态特征进行描述ꎮ
１. 尼泊尔大苞兰　 (新拟) 图版 Ｉ: Ａ－Ｃꎬ 图版Ⅱ: Ａ

Ｂｕｌ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ｒａｓｋｏｔｉｉ Ｊ. Ｊ. Ｖｅｒｍ.ꎬ Ｓｃｈｕｉｔ. ＆
ｄｅ Ｖｏｇｅｌꎬ Ｐｈｙｔｏｔａｘａ １６６ ( ２ ): １０１ － １１３. ２０１４.

３８４３ 期 李孟凯等: 中国兰科二新记录种



Ａ. 尼泊尔大苞兰ꎬ中国西藏墨脱县ꎬ邓建平ꎬ陈喆 ２２１８ (ＨＩＴＢＣ)ꎻ Ｂ. 林芝曲唇兰ꎬ中国西藏巴宜区ꎬ李孟凯 ０６６ (ＨＩＴＢＣ)ꎮ
Ａ. Ｂｕｌ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ｒａｓｋｏｔｉｉꎬ Ｍêｄｏｇ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Ｔｉｂｅｔꎬ Ｃｈｉｎａꎬ Ｊ. Ｐ. Ｄｅｎｇ ＆ Ｚ. Ｃｈｅｎ ２２１８ (ＨＩＴＢＣ)ꎻ Ｂ. Ｐａｎｉｓｅａ ｐａｎｃｈａｓｅｅｎｓｉｓꎬ Ｂａｙｉ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
Ｔｉｂｅｔꎬ Ｃｈｉｎａꎬ Ｍ. Ｋ. Ｌｉ ０６６ (ＨＩＴＢＣ).

图版 Ⅱ　 尼泊尔大苞兰和林芝曲唇兰的标本特写
ＰｌａｔｅⅡ　 Ｃｌｏｓｅ￣ｕｐ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ｏｆ Ｂｕｌ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ｒａｓｋｏｔｉｉ ａｎｄ Ｐａｎｉｓｅａ ｐａｎｃｈａｓｅｅｎｓｉｓ

Ｓｕｎｉｐｉａ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 Ｒａｓｋｏｔｉ ＆ Ａｌｅ ｉｎ Ｐｈｙｔｏｔａｘａ ３１:
５５－５８. ２０１１. Ｔｙｐｅ　 Ｎｅｐａｌ: Ｄａｍａｎꎬ Ｓｉｍｂｈａｎｊｙａｎｇꎬ
Ｍａｋａｗａｎｐｕｒ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 ２ ４００ ｍꎬ Ｍａｙ ２００８ꎬ Ｒａｓｋｏｔｉ
Ｂ. Ｂ. ２７０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ꎬ ＫＡＴＨꎻ ｉｓｏｔｙｐｅꎬ ＴＵＣＨ) .

附生草本ꎮ 根状茎粗壮ꎬ深褐色ꎬ粗约 ４ ｍｍꎬ
被重叠的管状纸质鞘包裹ꎮ 假鳞茎斜卵圆形ꎬ彼
此间隔 １ ~ ４ ｃｍꎬ长 １.０ ~ １.８ ｃｍꎬ直径 ２ ~ ３ ｃｍꎮ 顶

生 １ 枚叶ꎬ叶革质ꎬ针状披针形ꎬ先端近尖ꎬ长 ３.０ ~
８.５ ｃｍꎬ宽 ０.７ ~ １.５ ｃｍꎮ 花葶从假鳞茎基部侧旁长

出ꎮ 疏生 １ ~ ４ 朵花ꎬ花序柄长 ３.５ ~ ５.０ ｃｍꎻ被 ３ 枚

棕色的管状鞘ꎮ 花苞片披针形ꎬ先端锐尖ꎬ淡紫棕

色ꎬ长约 ７ ｍｍꎬ宽 ２ ｍｍꎻ花梗圆柱状ꎬ长 １０ ｍｍꎮ
萼片和花瓣淡绿白色ꎻ中萼片卵状披针形ꎬ长约 ７
ｍｍ 宽约 ２ ｍｍꎬ先端锐尖ꎻ侧萼片卵状披针形ꎬ长
约 ９ ｍｍꎬ宽约 ４ ｍｍꎬ中萼片及侧萼片均具 ３ ~ ５ 条

紫色脉ꎻ花瓣宽卵圆形ꎬ具 １ 条脉ꎬ长约 ３ ｍｍꎬ宽约

３ ｍｍꎻ唇瓣圆形ꎬ具尾状ꎬ有时具疣状突起ꎬ先端近

急尖ꎬ长 ５ ~ ８ ｍｍꎬ基部上方宽 ３ ｍｍꎬ基部半凹ꎬ近
中部向先端骤然收窄为圆柱状ꎬ具五脉ꎻ唇盘从唇

瓣基部至先端纵贯 １ 条增厚的龙骨脊ꎻ蕊柱圆锥

形ꎬ白色ꎬ长约 ３ ｍｍꎬ蕊柱足长 １.５ ｍｍꎬ花粉 ４ 个ꎬ
长圆形ꎬ长 １ ｍｍꎬ两对花粉团的粘盘柄分别各自

独立地附着于蕊喙前端两侧ꎮ 花期 ５—６ 月ꎮ
尼 泊 尔 大 苞 兰 与 石 豆 兰 属 堇 兰 组

[Ｂｕｌ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ｏｎｅ ( Ｌｉｎｄｌ.) Ｊ. Ｊ. Ｖｅｒｍ.ꎬ
Ｓｃｈｕｉｔ. ＆ ｄｅ Ｖｏｇｅｌ]的少花大苞兰和白花大苞兰的

植株体态相近ꎬ三者的假鳞茎均为卵形ꎬ彼此在根

状茎上相距约 ２ ~ ３ ｃｍꎻ叶革质ꎬ狭长圆形ꎬ唇瓣均

为圆形ꎬ且具尾尖ꎮ 但尼泊尔大苞兰的唇瓣边缘

全缘ꎬ与白花大苞兰的唇瓣边缘具齿或流苏而相

区别ꎻ尼泊尔大苞兰的花瓣卵圆形ꎬ与少花大苞兰

的花瓣线性相区别ꎮ
生境:常绿阔叶林中ꎬ附生于岩壁或树干苔藓

丛中ꎮ
凭证标本:中国 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墨脱县

仁钦朋ꎬ海拔 ２ １９０ ｍꎬ附生于常绿阔叶林中树上ꎬ
邓建平等 ２２１８(ＨＩＴＢＣ! ＴＡＡＨＵＣ!)ꎮ

分布:中国(新记录)ꎻ尼泊尔ꎮ
保护状况:我国目前仅见于西藏自治区墨脱县

仁钦朋附近ꎬ共 ２ 个居群ꎬ开花个体数 ５０ ~ １００ꎮ 根

据 ＩＵＣＮ 物种红色名录濒危等级和评价标准ꎬ尼泊

尔大苞兰在中国应列为濒危(ＥＮ)(ＩＵＣＮꎬ ２０１２)ꎮ
尼泊 尔 大 苞 兰 建 立 时 为 大 苞 兰 属 植 物

(Ｓｕｎｉｐｉａ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 Ｒａｓｋｏｔｉ ＆ Ａｌｅ) (Ｒａｓｋｏｔｉ ＆ Ａｌｅꎬ

４８４ 广　 西　 植　 物 ４１ 卷



２０１１)ꎮ 近年来ꎬ基于石豆兰属的系统学研究ꎬ大
苞兰属(Ｓｕｎｉｐｉａ Ｌｉｎｄｌ.)及其他约 ５０ 个小属均归入

至石豆兰属ꎬ 并划分成了若干个组 (Ｇｒａｖｅｎｄｅｅｌ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ꎻ Ｖｅｒｍｅｕｌｅ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 ꎮ 原大苞兰属

与其近缘属堇兰属( Ｉｏｎｅ Ｌｉｎｄｌ.)划分为堇兰组ꎬ因
此ꎬ尼 泊 尔 大 苞 兰 的 属 名 变 更 为 石 豆 兰 属

(Ｂｕｌ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ꎬ但由于表示 “尼泊尔”之意的种

加词“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ｅ”已被用于 ２０１３ 年 Ｒａｓｋｏｔｉ 和 Ａｌｅ
发表的另外一个石豆兰属新种 Ｂ.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ｅ Ｒａｓｋｏｔｉ ＆
Ａｌｅ ( Ｒａｓｋｏｔｉ ＆ Ａｌｅꎬ ２０１３ )ꎬ 因 此 Ｖｅｒｍｅｕｌ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用原作者 Ｒａｓｋｏｔｉ 的名字命名了该种ꎬ尼
泊尔大苞兰的学名变更为了 Ｂ. ｒａｓｋｏｔｉｉꎮ 目前全世

界记载石豆兰属堇兰组 ２５ 种( Ｖｅｒｍｅｕｌｅ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ꎬ中国原记录 １４ 种(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ꎬ尼泊

尔大苞兰在西藏的发现ꎬ拓宽了其分布范围ꎬ使我

国石豆兰属堇兰组植物增加了一种ꎮ
２. 林芝曲唇兰　 (新拟) 图版 Ｉ: Ｄ－Ｆꎬ 图版Ⅱ: Ｂ

Ｐａｎｉｓｅａ ｐａｎｃｈａｓｅｅｎｓｉｓ Ｓｕｂｅｄｉ ｉｎ Ｎｏｒｄ. Ｊ.
Ｂｏｔ. ２９(３): ３６１ － ３６５. ２０１１. Ｔｙｐｅ 　 Ｎｅｐａｌ: Ｋａｓｋｉ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 Ｐａｎｃｈａｓｅ ｆｏｒｅｓｔꎬ ２ ２００ － ２ ４５０ ｍꎬ １２ Ｎｏｖ
２００７ꎬ Ｓｕｂｅｄｉ Ａ. １７８０ (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ꎬ ＫＡＴＨꎻ ｉｓｏｔｙｐｅꎬ
ＴＵＣＨ) .

多年生附生草本ꎮ 根状茎粗约 ０.２５ ｃｍꎬ幼芽

上被 ６ ~ １０ 枚鞘包裹ꎮ 假鳞茎较密集ꎬ彼此相距不

超过 ０.５ ~ ０. ８ ｃｍꎬ狭卵形至卵圆形ꎬ长 １. ４ ~ １. ８
ｃｍꎬ直径 ０.８ ~ １. １ ｃｍꎬ成熟时有纵皱纹ꎮ 顶生 ２
叶ꎬ近革质ꎮ 叶椭圆形或长圆状披针形ꎬ先端锐

尖ꎻ长 １.５ ~ ４.０ ｃｍꎬ宽 ６ ~ ８ ｍｍꎬ叶柄长 １ ~ ３ ｍｍꎻ
花葶长约 ２ ｃｍꎬ基部为多枚干膜质鞘所包ꎻ具 １ ~ ５
朵花ꎬ花白色ꎬ花苞片卵形ꎬ长 ５. ５ ~ ６ ｍｍꎬ宽 ２ ~
２.５ ｍｍꎻ中萼片卵形ꎬ长 １.２ ~ １.３ ｃｍꎬ宽 ４ ~ ５ ｍｍꎬ
尖端钝ꎬ具 ５ 脉ꎻ侧萼片卵形到狭状披针形ꎬ长

１.２０ ~ １.２５ ｃｍꎬ宽 ４ ~ ４.５ ｍｍꎬ具爪ꎬ先端渐尖ꎻ花
瓣狭椭圆形或倒卵形ꎬ具明显爪ꎬ长 １.１ ~ １.２ ｃｍꎬ
宽 ３ ~ ３. ５ ｍｍꎬ先端渐尖ꎬ具 ３ 脉ꎻ唇瓣长约 １. １
ｃｍꎬ宽约 ３ ｍｍꎬ白色ꎬ箭头形ꎬ先端渐尖ꎬ边缘略微

波状ꎬ具 ３ 条明显的纵向褶片ꎻ蕊柱白色ꎬ长约

３.５ ~ ５ ｍｍꎬ宽约 １.５ ｍｍꎬ无翅ꎻ花粉团 ２ 对ꎬ粘合

成团状ꎮ 花果期 １１—１２ 月ꎮ
林芝曲唇兰与国产的莫氏曲唇兰(Ｐａｎｉｓｅａ ｍｏｉ

Ｍ. Ｚ. Ｈｕａｎｇꎬ Ｊ. Ｍ. Ｙｉｎ ＆ Ｇ. Ｓ. Ｙａｎｇ)和云南曲唇

兰具有相似的特征ꎬ如花为白色、假鳞茎顶生 ２ 枚

叶等ꎬ然而ꎬ林芝曲唇兰的唇瓣不具侧裂片ꎬ而莫

氏曲唇兰的唇瓣两侧各具 １ 个小侧裂片ꎮ 林芝曲

唇兰与云南曲唇兰的区别:前者的唇瓣箭头形ꎬ有
３ 条明显的纵向褶片ꎬ而后者的唇瓣为圆匙形ꎬ无
附属物ꎮ

生境:常绿阔叶林中ꎬ附生于岩壁和树上ꎮ
凭证标本:中国 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巴宜区

排龙乡ꎬ海拔 ２ ０００ ｍꎬ附生于常绿阔叶林下的岩

壁 苔 藓 丛 中ꎬ 李 孟 凯 等 ０６６ ( ＨＩＴＢＣ! 　
ＴＡＡＨＵＣ!)ꎻ印 度 　 Ｎａｇａｌａｎｄꎬ Ｔｕｅｎｓａ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
Ｗａｏｓｈｕ Ｖｉｌｌａｇｅꎬ ２ ２００ ｍꎬ Ｎ. Ｏｄｙｕｏ ＆ Ｒ. Ｄａｉｍａｒｙ
１３２８４４ (ＡＳＳＡＭ)ꎮ

分布:中国(新记录)ꎻ尼泊尔ꎻ印度ꎮ
保护状况:目前我国仅见于西藏自治区巴宜

区排龙至通麦一带ꎬ居群数量超过 ５０ 个ꎬ为当地

兰科植物优势种ꎬ根据 ＩＵＣＮ 物种红色名录濒危等

级和评价标准ꎬ林芝曲唇兰在中国应列为易危

(ＶＵ)( ＩＵＣＮꎬ ２０１２)ꎮ
曲唇兰属为贝母兰亚族(ｓｕｂｔｒｉｂｅ Ｃｏｅｌｏｇｙｎｉｎａｅ)

的一个小属ꎬ全世界只有 １１ 种ꎬ主要分布于喜马拉

雅地区至缅甸、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Ｃｈａｓ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ꎬ目前我国曲唇兰属植物共 ７ 种(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ꎬ林芝曲唇兰在西藏的发现ꎬ使我国曲唇

兰属植物增加至 ８ 种ꎬ丰富了我国曲唇兰属植物多

样性ꎮ
二种新记录植物原只记载于尼泊尔、印度的

东喜马拉雅地区ꎬ它们在中国西藏的发现ꎬ丰富了

中国兰科植物本底资料ꎬ表明这两个种属于中国－
喜马拉雅的地理分布格局ꎬ对研究兰科植物区系

和物种分化有一定的意义ꎮ 其中:尼泊尔大苞兰

此前仅在尼泊尔记载ꎬ此次在墨脱的发现ꎬ拓宽了

其分布范围ꎬ为该植物区系和地理成分研究奠定

基础ꎻ林芝曲唇兰此前在尼泊尔和印度(阿萨姆

邦)记载ꎬ本种在中国西藏排龙地区的发现呈现连

续性分布特点ꎬ为研究中国－喜马拉雅区系兰科植

物地理分布规律提供借鉴ꎮ 另外ꎬ 此次研究说明ꎬ
原仅记载与尼泊尔或者印度的兰科植物ꎬ将来很

有可能会在中国西藏南部或东南部与其生境类似

５８４３ 期 李孟凯等: 中国兰科二新记录种



国产曲唇兰检索表

Ｋｅｙ ｔｏ Ｐａｎｉｓｅａ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 花为白色

　 ２. 具 ３~ ６ 朵花

　 　 ３. 唇瓣不具侧裂片 白花曲唇兰 Ｐａｎｉｓｅａ ａｌｂｉｆｌｏｒａ

　 　 ３. 唇瓣两侧具侧裂片 莫氏曲唇兰 Ｐ. ｍｏｉ

　 ２. 具 １~ ３ 朵花

　 　 ４. 唇瓣箭头形具褶片 林芝曲唇兰 Ｐ. ｐａｎｃｈａｓｅｅｎｓｉｓ

　 　 ４. 唇瓣圆匙形无附属物

　 　 　 ５. 唇瓣长为蕊柱的 ２ 倍 云南曲唇兰 Ｐ.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５. 唇瓣和蕊柱等长 矮曲唇兰 Ｐ. ｄｅｍｉｓｓａ

１. 花为淡黄色

　 ６. 顶生 １ 枚叶ꎬ唇瓣不具侧侧裂片

　 　 ７. 假鳞茎彼此相连接ꎬ假鳞茎下部平卧ꎬ上部向上弯 平卧曲唇兰 Ｐ.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

　 　 ７. 假鳞茎以一定距离着生于根状茎上ꎬ近直立ꎬ不弯曲 曲唇兰 Ｐ. ｔｒｉｃａｌｌｏｓａ

　 ６. 顶生 ２ 枚叶ꎬ唇瓣具侧裂片 单花曲唇兰 Ｐ. ｕｎｉｆｌｏｒａ

的地区发现其分布ꎬ为今后该区系中兰科植物的

调查提供现实依据ꎮ
致谢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邓建

平老师协助标本鉴定并提供相关文献资料ꎬ西藏农

牧学院王伟副教授等参与协助野外工作ꎬ谨致谢意ꎮ

参考文献:

ＡＢＩＳＨＫＡＲ Ｓꎬ ＲＡＭ ＰＣꎬ ＪＡＡＰ ＪＶ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 Ｐａｎｉｓｅａ
ｐａｎｃｈａｓｅｅｎｓｉｓ ｓｐ. ｎｏｖ. (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ｆｒｏｍ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Ｎｅｐａｌ
[Ｊ]. Ｎｏｒｄ Ｊ Ｂｏｔꎬ ２９(３): ３６１－３６５.

ＣＨＡＳＥ ＭＷꎬ ＣＡＭＥＲＯＮ ＫＭꎬ ＦＲＥＵＤＥＮＳＴＥＩＮ ＪＶ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 Ａｎ ｕｐｄａｔｅ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 Ｊ]. Ｂｏｔ Ｊ
Ｌｉｎｎｅａｎ Ｓｏｃꎬ １７７(２): １５１－１７４.

ＧＯＮＧ Ｌꎬ ＬＵＯ Ｊꎬ ＬＩＮ Ｌꎬ ２０１９. Ｎｅｗ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ｉｎ Ｔｉｂｅｔꎬ Ｃｈｉｎａ [Ｊ] Ａｃｔａ Ｂｏｔ Ｂｏｒｅａｌ￣Ｏｃｃｉｄｅｎｔ
Ｓｉｎꎬ ３９(７): １３２５－１３２８. [弓莉ꎬ罗建ꎬ林玲ꎬ２０１９. 西藏兰科
植物分布新记录 [Ｊ]. 西北植物学报ꎬ３９(７):１３２５－１３２８.]

ＧＲＡＶＥＮＤＥＥＬ Ｂꎬ ＦＩＳＣＨＥＲ ＧＡꎬ ＶＥＲＭＥＵＬＥＮ ＪＪꎬ ２０１４.
Ｂｕｌ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Ｔｈｏｕａｒｓ [Ｍ] / / ＰＲＩＤＧＥＯＮ ＡＭꎬ ＣＲＩＢＢ ＰＪꎬ
ＣＨＡＳＥ ＭＷꎬ ｅｔ ａｌ. ( ｅｄｓ.) Ｇｅｎｅｒａ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ｒｕｍꎬ Ｖｏｌ.
６.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４６－４９.

ＩＵＣＮꎬ ２０１２. ＩＵＣＮ ｒｅｄ ｌｉｓ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３.１
[Ｍ]. ２ｎｄ ｅｄ. ＵＫ: Ｇｌａｎｄ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２１－２３.

ＬＩ ＪＷꎬ ＷＡＮＧ ＸＬꎬ ＷＡＮＧ ＣＷ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 Ｂｕｌ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ｙａｒｌｕｚａｎｇｂｏｅｎｓｅ (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ꎻ Ｅｐｉｄｅｎｄｒｏｉｄｅａｅꎻ
Ｍａｌａｘｉｄｅａｅ)ꎬ ａ ｎｅ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ｉｂｅｔꎬ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Ｐｈｙｔｏｔａｘａꎬ ４０４(２): ７９－８４.
ＬＵＯ Ｙꎬ ＤＥＮＧ ＪＰꎬ ＰＥＮＧ ＹＬ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 Ｂｕｌ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ｇｅｄａｎｇｅｎｓｅ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ꎬ Ｅｐｉｄｅｎｄｒｏｉｄｅａｅꎬ Ｍａｌａｘｉｄｅａｅ)ꎬ ａ
ｎｅ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ｉｂｅｔꎬ Ｃｈｉｎａ [ Ｊ]. Ｐｈｙｔｏｔａｘａꎬ ４５３(２):
１４５－１５０.

ＲＡＳＫＯＴＩ ＢＢꎬ ２０１１. Ａ ｎｅ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Ｓｕｎｉｐｉａ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ｆｒｏｍ Ｎｅｐａｌ [Ｊ]. Ｐｈｙｔｏｔａｘａꎬ ３１(１): ５５－５８.

ＲＡＳＫＯＴＩ ＢＢꎬ ＡＬＥ Ｒꎬ ２０１３. Ａ ｎｅ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Ｂｕｌ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 ｆｒｏｍ Ｎｅｐａｌ [ Ｊ ]. Ｅｄｉｎｂ Ｊ Ｂｏｔꎬ ７０:
３８１－３８４.

ＶＥＲＭＥＵＬＥＮ ＪＪꎬ ＳＣＨＵＩＴＥＭＡＮ Ａꎬ ＤＥ ＶＥＦꎬ ２０１４.
Ｎｏｍｅｎｃｌａ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Ｂｕｌ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ꎻ
Ｅｐｉｄｅｎｄｒｏｉｄｅａｅ) [Ｊ]. Ｐｈｙｔｏｔａｘａꎬ １６６ (２):１０１－１１３.

ＷＡＮＧ ＸＬꎬ ＬＩ ＪＷꎬ ＷＡＮＧ ＣＷ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 Ｎｅｗ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ｃｈｉｄｓ ｉｎ Ｔｉｂｅｔꎬ Ｃｈｉｎａ [ Ｊ]. Ｇｕｉｈａｉａꎬ ３８(１１): １４４０－
１４４５. [王喜龙ꎬ李剑武ꎬ王程旺ꎬ等ꎬ２０１８. 中国西藏兰科
植物新资料 [Ｊ]. 广西植物ꎬ３８(１１):１４４０－１４４５.]

ＷＡＮＧ ＸＬꎬ ＴＵ ＹＬꎬ ＺＨＵ ＲＪ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ｉｎ Ｔｉｂｅｔ [ Ｊ]. Ｊ Ａｇｒｉｃꎬ ８(３):７８－
８６. [王喜龙ꎬ土艳丽ꎬ朱荣杰ꎬ等ꎬ２０１８. 西藏野生兰科植
物名录整理和修订 [Ｊ]. 农学学报ꎬ８(３):７８－８６.]

ＹＡ ＪＤꎬ ＧＵＯ ＹＪꎬ ＬＩＵ Ｃ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 Ｂｕｌ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ｒｅｆｌｅｘｉｐｅｔａｌｕｍ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ꎬ Ｅｐｉｄｅｎｄｒｏｉｄｅａｅꎬ Ｍａｌａｘｉｄｅａｅ)ꎬ
ａ ｎｅ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Ｘｉｚａｎｇꎬ Ｃｈｉｎａ [ Ｊ]. ＰｈｙｔｏＫｅｙｓꎬ １３０:
３３－３９.

ＺＨＯＵ ＸＸꎬ ＣＨＥＮＧ ＺＱꎬ ＬＩＵ ＱＸ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 Ａｎ ｕｐｄａｔｅｄ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 ｏｆ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ꎬ ｗｉｔｈ ｔｗｏ ｎｅｗ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Ｊ]. Ｐｈｙｔｏｔａｘａꎬ ２７６: １－１４８.

(责任编辑　 周翠鸣)

６８４ 广　 西　 植　 物 ４１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