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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苋科苋属新记录种———鲍氏苋和布氏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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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ꎬ 北京 １００１７６ꎻ ２.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９３ )

摘　 要: 我国有记录的苋属植物 ２０ 余种ꎬ主要为外来杂草ꎮ 苋属植物形态相近ꎬ常被误鉴ꎮ 作者从送检的

误鉴的标本中发现 ２ 个新外来种ꎬ根据拉丁文名种加词释义ꎬ分别命名为鲍氏苋(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ｐｏｗｅｌｌｉｉ Ｓ. Ｗａｔ￣
ｓｏｎ)和布氏苋(Ａ. ｂｏｕｃｈｏｎｉｉ Ｔｈｅｌｌ.)ꎮ 鲍氏苋和布氏苋形态相近ꎬ分别产自美国西南部和欧洲ꎬ雌雄同株ꎬ具
３~ ５ 雌花花被片ꎬ花被片不等长ꎬ等于或短于胞果ꎬ胞果开裂或不开裂ꎮ 鲍氏苋和布氏苋可通过花被片数目

和形态、胞果是否开裂、苞片大小相区分ꎮ 该文还提供了鲍氏苋和布氏苋的中文形态描述及彩色图片ꎬ并对

其分布、生境和危害状况进行了报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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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Ｑ９４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３１４２(２０１９)１０￣１４１６￣０４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ｐｏｗｅｌｌｉｉ Ｓ. Ｗａｔｓｏｎ ａｎｄ Ａ. ｂｏｕｃｈｏｎｉｉ
Ｔｈｅｌｌ.ꎬ ｔｗｏ ｎｅｗｌ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ｚ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ＸＵ Ｈａｎ１∗ꎬ ＬＩ Ｚｈｅｎｙｕ２

( １.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１７６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９３ꎬ 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ｂｏｕｔ ｔｗｅｎｔｙ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ｍｏｓｔ ａｒｅ ａｌｉｅｎ ｗｅｅｄｓ. Ｔｈ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ｒ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ｕｎｄｅｒ ｇｅｎｕｓꎬ ａｎｄ ｏｆｔｅｎ ｏｃｃｕｒｒｒｉｎｇ ｍｉｓ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ｗｏ ｎｅｗｌｙ ａｌｉ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ｓ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Ｔｗ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ｐｉｔｈｅｔｓ ｗｅｒｅ ｅｎｔｉｔｌｅｄ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ｌｙ ｂｙ ｔｈｅ Ｌａｔｉｎ
ｎａｍｅ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ｐｏｗｅｌｌｉｉ Ｓ. Ｗａｔｓｏｎ ａｎｄ Ａ. ｂｏｕｃｈｏｎｉｉ Ｔｈｅｌｌ.ꎬ ｔｗｏ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ＵＳＡ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ｌｙꎬ ａｒ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ｏｎ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ꎬ ｍｏｎｏｅｃｉｓｍꎬ ｐｉｓｔｉｌｌａｔｅ ｆｌｏｗｅｒｓ ｗｉｔｈ ３－５ ｕｎｅｑｕａｌ ｔｅｐａｌｓꎬ ｅｑｕａｌ ｏｒ
ｓｈｏｒｔ ｏｆ ｕｔｒｉｃｌｅꎬ ｕｔｒｉｃｌｅ ｄｅｈｉｓｃｅｎｃｅ ｏｒ ｉｎｄｅｈｉｓｃｅｎｃｅ. Ｂｏｔｈ ｏｆ ｔｈｅｍ ｃａｎ ｂｅ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ｈａｐｅｓ ｏｆ ｔｅｐａｌｓꎬ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ｕｔｒｉｃｌｅｓꎬ ａｎｄ ｓｈａｐｅｓ ａｎｄ ｓｉｚｅｓ ｏｆ ｂｒａ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ꎬ ｔｈｅｉ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ꎬ ｃｏｌｏｒ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ꎬ ｋｅｙ ｆｅａ￣
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ａｒｍｆｕ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ａｓ ｗｅｌｌ.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ꎬ ａｌｉｅｎ ｗｅｅｄｓꎬ ｎｅｗ ｒｅｃｏｒｄｓꎬ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ｐｏｗｅｌｌｉｉ Ｓ. Ｗａｔｓｏｎꎬ Ａ. ｂｏｕｃｈｏｎｉｉ Ｔｈｅｌｌ.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１２－２２
基金项目: 国家农业标准化项目 (ＮＢＦＷ￣１４￣２０１８)ꎻ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 (２０１４ＪＫ０１０ꎬ ２０１７ＪＫ０３８)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ＮＢＦＷ￣１４￣２０１８)ꎻ Ｂａｓｉｃ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４ＪＫ０１０ꎬ２０１７ＪＫ０３８) ]ꎮ
作者简介: 徐晗(１９８１－)ꎬ女ꎬ内蒙古赤峰人ꎬ博士ꎬ副研究员ꎬ主要从事植物分类、杂草鉴定、生物入侵研究ꎬ(Ｅ￣ｍａｉｌ) ｘｕｈａｎｇｉｎ＠
ｇｍａｉｌ.ｃｏｍꎮ

∗通信作者



　 　 苋科苋属为 １ 年生或 ２ 年生雌雄同株或异株

草本ꎬ全世界约 ６５ 种ꎬ其中 １２ 种为不同程度的田

间和环境杂草ꎬ如著名杂草反枝苋(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ｒｅｔ￣
ｒｏｆｌｅｘｕｓ Ｌ.)ꎬ还有少数栽培种ꎬ如千穗谷(Ａ. ｈｙｐｏ￣
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ｃｕｓ Ｌ.)、尾穗苋(Ａ. ｃａｕｄａｔｕｓ Ｌ.)ꎬ以及濒危

种 Ａ. ｐｕｍｉｌｕｓ Ｒａｆ. ( Ｍｏｓｙａｋｉｎ ＆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ꎬ ２００３ꎻ
Ｂａｙóｎꎬ２０１５)ꎮ 我国苋属 ２０ 余种ꎬ除 １ 种为本地

植物ꎬ其余均为外来种(徐晗ꎬ２０１０)ꎮ 外来种反枝

苋、凹头苋(Ａ. ｂｌｉｔｕｍ Ｌ.)等传入我国一个多世纪ꎬ
已成为农田、环境常见有害杂草ꎮ 近几年新发现

的苋属雌雄异株、自北美的入侵杂草长芒苋( Ａ.
ｐａｌｍｅｒｉ Ｓ. Ｗａｔｓｏｎ)危害风险更为巨大ꎬ已相继被列

入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及环保部外来入侵植物名

单ꎮ 本文记录的在我国首次发现的鲍氏苋 ( Ａ.
ｐｏｗｅｌｌｉｉ Ｓ. Ｗａｔｓｏｎ)和布氏苋(Ａ. ｂｏｕｃｈｏｎｉｉ Ｔｈｅｌｌ.)ꎬ
隶属苋属苋亚属ꎬ分别原产北美和欧洲ꎬ与反枝苋

亲缘关系较近(徐晗等ꎬ２０１７)ꎮ 尤其鲍氏苋ꎬ是美

国大豆、玉米等农田的常见杂草ꎬ其具有的潜在生

态危害ꎬ在未来值得持续关注ꎮ
鲍氏苋和布氏苋在分类学上存在一定争议ꎮ

Ｃｏｓｔｅ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根据茎解剖结构等特征ꎬ认为

布氏苋是鲍氏苋的亚种ꎮ Ｔｈｅｌｌｌｕｎｇ(１９２６)、Ａｅｌｌｅｎ
(１９５９ꎬ１９６４)和 Ｗｉｌｋｉｎ(１９９２)认为两者原产地不

同ꎬ分属不同的地理居群ꎮ 本文根据鲍氏苋和布

氏苋在国内的采集信息ꎬ及花序、花被片、胞果、种
子形态(Ｗｉｌｋｉｎꎬ１９９２ꎻ Ｃｏｓｔｅａ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１)、染色体

数目、对称性及 ｃＤＮＡ 含量上的差异(Ｇｒｅｉｚｅｒｓｔｅｉｎ
＆ Ｐｏｇｇｉｏꎬ １９９２ꎻ Ｇｒｅｉｚｅｒｓｔｅｎ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７ )ꎮ 采 用

Ｔｈｅｌｌｕｎｇ ( １９２６ )、 Ａｅｌｌｅｎ ( １９５９ꎬ １９６４ ) 和 Ｗｉｌｋｉｎ
(１９９２)等的分类观点ꎬ认为布氏苋是一个独立起

源的种ꎮ
１. 鲍氏苋　 图版 Ｉ: Ａ１－Ａ３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ｐｏｗｅｌｌｉｉ Ｓ. Ｗａｔｓｏｎ ｉｎ Ｐｒｏｃ.
Ａｍｅｒ. Ａｃａｄ. Ａｒｔｓ. １０: ３４７. １８７５. Ｔｙｐｅ: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ｆｒｏｍ ａ ｐｌａｎ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ａｔ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ｆｒｏｍ
ｓｅｅｄｓ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ｆｒｏｍ Ａｒｉｚｏｎａ ｂｙ Ｃｏｌ Ｐｏｗｅｌｌ” Ｐｏｗｅｌｌ
ｓ. ｎ.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ꎬ ＵＳ １６１６３!ꎻ ｉｓｏｔｙｐｅꎬ ＭＯ!)

一年生草本ꎬ高 ５０ ｃｍꎮ 茎直立ꎬ无毛或花序

部分被毛ꎮ 叶柄长 １.５ ~ ３ ｃｍꎻ叶片椭圆形至菱形ꎬ
长 ４ ~ ７ ｃｍꎬ宽 １.５ ~ ４ ｃｍꎬ基部楔形至阔楔形ꎬ边全

缘ꎬ顶端截平至钝状或微凹ꎬ具一 ０.５ ~ １ ｍｍ 长的

小细刺ꎮ 顶生花序直立ꎬ穗状ꎬ不分支ꎬ长约 １５
ｃｍꎬ侧生花序短穗状ꎮ 苞片坚硬ꎬ长 ４.５ ~ ７ ｍｍꎬ为
花被片的 ２ ~ ３ 倍ꎬ先端具刺状小尖头ꎮ 雄花花被

片 ３ ~ ５ꎬ雄蕊 ３ ~ ５ꎻ雌花花被片 ４ ~ ５ꎬ线状披针形

至椭圆形ꎬ长 １.５ ~ ３ ｍｍꎬ明显不等长ꎬ内侧花被片

中脉不显著ꎬ外侧花被片具显著绿色中脉ꎬ且伸出

成硬芒尖ꎮ 胞果椭圆形至倒卵状ꎬ周裂ꎬ果皮沿裂

缝上部皱缩ꎬ长 ２ ~ ２.２ ｍｍꎬ柱头分支粗壮ꎬ从基部

向外开展ꎬ先端渐狭ꎮ 种子倒卵形ꎬ双凸透镜状ꎬ
黑色至深褐色ꎬ长 １.１ ~ １.２ ｍｍꎬ宽 ０.９ ~ １.１ ｍｍꎬ形
状较规则ꎮ

辽宁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大连市ꎬ路边杂草ꎬ海拔为

１０ ｍꎬ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９ 日ꎬ李振宇等ꎬ１１７９８ꎮ
分布和生境:原产于北美西南部ꎬ和墨西哥接

壤 边 界ꎬ 以 及 南 美 西 部 山 区 ( Ｍｏｓｙａｋｉｎ ＆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ꎬ２００３ꎻＳａｕｅｒꎬ１９６７)ꎮ 常见于农田、铁路、
路边、荒地、河边、湖边和溪流边ꎬ海拔 ０ ~ ２ ５００ ｍ
处地区ꎬ是峡谷、荒漠等地的先锋物种 ( Ｓａｕｅｒꎬ
１９６７)ꎮ １８ 世纪初ꎬ传入北美东部ꎬ半个世纪后ꎬ
在东部成为分布广泛的恶性杂草( Ｓａｕｅｒꎬ１９６７)ꎮ
而在 １８ 世纪以前ꎬ该种就传入到德国ꎬ并扩散成

为欧洲中部和北部的入侵性杂草ꎬ在欧洲曾一度

被误定为绿穗苋( Ａ. ｈｙｂｒｉｄｕｓ Ｌ.) ( Ｓａｕｅｒꎬ１９６７)ꎮ
此后ꎬ该种在印度南部和南非等地也成为新的入

侵植物( Ｓａｕｅｒꎬ１９６７)ꎮ 除上述区域ꎬ鲍氏苋现已

广泛分布于世界上的其他温带国家:埃塞俄比亚、
乌干达、坦桑尼亚、巴基斯坦、澳大利亚、新西兰、
加拿大、秘鲁、玻利维亚和智利ꎮ
２. 布氏苋　 图版 Ｉ: Ｂ１－Ｂ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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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Ｓｉｄａ １９ ( ４ ): ９６４. ２００１. Ｔｙｐｅ: Ｆｒａｎｃｅꎬ
Ｂｏｒｄｅａｕｘꎬ Ｂｏｕｔａｎｔꎬ ｔｒａｓｈ ｄｕｍｐｓ ｂｙ ｈａｒｂｏｒꎬ ２５
Ｓｅｐｔ. １９２５ꎬ Ａ. Ｂｏｕｃｈｏｎꎬ ｓ. ｎ. (ＵＳ!) .

一年生草本ꎬ高 ３０ ~ ５０ ｃｍꎮ 茎直立ꎬ无毛或

花序部分被毛ꎮ 叶柄长 １.５ ~ ３ ｃｍꎻ叶片椭圆形至

菱形ꎬ长 １.５ ~ ７.５ ｃｍꎬ宽 ０.５ ~ ３ ｃｍꎬ基部楔形至阔

楔形ꎬ边全缘ꎬ顶端截平至钝状或微凹ꎬ具一约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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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Ａ１. 鲍氏苋蜡叶标本ꎻ Ａ２. 鲍氏苋花被片、苞片和胞果ꎻ Ａ３. 鲍氏苋种子ꎻ Ｂ１. 布氏苋蜡叶标本ꎻ
Ｂ２. 布氏苋花被片和胞果ꎻ Ｂ３. 布氏苋种子ꎮ

Ｎｏｔｅ: Ａ１.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ｏｆ Ａ. ｐｏｗｅｌｌｉｉ Ｓ. Ｗａｔｓｏｎꎻ Ａ２. Ｔｅｐａｌｓꎬ ｂｒ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ｕｔｒｉｃｌｅｓ ｏｆ Ａ. ｐｏｗｅｌｌｉｉ Ｓ. Ｗａｔｓｏｎꎻ Ａ３. Ｓｅｅｄｓ ｏｆ Ａ. ｐｏｗｅｌｌｉｉ Ｓ. Ｗａｔｓｏｎꎻ
Ｂ１.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ｏｆ Ａ. ｂｏｕｃｈｏｎｉｉ Ｔｈｅｌｌ.ꎻ Ｂ２. Ｔｅｐａｌｓ ａｎｄ ｕｔｒｉｃｌｅｓ ｏｆ Ａ. ｂｏｕｃｈｏｎｉｉ Ｔｈｅｌｌ.ꎻ Ｂ３. Ｓｅｅｄｓ ｏｆ Ａ. ｂｏｕｃｈｏｎｉｉ Ｔｈｅｌｌ.

图版 Ｉ　 鲍氏苋和布氏苋
Ｐｌａｔｅ Ｉ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ｐｏｗｅｌｌｉｉ Ｓ. Ｗａｔｓｏｎ ａｎｄ Ａ. ｂｏｕｃｈｏｎｉｉ Ｔｈｅｌｌ.

ｍｍ 长的小细刺ꎮ 花序近直立ꎬ４ ~ １６ ｃｍꎬ基部具

分支ꎮ 苞片长 ２. ８ ~ ５ ｍｍꎬ具绿色中脉ꎬ坚硬、挺
直ꎮ 雄花花被片 ３ ~ ５ꎬ雄蕊 ３ ~ ５ꎻ雌花花被片 ３ ~
５ꎬ长 ０.５ ~ ２.２ ｍｍꎬ明显不等长ꎬ有时呈退化倾向ꎬ
线状披针形至矩圆形ꎬ具不显著中脉(只在最长花

被片上可见)ꎮ 胞果椭圆形至倒卵状ꎬ不开裂ꎬ长
１.２ ~ ２.２ ｍｍꎬ果皮平滑ꎬ有时具深色纵纹ꎬ柱头分

支粗壮ꎬ从基部向外开展ꎬ先端渐狭ꎮ 种子椭圆形

至圆形或倒卵形ꎬ双凸透镜状ꎬ黑色、深褐色至红

褐色ꎬ长 ０.９ ~ １.１ ｍｍꎬ宽 ０.８ ~ １ ｍｍꎮ
北京 (Ｂｅｉｊｉｎｇ): 崇文区龙潭湖ꎬ海拔 ４３ ｍꎬ

１９８９ 年 ６ 月 １３ 日ꎬ李增新ꎬ４３８５ꎻ丰台区黄土岗ꎬ
海拔 ４７ ｍꎬ１９８９ 年 ７ 月 ２ 日ꎬ李增新ꎬ４４４３ꎻ丰台

区玉泉营ꎬ路边草地ꎬ海拔 ４４ ｍꎬ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 ５
日ꎬ李增新ꎬ５２４０ꎻ丰台区万丰路ꎬ路边草地ꎬ海拔

６０ ｍꎬ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２４ 日ꎬ李增新ꎬ７１７１ꎻ海淀区木

樨地ꎬ路边草地ꎬ海拔 ５５ ｍꎬ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ꎬ李
增新ꎬ７４６５ꎮ 海淀区木樨地ꎬ路边草地ꎬ海拔 ５５ ｍꎬ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ꎬ李增新ꎬ７６９８ꎻ朝阳区四元桥

北京园林科研所ꎬ海拔 ４４ ｍꎬ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２２ 日ꎬ李

增新ꎬ７４０６ꎻ丰台区莲花池公园ꎬ海拔 ５３ ｍꎬ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 日ꎬ李增新ꎬ７６６４(２ 份)ꎮ

分布和生境:最早由 Ｔｈｅｌｌｕｎｇ(１９２６)发现并记

载于法国西南部 Ｇｉｒｏｎｄｅ 河口的一处垃圾堆ꎮ 在

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瑞士、意大利、美国也

有分布ꎮ 常见路边草地、荒地ꎮ
该文记载的二者区别特征有:鲍氏苋的苞片、

花被片、胞果、种子通常长于布氏苋ꎻ鲍氏苋胞果

开裂且果皮上半部皱缩ꎬ布氏苋胞果不裂、平滑且

具深色纵纹ꎻ鲍氏苋花被片通常 ４ ~ ５ 片ꎬ而布氏苋

花被片 ３ ~ ５ 片ꎬ数目变异大ꎬ有时最短的花被片呈

退化倾向ꎮ 与二者相近的种类还有反枝苋和绿穗

苋ꎬ在今后苋属鉴定工作中应注意区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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