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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绣球属植物的修订 

卫兆芬 

( I E目社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斫，广州5l D 650) ， }·2 
A REVISION OF THE GENUS HYDRANGEA lN CHINA 

W ei Ghaofev 

(So=th China Institute 0f Botany—Academ'i~ Sinica，Ga~ngzhou 510(~5,0) 

Abstract H ydrangea is one of the largest genera of Hydrangeave ae． comprising 

about seventyrthree species． They are disjnnctly distributed in eastern Asia and 

eastern North America and extend southward to the tropics of bo th hemispheres． 

Forty—six species and ten varietieS are now reCognized in China and mostly convent． 

rateel in the regions of South—west China、South China
、Central China、Eastern China 

and Taiwan Province． 

The genus has been intensively studied by many botanists such as Rehder and 

Engler et cetera．Their research work ha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classification 

even though there are some defects 

There are three ira／or taxa or subsections in Rehder’s and Engler's sect．Euhyd— 

rangea，but the characte一8tics show that these three taxa or subsections are in 

different evolutionary stages．The first subseet．Petalanthae is considered as the most 

prim itive one of the three subsections because of having half superior ovary
， exten 

ded apically but not conic capsules，unguienlate petals and reticulate seeds；the second 

subseet．Heteromallae is more advanced in having：Petal without claw and seed 

with longitudinal striations；the third subseet．Asperae is the most advanced one 

because of its totally inferior ovary TherefOre．there is good reason to change the 

three subsections into three separate sections．For the rest two sections i
． e． sect． 

CalyPtranthe and eect．Cornidia，so me modifjcation has also been made
． 

As a result the genus is divided into five sections：1 sect．Petalanthae(Mdxim)． 

W ei：2．sect． Heteromallae (Rehd．)W ei；3．sect．Hydrangea； sect．Cornidia (Rniz 

et Pay．)Eng1．：5． sect．Calyptranthe M axim． 

In addition，in this paper fire new species are described． 

Key word s Hydrangea~revision 

绣球属是东亚一北美间断分布、向南延伸到热带的一个属。亚洲的分布范围，西起东喜马 

拉雅山往北经西藏东南部、陕西南部、甘肃东南部、河北北部直达朝鲜、日本和库页岛中南 

部，往东经我国西}柯、华南、华中、华东至台湾，往南经尼泊尔、不丹、缅甸至爪哇和菲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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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绣球属备分类等级比较 

Table 1 A comparison of classifications of the genus H ydran#ea 

14卷 

宾，美溯的分布，仅跟于北美洲东部和中、南美洲西部。全世界约73种，我国有47种和11变 

种。在编写 《中国植物志 》的过程中，笔者对本属植物作了进一步整理，现报道如下。 

1 属的筒史 

Hydrangea一名是Gronoviusc1139)首次提出的，但根据国际命名法规，这是⋯ t、不合法 

名。1753年，Li：n]laeus采用 了 Gronovius这一名称，并在其专 著 《Spodes Plantarum 》 

中正式建立。自LiDnaeUS以后的一个世纪中，本属植物被记载的种类仍然不多，1830年， 

S~inge在 DeOandolle的 《Prodromus》4卷中也只收载21种。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本 

属植物才被大量发现，种数增加到近5倍。 

随着本属植物种类的不断增加，对本属植物的研究和整理工作也逐渐开展起来。 Maxi- 

mowicz(1867)首次以花瓣的分离或连合及植物的习性为依据，将全属植物分成Euhydrang- 

ea和 Oalypt nthe两 个 组。在 Euhydrangea组 中 包 含 了Petalantha~和 P t0potal 0 

2个系。系的划分主要是依据花瓣在花后宿存时间的长短、平展抑或反折，种子的形状及其 

有无翅等。这些特征，尤其是花瓣在花后宿存的时间很难掌握，而且叉极其不稳定。从这两 

系的种类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同～个系里，常包含两个或三个截然不同的类群，它们中有的 

子房部分上位，也有的子房全部下位，有的种子无翅，也有的种子是有翅，有的蒴果顶端突 

出部分呈圆锥形，有的则不呈圆锥形。很显然，这两个系的概念很混乱，系与系之目的界限 

也很不明确。但是 MaximowicZ这一分组的概念，却一直为后来不少分类学家所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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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 卫兆 芬：中国绣球属植物的修订 

A．Rehde(rl911)和陈焕镛(1954)两位学者在整理国产的本属植物时，也是按照Maxim- 

owlcz的分组方法，把全属分成 Euhydrsngea和 Calyp~ranthe两组，分别包括26种和45种 

植物。所不同的是 Rehder将 Maximewicz的 Euhydrangea组下的serie~改为 subseotion， 

同时修改了Ms．mewi凹的分组和分系的依据。提出以种子翅的有无和翅的着生位置作为分 

组的主要依据I以子房下位或半上位作为分亚组的重要 特 征。根据 这 些特 征，Rehder将 

MaximowicZ的 Euhydrsngea组再分为 8亚组I 1．Subseet．Petalanthae Maxim．亚组， 

子房半上位，种子无翅或具极短的翅，2．Subsect·He,eternallee Rehd．亚 组，予．房 半 上 

位，种子两端具长翅，3．Subseet．A8p ∞ Rehd．亚组，子房下位，蒴果顶端截 平。经 过 

Rehder整理 Euhydrangea组及其组下各亚组的概念比较明朗了。胨焕培的系统 概 念，基 

本上与Rehder的相同。他综合采用了Maximowioz和 Rehder所提出的特征， 只是在分组 

方面他遵循了Maximowiez的主张，把花瓣分离或连合 这 一 特 征 列 为 首 位。同 样按 照 

Rehder提出的特征，在 Euhydrangea组下设立 8个系，这 8系是I 1．离瓣花系 Ssr Pet 

lenthae Maxim．，2．挂苦子系 Ser．Heteromallae Rehd．~3．蜡莲 系Set．Pip+~opetala 

Maxim．。不同的是在第8系中，他仍然沿用了Maximowicz原来柏 P topetal~这个名称。 

Engler(1930)对本属全世界的植物种类作了全面整理，将本属71种分成 3组。前两组 

与 Rehder的概念基本相同， 只是在 Euhydrsnges组中多增了一个亚组 ∞b目eo AmerJ— 

esnae(Maxim．：Eng1．。这个亚组从前被Maximowiez置于Ser．Petalanthae~下的北美溯的一 

个类群。根据 Maximowiez的描述，这一类群的蒴果全部下位，种子具纵脉 纹，但 无 翅。 

故此 En~ler将其独立出来，另立一亚组。巍们仔细观察了这一类植物的标本，它的种子还 

是有翅的，其是这超较短小罢了。另外，Engler又把分布于南美洲和中美浒的~ornidia属 

并入本届作为该属的第三个组 Sect．3．Oornid~a(Ru2z et Pay．)Eng1．。这个组 的 种类 

多为常绿攀援藤本，极稀有呈灌木状，子房全部下位，蒴果顶端截平，种子具纵脉纹，两端 

的翅极短。叶革质，全缘，其与小枝、花序密被星状柔毛。 

E．McClintock (1 957)主要根据本属植物的茎直立或攀援，叶终年常绿或夏绿以及 革 

质还是纸质，苞片圆形或披针形等为依据，将该届分为 Ⅱydranges和 。。midis两个 组。 

他把本属所有的落叶种类统统归到 Hydrangea组中，并在其下设立 6个亚组I 1．Subsect． 

Americanae 2．Subsec~．AsperaeI 3．Subsec~．Oal tmntheJ 4．Subseot．PetslanthaQ} 

5．Subsect．Hotercmallae，6．Subseet．Macrophyllae。从这 6个亚组的排列上我们可以 

看出，M0Clintock的系统概念更为混乱，‘缺乏进化和系统的观点。 

2 主要形态特征的演变与属下等级的划分 

绣球属植物的基本特征是落叶或常绿灌木或藤本，子房由近半上 血至全部下位，蒴果嘎 

端突出或截平，花瓣分离或合生，具爪或无爪，种子具脉纹，有翅或无翅等。然 而不 同 的 

种，其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也是 明显不同的，只要进行系统分析，就可覆出这些形态特征的演 

化趋势。 

2．1子房与花萼燕合的程度 

本属植物的子房与花萼由部分连合至全部连合，因此子房也由部分上位至全部下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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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属植物种类内，有些种的子房2／3上位，有些种的~U：／2或1／3上位或者全部下位。因此，具有 

子房2／3上位或：／2上位的类群比子房1／3上位或全部下位的较为豫始。 

2．2蔫果顶端突出或鼍平 

有些种的蒴果顶端突出，有些种蒴果顶端不突出(截平)，有些种蒴果顶端突出部分星圆 

锥形，有的则不呈圆锥形，本属植物其蒴果顶嘴突出，而且突出部分不呈圆锥形的类群显然 

比蒴果顶端不突出或者突出部分呈圆锥形的较为原始。 

2．3花■分1|囊建合 

本描植物的花瓣大都是分离的，只有少数种类的花瓣连合成冠盖状花冠，在花瓣分离的 

类群中，有些种的花瓣基部具爪，有的种花瓣基部无爪而截平。在本属的种类中，花瓣分离 

基部具爪的类群要比花瓣连台成冠盖状或者花瓣分离丽基部无爪的较为原始。 

2．4种子脉敏捧耕形式厦其宥无囊 

本属植粝的种子都具有脉纹，只是有些种种子的脉纹里网状，而有些种种子的脉纹则里纵 

条纹状。商时在种子具网状脉纹的类群中，其种子通常无翅，丽在种子具纵脉纹的类群中， 

其种子通常于两端或周边有翅。在本属植物中，种子有网状脉纹且不具翅的类群被认为比那 

些种子具纵脉纹、两端或周边有翅的类群较为原始，而种子两端具翅的类群又比种子周边有 

翅的较为原始。 

此外，绣球属植物中，茎直立的种类要比攀援的种类较为原始。 

分析 上述几个主要特征的一般演化趋势后，现在再回过头来对前面提及的几个系统， 

主要是 Rehder和Englor的系统进行分析和讨论组台，以求对本属植物的系统位置，更能反 

映其种系发生和发展的自然规律。 

从表 1可以看出，自Maximowicz 开始直到 Engler 和陈焕镛等学者，在他们的系统 

概念中都有一突出的共同点，那就是在其第一组 Sect．Euhydrangea中，均包括了三个在演 

化程度 上相当不同的类群，也就是组中的三个亚组或系。从外表上看，这三个亚组或系都有 

它们各自不同的特征。从这些表面特征多少可以看到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各自的演 

化趋势。例如，第一亚组 Subsoct．Petalanthae所表现的特征是子房2／3～1／3上位，蒴果顶端 

突出，突出部分非圆锥形，花柱基部分离，种子具网状脉纹，无翅，花瓣分离，基部通常具 

爪。常为矮小的亚灌木，枝的髓部一般较大。第二亚组 Subsect．Heteromall~ 的特征是子 

房也是半上位或大部分上位，蒴果顶端突出部分星圆锥形，拢柱基部连合，种子具纵脉纹， 

两端具长翅，花瓣分离，基部截平。多为高大的 灌 木，枝 的 髓 心 逐 渐 变 小。第 三 亚 组 

Subsect．Asperae的特征是子房全部下位，蒴果顶端截平，种子具纵脉纹，两端具矩翅或有 

时翅不明显，花瓣分离，基部截平。灌木，植株较高大，枝的髓部变小。 

从上述几个方面综合分析，再比较这三个亚组的特征，我们可以认为第一亚组是原始的 

类群 (即本届最原始的类群 )，第二亚组次之，第三亚组较为进化。然而，第二亚组以其予 

房半上位与第一亚组有着一定程度的联系，又以其种子具纵脉纹和花瓣基部无爪却又与第三 

亚组存在着一些相似之处。当然，月前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理由来证实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准 

确无误，但是根据这些外部形态的相似性，也可以看出它们之闭内在的 一些联 系。故此，我 

们将这三个亚组提升为三个独立的组。其余两个组 sect．Calyptranthe和 seot．Cornidia基 

1)愚 格勒曲第 三 砸组 成j ^第 四距组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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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按照 Engler的系统安排，但在分组特征上和组的排列上作了一些修改和调整。这样 使 

术届的系统概念就不会混淆不清了。 

修订后的绣球属植物共分为五个组，其排列 顺 序 为l 1． 离 瓣 组 Sect．Petulantha~ 

(Maxim．)WeiI 2．挂苦子组 Sect．Heteromallae(Rehd．)Wei，3．绣球组 Sect．Hydrangea 

4． 星毛组 Sect． Cornidia (Rutz et Pay．)Engl,t 5．冠 盖 组 8ect． Calyp~ranthe 

Maxim ． 

分组检索寰 

1．子房2／3—1／3上位；茹果顶端突出。 

2．蒴果顶端突出部分非圆锥形；花瓣分离，基部通常具爪 种子具网状脉纹，通常无翅魂 罕 有 极短 的 

翅：雄蕊近等长，较长的于花蕾时不反折⋯⋯⋯⋯⋯ ⋯⋯·-1．寓瓣组 Petalanthae(Maxim．)W ei 

2．葫果顶端突出部分圆锥形；花瓣分离．基部截平；种子具纵脉纹，两端具长翅；雄蕊不等长，较长的 

于花营时 反折⋯⋯⋯⋯⋯⋯⋯ -⋯⋯⋯⋯⋯-⋯⋯⋯⋯ ⋯“2．挂苦子组 Heteromallae(Rehd．)Wei 

1．子房完全下位：蒴果顶端截乎， 

吧．花瓣分离，基部截平；种子两端具翅。 

4
．
叶有锯齿．与其小枝和花序被非星状毛：苞片披针形 或长卵形，初时非紧包着花序 (除长 时 绣 球 

H．1ongifolia Hayata外)：灌木或小乔术⋯⋯ ⋯⋯⋯⋯⋯⋯⋯⋯⋯⋯⋯一3．绣球组 Hyd range~ 

4 叶无锯齿，垒缘．与其小枝和范序密被星状毛：苞片大面卵圈彤，初时紧包着整个花序：攀援藤本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4．星毛龃 Co rnidia (Ruiz et Pay,)Engl 

3
． 花瓣适合成冠盖状：种子周边县翘 攀援藤本⋯⋯⋯⋯⋯⋯⋯⋯⋯S．冠盖组 Calyptranthe Maxim． 

3 分 类 

绣球属——Hydrangea Linn．Sp．P1．397．1753 et Gen．P1．od．5：189．1754． 

— — H e rtensia Comm．ex Juss．Gon．P1． 214⋯ 1789 Cornidia Ruiz＆ PaV． 

Prod．53 1794 Sd rcOStyles Presl ex Se r．in DC．Prodr．4：15．1830． 

，  属的模式种：H．arboreseena L． 

组1．离瓣组——sect．Petalanthae(Maxim．)Woi，star．nov．—— r．PelaIan- 

lhae Maxim． Mom．Acad ＆ i．St． Petersb． Set． 7，10(16)：6．1867． P．P．(exc1． 

ovario infore)：Chun in Acta Phytotax．Sin．3(2)：119．1954．—— Subsect．Peta— 

lanlhae (Maxim．)Rehd．in Sargent，P1． W ils．1：37．1911．P．P．(exd．H ．rllo- 

elIendor／／ii t~ance)；Eng1．in Eng1．11． Prantl，Nat． Pflanzenfam．Auf1．2， 

18a： 203．1930．mu．t．char． 

Ovarium 2／3—1／3 superum；capsulae apex productus tubum calycis superans， 

parto producto non conico：pet~la soluta， basi unguiculata； sem ina reticulata， 

exalata vel alis obscuris；stamina subaequlia，longiora i12,gemmis inrofiexa． 

本组的模式种：H．hirta(Thunb．)Sieb． 

本组约3O种，我国有2O种3变种。 

3．1倒卵绣球 (植物分类学报 ) 

Hydrangea obovatifolia H~yata，Icon．P1． ]~'ormos． 3：109— 1913 H ． 

angus~isepala auet．non Hayata：Chnn D Acta Phytotax．Sin·3(2)：120．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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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quoad spoolm。T·Tanaka ＆ Shimada 10996 17856)· 

分布t 台湾恒春，基隆。 

a．2中冒婿球 (植物分类学报 ) 

Hydrangea ehinensis Maxim．in M6m． Aoad． So1． St． P~tersb． 8er-7， 

19(16)：7．1 867(exo1．Oldham 110)．—— H ．angustipetala Hayata in Journ·Cell· 

So1．Tokyo 30：107．1911．syn， nov．——H．angustifolia Ⅱayata， Icon-PI· 

Formos．1：p1．32．1911．—— H ．umbellata Rehd．in Sargent，P1． W ils． 1：25- 

1911．— — H ．angustisepala Hayata op．oit．2：4．1912．—— H ． chloroleuca Diels 

in Not．Bet．Gart．Berlin 9：1027．1920．Syn．nOV．—— H ．angusHpetala Hayata 

Vat．major W．T Wang et Nie in Bul1．Bet．Res-1(1_2)：51·1981·——H·]iang‘ 

xiensis W ．T．Wang et Nis op-oit．1(1‘2)：52·1981·syn·nov· 

Maximowlcz在发表本种时，同时列举了两号标本。一是 Fortune A42，1845年采自浙 

江舟山岛 是 Oldham 119，1 8 64年 自台湾淡水采得。当时 MaximowioZ并未指定那一号标 

本为模式标本。1957年，MoOlintock在其 A monograph of the genus Hydrangea 

— 文中重新选定Oldham 110 Ioctotype而IFortuneA42则为syntype。现经查证，O1dham 

110应属 H．glabH[olia Hayata，如今，此种已归并入 H．macrosepala Hayata中· 

本种主要特点是予房和蒴果大半上位，蒴果卵球形，花柱直或略叉开，孕性花黄色，上 

述各种与本种是 同一类型，故此予以归并。 

分布；台湾台北、宜兰，福建西北部，浙江东北部至西北部，安徽黄山、垒寨j江西丈 

部分地区}湖南西北部至西南部，广西东南部、东北部至北部和西北部。 

3．8莽山婿球 (新种 )图 1 
Hydrangea mangshanensis W ci，sp． nOV·—— · chinensis auot· non 

Maxim．：Chun in Aeta Phytotax．Sin，8(2)：119．1954．P．P-(quoad sp~im·u· 

L． Tso 20802、 20389、 20839、 20909、 21020．, 21093； S． P．Ko 51360， 51400、 

52625：S．H．Chen 1602， 2587、 3562；P．H．Liang 8359]、 84724； Shao Yu 45， 

46：N．K．Chen 42884)． 

8Decles affinis H ．chinensis Maxim．，sod ramulis pM lidis corticihus non 

deoorticantis．petalis florum forgilium minoribus，elliptico—rhombe~，2— 2．5ram 

longis，ciro．1ram latis，oap~ulis propo globosisJ somisuperis dist5no~a· 

Frntex 1—2 m altus；ramuli iuvenili loviter rubiginosi，oum inf】oresoontii8 

denso orispe puhescentes，v。 sti pallidi，]aeves，cOrtioibus non decorticantis· 

Folia elliptica vel oblonga 7— 1 1 om longaJ 2．5— 4 om lata，apice acum inata vol 

broviter OⅡm inata．basi late ouncata，m argine supra basin laxo ser rulota vel 

grosse setrata． m embranaoea， atrovirentes， laxe adpre~se hispida ∞ crIspe 

pubescen~es pills in nerve donsiorihus，subtus viridula，glahra；nervi latoralOS 

oiro．6-jngi，curvati，subtus prominuli J nervulis laxe retiformibus utrimquo 

conspiouis；petioli 1—2em longi．supra Boons eanalem orispe pubescentis-Corymbos— 

ooy∞ae tsrminales，4— 7cm diam．，apioe planae vel paulo oonvex~te；ramis 3— 5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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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ilibus；flores steriles paul；sepala 3— 4，rhombicc-elliptka re]triangulo- 

ovata，paulo inaequalia，in ramulo fruetifero 1． 一 2cm longa，1— 1 ．7cm lata， 

integra；flores fertiles multi；ealyois tubi 

oupiformeS．care 0．7— 1．5ram longt st lati， 

dentIbUS deltoidi，care．0．5mm longi l~tala 

membranacaa，elliptieo-rhombea，parVlOra， 

2— 2．5m m longa， care． Imm lata， basi 

breviter ungutculata； stamina 10 J subae— 

qualia，1．5— 2．5mm longa，antheris oblong— 

is； ovaria sem isupera； styli 3— 4， otto． 

Imnl longi， erecti eel leviter patentes， 

stigm attbus inorassatis sem i~ircularibus． 

Capsulae subglobosae∞ Ⅲ style 3．5— 4mm 

longae， 2．5— 3 mm latae， parttbus liberis 

capsulae 1．2一 1．5 mm ]ongis，tubum caly— 

eiS subaequantidus； sere ina brunneola， 

subciToulares eel late obovata，oiro．0．5ram 

longaJ compreSSa， exalata，Teticulata· 

本种与中国 绣 球 H．chlnensis Maxim·近 

似，但其老枝获白色，树皮不剥落J孕性花花瓣 

较小，椭圆状菱形，长 2—2．5毫 米，宽 约 1毫 

米，蒴果近球形，半上位而不同。 

湖南 (Hunan)I宜章 (Yizhang)，莽山 

(Mangshan)，河边谷地，海拔980米，1957年 

6月 9日，刘林翰 (L．Ⅱ．Liu)589(Typus， 

(Guangdong)I乳源 (Ruyuan)，山 谷 密林， 

3．4西南绣璩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图1．莽山绣球Hydra叼 口mangshanensls 

W ei． 

1．花枝}2．花j 3．花辨I 4．难蕊J 5．雌蕊a 

6．蒴果 (邛盈丰鳢 ) 

SOBI)，同地，陈少卿2582，3562。广东 

海拔1500米，邓良5519(SOBI)。 

Hydrangea davidii Franch．in Nouv．Aroh．Mus．Hist．Nat．Paris Set．2。 

8：227(P1．David．2：44．) 1885．— — H ．0 rbostiana L6v1．in Bul1．Aead． Internat． 

Googr．Bet．12：115．1903．— — H ．davidii Franch．ear．arbostiana L言v1．P1．Kouy- 

Teh~ou 387．1915．——日．yunnanensis Rehd．in Sargent，P1．Wils．1：25．1911． 

syn·nov· 

本种分布较广，形态特 变化较大。Rehder将产于云南南部的持有 孕 性 花 的 萼 齿较 

短，三角状卵形，花瓣倒卵形，先端钝，花柱于花期顶端外弯，果期于中部以上外弯等特征的 

植物定名为 H．yannanensis，并与产于四川中部的孕性花萼齿狭披针形，长1．5— 2毫米， 

花瓣狭椭圆形，先端渐尖且具长尖头，花柱于花期先端直，仅于果期顶端略外弯的本种相对 

比。但是，我们最近仔细地观察了四川、云南、贵州的大量标本，发现自N)tI中部往南和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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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至云南北部和东北部以及贵州西南部的这类植物，其孕性花花瓣逐渐变宽，顶 端 尖 头 变 

短，接近于倒披针形，而且在同一朵花中，个别花柱顶端已略外弯，果期外弯程度较大 因 

此，笔者认为 H．yunnanensis Rehd．与本种是 同一类型，应予以归，{ 。 

分 ：四川中南部至东南部}云南南部至东北部和北部’贵州巾部和 南部 

3．5大瓣翳璩 (植物分类学报 ) 

Hydrangea macrosepala Hayata Icon．P1．Formos． 3：108 1913 H ． 

glab rifolia Itayata印．cit．3：106．1913．——H．yayaemensis Koidz．in Bot． 

Mag．Tokyo 43：349．1929——H．／ormos．．~Koidz．1．c．——日．chinensis auot． 

non M axi．：M axim ．in M 6m ．A cad．Sci．St．Petorsb．SCr．7． 10(16)： 7．1 86 ．P． 

P．(quoad specim．Oldham 110) Chnn in Aeta Phytotax． Sin．3(2)：119．1954 

(quoad specim．S．Suzuki 3506B 4258；S．Sasaki S．n．华南植物研究所标本150468)． 

本种与中国绣球 H．chinensis Maxim．相似，但本种蒴果纺犍形， 半上位， 柱头沿花 

柱内僦下延至中部}叶干后两面呈褐色，无毛，边全缘或中部以上具小尖齿，且微反卷而不同。 

分布；台湾北部。 

3．s擤叶靖球 (植物分类学报 ) 

Hydrangea stenophylla Merr．＆Chun in Sunyatsen!a l：50．1930—— 
H ．steno ŷlla Morr．＆ Ohun Var．decorticatⅡauct．non Ohun：in Aeta Phy— 

totax．Sin．3(2>：133．1954(quoad sp~cim．Y．Lee 1066 0>． 

分布：广东北部和西部}江西南部。 

3．7临桂靖璩 (植物分类学报 ) 

Hydrangea linkweiensis Chun in Aota Phytotax．Sin．3(2) 125．1954． 

分布：广西兴安、临桂、金秀。 

3．7a利J』I绣球 (新拟 ) 

‘ Hydrangea linkweiensis Chun Var．subumbellata(W ．T．W ang)Wei comb． 

nov．—— H ． angustipetala Ha)'ata Var．subumbella~a W ．T．W ang in Bul1．Bot． 

Ros．“ 1— 2>：51．1981· 

本变种与原种不同之处，在于叶较小．下面无毛；蛸果—椭 圆 状，宽 约2．5毫 米}花 瓣 

狡，近宿存，花后与萼齿常反折。 

分布：湖北利川、宣恩。 

3．8紫枝绣球 (植物分类学报 ) 

Hydrangea vinicolor Chun i” Acta Phytotax．Sin．3(2)： 1 29．1 g5{—— 

Dichroa ffistyla W ．T．Wang et Nie in Bul1．Rot．Res．1(1— 2>：55．1981．syn． 

nov． 

本种与狭叶绣球 H．1ingii Hoo的叶 F后两面均呈暗紫红色，无毛，有光泽。但本种舶 

叶较大，孕性花花瓣白色，狭椭圆形，长3．5—4．5毫米，具中脉和 1对离伽_脉，萼齿披针形， 

长1．5— 2毫 米，花 后 期 长 达 8毫 米。Dichroa f ristyla w．T．Wang应 本 种。而 

H．1ingii Hoo的叶较狭小，孕性花花瓣淡黄色，倒卵形或阔倒卵形，长2．5—3毫米， 与本 

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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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江西寻邬；湖南江华、道县}贵州三都；广西东部，广东离要、梅县、大埔。 

3．9头叶婿球 (耨拟 ) 

Hydrangea lingii Hoo in Acta 

Phytotax．Sin．1(2)：195 1951 H ． 

chinensis auet．non Maxim．： Ghun in 

Ao七a Phy~otax． Sin．3(2)：119． 1954 

(quoad speeim．P．0． I~soong 646； H
．  

H ．Ohung 3294)． 

分布；福建崇安 顺昌、南平、三明 

永安、德化。 

3．1O朱光婿球 (植物分类学报 ) 

Hydrangea eaudida Ohun in 

Acta Phyt~ax．Sin．3(2) 128． p1．9． 

1 g5d． 

分布：广西防城十 大山。 

3．11细棱婿球 (植物研究) 

Hydrangea grae|l|s W ．T．W ang 

e七Nie in Bul1．Bot．Res． 1n一 2)：49． 

1 981．—— H ．chinensis auct．non Ma~xi— 

m．：Chun in Aota Phytotax．Sin．3(2)： 

119．1 954．(quoad specim．P．H．Liang 

86193)． 

分布；江西遂川j湖南桂东。 

8．12酥■婿球 (植物分类学报 ) 

盟 2 盘果绣球 Hydrangea discocarpa Wei 

1果枝-2薅果j (邓盈丰路 ) 

Hydrangea eoenobialis Chun in Acta Phytotax Sin．3(2)：131．p1．10． 

1954．— — H ．eoenobialis Chun var．aculldPns Chun op．cit．3(2)：132 1954 

H ．stenophylla Morr．＆ Ohun vat．deeorlieala Chun 0p．eit．133．1954．P．P．—— H ． 

chinensis auct．nOn Maxim．：0hun 0口．cit．3(2)：1 1 9．1 954 (quoad speoim S．S． 

Sin．1806 22114 23256；G．Wang 401 63)． 

分布：广东中部至北部}广西恭城，象州 金秀、田林。 

3．13上思婿球 (新拟 ) 

Hydrangea shaoehingii Chun in Acta Phytotax．Sin．3(2)：121．p1．6．1 954． 

分布{广西上 思 

3．14广东婿球 (植物分类学报 ) 

Hydrangea kwangtungensis Merr．in Journ．Arn．Arb．8：7．】927—— H ． 

dn fⅡ” 口"s拈 Merr．var．ellipliea Chun in Acta Phyi~ax．Sin．3(2)：123．1954． 

分布。广东英德、翁源、大埔}广西上思；江西全南。 

3．15粤西婿球 (植物分类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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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angea kwangsiensis Hu in Journ．Arn．Arb．12：152．1931． 

分布：广西东北部至北部’贵州东南部。 

3．15a白皮绣球 (植物分类学报 ) 

Hydrangea kwangsiensis Hu Yar．hedyotidea(Chun)C．M．Hu广 东 植 

物志 2：209．1991．——H．hedyotiden Chun in Acta Phytotax．Sin．3(2)：135 p】． 

11 1 1954．— — ．brevipes Chun op．tit．3(2)：137．p1．12．1954． 

本变种是胡启明先生1 991年在广东植物志2卷209页中发表的一个标明 “star．no~．”的 

改级新组合，其与原种的区别，在于花序无毛。 

分布：广东北部|广西东部|湖南东南部。 

3．I6藕麓皤璩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 

Hydrangea ehungii R 通．in．Journ．Arn．Arb．12：69．1931． 

分布：福建崇安、南平。 

3．1T一升皤璩 (植物研究 ) 

Hydrangea eaudatifolia W ．T．W ang et Nie in Bul1．Bet．1(1— 2)：54．1 981 

分布。江西黎Jjl武夷山。 

0．18稀魄皤球 (考察与研究 ) 

Hydrangea zhewanensisⅡ日u et．X．P．Zhang in Investig．stud．Nat 7：12． 

1987．一 H ． 口c rophylla (Thunb．) Ser．Var． normaIis aⅡot．non W iIs．： Chun 

in Aeta Phytotax．Sin．8(2)：127．1 954(quoad sl~eeim．S．Chen 484)． 

本种与山绣球 H．m∞ rophylla(Thunb．)Ser．Vat．normalis Wils．近似，但本 种的 

叶椭圆形或菱状椭圆形，侧脉纤细，弯拱，两面沿脉密被卷曲短柔毛，边缘具锐尖齿。山绣 

球的叶倒卵形，侧脉较粗，直而斜举，两面无毛或几乎无毛，边缘具钝圃齿而不同。 

分布t安徽歙县，浙江天 召山、天 台山。 

3．I9 独龙绣球 (新拟 ) 

Hydrangea taronensis Hand．一Mazz．in Anz．Akad．W iss．W ion，Marh．-Nat． 

62：144．1 925 et Symb．Sin．7： 442． tab． 8． fig． 11． 1 931．—— H ． yunnanensis 

anct．non Rehd． W ．W ．Smith in Not．Bot．Gard．Edinb．17：276．193O． 

分 布z云南西部至西北部。 

3．2D绣球 (群芳谱 ) 

Ⅱydrangea maercphylla(Thunh．)Set。inDC．Prodr．4：15．1830．—— Viburum 

mⅡc rophylIum Thunb．F1．Jap．125． 1784．—— H ．r c rophylla (Thunb．) Ser．f． 

otahsa W ils． in Journ． Ar21． Arb． 4(4)： 287 1 923 H ． mac rophylIa 

(Thunb．) Ser．f．hortensia (Maxim．)Rehd in Journ．Arn．Arb．7(4)：240．1 926． 

— — H．macrophylla(Thunb．)Ser．var．otaksa Bailey，Man．Cult．P1．475．1949． 

分布：福建、广东、贵州、云南、四川 。日本。 

3．20a山绣球 (植物分类学报 ) 

Hydrangea maerophylla (Thunb．)Set． var． normalis W ils．in Journ． 

Arn． Arb． 4(4)： 238 l923 H ． ，加 crophylIa (Thunb．) Set． f． fie rmal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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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il日·) Ⅱar in K itamura add G·Murata， Coll· Ill· W ood·Pl_Jap．2：11
．

4· 

p1．94．fig．580．1 979． 

本变种与原种的主要区别，在于花序只有少 

数不育花，多数为孕性花，花序顶端平，非近球 

形或头状。 

分布：浙江莫干山和广东沿海岛屿。生于山 

谷溪边，海拔690米。 

组2．挂苦子组 一 8eot．2．Hetoromallae 

(Rehd．)W ei gta七．nOV．一 Subsect．Hetero— 

mallae Rehd．in Sargent， P1． W i1日． 1： 38． 

1911；Eng1．in m g1．u．Prantl，Nat．Pflan— 

zenfam．Auf1．2，1 8a 204．1930． P．p．(exc1． 

H．ob{ongifoIia B1．．H．tobbii Maxim．et。 

pubiramea Merr．)j MoClintock in Ptoo． 

Calif．Acad．Sci．29(5)：211．1957．— — Ser． 

2．Piptopetalae Maxim．in M&n．Acad．Sci． 

St． P~tersb． Set． 7， 10(16)：8．1867,P．P． 

(quoad H 。 paniculata Sieb． et H ． vestita 

Wal1．)． Ser 2 Heteromallae (Rehd．、 

Chun in Aeta Phytotax． Sin． 3(2)：139． 

1 954． 

图 3 毡毛绣球Hydrangea coacla W ei 

1果枝，2翦果，8种子 (邓盈丰绘) 

’ Ovarinm 1／2 vol 1／3 superum；capsulae apex oxtensuS tubum calyois supe— 

raⅡs，parle ox~enso conico；peta／a solu~a，basi truueats；scmina lengistroSUm 

striata et utrinque anguste tongialata； stam ina inaequalia’ longiora in 

gemm is refera． 

本组的模式种；H．heteromalla D．Don 

本组有11种 3变种，我国有10种 3变种。 ， 

3．2l圈锥绣球 (中国植物图谱 ) 

Hydrangea paniculata Sieb．in Nov．Act．Acad． Caes．Leop．Carol 14(2)： 

691。1829．—— H ．hamienkii L6v1．in Bul1．Acad．Googr．Bot．12：11 5．1903．—— 

H．sdĉd?f”P sis IJ6v1．in FMde，Report．8p．Nov．8：282 1910 H．~chln 

dferi EDg1．in Engt．11．prantl，Nat．Pflanzenfam ． Auf1． 2， 1 8a： 20 3．1930． 

— — 』 ．veriicillata W ．H．Gao in Ac毛a Phytotax．Sir．25(5)：41O．1987 syn．nov． 

分布；华东、华中、华南、西南、甘肃等地和 日本、库页岛。 

轮叶绣球 H．verticillata W．Ⅱ．Gao，叶3片轮生，这在圆锥绣球也经常出现。此外， 

其叶 形、毛被以及花序等特征也与圆锥绣球无异，故予以归并。 

3．22白霄绣球 (植物分类学报 ) 
Hydrangea hypoglanea Rehd．in Sargent，P1·Wils·1：26·191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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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湖北西部至西南部J湖南西北部|贵州东北部。 

3．22a陕西埒球 (新拟 ) 

Hydrangea hypoglauca Rehd．Vat．giraldii (Diels) Wei comb nOV 

H ．gi r口Idii Diels in Eng1．Bot． Jahrb．舶 ： 373 1900 H ． bretsehneiderl 

Dipp．Vat giraldii(Diels)Rehd．in Sargent，P1．Wils．1：39．1 9 1 1． 

本变种与白背绣球叶下面同被颗粒状小腺点，但其叶下面密被糙伏毛状粗长毛，与白背 

绣球不同。 

分布：陕西眉县，太 白县|四川奉节、石柱。 

3．22b髑鼻白膏蠕球(植物分类学报 ) 

Hydrangea hypeglauea Rehd．Vat．ebovata Chun in Acta Phytotax．Sin． 

3(2)：141 1954 日．hypoglauca¨ ct．nOn Rehd．：Chun 0p．tit．3(2)：140． 

1954 (quoad spocim．H ．T．Tsai 53723， 54135、 58090)． 

本变种的特点是叶长倒卵形，下面被稍弯曲的短柔毛，花柱长约1．5毫 米，上 部 稍 扩 

大，柱头近头状 

分布 云南西北部。 

3．23橙潘蠕球 (植物分类学报 ) 

Hydrangea sungpanensis Hand．一Mazz． Symb．Sin．7：444．Tar．8．Abb． 

10．1 931． 

分布：四川松潘、雷波|云南风庚、镇康，禄春。 

3．24东奠蠕球 (植物分类学报 ) 

Hydrangea bretschneiderj Dipp．Handb． Laubh． 3：320．fig．171．1 893． 

— — H ．vestifa W al1．Vat．pubscens Maxim．in Mem．Acad．Sci．St．Petersb．8衄● 

7，10(16)：10． 1867 (exc1．synon．Decaisne’s)—— 爿 ．bretschneideri Dipp．Vat． 

glab rescens Rohd．in Bailey， Cyc1．Am．Hort． 2：784．1900 st Sargent。 P1． 

W ils．1：579．1 913．一 H ．xanthoneura Diels var．glabrescens Rehd．叩 ．tit．1： 

27·1911． 

分布：河北、山西，河南、陕西、宁夏，青海、甘肃 

0．25挂苦蠕球 (植物分类学报 ) 

Hydrangea xanthoneura Diels in-Eng1．Bdt．Jahrb．29：373⋯1 900 一H． 
xan／honeura Diels Var．wilsonii Rehd．in Sargent，P1．W ils 1：27．1911． H． 

pubinervis Rehd．1．e．syn．nov． 

本种主要特点是二年生小枝具皮孔，有时一年生小枝亦有皮孔|花序分枝不等粗，中央 

1枝往往较粗长。排毛绣球 H．pubinerois Rohd．除了叶下面脉上的毛较密和也较 淡外， 

其余与本种无异，故予以归并。 

分布：四川各地，贵州雷山，水城|云南丽江、永善。 

0．2Sa 四JJI挂苦绣球 (植物分类学报 ) 

Hydragea xanth0neur丑 Diels Var．setchuenengis Re．hd．in Mitt．Seutscl1． 

Dcndr．Gcg 21：】6 8．1912 ct Sargent，P1．W ils．1：579⋯1 91 3 一H ．xaothonë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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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ls var．sikandensis Chun in Acta Phyotax．Sin．3(2)：1 44．1 954．syn．IIOV~ 

分布。四川东部、北部和中部}湖北西北部。 

：3．26麓缱嚣球 (植物分类学报 ) 

Hydrangea mandarlnorum Di eJs 

in Eug1．Bat．Jahrb．29：372．1900． 

分布；四川南』IiJ云南西北部。 

3．27■针嚣球 (植物分类学报 ) 

Hydrangea dumieola W ． W ． 

Smith in Nat．Bat．Gard．Ediab．10： 

39．1917． 

本种的特点叶下面脉上 被 白 色 针 状 

毛j孕性花花瓣黄色，花药紫蓝色。 

分布；云南西部和西北部。 

3．2。太果嚣球 (植物分类学报 ) 

Hydrangea maeroearpa Hand． 

- Mazz．in Anz．Anz．W iss．W ien．M ath． 

一 Nat． 62：144．1925．et Symb．Sire  7： 

4 43．1911． 

本种标本未见 根据照片和原种描述， 

叶为长卵形，基部浅心形或截平， 与自绒 

绣球不同。 

分布：四川会理与米 易 之 间 的龙 肘 

山，海拔3100--3500米。 

3．29白缱嚣球 (植物分类学报 ) 

围 4 圆叶绣球Hydrangea rotundifolia We i 

1果技， 2蒴槊-8种子 (酃姓丰绘 ) 

Hydrangea molle (Rohd．) W ． T． W ang in Bul1．Bat．Res． 1(1—2)：54． 

1 981．— —H ．heteromalla D．Don vat． molle Rehd． in Sargent． P1．W ils．1： 

151．19]2 Chun in Aeta Phytotax．Sin．3(2)：147．19 54． 

本种叶下面密被灰白色长绒毛，与大果绣球相似。但叶为椭圆形，基部阔楔形或钝而不同。 

分布：云南中旬、大理、禄劝，四川盐源。 

3．30擞皱嚣球 (新拟 ) 

Hydrangea heteromalla D。 Don． Prodr． F1． Nepa1．211． 1 825． — — 

H．口P f如 Wal1．Teat．F1．Nepa1．2：t．49，1 826(nora．nud．)——一H．heter— 

omalla D．Don Vat．pa rviflora Marquaud＆ Shaw in Journ．Linn．Sac．Bat． 

48：183．1928． 

本种蒴果较小J叶下面密被灰白色微绒毛，与大果绣球和自绒绣球不同。 

分布。西藏南部和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东北部}四川西南部和西部。尼泊尔、 印度东 

北部、锡金，不丹也有分布。 

组3．绣球组一 Sect．3．Hydrangea；Maxim．in M&n．Acad．Sci．St．P~ter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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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7，10(16)：6． 1867． P． P．(quoad ovariO vel capsula inforo)； Rehd． in 

Sargent．P1．W ils．1：37— 4O．1911．P．P．(ino1．Subsect．3．Asporae) Eng1．in 

EDg】．u．Prantl，Nat。Pflanzenfaro． Auf1．2，18a：203-206。1930． p。 p．(ino1． 

OVartO infero)；Chun in AotB Phytotax．Sin．3(2)：II9-I 47．19 54．P．P．(inc1． 

Ser．3．Pfp rope~alae)．rout．char． 

Ovarium  toto Infera； eapsula apice truncata；petala soluta， basi truncata； 

semi~a longiStrOSum striata，utrinque alata vel ala rariSSime brevi obsouza． 

本组的模式种l H．arbor~$o~8 L． 

本组约22种 8变种，我国有13种 3变种。 

3．31马不绣球 (植物分类学报 ) 

Hydrangea aspera D．Don，Prodr． F1．NBpa1． 211— 1825 H ． vestit~ 

Wal1．Yar．fimbria~a Wal1．Cat．no．440B (nora．nnd．)1828．——H．aspera D． 

Don f．emascula~a Chuu in A0ta 

Phytotax． Sin． 3(2)： 153． 1954． 

syn．n0v． — — H ． Strlgosa Rehd． 

var．macrophylla allct．non Rehd，： 

Chun op． oit． 3(2)： 155． 1954 

(quoad speolm．Ⅱ ．T．Tsai 54710)． 

分布；云南除西双版纳 自治州外各 地 

均有分布}四川会理、西昌、峨眉、天全} 

贵州和广西隆林。国外尼泊尔，锡金和越 

南。生于海拔140O一4O OO米高山地区。 

3．32螬莲绣球 (植物分类学报 ) 

Hydrangea stri gosa Rehd． 

in Sargent．Pl_W ils．1：31．1911． 

— — ·H ． rigosa Rehd．var． angus 

i／olia(Diels)Rehd．op．cit．1：32． 

1 911．—— H ． st rigosa Rohd． var． 

sinica fDiels) Rehd．op．vii．1：82． 

1911． —— H ． strigosa Rehd． f． 

sterilis Rehd．in Journ．Arn．Arb． 1匿 
． 器誓 嚣 譬辜 w 果枝●2葫果-8种子(邓盈丰绘) 

11：160 1930 H． rtgosa Rehd．var．1ongifolia Ohun in Aeta PhytOtax． 

Sin．3(2)：154—1954 H． rigosa Rehd．Var．purpurea C．C．Yang inj Acta 

Phyotax．Sin．20(4)：474．1982．s'yn．IIOV． 

本种的叶长圆形、卵状披针形或倒披针形，千后下面灰棕色，新鲜时也有呈紫红色或淡红 

色 ，密被获棕色颗粒状腙点和灰白色短粗伏毛。以上各变种 ，与原变种宴难 区分 ，故予以归并。 

分布 四川东半部j陕西洋县，湖北西部，湖南桑植、永顺}贵州赤水，桐梓。 

3．82a霸叶螬莲绣球 (植物分类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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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drangea strigcsa Rehd．Vat．maerophylla (Hems1．)Rehd．in Sargent， 

P1．W ils．1：32．1911；Chun in Acta PhytOt~x． Sin． 3(2)： 155． 1954． P． P． 

(quoad speeim．A．Henry 2083、6477)．⋯ H ．aspera D． Don VaT．macrOphylla 

Ⅱems1．in Journ．Linn．So。．Bot．23：273．1387． 

本变种的叶大而较薄，干后下面呈灰绿色，毛细小而较稀疏，与原变种不同。 

3．33鬃亳绣球 (植物分类学报 ) 

Ⅱydrangea villosa Rahd．in Sargent．P1．W ils．1：29．1911．——H ． aspera 

D．Don VaT．vdutina Rehd．op．eit．1：30．1911．—— H ．villosa Rehd． gar． ri- 

Ⅱosier (Dials) Rehd．op． eit．1： 39⋯ 1911 H ．villosa． Rehd．VaT．ve1．ti．a 

(Rahd．) Chun in Aeta Phytotxa．Sin．3(皇)：151 1954 H ．villosa Rahd．vat． 

delicatula Chun op．tit． 3(2) 150．1954．syn nov 日 ． fJJ0s口 Rehd．f． 

ster~Iis Rehd．in Journ．Arn．Arb．11：161．1930． 

本种与马桑绣球接近，但其叶f面无颗粒状腺点，密被灰自色绒毛’柱头半环状面不同。 

分布 陕西南部，四川中南部至东部，云南北部、东北部至东南部，贵州北部 至 东 南 

部，广西北部至东北部，湖南西南部。 

3．3‘光柄蠕球 (植物分类学报) 

Ⅱydrangea glabripes Rehd．in Sargent，P1．Wils．1：30．1911． 

分布t湖北房县。 

l3．35盘果绣球 (新种 )图 2 

Hydrangea diseoearpa W ai，sp．n0Vi 

Speeies afflnis H ．Iongipi Franeh．， sod floris fertilis dentibus calycis in 

fructificationem patentibus． diseifOrmibus， foliis chartaceiŝ nerVuHS dense 

vetiformitms subtus manifestis， petiolis brsvloribus， ramulfs fuscis， VeteriS 

cortieibus in fragmento tenui solubilibus differt． 

Frutex， ramulis teretibus fuscis， inire breviter et crasso pilosis， cite 

glabratis，vetarnis corticibus in fragmentO tsnui solubilibus． Folia lata ovata， 

4— 8 cm ]onga， 3— 5．5 cm lata apice acum inata， basi leviter cordata vel 

truneata， margine irregulariter serrata， chartaeea， supra brunnea sparse 

albo—puba~ceatia， subtus griseOviridJa， pilis densioribus； nervi laterales 

6—7～jugi，curvati J subtus promipent~，nervulis dense retif0rmrb11吕 sub,us 

manifes~is；potioli 3．5— 4．5 em  longi，glabri． Corymboso-oymae sem ioirculares 

eiro．7 em diam．。ramis bravibus eonfertisque，dense e七adpr eSSe albo—Imbescanti 

bus；floras stariles pauci；hepala 4。oblata，9．9 mm longs 9一儿 mm lata，intsgra， 

emarginata；flore~fertiles ignota．Capsulae inmaturaa，suboampanulatae，infera~ 

apiee truncatae，cite．1×1．5 inln longae st latae， striatae， basi pubescenCeS， 

calycis dentibus parsistentibus ，lata deltoideis eiro． 0．5mm longiS patentibus 

disooideis，stylis 2，brevibus oractisque cire．0．5 mm longiS，stigm atibus  auc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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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o rOduncis；semina inm atura． 

四J rI(Sichuan)：南江县 (Nanj]an：~Xian)，新 民 乡 (Xinminxiang)，灌木，少数， 

19 61年 7月 4口，四川经济植物采集队(Econ．P1．Exp．Siehuan)1 37(TypuS CDBI) 

3．3e蕈尊绣球 (植物分类学报) 

Hydrangea longi pes Franch．in．Nouv．Arch．Mns．Nat．Hist．Paris S6r．2，8： 

227． 1885． 

分布：河北 河南西北部 醚西中南部，甘肃东 南部J四j r『中部，北部、东北部至东南 

部 云南，贵州西北部，湖南西北部和西南部，湖北西部和西南部。 

3．$Ia螺毛绣球 (植物分类学报 ) 

Hydrangea longipes Franch．Vat．fulveseeens (Rehd．) W ．T．Wang(in 

sehed．)，star—nOV H．fMvescens Behd．in Sargent P1．Wils．1：39．1 911． 

— — H．fulvescens Rehd．V ．rehderiana(Schneid．)Ohun in Acta Phytotax．Sin． 

3(2)：148．1954． 

本变种的名称及组合是王文采先生在标本标签 f：首先提出的，经过反复观察比较，作者 

认为无论从花序、小枝及叶形等特性看，H．fMvescens Rchd．和 H．1ongipes Franeh．均 

极其相似 只是 H．fulveseens Rehd．叶下面的毛密而稍长，近交织，且脉上常桃扩展、揭 

色或淡揭色粗长毛以及孕性花淡蓝色，与H．1ongipes Franeh．不同。故此，作者同意王文 

采先生的意见，将 H．fulvescens Rehd．降为变种，置于 H．1ongipes Franch．名 下。此 

外，H．fMveseens var．rehde riana Chun与本变种无论在叶形、毛被和花等特征上 均 实 

在难 以区别，故此将其归并。 

分布：河南西北部 陕西南部 甘肃东南部，四J rI中部和东部J湖北西部。 

3．36b技针绣球 (新拟 ) 

Hydrangea longipes Franch．vgr． 1aneeolata Herns1． in Journ． Linn． 

Soc．Bot．23：272．1887． 

本变种的叶披针形，微弯，长12—22厘米，宽 3--4．8厘米，基部彼形。 

分布：陕西略阳 湖北长阳，宜昌、巴东。 

3．37毡毛绣球 (新种 )图8 

Hydrangea eoaeta W oi，sp．nov． 

Species affinis H ．aperae D．Don，sod foliis subtus pilis heterogeneis tectis， 

aliis cano-hirsutis aliis brunneolo—eoaetis，quibus sibi in coacta conglutinatis， 

or se papyraceis，basi levitsr eordatis distineta． 

Frutex ramulis badiis．striati吕． innio oum petlolls inflorescontiis dense 

cane—hirsutis．cite glabratig．Folia longs ova~a，5— 1 4．5 orn longa， 3．5— 6 cr1] 

lata，apice longe aeuminata， aeum ine obtuse， basi leviter eordata，oraSso papy— 

rac4~，m arginc aristato—Serrulota， in sicco Supra Xerampelina，cans—hispida vel 

scabra．subtas dense pilis heterogeneis tecta，aliis eaD．o—hirsutis，aliis brunneolo— 

coaetis．quibus sibi in coacta eoDglutinatia；nervi laterales 6—7一jugi，eurvati， 

props marginem levi~er sinuati cum narvillis eonnati petloti 0．5— 1．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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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i，crs／~sioreS．supra 嘛na1i0ul矗七i．Corymboso—eymae eImdunculatae，apice Bre— 

uatae，eiro．15 em diam．，ramosae，rm is laxis；ftores steriles longe pedicetlati； 

sepia 4，lmrlmraSoentia，st otund矗tB，1一 1．5 锄 long et lata，bssi ungulata 

unguibus circ．1 mm longlS，margine Serruleta． subtus in nerve pub~ceuth； 

flores fertiles ignoti． Oapsutae cupuhtae， erie． 2．5 x 3 mm ]O~gae Iatavque， 

puberulae．striatae 8— 1OJ apice runcatae,dentibus eMyois p~rsistonibus parviS， 

obtuse—trinagulatis， eire．O．5 mm longis， styli8 persistenibus 2， brevibus， 

supra auctis， patentibus， stigmatilms semiorbiculatis； semtna brunneola 

parvula，oblongs vel lateeu i∞ eirc．0．5 mm longa，complsmata,lbngistrosum 
striata，utrinque oirc．0．3mm longs，apicalia alia latiorilms- 

陕西 (Shanxi)：南郑 (Nanzheng)，遇旱坝(Huihanba)，灌木，生荒山山坡上，海 拔 

1300米，1957年9月19日，傅坤傻 (1【．T．Fu)11045(师 目，】【uN)． 

本种与马桑绣球 ．aspera D．Don近似，但叶下面具异型毛，一为灰白色粗 长毛， 

二为淡褐色毽毛，且两种毛互相粘嫱威氆状，叶原纸质，基部浅心形而不同。 

0．30一●蘑聋 (植物分类学报 ) 

Hydrangea kawakami!Hayata in Journ．0ol1．Sci．Takyo 25：90．1908一 一H． 

05pera auct．non D．Don：Shimizu ＆ Kao in F1．Taiwan 3：36．1977． 

分布；台湾北部、中部和南部。 ’ 

3．39一叶焉聋 (新种 )图 4 

H~drangea rotundifolia wei．sp．n·v． ， 
’ 8pic髑 affin妇 H ．rob．stae Ⅱook．f．＆ Thorns．。sed foliis suborbioularibus 

vel late shevatis，apioe rotundatis cuspidatis， basi late cuneotis obtusisve， 

petlolis tenuibus supra foliorurn exalatis recidit． 

FrutSX Vel arbusoula，eirc．5 m alta；ramuli infuSoati，initio CUm petiole 

infloreSeentiave dense~clpresse infuseato—pubeseentis，postea glabriusculi。cortiei— 

bug in fragmenta solubilibus．Fella suborbieulata vel late obOvata，8．5— 12 oln 

Ionga，7～ 10 em lata，api~e rotundata euspidata， b蜩 i late euneata vel obtusa． 

margine fimbriato—serrulota，ehartacea，in sicco supra albo-veneta， strigosa， 

subtus cinereo—virida。dense cans—pub~soentia pilis sub~lproasis erectis vel leviter 

crispatis；nervi laterales 7—8一jugi，cum costa Supra paulo cOnoavi Sub,us 

prominull，OUrvuti，nervillis retiformibus，翮  ∞ prom tnulSs； pet Jell tenucS， 

4— 6 cm longi，supra foliorum exalati- Corymboso—eymae amplae， frugiferae 

tire． 30 om longae et latae， arcuatae． ramificationibus laxis， braeteolat is 

linearibu8 vel lanceolatis；flores steriles albi，sepalis 4，subaequalfbu s，subrotun— 

datis vel late rotundatis， 1．3— 1．8 cm longis，1．3— 2 ∞ M  basi breviter 

unguic-~ atis，margine supra basin done denttculatis； flores Ignoti． Oapsulae 

multae，eampanulatae，eire．3 m longae et latae，striatae 10，aptce truneatae． 

dentibus calyeis persistentibus， obtuse triangulatis， Cire． 0．5 mm long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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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妇 perreagentibns 2，sire．1．2 mm longis， patentibus；semina brunneola， 

-gusilla，elliptica,circe．0．5 mm longa lCytter complanata，lPngiStrorsumstriata， 

inq e alata，alis 0 1—0 1 2 mm longis，ap~oum leviter dilatatis ． 
，  西藏 (Xizang){波 密 (Bonfi)，通 表 ‘Tongbiao)，灌术，高5米，生于溪边， 

19 S年 9凋 11日，，吴征镒 (G．Y．Wu)5789(Typus，KUN，． 

本种与 H．robusta Hook，f．＆ oms．近缘，但叶近圆形或俩阔卵形，先端圆，具骤尖 

头， 基部阔撰形或钝，叶栖细以及上部叶的柄无翅而不同。 

3．．_40 思嚣 球 (植物分类学报 ) 。 ， 

Hydrangea rosthornil Dtels in Eng1．Bet．Jahrb．29．374．：1900； Rehd． 

in Sargent，PI． W ils l：33．1'911． H  magimowiozH L6v1．in．．Bul1． Acad． 

Internat．G~Ogr．Bet,12：114．1903．_一H ． slriflosa auet．D．On Rehd．： Chun 

in A-sta Phytotax,Sin．153．1954． P。· 一日 ．~frigosa Rehd．Var．macrophylla 

， (Hems]．)anet． HOD．Rehd．：Chun op．eit．S(2)：1 55．1954．P．P． 

分布t四JII、云南、贵州 、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和福建。 

3．41长趣绣球 (新种 ) 图 5 

Hydrangea longialata W ei，sp．nov．—— H ， rigosa Rehd var．~acro- 

phylla suet．D．on．Rehd．：Chun in Acta Phytotax．Sin．3(2)：155．1954 (quoad 

specim．G．FOrrest 9334； Ⅱ ．T．Tsi 56988)．一 H ．aflo g'naSa auet．non D．Don： 

Chun op．sit．3(2)：159．1954 (quoad speolm．Ⅱ．T．Tsal 55064)． 

8pevies affinls HI rosl hornii Die]s,sed seminibus utrinque
．

1onge alatis"alis 

0．5-0．55 mm longis，basalibus paulO brovibus， apice eontraetis， basi eretis~ 

flabellatis，foli／s oblongis，basi obtusis，utrinq~e strigulosis pills subtus leviter 

densis seollS nervure insertis， nervis lateralibus et tranSverSe—tertiis subtus 

elevatis in D．OrV0 multo—tuberculatis tubereulis Save—albis，ceraeois dtffert． 

Frutex 3— 5 m altus，、ramis brunneollbus， obt11se tetragonis， initio 

strigulOsis，cite glabrescentibis．Folia oblonga vel obovato—oblonga， 1 6— 25 om 

longa。7一 lO cin lata， apice acuta vel breviter aeumina~a， basi obtusa vel 

subro~undata，margiae irregulatim seriulota w l duplieato—Serrata， ehartaeea， 

utrimque strigulosa，pills subtus leviter deD．sis~eeus nervum insertis； nervi 

laterales 8--10-jugi，props marginem paulo eurvati；nervi tertii tranSversales 

cum D．orvO laterali subtus elevati in D．erVO multo·tuberculari， tUbereulis 

flavoalbis eeraceis；norvuli rot~formeS， subtus prominuli maeulis eOnspicuis； 

petioli 3— 4 em longi，SUpra eanalieulati，sparse strigulosi． Fruetiferas eorym ’ 

bose—oymae 15—27 om longae，25—30 em latae，apico leviter arcuatae；rhache吕 

e．r~SM subteretes dense fulvo-strignlcsi，laxe ramosi；ftores steriles ampli；sepala 

4，ellil~iea vel suborbieu]ata，subaequalia，in iuflorescentia fzugifera 2_一3．8 om 

longa，1．7—3 5 cm lata，margins subintegra vel supra medium paueidentieulata， 

flores fertiles ignoti．Capsulae D．OD． profundc-campanulatae 3．5— 4．5 om long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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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cm latao， glabraeJ str~atae 10 J tnferae， spice truncatse， perStstent：ibus 

dentibus calycis parvisJ triangulstis tire．0．5 nun iongis，stylis perduras,‘rbus 

2，rarO 3，apice incra~atis J divsricstis； scmir~a rufo-brurl~lea eHiptics vel 

subcircula 0．5— 0．6 mm longs， 0．3一 O．d inln lats， oompresSa， longistrceum 

striats，utrinque longc slats，alis 0．5— 0．55 mm longis，apica]ibus longioribus 

latioribusquc，reticutis，bssalibus spice cOntra~is，bali oretis,flsbellatis· 

云南 (Yunnan)I腾冲(Tcngchong)，1912年，G．Forrest 9334(TypuS，SCBI), 

潞西(Luxi)，1934年2月10日，Ⅱ．T．Tsai 56899，灌木，高3．5米，生于琳中，海拔1750 

米，龙陵 (Longling)，1934年 7月10日，H．T．Tsai 55064潜术，生于山谷，海拔1700 

米。 

本种与乐思绣球H．roslhoruii Diels接近，不同之处在于其种子两端具0．5一O．55毫米 

的长翅，基部的翅顶端缢缩，基部扩大呈扇状I叶长圆形，基部钝，两面被短糙伏毛，下面 

的毛较密，‘沿脉着生，馏脉和横出的三级脉下面隆起，脉上具多数黄白色、蜡质瘤状突起。 

8．驼 繁彩绣球 (植物分类学报 ) 

Hydrangea sargentiana Rehd．in Ssrgeng，P1．W ils 1：29．19 11． 

分 布0湖北兴山。 

3．43长叶绣球 (台湾植物志 

Hydrangea longifolia Haysta in Journ．CoE．So1．Tokyo 25：91．1908． 

syn nov．——H． rigosa Rehd．Vat．Iongifolia(Hayata)Chun in Acts Phyotax． 

Sin．3(2)：155．p1．16 1954 H．invol~orata Sieb．var．1ongifolia(Haysts)Y． 

G．Liu， 台湾木本植物志238．1976． 

本种是1908年 Haysta发表的。1954年陈焕 镛 将其 降级 为 变种， 置 于H．st rigosa 

Rchd．名下。尔后，台湾学者刘业经先后在其台湾木本植物志和台湾树木志中，再次把本种 

改组为 H．involuerata Sieb．的变种。根据本种叶具单毛和分叉复毛的特征，与只有一型毛 

的 H．strigOsa Rchd．和 H．involucrata Sicb．显然不 同。故此，我们认为还是将其独立成 

种为好。 

分布：台湾台东和花莲。 

组4．星毛组 —— 8∞t． Gornidia (Ruiz ct Pay．)Eng1．in Eng1． u． Prantl， 

Nat． Pflanzenfam．3， 2a：75．1 89 1 Auf1．2， 18s：206— 2O7． 19 30 Briq． in 

Ann．Concorv．Jard．Bet．Gcn6vc 20：396． 1919； McOlintock in Proc． Cslif． 

Acad．Sci．2g(5)：231 1957 CDrnf 如 Ruiz et Psv．Fl-Peruviana et Chil． 

ens．珀 Prodr．53．t．35．1794．as genus_l_ Sarcostyles Presl ex Ser． in DG． 

Prodr．4：15．1830． genus．mut．char． 

Ovarium tote infers；capsula apic~ tru ncata persia soluts， basi truncata； 

sem ina longisgrOsum strista，utrinque brevissimc alata； folia
，
ram uli ct inflo- 

re~oentiao stollstopilosa~； bracts ampls，pauoa， csducs； frutices sosndent~ 

sempervircnteS． 

本组的模式种l H．preslii Br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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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约12种，我国有1种。分2个亚组，我国有 1亚组。 

亚组1．单聚伞花序亚组 (新拟) 

Subsect．1_Mon~egia Briq．Ann．Conserv．Jard．Rot．Gen6ve 20：395．1919； 

Eng1．in Eng1．u．Prantl，Nat．Pf~nzenfam．Auf1．2，18a：205．1930；；MeClin— 

t0ek in PrOc．Calif．Acad．Sei．29(5)：232．1957． 

本亚组的模式种I H．presIii Briq． 

本亚组有8种，我国有 1种。 

善．“ 垒缘播球 (植物分类学报 ) 

Ⅱydrangea integrifelia Hayata in Journ． Cel1． Sei． Tokyo 22：131． 

(Enum．P1．FormOS．)1906．—— 日 ．infegra Hayata op．tit．25：90．p1．7．1908． 

分布t台湾北部，中部和东部。 

组5．冠盖组——8ect．5．Calyptranthe Maxim．in M6m．Acad．Sci．St．P~ersb． 

7，1O(16)：1 6．1867；Rehd．in Sargent，P1．W il目．1：40．1911； Eng1．in Eng1． 

U．Pranfl，Nat．Pf]anzenfam．Auf1．2，18a：206．1930．P．P．(exe1．H．sacholin— 

ensls Lev1．)j ahun in Acta Phytotax． Sin． 3(2)： 159． 1954． —— 8ubsect． 

~alyptranthe(Maxim．)McClintoek in Journ．Arn．Arb．37：373．1956 et Proe． 

_aalif．A霸 Sci．29(5)：196．1957． 皿_u ．char． 

Ovarium Ot0 infera；~apsula apiee trunoata； petala eonnata in calyptra 

tote decifua； semina alata ala in extramargine cintra； frutiees soandent~s 

docidui． 

本组的模式种I H．flNOmOlO D．Don 

本组约 3种，我国有 2种 1变种。 

3．45息■播球 (植物分类学报 ) 

Hydrangea anomala D．Don， Prodr． P1． Nepa1． 271． 1825． ———-H． 

altissimo W al1．Tent．F1．Nepa1．t．50，1825． H ． glabra Hayata in Journ． 

Cel1．Sci．Tokyo 25：89．口．5，1908．一 H ．petiolaris auct．non Sieb．＆ Zuec．： 

DⅡnn ＆ Tuteh．in KeW Bul1．Misc．Inform．Add．Ser．10：98．1912． 

分布；甘肃、陕西、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台湾、河 南、湖北、湖 南、广 东、广 

西，贵州、四川和云南。尼泊尔、不丹、锡金、印度和缅甸北部也有分布。 

3．●6册鬻播球 (植物分类学报 ) 

Hydrangea gl矗ⅡcOphyll矗C．C．Yang in Aota Phytotax ．Sin．20(4)：475．1982． 

分布；湖北兴山、巴东、宜昌，四川奉节。 

3．46a鳃毛播球 (新拟 )绢毛藤八仙 (植物分类学报 ) 

Ⅱydrangea glaueophylla C．C． Yang Vat． serieea (a．C．Yang)Wei， 

comb．nOV．一 1t．~nomolfl D．D0n vat．sericea C．C．Yang In Aeta Phy~otax． 

Sin．20(4)：475．1982· 

本变种叶下面密被贴伏、获白色，绢质长柔毛，与原种不同。 

分布t四川灌县、巫溪和南J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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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环江县首次发现大面积珍稀濒危植物一 单性木兰林 

单性木兰 Kmeria seplentrlonalis Dandy,系木兰科单性木兰属．为我国特有的少种属，是国家珍 

稀预危植物之一．据记载，本种：~：1928年南京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秦仁昌先 生 首次在广西罗城县发 

现后一直失踪．时隔50多年．于8o年代初才又先后在贵州省荔波县 广西罗城县桥头 多邪环江县打狗河等 

地重新见到．但都没有象这次所发现的这么集中连片．数量之多 (效百株)和面积 之大 (数十亩 )堪称国 

内之冠；且由单性术兰为主(上层乔木)组成的森林植被类型疆这在广西乃至全国均为新篼录。 
分布区约居隶径108‘31。．北纬25‘3，40~．年平均气温l7一l8℃。年降雨~1500--1600mnt 地处中亚 

．热带的环江县木伦乡附近山地山坡上，海拄高度500--550m．地层主要属石炭纪旋岩，部分地段表面有第四 

纪红土层覆盖．困此，土壤有棕色石灰±和山地红黄壤两类．一般土层较浅薄，裸石面占60 以上。但 林 

内枯枝落叶层铺盖，分解较好。土壤肥沃．环境较湿润． 

森林群落以单性术兰为主．与挂术，创花润捕、红皮安息香．黄樟 枫香等蛆成石灰岩常绿·落叶 离 

叶混变林 

群落外貌星深绿色，平整而茂盛，郁闭度0．9．据样方调查．在100m0范围内乔术种类有 6种．58梯 

相当茂密。乔木层可分为二亚层：第—亚层共有10株．全为单性术兰，树木高大，通直圆满一高度 多在 15 
— 16m．最高18m；胸径—般 15--20cm．最粗达3Icm，分布均句，树冠连续．覆盖度80 ．调 查时有数 

株结果．第二亚层林木高度多为 6—10m，个别llm，树干细小，胸径l一7cm之间，布分均匀 而 茂密· 

由 5种植物蛆成，株效选l8株．其中祧木37株， 占绝对优势． 敬为刨花淘楠 6株，红皮安息香和冬青各有 

2株，石楠 1株，树冠交错连续，覆盖度65 。 

在第四纪红土覆盖的地段，乔木层还有黄樟．枫香等树种。 

灌木层基本上胡是乔术树种的幼树．高度在2．5米以下．以1．5— 2米居多，分布均句，覆盖度 25 。 

以槛术为主，次为单性术兰有16株；这说明单性木兰种子更新是良好的。其它种类还有红皮安息香、粗糠 

柴 笔罗子、绒溜楮、鸭脚木等。 

草率层植物较贫乏。种类和数量都少．仅局部零星散生．高度0．2—0。l米．覆盖度3 。 

本林中单性木兰自上而下均有分布．生长良好，说明它对这种生境是适应的． 因此，在自然状态下是 

较稳定，可长期占据优势地位． ‘ 

单性术兰树木高大，干通直圆满，分枝高，干形好．枝叶茂盛．树冠圆柱形，浓郁常绿．生长快，材质 

优良而坚韧。根广西林、世勘测设计院腺抡祥高工所进行的解析木材料I 35年生树高14．9m，平均年高生 长 

量O。43m；材积0．02783m3．属于速生树种。材积年生长量l0年生后逐渐加快．至35年仍为旺 盛 生 长 时 

期，可培育大径材。因此，本林的发现．将对木兰科的研究．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 引种 园林绿化 及林 

业生产等均有着疆大意义和价值。 

广西植物研究所 赵天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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