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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州半岛的红树林植物组成与群落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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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综述了前人对雷州半岛的红树林的研究；根据作者的调查研究报道了雷州半岛的红树林面积、树种 

组成、群落类型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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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ticle summarized former mangrove researches in Leizhou Peninsula and described the man— 

grove species，associations and their structure in Leizhou Peninsula based on the author’S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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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树林是指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的木本植 

物群落，是海岸带极为独特的生态景观 ，素有“海上 

森林”和“海上卫士”之称。全世界现有红树林面积 

约 1 700万 hm ，可分为东方群系和西方群系，共有 

红树植物种类 2O科 27属 70种 ，其中中国属东方群 

系，共有红树植物种类 2O科 25属 37种 (含 1变 

种)“ ，现有红树林面积约 25 000 hm 。红树林主要 

分布于地球的热带沿海风浪较小的海湾 区域，天然 

分布最 南是 澳大 利 亚 白骨 壤 (Avicennia marina 

var．australia)，分布南纬至 38。45 S(146。42 E) 

的澳大利亚维 多利 亚 的 Corner Inlet，白骨壤 (Avi— 

cennia marina)在南美最南达巴西海岸 29。S，在东 

非达 33。S；最北分布是秋茄 (Kandelia cande1)，天 

然分布至 33。N 的 日本鹿儿 岛，秋茄人工最北种植 

至 35。N 日本的静岗县 ；在 中国最北分布的红树林 

树种亦是秋茄 ，其天然分布最北至 27。2O N福建福 

鼎县 ，人工种植 至 28。25 N 浙江乐 清县 。低 温和潮 

汐冲刷是其地理分布的两大限制 因子，分布区年平 

均气 温大 于 18．5℃ ，最 低月平均气 温 8．4℃ 。本 

文报道了雷州半 岛红树林的植物组成和群落生态， 

为红树林的保护管理提供参考。 

1 研究概述 

雷州半 岛位于中国大陆的最南端，海岸线长为 

1 556 Km，处于热带北缘气候条件，适宜红树林 的 

大面积繁殖生长。在雷州半岛的红树植物分布、组 

成和群落类型与结构特征研究方面 ，最早 Dunn& 

Tatcher(1912)在《香港和广东植物志》上记载了红 

树植物“ ；侯宽昭和何椿年发表了《中国红树林植物 

科志》和《中国红树林》(1953)，介绍了红树林的概念 

和红树林的分布情 况、报导 了我 国南部海岸 1O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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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种红树植物0 ；张宏达等 (1957)发表 了《雷州半 

岛的红树植物群落》，报导了秋茄(学名见表 3～5， 

下同)、木榄、红茄冬(Rhizophora mucronata)(应为 

红海榄)、白骨壤、桐花树、角果木 、老 鼠籁 、卤蕨、榄 

李、海漆等 1O种真红树，臭茉莉(即野茉莉)、草海桐 

等 2种半红树植物和黄槿 、臭茉莉 、草海桐、烟茜(即 

阔苞菊)、露兜、针葵 、厚藤等林缘植物和咸蓬、盐地 

鼠尾草 、结 缕 草 等 草 本 伴 生 植 物“ 。随 后 ，Ho SY 

发表 了《A Note on Chinese Mangrove》(1980)0 ； 

高蕴璋发 表了《中国的红树林 》 和《广东 的红树 

林》。 并参加了中国植物志中部分红树林植物的编 

写工作(1983)；张娆挺和林鹏发表了《中国海岸红树 

林植物区系研究》(1984) ；陈树培等发表 了《中国 

南海海岸的红树林》。 ；王伯荪 (1989)在《广东的植 

被和植被区划》上分析 了广东红树林的植物区系特 

点并指正了误认的红茄冬应 为红海榄n∞。缪绅裕 

等发表了《广东红树林研究概况及广东红树林的主 

要特征》(1997)n”和《广东湛江红树林保护 区植物 

群落生态研究》(1999)n。 ；郑德璋等发表了《广东省 

红树林及其保护的重要性》(1997)n ；陈远生等发 

表了《广东省沿海红树林现状和发展》(2001)，指出 

雷州半岛的红树林 占广东省全部红树林面积的 84． 

8 9／6，同时将木麻黄 和露兜树列 为半 红树植 物n 。 

上述文献对雷州半岛的红树林及其植物种类组成和 

分布 、群落类型与结构均有部分或全面的分析论述 

和总结。同时，在其它有关 中国红树林 的研究文献 

中，也报导了有关雷州半岛的红树林种类和群落生 

态的情况n。 ∞。 

1993年湛江市林业局为在高桥省级红树林 鸟 

类 自然保护区基础上申报全雷州半岛范围的红树林 

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开展 了整个雷州半岛的红树林 

资源清查(二类清查)，调查结果见《广东湛江建立红 

树林鸟类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的综合报告》(湛江市林 

业局，1995年 11月)，其 中报导 的红树林 面积数据 

见表 1。2001年广东省林业勘测规划设计院组织实 

施了广东省 的红树林面积和宜林地 面积等项 目清 

查 ，调查 的红树林 面积结果 见表 1。从 1990年开 

始 ，湛江市有 了外来 红树林种类 的引种 和造林试 

验。盯，其中无瓣海桑已经推广造林 ，生长适应性较 

好‘。 ～ 。 

2 红树林面积与分布 

雷州半岛的红树林面积现为 7 305．8 hm。，主要 

分布于：廉江的高桥 、营仔 、车板、新华和河堤等镇 ； 

雷州的海田、调风、雷高、附城等镇 ；遂溪的北潭、黄 

略、乐民等镇；徐闻的迈陈 、和安、新寮等镇；麻章的 

太平 、湖光两镇 ；东海岛东简、东山、民安等镇 ；坡头 

的官渡、南山、坡头等镇 ；霞 山的特呈岛。主要分布 

于河 口、内湾和岛屿的背风一侧，全半岛有红树林分 

布点百余处 ，各处沿潮间带分布面积大小不一，最大 

片分布于廉江高桥原省级红树林保护区内，连片面 

积达 1 000 hm。以上 。 

表 1 雷州半岛红树林资 源面积统计 (hm ) 

Table 1 M angrove area statistics of Leizhou 

Peninsula in 1993 and 2001 

地 区 a s年 z 年 

根据湛江市林业局记载 ，雷州半岛的红树林在 

1956年约有 14 027 hm。，由于过量砍伐红树植物作 

燃料和绿肥及红树林湿地的围垦和建虾池 ，到 1985 

年减少为 5 800 hm。。1985年以来，通过地方财政 

拔款、当地群众出力的方式，发展红树林 1 867 hm2， 

其中大部分造林面积属 于秋茄和 白骨壤 的造林面 

积 。红树林 面积 至 1993年 增 加 到 12 422．9 hrn2。 

1993年以来 ，由于大面积围垦养虾，红树林林地锐 

减，至 2001年 9月全国红树林清查结果表 明，雷州 

半岛的红树林面积为 7 305．8 hm。(表 1)，其中包括 

1991~2000年雷州半岛各地累计红树林 造林作业 

面积 2 378．3 hm。(表 2)中的成林部分。雷州半岛 

红树林面积在过去的近十年中消失达 41 9／6；其中以 

最靠近城区的坡头区的红树林面积减少速度最快， 

消失面积达 7O 9／6，主要是因为红树林林地转化为城 

市建设用地 。其次是雷州和东海岛两地 ，红树林面 

积分别消失达 5O ，主要是因为红树林林地转化为 

建虾池用地。这期间升级为省级和国家级保护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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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红树林保护地区的廉江市也未能扼制虾池建设对 

红树林的破坏 ，面积消失也达 40 。 

3 红树林植物组成 

根据文献 资料 和作者对雷州半岛红树林 

区多年来的实地考察，列出了雷州半岛红树林的植 

物种类及其红树林植物类型和生活型 ，见表 3～5。 

雷州半岛的红树林区中共有植物区系 27科 49种， 

其中有红树林植物 8科 13种(表 3)，有半红树植物 

6科 8种(表 4)，有生长于林缘 或林下的伴生植物 

17科 28种以上(表 5)。 

表 2 1991~2000年 雷州半岛各年 累计红树林造林作业面积 (hm ) 

Table 2 Mangrove afforesting area in Leizhou Peninsula between 1991 and 2000 

地 区 Area 合计 Total( ) 

徐闻 Xuwen 

雷州 Leizhou 

遂溪 Suixi 

廉江 I ianiiang 

坡头 Potou 

麻章 Mazhang 

东海岛 Donghaidao 

合计 Total 

另外 ，有外来红树植 物 3科 7种。它们是从海 

南引种了红树科的海莲(Bruguiera sexangula)、红 

树(Rhizophora apiculata)、楝科 (Meliaceae)的木 

果楝 (Xylocarpus granatum)、海桑科 的杯萼海桑 

(Sonneratia alba)、无 瓣海桑 (S．apetala)、海 桑 (S． 

caseolaris)、海南海桑(S．hainanensis)等，其中无瓣 

海桑和海桑已经推广造林，尤其以无瓣海桑的生长 

适应性良好 ，速生性表现突出。无瓣海桑等外来种 

的引种成功无疑增加了雷州半岛红树林的物种多样 

性 ，改变了当地人们长期以来对红树林是低矮灌丛、 

生长速度慢、防护效益低的看法。同时，雷州半岛为 

多台风地区，沿海众多的海堤一直缺乏水陆两栖和 

高大乔木型的阔叶树种加以保护，无瓣海桑可补充 

这一 空 白。 同时 ，无 瓣海 桑 木 材 属 软 木类 ，纤 维较 

长，杆、枝韧性强对 台风 的消能较强 ，木材可用于制 

作乐器、家具 、建材 、制浆造纸，果实富含果胶可广泛 

用于轻工业和医药业；无瓣海桑林 的高树冠结构为 

鸟类等生物提供了更多的栖 息空间；也为海岸生态 

旅游增加了一道明亮秀丽的风景线。然而，许多生 

态保护专家担心无瓣海桑等外来速生树种的入侵 

性，呼吁慎重对待入侵强的外来树种 的人工推广种 

植，尤其在自然保护区内更应 限制这种人为推进的 

外来种的入侵(林鹏，个人通讯)。因此，无瓣海桑在 

雷州半岛滩涂的造林规划应综合考虑国家级 自然保 

护区对当地红树林物种的优先保护职责和无瓣海桑 

等外来种所带来的更多的红树林生态效益和经济效 

益等多方面因素，合理科学明智地管理和发展雷州 

半岛的红树林。 

表 3 雷州半 岛的 乡土红树植物 

Tabl e 3 Native mangrove species of Leizhou Peninsula 

4 植 物群 落组成 

对雷州半岛的红树植物群落有过全面的调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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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是在二十世纪 5O年代0 ，近期的调查研究仅局限 

于雷州半岛的某一地区的植物群落生态“ 。 。∞。作 

者 1998年 3月~2002年 4月期间对全半岛的红树 

林区进行了多次踏查，尤其是对特呈岛的白骨壤群 

落和麻章区太平镇的海漆群落进行 了样方调查 ，现 

将调查结果 报告如下 ： 

表 4 雷州半岛的 乡土半红树植物 

Table 4 Native semi—mangrove species of 

Leizhou Peninsula 

形成雷州半岛红树林最常见的优势的群落植物 

种类主要有白骨壤、红海榄 、秋茄、木榄、桐花树、海 

漆、黄槿等树种。其中白骨壤可生长中潮线之下 ，高 

潮时地上部分浸 水深 度 可大 于 2．5 m，生 长 适应 性 

好，既生长于沙质坡度较大的海滩(如特呈岛)，也生 

长于泥质中高潮线海滩(如雷州附城)。红海榄、秋 

茄、木榄 、桐花树等优势树种分布于中潮线与高潮中 

部至高潮线 ，高潮时地上部分浸水深度小于 2．5 m， 

稀见于沙质海滩(如东海岛东岸)，而多见于泥质海 

滩。海漆分布于高潮线上，高潮时地上部分浸水深 

度小于 l m 以下。黄槿则仅见于高潮线之上 ，未曾 

见有在大潮时地上部分浸于潮水水面之下。小花老 

鼠筋 、老 鼠筋 、榄李 、角 果 木 、卤蕨 、银 叶树 虽然 均是 

红树植物“ ，但是它们仅见于接近岸边的高潮线左 

右，多见于其它红树林群落边缘 。海芒果和海南草 

海桐多以小片群落呈零星分布 ，见于高潮线上，多见 

于侵蚀性海岸的峭壁上。伴生植物中以鱼藤、野茉 

莉、厚藤 、盐地鼠尾粟最为常见 ；露兜树和木麻 黄并 

未曾见于高潮线之下 ，它们与锦葵科 的半红树植物 

均在沿海岸陆地生长较好。木麻黄(Casuarina eq— 

uisetifolia)为外 来引种 造林 的防护 林优 势树 种 ，一 

般只适应生长于高潮线之上 的海岸陆地 ；但也见生 

长于高潮线之下的位置 ，这种情况多见于侵蚀性海 

岸；考虑其作为海岸陆地主要防护林树种的地位，同 

表 5 雷州半岛红树林伴生植物 

Table 5 Native compapion species in mangroves 

of Leizhou Peninsula 

1．鱼藤 Derris triToliata 

2．海刀豆 Canavalia maritima 

3．刺桐 Erythrina variegata 

4．匍匐苦 荚菜 Chorisis repens 

5．蟛琪菊 Wedelia chinensis 

e．磨盘草 肌  ⋯  

4．草海桐科 

Goodeniaceae 

5．樟科 
Lauraceae 

6．大戟科 

Euphorbiaceae 

7．瑞香科 
Thymnaceae 

8．桃金娘科 

M yrtaceae 

9．萝蘼科 

Asclepiadaceae 

10．旋花科 

Convolvulaceae 

l1．苦槛蓝科 
M yoporaceae 

12．露兜树科 
Pandanaceae 

13．番杏科 
Aizoaceae 

14．藜科 

Chenopodiaceae 

15．棕榈科 
Palmae 

16．莎草科 
Cyperaceae 

17．禾本科 
Poaceae 

草质藤本 

草质藤本 

小乔木 

草本 

草本 

亚灌木 

7．草海桐 Scaevola sericea 灌木 

8．无根藤 Cassytha fllifom 草质藤本 

9．土蜜树 Bridelain tomentosa 

10．了哥 王 Wikstroemia indica 

灌木 

灌木 

l1．桃金娘 Rhodomyrtus tomentosa 灌木 

12．海岛藤 Gymnanthera oblonga 草质藤本 

13．老虎须 Tylohpora arenicola 草质藤本 

14．厚藤 lpomoea pes—caprae 草质藤本 

15．苦槛蓝 Myoporum bontioides 灌木 

16．露兜树 Pandanus teetorius 小乔木 

17．海马齿 Sesuvium portulacastrum 草本 

18·假海齿 丁r n胁P n portu 一 草本 

19·哆地 K。 c Pnr Vfll'． 草本 

20．南方碱蓬 Suaeda crassifolia 草本 

21．刺葵 Phoenix hanceana 灌木 

·

短叶登芏． n 草本 var
． Drevl，ollU S 

23．锐棱荸荠 Eleocharis acutangula 草本 

24．芦苇 Phragmites australis 草本 

25·挚地鼠尾粟sP。r。 。 “ rg 一 草本 

26．沟叶结缕草 Zoysia matrella 草本 

27．鼠刺草 Spinifex littoreus 草本 

时在海岸防护林营造和管理上有相当大的差别，属 

㈣ 

科 m 科 
豆 菊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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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不 同的生态 系统管理范 围 ，因此 ，作者 认为不宜将 

木麻黄列入红树林植物组成成员。 

雷州半 岛的红树植物群落主要有如下 16个类 

型 ～ ”： 

(1)白骨 壤群 丛 (ASS．Avicennia marina)：主 

要分布于东海岸的特呈岛、东海岛、附城 、调风、迈 

城、和安，总面积达 2 000多 hm ，其 中一半左右面 

积为人工造林 ，林相灰绿色，林冠高一般 2．5～5 m 

以下，覆盖度为 4O％～100 ；以特呈岛的该群落生 

长最好 ，胸 径 12～20 cm，林 冠高 3～4 m，最 高达 5 

m，覆盖度为 95 ～100 。约占全半岛红树林面积 

的 22 。 

(2)白骨壤+桐花树群丛(Ass．Avicennia ma— 

rina+Aegiceras corniculatum)：分布于车板 、新华 、 

东海岛、附城 、调风、迈城 、和安等地潮间带的中、高 

潮线 间，为天然 幼林 ，2～ 4丛 ／m ，林 相 灰绿 色 与绿 

色相间，两树种呈镶嵌 ，林冠高一般 2．0 m 以下 ，覆 

盖度为 85 9／6左 右，以白骨壤 占优势；约 占全半 岛红 

树林面积的 5 。 

(3)白骨壤+红海榄群丛(ASS．Avicennia ma- 

rina+Rhizophora stylosa)：主要分布于特呈岛、车 

板、新华 、东海岛、附城 、调风 、迈城 、和安等地潮间带 

的 中、高 潮线间 ，为天然 幼林 ，2～4丛 m ，林相灰 绿 

色与绿色相间，两树种呈镶嵌 ，林冠高 2．O～3．5 m， 

覆盖度为 85 9，6～100 ，以白骨壤 占优势；约 占全半 

岛红树林面积的 2 。 

(4)桐 花 树群 丛 (Ass．Aegiceras cornicula- 

turn)：呈小块状分 布于各 地 潮 间带 的 中、高潮 线 间 ， 

为天然林 ，林相绿色 ，约 2丛／m ，林冠高 一般 2．5 m 

以下 ，覆盖度为 9O 左右 ，约 占全半 岛红树林面积 

的 5 。 

(5)红海榄群丛(Ass．Rhizophora stylosa)：主 

要分布于雷州半岛的高桥保护 区、海田、海安 、和安、 

湖光等地潮间带的中、高潮线间，为天然林 ，1～3丛 

／m ，林 相绿色 ，林 冠 高一 般 4．5 m 以下 ，覆 盖度 为 

95％左右，有人为择伐 ，约 占全半 岛红树林面积的 

15 。 

(6)红 海 榄 + 木 榄 群 丛 (Ass．Rhizophora 

stylosa+Rhizophora stylosa)：主 要 分 布 于 雷州 半 

岛的高桥保护区、和安 、海 田、湖光等地潮间带的中、 

高潮线间，为天然幼林 ，1～2丛 m ，林相绿色 ，林冠 

高一般 4．5 m以下 ，覆盖度为 95 9／6左右。约占全半 

岛红树林面积的 6 。 

(7)红 海 榄 + 秋 茄 群 丛 (Ass．Rhizophora 

stylosa+Kandelia cande1)：主要分 布于雷州半岛 

的湖光、民安等地潮间带的中、高潮线间，为天然林 ， 

1～2丛／m ，林相绿色 ，林冠高一般 4．5 m 以下，覆 

盖度为 95 左右 ，约 占全半岛红树林面积的 2％。 

(8)秋茄群 丛 (ASS．Kandelia cande1)：主要分 

布于南 山岛南岸 、太平、附城 、高桥等地 中、高潮线 

间 ，部分 为人 工林 ，2～5丛／m ，林相 整 齐 ，绿色 ，林 

冠高一般 3．0 m 以下 ，覆盖度为 95 左右 ，约 占全 

半岛红树林面积的 24 。 

(9)秋 茄群丛 +桐花 树群 丛 (Ass．Kandelia 

candel+Aegiceras corniculatum)：主 要 分 布 于 湖 

光 、太平、附城、高桥等地中、高潮线间，2～3丛 m ， 

林相整齐 ，绿色 ，林冠高一般 1．O～2．5 m，覆盖度为 

95 9／6左右，约 占全半岛红树林面积的 1O 。 

(10)海 漆 群 丛 (ASS．Excoecaria agallocha)： 

主要分布于通明河河 口等地 ，生长于接近高潮线的 

河岸 ，胸径 5～12 cm，林相绿色，林冠高 5～7 m，覆 

盖度为 9O 左 右，层间植物鱼藤较多 ，林下有桐花 

树和野茉莉，有人为择伐 ，群落总面积约为 5 hm ， 

不到全半岛红树林面积的 1 。 

(11)木 榄 + 桐 花 树群 丛 (Ass．Rhizophora 

stylosa+Aegiceras corniculatum)：主要 分 布 于 雷 

州半岛的高桥保护区潮间带的中、高潮线间内缘，为 

天然幼林 ，2～3丛／m ，林相绿色 ，木榄平均胸径约 

6 cm，桐花树平均胸径约 2 cm，林冠高 2．5 m左右， 

覆盖度为 95 左右 ，总面积不到全半岛红树林面积 

的 1％。 

(12)黄槿 群丛 (Ass．Hibiscus tiliaceus)：多分 

布于高潮线之上，林冠高有的达 10 m 以上 ，覆盖度 

5O ～95 ，亦见于村庄周围。总面积约为全半岛 

红树林 面积的 2％ 。 

(13)银叶树+海芒果群丛(ASS．Heritiera lit— 

toralis+Cerbera manghas)：见于廉江新华镇小片 

残存半红树林，分布于高潮线上，树高 6～8 m，胸径 

10~20 cm，覆盖度为 0．80以上。面积不大，属稀有 

红树林群落类型。 

(14)海 芒果 群 落 (Ass．Cerbera manghas)：见 

于特呈岛等岛屿的侵蚀性海岸沙滩的高潮线上 ，群 

落大小一般 6 m×4 m成小片状分布，每小片有 5～ 

11株 ，胸径平均为 5．O～6．0 cm，树冠高平均 2．8～ 

3．5 m。林下植物有 了哥王、桃金娘 、海南草海桐、 

土密树 ；层间植物有海岛藤。总面积不到全半岛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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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s)：见于特呈岛等岛屿的侵蚀 性海岸沙滩的高潮 

线上 ，群落大小一般约 5 m×6 m成小片状灌丛分 

布，每小片有 3～l4丛 ，3～ l4株／m ，树冠高平均 

0．8～ 1．2 m。面积很小 ，但未 见有过报 道 。 

(16)无 瓣 海 桑 群 丛 (ASS．Sonneratia apeta— 

la)：1993年始引种造林，雷州附城沿海 1995年造 

林 ，现 7年生人工林平均胸径 16 cm，平均高 13 m， 

近几年来的红树林造林是以无瓣海桑为主 ，累计造 

林作业面积近 400 hm 。总面积已经达到全半岛红 

树林面积的 3 。 

另外，还有不少红树植物生长的不成林的疏林 

地 ，林地 多裸露 ，植物株 间间隔距离 较大 。 

5 结 论 

雷州半岛现有红树林面积为 7 305．8 hm。；红树 

林植物区系由当地的 27科 49种(其 中红树林植物 

8科 l3种，半红树植物 6科 9种，伴生植物 l7科 27 

种)和 3科 7种外来 引种 的红树植物组成 ；主要有 

l6种群落类型，其 中以白骨壤群落分布面积最大 ， 

以人工无瓣海桑群落的生长速度最快。近十年雷州 

半岛红树林面积减少 4l ，主要原因是土地使用性 

质(如城市建设 、虾池建设等)的转变；而现有林分质 

量低矮则是长期人为破坏的结果。人为活动对红树 

林生境及红树林林相均有直接的负面影响，因此，必 

须加强红树林林地土地使用权的管理，加强法制与 

红树林保护价值宣传 ，依法保护红树林及其湿地资 

源，增加红树林面积，提高红树林林分质量，同时要 

慎重规划外来红树植物的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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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nguinulenta Zahlbr．血红鸡皮衣 

P．setschwanica Zahlbr．四川1鸡皮衣 

P．sommerfeltii(Fl6rke ex Sommerf．)Fr．黑 口鸡皮衣 

P．sphaerophora Oshio球鸡皮衣 

P．stalactizoides Savicz类钟乳鸡皮衣 

P．stalaotiza Ny1．钟乳 鸡皮 衣 

P．subcomposita Oshio亚复合鸡皮衣 

P．subobductans Ny1．海滨鸡皮衣 

P．subochracea Stirt．亚赭鸡皮衣 

P．subpertusa Brodo亚孔鸡 皮衣 

P．subrosacea Zahlbr．亚玫瑰鸡皮衣 

var．subrosacea原 变种 

var．evolutior Zahlbr．大孢变种 

var．octospora Zahlbr．八孢变种 

P．substerilis Zahlbr．亚育鸡 皮衣 

P．subtruncata MulI．Arg．亚截鸡皮衣 

P．cf．subvaginata Ny1．亚鞘鸡皮衣 

P．cf．subvaginata v．orientalis Rgsgnen东方变种 

P．subviridis 0．Hoeg．亚翠鸡皮 衣 

P．tetrathalamia(F∈e)Ny1．四体鸡皮 衣 

var．tetrathalamia原变种 

var．octospora Mul1．Arg．八孢变种 

P．velata(Turnner)Ny1．包被鸡皮衣 

P．violacea 0shio紫罗鸡皮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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