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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水龙骨科隐子蕨亚科植物区系地理研究 

张碧波，常艳芬，陆树刚 

(云南大学 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研究所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 要；对云南水龙骨科隐子蕨亚科植物的区系地理进行了研究。云南水龙骨科隐子蕨亚科植物的地理成 

分已进行了划分，与邻近地区的区系联系也进行了比较，其区系起源也作了探讨。结果表明：(1)云南是中国 

水龙骨科隐子蕨亚科植物的现代地理分布中心；(2)云南至喜马拉雅地区是水龙骨科隐子蕨亚科植物区系的 

分化中心；(3)云南水龙骨科隐子蕨亚科植物区系与四川、喜马拉雅地区和西藏的区系联系最密切；(4)水龙骨 

科隐子蕨亚科植物的起源中心可能在亚洲热带地区，但其分化中心则可能在云南西北部至喜马拉雅地区 最 

后列出云南水龙骨科隐予蕨亚科植物的系统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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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floristic geography of Polypodiaceae 

subfam．Crypsin0ideae Nayar in Yunnan，China 

ZHANG Bi—bo，CHANG Yan—fen，LU Shu—gang 

(Institute of Ecology and Geobotany，Yunnan University t Kunming 650091，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dealt with the floristie geography of Polypodiaceae subfam．Crypsinoideae from Yunnan，China． 

The geographical elements of species were classified，the floris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Yunnan and those neighbouring 

regions was compared and the floristic origin of Polypodiaceae subfam．Crypsinoideae from Yunnan was studied．The 

floristic ge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are as follows：(1)Yunnan is the present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center of Chi— 

nese Polypodiaceae subfam．Crypsinoideae(2)Yunnan and the Himalayas are the differential center of Polypodiaceae 

subfam．Crypsinoideae~(3)The floristic relationship of Polypodiaceae subfam．Crypsinoideae in Yunnan is close to 

those of Sichuan，Himalayas and Tibet；(4)The original center of the subfam．，may be in tropical Asia，whereas its 

di fferential center is found in both Northwest Yunnan and the Himalayas．The systematic names of Polypodiaceae 

subfam．Crypsinoideae in Yunnan is also provide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Polypodiaceae subfam．Crypsinoideae Nayar；floristic geography；Yunnan；China 

水龙骨科隐子蕨亚科(Polypodiaceae subfam． 

Crypsinoideae Nayar)由印度的 Nayar B．K．(I 970) 

成立。秦仁昌(1978)的分类系统承认该亚科，成为 

中国水龙骨科植物的 5个亚科之一。该亚科植物全 

世界有 111种，中国有 5属 75种 ，云南有 3属包括 

瘤蕨属(Phymatosorus)、假瘤蕨属(Phymatopteris) 

和节肢蕨属(Arthromeris)50种(林尤兴等，2000；成 

晓等，2005)。云南隐子蕨亚科植物占中国隐子蕨亚 

科 75种的66．67 ，占全世界 111种的45．o4 ，由 

此可见，云南作为隐子蕨亚科植物的现代地理分布 

中心当之无愧。目前，对中国隐子蕨亚科植物的形 

态、分类、孢粉等研究均有报道(周厚高等，1997；陆 

树刚，1998，1999；Lu，1998；朱维明等，2000；Mutui， 

1973；张玉龙等，1976；张耀甲等，1999；石雷，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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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区系地理研究方面的报道较少(秦仁昌，1979；秦 

仁昌等，1980)。为此，本文作者查阅了云南大学蕨 

类植物标本室(PYU)和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标 

本馆(KUN)的标本，并到云南哀牢山、屏边大围山、 

高黎贡山以及碧罗雪山等进行野外考察，在此基础 

上对云南的隐子蕨亚科植物进行区系地理研究，为 

研究中国蕨类植物区系的起源及其与邻近地区的区 

系联系提供隐子蕨亚科植物的基础资料。 

隐子蕨亚科植物的地理成分 

中国蕨类植物区系的地理成分可以划分为 13 

种类型(陆树刚，2004)，云南水龙骨科隐子蕨亚科植 

物的地理成分有 5个类型，即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 

洲分布、热带亚洲分布、中国一喜马拉雅分布、中国 
一

日本分布以及中国特有分布(表 1)。 

表 1 云南隐子蕨亚科植物种的分布区类型 

Table 1 The distribution types of species of subfam． 

Crypsinoideae Nayar in Yunnan 

分布区类型 种数 占总种数( ) 
Types of distibution Species Percentage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的分布区类型是指 

仅分布于亚洲和大洋洲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种。 

云南隐子蕨亚科植物区系属于该分布区类型的种仅 

显脉瘤蕨(Phymatosorus membranifolius)1种。 

热带亚洲分布的分布区类型是指仅分布于亚洲 

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种。云南隐子蕨亚科植物区 

系属于该分布区类型的种有光亮瘤蕨(P．cuspida— 

tus)和多羽瘤蕨(P。longissimus)2种。 

东亚分布包括东亚广布、中国一喜马拉雅分布、 

中国一日本分布三种类型，云南隐子蕨亚科植物区 

系仅有中国一喜马拉雅分布和中国一日本分布两种 

类型。中国～喜马拉雅分布区类型是指主要分布于 

喜马拉雅山区诸 国至我 国西南诸省，有的达到陕、 

甘、华东或台湾省，向南延伸到中南半岛，但不见于 

日本的种。云南隐子蕨亚科植物区系属于该分布区 

类型的种有 23种，如大果假瘤蕨(Phymatopteris 

griffithiana)、毛轴黑 鳞假 瘤蕨 (P．ebenipes var． 

oakesii)、展羽假瘤蕨(P．quasidivarlcata)、紫柄假瘤 

蕨(P．crenatopinnata)、刺齿假瘤蕨(P．glaucopsis)、 

斜下假瘤蕨(P．stracheyi)、弯弓假瘤蕨(P．malac— 

odon)、狭羽节肢蕨(Arthromeris tenuicauda)、琉璃节 

肢蕨(A h imalayensis var．h imalayensis)、灰茎节肢蕨 

(A．himalayensis var．niphoboloides)、多羽节肢蕨(A． 

mairei)和灰背节肢蕨(A．wardii)等 中国一日本分 

布的种仅金鸡脚假瘤蕨(P．hastate)1种。 

中国特有分布是指仅分布于中国国内的种。云 

南隐子蕨亚科植物区系属于该分布区类型有 23种， 

如无量山假瘤蕨(P．硼“f 鲫g ̂“扎P ) 长圆假瘤 

蕨(P．oblongi lia)、海南假瘤蕨(P．hainanensis)、 

宽底假瘤蕨(P．majoensis)、鹅绒假瘤蕨(P．cheno— 

pus)、耿马假瘤蕨(P．connexa)、灰鳞假瘤蕨(P．nf— 

bopes)、毛叶假瘤蕨(P．nigrovenia)、陕西假瘤蕨(P． 

shensiensis)、钝羽假瘤蕨(P．conmixta)、交连假瘤蕨 

(P．∞ uncta)、乌鳞假瘤蕨(P．nigropaleacea)、西藏 

假瘤蕨(P．tibetana)、厚毛节肢蕨(A．tomentosa)和片 

马节肢蕨(A．elegans f．pianmaensis)等。 

在云南隐子蕨亚科植物的地理成分中，中国特 

有分布的种达 23种，占总数的 46 。在中国特有 

分布的种中，有 14种为云南特有分布，占中国特有 

分布的6o．87 。云南特有种多集中分布于滇西北 

横断山区。中国特有分布和中国一喜马拉雅分布的 

种共有 92种，占总数的 92 由此可见，云南至喜 

马拉雅地区是隐子蕨亚科植物区系的分化中心。 

2 隐子蕨亚科植物与邻近地区的联系 

本文选取云南及临近地区进行区系地理联系的 

比较。根据公式计算其相似系数(武吉华等，1995) 

(表 2)。从表 2看出，云南水龙骨科隐子蕨亚科植 

物区系与邻近地区的区系联系最密切的三个地区依 

次是四川、喜马拉雅地区和西藏，相似性系数分别为 

0．649、0．567和 0．493。云南与四JII共有 25种，如 

喙叶假瘤蕨(P．rhynchopylla)、大果假瘤蕨、三出 

假瘤蕨、尖裂假瘤蕨(P．oxyloba)、黑鳞假瘤蕨、毛 

叶假瘤蕨、陕西假瘤蕨、刺齿假瘤蕨、钝羽假瘤蕨、斜 

下假瘤蕨、尾尖假瘤蕨(P．stewartii)、乌鳞假瘤蕨、 

弯弓假瘤蕨、单行节肢蕨 (A．wallichiana)、康定节 

肢蕨(AI tatsienensis)、琉璃节肢蕨、节肢蕨(AI leh— 

manni)和龙头节肢蕨(A，lungtauensis)等；与喜马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7O 广 西 植 物 26卷 

拉雅地区共有 21种，如光亮瘤蕨、大果假瘤蕨、尖裂 

假瘤蕨、黑鳞假瘤蕨、展羽假瘤蕨、紫柄假瘤蕨、刺齿 

假瘤蕨、斜下假瘤蕨、尾尖假瘤蕨、弯弓假瘤蕨、狭羽 

节肢蕨、灰茎节肢蕨和多羽节肢蕨等；与西藏共有 

19种，如大果假瘤蕨、金鸡脚假瘤蕨、毛轴黑鳞假瘤 

蕨、陕西假瘤蕨、交连假瘤蕨、西藏假瘤蕨、狭羽节肢 

蕨、单行节肢蕨、琉璃节肢蕨、多羽节肢蕨、节肢蕨和 

灰背节肢蕨等。由此可见，云南、四川、西藏和喜马 

拉雅地区是世界隐子蕨亚科植物的地理分布中心。 

滇、JIJ、藏和喜马拉雅地区的隐子蕨亚科植物的特有 

种类高达 80 9，6以上，因此，滇、川、藏和喜马拉雅地 

区同时也是隐子蕨亚科植物的分化中心。 

表 2 云南隐子蕨亚科植物与邻近地区 

的共有种数及其相似性系数 

Table 2 The similarity coefficients and number of 

common species between subfam．Crypsinoideae 

of Yunnan and other neighboring regions 

3 隐子蕨亚科植物区系的起源与演化 

水龙骨科隐子蕨亚科包括瘤蕨属、假瘤蕨属、节 

肢蕨属、修蕨属(Selliguea)和戟蕨属(Christiopter- 

is)5个属。其中修蕨属和戟蕨属在 中国仅各有 1 

种，分布于亚洲热带地区(吴兆洪等，1991)。瘤蕨属 

全世界约有 13种，我国有 6种，云南 3种，除光亮瘤 

蕨分布于喜马拉雅地区外，其余各种均分布于亚洲 

热带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地区，因此瘤蕨属可能起源 

于东南亚地区。假瘤蕨属约有 6O种，我国有 47种 

1变种，云南 35种。云南西北部的种类最多，共有 

23种，其中特有种类有 7种，如长圆假瘤蕨、鹅绒假 

瘤蕨、丽江假瘤蕨(P．1ikiangensis)、苍山假瘤蕨 

(P．subebenipes)等。节肢蕨属约有 2O种，我国有 

l5种 4变种，云南有 12种，主要分布于我国西南地 

区至喜马拉雅山地区，特别是滇西北至喜马拉雅山 

地区，具有较多的云南西北部特有种，如狭羽节肢 

蕨、厚毛节肢蕨和灰背节肢蕨等。水龙骨科隐子蕨 

亚科的瘤蕨属以亚洲热带地区的种类数量最多，但 

假瘤蕨属和节肢蕨属则以云南西北部至喜马拉雅地 

区的种类数量最多(表 3)。前人认为喜马拉雅地区 

经云南至东南亚地区是水龙骨科植物的分布中心 

(秦仁昌，1979；秦仁昌等，1980)。从云南隐子蕨亚 

科植物的区系特征看，中国西南地区(滇JII、藏)至 

喜马拉雅地区是水龙骨科隐子蕨亚科植物中假瘤蕨 

属和节肢蕨属的分布中心。由此看出，水龙骨科隐 

子蕨亚科植物的起源中心可能在亚洲热带地区，但 

其分化中心则可能在云南西北部至喜马拉雅地区。 

表 3 隐子蕨亚科植物在云南的分布 

Table 3 The species distribution of subfam 

ⅣIicr0sor0ideae in Yunnan 

4 结论 

(1)云南是中国水龙骨科隐子蕨亚科植物的现 

代地理分布中心。该亚科植物全世界约有 ll1种， 

中国有 75种，云南有 50种，云南的种类占世界的 

45．O4 9／6，占中国的 66．67 。 

(2)云南至喜马拉雅地区是水龙骨隐子蕨亚科 

植物区系的分化中心。中国特有分布和中国一喜马 

拉雅分布的成分共有种多达 92种，占总数的 92 。 

(3)云南水龙骨科隐子蕨亚科植物区系与四川、 

西藏和喜马拉雅地区的区系联系最密切。云南隐子 

蕨亚科植物区系与四川共有25种，与喜马拉雅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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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21种，与西藏共有 19种，种的相似性系数分别 

为 0．649、0．567和 0．493。 

(4)水龙骨科隐子蕨亚科植物的起源中心可能在 

亚洲热带地区，但其分化中心则可能在云南西北部至 

喜马拉雅地区。水龙骨科隐子蕨亚科的瘤蕨属以亚 

洲热带地区的种类数量最多。但假瘤蕨属和节肢蕨 

属则以云南西北部至喜马拉雅地区的种类数量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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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云南水龙骨科隐子蕨亚科(Polypodiaceae subfam．Crypsinoideae)植物名录 

1．光亮瘤蕨 Phyrnatosorus cuspidatus(D．Don)Pie．Serm． 热带亚 

洲分布。分布于云南(泸水 福贡、贡山、漾濞、新平、峨山、元江、广南 

麻粟坡、西畴、马关、文山、弥勒、屏边、金平、元阳、绿春、腾冲等地)、 

西藏、四川I、贵州、广西、广东、海南。越南、老挝、缅甸、泰国、印度、尼 

?白尔也有分布。生于林缘石灰岩石壁上，海拔 23O～1 600 m。 

2．多羽瘤蕨 P．1ongissimus(Blume)Pie．Serm． 热带亚洲分布-分布 

于云南(河口等地)、海南、台湾、香港。越南、泰国、印度、斯里兰卡、 

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日本南部及太平洋岛屿等也有分布。 

生于低海拔地区湿地灌丛中。 

3．显脉瘢蕨P．membranifolius(R．Br．)S．G．Lu 热带亚洲至热带 

大洋洲分布，分布于云南、海南。越南、柬埔寨、泰国、印度、斯里兰 

卡、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岛、澳大利亚及波利尼 

西亚等也有分布。生于林下石上，海拔 200～1 200 rn。 

4．嗨叶假瘤蕨Phymatopteris rhynchopylla(Hook．)Pie．Serm． 中 

国一喜马拉雅分布，分布于云南(贡山、福贡、麻粟坡、西畴、马关、屏 

边、金平、元阳、绿春、景东、腾冲等地)、贵州、四川、广西、广东、湖 

南、湖北、江西、福建 、台湾。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缅甸、印度北 

部、尼泊尔、锡金、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也有分布。附生树干上， 

海拔 1 200～2 700 m 

5．无量山假瘤蕨 P．uliangshanensisW．M．Chu 中国特有分布，分 

布于云南(无萤山、高黎贡山)。附生常绿阔叶林树干上，海拔 2 200 
～ 2 500 m 

6．白茎假瘤蕨 P．chrysotricha(C．Chr．)Pie．Serm． 中国一喜马拉 

雅分布，分布于云南(福贡、贡山、泸水、德钦、维西、腾冲、大理、云龙、 

景东)。缅甸也有分布。附生树干上。海拔 2 200~2 900 rn。 

7．长圆假瘤蕨 P．oblongifolia(S．K．Wu)W．M．Chu et S．G．Lu 中 

国特有分布，分布于云南(贡山独龙江) 附生树干上。海拔 1 400 rn。 

8．海南假瘤蕨 P．hainanensis(Ching)Pic．Serm． 中国特有分布，分 

布于云南(南部)、海南 附生林中树干上，海拔 500～600 rn。 

9．宽底假瘤蕨 P．majoensis(C．Chr．)Pic．Serm． 中国特有分布，分 

布于云南(大关、绥江、永善、镇雄等地)、四川 、陕西、贵州、广西、湖 

南、湖北、江西、安徽。附生树干上或石上，海拔 1 40o～1 800 m。 

1O．大果假瘤蕨 P．gri thiana(Hook．)Pic．Serm． 中围一喜马拉 

雅分布，分布于云南(怒江卅l、大理卅l、楚雄州、昆明地区、麻栗坡、金 

平、元阳、景东、永德等地)、西藏、四JII、贵州、安徽 越南、泰国、缅 

甸、印度北部、尼?白尔、不丹、锡金也有分布。附生树干上或石上，海 

拔 1 300~3 200 m。 

l1．金鸡脚假瘤蕨 P．hastata(Thunb．)Pic．Serm． 中国一 日本分 

布。分布于云南(大关、绥江、永善 镇雄等地)、四川、西藏、贵州 广 

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江苏、安徽 山东 辽宁、河南 

陕西、甘肃、台湾。日本、朝鲜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等也有分布。生林 

缘土坎上。 

12．鹅绒假瘤蕨 P．chenopus(Christ)S．G．Lu 中国特有分布-分布于云南 

西北部(贡山、德钦、丽江) 附生树干上或石上，海拔 1 800~3 400 m 

13．三出假瘤蕨 P．trisecta(Baker)Pie．Serrm 中国一喜马拉雅分布， 

分布于云南(大理、洱源、鹤庆、弥勒、昆明、澄江、嵩明、楚雄、双柏、景东 

等地)、四川。缅甸、泰国也有分布 生林下-海拔 1 600~2 400 m。 

14．尖裂假瘤蕨 P．oxyloba(Wal1．ex Kunze)Pic．Serm． 中国一喜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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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雅分布，分布于云南(丽江、香格里拉、德钦、维西、泸水、福贡、贡 

山、大理、漾濞、洱源、宾川、兰平、禄劝、楚雄、武定、永仁、新平、屏边、 

金平、绿春、景洪、盂连、腾冲、双江、永德、盈江等地)、四川、广西、广 

东。越南、缅甸、泰国、印度北部、锡金和尼泊尔也有分布。土生或附 

生树干基部和林缘石上，海拔 1 000～2 700 m。 

1 5．丽江假瘸蕨 P．1ikiangensis(Ching)Pie．Serm． 中国特有分布， 

分布于云南西北部(丽江) 附生林下石上，海拔 z,100 in。 

16．昆明假瘤蕨 P．hirtella(Ching)Pic．Serm． 中国特有分布，分布 

于云南(昆明、元谋)。生云南松林下，海拔 z 0OO～2 1O0 m。 

17．金平假瘸蕨 P．kingpingensis(Ching)Pic．Serm． 中国特有分 

布，分布于云南东南部(金平) 附生树干上，海拔 z 0OO～z 100 m。 

18．耿马假瘤蕨 只ctrnnexa(C~ng)Pit Sern~ 中国特有分布，分布于云 

南(耿马、禄劝、景东、文山、泸水)。附生树干上，海拔 z 500~3 000 m。 

19．大国山假瘤蕨 P．da~oeishanensisS．G．Lu 中国特有分布，分布 

于云南东南部(屏边)。高位附生于树干上。海拔 1 600 m 

zo．苍山假瘸蕨 P．subur&tnites(Ching)Pie．Serm． 中国特有分布。 

分布于云南西北部(大理、丽江、宁浪等地) 土生或石上附生 ，海拔 

Z 300～ 3 000 m 

z1．黑鳞假瘤蕨(原变种)P．ebenipes(Hook．)Pie．Serm．var．ebenpes 

中国一喜马拉雅分布。分布于云南(丽江、香格里拉、维西、泸水、贡 

山、福贡、兰坪、大理、漾濞、宾川、云龙、安宁、嵩明、禄劝、武定、永仁、 

双柏、新平、麻栗坡、金平、元阳、景东、腾冲等地)、西藏、四川I、湖南。 

尼泊尔、不丹、锡金、印度和泰圃也有分布。土生或附生树干上和石 

上。海拔 1 9OO～3 200 m。 

zz．毛轴 黑鳞假瘤 蕨(变种)P．ebenipes(Hook．)Pie．Serm．var． 

oakesii(C．B．Clarke)Satija et Bir 中国 喜马拉雅分布，分布于云南 

西北部、西藏东南部。印度东北部也有分布 附生石上，海拔 z 300 

～ 3 500 m。 

23。展羽假瘤蕨 P．qH“ nr cn (Hayata)Pie．Serm。 中国 喜马 

拉雅分布，分布于云南(丽江、景东、腾冲等地)、西藏、四川、湖北、台 

湾。印度北部和尼泊尔也有分布。附生林中树干上或岩石上，海拔 

2 800～ 3 300 m 

24．灰鳞假瘤蕨 P．albopes(C．Chr．et Ching)Pie．Serm． 巾国特有 

分布，分布于云南(马关等地)、广西、广东、湖南、江西和福建 附生 

于树 干上。 

25．片马假瘤蕨 P．piamnaensisW．M．Chu 中国特有分布，分布于 

云南(泸水)。附生林缘石壁上，海拔 2 1O0 nl。 

26．毛叶假瘤蕨P．nigrovenia(Christ)Pic．Serm． 中国特有分布，分 

布于云南(德钦)、四川、湖北西部 附生树干上或石上，海拔 2 500～ 

3 300 m 。 

27．圆齿假瘤蕨P． Hff ofr nn ching ex W．M．Chu et S．G．Lu 中 

国特有分布。分布于云南(泸水、大理、洱源、大姚、宾川、新平、元阳、 

景东等地)。附生树干上或石上，海拔 2 500～3 1O0 nl 

28．陕西假瘤蕨 P． M P (christ)Pie．Serm． 中国特有分布，分 

布于云南东北部(巧家、彝良、大关、绥江)、四川、重庆、西藏、陕 、山 

西、河南。附生于树干上或石上，或为土生，海拔 1 300～3 600 121 

29．紫柄假瘤蕨 P．crenatopinnata(C 13．Clarke)Pie．Serra． 中国一喜马 

拉雅分布．分布于云南(巧家、丽江、宁浪、香格里拉、维西、泸水、福贡、贡 

山、昆明、楚雄、新平、广南、砚山、屏边、弥勒、金平、元阳、绿春、思茅、景 

东、勐海、孟连、保山、云龙、兰平、腾冲等地)、西藏、四川、贵州、， ’西、湖 

南。印度东北部也有分布。通常生于松林下，海拔 1 900~2 900 m。 

30．刺齿假痼蕨 P．glauz'opsis(Franeh．)Pic．Sernu 中国一喜马拉雅分 

布，分布于云南(香格里拉、丽江、大姚、大理、洱源、鹤庆等地)、四川 

印度北部、锡金也有分布。石上附生或土生。海拔 2 700～3 700 nl。 

31．钝羽假瘤蕨 conmixta(Chlng)Pic．sern 中国特有分布，分布于云南 

西北部(腾冲等地)、四川。林下土生或石上附生，海拔3 100~3 6oo m 

32．斜下假瘤蕨 P．stracheyi(Ching)Pic．Serm． 中国一喜马拉雅分布， 

分布于云南(大理、大姚、冰川、洱源、鹤庆)、四川、西藏、湖北 印度北 

部、锡金、不丹、尼泊尔也有分布。附生树干上，海拔2 800～3 700 121 

33．交连假瘤蕨P．conjuncta(Ching)Pie．Serm． 中国特有分布，分 

布于云南、西藏、四川、贵州、广西、湖南、湖北、陕西、河南、安徽、福 

建。附生石上或树干上，海拔 1 55O～3 600 m。 

34．尾尖假瘤蕨 P．stewartii(Bedd．)Pie．Serm． 中国一喜马拉雅分 

布，分布于云南、四川、西藏。锡金、尼泊尔、印度北部也有分布 附 

生树干上或石上，海拔 2 400～3 000 m。 

35．乌鳞假瘤蕨 P．nigropaleacea(Ching)Pic．Serm． 中国特有分 

布，分布于云南(丽江、维西)、四川。附生树干上或石上，海拔 2 600 
～ 3 800 m。 

36．紫边假瘤蕨 P，roseomarKinata(Ching)Pie．Serm． 中国特有分 

布，分布于云南。附生树干或石上，海拔 3 200 m 

37．西藏假瘤蕨 P．tibetana(：Ching et S．K．Wu)W．M．Chu 中国特 

有分布。分布于云南(丽江、香格里拉、贡山、大理)、西藏。附生树干 

上 ，海拔 2 400～3 400 m。 

38．弯弓假瘤蕨 P．malacodon(Hook．)Pie，Serm． 中国一喜马拉雅 

分布，分布于云南(巧家、会泽、丽江、香格里拉、德钦、维西、泸水、大 

理、漾濞、禄劝、大姚、新平、尿东)、四川、 藏。印度北部、不丹、锡 

金、尼泊尔也有分布 附生树干上或石上，海拔 z 800～3 700 m 

39．狭羽节肢蕨Arthromeristenuicauda(Hook．)Ching 中国一喜马拉 

雅分布，分布于云南西北部(维西、泸水、福贡、贡山等地)、西藏 缅甸 

北部和印度北部也有分布 附生树干上或石上，海拔1 200~2 800 m。 

4O．单行节肢蕨A．wallichiana(Spreng)Ching 中国 喜马拉雅分 

布，分布于云南(贡山、新平、马关、金平、元阳、绿春、永德、腾冲、盈江 

等地)、西藏、四川、贵州。尼泊尔、不丹、锡金、印度j 部、缅甸和越南 

北部也有分布 附生树干上或石 E，海拔 1 500～2 500 rn 

41．康定节肢蕨A． P P (Franch．et Bureau．)Ching 中国一喜 

马拉雅分布，分布于云南(漾濞、昆明、新平、麻栗坡、西畴、金平、景 

东、江城、保山、梁河、腾冲等地)、四川I。尼泊尔、泰国也有分布。生 

于IJJ坡林缘土坡上或石上，海拔 1 600 m以下 

42．琉璃节肢蕨(原变种)A．himalayensis(Hook．)Ching var．himal— 

ayensis 中圃一喜马拉雅分布，分布于云南(大关、丽江、维西、贡山、 

福贡等地)、西藏、四川。尼泊尔、不丹 、锡金、印度北部、缅甸北部也 

有分布。附生树干上，海拔 1 700～2 800 m。 

43．灰茎节肢蕨(变种)A．hirnalayensis(Hook．)Ching var．niphobo— 

loides(C．B．Clarke)S．G．Lu 中国一群马拉雅分布，分布于云南(大 

删苍山、丽江)。不丹也有分布 附生石上。海拔 2 000~2 600 nl。 

44．厚毛节肢蕨A．tomentosaW．M．Chu 中国特有分布，分布于云南 

(维西等地)。附生树干上，海拔 2 630 m。 

4s．美丽节肢蕨(原变种)A．elegansChing f．elegans 中国一喜马拉 

雅分布，分布于云南西北部(维西、泸水、福贡、贡山等地) 缅甸北部 

也有分布 附生树于上，海拔 2 000～2 600 m 

46．片马节肢蕨(变型)A．eleguns Ching f．pianmaensisS．G．Lu 中 

国特有分卵 ，分布于云南西北部(泸水、贡th)。附生树干上，海拔 2 

1oo～ 2 3oo m。 

47．多羽节肢蕨A．mairei(Brause)Ching 中国一喜马拉雅分布，分 

布于云南(丽江、香格里拉、维西、德钦、泸水、福贡、贡山、大理、洱源、 

漾濞、鹤庆、兰坪、宾川、昆明、嵩明、武定、双柏、宜威、新平、广南、麻 

栗坡、西畴、砚山、马关、弥勒、金平、景东、耿马、永德、盂连、保山、梁 

河、滕 III等地)、西藏、四川I、贵州、广西、湖北、江西、陕西等。缅甸和 

印度北部也有分布 生fll坡林下，海拔 1 000～2 700 m。 

48．节肢蕨A．1ehmanni(Mett．)Ching 中国一喜马拉雅分布，分布 

于云南(泸水、福贡、贡山、大理、漾濞、富明、双柏、文山、屏边、金平、 

景东、永德等)、西藏、四川 、贵卅l、广西、广东、海南、湖北、江西、浙江、 

台湾等。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北部、缅甸、泰国、非律宾(吕朱)也 

有分布。附生树干上或石上，海拔 1 000～2 900 m。 

49．龙头节肢蕨 ．̂ “ g “ Ching 中国一喜马拉雅分布。分布于 

云南、四川、贵卅l、广西、J 东、福建、湖南、湖北、浙江、江西等。尼泊尔、 

越南、老挝等也有分布 附生于树干上或石上，海拔 5o0~2 500 121 

50．灰背节肢藏A．wardii(C．B．Clarke)Ching 中国一喜马拉雅分 

布，分布于云南(泸水、福贡、霓ll1、漾濞、新平、景东等地)、西藏。缅 

甸、印度北部、不丹、锡金、尼泊尔也有分布。附生树干上，海拔 1 800 
～ 2 500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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