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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猫儿 山自然保护区藓类植物 区系研究 

左 勤，刘 倩，王幼芳 
(华东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上海 200062) 

摘 要：首次系统调查 了猫儿山 自然保护区的藓类植物区系。通过野外考察和室内鉴定 ，报道广西猫儿山藓 

类植物 39科 109属 265种(含种下单位)，其中广西新记录属 6个，新记录种 47个。其 区系成分以东亚成分为 

主，占总种数的 36．o6 ，其次为热带亚洲成分和北温带成分，具亚热带性质。将猫儿山 自然保护区的藓类植 

物与四川峨眉山和云南大围山进行 比较，结果显示其 Gleason物种丰富度指数在三者问最低，Kroeber系数则 

指示出猫儿山与大围山藓类植物的属、种相似度略高于其与峨眉山的比较值 。此外，区系谱的比较反映了猫 

儿山自然保护区藓类植物区系的东亚成分和其中的中国一 日本成分在三者间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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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0n m0ss flora 0f M aoershan 

Nature Reserve，Guangxi 

ZUO Qin，LIU Qian，ⅥrANG You-Fang 
(School of Life Science，East CMr~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China) 

Abstract：Moss flora of Maoershan Nature Reaerve in O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is reported for the first 

time，based on the specimens collected through field survey and careful identification．There are 265 species and infraspe— 

cific taxa belonging to 109 genera of 39 families in Maoershan Nature Reserve，among which 6 genera and 47 species are 

new records to Guangxi．The moss flora of Maoershan Nature Reserve is characterized by subtropical elements．The to— 

tal elements are ahead by East Asia type representing 36．06 of the entire species，followed by Tropical Asia element 

and North Temperate element．Gleason Index on biodiversity of mosses of Maoershan Nature l~eserve is lower than that 

of Emei Mountains and Daweishan Nature Reserve．The values of Kroeher index on similarity of genera and species be— 

tween Maoershan Nature Reserve and Daweishan Nature Reserve are higher than that between Maoershan Nature Re— 

serve and Emei Mountains．The floristic spectrum of Maoershan Nature Reserve shows the highest percentages of ele— 

ments of Ea st Asia type and Sino-Japan sub-type，comparing with that of the other tWO mount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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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儿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位于广西壮族 自治区 

东北部，为南岭山系越城岭山脉的主峰，地处兴安、 

资源、龙胜三县交界处 ，是漓江、资江和浔江的发源 

地 ；地理位置为 11O。20 ～110。35 E，24。48 ～25。58 

N，呈东北至西南走 向，总面积 170．09 km。；顶峰海 

拔 2 141．5 1"11，为华南第一高峰。山体主要由花岗 

岩构成，地形复杂多样 ，山地地貌特征明显；气候具 

明显的热带山地气候特征，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类 

型，四季分 明，雨量充 沛；保护 区内年平均气温为 

12．8℃，年均降水量约 2 500 miTt，年平均相对湿度 

大于 9O (南紫，2007)。猫儿山的土壤和植被均呈 

明显的垂直分带状 况，主要 土壤类型为红、黄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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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土质为沙壤至粘土 ，水分状况为湿润至常湿润， 

肥力较高(陈作雄等，2001)；森林覆 盖率达 96．5 9／6， 

由山麓至山顶依次为常绿阔叶林 、常绿落叶阔叶混 

交林 、落叶阔叶林 、亚热带针 叶林和针 阔混交林 、山 

顶矮林和山顶灌草丛 ，地带性植被为常绿阔叶林 ，人 

工植被少(朱彪等 ，2004)。 

2o世纪后期，高谦、张光初、林邦娟等苔藓学家 

及 中国科学院采集 队分别在猫儿 山进行过采集 ，共 

记录藓类植物 17科 33属 5O种(吴鹏程 ，2002；吴鹏 

程等，2004；胡人亮等 ，2005；高谦 ，1994，1996；黎兴 

江 ，2000，2006)；南紫(2007)详细研究了猫儿山 自然 

保护区的苔类植物区系，记录苔类植 物 3O科 55属 

l98种，角苔植物 2科 3属 3种；目前尚未有针对猫 

儿山 自然保护区藓类植物 区系的系统研究。本文在 

对猫儿山自然保护区藓类植物进行大范围野外调查 

及标本鉴定 的基础上分析了该地区藓类植物的区系 

特点 ，并结合相关文献汇总了该 地区藓类植物的最 

新名录，以期为华南苔藓植 物多样性及 区系研究提 

供新的资料 。 

1 材料和方法 

1．1野外考察和标本鉴定 

2007年作者于广西猫 儿山 自然保护区进行藓 

类植物的野外调查和采集 ，采集地点主要包括 同仁 

龙塘江 、高寨保护站、十里大峡谷 、九牛塘、老山门、 

红军亭、八角田、避暑 山庄、佛光峰、华南之巅等，同 

时记录经纬度、海拔 、生境等信息。共获得藓类植物 

标本 1 920份 ，均存放于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植物 

标本室(HSNU)。参考相关文献与专著对标本进行 

解剖镜及显微镜下的分类鉴定 ，核对各分类阶层 的 

变动 (Redfearn等 ，1996；吴鹏程 ，2002；吴 鹏程等 ， 

2004；胡人 亮 等，2005；高谦 ，1994，1996；黎兴 江， 

2000，2006)，并根据中国植物分布区类型(王荷生， 

1992)及每个种的分布范围查明其区系成分。 

1．2数据 分析 

采用物种数和Gleason物种丰富度指数DGl作 

为生物多样性的指标 ，并利用 Kroeber系数和区系 

谱(马克平等 ，1995)对猫儿山与邻近山区的藓类植 

物区系进行比较 。①Gleason物种丰富度指数 D臼： 

D 一(S一1)／1nA，式 中 S为藓类植物物种数 ，A 为 

面积 。②Kroeber相 似性 系数 ：s—C(n+6)／2ab× 

100(9／6)，式 中 n、b为两地各 自物种数 ，C为共有种 

数 ，a、b、C均不含世界 分布种 。③ 区系谱 ：FER一 

(FEi／T)×100( )，区系谱为某一特定植物区系中 

各区系成分百分率 的集合 ；式 中 FE，指某 区系 中 

种区系成分的第 i个 区系成分 的分类群数量 (属或 

种)，T指某 区系中分类群总数，FE 丁均不包括世 

界分布类型的种类 。 

2 结果与讨论 

2．1猫儿 山自然保护区藓类植物的种类组成 

2．1．1科 、属、种的组成 经标本鉴定，广西猫儿山 

自然保护 区共有藓类植物 39科 ，109属，265种(含 

种下单位)；其中广西新记录属 6个，分别为薄齿藓 

属(Leptodontium)、筛齿藓属 (Cosclnodon)、毛灯藓 

属(Rhizomnium)、直叶藓属 (Macrocoma)、细羽藓 

属(Cyrto-hypnum)和 拟 金 发 藓 属 (Polytrichas— 

trum)，广西新记 录种 47个。 

表 1 猫儿山自然保护区藓类植物优势科 

Table 1 The dominant families of mosses in 

Maoershan Na tuare Reserve 

序号 科名 
No． FamilY 

属数 占总属数 种数 占总种数 
No． 百分比 No． 百分比 
of Percen- of Percen— 

genera tage(％) species tage(％) 

2．1．2优 势科 优势科 以科内种数(≥15)为依据排 

列(表 1)。从优势科 的组成 可见 ，6个优势科共含 

44属 134种，分别占猫儿山藓类植物总属数和总种 

数的40．37 和 5O．57 ；优势科主要包括广布的真 

藓科 、灰藓科 ，温带成分为主的曲尾藓科、丛藓科和 

青藓科，以及热带、亚热带分布的锦藓科。此外，猫 

儿山仅有单种分布的科有 8个，分别为卷柏藓科、隐 

蒴藓科 、毛藓科、金毛藓科 、蕨藓科 、鳞藓科、碎米藓 

科和塔藓科 ，多以暖温带、亚热带至热带成分为主。 

2．1．3优势属 将猫儿山自然保护区的 109属藓类 

以属内在该地 区分布的种数多寡统计 ，排列见表 2。 

种数大于及等于 1O的属仅有 4个，含少数种的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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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含单种的属比例较高 ，种的结构总体较为均匀 ，体 

现了猫儿山藓类组成 的复杂性。 

表 2 猫儿山自然保护区藓类植物属的组成 

Table 2 Genera diversity of mosses in 

Maoershan Nature Reserve 

将含 9种及以上的属视为优势属(表 3)。优势 

属既包括广布性质的真藓属、小金发藓属，也有温带 

性质的青藓属、绢藓属和灰藓属 ，以及温、热性质均 

具的曲柄藓属和暖热湿生性质的凤尾藓属。7个优 

势属包含的种数超过总种数的 1／4。 

表 3 猫儿山自然保护区藓类植物优势属 

Table 3 The dominant genera of rlq_osses in 

Maoershan Nature Reserve 

2．2猫儿山自然保护区藓类植物区系地理成分分析 

2．2．1区系成分构成 参照王荷生 (1992)对 中国植 

物分布区类型的划分，猫儿山藓类植物的区系成分 

包括 12种类型(表 4)，分别举例说明如下： 

(1)世界分布 ：这一类型指几乎遍布世界各大洲 

而没有特殊分布中心，或虽有一个或数个分布中心 

而遍布世界的种。猫儿山分布有长蒴藓、细叶真藓、 

金发藓等。 

(2)泛热带分布 ：归于此类型的种遍布于东、西 

两半球 的热带地区。如小扭 口藓、比拉真藓、扭叶 

藓等。 

(3)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该类型包括 

间断分布于亚洲和美洲温暖地区的热带种 ，有些在 

东半球延伸到澳大利亚东北部或西南太平洋岛屿。 

如近高山真藓等。 

(4)旧大陆热带分布：旧大陆指亚洲、非洲和大 

洋洲热带地区及其邻近岛屿，而与美洲新大陆相区 

别。列入该成分的种有拟合睫藓等。 

(5)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该区域为旧大 

陆热带的东翼 ，西端可达马达加斯加 ，但不包括非洲 

大陆。归于此成分的种如毛叶曲柄藓 、小扭叶藓等。 

(6)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 ：包括分布于热带非洲 

至印度一马来西亚以及斐济等南太平洋岛屿，但不 

到澳大利亚大陆的种。如短月藓 、暖地大叶藓、南亚 

火藓等。 

表 4 猫儿 山 自然 保护 区藓 类植物 区系成分 

Table 4 The areal—types of moss flora 

0f M aoershan Nature Reserve 

世界分布成分未计人总数 Species of Cosmopolitan are excluded． 

(7)热带亚洲分 布：亦称印度一马来西亚分布 ， 

为旧世界热带的中心部分，北部边缘至我国西南、华 

南、台湾乃至更北 ，南端不到澳大利亚大陆。如南亚 

合睫藓、细叶泽藓、鞭枝悬藓、长刺刺果藓等。 

(8)北温带分布 ：属于该成分的种广布于欧洲、 

亚洲和北美洲温带地区，甚至可达热带山区及南半 

球温带。如变形小 曲尾藓、尖 叶匐灯藓 、宽叶美喙 

藓等。 

(9)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包括间断分布于东 

亚和北美洲温带及亚热带地区的种，以及分布中心 

在东亚或北美洲的种。如短叶扭口藓、多疣悬藓、密 

叶绢藓等。 

(1O)旧大陆温带分布：指广布于欧洲、亚洲中高 

纬度的温带和寒温带，个别延伸至北非或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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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如垂蒴棉藓等。 

(11)东亚分布及其变型 ：东亚成分在猫儿 山藓 

类区系中极为重要 ，该成分 的种分布范围由东喜马 

拉雅至 日本，包 括中国一喜 马拉雅和 中国一 日本 两 

个变型。如仰叶热泽藓 、疣叶树平藓等为 中国一喜 

马拉雅成分；疣灯藓 、短肋羽藓 为等 中国～ El本 成 

分 ；侧枝匐灯藓 、小蔓藓等为东亚分布成分。 

(12)中国特有分布：猫儿山藓类植物 中属于该 

成分的种包括匙叶黄藓、光柄细喙藓等。 

2．2．2猫儿山 自然保护区藓类植物区系的特点 猫 

儿山自然保 护区藓类植 物区系成分 以东亚成分为 

主，共 88种 ，占总种数的 36．06％，构 成猫儿山藓类 

植物区系的主体 ，其 中中国一 日本成分达 58种，占 

总种数的 23．77 ，可见该 区系具较高 的中国一 日 

本色彩 ；其次为热带亚洲成分 和北温带成分。在中 

国已知的 24属 29种东亚特有藓类植物中(吴鹏程 

等，2006)，猫儿山有 4属 4种分布 ，且其包括在 日本 

与中国共有的约 1l属东亚 特有藓类植物 (吴鹏程 

等 ，l987)之内。 

猫儿山自然保护区藓类植物区系以亚热带至温 

带成分(包括北温带分布 、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 

旧大陆温带分布、东亚分布和中国特有分布)占绝对 

优势，达总种数的 61．06 ，这一特征在优势科属组 

成即得到显著体现；热带性成分 (包括泛热带分布、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旧大陆热带分布 、热 

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 

布和热带亚洲分布)在猫儿山亦有相当大比重，占总 

种数的38．94 ，其中热带亚洲成分超过总种数的 

1／4，暖热地 带种类 丰 富的凤 尾藓科 (Fissidentace— 

ae)、蔓藓科(Meteoriaceae)和锦藓科植物在该区系 

大量分布。由此可见猫儿山藓类植物区系在温带成 

分和热带成分的交织作用下具有明显 的亚热带性质 

和过渡性特点，该性质与猫儿 山所处 的地理 位置和 

气候类型中的亚热带属性密切相关 。此外 ，猫儿山 

藓类植物与该地区苔类植物区系的地理成分构成亦 

呈较好的对应关系。 

2．3猫儿山自然保护区与邻近地区藓类植物区系的 

比较 

为进一步探讨猫儿山 自然保护区藓类植物区系 

特点，本文选取 四川峨眉山(裴林英 ，2006)、云南大 

围山自然保护区(杨丽琼 ，2004)的藓类植物 区系与 

猫儿山进行比较 ，二者均为位于中国西南的山区，且 

其面积与猫儿山自然保护区相近。峨眉山地处四川 

盆地的西南边缘，地理位置为 103。10 ～103。37 E， 

29。l6 ～29。43 N，面积 约 115．4 km。，最 高峰 3 099 

m，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雨量充沛，位于中国苔藓植 

物分布的横断山区和云贵 区(吴鹏程等，2006)交汇 

处。大围山位于云南省南部 中越边境 中段 ，地理位 

置为 103。39 ～103。51 E，22。28 ～22。45 N，面积约 

153．65 km ，最高峰 2 363 m，气候高温高湿，与猫 

儿山同属岭南区。 

2．3．1藓类植物组成特点比较 分别从物种数、物 

种丰富度、共有物种数和共有属种 的相似性等角度 

将猫儿山与峨眉山和大围山的藓类植物区系进行 比 

较(表 5)。由表中可见峨眉 山藓类植物科数 、属数 、 

种数及物种丰富度均为最高；大围山藓类植物的科、 

属数与猫儿山相近，种数相对较多，物种丰富度亦高 

于猫儿山。从共有科 、属、种的数 目而言，猫儿山 自 

然保护区与峨眉山和大围山的藓类植物在相似度上 

较为接近；去除世界分布成分的影响后，可见其藓类 

植物的属相似性系数均大于种相似性系数，且猫儿 

山与大围山之间的藓类植物属、种相似性系数均略 

高于其与峨眉山的比较值。 

表 5 猫儿山自然保护区与峨眉山及大围山自然 

保护区的藓类植物物种数及相似性比较 

Table 5 Comparison of similarity of mOSS flora among 

M aoershan Nature Reserve，Erilei M ountains 

and Daweishan Nature Reserve 

世界分布成分未计人共有种数 

Species of Cosmopolitan are excluded from shared species 

2．3．2藓类植物地理成分区系谱比较 与邻近山区 

的植物区系进行比较既有利于进一步理解猫儿山藓 

类植物区系 ，也是深人研究植物区系地理及历史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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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比较结果见表 6及图 1。由表 中可看出猫儿 

山、峨眉山和大围山藓类植物 区系均 以东亚成分 比 

例最高 ，热带亚洲分布、北温带分布也居重要地位。 

东亚成分中的中国一 日本成分在猫儿山藓类植物区 

系中表现为最高，占总种数的 23．77 ，而在峨眉山 

和大围山则分别 占 18．z1 和 15．15 。大围山的 

中国特有成分比例在三者间最高，峨眉山次之，均超 

过 1O ，猫儿山相对较低，小于 5 ；而大围山的北 

温带成分在三者问最低。 

综上而言，峨眉山的藓类植物多样性在三者间 

表 6 猫儿 山自然保护区与峨眉山及大围山自然保护区的地理成分区系谱 

Table 6 The floristic spectrum of the mOSS flora in Maoershan Nature 

Reserve，Emei Mountains and Daweishan Nature Reserve 

泛热带成分 Pantropic 14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成分 Trop．Asia& Trop．Amer．disjuncted 5 

旧大陆热带成分 Old world Tropics 2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成分 Trop．Asia to Trop．Australasia Oceania 6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成分 Trop．Asia to Trop．Africa 6 

热带亚洲成分 Trop．Asia 62 

北温带成分 N．Temp． 39 

东亚和北美洲间断成分 E．Asia＆ N．Amer．disjuncted 10 

旧大陆温带成分 Old world Temp． 2 

温带亚洲成分 Temp．Asia 0 

地巾海至中亚成分 Medit．，W．to C．Asia o 

中亚成分 C．Asla 0 

东亚成分 E．Asia 88 

中国特有成分 Endemic to China 10 

0 

105 

35 

一  

∞ 

也  

．xJ 

}叮 

1 2 3 4 5 

区系成分 Area f-types 

图 l 猫儿山自然保护区与峨眉山及大围山自然 

保护区藓类植物重要区系成分比较 

Fig．1 Comparison of major areal—types of mosses 

flora among Maoershan Nature Reserve，Emei 

Mountains and Daweishan Nature Reserve 

1．泛热带分布；2．热带亚洲分布；3．北温带分布； 

4．东亚分布；5．中国特有分布。 

1．Pantropic；2．Trop．Asia；3．N．Temp．； 

4．E．Asia；5．Endem ic to China． 

最高，这与其地理位置和海拔跨度密切相关——峨 

眉山所处的云贵区位于中国地势一、二阶梯过渡地 

带，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横断山区的影响，是我国苔 

藓植物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且峨眉山在三者间海拔 

最高 ，猫儿山和大围山的海拔则 比较相近。大围山 

位于岭南区与云贵区的交汇地带以及中越边境，地 

域及气候均有明显的热带一亚热带过渡性特点，其 

物种多样性亦高于猫儿山。位于中国地势第三阶 

梯，属于南岭山系的猫儿山则相对远离中国苔藓植 

物的多样性中心及东亚特有属的分布中心，物种丰 

富度略为降低。 

三者区系成分较为相似，均以温带至亚热带成 

分占优势，其中东亚成分为主导。就地理坐标而言， 

经度由峨眉山、大围山至猫儿山依次递增，其区系中 

的东亚成分也逐渐升高；纬度由峨眉山、猫儿山至大 

围山逐渐递减，其区系中的北温带成分逐渐降低。 

而参考位于中国东南的武夷山和鹫峰山东麓(朱俊， 

2001)，可发现其苔藓植物区系中的东亚成分比例进 
一 步升高，分别达总种数的 4o．12 和 42．o5 9／6。 

根据中国苔藓植物的分布迁移路线(吴鹏程等， 

2006)，峨眉山位于喜马拉雅地区沿长江流域至中国 

东南沿海路线的中西段，大围山位于喜马拉雅及横 

断山区至广西北部和福建到台湾路线的偏西段，武 

夷山和鹫峰山则位于该路线的东部。猫儿山自然保 

护区位于第二条路线的中部偏东南位置，其藓类植 

物区系中的东亚成分也表现为居 间水平，可作为一 

个中间环节体现出藓类植物区系由喜马拉雅至 日本 

n 卯 ∞ 弘 船 加 卯 钾 钾 

c； c：c：坫 M 

％ ∞ 加 ％ ， 
n 

L L L 0 。 

¨ 4 3 5 4 他 3 O 0 

蛆％ ∞  ̈ 。。。舭̈ 

∞ ∞ 加 他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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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渡性 ；而猫儿山与大围山藓类植物的属 、种相似 

性系数略高于其与峨眉山的比较值 ，也可能与前二 

者同处于岭南 区且分布在同一路线上相关 。此外 ， 

猫儿山藓类植物区系一方面在属 的水平上与峨眉山 

和大围山有较高的相似性，另一方面其区系谱中的 

中国一 日本成分又明显高于后二者 ，亦可从侧 面反 

映出藓类植物区系从中国西南至东南乃至 日本的联 

系和演替。 

致谢 感谢广西猫儿 山保护局 罗远 周科长、陈 

宇功指导等在野外采集 中给予的大力支持和热心帮 

助；朱永青、刘丽和裴林英在野外采集和标本鉴定上 

给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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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猫儿山藓类植物名录 

泥炭藓科 Sphagnaceae 

舌叶泥炭藓 Sphagnum obtusum Warnst．20077191977 

卵叶泥炭藓 S．ovatum Hampe．2007715689 

曲尾藓科 Dicranaceae 

长叶曲柄藓 Campylopus datrovirens De Not．2007714401 

丛毛曲柄藓 C．comosus(Schw／igr．)Bosch& Sande Lac． 

2007715635 

毛叶曲柄藓 e ericoides(Griff．)A．Jaeger 200771313 

曲柄藓 C fZe~UOSUS(Hedw．)Brid．2007715797 

脆枝曲柄藓 C．fragilis(Brid．)Bruch& Schimp．2007715859 

梨蒴曲柄藓 C．pyriformis(Schuhz)Brid．20077171550 

辛氏曲柄藓 C schimperi J．Milde 2007714519 

黄曲柄藓 e schmidii(Mal1．Ha1．)A．Jaeger 2007715591 

日本曲柄藓 C sinensis(Mal1．Ha1．)J．-p．Frahm 2007715606 

节茎 曲 柄 藓 C．umbellatus(Sehwfigr．& Gaudich．ex Am．) 

Paris 20077l31l6 

多形小曲尾藓 Dicranella heteromalla(Hedw．)Schimp． 

20077171602 

偏叶小曲尾藓 D．subulata(Hedw．)Schimp．20077171613 

变形小曲尾藓 D．varia(Hedw．)Schimp．2007715590 

丛 叶青毛藓 Dicranodontium caespitosum(Mitt．)Paris 

2007715892 

山地青毛藓 D．didictyon(Mitt．) Jaeger 2007715848 

毛叶青毛藓 D f／lifolium Broth．2007715607 

长蒴锦叶藓 Dicranolorna cylindrothecium(Mitt．)Sakurai 

20077171619 

绒叶曲尾藓 Dicranum fulvum Hook．20077161055 

日本曲尾藓 (东亚曲尾藓)Dicranumjaponicum Mitt． 

2007715760 

无褶曲尾藓 Dicranum leiodontium Cardot 20077181844 

脆叶锦叶藓 D．psathyrum Klazenga 2007715766 

卷叶曲背藓 Oncophorus crispifolius(Mitt．)Lindb． 

2007714200 

南亚合睫藓 Symblepharis reinwardtii(Dozy& Molk．) 

Mitt．20077161282 

合睫藓 S．vaginata(Dixon)Wijk&Margad．2007715639 

长蒴藓 Trematodon longicollis Mi chx．20077191946 

白发藓科 Leucobry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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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叶白发藓 Leucobryum bowringii Mitt．200771360 

爪哇白发藓 L．javense(Brid．)Mitt．20077161057 

桧叶白发藓 L．juniperoideum(Brid．)Mal1．Ha1．2007714186 

疣叶白发藓 L．scabrum Sande Lac．20077161258 

风尾藓科 Fissidentaceae 

异形凤尾藓 Fissidens azzoTyg3lus Mont．2007714550 

黄叶凤尾藓 F．crispulus Brid．200771334 

卷叶凤尾藓 F．dubius P．Beauv．2007715820 

钝叶凤尾藓 F．gardneri Mitt．2007713104 

裸萼凤尾藓 F．gymnogynus Besch．2007714158 

内卷凤尾藓 F．involutus wilson ex Mitt．20077171670 

暗色凤尾 藓 F linearis var．obscurirete(Broth．& Paris)I．G 

Stone 2007718179O 

网孔凤 尾藓 F．polypodioides Hedw．2007714268 

南京风尾藓 F．CgySHT／~tl7Zia7lUS Dozy& Molk．20077161024 

花叶藓科 Calymperaceae 

网藓 Syrrhopodon gardneri(Hook．)Schwggr．20077161045 

日本网藓 S． 声∽ f“ (Besch．)Broth．20077161463 

丛藓科 Pottiaceae 

小扭口藓 Barbula indica(Hook．)Spreng．2007714232 

爪哇石灰藓 B．javanica Dozy& Molk．200771351 

扭口藓 B．unguiculata Hedw．20077191896 

东亚红叶藓 Bryoerythrophyllum wallichli(Mitt．)P．C．Chen 

200771 61293 

反叶扭 口藓 Didymodon rrugineus(Schimp．exBesch．) 

M．0．Hill 2007714405 

D．” “ f̂“ 0 nⅡ(Renauld Cardot)Broth．2007715846 

短叶扭 口藓 D．tectorum(Mal1．Ha1．)K．Saito 20077161260 

尖叶扭 口藓 D．vinealis(Brid，)R。H．Zander 2007714480 

钩喙净口藓 Hymenostylium recurvirostrum(Hedw．)Dixon 

2007716l320 

卷叶湿地藓 H o ila involuta(Hook．)A．Jaeger 20077l4161 

匙叶湿地藓 H．spathulata(Ha ．)A_Jaeger 20077191937 

纤细薄齿藓 Leptodontium exifolium(Dicks．)Hampe 

20077l5596 

薄齿藓短蒴变种 L．viticulosoides vat．abbreviatum 

(Dixon)Wijk& Margad．：?007715911 

拟合睫藓 Pseudosymblepharis angustata(Mitt．)Hilp． 

2007714454 

酸土藓 Trichostomunz￡ mirostre(Hook．& Taylor)Lindb． 

200771388 

缺齿小石藓 Weissia edentula Mitt．20077l61041 

紫萼藓科 Grimmiaceae 

小 L筛齿藓 Coscinodon cribrosus(Hedw．)Spruce 2007715946 

高山紫萼藓 Grimmia DlOllt61 21t2 Bruch& Schimp．20077191893 

黄砂藓 Racomitrium anomodontoides Cardot 200771396 

簇生砂藓 R．“q““ c“”z(Bri(1|ex Schrad．)Brid．2007715642 

丛枝砂藓 R．fasciculare(Hedw．)Brid．2007715867 

异枝砂藓 R．heterostichum(Hedw．)Brid．2007714500 

阔叶砂藓 R nitidulum Cardot 2007715950 

葫芦藓科 Funariaceae 

葫芦藓Funa~ ia hygrometrica Hed 20077191921 

真藓科 Bryaceae 

银藓 AttOlltObr"ytdHl julaceum(Schrad．ex P．Gaertn．，B．Mey．& 

Scherb．)Schimp．2007714l6O 

芽孢银藓 Anomobryum gemmigerum Broth．2007714212 

纤枝短月藓 Brachymenium exile(Dozy& Molk．)Bosch 8L 

Sande Lac．20077161355 

短月藓 B．nepalense Hook．2007715880 

毛状真藓 Bryum apiculatum Schwfigr．2007715839 

真藓 B．argenteum Hedw．200771350 

韩式真藓 B．blandum subsp．handelii(Broth．) 

Ochi 2007713102 

卵蒴真藓 B．blindii Bruch& Schimp．2007714534 

比拉真藓 B．billarderi SchwSgr．2007715865 

细叶真藓 B．capillare Hedw．2007714207 

双色真藓 B．didzowmum Hedw．2007714430 

黄色真藓 B．pallescens Schieich．ex schw~gr．200771385 

黄色真藓近圆叶变种 B．pallescens var．subrotundum 

(Brid．)Bruch＆ Schimp．2007714524 

近高山真藓 B．paradoxum Schwfigr．2007714515 

弯叶真藓 B．recurvu[um Mitt．20077161474 

糙枝丝瓜藓 Pohlia camptotrachela(Renauld& 

Cardot)Broth．2007714528 

丝瓜藓 P．elongata Hedw．2007715660 

暖叶大地藓 Rhodobryum giganteum(Schwggr．) 

Paris 2007714315 

提灯藓科 Mniaceae 

长叶提灯藓 Mnium lycopodioides Schw~gr．20077161228 

尖叶匐灯藓 Plagiomnium acuturn(Lindb．)T．J．Kop．200771364 

匐灯藓 P．cuspidatum(Hedw．)T．J．Kop．2O077181819 

全缘匐灯藓 P．integrum(Bosch＆．Sande Lac．) 

T．J．Kop，20077191887 

日本匐灯藓 P． o “，”(L』ndb．)T．J Kop．20077171638 

侧枝匐灯藓 P．nmximoviczii(Lindb．)T．J．Kop．200771377 

钝叶匐灯藓 P．rostratum(Schrad．)T．J．Kop．20077161154 

扇叶毛灯藓 Rhizomnium hattorii T．J．Kop．20077161335 

具丝毛灯藓 R．tuom娩oskii T．J．Kop．20077161309 

疣灯藓 Trachycystis microphylla(Dozy＆Molk．)Lindb． 

20077188 

桧藓科 Rhizogoniaceae 

阔叶桧藓 Pyrrhobryum latifoliurn(Bo sch& Sande 

Lac．)Mitt．20077191922 

刺叶桧藓 P．spiniforTD／d(Hedw．)Mitt．2007714292 

珠藓科 Bartramiaceae 

仰叶热泽藓 Breutelia dicranacea(Mul1．Ha1．)Mitt．2007714532 

偏叶泽藓 Philonotis厂“ (Hook．)Mitt．20077181818 

P．foY~taTza vaf．tenuicauHs(Cardot)Nog．20077191940 

毛叶泽藓 P．1ancifolia Mitt．2007715646 

柔叶泽藓 P．mollis(Dozy& Molk．)Mitt．20077161138 

细叶泽藓 P．thzmitesii Mitt．200771358 

东亚泽藓 P．turneriana(Schw／igr．)Mitt．2007715711 

木灵藓科 Orthotrichaceae 

直叶藓细枝亚种 MacFOCODILI tenuis subsp．sullivantii 

(Mtil1．Ha1．)Vitt 20077191902 

福 氏蓑藓 Macromitrium ferriei Cardot& Th6r．2007719191l 

南亚火藓 Schlotheimia grevilleana Mitt．20077181836 

卷柏藓科 Racopil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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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尖卷柏藓 Raeopilum aristat“m Mitt．2007713124 

隐蒴藓科 Cryphaeaceae 

毛枝藓 Pilotrichopsis dentata(Mitt．)Besch．2007714288 

毛藓科 Prionodontaeeae 

台湾藓 Taiwallobryum speciosum Nog．20077181856一la 

扭叶藓科 Trachypodaceae 

大耳拟扭叶藓 Trachypodopsis auriculata(Mitt．)M．Fleisch． 

20077l5655 

拟扭 叶 藓 卷 叶 变 种 serrulata var．crispatula(Hook．) 

Zanten 2007714429 

拟扭叶藓 serrulata(P．Beauv．)M．Fleisch．2007715767 

扭 叶藓 Trachypus bicolor Reinw．& Hornsch．2007715664 

小扭叶藓 hurnilis Lindb．20077181809 

金毛藓科 Myuriac~e 

脆叶金毛藓 Oedicladium fragile Cardot 2007715794 

蕨藓科 Pterobryaceae 

小蔓藓 Meteoriella soluta(Mitt．)S．Okamura 2007714407 

蔓藓科 Meteoriaceae 

南亚假 悬 藓 Aerobryidium levieri(Renauld & Cardot)S．H． 

I in 20077l421l 

大灰气藓 nerobryopsis subdivergens(Broth．)Broth． 

20077l9l9O7 

气藓 Aerobryum speciosum Dozy b-Molk．20077161113 

鞭枝悬藓 Barbella flagellifera(Cardot)Nog．2007714284 

垂藓 Ch rysocladium retrorsum(Mitt．)M．Fleiseh． 

20077181835一l 

四川丝带藓 Floribundaria setschwanica Broth．2007714219 

多疣悬藓 Neodicladiel& pendula(Su[1．)W．R．Buck 

20077l4444 

尖叶假悬藓 Pseudobarbella attenuata(Thwaites& 

M itt．)Nog．2007713119 

小多疣藓 Sinskea flu 77lTIIea(Mitt．)W．R．Buck 2007714472 

多疣藓 S．phaea(Mitt．)W．R．Buck 2007715499 

扭叶松萝藓 Toloxis semitorta(Mnl1．Ha1．)W．R． 

Buck 2007714474 

平藓科 Neckeraceae 

小树平藓 Homaliodendron exiguurn(Bosch＆ Sande 

I ac．)M ．Fleisch．20077l8l871 

树平藓 H．ftabellatum(Sm．)M．Fleiseh．20077181783 

西南树平藓 H．montagneanum(Mal1．Ha1．)M． 

Fleisch．200771348 

疣叶树平藓 H．papillosum Broth．200771380 

木藓科 Thamnobryaceae 

东亚羽枝藓 Plnnatelta makinoi(Broth．)Broth． 

2007718l856一lb 

匙叶木藓 Thamnobryum subseriatum(Mitt．ex 

Sande Lac．)B．C．Tan 20077171638 

船叶藓科 Lembophyllaceae 

尖叶拟船叶藓 Dolichomitriopsis diversiformis 

(Mitt．)Nog．200771716I1l 

异猫尾藓 Isothecium subdiversifo， Broth．2007714330 

油藓科 Hookeriaceae 

多枝毛柄藓 Calyptrochaeta ramosa subsp．spinosa 

(Nog．)P．J．Lin B．C．Tan 20077161Ol1 

东亚黄藓 Distichophyllum maibarae Besch．2007714312 

匙 叶黄藓 D．oblongum B．C．Tan& P．J．Lin 2007715509 

尖叶油藓 Hookeria acutifoliⅡHook．& Ge rv．20077161l9O 

刺果藓科 Symphyodontaceae 

长刺刺果藓 Symphyodon echinatus(Mitt．)A．Jaeger 

2007715757 

贵州刺果藓 S．weymouthioides Cardot＆ Th6r．20077171654 

孔雀藓科 Hypopterygiaceae 

短肋雉 尾藓 Cyathophorella hookeriana(Griff．)M．Fleisch． 

20077161121 ． 

黄边孔雀藓 Hypopterygium flavolimbatum Mul1．Ha1． 

20077181847 

鳞藓科 Theliaeeae 

粗疣藓 Fauriella tenuis(Mitt．)Cardot 2007714442 

碎米藓科 Fabroniaceae 

东亚附干藓 Schwetschkea laxa(Wilson)A．Jaeger 2007714464 

薄罗藓科 Leskeaceae 

拟草藓 P “ 0z op zippelii(Dozy& Molk．)Broth． 

2007714251 

异齿藓 Ragmatodon linatus(Hook．)Brid．20077181825 

牛舌藓科 Anomodontaceae 

暗绿多枝藓 Haplohymenium triste(Ces．)Kindb．20077191900 

羊角藓 H petineuron toccoae(Sul1．＆Lesq．)Cardot 

20077144 14 

羽藓科 Thuidiaceae 

狭叶麻羽藓 CIaopodium aciculum(Broth．)Broth．200771323 

大麻羽藓 C．assurgens(Sul1．& Lesq．)Cardot 200771 91939 

红毛细羽藓 Cyrto hypnum versicolor(Hornsch．ex Mal1．Ha1．) 

W．R．Buck& H．A．Crum 2007714261 

美丽细羽藓 Cyrto-hypnum contortulum(Mitt．)P．C．Wu，Cros— 

by& S．He 2007714268 

狭 叶 小 羽 藓 Haplocladium angust~ folium (Hampe& Mtil1． 

Ha1．)Broth．2007715471 

细~t-d,羽藓 H．mio ophyllum(Hedw．)Broth．20077191951 

绿羽藓 Thuidium assimile(Mitt．)A．Jaeger 2007716l084 

大羽藓 cymbi lium(Dozy& Molk．)Dozy＆ Molk． 

20077156]2 

短肋羽藓 T．kanedae Sakurai 2007714445 

灰羽藓 pristocalyy(Mal1．Ha1．)A．Jaeger 2007715808 

拟灰羽藓 pristocalyx v3r samoanu．,n(Mitt．) 

Touw 2007718l866 

亚灰羽藓 subglau~inure Cardot 200771717l6 

青藓科 Brachytheciaceae 

勃氏青藓 B7』(?(hythecium bl—otheri Paris 200771,1334 

多褶青藓 B．buchananii(H()0 k_)A．Jaeger 2007715739 

斜蒴青藓 Brachythecimn c 7" fo旃 c Fs kaki 20077161379 

斜枝青藓 B．c“mp ，。ẑ“ z“， Mul1．Ha1．2007715601 

冰川青藓 B．glaeiale Schimp．2007715620 

灰青藓 B．glauculum MUl1．Ha1．2007715850 

柔叶青藓 B．morietlse Besch．2007715681 

疣柄青藓 B．perscabrum Broth．2007714373 

羽枝青藓 B．plunmsum(Hedw．)Schimp．2007714336 

B．plumosum vat．SD‘ “f plumosum Dixon& 

Sak1arai 2007714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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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尖燕尾藓 Bryhnia trichomitria Dixon＆ Th6r．20077171680 

短尖美喙藓 Eurhynchium angustirete(Broth．)T．J．Kop． 

20077191936 

尖叶美喙藓 E eustegium(Besch．)Dixon 2007714357 

宽叶美喙藓 E．hians(Hedw．)Sande Lac．20077161316 

疏网美喙藓 E [axirete Broth．20077171672 

羽枝美 喙藓 E longirameum(MOl1．H a1．)Y．F．Wang& R． 

L．Hu 20077161317 

密叶美喙藓 E savatieri Schimp．ex Besch．20077161429 

糙叶美喙藓 E squarrifolium Broth．ex lhsiba 2007715602 

光柄细喙藓 Rhynchostegiella laeviseta Broth．20077161420 

缩叶长喙藓 Rhynchostegium contractum Cardot 2007714337 

R．divaricatifolium Renauld 8L Cardot 2007715970 

狭叶长喙藓 R．fauriei Cardot 20077171686 

斜枝长喙藓 R．inclinatum(Mitt．)A．Jaeger 20077161358 

卵叶长喙藓 R．oⅢnfolium S．Okamura 20077161305 

淡叶长喙藓 R．pallenticaule Mal1．Ha1．20077191957 

匐枝长喙藓 R．serpenticaule(Mol1．Ha1．)Broth．2007714180 

美丽长喙藓R．subspeciosum(Mal1．Ha1．)Mal1．Ha1．2007714539 

绢藓科 Entodontaceae 

密叶绢藓 Entodon challengeri(Paris)Cardot 200771818l7 

绢藓 E cladorrhizans(Hedw．)Mtil1．Ha1．20077161466 

广叶绢藓 E flavescens(Hook．)A_Jaeger 200771310 

长叶绢藓E longifolius(Mtil1．Ha1．)A．Jaeger 2007715761 

长柄绢藓 E macropodus(Hedw．)Mal1．Ha1．200771333 

钝叶绢藓 E obtusatus Broth．2007713121 

横生绢藓 E．prorepens(Mitt．)A．Jaeger 2007714378 

亚美绢藓 E．sullivantii(Mtil1．Ha1．)Lindb．20077191894 

绿叶绢藓 E．viridulus Cardot 200771368 

螺叶藓 Sakuraia conchophylla(Cardot)Nog．2007714556 

棉藓科 Plagiotheiaceae 

直叶 棉 藓 Plagiothecium euryphyllum(Cardot& Th6r．)Z． 

1wats．20077139 

垂蒴棉藓 P．nemorale(Mitt．)A．Jaeger 2007713115 

锦藓科 Sematophyllaceae 

扁枝小锦藓 Brotherella complanata Reimers＆ Sakurai 

2007714197 

赤茎小锦藓 B．erythrocaulis(Mitt．)M．Fleisch．20077171553 

东亚小锦藓 B． uriei(Besch．ex Cardot)Broth．2007714347 

南方小锦藓B．henonii(Duby)M．Fleisch．2007714317 

垂蒴小锦藓 B．nictans(Mitt．)Broth．200771324 

短肋拟疣胞藓Clastobryopsis brevinervis M．F1eisch． 

20077l6lO44 

拟疣胞藓 C． 如”uln(Mitt．)M．Fleisch．2007714183 

粗枝拟疣胞藓 C．robusta(Broth．)M．Fleisch．2007715650 

三列疣胞 藓 Clastobryum glabrescens(Z．1wats．)B．C．Tan，Z． 

1wats．& D．H．Norris 2007714556 

狭叶厚角藓 Gammiella tonkinensis(Broth．＆ Paris)B．C．Tan 

2007714209 

Glossadelphus ogatae Broth．et Yasuda 2007716l124 

凹叶拟小锦藓 Hageniella micans(Mitt．)B．C．Tan&Y．Jia 

200771716O1 

腐木藓 Heterophylliumaffine(Hook．)M．Fleisch．2007714431 

疣柄拟刺疣藓 Papillidiopsis complanata(Dixon)W．R．Buck& 

B．C． I n 2007715 7Zl 

褶边拟刺疣藓 P．macrosticta(Broth．＆ Paris)W．R．Buck& B． 

C．Tan 20077171577 

矮锦藓 Sematophyllum subhumile(MUl1．Ha1．)M．Fleisch． 

20077181862 

弯叶刺枝藓 Wijkia def[eccil厂0lia(Mitt．ex Renauld& Cardot) 

H．A．Crum 2007715705 

角状刺枝藓 W．hornschuchii(M．Fleisch．)H．A．Crum 

20077l4296 

细枝刺枝藓 W．surcularis(Mitt．)H．A．Crum 200771 61030 

毛尖刺枝藓 W．tanytricha(Mont．)H．A．Crum 2007715724 

灰藓科 Hypnaceae 

柔枝梳藓 Ctenidium andoi N．Nishim．2007713113 

毛叶梳藓 C．capillifolium(Mitt．)Broth．20077161292 

斯里兰卡梳藓 Ctenidium ceylanicure Cardot 20077171678 

戟叶梳藓 C．hastile(Mitt．)Lindb．20077161433 

平叶梳藓 C．homalophyllum Broth．&Yasuda ex Ihsiba 

2007713111 

梳 藓 C molluscum(Hedw．)Mitt．20077161436 

齿 叶梳藓 G serrati lium(Cardot)Broth．2007713105 

钝叶偏蒴藓 Ectropothecium obtusulum(Cardot)Z．1wats． 

20077171617 

卷叶偏蒴藓 E ohosimense Cardot& Th6r．2007714181 

平叶偏蒴藓 E zollingeri(Mal1．Ha1．)A Jaeger 200771359 

拳叶灰藓Hypnum circinale Hook．20077171656 

灰藓 H cupressifo， Hedw．20077171609 

密枝灰藓 H。densirameum Ando 2007714491 

东亚灰藓 H．知uriei Cardot 200771321 

弯叶灰藓 H．hamulosum Schimp．20077171645 

长蒴灰藓 H．macrogynum Besch．2007714190 

南亚灰藓 H．oldhamii(Mitt．)A．Jaeger 20077171622 

大灰藓 H．plumaeformeWilson 200771375 

湿地灰藓 H．sakuraii(Sakurai)Ando 20077171646 

暗绿灰藓 H tristoviride(Broth．)Paris 20077171753 

直叶灰藓 H．vaucheri Lesq．20077181884 

淡色同叶藓 Isopterygium albescens(Hook．)A．Jaeger 

20077161415 

纤枝同叶藓 I．minutirameum(M01I．Ha1．)A_Jaeger 

20077l8l784 

密叶 拟鳞 叶 藓 Pseudotaxiphyllum densum(Cardot)Z．1wats． 

20077181819—1 

P． ebarue (Sakura1)Z．1wats．20077181824 

东亚拟鳞叶藓 P．pohliaecarpum(Sul1．& Lesq．)z 1wats． 

2007713l 

鳞叶藓 Taxiphyllum taxirameum(Mitt．)M．Fleisch．200771344 

暖地明叶藓 Vesicularia ferriei(Cardot& Th6r．)Broth． 

200771381 

塔藓科 Hyioeomiaceae 

南木藓 Macrothamnium"macrocarpUBl(Reinw．8L Hornsch．)M． 

Fleisch．2007714295 

短颈藓科 Diphysciaceae 

东亚短颈藓 Diphyscium lvifolium Mitt．200771362 

(下转第 795页 Continue oD page 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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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N，2009)，其他 4组均为二倍体，说明大叶苎麻 

组是 5个组中最为进化的一个组 ，但难 以想象青叶 

苎麻和微绿苎麻可能来源于进化程度高的大叶苎麻 

组多倍体种。另外 ，也有证据(廖亮 ，2009)可以说明 

苎麻组和较原始的腋球苎麻组接近 。本实验结果显 

示苎麻组的青叶苎麻 、微绿苎麻和大叶苎麻组的多倍 

体类群聚为一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种间杂 

交或基因渐渗所致 ，在 ITS序列克隆分析中也表明苎 

麻存在组间杂交(廖亮 ，2009)，即苎麻组和大叶苎麻 

组的紧密关系可能是组间杂交或基 因渐渗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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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发藓科 Polytrichaceae 

狭叶仙鹤藓 Atrichum angustatum(Brid．)Bruch& Schimp． 

20077142100 

小仙鹤藓 A．crispulum Schimp．ex Besch．2007716l333 

小胞仙鹤藓 A．rhystophyllum(M011．Ha1．)Paris 2007714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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