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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报道了广西蕨类植物一新记录属———藤蕨科网藤蕨属ＬｏｍａｇｒａｍｍａＪ．Ｓｍ．；经野外观察及标本研

究，将云南网藤蕨Ｌ．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Ｃｈｉｎｇ处理为网藤蕨Ｌ．ｍａｔｔｈｅｗｉｉ（Ｃｈｉｎｇ）Ｈｏｌｔｔｕｍ的异名，并绘制了墨线图

以便于分类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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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ＬｏｍａｇｒａｍｍａＪ．Ｓｍ；Ｌｏｍａｒｉｏｐｓｉｄａｃｅａｅ；ｎｅｗ　ｓｙｎｏｎｙｍ；ｎｅｗ　ｒｅｃｏｒｄ；Ｇｕａｎｇｘｉ

　　作者最近在广西十万大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

广西大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植物考察中先后采

集到了一种网藤蕨属ＬｏｍａｇｒａｍｍａＪ．Ｓｍ．植物，这

是该属植物在广西的首次记录。

初步查阅文献资料，发现该植物同时具有云南

网藤蕨Ｌ．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和网藤蕨Ｌ．ｍａｔｔｈｅｗｉｉ的形

态特征，进 一 步 的 标 本 研 究 表 明，云 南 网 藤 蕨Ｌ．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Ｃｈｉｎｇ与 网 藤 蕨Ｌ．ｍａｔｔｈｅｗｉｉ（Ｃｈｉｎｇ）

Ｈｏｌｔｔｕｍ实为同一种植物，应将云 南 网 藤 蕨 作 为 异

名处理，现报道如下。

　　网藤蕨　图１
Ｌｏｍａｇｒａｍｍａ　ｍａｔｔｈｅｗｉｉ（Ｃｈｉｎｇ）Ｈｏｌｔｔｕｍ　ｉｎ

Ｇａｒｄ．Ｂｕｌｌ．Ｓｔｒ．Ｓｅｔｔｌ．９（２）：２０６．１９３７；Ｓ．Ｈ．Ｗｕ，Ｆｌ．
Ｒｅｉｐ．Ｐｏｐ．Ｓｉｎ．６（１）：１３０，ｐｌ．２４，ｆ．１－３．１９９９ｅｔ　Ｆｌ．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Ｐｔｅｒｉｄ．）３４２－３４５，ｆ．４６．２００３；Ｘ．
Ｃｈｅｎｇ，Ｆｌ．Ｙｕｎｎａｎｉｃａ　２１：２２９ － ２３１，ｆ．５７．
２００５．———Ｃａｍｐｉｕｍ　ｍａｔｔｈｅｗｉｉ　Ｃｈｉｎｇ　ｉｎ　Ｂｕｌｌ．Ｆａｎ
Ｍｅｍ．Ｉｎｓｔ．Ｂｉｏｌ．１（９）：１５８，ｆ．３．１９３０．Ｔｙｐｅ：Ｋｗａｎｇ－
ｔｕｎｇ．Ｌｉｅｎｃｈｏｗ（广 东 连 州），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６，１９０７，

Ｍａｔｔｈｅｗ　５１０８（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Ｋ；ｉｓｏｔｙｐｅ，ＨＫ）．
Ｌ．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Ｃｈｉｎｇ　ｉｎ　Ａｃｔａ　Ｐｈｙｔｏｔａｘ．Ｓｉｎｉｃａ

２１（２）：２１７．１９８３．ｓｙｎ．ｎｏｖ．Ｔｙｐｅ：Ｙｕｎｎａｎ（云 南），

１９５６，Ｙｕｎｎａ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Ｅｘｐｅｄ．（云 南 综 考 队）９０６（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ＰＥ）．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７－１４　　修回日期：２０１１－１２－２７
基金项目：广西自然科学基金（２０１０ＧＸＮＳＦＥ０１３００４）；广西植物研究所基本科研业务费（桂植业１２００４）［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２０１０ＧＸＮＳＦＥ０１３００４）；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ｕｎｄ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１２００４）］
作者简介：蒋日红（１９８３－），男，广西桂林人，硕士，从事植物区系和植物生态学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ｊｉａｎｇｒｈｇ＠１６３．ｃｏｍ，ｒｈｊｉａｎｇ＠ｇｘｉｂ．ｃｎ。

＊ 通讯作者：张宪春，男，博士，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蕨类植物，（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ｘｃ＠ｉｂｃａｓ．ａｃ．ｃｎ。



图１　网藤蕨　Ａ．植株；Ｂ．不育顶生叶的顶端；Ｃ．根状茎的鳞片；Ｄ．羽片背面的鳞片 （朱运喜根据十万大山采集队２９０９绘）。

Ｆｉｇ．１　Ｌｏｍａｇｒａｍｍａ　ｍａｔｔｈｅｗｉｉ（Ｃｈｉｎｇ）Ｈｏｌｔｔ．　Ａ．Ｈａｂｉｔ；Ｂ．Ａｐｉｃａｌ　ｐｉｎｎａ　ｏｆ　ｓｔｅｒｉｌｅ　ｆｒｏｎｄ；Ｃ．Ｓｃａｌｅ　ｆｏｒｍ　ｂａｓｅ　ｏｆ　ｓｔｉｐｅ；
Ｄ．Ｓｃａｌｅ　ｆｒｏｍ　ｕｎｄｅｒ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ｐｉｎｎａ．Ｄｒａｗｎ　ｂｙ　Ｙ．Ｘ．Ｚｈｕ　ｆｒｏｍ　Ｓｈｉｗａｎｄａｓｈａｎ　Ｔｅａｍ　２９０９（ＩＢＫ）．

　　广西（Ｇｕａｎｇｘｉ）：大 明 山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两

江站剑江，附生于山谷密林下的岩石以及树上，海拔

３２０ｍ，２０１０－０８－１０，蒋日红、吴磊等Ｄ０９１６（ＩＢＫ）；防
城港市扶隆乡平龙山河谷三泡沟附近，生于山谷溪

７４１２期　　　　　　　　　　　　　　蒋日红等：中国网藤蕨属一新异名



图２　云南网藤蕨的主模式标本　（标本照片来源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Ｆｉｇ．２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　ｏｆ　Ｌｏｍａｇｒａｍｍ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Ｃｈｉｎｇ（ＰＥ）

边，附于石壁上及树 上，海 拔４３０ｍ，２０１０－０７－０９，十

万大山采集队２６４２（ＩＢＫ）；防城港市那勤乡白石崖，
生于 山 谷 溪 边 土 上、岩 石 上 及 树 上，海 拔３９０ｍ，

２０１０－０７－１３，十万大山采集队２９０９（ＩＢＫ，ＰＥ）。

分布：香港、广东、福建、云南。广西首次记录。
网藤蕨属ＬｏｍａｇｒａｍｍａＪ．Ｓｍ．，隶属于藤蕨科

Ｌｏｍａｒｉｏｐｓｉｄａｃｅａｅ，为大型或中型攀缘植物。根状茎

扁平，有腹背之分，腹面生根，背面有叶多行，顶端密

８４１ 广　西　植　物　　　 　　　　　　　　　　　　　　３２卷



被鳞片；根状 茎 幼 时 纤 细，上 面 仅 有２行 不 育 基 生

叶，攀援于溪涧旁的潮湿石壁上，攀援至树干之后根

状茎变粗，生出不育顶生叶；鳞片黑色，披针形，筛孔

透明。叶远生，异型；柄长，叶片为一回羽状，很少为

二回羽状，侧生羽片以关节着生于叶轴，顶生羽片有

时不具关节；不育叶的羽片多数，披针形，全缘、波状

或具锯齿；能育叶的羽片狭缩。叶脉网状，在主脉两

侧连结成２－３行网眼，无内藏小脉，能育叶的网眼

较少。孢子囊群无盖，满布于能育羽片的下面。
据文献记载，网藤蕨属约有１５种，分布于南亚、

东南亚 至 波 利 尼 西 亚；我 国 有３种，即 网 藤 蕨Ｌ．
ｍａｔｔｈｅｗｉｉ、云南网藤蕨Ｌ．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和粗齿网藤

蕨Ｌ．ｇｒｏｓｓｅｓｅｒｒａｔａ，其中粗齿网藤蕨因标本 及 相 关

资料缺 乏 而 列 为 存 疑 种，而 云 南 网 藤 蕨Ｌ．ｙｕｎ－
ｎａｎｅｎｓｉｓ体形极似网藤蕨Ｌ．ｍａｔｔｈｅｗｉｉ，但根状茎被

相当密的、开展的、长１－１．３ｃｍ、灰白色、蠕虫形的

鳞片，不育叶的羽片较大，长达１２ｃｍ，宽２．２ｃｍ，顶
端以下全缘，顶生羽片以关节着生，羽轴两侧各有网

眼３行（吴 兆 洪，１９９９，２００３；成 晓，２００５；秦 仁 昌，

１９８３）。常用于两者的分种检索表可总结如下。

１．不育叶的顶生羽片以关节着生于叶轴顶端，草质，
侧生小羽片长，１０－１３ｃｍ，上部１／３边缘具矮锯齿，
下部２／３全缘

云南网藤蕨Ｌ．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Ｃｈｉｎｇ

………………………………………
……………

１．不育叶的顶生羽片不以关节着生于叶轴顶端，厚

纸质，侧生小羽片长５－１０ｃｍ，边缘浅圆齿或粗锯齿

网藤蕨Ｌ．ｍａｔｔｈｅｗｉｉ（Ｃｈｉｎｇ）Ｈｏｌｔｔｕｍ…………
但根据对野生居群的观察发现，同一个居群不

同叶片常同时出现两者上述的全部性状，甚至同一

个根状茎上的叶片，其顶生羽片有时具关节，而有时

羽状浅裂而基本不具关节。该植物不育基生叶羽状

渐尖，边缘具齿，但攀上树干或石壁（崖）后，根状茎

增粗，羽片明显变大，羽轴无法承受其重量而在下方

某一侧生羽片处断开，形成假奇数一回羽状，顶生羽

片以关节着生的现象；或由于标本采集后没有得到

妥善的处理，羽片折断而形成假奇数一回羽状（因小

羽片以关节着生，所以羽片渐尖处极易折断而形成

假奇数羽状现象）。这点可以通过采集时其顶端羽

片容易断而形成假顶生羽片的现象说明。不育顶生

羽片脱离土壤水湿环境后，根状茎上的鳞片发生相

应的变化，并长出大量的粗短根，羽片的边缘也发生

变化，由不育基生叶的明显具齿变成近全缘，网眼的

行数也随着叶片宽度的变化发生改变。
在野外观察的基础上，结合对中国科学院植物

研究所标本馆（ＰＥ）、云南大学植物标本馆（ＰＹＵ）所

馆藏的标本，尤 其 是 对 云 南 网 藤 蕨 主 模 式 标 本（图

２）及网藤蕨模式标本的研究。作者认为：云南网藤

蕨Ｌ．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Ｃｈｉｎｇ的模式标本实际上应为采

自网藤蕨Ｌ．ｍａｔｔｈｅｗｉｉ的顶生不育叶，应 将 云 南 网

藤蕨Ｌ．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归 并 到 网 藤 蕨Ｌ．ｍａｔｔｈｅｗｉｉ
中，网藤蕨Ｌ．ｍａｔｔｈｅｗｉｉ（Ｃｈｉｎｇ）Ｈｏｌｔｔｕｍ．的稳定特

征可总结如下。
大型攀援植物。叶二型；不育叶一回羽 状 渐 尖

或奇数一回羽状；小羽片基部圆截形，边缘浅圆齿或

具粗锯齿或近全缘，先端渐尖，叶脉具网眼多行；能

育叶一回羽状，小羽片线形，基部阔楔形，先端渐尖，
边缘全缘；孢子囊群满布能育叶背面；偶有不育叶的

上部小羽片狭缩成为能育羽片。

　　致谢　云南大学植物标本馆（ＰＹＵ）为标本查阅

提供支持和帮助，广西植物研究所朱运喜先生为本

文绘制墨线图，广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硕士生

农东新、吴磊、彭日成，广西大学农学院硕士生杨金

财参加野外调查，野外考察工作得到广西十万大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和广西大明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的支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硕士

生卫然在文献上给予帮助，在此谨致诚挚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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