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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东南部发现桐庐铁线莲
王文采

(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系统与进化植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９３ )

摘　 要: 毛茛科的桐庐铁线莲(Ｃｌｅｍａｔｉｓ ｔｏｎｇｌｕｅｎｓｉｓ)原知分布于尼泊尔、不丹、印度东北部和孟加拉ꎬ２０１９ 年

夏天在中国西藏东南部被发现ꎮ 桐庐铁线链与绣球腾(Ｃｌｅｍａｔｉｓ ｍｏｎｔａｎａ)在亲缘关系上接近ꎬ两者的区别在

于桐庐铁线莲的萼片呈长圆形ꎬ顶端尾状渐尖和表面被毛ꎬ背面无毛ꎮ
关键词: 毛茛科ꎬ 铁线莲属ꎬ 桐庐铁线莲ꎬ 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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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标本馆( ＰＥ)于

２０１９ 年夏天派队到西藏东南部进行植物学考察ꎬ
采集到了大量植物标本ꎮ 最近ꎬ我在鉴定其中毛

茛科植物标本的过程中ꎬ发现一号采自米林县的

铁线莲属(Ｃｌｅｍａｔｉｓ)植物标本是原知广布于喜马

拉雅山区的桐庐铁线莲ꎬ该种首次发现于我国ꎮ
现将该种在有关文献、形态描述、凭证标本以及亲

缘关系等方面进行描述ꎮ

桐庐铁线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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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桐庐铁线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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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ｒ. ｔｏｎｇｌｕｅｎｓｉｓ
木质藤本ꎮ 老枝暗褐色ꎬ近圆柱形ꎬ直径 ４

ｍｍꎬ光滑ꎬ疏被短柔毛ꎻ芽单生落叶叶腋ꎬ具约 １０
枚革质鳞片(披针形ꎬ长 １２ ｍｍ)ꎬ自芽生出 ４ 叶和

２ ~ ４ 花ꎮ 叶为三出复叶ꎬ具长柄ꎻ中央小叶具长

２~ １０ ｍｍ 的柄ꎬ纸质ꎬ卵形或菱状卵形ꎬ４ ~ ７ × ２ ~
４ ｃｍꎬ在顶端长渐尖ꎬ在基部宽楔形或圆形ꎬ在中

部 ３ 浅裂ꎬ边缘有稀疏尖牙齿ꎬ表面疏被贴伏短柔

毛ꎬ背面只在脉上被短毛ꎬ侧生小叶较小ꎬ稍斜ꎬ具
长１ ~ ５ ｍｍ 的柄ꎻ叶柄细ꎬ长 ４ ~ ９ ｃｍꎬ被疏毛ꎮ 花:
花梗细ꎬ长 １１ ~ １６ ｃｍꎬ被疏毛ꎮ 萼片 ４ꎬ白色ꎬ水平

开展ꎬ长圆形ꎬ３ ~ ６ × ０.８ ~ １.８ ｃｍꎬ有 ５ 条纵脉ꎬ顶
端尾状渐尖ꎬ表面在脉上被贴伏短柔毛ꎬ背面无

毛ꎮ 雄蕊多数ꎬ长 １０ ~ １４ ｍｍꎬ无毛ꎻ花丝狭条形ꎬ
长 ５ ~ １１ ｍｍꎻ花药淡黄色ꎬ条形ꎬ长 ３.５ ~ ４.５ ｍｍꎬ
顶端钝ꎮ 心皮约 ２５ꎻ子房暗褐色ꎬ扁球形ꎬ直径约

１ ｍｍꎬ无毛ꎻ花柱细ꎬ长约 ８ ｍｍꎬ密被白色绵毛ꎮ
凭证标本　 西藏:米林县ꎬ米林镇ꎬ东多村ꎬ雪

卡沟ꎬａｌｔ. ３ ３００ ｍꎬ高山草甸ꎬ２０１９－０７－０１ꎬＰＥ 西

藏考察队 ９９０３(ＰＥ)ꎮ
桐庐铁线莲隶属铁线莲属的绣球藤组绣球藤

亚 组 桐 庐 铁 线 莲 系 ( Ｓｅｃｔ. Ｃｈｅｉｒｏｐｓｉｓ ＤＣ.
Ｓｕｂｓｅｃｔ. Ｍｏｎｔａｎａｅ Ｓｃｈｎｅｉｄ. Ｓｅｒ. Ｔｏｎｇｌｕｅｎｓｅｓ Ｗ.
Ｔ. Ｗａｎｇ)ꎮ 绣球藤亚组( Ｓｕｂｓｅｃｔ. Ｍｏｎｔａｎａｅ)特征:
木质藤本ꎻ叶为三出复叶ꎬ边缘通常有牙齿ꎻ花具 ４
枚水平开展的萼片ꎮ 有 １２ 种ꎬ分布于喜马拉雅山

区ꎬ向东经过我国秦岭以南亚热带地区到达台湾

省ꎬ多数种分布于我国西南部和喜马拉雅山区东

部ꎮ 根据萼片的形状ꎬ此亚组又被划分为 ２ 系ꎬ即
系 １. 绣球藤系[Ｓｅｒ. Ｍｏｎｔａｎａｅ (Ｓｃｈｎｅｉｄ.) Ｒｅｈｄ. ＆
Ｗｉｌｓ]的萼片倒卵形ꎬ顶端圆形或圆钝ꎻ有 ６ 种ꎬ其
中:４ 种特产于我国西南部ꎻ１ 种为广布种ꎬ即绣球

藤(Ｃｌｅｍａｔｉｓ ｍｏｎｔａｎａ)的萼片表面无毛ꎬ背面被贴

伏柔毛ꎬ广布于喜马拉雅东部至我国台湾省ꎻ１ 种

为深裂铁线莲(Ｃｌｅｍａｔｉｓ ｔｒｉｐａｒｔｉｔａ Ｗ. Ｔ. Ｗａｎｇ)ꎬ分
布于中国西藏南部和尼泊尔ꎮ 系 ２. 桐庐铁线莲系

(Ｓｅｒ. Ｔｏｎｇｌｕｅｎｓｅｓ)的萼片长圆形ꎬ顶端渐尖ꎻ也有 ６
种ꎬ其中 ３ 种分别特产于印度北部或印度东北部

和缅 甸ꎮ 其 一 变 种ꎬ 桐 庐 铁 线 莲 模 式 变 种

(Ｃｌｅｍａｔｉｓ ｔｏｎｇｌｕ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ｔｏｎｇｌｕｅｎｓｉｓ) (特征是萼片

表面被伏毛ꎬ而此系其他 ５ 种的萼片表面无毛ꎻ此
模式变种的萼片背面无毛)分布最广ꎬ原知分布于

尼泊尔东部、不丹、印度北部和孟加拉ꎬ现在中国

西藏东南部米林县被发现ꎻ其另一变种ꎬ软萼铁线

莲(Ｃ. ｔｏｎｇｌｕ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ｍｏｌｌｉｓｅｐａｌａ Ｗ. Ｔ. Ｗａｎｇ) (萼
片背面密被贴伏短柔毛)ꎬ特产于我国西藏米林县

之西的朗县ꎻ另外 ２ 种ꎬ糙毛铁线莲[Ｃ. ｌａｘｉｓｔｒｉｇｏｓａ
(Ｗ. Ｔ. Ｗａｎｇ ＆ Ｍ. Ｃ. Ｃｈａｎｇ) Ｗ. Ｔ. Ｗａｎｇ]ꎬ特产

于我 国 四 川 西 南 部ꎬ 以 及 文 山 铁 线 莲 ( Ｃ.
ｗｅｎ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Ｗ. Ｔ. Ｗａｎｇ)ꎬ特产于我国云南东南部

的文山县(Ｗａｎｇꎬ ２００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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