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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马先蒿属
一新种———熊猫马先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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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熊猫马先蒿(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ｐａｎｄａｎｉａ)是在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的马先蒿属一新种ꎮ 该新种属

于互生叶类群ꎬ其基生叶成丛ꎬ花冠属于短管有喙型ꎬ且下唇将喙包裹住ꎬ花管在近萼端发生约 １８０ 度的扭旋使

得花冠下唇在侧上方ꎬ这一特征明显区别于其他国产马先蒿物种ꎮ 分子系统发育分析结果表明ꎬ熊猫马先蒿是

Ｃｌａｄｅ ７ 成员ꎬ虽然与火焰系、假欧氏系、喙齿系、拟蕨系和长喙系等成员构成姐妹关系ꎬ但熊猫马先蒿的花冠形

态特征明显区别于近缘物种ꎮ
关键词: 马先蒿属ꎬ 列当科ꎬ 四川ꎬ 汶川ꎬ 卧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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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先蒿属 (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Ｌ.) 是列当科 (Ｏｒｏｂａｎ￣
ｃｈａｃｅａｅ)植物中最大的一个属ꎬ约有 ６００ 种ꎬ广泛分

布于北温带ꎬ其中 ２ / ３ 以上的物种集中分布于中国

西南山地至西喜马拉雅地区 (钟补求ꎬ １９６３ꎻ 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８ꎻ 郁文彬和王红ꎬ ２０２０)ꎮ 根据已有的志

书记载ꎬ中国马先蒿属植物最为丰富的省份是云南

省ꎬ其次是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 (钟补求ꎬ １９６３ꎻ
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８ꎻ 王红ꎬ ２００６)ꎮ 近年来ꎬ随着野外

调查工作的不断深入ꎬ逐渐有一些马先蒿的新种被

发现和报道ꎬ主要来自中国西南的喜马拉雅—横断

山地区 (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３ꎻ Ｙ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ꎻ Ｌｉｕ ＆
Ｙｕꎬ ２０１５ꎻ Ｙ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ꎻ Ｌ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ꎬ本文作者在四川省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

展动植物调查时ꎬ发现了一种未知的马先蒿ꎮ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ꎬ作者通过进一步的调查ꎬ并采集了植物标本

和 ＤＮＡ 材料(图 １:Ａ－Ｆ)ꎬ通过形态特征比较和系

统发育分析ꎬ进一步确定该未知马先蒿是一新种ꎮ
由于该新种是在大熊猫的栖息地四川卧龙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发现ꎬ所以我们将这个新种命名为熊猫

马先蒿(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ｐａｎｄａｎｉａ Ｗ.Ｂ. Ｙｕꎬ Ｈ.Ｑ. Ｌｉｎ ＆
Ｙ.Ｈｏｎｇ Ｃｈｅｎｇ)ꎮ

１　 材料与方法

马先蒿新种的凭证标本和 ＤＮＡ 材料采自四川

省汶川县的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ꎮ 采集新

鲜的叶片后ꎬ利用硅胶干燥和保存ꎮ 首先采用改

良的 ＣＴＡＢ 方 法 提 取 总 ＤＮＡ ( Ｄｏｙｌｅ ＆ Ｄｏｙｌｅꎬ
１９８７)ꎬ然后进行高通量测序文库构建和测序ꎮ 通

过测序文库筛选的片段大小约 ３５０ ｂｐꎬ采用双向

１５０ ｂｐ 进行测序(ＮｏｖａＳｅｑ ６０００ ＳｙｓｔｅｍꎬＩｌｌｕｍｉｎａ)
( Ｚｅ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ꎻ 黎若竹等ꎬ ２０２１)ꎮ 首先ꎬ测序

数据使用 ＧｅｔＯｒｇａｎｅｌｌｅ 软件包组装叶绿体基因组

和核糖体 ＤＮＡ( Ｊｉ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ꎻ然后ꎬ从中提取

ｎｒＩＴＳ、ｍａｔＫ、 ｒｂｃＬ 和 ｔｒｎＬ￣Ｆ 片段整合到 Ｙ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的马先蒿属系统发育分析的矩阵中ꎻ最后ꎬ
利用 ＲａｘＭＬ 软件构建最大似然树 ( Ｓｔａｍａｔａｋｉ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８)ꎬ并统计 １ ０００ 次的靴带值 (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ｖａｌｕｅ)估算分支的支持率ꎮ 具体的参数设置参照

Ｙ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的方法ꎮ
电镜观察的花粉材料采自干燥标本的花ꎮ 随

机从标本上选取了 ３ 朵成熟花ꎬ先利用镊子将盔

内的花药取出ꎬ再将花药中花粉转移到电镜样品

台ꎬ喷金后利用电子显微镜 ( ＺＥＩＳＳ ＥＶＯ ＬＳ１０ꎬ
Ｇｅｒｍａｎｙ)观察和拍照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系统发育分析

比对后的 ｎｒＩＴＳ、ｍａｔＫ、ｒｂｃＬ 和 ｔｒｎＬ￣Ｆ 矩阵长度

分别是 ６８０ ｂｐ(变异位点 /系统发育信号位点为

４６０ / ３７７)、７６８ ｂｐ( ４２９ / ２９４)、６５４ ｂｐ( １６９ / ９９)和

１ ５１１ ｂｐ(７００ / ４４３)ꎮ 联合矩阵长度是 ３ ６１３ ｂｐꎬ
包括了 １ ７５８ 个变异位点和 １ ２１３ 个信号位点ꎮ

系统发育分析结果显示ꎬ熊猫马先蒿属于 Ｃｌａｄｅ
７ 的成员(图 ２)ꎬ以互生叶类群为主ꎬ同时有对生 /
轮生叶类群 (Ｔｋａｃｈ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ꎻ Ｙ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ꎮ
在这 个 分 支 中ꎬ 美 丽 马 先 蒿 ( 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ｂｅｌｌａ
Ｈｏｏｋ.ｆ.)是最基部分支(Ｙ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５)ꎻ随后分别

按对生 /轮生叶或互生叶类群分成了 ４ 个独立的分

支ꎮ 熊猫马先蒿是互生叶类的小分支 Ｃｌａｄｅ ７Ｅ 的

成员(ＢＳ＝ １００)ꎬ其近缘类群是钟补求系统中根叶

亚群中的火焰系(Ｓｅｒ. Ｆｌａｍｍｅａｅ Ｐｒａｉｎ)、假欧氏系

( Ｓｅｒ. Ｐｓｅｕｄｏ￣ｏｅｄｅｒｉａｎａｅ Ｌｉｍｐｒ.)、 喙 齿 系 ( Ｓｅｒ.
Ｒｈｙｎｃｈｏｄｏｎｔａｅ Ｐｒａｉｎ)、拟蕨系(Ｓｅｒ. Ｆｉｌｉｃｕｌａｅ Ｌｉ)和长

喙系 ( Ｓｅｒ. Ｍａｃｒｏｒｈｙｎｃｈａｅ Ｌｉ ) 等成员 (钟补求ꎬ
１９５５ꎬ １９６３)ꎮ 不过ꎬ与熊猫马先蒿最近缘的姐妹类

群暂不清楚ꎬ它与拟蕨马先蒿 (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ｆｉｌｉｃｕｌａ
Ｆｒａｎｃｈ. ｅｘ Ｍａｘｉｍ.)一样是非常孤立的分支ꎮ
２.２ 形态特征分析

熊猫马先蒿是一种互生叶类的马先蒿ꎬ基生

叶成丛ꎬ且叶柄长达 １０ ｃｍꎬ根茎基部有很多宿存

老叶叶柄或鳞片状木质化叶ꎮ 这个新种最典型的

特征是花冠下唇包裹住喙(图 １:ＢꎬＥ)ꎬ这种特征

也见于佛氏系(Ｓｅｒ. Ｆｒａｎｃｈｅｔｒａｎａｅ Ｐｒａｉｎ)、 假大花系

(Ｓｅｒ. Ｐｓｅｕｄｏｍａｃｒａｎｔｈａｅ Ｐ.Ｃ. Ｔｓｏｏｎｇ)、 魏氏系 (Ｓｅｒ.

０５９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１ 卷



Ａ. 生境全貌ꎻ Ｂ. 全株ꎻ Ｃ. 根ꎻ Ｄ. 叶片背面ꎻ Ｅ. 花序和花ꎻ Ｆ. 花的特写ꎻ Ｇ. 花粉全貌ꎻ Ｈ. 花粉极面观ꎻ Ｉ. 花粉外壁纹饰ꎮ
Ａ. Ｈａｂｉｔꎻ Ｂ. Ｐｌａｎｔꎻ Ｃ. Ｒｏｏｔꎻ Ｄ. Ｌｅａｆ ( ａｂａｘｉａｌ)ꎻ Ｅ.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ｌｏｗｅｒｓꎻ Ｆ. Ｆｌｏｗｅｒꎻ Ｇ. Ｐｏｌｌｅｎ ｇｒａｉｎｓꎻ Ｈ. Ｐｏｌａｒ 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ｌｌｅｎꎻ
Ｉ. Ｄｅｔａｉｌ ｏｆ ｅｘｉｎｅ ｏｒｎａ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图 １　 熊猫马先蒿的生境、植物照片和花粉形态特征
Ｆｉｇ. １　 Ｈａｂｉｔ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ｐｈｏｔｏｓ ｏｆ 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ｐａｎｄａｎｉａ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ｏｌｌｅｎ ｇｒａｉｎｓ

Ｗｉｌｓｏｎｉａｅ Ｌ.)ꎬ以及美丽马先蒿、三色马先蒿(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ｔｒｉｃｏｌｏｒ Ｈａｎｄ.￣Ｍａｚｚ.)、硕花马先蒿(Ｐ. ｍｅｇａｌａｎｔｈａ Ｄ.
Ｄｏｎ)、显著马先蒿(Ｐ. ｉｎｓｉｇｎｉｓ Ｂｏｎａｔｉ)等ꎮ 但是ꎬ由于

熊猫马先蒿的花冠管发生了扭旋ꎬ所以整朵下垂且下

唇在侧上方(图 １:Ｅ)ꎬ与硕花马先蒿类似ꎬ而其他包

唇物种的下唇都是上举的ꎮ
熊猫马先蒿的花粉近圆球形、辐射对称和中

等大小(极面 ２２.４６ ~ ２５.５６ μｍ × 赤道面 １９.６６ ~
２３.２４ μｍ)ꎬ三合沟型萌发沟ꎬ具有颗粒状的外壁

纹饰(图 １:Ｇ－Ｉ)ꎮ
２.３ 分类处理

熊猫马先蒿　 新种　 图 １: Ａ－Ｆꎻ 图 ３
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ｐａｎｄａｎｉａ Ｗ. Ｂ. Ｙｕꎬ Ｈ. Ｑ. Ｌｉｎ ＆

Ｙ.Ｈｏｎｇ Ｃｈｅｎｇꎬ ｓｐ. ｎｏｖ. Ｆｉｇ. １: Ａ－Ｆꎻ Ｆｉｇ.３
Ｈｅｒｂｓ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ꎬ １０ － ４０ ｃｍ ｔａｌｌꎬ ｄｒｙｉｎｇ ｂｌａｃｋ.

Ｒｏｏｔｓ ｆａｓｃｉｃｕｌａｔｅꎬ ｕｐ ｔｏ ２５ ｃｍ ｌｏｎｇ. Ｓｔｅｍ ｅｒｅｃｔꎬ １ ｔｏ
ｓｅｖｅｒａｌꎬ ｕｎｂｒａｎｃｈｅｄꎬ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ｔꎬ ｗｏｏｄｌｙ
ｍａｒｃｅｓｃｅｎｔ ｌｅａｖ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ｔｉｏｌｅｓ ｏｆ ｐｒｅｃｅｄｉｎｇ ｙｅａｒｓ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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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的 １３ 个分支划分参照 Ｙ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的方法ꎻ 左上角图的分支靴带值支持率标在分支上ꎮ
Ｒｉｇｈｔ ｔｒｅｅ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ｅ ｃｌａｄ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Ｙ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ꎻ Ｔｈｅ ｌｅｆｔ￣ｕｐ ｔｒｅｅ ｓｈｏｗｅｄ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 ａｂｏｖｅ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图 ２　 基于 ４ 个 ＤＮＡ 片段(ｎｒＩＴＳꎬ ｍａｔＫꎬ ｒｂｃＬ 和 ｔｒｎＬ￣Ｆ)联合矩阵的马先蒿属最大似然树
Ｆｉｇ. ２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ｔｒｅｅ ｏｆ 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ｉｎｆｅｒｒ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ａｔｅｎａｔｅｄ ｍａｔｒｉｘ ｏｆ

ｆｏｕｒ ＤＮＡ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ｎｒＩＴＳꎬ ｍａｔＫꎬ ｒｂｃＬ ａｎｄ ｔｒｎＬ￣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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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植株ꎻ Ｂ. 花萼ꎻ Ｃ. 花下唇和盔ꎻ Ｄ. 花药和柱头ꎻ Ｅ. 果实ꎮ
Ａ. Ｐｌａｎｔꎻ Ｂ. Ｃａｌｙｘꎻ Ｃ. Ｌｏｗｅｒ ｌｉｐ ａｎｄ ｂｅａｋ ｏｆ ｃｏｒｏｌｌａꎻ Ｄ. Ａｎｔ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ｔｉｇｍａꎻ Ｅ. Ｆｒｕｉｔ.

图 ３　 熊猫马先蒿的墨线图 (刘荣绘)
Ｆｉｇ. ３　 Ｌｉｎｅ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ｏｆ 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ｐａｎｄａｎｉａ (Ｄｒａｗｎ ｂｙ Ｒｏｎｇ Ｌｉｕ)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ｅ ｓｃａｌｅｓ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ａｔ ｂａｓｅ. Ｌｅａｖｅｓ ａｌｍｏｓｔ ａｌｌ
ｂａｓａｌꎬ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１ ｔｏ ３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ｃａｕｌｉｎｅ ｌｅａｖｅｓꎻ ｌｅａｖｅ
ｐｅｔｉｏｌｅ ３－９ ｃｍ ｌｏｎｇꎬ ｌｅａｆ ｂｌａｄｅ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ｅ￣ｏｂｌｏｎｇ ｃａ. ２－７
ｌｏｎｇ × １. ４ － ２. ６ ｃｍ ｗｉｄｅꎬ ａｂａｘｉａｌｌｙ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ｕｒｆｕｒａｃｅｏｕｓꎬ ａｄａｘｉａｌｌｙ ｇｌａｂｒｅｓｃｅｎｔ ｏｒ ｓｐａｒｓｅｌｙ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ｔꎬ
ｐｉｎｎａｔｉｐａｒｔｉｔｅ ｔｏ ｐｉｎｎａｔｉｓｅｃｔꎻ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８ － １３ ｐａｉｒｓꎬ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ｏｒ ｓｕｂｏｐｐｏｓｉｔｅꎬ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ｐｉｎｎａｔｉｆｉｄ ｏｒ ｄｅｎｔａｔｅ.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ｓ ｒａｃｅｍｏｓｅꎬ ５－２５ ｃｍ ｌｏｎｇꎬ ８－２０￣ｆｌｏｗｅｒｅｄꎻ
ｂｒａｃｔｓ ｌｅａｆ￣ｌｉｋｅꎬ ｓｈｏｒ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ｆｌｏｗｅｒｓ. Ｐｅｄｉｃｅｌ ４－３１ ｍｍ
ｌｏｎｇ. Ｃａｌｙｘ ｃａｍｐａｎｕｌａｔｅꎬ ｕｐ ｔｏ １０ ｍｍ ｌｏｎｇꎬ ｓｐａｒｓｅｌｙ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ｔꎬ ± １/ ４ ｃｌｅｆｔ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ｌｙꎻ ｌｏｂｅｓ ５ꎬ ｕｎｅｑｕａｌꎬ
ａｂａｘｉａｌｌｙ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ｐａｉｒ ｌａｒｇｅｒꎬ ｌｅａｆ￣ｌｉｋｅ ａｎｄ ｔｏｏｔｈｅｄꎬ
ａｄａｘｉａｌｌｙ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ｐａｉｒ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ｔｏｏｔｈｅｄꎬ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 ｏｎｅ

ａｃｉｃｕｌａｒ. Ｃｏｒｏｌｌａ ｒｏｓｅꎬ ｃａ. ２０ ｍｍ ｌｏｎｇꎻ ｔｕｂｅ ｃａ. １２ ｍｍ
ｌｏｎｇꎬ ｅｑｕａｌ ｔｏ ｃａｌｙｘꎬ ｔｗｉｓｔｅｄ ｎｅａｒ ｔｈｅ ｃａｌｙｘ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ｒｏｌｌａ ｕｐｓｉｄｅ ｄｏｗｎꎻ ｂｅａｋｅｄ ｃａ. １０－１２ ｍｍꎬ ｓｌｅｎｄｅｒꎬ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ｔｗｉｓｔｅｄꎬ ｇａｌｅａ ｃｒｅｓｔｅｄꎻ ｃｏｒｏｌｌａ ｌｏｗｅｒ￣ｌｉｐ ｅｎｃｌｏｓｅｄ
ｔｈｅ ｂｅａｋꎬ ｃａ. １２－１５ ｍｍ ｌｏｎｇ × ２０－２５ ｍｍ ｗｉｄｅ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ｌｏｂｅ ｒｏｕｎｄｅｄꎬ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ｔｈａｎ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ｌｏｂｅｓꎻ ｆｏｕｒ ｆｉｌａｍｅｎｔｓ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ｔ.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ｏｖｏｉｄ￣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ｅ ｔｏ ｌｏｎｇ ｏｖｏｉｄꎬ ｃａ. ２０
ｍｍ ｌｏｎｇ.

Ｔｙｐｅ 　 Ｃｈｉｎａ.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四 川 省)ꎬ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汶川县)ꎬ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Ｗｏｌｏ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 (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ꎬ
Ｙｅｎｉｕｇｏｕ (野牛沟)ꎬ ａｌｔ. ３ ７００ ~ ４ １００ ｍꎬ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ｓ ｏｒ ｓｈｒｕｂｓꎬ ２８ Ｊｕｌ. ２０２０ꎬ Ｈｏｎｇ￣Ｑｉａｎｇ Ｌｉｎ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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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强) ＆ Ｙｕｅ￣Ｈｏｎｇ Ｃｈｅｎｇ (程跃红) ２０２００７２８２５７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 ＨＩＴＢＣꎻ ｉｓｏｔｙｐｅｓ: ＨＩＴＢＣꎬ ＫＵＮ)ꎮ

多年生草本ꎬ高 １０ ~ ４０ ｃｍꎬ干时变黑ꎮ 根稍

木质化ꎬ圆形ꎬ粗壮ꎬ长多达 ２５ ｃｍꎬ偶有须根ꎮ 茎

直立ꎬ不分枝ꎬ圆柱形ꎬ被绒毛ꎬ基部有宿存枯叶或

木质化鳞片状叶柄ꎮ 叶几乎全部基生ꎬ茎中下部

偶有 １ ~ ３ 片叶互生ꎻ叶柄长 ３ ~ ９ ｃｍꎬ叶片长椭圆

形ꎬ长 ２ ~ ７ ｃｍꎬ宽 １.４ ~ ２.６ ｃｍꎬ背面密被柔毛ꎬ正
面疏被柔毛ꎬ羽状深裂至全裂ꎻ小裂片 ８ ~ １３ꎬ对生

或近对生ꎬ规则浅裂或疏生牙齿ꎮ 总状花序ꎬ长为

５~ ２５ ｃｍꎬ花 ８ ~ ２０ 朵ꎻ苞片叶状ꎬ比花短ꎮ 花梗长

４ ~ ３１ ｍｍꎬ被绒毛ꎮ 花萼钟型ꎬ长达 １３ ｍｍꎬ被细

毛ꎬ前方稍开裂至管 １ / ４ꎻ萼齿 ５ 枚ꎬ不等大ꎬ侧后

方 １ 对大且叶状齿ꎬ前侧方 １ 对小和具叶状齿ꎬ后
面 １ 枚小和线型ꎮ 花冠紫红色ꎬ长约 ２０ ｍｍꎻ花冠

管与花萼近等长ꎬ约 １２ ｍｍꎬ近萼处扭旋使得花冠

翻转ꎻ喙长 １０ ~ １２ ｍｍꎬ喙细长ꎬ末端稍作扭旋ꎬ具
鸡冠状凸起ꎻ下唇包裹住喙ꎬ长 １２ ~ １５ ｍｍꎬ宽 ２０ ~
２５ ｍｍꎬ中裂较小ꎻ两对花丝均被细毛ꎮ 蒴果扁平

基部大上面小ꎬ长约 ２ ｃｍꎮ
分布和濒危等级:目前ꎬ熊猫马先蒿仅在四川

省汶川县卧龙保护区有发现ꎬ生长在海拔 ３ ７００ ~
４ １００ ｍ 高山杜鹃灌丛或高山草甸中ꎮ 在已知的

分布点有超过 ５ ０００ 株开花个体ꎬ在保护区其他区

域可能也有分布ꎮ 由于现在的种群位于保护区

内ꎬ人为干扰较少ꎬ受威胁程度较低ꎬ因此建议将

其濒危等级划为无危(Ｌｅａｓ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ꎬ ＬＣ)ꎮ
物候: 熊猫马先蒿的开花时间大约在 ６ 月中

下旬ꎬ可持续至 ８ 月下旬ꎬ果期是 ７ 月至 ９ 月底ꎮ
词源: 种加词“ ｐａｎｄａｎｉａ”之所以来源于大熊

猫的英文名字“ｐａｎｄａ”ꎬ是因为该新种目前仅在大

熊猫的自然栖息地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所发

现ꎬ并且目前只发现该新种生长在保护区ꎮ
致谢　 感谢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中心实验室的电镜实验平台和超算中心提供的支

持ꎻ感谢首都师范大学顾垒博士的讨论和交流ꎮ

参考文献:

ＤＯＹＬＥ ＪＪꎬ ＤＯＹＬＥ ＪＬꎬ １９８７. Ａ ｒａｐｉｄ ＤＮＡ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ｆｏｒ ｓｍａｌｌ 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ｆｒｅｓｈ ｌｅａｆ ｔｉｓｓｕｅ [Ｊ]. Ｐｈｙ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ꎬ
１９: １１－１５.

ＪＩＮ ＪＪꎬ ＹＵ ＷＢꎬ ＹＡＮＧ ＪＢ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 ＧｅｔＯｒｇａｎｅｌｌｅ: ａ ｆａｓｔ
ａｎｄ ｖｅｒｓａｔｉｌｅ ｔｏｏｌｋｉｔ ｆｏｒ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ｄｅ ｎｏｖｏ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ｅｌｌｅ ｇｅｎｏｍｅｓ [Ｊ]. Ｇｅｎｏｍｅ Ｂｉｏｌꎬ ２１: ２４１.

ＬＩ Ｘꎬ ＷＡＮＧ Ｈꎬ ＬＩ ＤＺ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ｎｏｍｅｎｃｌａｔｕｒａｌ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Ｏｒｏｂａｎｃｈａｃｅａｅ): Ｉ. ｏｎｅ

ｎｅ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Ｙｕｎｎａｎꎬ Ｃｈｉｎａ [Ｊ]. ＰｈｙｔｏＫｅｙｓꎬ
１３０: ２０５－２１５.

ＬＩ ＲＺꎬ ＣＡＩ ＪꎬＹＡＮＧ ＪＢ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 Ｐｌａｓｔｉｄ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ｏｍｉｃｓ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ｙ ｏｆ
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ｏｉｄｅａｅ (Ｍａｌｖａｃｅａｅ ｓ. ｌ.) [ Ｊ]. Ｇｕｉｈａｉａ. １０. １１９３１ /
ｇｕｉｈａｉａ. ｇｘｚｗ２０２１０３０６０. [黎若竹ꎬ 蔡 杰ꎬ 杨 俊 波ꎬ等ꎬ
２０２１. 利用叶绿体基因组数据解析锦葵科梧桐亚科的系
统位置和属间关系 [ Ｊ].广西植物. １０. １１９３１ / ｇｕｉｈａｉａ.
ｇｘｚｗ２０２１０３０６０.]

ＬＩＵ ＭＬꎬ ＹＵ ＷＢꎬ ２０１５. 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ｗａｎｇｈｏｎｇｉａｅ
( Ｏｒｏｂａｎｃｈａｃｅａｅ )ꎬ ａ ｎｅ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Ｙｕｎｎａｎꎬ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Ｊ]. Ｐｈｙｔｏｔａｘａꎬ ２１７: ５３－６２.

ＳＴＡＭＡＴＡＫＩＳ Ａꎬ ＨＯＯＶＥＲ Ｐꎬ ＲＯＵＧＥＭＯＮＴ Ｊꎬ ２００８. Ａ
ｒａｐｉｄ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ＡｘＭＬ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ｅｒｓ
[Ｊ]. Ｓｙｓｔ Ｂｉｏｌꎬ ５７: ７５８－７７１.

ＴＫＡＣＨ Ｎꎬ ＲＥＥ ＲＨꎬ ＫＵＳＳ Ｐ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 Ｈｉｇｈ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ｏｒｉｇｉｎꎬ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ｓꎬ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ｎｉｃ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 ｏｆ
ａｒｃｔｉｃ ｌｉｎｅａ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ｍｉ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 ｇｅｎｕｓ 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Ｏｒｏｂａｎｃｈａｃｅａｅ) [Ｊ]. Ｍｏｌ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 Ｅｖｏｌꎬ ７６: ７５－９２.

ＴＳＯＯＮＧ ＰＣꎬ １９５５. Ａ ｎｅｗ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Ｊ]. Ａｃｔａ Ｐｈｙｔｏｔａｘ Ｓｉｎꎬ ４: ７１－１４７. [钟补求ꎬ １９５５. 马先蒿
属的一个新分类系统 [Ｊ]. 植物分类学报ꎬ ４: ７１－１４７.]

ＴＳＯＯＮＧ ＰＣꎬ １９６３. Ｆｌｏｒａ Ｒｅｉｐｕｂｌｉｃａ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ｓ Ｓｉｎａｃａｅ
(Ｖｏｌ. ６８): Ｓｃｒｏｐｈｕｌａｒｉａｃｅａｅ ( Ｐａｒｓ ＩＩ ) [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钟 补 求ꎬ １９６３. 中 国 植 物 志 (第 ６８
卷)———玄参科 (二) [Ｍ].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ＷＡＮＧ Ｈꎬ ２００６. 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Ｌ. [Ｍ] / / ＣＨＥＮ ＳＫꎬ ＷＡＮＧ
Ｈ. Ｆｌｏｒａ Ｙｕｎｎｎａｎｉｃａ (Ｖｏｌ. １６).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４６８－
６１１. [王红ꎬ ２００６. 马先蒿属 [Ｍ] / / 陈书坤ꎬ 王红. 云南植
物志 (第 １６卷).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４６８－６１１.]

ＹＡＮＧ ＦＳꎬ ＨＯＮＧ ＤＹꎬ ＷＡＮＧ ＸＱꎬ ２００３. Ａ ｎｅ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ａ
ｎｅｗ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ｙｎｏｎｙｍ ｏｆ 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Ｓｃｒｏｐｈｕｌａｒｉａｃｅａ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ｅｎｇｄｕ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ꎬ Ｃｈｉｎａ [Ｊ]. Ｎｏｖｏｎꎬ １３: ３６３－３６７.

ＹＡＮＧ ＨＢꎬ ＨＯＬＭＧＲＥＮ ＮＨꎬ ＭＩＬＬ ＲＲꎬ １９９８. 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Ｌｉｎｎ. [ Ｍ] / / ＷＵ ＺＹꎬ ＲＡＶＥＮ ＰＨ.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ｔ.
Ｌｏｕｉｓ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Ｍｉｓｓｏｕｒｉ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 Ｐｒｅｓｓ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９７－２０９.

ＹＵ ＷＢꎬ ＨＵＡＮＧ ＰＨꎬ ＬＩ ＤＺ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 Ａ ｎｅ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Ｏｒｏｂａｎｃｈａｃｅａ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ｅｎｇｄｕ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ꎬ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Ｊ]. Ｎｏｖｏｎꎬ ２０: ５１２－５１８.

ＹＵ ＷＢꎬ ＬＩＵ ＭＬꎬ ＷＡＮＧ Ｈ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ｇｅｎｕｓ
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Ｏｒｏｂａｎｃｈａｃｅａｅ)ꎬ ｗｉｔｈ ａｎ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Ｈｅｎｇｄｕ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 Ｊ]. ＢＭＣ Ｐｌａｎｔ
Ｂｉｏｌꎬ １５: １７６.

ＹＵ ＷＢꎬ ＷＡＮＧ Ｈꎬ ＬＩＵ ＭＬ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ｒｅｓｏｌｖｅ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Ｏｒｏｂａｎｃｈａｃｅａｅ): ｒｅｉｎ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ｍｉｌｌｉａｎａ [ Ｊ].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 １３: ｅ０２００３７２.

ＹＵ ＷＢꎬ ＷＡＮＧ Ｈꎬ ２０２０. Ｏｒｏｂａｎｃｈａｃｅａｅ [ Ｍ] / / ＬＩ ＤＺꎬ
ＣＨＥＮ ＺＤꎬ ＷＡＮＧ Ｈ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７４ －
２０９３. [郁文彬ꎬ 王红ꎬ ２０２０. 列当科 [Ｍ] / /李德铢ꎬ 陈之
端ꎬ 王红ꎬ 等. 中国维管植物科属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７４－２０９３.]

ＺＥＮＧ ＣＸꎬ ＨＯＬＬＩＮＧＳＷＯＲＴＨ ＰＭꎬ ＹＡＮＧ Ｊ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 Ｇｅｎｏｍｅ ｓｋｉｍｍｉｎｇ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ｆｏｒ ＤＮＡ
ｂａｒｃｏ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ｏｍｉｃｓ [Ｊ]. Ｐｌａ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ꎬ １４: ４３.

(责任编辑　 蒋巧媛)

４５９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１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