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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多次野外调查、标本采集及大量文献查阅的基础上ꎬ我们确定了叶下珠科(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１ 种中国新

记录植物———多支守宫木(Ｓａｕｒｏｐｕｓ ｒａｃｅｍｏｓｕｓ Ｂｅｉｌｌｅ)ꎮ 其为多年生常绿灌木ꎬ枝叶无毛ꎬ叶片膜质ꎬ总状花序 ３~
５ 支聚生于老茎下部的小枝脱落处ꎬ蒴果扁球状ꎬ红色ꎬ果皮 ６ 爿裂ꎬ极易与守宫木属其他种区分ꎬ因其多支花序

聚生于老枝而取名为多支守宫木ꎮ 该文详细描述了多支守宫木的形态特征ꎬ并提供了植物彩色照片、分布信息ꎬ
并基于 ＩＵＣＮ 的评估标准对该种的濒危等级进行了评估ꎮ 多支守宫木的发现再次丰富了中越边境地区植物物

种的多样性ꎬ不仅体现了中越边境地区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区域ꎬ同时也体现

了该地区的植物调查尚不够充分ꎬ还需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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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 宫 木 属 ( Ｓａｕｒｏｐｕｓ Ｂｌｕｍｅ ) 为 叶 下 珠 科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常绿灌木ꎬ稀为草本或攀缘灌木

(ＡＰＧꎬ ２０１６)ꎮ 本属全世界约 ８１ 种ꎬ分布于毛里求

斯、马达加斯加、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至马来西亚半

岛、菲律宾、印尼和澳大利亚等ꎻ中国有 １５ 种(４ 种特

有种ꎬ１ 种外来种) (Ｗｅｌｚｅｎ ＆ Ｐｅｔｅｒꎬ ２００３ꎻ Ｌ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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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作者在对中国桂西南龙州县的弄

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植物多样性综合考察时ꎬ发
现一种果序生于老茎上ꎬ子房 ３ 室ꎬ每室 ２ 粒胚珠ꎬ果
皮成熟后红色ꎬ深裂成不规则六角形ꎬ形态非常特殊

的叶下珠科植物ꎬ由于当时没有发现开花植株ꎬ故无

法给予准确鉴定ꎻ随后我们进行了多次跟踪调查ꎬ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采集并拍摄了其雌雄花的标本和照片ꎻ此
外ꎬ我们还于 ２０１５ 年在中国百色那坡县百南乡发现

其分布ꎮ 通过相关文献 ( Ｌｅｃｏｍｔｅꎬ １９２７ꎻ Ｐｈａｍ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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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刚ꎬ ２０１８)、标本馆标本(ＩＢＫꎬＧＸＭＩꎬ ＧＸＭＧꎬ ＧＵＮꎬ
ＰＥꎬ ＩＢＳＣꎬ ＨＩＴＢＣ 等)和在线植物学相关网站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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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ｐｎｉ.ｏｒｇ /的查阅鉴定ꎬ确认该种为多支

守宫木(Ｓａｕｒｏｐｕｓ ｒａｃｅｍｏｓｕｓ Ｂｅｉｌｌｅ)ꎮ 多支守宫木原记

载仅产于越南河内的巴维国家公园(Ｂａｖｉ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ꎬ中国首次记录ꎮ 根据模式标本和文献ꎬ我们对

其进行了详细的中文描述ꎬ同时补充增加了雌花和果

的描述ꎬ并提供了该物种的彩色图版ꎮ
多支守宫木　 (新拟)　 图版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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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木高 ２ ~ ４ ｍꎻ老枝表皮灰色ꎬ有皮孔ꎬ幼枝具

棱ꎬ绿色ꎻ全株无毛ꎮ 叶片膜质ꎬ长椭圆形、卵状披针

形或倒披针形ꎬ长 ８~１５ ｃｍꎬ宽 ３~４.５ ｃｍꎬ顶端骤尖ꎬ

基部阔楔形ꎬ上面深绿色ꎬ下面浅绿色ꎻ侧脉 ５~６ 对ꎬ
斜升至叶缘前弯曲连结ꎻ叶柄长 ３~４ ｍｍꎻ托叶剑形ꎬ
长 ２~４ ｍｍꎬ着生于叶柄基部两侧ꎮ 总状花序 ３~５ 支

聚生于老茎下部的小枝脱落处ꎬ花序长 ７~３０ ｃｍꎬ常
下垂ꎬ梗上疏被腺毛ꎬ雌雄同序或异序ꎻ花序梗基部均

有 １３~１５ 枚覆瓦状排列的苞片ꎬ苞片三角形ꎬ革质ꎬ渐
尖ꎬ长 ２~７ ｍｍꎻ雄花和雌花单生或 ２~４ 朵聚生在花

序梗的远端ꎻ每朵花基部 １ 枚苞片及 ３ 枚小苞片ꎬ苞
片长三角形ꎬ革质ꎬ长约 ６ ｍｍꎬ小苞片三角形ꎬ长 ２~５
ｍｍꎬ膜质ꎮ 雄花:花梗长 １~１.３ ｃｍꎬ花盘碟状ꎬ密布淡

红色条状斑点ꎬ直径约 １ ｃｍꎬ６ 浅裂ꎬ覆瓦状排列ꎬ三
角形裂片二次浅裂ꎬ向内弯曲成碟状ꎻ雄花 ３ꎬ无花盘ꎻ
花丝合生呈短柱状ꎬ花药外向ꎬ２ 室ꎬ纵裂ꎻ花盘腺体

６ꎬ与萼片对生ꎮ 雌花:花梗长 ２~３ ｍｍꎻ萼片 ６ꎬ淡绿

色带淡红色斑点ꎬ呈 ２ 轮分布ꎻ外轮萼片卵形ꎬ５~６ ×
５~６ ｍｍꎬ顶端渐尖ꎬ基部渐狭而成短爪ꎻ内轮萼片宽

卵形ꎬ３~４ × ４ ~ ５ ｍｍꎬ顶端渐尖ꎬ基部阔楔形ꎻ无花

盘ꎮ 雌蕊近圆柱形ꎬ直径约 １.５ ｍｍꎬ高 １ ｍｍꎬ子房 ３
室ꎬ每室 ２ 颗胚珠ꎬ花柱 ３ꎬ顶端 ２ 裂呈羊角状内弯ꎮ
蒴果扁球状ꎬ直径约 １.８ ｃｍꎬ高约 １ ｃｍꎬ红色ꎻ宿存花

萼淡黄色ꎬ密布淡红色斑点ꎻ果皮 ６ 爿裂ꎻ果梗长约 ２
ｍｍꎻ种子三棱状ꎬ长约 ７ ｍｍꎬ黑色ꎮ 花期 ４—５ 月ꎬ果
期 ９—１２ 月ꎮ

多支守宫木为多年生常绿灌木ꎬ枝叶无毛ꎬ叶片

膜质ꎬ总状花序 ３~５ 支聚生于老茎下部的小枝脱落

处ꎬ蒴果扁球状ꎬ红色ꎬ果皮 ６ 爿裂ꎬ极易与守宫木属

其他种区分ꎬ因其多支花序聚生于老枝而取名为多支

守宫木ꎮ
分布:中国广西(龙州县、那坡县)ꎬ越南河内(巴

维国家公园)ꎮ 中国新记录ꎮ
凭证标本: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龙州县上龙乡

陇呼ꎬ 广 西 弄 岗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ꎬ 胡 仁 传ꎬ
ＨＲＣ２００５０９００１ꎬ２０２０－０５－０９ꎻ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

那坡县百南乡弄民村ꎬ广西老虎跳省级自然保护区ꎬ
汤欢ꎬ８０１７３ꎬ２０１５－４－２６ꎮ

多支守宫木为多年生常绿灌木ꎬ 茎秆较直ꎬ 分枝

２２７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３ 卷



Ａ. 植株ꎻ Ｂ. 花序ꎻ Ｃ. 果序ꎻ Ｄ. 雄花侧面ꎻ Ｅ. 雌花侧面ꎻ Ｆ. 雌花正面ꎻ Ｇ. 雌花背面ꎻ Ｈ. 雄花正面ꎻ Ｉ. 雄花背面ꎮ
Ａ. Ｐｌａｎｔｓꎻ Ｂ.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ꎻ Ｃ. Ｉｎｆｒｕｃｔｅｓｃｅｎｃｅꎻ Ｄ. Ｍａｌｅ ｆｌｏｗｅｒｓ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ｖｉｅｗꎻ Ｅ. Ｆｅｍａｌｅ ｆｌｏｗｅｒｓ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ｖｉｅｗꎻ Ｆ. Ｆｅｍａｌｅ ｆｌｏｗｅｒ ｆｒｏｎｔａｌ ｖｉｅｗꎻ
Ｇ. Ｆｅｍａｌｅ ｆｌｏｗｅｒ ｂａｃｋ ｖｉｅｗꎻ Ｈ. Ｍａｌｅ ｆｌｏｗｅｒ ｆｒｏｎｔａｌ ｖｉｅｗꎻ Ｉ. Ｍａｌｅ ｆｌｏｗｅｒ ｂａｃｋ ｖｉｅｗ.

图版 Ⅰ　 多支守宫木
ＰｌａｔｅⅠ　 Ｓａｕｒｏｐｕｓ ｒａｃｅｍｏｓｕｓ Ｂｅｉｌｌｅ

少ꎬ在中越边境地区生于亚北热带喀斯特季雨林

林 下ꎬ 其 群 落 乔 木 层 物 种 主 要 有 人 面 子

(Ｄｒａｃｏｎｔｏｍｅｌｏｎ ｄｕｐｅｒｒｅａｎｕｍ Ｐｉｅｒｒｅ)、董棕(Ｃａｒｙｏｔａ
ｏｂｔｕｓａ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灰岩棒柄花 ( Ｃｌｅｉｄｉｏｎ ｂｒａｃｔｅｏｓｕｍ
Ｇａｇｎｅｐ.)、海南菜豆树 ( Ｒａｄｅｒｍａｃｈｅｒａ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Ｍｅｒｒ.)等ꎬ同层灌木层植物主要为凹脉金花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ｎｅｒｖｉｓ Ｃｈａｎｇ ｅｔ Ｓ. Ｙ. Ｌｉａｎｇ)ꎬ草本

层主 要 有 广 州 蛇 根 草 ( Ｏｐｈｉｏｒｒｈｉｚａ ｃａｎｔｏｎｉｅｎｓｉｓ
Ｈａｎｃｅ)、石柑子[Ｐｏｔｈｏ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Ｒａｆ.) Ｍｅｒｒ.]、广
东万年青(Ａｇｌａｏｎｅｍａ ｍｏｄｅｓｔｕｍ Ｓｃｈｏｔｔ ｅｘ Ｅｎｇｌ.)、昌

感秋海棠 (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 Ｌéｖｌ.)、狭眼凤尾蕨

(Ｐｔｅｒｉｓ ｂｉａｕｒｉｔａ Ｌ.) 等ꎮ 通 过 查 阅 ＩＢＫ、 ＧＸＭＩ、
ＧＸＭＧ、ＰＥ、ＫＵＮ 等标本馆守宫木属的标本ꎬ结合

野外调查ꎬ作者在广西弄岗国家级保护区分布点

共发现有 ２１ 株ꎬ仅分布于约 ４００ ｍ２的山弄内ꎻ广
西那坡百南乡分布点居群仅发现 １１ 株ꎬ分布于约

２００ ｍ２的山坡上ꎮ 虽然两个分布点都位于保护区

内ꎬ种群得到较好的保护ꎬ但由于两个分布点都未

发现幼苗ꎬ种群群落稳定性仍面临一定威胁ꎮ 根

据 ＩＵＣＮ 评估标准ꎬ我们将国内的多支守宫木评估

３２７１９ 期 胡仁传等: 多支守宫木在中国的发现及其补充描述



为濒危(ＥＮ)( ＩＵＣＮꎬ ２０２０)ꎮ
多支守宫木的发现再次丰富了中越边境地区

植物物种的多样性ꎮ 近年来国内专家学者在该地

区发现和发表了许多中越边境特有的新种ꎬ如南

溪蛛 毛 苣 苔 ( Ｐａｒａｂｏｅａ ｎａｎｘｉｅｎｓｉｓ Ｌｅｉ Ｃａｉ ＆ Ｇｕｉ
Ｌ. Ｚｈａｎｇ ) (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 )、 盾 叶 虎 皮 楠

(Ｄａｐｈｎ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ｐｅｌｔａｔｕｍ Ｙａｎ Ｌｉｕ ＆ Ｔ. Ｍｅｎｇ)(Ｍｅ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 )、 淑 美 安 息 香 ( Ｓｔｙｒａｘ ｈｗａｎｇｉａｅ Ｍ.
Ｔａｎｇ ＆ Ｗ.Ｂ. Ｘｕ) (Ｘ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中越万寿竹

(Ｄｉｓｐｏｒｕｍ ｓｉｎｏｖｉｅｔｎａｍｉｃｕｍ Ｒ. Ｃ. Ｈｕ ＆ Ｙ. Ｆｅｎｇ
Ｈｕａｎｇ) (Ｈ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德保金花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ｄｅｂａｏｅｎｓｉｓ Ｒ. Ｃ. Ｈｕ ＆ Ｙ. Ｑ. Ｌｉｕｆｕ ) ( Ｈ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等ꎻ同时还有许多中国新记录物种的报道ꎬ
如 微 花 蛛 毛 苣 苔 ( Ｐａｒａｂｏｅａ ｍｉｎｕｔｉｆｌｏｒａ Ｄ. Ｊ.
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 ( 陆 昭 岑 等ꎬ ２０２０ )、 红 柱 开 口 箭

(Ｔｕｐｉｓｔｒａ ｃａｒｄｉｎａｌｉｓ Ａｖｅｒ.) (农东新等ꎬ ２０２０) 等ꎮ
这一情况ꎬ不仅体现了中越边境地区是全球生物

多样性热点地区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区域

(陆昭岑等ꎬ２０２０ꎻ张贵良等ꎬ２０２０)ꎬ同时也体现了

该地区的植物调查尚不够充分ꎬ还需进一步深入

调查研究ꎮ
致谢　 野外考察得到了崇左市广西弄岗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刘晟源、曾维波、农祝光ꎬ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汤欢的协助ꎬ在此谨致

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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