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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植物资源调查是探讨系统发育、植物区系进化历史和亲缘关系的基础，是我国植物研究工作的重

要任务之一，虽然我国在植物资源调查方面有了丰富的积累，并以《中国植物志》和各地方植物志为代表，
但部分偏远地区的植物资源状况仍然缺乏数据。 该研究通过形态特征比较分析，发现云南省被子植物新记

录 ３ 种，即柳叶黄肉楠（Ａｃｔｉｎｏｄａｐｈｎｅ ｌｅｃｏｍｔｅｉ Ｃ． Ｋ． Ａｌｌｅｎ）原分布于四川、贵州、广东（乳源）、广西，云南省丘

北县为其新记录点；八角樟（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ｉｌｉｃｉｏｉｄｅｓ Ａ． Ｃｈｅｖａｌｉｅｒ）原分布于中国的广东、海南、广西和越南北

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为其新记录点；贵州山核桃（Ｃａｒｙａ ｋｗｅｉｃｈｏｗｅｎｓｉｓ Ｋｕａｎｇ Ａ． Ｍ． Ｌｕ ｅｘ
Ｃｈａｎｇ ｅｔ Ｌｕ）原分布于贵州安龙、望谟、册亨、兴义等，云南省丘北县为其新记录点。 柳叶黄肉楠和八角樟在

云南的新分布点是对我国樟科薄弱地带的补充，为分析滇产原始种类对相关属的起源发生和中国樟科分类

学研究提供了新材料；贵州山核桃在物种层面上对确定贵州山核桃与喙核桃（Ａｎｎａｍｏｃａｒｙ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两者之

间的联系提供了新的案例，并为云南发展山核桃（Ｃａｒｙａ ｃａｔｈａｙｅｎｓｉｓ）生产提供了种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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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资源调查、收集、分类是一项传统的或基

础性的研究。 从 １９ 世纪 ２０ 年代开始，这个学科在

我国正式形成。 近百年大强度的植物资源调查、
采集，相应产生了大量的成果，如《中国植物志》和
很多地方植物志，及一系列区系地理研究的重要

专著，为中国乃至世界植物分类学研究、生物多样

性保育和植物资源利用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杨

永和刘冰， ２０１５）。 总的来说，我国植物研究走在

了世界的前列。 然而，这只是开始，远非结束，要
搞清楚中国植物物种分类还需要大量的研究工

作，对空缺类群和薄弱地带的补充和完善也是未

来我国植物研究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孙航等，
２０１７）。 近年来全国各地的植物学工作者对新类

群的补充也在陆续不断的发生，如路端正（２００２）、
郑宝江等（２０１６）对东北地区植物新资料的报道；
刘全儒和张劲林（２０１４）对北京新分布的物种做了

统计；阿拉坦主拉等（２０１８）对内蒙古被子植物新

分布的报道；李伟杰等（２０１７）对海南植物资料的

报道，这些数据为我国植物区系和植物分类学的

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１９９４—２０１６ 年复测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固定样

地期间和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对文山壮族

自治州丘北县进行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时，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和标本鉴定，发现 ３ 种云南被

子植物分布新记录。 此次发现新分布的丘北县和

勐腊县位于滇东南，处于我国泛北极植物区系和

古热带植物区系的过渡地带（吴征镒， ２０１１），且
属于中国特有种子植物属的分布中心（李锡文，
１９９４）。 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新分布物种在探讨云

南省植物区系与毗邻地区的联系上具有重要性，
也为云南省植物区系或植物多样性的起源等基础

理论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材料。 柳叶黄肉楠和贵州

山核桃凭证标本保存于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

中心标本馆、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云

南分所标本馆（ ＩＭＤＹ）和西南林业大学林学院植

物标本室；八角樟凭证标本保存于西南林业大学

林学院植物标本室中。

１　 研究区概况

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边陲（９７．５２°—１０６． １８°
Ｅ，２１．１３°—２９．２５° Ｎ），与我国西藏、四川、贵州、广
西相邻，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 地势西北高、东
南低，地貌类型复杂多样，海拔 ７６．４ ～ ６ ７４０ ｍ， 气

候随地势高低垂直变化异常明显，有北热带、南亚

热带、中亚热带、北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和高原

气候等 ７ 个气候类型。
全省最热月（７ 月）均温在 １９ ～ ２２ ℃ 之间，最

冷月（１ 月）均温在 ６ ～ ８ ℃以上，年温差小，日温差

大；滇南边境全年无霜，滇西北和滇东北无霜期

２１０ ～ ２２０ ｄ；全年日照时数１ ０００ ～ ２ ８００ ｈ。 全省降

水在季节和地域上分配极不均匀，降水量 ５８４ ～
２ ７００ ｍｍ；干湿季节分明；５—１０ 月为雨季，１ 月至

次年 ４ 月为干季。

２　 研究方法

采用形态特征比较鉴定法，在野外采集生长

良好，具有代表性的枝、叶、花、果等充分干燥制成

标本，参照《中国植物志》、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云南植

物志》及模式标本进行形态比较研究，进一步鉴定

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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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研究结果

３．１ 樟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３．１．１ 黄肉楠属 　 Ａｃｔｉｎｏｄａｐｈｎｅ Ｎｅｅｓ　 柳叶黄肉楠

Ａｃｔｉｎｏｄａｐｈｎｅ ｌｅｃｏｍｔｅｉ Ｃ． Ｋ． Ａｌｌｅｎ ｉｎ Ａｎｎ． Ｍｉｓｓｏｕｒｉ
Ｂｏｔ． Ｇａｒｄ． ２５： ４１３． １９３８； ＦＲＰＳ ３１： ２５３． １９８４．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Ｖｏｌ． ７：１６３－１６４．２００８。

主要特征：常绿乔木；小枝基部无宿存芽鳞片；
叶近轮生或互生，叶片披针形至条状披针形，长 １０～
２０ ｃｍ，宽 １．５ ～ ３．０ ｃｍ，上面深绿色，下面灰绿色，苍
白，羽状脉，侧脉多而密，每边 ３０ ～ ４０ 条或以上，纤
细，不甚明显；花序伞形，无总梗，花被裂片 ６，花药 ４
室；果倒卵形，无毛；果托杯状，全缘或有浅波状（中
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 １９８２； 中国植物

志编委会， ２００８； 李志明等， ２００６）。
本标本在植物形态上因叶羽状脉与密花黄肉

楠（Ａ． ｃｏｎｆｅｒｔｉｆｌｏｒａ）、倒卵叶黄肉楠（Ａ． ｏｂｏｖａｔａ）相

区别；小枝基部无宿存芽鳞片，与隐脉黄肉楠

（Ａ． ｏｂｓｃｕｒｉｎｅｒｖｉａ）、毛果黄肉楠（ Ａ． ｔｒｉｃｈｏｃａｒｐａ） 等

相区别；侧脉多而密，每边 ３０ ～ ４０ 条或以上，纤细，
不甚明显，与毛黄肉楠 （ Ａ． ｐｉｌｏｓａ）、思茅黄肉楠

（Ａ． ｈｅｎｒｙｉ）等相区别。 与柳叶黄肉楠的模式标本

（１９３１ 年由 Ｆ． Ｔ． Ｗａｎｇ 采集，采集号为 ２３２５０）基

本相同。 本次未见花，只见叶、枝、果等形态特征。
凭证 标 本：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５ 日， 杜 凡 组 等

５３２６２６２４１７（标本号意为 ５３２６２６ 丘北县的代码，
２４１７ 号标本，以下同） （图 １），丘北县舍得乡羊雄

山（１０４°１３′３４．１″ Ｅ，２３°５９′１３．４″ Ｎ），生于石灰岩

常绿阔叶林中，海拔２ ４５９ ｍ，比《中国植物志》中

所描述的海拔 ６５０ ～ １ ８００ ｍ 明显高。
分布：四川、贵州、广东（乳源）、广西（中国科学

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 １９８２； 中国植物志编委

会， ２００８； 李述万等， ２０１６）。 云南首次记录。
３．１．２ 樟属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Ｔｒｅｗ　 八角樟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ｉｌｌｉｃｉｏｉｄｅｓ Ａ． Ｃｈｅｖａｌｉｅｒ， ｉｎ Ｂｕｌｌ． Ｅｃｏｎ． Ｉｎｄｏｃｈ． Ｎ． Ｓ． ２０
（１３１－１３２）：１４１，８５５．１９１９； ＦＲＰＳ ３１：１７８． １９８２．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Ｖｏｌ． ７： ２０３． ２００８。

主要特征：乔木；树冠球形，树皮褐色，具深纵

裂纹；叶互生，全缘，近革质，卵形或卵状长椭圆形，

羽状脉，侧脉每边 ３ ～ ５ 条，侧脉脉腋下面常有明显

腺窝，叶柄长 １．３ ～ ２．０ ｃｍ；果序圆锥状，果倒卵形，
果托钟形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
１９８２； 中国植物志编委会， ２００８）。

本种与该属其他种最明显的区别特征是植株具

有强烈的八角香味，因而其拉丁学名的种加词为“ ｉｌｌｉ⁃
ｃｉｏｉｄｅｓ ”，意为“像八角一样”。 有意思的是西双版纳

爱伲族语中本种被称为“ｍａｎ ｌａ ａ ｗｅｉ，曼蜡阿畏”，意
为“八角的舅舅”。 当地少数民族对该植物的命名，
与植物分类学者的命名“ｉｌｌｉｃｉｏｉｄｅｓ”高度一致。

凭证标本：１９９４ 年根据树皮的味道初步断定

为樟科植物，由于八角樟太高，所以 ２０１６ 年才采

集到完整标本并根据《中国植物志》鉴定出物种。
杜凡组等 ０８２４３５９（０８ 代表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固

定样地第 ８ 个大样方，２４ 代表大样方中的第 ２４ 个

小样方，３５９ 代表面积为 ５０ ｍ×５０ ｍ 的大样方中出

现的进阶物种的顺序号，该树为 ３５９ 号） （图 ２）。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补蚌村，生于季节雨

林中，海拔 ７５０ ～ ７６０ ｍ。
分布：中国广东、海南、广西，越南北部（中国

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 １９８２； 中国植物

志编委会， ２００８）。 中国云南首次记录。
３．２ 胡桃科 Ｊｕｇｌａｎｄａｃｅａｅ
３．２．１ 山核桃属 Ｃａｒｙａ Ｎｕｔｔ．， ｎｏｍ． Ｃｏｎｓｅｒｖｅ． 　 贵州

山核桃 Ｃａｒｙａ ｋｗｅｉｃｈｏｗｅｎｓｉｓ Ｋｕａｎｇ Ａ． Ｍ． Ｌｕ ｅｘ Ｃｈａｎｇ
ｅｔ Ｌｕ， 植物分类学报 １７（１）： ４３， ｔ． ２． １９７９． ＦＲＰＳ
２１：０４２．１９７９．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Ｖｏｌ．４：２８４．１９９９。

主要特征：乔木；芽为裸芽；枝条髓部不成薄

片状分隔而为实心；奇数羽状复叶，５ 小叶，上部 ３
枚较大，下部 ２ 枚较小，叶纸质，椭圆形、长椭圆形

或长椭圆状披针形，顶端钝至急尖，基部歪斜、钝
圆至楔形，边缘有锯齿，上面无毛，侧脉 １１ ～ １３ 对，
伸达近叶缘处相互网结；雄性柔荑花序 １ ～ ３ 条成

一束；雌性穗状花序顶生，直立；果实扁圆形、稀扁

倒卵形，果核扁球形，顶端凹陷，基部平圆，有二条

纵凹线条（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
１９７９； 邓朝义， １９９４； 中国植物志编委会， １９９９；
艾呈祥等， ２００６）。

本标本在植物形态上芽为裸芽，小叶 ５ 枚与同

属的美国山核桃（Ｃ． ｉｌｌｉｎｏｅｎｓｉｓ）芽为鳞芽，小叶 １１～

８４４１ 广　 西　 植　 物 ３８ 卷



注： Ａ． 标本； Ｂ． 果； Ｃ． 植株。
Ｎｏｔｅ： Ａ．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Ｂ． Ｆｒｕｉｔ； Ｃ． Ｐｌａｎｔ．

图 １　 柳叶黄肉楠
Ｆｉｇ． １　 Ａｃｔｉｎｏｄａｐｈｎｅ ｌｅｃｏｍｔｅｉ Ｃ． Ｋ． Ａｌｌｅｎ

１７ 枚相区别；小叶椭圆形或长椭圆形，小叶边缘有

波状的锯齿与山核桃（Ｃ． ｃａｔｈａｙｅｎｓｉｓ）、越南山核桃

（Ｃ．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和湖南山核桃（Ｃ． ｈｕｎａｎｅｎｓｉｓ）小叶

卵状披针形，顶端渐尖， 小叶边缘有细锯齿相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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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八角樟
Ｆｉｇ． ２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ｉｌｌｉｃｉｏｉｄｅｓ Ａ． Ｃｈｅｖａｌｉｅｒ

与贵州山核桃的模式标本（１９６０ 年由张志松和张永

田采集，采集号为 ５４６０） 基本相同。 本次未见花

和果。
凭证 标 本： ２０１５ 年 ０６ 月 ０７ 日， 杜 凡 组 等

５３２６２６０７０９，丘 北 县 凉 山 村 （ １０３° ５８′ ２１． ４″ Ｅ，

２３°５３′４０．７″ Ｎ） （图 ３），生于石灰岩常绿阔叶林

中，海拔１ ７２８．５ ｍ，比《中国植物志》所描述的海

拔１ ３００ ｍ 高。
分布：贵州安龙、望谟、册亨、兴义等县（中国

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 １９７９； 中国植物

０５４１ 广　 西　 植　 物 ３８ 卷



图 ３　 贵州山核桃
Ｆｉｇ． ３　 Ｃａｒｙａ ｋｗｅｉｃｈｏｗｅｎｓｉｓ Ｋｕａｎｇ Ａ． Ｍ． Ｌｕ ｅｘ Ｃｈａｎｇ ｅｔ Ｌｕ

志编委会， １９９９）。 云南首次记录。

４　 讨论

４．１ 柳叶黄肉楠和八角樟在云南的生物地理学

意义

樟科植物是一个较大的木本植物类群［除草

本寄生无根藤属（Ｃａｓｓｙｔｈａ）外］，是被子植物中的

基部类群之一（李锡文和李捷， ２００４），也是被子

植物分类中最困难的科之一（Ｐａｔ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
在旧世界的热带至亚热带森林和新世界的湿润森

林中扮演重要角色，是这一地区常绿阔叶林中的

关键主导类群之一（Ｇｅｎｔｒｙ， １９８８）。 其系统演化

和起源问题也一直备受关注。 李捷（１９９２）认为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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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地区可能是樟科植物的起源或演化地之一或

为其一部分，并且认为云南同四川、西藏、海南、广
东、广西在樟科植物区系上是密切相近。 皱皮油

丹（Ａｌｓｅｏｄａｐｈｎｅ ｒｕｇｏｓａ）在云南新记录的发现也证

实了云南和海南在樟科植物区系上的联系（莫月

清等， ２０１７）。 但是尽管国内在樟科系统演化和

分类学研究上做了大量的工作，该领域还是存在

一些研究类群上的空白和急需解决的问题。 杨永

和刘冰（２０１５）认为我国广西、云南和西藏等省边

境地区的樟科调查很薄弱，存在很多空白地方，一
些新种和新记录种有待发现。 柳叶黄肉楠原分布

四川、贵州、广东（乳源）、广西；八角樟原分布广

东、海南、广西和越南北部，而此次在云南西双版

纳和丘北县的发现正是对我国樟科薄弱地带的补

充，为分析滇产原始种类对相关属的起源发生和

中国樟科分类学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４．２ 贵州山核桃在云南的生物地理学意义

山核桃属为胡桃科中演化最高级的属，包括

裸芽山核桃组和镊合芽鳞山核桃组。 我国原产 ４
种，均为裸芽山核桃组，该组主要分布在印度、老
挝、越南和中国东部，并可能是它的发源地（路安

民， １９８２； 赵运林， １９９５； Ｇｒａｕｋｅ， ２０１２）。 赵运

林（２０１５）还认为喙核桃属（ Ａｎｎａｍｏｃａｒｙａ）可能是

山核桃属祖先分化出的一个分支，且喙核桃属和

山核桃属的分类问题目前还存在争议 （ Ｇｒａｕｋｅ，
２０１２）。 Ｃａｒｙａ ｐｏｉｌａｎｅｉ 具有将其与分布美国和墨

西哥的喙核桃属的现存成员以及在欧洲发现的山

核桃属的化石联合起来的特征，但是该种仅分布

越南和老挝，且可能已经灭绝（Ｇｒａｕｋｅ， ２０１２）。 而

邓朝义（１９９４）认为贵州山核桃从某些性状来说近

于 Ｃ． ｐｏｉｌａｎｅｉ，都为花药无毛的类型。 这两种之间

的关系也还需要得到分子水平的支持。 但在地理

分布上，喙核桃（Ａｎｎａｍｏｃａｒｙ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分布贵州南

部、广西、云南东南部，贵州山核桃在云南东南部

新的分布点提高了两者在分布区域上的重合性，
也从物种层面上对确定两者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新

的案例。 目前国际上关注的焦点是山核桃（Ｃａｒｙａ
ｃａｔｈａｙｅｎｓｉｓ）的生产，且种群的地理来源和染色体

数目对山核桃生产的砧木和接穗发育都存在影响

（Ｇｒａｕｋｅ， ２０１２），因此其新分布也为云南发展山核

桃生产提供了种质资源。
致谢 　 感谢参与丘北县第四次中药资源普

查、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固定样地监测的全部工作

人员及徐远杰博士、张玉霄博士在野外调查和论

文写作中给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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