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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苔藓植物新记录

任昭杰１ꎬ 田雅娴２ꎬ 赵遵田２∗

( １. 山东博物馆自然部ꎬ 济南 ２５００１４ꎻ ２. 山东师范大学 逆境植物重点实验室ꎬ 济南 ２５００１４ )

摘　 要: 该研究通过对采自山东的苔藓植物标本进行鉴定ꎬ首次发现裂齿藓 [Ｄｉｃｈｏｄｏｎｔｉｕｍ ｐｅｌｌｕｃｉｄｕｍ
(Ｈｅｄｗ.) Ｓｃｈｉｍｐ.]和粗疣藓 [Ｆａｕｒｉｅｌｌａ ｔｅｎｕｉｓ (Ｍｉｔｔ.) Ｃａｒｄｏｔ]在山东的分布ꎬ这也是昂氏藓科(Ａｏｎｇｓｔｒｏｅｍｉ￣
ａｃｅａｅ)裂齿藓属(Ｄｉｃｈｏｄｏｎｔｉｕｍ Ｓｃｈｉｍｐ.)和粗疣藓属(Ｆａｕｒｉｅｌｌａ Ｂｅｓｃｈ.)的苔藓植物在山东的首次发现ꎮ 文中

还详细描述了裂齿藓和粗疣藓的形态特征ꎬ绘制了墨线图ꎬ并进行了相应的讨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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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２００７ 年开始ꎬ我们团队对山东省苔藓植物

资源进行了新一轮的野外调查和标本采集ꎬ基于

这次调查研究和我们以及其他相关学者对于山东

苔藓植物的研究ꎬ２０１６ 年 ５ 月«山东苔藓志» (任

昭杰和赵遵田ꎬ２０１６)得以顺利出版ꎮ 志书虽已出

版ꎬ但山东苔藓植物资源情况仍有部分盲区ꎬ主要

是诸如蒙山、泰山、昆嵛山、崂山等较大山脉的余

脉或支脉等ꎬ为能够更加清晰地掌握本底资源ꎬ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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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山东苔藓植物区系ꎬ以期为苔藓植物各项研究

提供基础资料和科学依据ꎬ我们继续对山东苔藓

植物开展野外调查研究工作ꎮ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ꎬ笔者

对山东烟台昆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了为期

５ ｄ 的苔藓植物野外调查采集ꎬ经过鉴定研究发现

了山东苔藓植物一新记录属和一新记录种ꎬ即粗

疣藓 属 ( Ｆａｕｒｉｅｌｌａ Ｂｅｓｃｈ.) 和 粗 疣 藓 [ Ｆａｕｒｉｅｌｌａ
ｔｅｎｕｉｓ (Ｍｉｔｔ.) Ｃａｒｄｏｔ]ꎮ ２０１７ 年ꎬ在整理标本过程

中ꎬ我们发现了一箱 ２０１２ 年采自于蒙阴县蒙山的

标本因疏忽而未被及时鉴定ꎬ共 ２００ 余号ꎬ经鉴定

其中包含山东苔藓植物一新记录科、一新记录属

和一新记录种ꎬ即昂氏藓科(Ａｏｎｇｓｔｒｏｅｍｉａｃｅａｅ)、裂
齿藓 属 ( Ｄｉｃｈｏｄｏｎｔｉｕｍ Ｓｃｈｉｍｐ.)、 裂 齿 藓 [ Ｄｉｃｈ￣
ｏｄｏｎｔｉｕｍ ｐｅｌｌｕｃｉｄｕｍ (Ｈｅｄｗ.) Ｓｃｈｉｍｐ.]ꎮ 凭证标本

存放于山东师范大学植物标本馆(ＳＤＮＵ)ꎮ

１　 昂氏藓科 Ａｏｎｇｓｔｒｏｅｍｉａｃｅａｅ

裂齿藓属　 Ｄｉｃｈｏｄｏｎｔｉｕｍ Ｓｃｈｉｍｐ.
裂齿藓 　 图版 Ⅰ
Ｄｉｃｈｏｄｏｎｔｉｕｍ ｐｅｌｌｕｃｉｄｕｍ ( Ｈｅｄｗ.) Ｓｃｈｉｍｐ.ꎬ

Ｃｏｒｏｌｌ. Ｂｒｙｏｌ. Ｅｕｒ. １２. １８５６.
植物体小ꎬ黄绿色ꎬ丛生ꎮ 茎直立ꎬ多单一ꎬ稀

在先端分枝ꎻ中轴分化ꎮ 无性芽胞长椭圆形、纺锤

形或近球形ꎮ 叶舌形或披针形至阔披针形ꎬ干燥时

多扭转ꎬ湿时背仰ꎬ先端圆钝或急尖ꎻ叶边平展ꎬ或
下部略内卷ꎬ上部具不规则的齿突ꎻ中肋粗壮ꎬ达叶

尖部ꎬ末端背面具乳突ꎻ叶中上部细胞圆方形ꎬ具明

显乳突ꎬ基部细胞长方形ꎬ平滑ꎮ 孢子体未见ꎮ
标本鉴定:山东省蒙阴县蒙山ꎬ冷峪ꎬ林下石

上土生ꎬ海拔为 ５００ ｍꎬ任昭杰、郭萌萌 Ｒ１２３２６０
(ＳＤＮＵ)ꎮ

地理分布:中国(黑龙江、内蒙古、河北、山东、
新疆、云南、台湾)、不丹、日本、巴基斯坦和俄罗斯

(西伯利亚)ꎬ欧洲和北美洲(高谦ꎬ１９９３ꎻ贾渝和何

思ꎬ２０１３)ꎮ
裂齿藓属(Ｄｉｃｈｏｄｏｎｔｉｕｍ Ｓｃｈｉｍｐ.)建立于 １８５６

年ꎬ目前全世界有 ４ 种ꎬ我国报道有 ２ 种(高谦ꎬ
１９９３ꎻ贾 渝 和 何 思ꎬ ２０１３ )ꎮ 本 属 与 石 毛 藓 属

(Ｏｒｅａｓ Ｂｒｉｄ.)植物相似ꎬ区别在于本属蒴齿自先端

２ ~ ３ 裂达中下部ꎬ后者蒴齿不分裂ꎮ 本属也与狗

牙藓属(Ｃｙｎｏｄｏｎｔｉｕｍ Ｓｃｈｉｍｐ.)相似ꎬ但本属孢蒴平

滑ꎬ叶片多舌形、舌状披针形或阔披针形ꎬ较短ꎬ而
后者孢蒴具明显纵棱ꎬ干燥时成纵沟ꎬ叶片多狭长

至线状披针形ꎬ较长而有别(高谦ꎬ１９９３ꎻＦｒａｈｍ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８)ꎮ 该属长期被置于曲尾藓科(Ｄｉｃｒａｎａｃｅ￣
ａｅ)中(高谦ꎬ１９９３ꎻＦｒａｈｍ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８)ꎮ 根据分子

系统学结论ꎬ现该属被置于昂氏藓科(Ａｏｎｇｓｔｒｏｅｍｉ￣
ａｃｅａｅ)中(Ｆｒｅｙ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ꎬ这是该科苔藓植物在

山东的首次报道ꎮ

２　 粗疣藓属 Ｆａｕｒｉｅｌｌａ Ｂｅｓｃｈ.

粗疣藓　 图版 Ⅱ
Ｆａｕｒｉｅｌｌａ ｔｅｎｕｉｓ ( Ｍｉｔｔ.) Ｃａｒｄｏｔ ｉｎ Ｂｒｏｔｈ.ꎬ

Ｎａｔ. Ｐｆｌａｎｚｅｎｆａｍ.(ｅｄ. ２)ꎬ １１: ２８２ꎬ ｆ. ６３３. １９２５.
植物体小ꎬ纤细ꎬ绿色ꎬ无光泽ꎬ密集丛生呈垫

状ꎮ 茎匍匐ꎬ不规则分枝ꎬ分枝纤细ꎬ不等长ꎬ先端

较钝ꎮ 叶覆瓦状排列ꎬ卵圆形至长卵圆形ꎬ内凹ꎬ
先端渐尖ꎻ叶边多平展ꎬ稀内卷ꎬ具细齿ꎻ中肋缺

失ꎬ或稀具极短弱中肋ꎮ 叶细胞圆菱形ꎬ为 １８ ~ ２５
μｍ×３.３ ~ ５ μｍꎬ壁略加厚ꎬ每个细胞背面具单个明

显乳头状高突起ꎬ叶尖部细胞略长ꎬ多平滑ꎬ角细

胞方形ꎮ 孢子体未见ꎮ
标本鉴定: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昆嵛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ꎬ神清观外赤松林ꎬ林下石上土生ꎬ
海拔为 ２６０ ｍꎬ任昭杰、燕丽梅 Ｒ１６５７３(ＳＤＮＵ)ꎮ

地理分布:中国(吉林、山东、安徽、浙江、湖
南、重庆、贵州、台湾)、日本(吴鹏程ꎬ２００２ꎻ贾渝和

何思ꎬ２０１３)ꎮ
粗疣藓属(Ｆａｕｒｉｅｌｌａ Ｂｅｓｃｈ.)建立于 １８９３ 年ꎬ

长期以来其系统位置一直存在争议ꎬ曾被置于鳞

藓科(Ｔｈｅｌｉａｃｅａｅ)、羽藓科(Ｔｈｕｉｄｉａｃｅａｅ)、异枝藓科

(Ｈｅｔｅｒｏｃｌａｄｉａｃｅａｅ)、毛锦藓科( Ｐｙｌａｉｓｉａｄｅｌｐｈａｃｅａｅ)
和棉藓科(Ｐｌａｇｉｏｔｈｅｃｉａｃｅａｅ)中(吴鹏程ꎬ２００２ꎻＦｒｅｙ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ꎻ 李晓芹等ꎬ２０１３)ꎮ 本研究采用 Ｆｒｅｙ
的划分ꎬ将该属置于异枝藓科之下 ( Ｆｅｒｙ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ꎮ 目前ꎬ全世界报道异枝藓科有 ３ 属ꎬ即粗

疣藓属ꎬ异枝藓属(Ｈｅｔｅｒｏｃｌａｄｉｕｍ Ｂｒｕｃｈ ＆ Ｓｃｈｉｍｐ.)
和小柔齿藓属(Ｉｗａｔｓｕｋｉｅｌｌａ Ｗ. Ｒ. Ｂｕｃｋ ＆ Ｈ. Ａ. Ｃｒ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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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Ａ. 植物体ꎻ Ｂ. 植物体一部分ꎻ Ｃ. 茎横切一部分ꎻ Ｄ－Ｊ. 叶ꎻ Ｋ. 叶尖部细胞ꎻ Ｌ. 叶中部边缘细胞ꎻ Ｍ. 叶基部细胞ꎻ
Ｎ. 叶横切一部分ꎻ Ｏ. 无性芽胞(任昭杰和田雅娴绘)ꎮ 标尺: Ａ＝２ ｃｍꎬ Ｂ＝１ ｍｍꎬ Ｃ＝１００ μｍꎬ Ｄ－Ｊ＝８３０ μｍꎬ Ｋ－Ｏ＝８３ μｍꎮ

Ｎｏｔｅ: Ａ. Ｐｌａｎｔꎻ Ｂ. 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ｎｔꎻ Ｃ. 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ｅｍꎻ Ｄ－Ｊ. Ｌｅａｖｅｓꎻ Ｋ. Ａｐｉｃａｌ ｌｅａｆ ｃｅｌｌｓꎻ
Ｌ. Ｍｅｄｉａｎ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ｌｅａｆ ｃｅｌｌｓꎻ Ｍ. Ｂａｓａｌ ｌｅａｆ ｃｅｌｌｓꎻ Ｎ. 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ａｆꎻ Ｏ. Ｇｅｍｍａｅ (Ｄｒａｗｎ ｂｙ
ＲＥＮ Ｚｈａｏｊｉｅ ＆ ＴＩＡＮ Ｙａｘｉａｎ). Ｓｃａｌｅ ｂａｒｓ Ａ＝２ ｃｍꎬ Ｂ＝１ ｍｍꎬ Ｃ＝１００ μｍꎬ Ｄ－Ｊ＝８３０ μｍꎬ Ｋ－Ｏ＝８３ μｍ.

图版 Ⅰ　 裂齿藓
ＰｌａｔｅⅠ　 Ｄｉｃｈｏｄｏｎｔｉｕｍ ｐｅｌｌｕｃｉｄｕｍ (Ｈｅｄｗ.) Ｓｃｈｉｍ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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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Ａ. 植物体一部分ꎻ Ｂ－Ｅ. 茎叶ꎻ ＦꎬＧ. 枝叶ꎻ Ｈ. 叶尖部细胞ꎻ Ｉ. 叶中部边缘细胞ꎻ
Ｊ. 叶基部细胞(任昭杰绘)ꎮ 标尺: Ａ＝ ０.８３ ｍｍꎬ Ｂ－Ｇ ＝ ３３０ μｍꎬ Ｈ－Ｊ＝ ８３ μｍꎮ

Ｎｏｔｅ: Ａ. 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ｎｔꎻ Ｂ－Ｅ. Ｓｔｅｍ ｌｅａｖｅｓꎻ ＦꎬＧ. Ｂｒａｎｃｈ ｌｅａｖｅｓꎻ Ｈ. Ａｐｉｃａｌ ｌｅａｆ ｃｅｌｌｓꎻ Ｉ. Ｍｅｄｉａｎ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ｌｅａｆ ｃｅｌｌｓꎻ
Ｊ. Ｂａｓａｌ ｌｅａｆ ｃｅｌｌｓ (Ｄｒａｗｎ ｂｙ ＲＥＮ Ｚｈａｏｊｉｅ). Ｓｃａｌｅ ｂａｒｓ Ａ＝０.８３ ｍｍꎬ Ｂ－Ｇ＝３３０ μｍꎬ Ｈ－Ｊ＝８３ μｍ.

图版 Ⅱ　 粗疣藓
ＰｌａｔｅⅡ　 Ｆａｕｒｉｅｌｌａ ｔｅｎｕｉｓ (Ｍｉｔｔ.) Ｃａｒｄｏ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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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ｅｙ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ꎻ贾渝和何思ꎬ２０１３)ꎬ后二者在山

东皆已有报道(任昭杰和赵遵田ꎬ２０１６)ꎮ 这是粗疣

藓属在山东的首次报道ꎬ该属种类较少ꎬ目前报道

有 ５ 种ꎬ主要分布于亚洲的温带、亚热带地区以及热

带高山区(Ｆｒｅｙ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ꎻ贾渝和何思ꎬ２０１３)ꎮ
根据地理地貌ꎬ山东大致可分为鲁中南山地丘

陵区、鲁东半岛低山丘陵区和鲁西鲁北平原区ꎬ鲁
中南山地丘陵区西、南、北三个方向为鲁西鲁北平

原和苏北平原包围ꎬ东部的鲁东低山丘陵区东、南、
北三面环海ꎬ二者中间以潍河－沭河谷地相连(张祖

陆ꎬ２０１４)ꎬ因此这两个地区与周围省份的山地形成

了隔离ꎬ从而产生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ꎮ 而

这一地理单元正是山东苔藓植物种类和资源最为

丰富的地区(任昭杰等ꎬ２０１６)ꎬ其位置临近中国地

理南北分界线秦岭－淮河一线ꎬ是我国南北植物交

汇的重要地点ꎮ 因此ꎬ裂齿藓和粗疣藓的发现不但

丰富和完善了山东苔藓植物区系ꎬ也为研究它们以

及它们所属类群的自然地理分布、传播路线和系统

位置确定提供了基础资料和证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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