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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茶科的系统发育诠释 

IV．~ f．Camellia petelotii(Merr．)Sea1y的笔记 和评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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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OTATION OF PHYLOGENY IN THE FAMILY THEACEAE 

IV． Notes from the type of Camellia petelotii(Merr．)Sealy 

Y0 Chnangxing 

(Department of Biology，Zhongshaa University，Gua~gzhou 5 2027s) 

rrhe type of Comellla petelofll(Merr．)Sealy．housed in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 

nia herbarinm fUC)was examined in detail by the author． This examination show— 

ed that the species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type  of Camellia nifidL~sima Chi． 

therefore it is unreasonable to combine these two species as proposed by Ming(1999)． 

The type of Camellia pefelotii．Petelot 848．was collected in northern VJetsam at 

Tam Dao，300 ft．elevation in February 1923．The specimen had flowers．therefore 

the author priDcipally iovestigated the flowers and abaxial lea f glands． After chec— 

kiog，no abaxial leaf glands were found，although there were some black dots．These 

black dots could be removed so that they are not comparable to the glands of Camel— 

fia nilidisslma． The flowers on the type specimen of C．petelotii age pedicellate． 

with the pe dicels and bracts 1．2 cm long． Of the 10 bracts the upper 3 ate located 

oe．~r the top of pedicel，the 1argest one being broadly ovate and 4 5 mm long by 3 

m m wide． Al1 of the bracts are white pabescent inside，glabrous outside，and ciliate． 

There are 5 sepals．each 5．5 m m Iong．9 m m wide， corlaceous at the m iddle with 

membranous margins，inside densely white pubescent，glabrous outside。but not cili— 

ate．Every one of the 14 petals was examined on both surfaces and found to be white 

pubescent on the face。and on the back of the inner petals there was pubescence in 

the middle and on two sides of the unguicule． 

With reference to An Illustrated Flora of Vietnam (ed． 1991)in which Camellia 

petelotll and C．nitidissima were considered as independent species，the color of the 

flowets of Camellia petelotii was not given． Although we do not know the color of 

the flower s，the difference between C．petelotii and C．nitidissirna is obvious from 

the  cha racters of the leaYes and fluwets． 

’美国加和福尼亚大学标丰室惠予作者查阐 Camellia petelctii(Merr．)Sealy及山茶属R--／r-~国群聍横式 

的傀和，使作者受盏匪浅，作者对滚太学标本室(UC)及堂体屙仁，谨致以诚挚的蓐谢。 

美目国家 自拣历史博物馆 Smlthsoslaa I~stitutioa资肪丰^作短期访问研究．对该馆及植物部和 Df．Lau一 

nce E． oE·Dr．Anna Weltzraan给予本^提供的完美的工作条件，作者亦探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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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金花茶学名的讨论，我们已先后发表了文章，阐明了我们的意见 摄近作者作客美 

国，特地检阅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标奉室的馆藏标本，E．D．M~rdll发表 Thea pefelolil 

Mort．的模式标本 A．Petslot 848。经过谨慎和详细考订，更进一步证明，关于 Camellia 

"aifidissima Ghi和 C．pefelotii(MerrO SeMy为同一分类单位的看法是完全不正确的。 

A．Petelot 848号标本，1 923年 2月采于越南北部地区 Tam Dao，海拔300英尺 (在 

8ealy，Roy，Gen．O~ ollia记为3000英尺 )。标本具 2花，其中一花附着于标本之上，完 

整，另一花已解剖，具有花梗、花梗上附着苞片和部分萼片，取下的部分萼 片，分 离 的 花 

瓣，完整的筒状的雄蕊，子唐取出并作横切，花柱在基部之上折断，作者在附在标本台纸的 

纸袋中发现了其中一条花柱 看来这是E．D．Merri11发表新种前解剖过的花。作者着重考 

察了花，也对叶下是否具隙点，作了详细的研究，并与 自带构 Camellia nitidissima Ohi 

的叶片作 了比较。 

现将考订结果报告如下： 

枝，叶、芽均无毛。叶长14．3—19×4—7．3 o ，侧脉11--1 2对’叶舾长t．5— 2 omp 

叶下无腺点 (标本叶下具有不规则 的黑点， 用解剖针轻拨即可去掉，证明和金花茶叶下的腺 

点是完全不同的，而且 E．D．Merrill及 J．R．SoMy在考订本种 时均未述及其叶下的腺 

点，看来并不是疏忽 )。花梗和苞片在一起长1．2om，连萼片在一起达到1．7omj小苞片10 

教，最上 3枚贴萼着生，其余分散在花梗上，能见花梗，最上面的苞片阔卵形，长 3ram， 

宽 4．5mm，所有苞片内面被白色短柔毛，外面无毛，有睫毛，萼片5枚，长 5．5-- 9mm． 

中央革质，有窄的膜质边缘，内面有稠密的白色短柔毛，背面无毛，无睫毛 花瓣l4枚，最长 

的花瓣长2．9om，宽1．85om。为了市慎起见，作者逐枚花瓣两面进行反复观察 ，发现从外到 

内，每一枚花瓣内面均有白色短柔毛，竞无一例外，而花瓣的外面，则较内的几枚花瓣在外 

面纵向的中部或花瓣爪的两侧有疏短柔毛．这种毛被的式样是十分奇特的，J．R．Scaly考 

订本种时只记述外面有毛，可能把方向看反，现在作者既观察完整的花，又观察解剖了的花 

瓣，确信毛被的着生如作者描述 所有的花瓣均窄，呈窄例卵形，先端钝尖，少有圆形的， 

内轮花瓣与雄 蕊连生至 7mm。雄蕊 陡2．1 om，连生成 1--1．2 Oin的花丝管，无毛，花柱长 

1．4 om(部分? )，分离，但在珐部花拄 戒束状合生，不同于金花荣成三足鼎立状态 

作者还参考最近出版的越南植物志有关金花茶和 Camellia peteloffi(Morro Soaly的 

描述及线圈，发现越南植物志作者并不承认两者为同物异名，而 且线图花的差异也十分明显。 

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无实据证明它的花的颜色 (越南最新植物志亦无述及 )，但 即 

使 C．pelelotii(Merr．)Sealy拢是黄色的，也完全是另外一个种，不同于金花茶，这却是 

无法否定的事实。而对于无法确定花颜色的种匆忙作出判断，甚或 取 消 O~mellia Sect． 

Chrys~ntha Ohang，这至少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山茶属古茶组和金花茶组的分类学 问 

题 》一文的作者称对 C．petelotii(Morr0 Soaly的模式进行过“研究和考订 ，其结果却是 

它和 C．nitidissima Ohi的模式 “I．分一致”，后者是前者的同物异名，而且接着又是 “令 

人惊哿和巧合”发现张宏达的金花荣组和 Soaly的古茶组模式同为一种，因而金花祭 组 瓿 

不能成立。从一个错误的观察做引导，最后引发出错误的结论，要纠正它，也只能回到模式 

1)A．Petetot B 8号标本叶的背面是具污点还是隙点的 口̂1盟·本文作者特刷与 Dr． Laurence E．Skog作 

了共同观察．井 出了它们是外桌的 污点而不是糠点昀一最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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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来。另外，作者还查 阅了C．indoehinensis Merr．的模式，发现将东兴金花茶 C．t=ng— 

hinensis Chang作为前者的变种也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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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植物资源开发利用的战略研究》一书即将出版发行 

由苏宗明研究员和黎向东教授主编的 《广西植物资源开发利用的战略研究 》一书即将由广西科学 技 术 

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植物资源开发利用的战略研究 》一书是广西 “八五”重点科学研究项目的研究成果．由广 西 植 

物研宄所、广西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广西农业大学林学院共同承担完成．该成果已于1994年 B月 通 过 广西 

压科委组织的成果鉴定．受到鉴定委员会专家学者的较高评价： “本研究成果是一项全面研究广西 植物 资 

菲及其开发利用的高水平的软科学研究成果，达到全国同类研究的先进水平．在广西居于领先地位 。 

本书通过垒面系统的调查研究，在详细论述广西植物资潦的种类、组成和分布基础上，从自然、社会、 

经济条件等影响值物生存发展的困素出发进行研究分析，根据植物资源的分布现状和规律．结合市 场 前 景 

和开发利用潜力，采用系统工程的理论方法建立数学模型，定量预测主要植物产品和产业发展 的 目标；定 

性 定量分析相结合，提出了广西植物资源开发利用的战略和对策以及植物资豫发展、保护、科学开 发 利 用 

的途径：并详细指出各地区具有发展前途的、具备地方特色的植物资源种类．因此，本书具有较高 晦理 论 

水平和学术价值．同时具备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可为各级党政领导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在 一个 较 

长的时期内，本书对各级领导和生产、科研、教学等部门都具有较高的实用和参考价值． 

全书约4O万字．包括总体研究报告、13个分题报告 (分别对材用、药用、芳香、油脂、纤维 、淀粉、 

杂果、栲胶、保健饮料、珍稀濒危、花卉观赏、饲料、水土保持等13类植物资源进行研究和论述)以及专题 

报告等兰个部分．预计l995年第2季度出版发行．每册定价12元 (邮购另加邮费lO )，欢迎订购． 

系单位 谴林雁山 广西煎物研究所 

(邮编5 l100 s 电话0773—38$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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