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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绒蒿属一中国新记录种———尼东绿绒蒿
张　 旭ꎬ 周海艺ꎬ 徐畅隆ꎬ 徐　 波∗

( 西南林业大学 林学院ꎬ 昆明 ６５０２２４ )

摘　 要: 中国西藏植物多样性较为丰富ꎬ尽管已经进行了多次的植物多样性调查ꎬ但仍存在较严重的不均

衡现象ꎬ部分地区和类群存在采集不足ꎬ甚至空白ꎮ 我们针对西藏日喀则植物多样性调查薄弱区域开展调

查ꎬ发现一个未记录的绿绒蒿属(Ｍｅｃｏｎｏｐｓｉｓ Ｖｉｇｕｉｅｒ)植物ꎬ采集了标本和种子ꎮ 经查阅«西藏植物志»«中国

植物志»、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Ｎｅｐａｌ 鉴定为尼东绿绒蒿(Ｍ. ｄｈｗｏｊｉｉ Ｇ. Ｔａｙｌｏｒ ｅｘ Ｈａｙ)ꎮ 该文植物新资料报

道如下:(１)尼东绿绒蒿形态描述及其彩色图片ꎮ (２)该植物种子微形态、与近似种间的形态差异ꎮ 新发现

丰富了中国绿绒蒿属植物多样性ꎬ对研究西藏乃至中国绿绒蒿属植物具有一定的生物地理学意义和潜在的

园艺价值ꎮ 绿绒蒿属分类须加强野外调研ꎬ多技术手段开展研究ꎮ
关键词: 绿绒蒿属ꎬ 尼东绿绒蒿ꎬ 新资料ꎬ 种子微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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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喜马拉雅－横断山区是生物多样性热点地

区之一(Ｎｏｒｍａ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０)ꎬ长期以来受到了广

泛关注ꎬ吸引了诸多的植物学者在此开展植物多

样性调查ꎮ 但由于气候恶劣、交通不便、调查时间

相对较短等原因(郑度和赵东升ꎬ２０１７)ꎬ加之地域

辽阔ꎬ该地区存在较多的生物多样性调查盲区ꎮ
近年植物有大量新分布科、新分布属及新分布种

报道(王喜龙等ꎬ２０１８ꎻ熊先华等ꎬ２０１８ꎻ徐波等ꎬ
２０２０ꎻ刘成等ꎬ２０２０)ꎮ 杜诚等 ( ２０２０ꎬ２０２１) 研究

表明在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的 ２０ 年间ꎬ中国植物新种发

表、国家级新记录发现集中在云南、四川、西藏和

广西 ４ 个省(区)ꎬ占中国新种发表数量的 ２ / ３ꎮ 同

时ꎬ２０２０ 年新种发表最多的县级区划在西藏墨脱

县ꎬ超 １９ 个新种ꎮ 因此ꎬ加强对这些地区进行调

查研究是十分必要的ꎮ
绿绒蒿属(Ｍｅｃｏｎｏｐｓｉｓ Ｖｉｇｕｉｅｒ)是喜马拉雅地

区的重要物种之一ꎬ深受植物学者、园艺学家以及

植物爱好者喜爱ꎬ受到了巨大关注ꎬ在过去 ２０ 年

间ꎬ该属的新种及中国新记录种( Ｚｈａｎｇ ＆ Ｇｒｅｙ￣
Ｗｉｌｓｏｎꎬ２００８ꎻＧｒｅｙ￣Ｗｉｌｓｏｎꎬ２０１４ꎻＹｏｓｈｉｄａꎬ２０２１ꎻ周
海艺等ꎬ２０２１)被大量报道ꎮ 我们在日喀则市进行

植物多样性调查期间发现一特殊的绿绒蒿属植

物ꎬ经查阅国内植物志(庄璇ꎬ１９８５ꎻ中国植物志编

委会ꎬ１９９９ꎻＺｈａｎｇ ＆ Ｇｒｅｙ￣Ｗｉｌｓｏｎꎬ２００８)及相邻国

家植物志等资料( Ｔａｙｌｏｒꎬ１９３４ꎻＥｇａ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２ꎻ
Ｇｒｅｙ￣Ｗｉｌｓｏｎꎬ２０１４ꎻＹｏｓｈｉｄａꎬ２０２１)ꎬ鉴定为中国新

记录尼东绿绒蒿(Ｍ. ｄｈｗｏｊｉｉ Ｇ. Ｔａｙｌｏｒ ｅｘ Ｈａｙ)ꎮ

１　 绿绒蒿属植物新资料

尼东绿绒蒿(图 １)
Ｍｅｃｏｎｏｐｓｉｓ ｄｈｗｏｊｉｉ Ｇ. Ｔａｙｌｏｒ ｅｘ Ｈａｙꎬ Ｎｅｗ

Ｆｌ. ＆ Ｓｉｌｖａ ４: ２２５ꎬ ｆｉｇ. ８２ (１９３２) ＆ Ｇａｒｄ. Ｃｈｒｏｎ.ꎬ
Ｓｅｒ. ３ꎬ ９２: ４０９ꎬ ｆｉｇｓ. １９８－１９９ (１９３２) .

描述: 草本ꎬ多年生一次结实ꎬ高达 ６０ ｃｍꎮ 主

根萝卜状ꎮ 基部茎粗 ８ ~ １３ ｍｍꎮ 叶片灰绿色ꎬ秋、
冬季常为暗紫色ꎬ长 １６ ~ ３３ ｃｍꎬ宽 ４.２ ~ １０.３ ｃｍꎬ
包括叶柄在内被秸秆色刚毛ꎬ刚毛基部紫黑色ꎬ长
６ ~ １１ ｍｍꎻ基生叶呈二回羽状深裂至全裂ꎬ６ ~ ９
(１０)对裂叶ꎬ基部裂叶深裂ꎬ顶部裂叶浅裂ꎬ先端

钝ꎬ相比顶部ꎬ基部裂叶间距离较远ꎬ被稀疏刚毛

或无ꎻ茎生叶与基生叶相似ꎬ但裂叶小且少ꎬ基部

裂叶耳状ꎻ基生叶叶柄长达 １６ ｃｍꎬ细长ꎬ茎生叶叶

柄短至无柄ꎮ 小聚伞花序与单生花组成圆锥花

序ꎬ超植株三分之二ꎬ小聚伞花序花 ２ ~ ５ 朵ꎬ顶部

花单生ꎬ杯形至碟形ꎬ４０ ~ ６５ ｍｍꎬ花序轴有刚毛ꎮ
花梗长 ５.５ ~ １３ ｃｍ(果期可达 １９ ｃｍ)ꎬ花下刚毛密

集ꎬ向下刚毛渐疏ꎮ 花苞卵形至半球形ꎬ被刚毛ꎮ
花瓣 ４ꎬ乳黄色ꎬ倒卵形至近圆形ꎬ长 ２５ ~ ３７ ｍｍꎬ
宽 ２２ ~ ３７ ｍｍꎮ 雄蕊多ꎬ花丝白色丝状ꎬ花药橙黄

色ꎮ 子房卵形ꎬ细长ꎬ长 ２.５ ~ ６ ｍｍꎮ 柱头绿色或

微黄绿色ꎮ 蒴果长 ２０ ~ ４１ ｍｍꎬ宽 ７ ~ ８ ｍｍꎬ５ ~ ６
裂ꎬ密被刚毛ꎬ长 ８ ｍｍꎮ 种子卵圆形、椭圆形ꎮ 花

期 ６—９ 月ꎬ果期 ８—１１ 月ꎮ
模式标本: Ｅ Ｎｅｐａｌꎬ Ｓａｎｇｍｏꎬ １２ ０００ ｆｔꎬ Ｌａｌｌ

Ｄｈｗｏｊ ０２９７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ꎬ Ｉｓｏｔｙｐｅｓꎬ ＢＭ) .
凭证标本: 西藏日喀则市聂拉木县波曲附近

路边草地ꎬ海拔 ３ ３１２ ｍꎬ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８ 日ꎬ徐波、
张 旭、 周 海 艺、 徐 畅 隆 Ｔｓｕｉ￣１８１０、 Ｔｓｕｉ￣１８１１
(ＫＵＮ)ꎻ定日县绒辖乡绒辖曲附近溪流旁ꎬ海拔

３ ５２７ ｍꎬ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 日ꎬ徐波、张旭、周海艺、徐
畅隆 Ｔｓｕｉ￣１８９２、Ｔｓｕｉ￣１８９３ 和 Ｔｓｕｉ￣１８９４(ＫＵＮ)ꎻ定
日县绒辖乡陈塘村后山引水管和溪流旁ꎬ海拔

４ １２０ ｍꎬ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 日ꎬ徐波、张旭、周海艺、徐
畅 隆 Ｔｓｕｉ￣１９２３ ( ＫＵＮ )ꎻ 查 阅 ＢＭ０００５４７０４２ꎬ
ＢＭ０００５４７０４３ꎬ ＢＭ０００５４７１３８ꎬ Ｅ０００６０５７６ꎬ
Ｅ００６２２９０８ꎬＥ００７５８０４３ 等标本ꎮ

分布: 尼泊尔中东部(多卡拉地区ꎬ分布中心

在若瓦岭)ꎬ生于海拔 ２ ９５０ ~ ４ ７５５ ｍ 的岩石地ꎬ
开阔灌丛ꎬ溪流旁ꎮ 中国西藏聂拉木县和定日县

为新分布记录ꎮ
中文名选定:Ｍｅｃｏｎｏｐｓｉｓ ｄｈｗｏｊｉｉ Ｇ. Ｔａｙｌｏｒ ｅｘ

Ｈａｙ 现中文名有尼东绿绒蒿 (吴征镒和庄璇ꎬ
１９８０)、多鸡氏绿绒蒿(Ｙｏｓｈｉｄａꎬ２０２１)、绒辖绿绒

蒿 ３ 种ꎮ 尼东绿绒蒿为公开发表最早的中文名ꎬ
根据模式标本产自尼泊尔东部确定ꎻ多鸡氏绿绒

蒿为学名音译ꎻ绒辖绿绒蒿是依据一个居群产地

而拟定的中文名显然不太妥当ꎮ 综合考虑使用尼

东绿绒蒿作为中文名最为合适ꎮ
种子微形态: 绿绒蒿属植物形态变异较大ꎬ近

似种间鉴定困难ꎮ 种子为绿绒蒿属植物重要分类

特征ꎬ性状较稳定ꎬ外界环境对于种子影响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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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ｌａｉｍａｎꎬ１９９５)ꎮ 我们将在聂拉木县和定日县采

集的尼东绿绒蒿种子ꎬ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

和比较ꎬ以期为绿绒蒿属植物分类补充更加详实

和丰富的基础资料ꎮ 种子经扫描后观察发现ꎬ两
地种子形状均为椭圆形ꎬ长度约为 １.１０ ｍｍꎬ宽约

为 ０.７４ ｍｍꎮ 但居群间种子的种皮纹饰存在一定

差异ꎮ 通过加大样本量探究原因ꎬ扫描两地不同

植株 ４０ 粒种子ꎬ发现种子成熟度影响种子饱满度

和种皮纹饰类型ꎮ 成熟种子饱满度高ꎬ种皮表面

纹饰为珊瑚状褶皱(图 ２:Ａ)ꎬ褶皱立起ꎻ成熟度低

的种子饱满度低ꎬ种皮表面纹饰为网纹型(图 ２:
Ｂ)ꎮ 推测尼东绿绒蒿种子成熟后ꎬ表皮细胞成珊

瑚状褶皱立起ꎬ有利于种子借助风力进行传播ꎮ
近似种比较: 通常认为尼东绿绒蒿与细梗绿

绒蒿(Ｍｅｃｏｎｏｐｓｉｓ ｇｒａｃｉｌｉｐｅｓ Ｇ. Ｔａｙｌｏｒ)最为相近(吴
征镒 和 庄 璇ꎬ １９８０ꎻ Ｇｒｅｙ￣Ｗｉｌｓｏｎꎬ ２０１４ꎻ Ｙｏｓｈｉｄａꎬ
２０２１)ꎬ根据相关文献、标本整理了两者主要差别

(表 １)ꎮ

Ａ. 生境ꎻ Ｂ. 果期植株ꎻ Ｃ. 刚毛具略紫的黑色基部ꎻ Ｄ. 果实ꎻ Ｅ. 主模式标本ꎮ
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ａｂｉｔａｔꎻ Ｂ. Ｆｒｕｉｔ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ꎻ Ｃ. Ｂ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ｉｓｔｌｅｓ ｐｕｒｐｌｉｓｈ￣ｂｌａｃｋꎻ Ｄ. Ｆｒｕｉｔｓꎻ Ｅ.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

图 １　 尼东绿绒蒿
Ｆｉｇ. １　 Ｍｅｃｏｎｏｐｓｉｓ ｄｈｗｏｊｉｉ Ｇ. Ｔａｙｌｏｒ ｅｘ Ｈａｙ

Ａ. 产自定日县尼东绿绒蒿的种子微形态ꎻ Ｂ. 产自聂拉木县尼东绿绒蒿的种子微形态ꎮ
Ａ. Ｓｅｅｄ ｍｉｃｒ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Ｍｅｃｏｎｏｐｓｉｓ ｄｈｗｏｊｉｉ Ｇ. Ｔａｙｌｏｒ ｅｘ Ｈａｙ ｆｒｏｍ Ｔｉｎｇｒｉ Ｃｏｕｎｔｙꎻ Ｂ. Ｓｅｅｄ ｍｉｃｒ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Ｍ. ｄｈｗｏｊｉｉ Ｇ. Ｔａｙｌｏｒ ｅｘ Ｈａｙ ｆｒｏｍ
Ｎｙａｌａｍ Ｃｏｕｎｔｙ.

图 ２　 尼东绿绒蒿种子微形态
Ｆｉｇ. ２　 Ｓｅｅｄ ｍｉｃｒ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Ｍｅｃｏｎｏｐｓｉｓ ｄｈｗｏｊｉｉ Ｇ. Ｔａｙｌｏｒ ｅｘ Ｈａ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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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尼东绿绒蒿和细梗绿绒蒿鉴定特征及生态地理差异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Ｍｅｃｏｎｏｐｓｉｓ ｄｈｗｏｊｉｉ ａｎｄ Ｍ. ｇｒａｃｉｌｉｐｅ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鉴定特征及生态地理差异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尼东绿绒蒿
Ｍｅｃｏｎｏｐｓｉｓ ｄｈｗｏｊｉｉ

细梗绿绒蒿
Ｍ.ｇｒａｃｉｌｉｐｅｓ

叶
Ｌｅａｆ

基生叶和底部叶片常略带紫色或略带红色ꎬ深裂、
窄ꎻ通常 ６~ ９ 对裂叶ꎬ刚毛具略紫的黑色基部
ｂａｓａｌ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ｌｅａｖｅｓ ａ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ｐｕｒｐｌｉｓｈ ｏｒ ｒｅｄｄｉｓｈꎬ
ｔｈｅ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ｄｅｅｐｌｙ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ｔｏ ｗｈｏｌｌｙ ｌｏｂｅｄ ａｎｄ
ａｒｅ ｎａｒｒｏｗｅｒꎻ ｎｏｒｍａｌｌｙ ６ － ９ ｐａｉｒｓ ｏｆ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ꎬ ｔｈｅ
ｂａｓｅ ｏｆ ｂｒｉｓｔｌｅｓ ｐｕｒｐｌｉｓｈ￣ｂｌａｃｋ

基生叶裂叶浅、宽ꎬ３~ ５ 对裂叶ꎬ毛状外被均匀、发
白且毛软
Ｂａｓａｌ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ｆ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ａｎｄ ｗｉｄｅꎬ ｗｉｔｈ
３－ ５ ｐａｉｒｓ ｏｆ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ꎬ ｗｉｔｈ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ｉｎｄｕｍｅｎｔｕｍꎬ
ｗｈｉｔｉｓｈ ａｎｄ ｓｏｆｔ

成熟蒴果
Ｒｉｐｅ ｃａｐｓｕｌｅ

较瘦、长ꎬ宽椭圆形至长圆形
Ｔｈｉｎꎬ ｌｏｎｇꎬ ｗｉｄｅ ｏｖａｌ ｔｏ ｏｂｌｏｎｇ

烧瓶状
Ｆｌａｓｋ￣ｓｈａｐｅｄ

宿存花柱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ｓｔｙｌｅ

长 ３~ ６ ｍｍ
Ｌｅｎｇｔｈ ３－６ ｍｍ

长 ６~ １０ ｍｍ
Ｌｅｎｇｔｈ ６－１０ ｍｍ

分布生境
Ｈａｂｉｔａｔ

开阔的岩石地
Ｏｐｅｎ ｒｏｃｋｙ ｔｅｒｒａｉｎ

阴凉地ꎬ通常在森林或灌木丛中或溪流沿岸
Ｓｈａｄｅｄ ａｒｅａｓꎬ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ｏｒ ｂｕｓｈｅｓ ｏｒ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ｎｋｓ ｏｆ ｓｔｒｅａｍｓ

分布地区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尼泊尔中东部(多拉卡地区ꎬ分布中心在若瓦岭)ꎬ
中国西藏南部(聂拉木县ꎻ定日县)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Ｎｅｐａｌ ( Ｄｏｌａｋｈａ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ｉｎ Ｒｏｌｗａｌｉｎｇ Ｈｉｍａｌ )ꎬ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Ｔｉｂｅ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ｙａｌａｍ Ｃｏｕｎｔｙꎻ Ｔｉｎｇｒｉ Ｃｏｕｎｔｙ)

尼泊尔中部(廊尔卡、卡斯基地区、拉姆琼地区ꎻ安
娜普纳峰、拉姆琼峰、廊尔喀峰)ꎬ中国西藏南部
(聂拉木县)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Ｎｅｐａｌ ( Ｇｏｒｋｈａꎬ Ｋａｓｋｉ ＆ Ｌａｍｊｕ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ꎻ
Ａｎｎａｐｕｒｎａ Ｈｉｍａｌꎬ Ｌａｍｊｕｎｇ Ｈｉｍａｌꎬ Ｇｏｒｋｈａ Ｈｉｍａｌ)ꎬ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Ｔｉｂｅ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ｙａｌａｍ Ｃｏｕｎｔｙ)

２　 讨论与结论

尼东绿绒蒿 (Ｍｅｃｏｎｏｐｓｉｓ ｄｈｗｏｊｉｉ Ｇ. Ｔａｙｌｏｒ ｅｘ
Ｈａｙ)在中国西藏的发现扩大了该种的分布范围ꎬ由
最初的尼泊尔中东部地区特有ꎬ扩展至中国西藏西

南部ꎬ丰富了中国绿绒蒿属植物的多样性ꎬ对研究

西藏乃至中国的绿绒蒿属植物具有一定的生物地

理学意义和潜在的园艺价值ꎮ 第一ꎬ丰富了西藏绿

绒蒿属植物区系资料ꎮ 绿绒蒿属的分布中心位于

中国西南横断山区至喜马拉雅地区ꎬ其中该属植物

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是中国ꎬ初步统计有 ７８ 种ꎬ占
总数的 ８６.６７％ꎻ而地处分布中心的西藏又是最为丰

富的地区ꎬ有 ３１ 种ꎬ占总数的３４.４４％(庄璇ꎬ１９８５ꎻ
Ｚｈａｎｇ ＆ Ｇｒｅｙ￣Ｗｉｌｓｏｎꎬ２００８ꎻＹｏｓｈｉｄａꎬ２０２１)ꎮ 新记录

的发现对于进一步研究中国乃至喜马拉雅地区绿

绒蒿属植物的分类、系统演化具有一定的意义ꎮ 第

二ꎬ丰富了绿绒蒿属花卉育种的种质资源ꎮ 尼东绿

绒蒿为该属分布海拔最低的植物之一ꎬ植株较为高

大ꎬ具有大型的聚伞圆锥花序ꎬ盛花期时ꎬ花可达百

余朵ꎬ 花期长ꎬ 具有非 常 高 的 园 艺 价 值 ( Ｇｒｅｙ￣
Ｗｉｌｓｏｎꎬ２０１４)ꎬ上述新分类群的发现为国内绿绒蒿

属花卉育种提供了种质资源ꎮ

此外ꎬ作者通过中国数字标本馆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ｖｈ.ａｃ.ｃｎ / )查阅相关地区和相关类群的标本

发现绿绒蒿属在标本采集方面存在较严重的不均

衡现象ꎬ部分地区和类群存在采集不足ꎬ甚至空

白ꎮ 以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为例ꎬ该县现辖 １３ 个

乡镇ꎬ通过中国数字标本馆查阅该县绿绒蒿属标

本ꎬ采集地点多集中在扎西宗乡珠峰大本营及曲

当乡等地ꎬ共采集植物标本 １ ７００ 余份ꎬ绒辖乡采

集标本记录不足 ５ 份ꎬ甚至部分乡镇采集存在空

白ꎮ 再以绿绒蒿属作为检索关键词ꎬ发现多刺绿

绒蒿(Ｍｅｃｏｎｏｐｓｉｓ ｈｏｒｒｉｄｕｌａ Ｊ.Ｄ.Ｈｏｏｋｅｒ ＆ Ｔｈｏｍｓｏｎ)、
全 缘 叶 绿 绒 蒿 [ Ｍ. ｉｎｔｅｇｒｉｆｏｌｉａ ( Ｍａｘｉｍｏｗｉｃｚ )
Ｆｒａｎｃｈｅｔ]、红花绿绒蒿(Ｍ. ｐｕｎｉｃｅａ Ｍａｘｉｍｏｗｉｃｚ)、
五脉绿绒蒿(Ｍ. ｑｕｉｎｔｕｐｌｉｎｅｒｖｉａ Ｒｅｇｅｌ)、总状绿绒蒿

(Ｍ. ｒａｃｅｍｏｓａ Ｍａｘｉｍｏｗｉｃｚ)等标本储量巨大ꎻ而康

顺绿绒蒿(Ｍ. ｔｉｂｅｔｉｃａ Ｇｒｅｙ￣Ｗｉｌｓｏｎ)仅有 １ 号 ２ 份标

本ꎬ毛瓣绿绒蒿(Ｍ. ｔｏｒｑｕａｔａ Ｐｒａｉｎ)有 ２ 号 ６ 份标

本ꎬ巴郎山绿绒蒿 (Ｍ. ｂａｌ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Ｔｏｓｈ. Ｙｏｓｈｉｄａꎬ
Ｈ. Ｓｕｎ ＆ Ｂｏｕｆｆｏｒｄ)有 ２ 号 ９ 份标本ꎻ西藏绿绒蒿

(Ｍ. ｆｌｏｒｉｎｄａｅ Ｋｉｎｇｄｏｎ￣Ｗａｒｄ )、 报 春 绿 绒 蒿 ( Ｍ.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Ｐｒａｉｎ)、紫花绿绒蒿(Ｍ. ｖｉｏｌａｃｅａ Ｋｉｎｇｄｏｎ￣
Ｗａｒｄ)、 杯 状 花 绿 绒 蒿 ( Ｍ. ｓｉｎｏｍａｃｕｌａｔａ Ｇｒｅｙ￣
Ｗｉｌｓｏｎ)、高茎绿绒蒿(Ｍ. ｓｕｐｅｒｂａ Ｋｉｎｇ ｅｘ Ｐｒａｉ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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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无馆藏标本ꎮ
作为喜马拉雅山区倍受关注的高山植物之

一ꎬ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发表了大量的绿绒蒿属植

物新种 ( Ｚｈａｎｇ ＆ Ｇｒｅｙ￣Ｗｉｌｓｏｎꎬ２００８ꎻＧｒｅｙ￣Ｗｉｌｓｏｎꎬ
２０１４ꎻＹｏｓｈｉｄａꎬ２０２１)ꎬ然而这些新种仅根据有限标

本的形态学特征发表ꎬ缺乏分子生物学及种子微

形态学等证据ꎮ 未来仍需要开展大量的野外调查

工作ꎬ特别是针对绿绒蒿属采集薄弱的地区和类

群ꎬ应扭转部分地区和类群过度调查采集ꎬ部分地

区和类群长时间无人涉足的不均衡状况ꎮ 同时ꎬ
针对绿绒蒿属开展模式标本产地回访ꎬ进行野外

居群观测ꎬ获取分子、孢粉及种子材料等ꎬ多角度

系统研究该属ꎬ这样才能客观评估该属植物多样

性ꎬ确定中国到底有多少种绿绒蒿属植物ꎬ及其具

体类群在野外的生存情况ꎬ为该属植物多样性保

护ꎬ资源利用奠定基础ꎮ
致谢　 野外调查得到了珠峰雪豹保护中心支

持ꎬ承蒙司机兼野外向导扎拉桑布先生的辛苦付

出ꎬ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谷志佳老师帮助扫描

尼东绿绒蒿种子ꎬ审稿专家对该文提出修改意见ꎬ
在此一并致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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