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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花苣苔属———广东省被子植物一新记录属
刘　 佳， 谭维政， 冯慧喆， 廖文波∗

（ 中山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有害生物控制与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与广东省热带亚热带植物资源重点实验室， 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 ）

摘　 要： 在广东省德庆县进行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时采集了大量标本，经过鉴定和查阅相关资料，确定

其中一号标本为紫花苣苔属（Ｌｏｘｏｓｔｉｇｍａ Ｃｌａｒｋｅ）东兴紫花苣苔［Ｌｏｘｏｓｔｉｇｍａ ｄｏｎｇｘ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Ｃｈｕｎ ｅｘ Ｋ． Ｙ． Ｐａｎ）
Ｍöｌｌｅｒ ＆ Ｙ． Ｍ． Ｓｈｕｉ］。 该属及该种在广东尚无分布报道，这是首次发现。 紫花苣苔属为草本或亚灌木，根状

茎匍匐或不存在，花冠粗筒状，檐部二唇形，雄蕊 ４，花药顶端成对连着，两对雄蕊紧密靠合，种子两端具毛状附

属物。 紫花苣苔属目前共 １１ 种，我国、尼泊尔、锡金、不丹、印度、缅甸及越南北部均有分布，在我国 １１ 种全

产，分布于四川、云南、贵州和广西，广东首次记录。 目前广东省是紫花苣苔属自然分布的最东界。 东兴紫花

苣苔为多年生草本，具横走根状茎，茎高为 ２０～６０ ｃｍ，花冠粗筒状，黄色，下方肿胀，近基部之上、中部之下突

然收缩呈缢缩状，檐部 ２ 唇形，雄蕊 ４，花药成对连着，分布于广西及越南北部，广东首次记录，发现地位于德庆

县象牙山林场，种群沿山间溪流两侧分布，生于林下沟谷旁光线较暗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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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度，本课题组承担全国第四次中

药资源普查子课题，在广东省德庆县开展野外调查、
采集，到目前为止共采集标本１ ６７８份，经鉴定和查阅

相关资料发现广东省新记录属———紫花苣苔属（Ｌｏｘ⁃
ｏｓｔｉｇｍａ Ｃｌａｒｋｅ）和广东省新记录种———东兴紫花苣苔

［Ｌｏｘｏｓｔｉｇｍａ ｄｏｎｇｘ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 Ｃｈｕｎ ｅｘ Ｋ． Ｙ． Ｐａｎ ）
Ｍöｌｌｅｒ ＆ Ｙ． Ｍ． Ｓｈｕｉ］。 广东植物名录（叶华谷，邢福

武，２００５）和广东植物志（吴德邻，２００５）均未记载。 凭

证标本存放于中山大学植物标本馆（ＳＹＳ）。

１　 东兴紫花苣苔

紫花苣苔属　 （苦苣苔科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Ｌｏｘｏｓｔｉｇｍａ Ｃｌａｒｋｅ ｉｎ Ａ． ＤＣ． Ｍｏｎｏｇｒ． Ｐｈａｎ． ５：

５９． １８８３．
草本或亚灌木。 叶对生，具柄，每对不等大；叶

片纸质或膜质，长圆形。 伞状聚伞花序 ２ 至 ４ 回二

歧分枝，２ 苞片，花萼钟状，裂片 ５。 花冠粗筒状；筒
长于檐部，上部下侧肿胀；檐部二唇形，上唇 ２ 裂，下
唇 ３ 裂。 雄蕊 ４，着生于花冠基部之上，花药肾形，
顶端成对连着，基部叉开，两对雄蕊紧密靠合，药室

２。 具退化雄蕊，具环状花盘。 子房长圆柱形，一般

有毛，柱头 ２。 蒴果线状长圆柱形，花萼宿存。 种子

小而多，淡褐色，两端具毛状附属物。
分布：中国广西、贵州、云南、四川；尼泊尔、锡

金、不丹、印度、缅甸及越南也有分布 （王文采，
１９９０）。 中国广东省为首次记录。

东兴紫花苣苔 （图 １）
Ｌｏｘｏｓｔｉｇｍａ ｄｏｎｇｘ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Ｃｈｕｎ ｅｘ Ｋ． Ｙ． Ｐａｎ）

Ｍöｌｌｅｒ ＆ Ｙ． Ｍ． Ｓｈｕｉ （Ｆｉｇ． １） ｉｎ Ｇａｒｄｅｎｓ’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Ｓｉｎ⁃
ｇａｐｏｒｅ， ６６ （ ２）： １９９． ２０１４． Ｂｒｉｇｇｓｉａ ｄｏｎｇｘ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Ｃｈｕｎ ｅｘ． Ｙ． Ｐａｎ ｉｎ Ａｃｔａ Ｐｈｙｔｏｔａｘ． Ｓｉｎ． ２６ （ ６）：
４５１．１９８８．

多年生草本，根状茎横走。 茎高 １５ ～ ５０ ｃｍ，密
被褐色柔毛。 叶对生，叶柄长 ２～６ ｃｍ；叶片纸质，椭
圆形至卵形，两侧不对称，长 １０ ～ １６．５ ｃｍ，宽 ４．５ ～
８．５ ｃｍ，先端渐尖或急尖，基部偏斜，楔形至近圆形，
边缘具细齿，侧脉 ６ ～ ９ 对，两面疏被柔毛。 聚伞花

序近茎顶腋生，每花序具 ２ ～ ４ 花，花序梗长 ６ ～ １０
ｃｍ，被短柔毛。 总苞片 ２，线状长圆形，长约 ４ ｍｍ，
宽约 ２ ｍｍ。 花萼 ５ 深裂至近基部，裂片线状披针

形，长 ３～６ ｍｍ，宽 ２～３ ｍｍ，外面被柔毛，内面无毛。
花冠二唇形，黄色，长 ３．５ ～ ４．５ ｃｍ，粗筒状，内侧具

紫色斑纹，基部肿胀，基部以上至中部以下突然收

缩呈细筒状，筒长 ３～３．５ ｃｍ，远长于檐部，外面密被

柔毛，内面仅裂片疏被柔毛；上唇 ２ 裂，裂片近圆形，
长 ５～７ ｍｍ，宽约 ７ ｍｍ，下唇 ３ 裂，裂片圆形至长圆

形，长 ８～１０ ｍｍ，宽 ０．６～０．８ ｍｍ。 雄蕊 ４，上雄蕊长

１．２～１．４ ｃｍ，着生于距花冠基部约 １．７ ｃｍ 处，下雄蕊

长约 １．８ ｃｍ，着生于距花冠基部 １．４ ～ １．６ ｃｍ 处；花
药成对连着，长 １．２～１．４ ｍｍ。 花盘环状。 雌蕊长约

２．８ ｃｍ，子房线状长圆形，花柱长约 １ ｃｍ，柱头 ２。
花期 ８—９ 月，果未见。

在德庆县新发现居群的形态特征与志书中的

描述相近，仅叶柄长度和花期略有不同（潘开玉，
１９８８）。

广东：肇庆市，德庆县，象牙山林场；谭维政，冯
慧喆，４４１２２６１６０８３００２３ 号，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３０ 日。 地

理坐标：１１２°０′４７．２１″ Ｅ，２３°１３′４６．６２″ Ｎ，海拔 ４４０
ｍ，生于沟谷旁。 凭证标本保存于中山大学植物标

本馆（ＳＹＳ）。
分布：中国广西（东兴、桂平）及越南北部，海拔

约 ３００ ｍ（韦毅刚，２０１１）。 中国广东省新记录种。
调查发现，东兴紫花苣苔种群在德庆县象牙山林

场沿山间溪流两侧分布，生于林下沟谷旁光线较暗

处。 该种所在群落的乔木层以白肉榕（Ｆｉｃｕｓ ｖａｓｃｕｌｏ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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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东兴紫花苣苔　 Ａ． 花冠侧面； Ｂ． 花冠正面； Ｃ． 花冠解剖示雄蕊； Ｄ． 植株。
Ｆｉｇ． １　 Ｌｏｘｏｓｔｉｇｍａ ｄｏｎｇｘ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Ｃｈｕｎ ｅｘ Ｋ． Ｙ． Ｐａｎ） Ｍöｌｌｅｒ ＆ Ｙ． Ｍ． Ｓｈｕｉ　 Ａ． Ｓｉｄ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ｏｒｏｌｌａ； Ｂ． Ｆｒｏｎｔ 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ｏｒｏｌｌａ； Ｃ． Ｏｐｅｎｅｄ ｃｏｒｏｌｌａ ａｎｄｓｔａｍｅｎｓ； Ｄ． Ｐｌａｎｔ．

Ｗａｌｌ． ｅｘ Ｍｉｑ．） 为 优 势 种，还 有 华 润 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Ｃｈａｍｐ． ｅｘ Ｂｅｎｔｈ．） Ｈｅｍｓｌ．］、鹅掌柴［Ｓｃｈｅｆ⁃
ｆｌｅｒａ ｈｅｐｔａｐｈｙｌｌａ （ Ｌｉｎｎ．） Ｆｒｏｄｉｎ ］、 多 花 山 竹 子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ａ Ｃｈａｍｐ． ｅｘ Ｂｅｎｔｈ．）、假苹婆（Ｓｔｅｒ⁃
ｃｕｌ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Ｃａｖ．）、细叶 水 团 花 （ Ａｄｉｎａ ｒｕｂｅｌｌａ
Ｈａｎｃｅ） 等， 层 间 藤 本 发 达， 刺 果 藤 （ Ｂｙｔｔｎｅｒｉ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ｏｌｉａ ＤＣ．）、 扁 担 藤 ［ Ｔｅｔｒａｓｔｉｇｍａ ｐｌａｎｉｃａｕｌｅ
（Ｈｏｏｋ．） Ｇａｇｎｅｐ．］、秤钩风［Ｄｉｐｌｏｃｌｉｓｉａ ａｆｆｉｎｉｓ （Ｏｌｉｖ．）
Ｄｉｅｌｓ］、买麻藤（Ｇｎｅｔｕｍ ｍｏｎｔａｎｕｍ Ｍａｒｋｇｒ．）等密集缠

绕，攀援生长至林冠层，还有有较多的九节［Ｐｓｙｃｈｏｔｒｉａ
ｒｕｂｒａ （ Ｌｏｕｒ．） Ｐｏｉｒ．］ 和 黑 面 神 ［ Ｂｒｅｙｎｉａ 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Ｌｉｎｎ．） Ｈｏｏｋ． ｆ．］等灌木，伴生草本主要有：红马蹄草

（Ｈｙｄｒｏｃｏｔｙｌｅ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 Ｈｋ．）、齿果草（Ｓａｌｏｍｏｎｉａ ｃａｎ⁃
ｔｏｎｉｅｎｓｉｓ Ｌｏｕｒ．）、 锐 齿 楼 梯 草 ［ 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
ｃｙｒｔａｎｄ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Ｚｏｌｌ． ｅｔ Ｍｏｒ．） Ｍｉｑ．］、赤车［Ｐｅｌｌｉｏｎｉａ
ｒａｄｉｃａｎｓ （Ｓｉｅｂ． ｅｔ Ｚｕｃｃ．） Ｗｅｄｄ．］、五萼冷水花（Ｐｉｌｅａ
ｂｏｎｉａｎａ Ｇａｇｎｅｐ．）等。

２　 系统地位及生物地理学意义

２．１ 粗筒苣苔属的分类地位

Ｂｒｉｇｇｓｉａ Ｃｒａｉｂ ｉｎ Ｎｏｔ． Ｂｏｔ． Ｇａｒｄ． Ｅｄｉｎｂ． １１：
２３６， ２５７． １９１９．

《中国植物志》记载粗筒苣苔属约 ２２ 种，我国

９５２１１０ 期 刘佳等： 紫花苣苔属———广东省被子植物一新记录属



产 ２１ 种，分布于西南、华南、湖南、湖北、安徽、浙江

等省区（王文采，１９９０）。 但粗筒苣苔属与紫花苣苔

属的界定存在疑问。 在这种分类处理下，粗筒苣苔

属中 的 ３ 种 （ Ｂｒｉｇｇｓｉａ ｋｕｒｚｉｉ， Ｂ． ｌｏｎｇｉｃａｕｌｉｓ， Ｂ．
ｄｏｎｇｘｉｎｇｅｎｓｉｓ）与其余 １９ 种相当不同。 Ｗｅｉｔｚｍａｎ ＆
Ｓｋｏｇ 认为这三种可能应归入紫花苣苔属（Ｗｕ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８） 。

根据分子系统学方法，Ｍöｌｌ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将包

括模式种在内的 ５ 种粗筒苣苔属植物移入马铃苣苔

属（Ｏｒｅｏｃｈａｒｉｓ Ｂｅｎｔｈ．）；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将 １ 种粗

筒苣苔属植物移入马铃苣苔属。 随后，Ｍöｌｌ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认为粗筒苣苔属剩余 １６ 种植物都处于不稳

定的分类地位，依据形态学特征将 １０ 种移入马铃苣

苔属；根据已发表的分子数据和与其他属的形态学

差异，将 ２ 种移入一新属 （ Ｇｌａｂｒｅｌｌａ Ｍöｌｌｅｒ ＆ Ｗ．
Ｈ． Ｃｈｅｎ）；又依据形态上的相似和一种已有的组合，
将余下 ４ 种移入紫花苣苔属。 至此，粗筒苣苔属所

有物种都已被移入其他属中。
东兴紫花苣苔［Ｌｏｘｏｓｔｉｇｍａ ｄｏｎｇｘ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Ｃｈｕｎ

ｅｘ Ｋ． Ｙ． Ｐａｎ） Ｍöｌｌｅｒ ＆ Ｙ． Ｍ． Ｓｈｕｉ］最初由潘开玉

（１９８８）发表于植物分类学报《中国粗筒苣苔属（苦
苣苔科） 新分类群》 一文中， 置于粗筒苣苔属

（Ｂｒｉｇｇｓｉａ Ｃｒａｉｂ），命名为东兴粗筒苣苔 ［ Ｂｒｉｇｇｓｉａ
ｄｏｎｇｘ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Ｃｈｕｎ ｅｘ Ｋ． Ｙ． Ｐａｎ）］；后被 Ｍöｌｌ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依据形态学特征修订为东兴紫花苣苔

［ Ｌｏｘｏｓｔｉｇｍａ ｄｏｎｇｘ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 Ｃｈｕｎ ｅｘ Ｋ． Ｙ． Ｐａｎ ）
Ｍöｌｌｅｒ ＆ Ｙ． Ｍ． Ｓｈｕｉ］。
２．２ 紫花苣苔属的分类地位及新分布的生物地理学

意义

《中国植物志》（王文采，１９９０）和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Ｗｕ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８）中均记载紫花苣苔属共 ７ 种。 紫

花苣苔属与粗筒苣苔属较为接近， Ｍöｌｌ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依据形态相似和已有组合将 Ｂｒｉｇｇｓｉａ ｄａｍ⁃
ｉｎｇ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Ｂ． ｄｏｎｇｘ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Ｂ． ｋｕｒｚｉｉ 和 Ｂ． ｌｏｎｇｉ⁃
ｃａｕｌｉｓ 移入紫花苣苔属后，紫花苣苔属目前共接受

１１ 种。

紫花苣苔属主产广西、贵州、云南、四川，以云

南东南部较密集，北至四川峨眉山。 广东省首次记

录（王文采，１９９０）。 本次广东省新记录的发现表

明，紫花苣苔属向东越过粤西山地，扩散到粤中地

区，是该属自然分布的最东界，这对于进一步探讨

该属的区系地理学及系统演化等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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