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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舟山群岛三种新记录植物
高浩杰

( 浙江省舟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ꎬ 浙江 舟山 ３１６０００ )

摘　 要: 该文报道了三种分布于浙江省舟山群岛的新记录植物ꎬ分别是石竹科(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的基隆蝇

子草[Ｓｉｌｅｎｅ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Ｖｉｓ. ｖａｒ. ｋｉｒｕｎｉｎｓｕｌａｒｉｓ (Ｍａｓａｍ.) Ｙｉｎｇ](中国大陆分布新记录)、柽柳科(Ｔａｍａｒｉｃａｃｅａｅ)的
柽柳(Ｔａｍａｒｉｘ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Ｌｏｕｒ.)和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的白花草木犀(Ｍｅｌｉｌｏｔｕｓ ａｌｂｕｓ Ｍｅｄｉｋ.) (浙江省分布新记

录)ꎬ提供了形态描述与图片ꎬ并对三种新记录植物的经济价值和利用途径作了讨论ꎮ 凭证标本存放于浙江

农林大学植物标本馆(ＺＪＦＣ)中ꎮ
关键词: 基隆蝇子草ꎬ 柽柳ꎬ 白花草木犀ꎬ 新记录ꎬ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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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ｒｅｅ ｎｅｗｌｙ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Ｚｈｏｕｓｈ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Ｓｉｌｅｎｅ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Ｖｉｓ. ｖａｒ. ｋｉｒｕｎｉｎｓｕｌａｒｉｓ
(Ｍａｓａｍ.) Ｙｉｎｇ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ｗａｓ ａ ｎｅｗｌｙ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ꎬ Ｔａｍａｒｉｘ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Ｌｏｕｒ.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Ｔａｍａｒｉｃａｃｅａｅ ａｎｄ Ｍｅｌｉｌｏｔｕｓ ａｌｂｕｓ Ｍｅｄｉｋ.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ｗ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ｎｅｗｌｙ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ｈｏｔｏｓ ｗｅ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ｗａｙｓ ｏｆ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ｅｄ. Ｔｈｅ
ｖｏｕｃｈｅｒ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ｗｅｒｅ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Ａ ＆ 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ＺＪＦＣ).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ｉｌｅｎｅ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ｖａｒ. ｋｉｒｕｎｉｎｓｕｌａｒｉｓꎬ Ｔａｍａｒｉｘ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ꎬ Ｍｅｌｉｌｏｔｕｓ ａｌｂｕｓꎬ ｎｅｗ ｒｅｃｏｒｄꎬ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作者于近年在进行浙江省舟山市植物资源调

查过程中ꎬ采集到石竹科(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蝇子草

属( Ｓｉｌｅｎｅ Ｌｉｎｎ.)、柽柳科 ( Ｔａｍａｒｉｃａｃｅａｅ) 柽柳属

(Ｔａｍａｒｉｘ Ｌｉｎｎ.)和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草木犀属(Ｍｅ￣

ｌｉｌｏｔｕｓ Ｍｉｌｌｅｒ)各一种植物的标本ꎬ经查阅相关文献

(王景 祥ꎬ １９９２ꎻ裘 宝 林ꎬ １９９３ꎻ韦 直 和 何 业 祺ꎬ
１９９３ꎻ郑朝宗ꎬ２００５)ꎬ确定它们为中国大陆或浙江

省分布新记录植物ꎬ现予以报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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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ａｌ Ｆｕｎｄ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０１５]２４６)ꎻ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ｌａ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Ｚｈｏｕｓｈａｎ Ｃｉｔｙ(２０１７Ｃ３１０９５)]ꎮ
作者简介: 高浩杰(１９８５－)ꎬ男ꎬ浙江岱山人ꎬ硕士ꎬ工程师ꎬ主要从事植物生态学研究ꎬ(Ｅｍａｉｌ)ｇａｏｈａｏｊｉｅ＠ ｓｉｎａ.ｃｏｍꎮ



１　 新记录种

１.１ 基隆蝇子草　 图版Ⅰ: ＡꎬＢ
Ｓｉｌｅｎｅ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Ｖｉｓ. ｖａｒ. ｋｉｒｕｎｉｎｓｕｌａｒｉｓ

(Ｍａｓａｍ.) Ｙ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ｌ. Ｉｌｌ. Ｈｅｒｂ. Ｐｌ. Ｔａｉｗａｎ １:
１２８. ｃｏｌ. ｐｌ. ４１. １９８０ꎻ Ｆｌ. Ｔａｉｗａｎ ( ２ｎｄ ｅｄ.) ２:
３６６. １９９６. —Ｓ. ｋｉｒｕｎｉｎｓｕｌａｒｉｓ Ｍａｓａｍ. ｉｎ Ｊ. Ｓｏｃ.
Ｔｒｏｐ. Ａｇｒｉｃ. Ｆｏｒｍ. ６: ５７０. １９３４.

基隆蝇子草为多年生草本植物ꎬ高 ５０ ~ ８０
ｃｍꎮ 茎直立或稍倾斜ꎬ无毛ꎬ绿色ꎮ 叶对生ꎬ叶片

倒卵形或披针形ꎬ长圆状倒卵形至匙形披针形ꎬ长
５ ~ ６ ｃｍꎬ宽约 ５ ｍｍꎬ先端急尖ꎬ基部渐狭ꎬ下延呈

柄状ꎬ全缘ꎬ无毛ꎬ上面绿色有光泽ꎬ中脉明显ꎻ花
序顶生ꎬ聚伞状ꎬ花梗细ꎬ长 １ ~ ２ ｃｍꎬ具腺毛ꎻ花萼

长筒状ꎬ长 ２.５ ~ ３ ｃｍꎬ直径约 ４ ｍｍꎬ无毛ꎬ萼齿三

角形ꎻ花白色ꎬ花瓣瓣片三角状倒卵形ꎬ长 ２ ~ ２.５
ｃｍꎬ先端 ２ 裂ꎬ裂片呈撕裂状条裂ꎮ 花期 ７—８ 月ꎬ
果期 ９—１０ 月ꎮ

研究标本: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岛ꎬ海拔为 ５０
ｍꎬ生于海边山坡、路旁ꎬ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１ 日ꎬ高浩

杰 ＤＳ１６０８２１(ＺＪＦＣ)ꎻ浙江ꎬ舟山ꎬ１９５８ 年ꎬ陈根蓉

２１９５(ＫＵＮ)ꎻ中国台湾ꎬ基隆ꎬ１９３４ 年 ７ 月 １５ 日ꎬ
Ｍａｓａｍｕｎｅ Ｇ. ３４(ＴＡＩ)ꎮ 据文献记载ꎬ分布于台湾

北部沿海和基隆屿(Ｙｉｎｇꎬ１９９６)ꎮ 中国大陆分布

新记录ꎮ
«中国植物志»和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的作者未能查

阅到基隆蝇子草( Ｓｉｌｅｎｅ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ｖａｒ. ｋｉｒｕｎｉｎｓｕｌａｒｉｓ)
的相关标本ꎬ因此将基隆蝇子草并入鹤草(Ｓ. ｆｏｒｔｕ￣
ｎｅｉ)(唐昌林ꎬ１９９６ꎻ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１)ꎮ 在«第二版

台湾植物志»中ꎬ鹤草和基隆蝇子草均被收录ꎬ且
作为独立的变种处理ꎮ 本研究查阅了两者的原始

文献和模式标本( Ｓｃｈｌｅｃｈｔｅｎｄａｌꎬ１８５１ꎻＭａｓａｍｕｎｅꎬ
１９３４)ꎬ并对采自舟山的蝇子草属( Ｓｉｌｅｎｅ Ｌｉｎｎ.)标

本进行了仔细研究ꎬ结果表明:鹤草的花淡红色ꎬ
花瓣瓣片楔状倒卵形ꎬ长 １４ ~ １７ ｍｍꎬ宽 ３ ~ ４ ｍｍꎬ
基部渐狭成爪ꎬ爪长 １１ ~ １３ ｍｍꎻ基隆蝇子草的花

白色ꎬ花瓣瓣片三角状倒卵形ꎬ长 １６ ~ １９ ｍｍꎬ宽
８ ~ ９ ｍｍꎬ基部渐狭成爪ꎬ爪长 １７ ~ １９ ｍｍꎮ 在地理

分布上ꎬ基隆蝇子草局限分布于中国台湾北部沿

海、基隆屿及浙江海岛ꎬ鹤草广泛分布于中国大陆

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南部ꎬ两者在分布区上基本

不重叠ꎮ 综上所述ꎬ作者认为两者在形态特征和

地理分布上均存在明显区别ꎬ故支持基隆蝇子草

作为鹤草的一个变种的观点ꎮ
１.２ 柽柳　 图版Ⅰ: ＣꎬＤ

Ｔａｍａｒｉｘ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Ｌｏｕｒ. ｉｎ Ｆｌ.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 １:
１８２. Ｐｌ. ２４. １７９０ꎻ 中国植物志 ５０(２): １５７. 图版

４３: １－７. １９９０ꎻ Ｆｌ. Ｃｈｉｎａ １３: ６３. ２００７.
研究标本:浙江省舟山市衢山岛ꎬ海拔 １ ｍꎬ生

于滨海滩涂ꎬ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８ 日ꎬ高浩杰 ＱＳ１６０９０８
(ＺＪＦＣ)ꎮ 据文献记载ꎬ分布于辽宁、河北、河南、山
东、江 苏 和 安 徽 等 省 ( 李 锡 文ꎬ １９９０ꎻ Ｙａｎｇ ＆
Ｇａｓｋｉｎꎬ２００７)ꎮ 浙江省分布新记录ꎮ

以往的文献报道 (张道远等ꎬ ２００３ )ꎬ柽 柳

(Ｔａｍａｒｉｘ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Ｌｏｕｒ.)产于我国华北ꎬ我国东部

至西南部各省区有栽培ꎬ但没有该种的天然分布ꎮ
据作者野外调查ꎬ该种在舟山衢山岛和花鸟岛确

有分布ꎬ且多生于海岛的泥质滩涂内侧或海岸岩

缝中ꎬ从生境看不可能是人工栽培ꎮ 经访问当地

老农和农林部门ꎬ也没有人工种植的记录ꎮ 由此

推测ꎬ由于过去浙江沿海地区曾引种栽培过柽柳ꎬ
所以有可能是鸟类吞食果实后经过该地停留时ꎬ
种子随粪便排泄而逸生ꎮ
１.３ 白花草木犀　 图版Ⅰ: ＥꎬＦ

Ｍｅｌｉｌｏｔｕｓ ａｌｂｕｓ Ｍｅｄｉｋ. ｉｎ Ｖｏｒｌｅｓ. Ｃｈｕｒｐｆäｌｚ. Ｐｈｙｓ.－
Öｃｏｎ. Ｇｅｓ. ２: ３８２. １７８７ꎻ 中国植物志 ４２(２): ２９８. 图版

７７: １－４. １９９８ꎻ Ｆｌ. Ｃｈｉｎａ １０: ５５２. ２０１０.
研究标本: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岛ꎬ海拔为 ２０

ｍꎬ生于海边山坡、路旁ꎬ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９ 日ꎬ高浩杰

ＤＳ１６０７０９(ＺＪＦＣ)ꎮ 据文献记载ꎬ分布于东北、华
北、西北及西南各地 (崔鸿宾ꎬ １９９８ꎻ Ｘｕ ｅｔ ａｔꎬ
２０１０)ꎮ 浙江省分布新记录ꎮ

本种形态与浙江省有分布的草木犀(Ｍ. ｏｆｆｉｃｉ￣
ｎａｌｉｓ)相似ꎬ主要区别在于草木犀的花黄色ꎬ旗瓣

与翼瓣近等长ꎬ小叶侧脉 ８ ~ １２ 对ꎬ托叶镰状线形ꎬ
长 ３ ~ ７ ｍｍꎬ荚果先端钝圆ꎬ白花草木犀的花白色ꎬ
旗瓣稍长于翼瓣ꎬ小叶侧脉 １２ ~ １５ 对ꎬ托叶尖刺状

锥形ꎬ长 ６ ~ １０ ｍｍꎬ荚果先端具尖喙ꎮ

７８２１１０ 期 浙江舟山群岛三种新记录植物



注: ＡꎬＢ. 基隆蝇子草的生境和花ꎻ ＣꎬＤ. 柽柳的生境和花ꎻ ＥꎬＦ. 白花草木犀的生境和花ꎮ
Ｎｏｔｅ: ＡꎬＢ.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ａｎｄ ｆｌｏｗｅｒ ｏｆ Ｓｉｌｅｎｅ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ｖａｒ. ｋｉｒｕｎｉｎｓｕｌａｒｉｓꎻ ＣꎬＤ.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ａｎｄ ｆｌｏｗｅｒ ｏｆ Ｔａｍａｒｉｘ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ꎻ ＥꎬＦ.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ａｎｄ ｆｌｏｗｅｒ ｏｆ Ｍｅｌｉｌｏｔｕｓ ａｌｂｕｓ.

图版 Ⅰ　 浙江三种新记录植物
ＰｌａｔｅⅠ　 Ｔｈｒｅｅ ｎｅｗｌｙ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２　 经济价值及生物地理学意义

基隆蝇子草花序大而密集ꎬ花色洁白ꎬ具有颇

高的观赏价值ꎮ 该种喜阳ꎬ耐干旱瘠薄ꎬ耐盐碱ꎬ
抗海风海雾ꎬ是滨海地区优良的观赏地被、盆栽及

花镜植物ꎮ 柽柳枝叶可入药ꎬ具解表、透疹功效ꎬ
细枝柔韧耐磨ꎬ可用来编筐ꎮ 该种一年开花 ３ 次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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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序大型ꎬ花色艳丽ꎬ可用于滨海湿地、盐碱地绿

化ꎬ也可作花镜、盆栽及庭院观赏树ꎮ 白花草木犀

是优良的牧草、绿肥及地被植物ꎬ在北美洲等地已

引种开发ꎬ并选育出丛生类型和许多栽培品系ꎮ
舟山群岛与我国台湾一样同为岛屿环境ꎬ原

均属大陆的一部分ꎮ 台湾位于我国的东南部ꎬ在
第四纪初台湾海峡陷落才开始脱离大陆ꎮ 因此ꎬ
两者之间在植物区系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ꎮ
以舟山群岛原生的种子植物为例ꎬ在属级水平上ꎬ
舟山群岛与我国台湾之间的共有属为 ４２２ 个ꎬ相
似系数达到 ０.８６８ꎬ充分说明了舟山群岛与我国台

湾之间关系均较密切ꎮ 在种级水平上ꎬ舟山群岛

与我国台湾之间的共有种为 ５８３ 个ꎬ相似系数达

０.５０６ꎮ 由此可见ꎬ在种级水平上依然体现出两者

之间关系较为密切ꎮ 这次基隆蝇子草在舟山群岛

的发现ꎬ不仅为中国种子植物区系补充了新资料ꎬ
也进一步加强了浙江海岛植物区系与台湾植物区

系的联系ꎮ 此外ꎬ柽柳在舟山的新分布在地理上

延伸了该种在安徽北部与江苏北部分布之格局ꎬ
白花草木犀在舟山的新分布将该种的地理分布范

围从闽沪苏皖鲁拓展至浙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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