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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五种植物新记录
陈新艳

( 三明市园林中心ꎬ 福建 三明 ３６５０００ )

摘　 要: 植物资源普查是掌握植物物种及数量变化的基础ꎬ对研究植物的地理分布和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

意义ꎮ 通过对 ２０１７ 年—２０１８ 年期间福建省本土植物调查过程中采集的植物标本进行整理和鉴定ꎬ发现了

福建省被子植物 ５ 个新记录种ꎬ即台湾附地菜(Ｔｒｉｇｏｎｏｔｉｓ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浙江琴柱草(Ｓａｌｖｉａ ｎｉｐｐｏｎｉｃａ ｓｕｂｓｐ. ｚｈｅ￣
ｊ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笔龙胆(Ｇｅｎｔｉａｎａ ｚｏｌｌｉｎｇｅｒｉ)、大头茶(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和钝颖落芒草(Ｐｉｐｔａｔｈｅｒｕｍ ｋｕｏｉ)ꎬ均为福

建省新记录种ꎬ大头茶属(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和落芒草属(Ｐｉｐｔａｔｈｅｒｕｍ)为福建省新记录属ꎮ 这些新记录植物的发

现ꎬ丰富了福建省原生植物资源ꎬ为植物区系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ꎮ
关键词: 本土植物ꎬ 新记录ꎬ 福建省ꎬ 植物多样性ꎬ 区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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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ꎬ西面、西北与江西省相接ꎬ西南与广东省相连ꎬ
东面与台湾岛隔海相望ꎬ气候为亚热带海洋性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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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气候ꎬ热量丰富ꎬ雨量充沛ꎬ光照充足ꎬ气候条件

优越ꎬ地带性植被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ꎬ具有很高

的物种多样性(姜必亮和张宏达ꎬ２０００ꎻ连玉武和

张宜辉ꎬ２０００)ꎮ 随着科研条件的改善和植物资源

调查重视程度的提高ꎬ近年陆续有新种、新记录植

物发现(陈炳华等ꎬ２０１４ꎻ Ｌｉ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ꎮ 这些

植物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福建省本土植物基础资

料ꎬ也表明福建省本土植物资源还需更深入的

调查ꎮ
考察队进行本土植物全覆盖调查的过程中ꎬ

在屏南县鸳鸯溪、寿宁县芎坑村、武夷山国家公

园、诏安县乌山景区和连城县冠豸山景区采集到

台湾附地菜 ( Ｔｒｉｇｏｎｏｔｉｓ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浙江琴柱草

( Ｓａｌｖｉａ ｎｉｐｐｏｎｉｃａ ｓｕｂｓｐ.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 笔 龙 胆

(Ｇｅｎｔｉａｎａ ｚｏｌｌｉｎｇｅｒｉ)、大头茶(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和
钝颖落芒草(Ｐｉｐｔａｔｈｅｒｕｍ ｋｕｏｉ)ꎬ均为福建省首次记

录ꎬ其中大 头 茶 属 ( 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落 芒 草 属 ( Ｐｉｐ￣
ｔａｔｈｅｒｕｍ)为福建省新记录属ꎬ现予以报道ꎬ并提供

相应照片及描述ꎮ 凭证标本保存于福建农林大学

林学院标本馆ꎬ部分种的标本保存于辰山植物园

标本馆ꎮ
１. 台湾附地菜

Ｔｒｉｇｏｎｏｔｉｓ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Ｈａｙａｔａ　 图 １:Ａꎬ Ｂꎬ Ｃ
Ｔｒｉｇｏｎｏｔｉｓ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Ｈａｙａｔａ ｉｎ Ｊｏｕｒｎ. Ｃｏｌｌ.

Ｓｃｉ. Ｕｎｉｖ. Ｔｏｋｙｏ ２５ꎬ Ａｒｔ. １９: １７１. １９０８.
紫草科( Ｂｏｒ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附地菜属( Ｔｒｉｇｏｎｏｔｉｓ)ꎮ

多年生草本ꎬ具匍匐茎ꎮ 全株被白色糙伏毛ꎮ 叶

长椭圆形至披针形ꎬ先端圆ꎬ具短尖ꎬ基部狭楔形

且下延于叶柄ꎮ 花序顶生或腋生ꎬ花多数ꎬ白色或

淡蓝色ꎻ花萼裂片卵状三角形ꎬ被白色糙伏毛ꎻ花
冠筒长约 １ ｍｍꎮ 小坚果 ４ꎬ倒三棱锥状四面体形ꎬ
长约 １ ｍｍꎬ三角稍凹一面稍凸ꎮ 花果期 ５ 月—
８ 月ꎮ

台湾附地菜与福建已知分布种附地菜(Ｔｒｉｇｏ￣
ｎｏｔｉｓ ｐｅｄｕｎｃｕｌａｒｉｓ )的区别较明显ꎬ主要区别在于植

株具较长的匍匐茎ꎬ叶片椭圆形ꎬ先端具小尖头ꎬ
花序除顶生外兼有腋生ꎬ果三棱锥状四面体ꎮ

产台湾、浙江(孔宪武和王文采ꎬ１９８９)ꎬ福建

新记 录 种ꎮ 采 集 地 点: 屏 南 县 鸳 鸯 溪 景 区

(１１９°０６′５１″ Ｅ、２７°０３′１６″ Ｎꎬ海拔 ５０４ ｍ)ꎬ生境:

路 边、 小 溪 边ꎬ 采 集 人: 陈 新 艳、 苏 享 修 等

(ＰＮ２０１８０３８５)ꎬ采集时间:２０１８. ０６. １４ꎬ调查期间

处于花果期ꎮ 凭证标本保存于上海辰山植物园标

本馆与福建农林大学林学院植物标本馆ꎮ
２. 浙江琴柱草

Ｓａｌｖｉａ ｎｉｐｐｏｎｉｃａ ｓｕｂｓｐ.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Ｊ. Ｆ.
Ｗａｎｇꎬ Ｗ. Ｙ. Ｘｉｅ ｅｔ Ｚ. Ｈ. Ｃｈｅｎ) 　 图 １:Ｄꎬ Ｅꎬ Ｆ

Ｓａｌｖｉａ ｎｉｐｐｏｎｉｃａ ｓｕｂｓｐ.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Ｊ. Ｆ.
Ｗａｎｇꎬ Ｗ. Ｙ. Ｘｉｅ ｅｔ Ｚ. Ｈ. Ｃｈｅｎꎬ 杭州师范大学学

报(自然科学版)(１)１: ６－８.２０１７.
唇形科(Ｌａｂｉａｔａｅ)鼠尾草属( Ｓａｌｖｉａ)ꎮ 多年生

直立草本ꎮ 主根红色ꎬ肥厚ꎬ纺锤形ꎻ茎粗壮ꎬ四棱

形ꎬ具四槽ꎻ被开展的多节柔毛及腺毛ꎬ叶对生ꎬ三
角状戟形或三角状卵圆形ꎬ叶片先端渐尖ꎬ基部戟

形ꎬ边缘自基部具不整齐的圆齿或钝锯齿ꎬ上面被

短粗硬毛ꎻ下面被多节柔毛和褐色腺点ꎻ叶柄长ꎬ
被短粗硬毛ꎬ上面具凹槽ꎮ 轮伞花序 ２ ~ ６ 花ꎬ在
茎、枝顶端组成总状或总状圆锥花序ꎮ 花萼钟形ꎬ
二唇形ꎮ 花冠黄色ꎬ密被紫色斑点ꎬ外被较密的柔

毛ꎮ 小坚果卵圆形ꎬ表面光滑ꎮ 花期 ６ 月—８ 月ꎬ
果期 ８ 月—９ 月ꎮ

浙江琴柱草与相近种台湾琴柱草( Ｓａｌｖｉａ ｎｉｐ￣
ｐｏｎｉｃａ ｖａｒ.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的主要区别在于主根红色ꎬ
叶有光泽ꎬ叶缘具圆齿ꎬ花冠浅黄色具紫色斑点ꎮ

浙江琴柱草原产于浙江(王军峰等ꎬ２０１７)ꎬ为
福建新记录种ꎮ 采集地点:寿宁县芎坑村村后小

溪边(１１９°３２′４４″ Ｅ、２７°３８′３１″ Ｎꎬ海拔 ９９６ ｍ)ꎬ生
境:生于小溪阴湿处ꎬ采集人:陈新艳、马良等

(ＳＮ２０１８１０４５)ꎬ采集时间:２０１８. ０８. ２５ꎬ调查期间

处于花果期ꎮ 凭证标本保存于上海辰山植物园标

本馆与福建农林大学林学院植物标本馆ꎮ
３. 笔龙胆

Ｇｅｎｔｉａｎａ ｚｏｌｌｉｎｇｅｒｉ Ｆａｗｃｅｔｔ 　 图 １:Ｇꎬ Ｈ
Ｇｅｎｔｉａｎａ ｚｏｌｌｉｎｇｅｒｉ Ｆａｗｃｅｔｔ ｉｎ Ｊｏｕｒｎ. Ｂｏｔ. ２１:

１８３. １８８３.
龙胆科(Ｇｅｎｔｉａｎａｃｅａｅ)龙胆属(Ｇｅｎｔｉａｎａ)ꎮ 一

年生草本ꎬ高 ５ ~ １０ ｃｍꎮ 茎直立ꎮ 叶卵圆形或阔

卵形ꎬ先端钝圆或圆形ꎬ具小尖头ꎬ叶脉 ３ ~ ５ 条ꎻ茎
生叶较小、密集ꎬ覆瓦状排列ꎮ 花多数ꎬ单生于小

枝顶端ꎬ密集ꎻ花萼漏斗形ꎬ裂片三角形ꎻ 花冠淡蓝

８２１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０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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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ꎬ Ｂꎬ Ｃ. Ｔｒｉｇｏｎｏｔｉｓ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ꎻ Ｄꎬ Ｅꎬ Ｆ. Ｓａｌｖｉａ ｎｉｐｐｏｎｉｃａ ｓｕｂｓｐ.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ꎻ Ｇꎬ Ｈ. Ｇｅｎｔｉａｎａ ｚｏｌｌｉｎｇｅｒｉꎻ Ｉꎬ Ｊ. 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ꎻ
Ｋꎬ Ｌ. Ｐｉｐｔａｔｈｅｒｕｍ ｋｕｏｉ.

图 １　 福建省植物新记录
Ｆｉｇ. １　 Ｎｅｗ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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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ꎬ外面具紫色斑点或条纹ꎬ漏斗形ꎬ裂片三角形ꎻ
雄蕊着生于冠筒中部ꎮ 花果期 ２ 月—４ 月ꎮ

笔龙胆与相近种龙胆(Ｇｅｎｔｉａｎａ ｓｃａｂｒａ)的区别

在于植株较龙胆矮小ꎬ多分枝ꎬ叶圆形或卵圆形ꎬ
花生于茎顶ꎬ多数ꎬ排列密集ꎬ花冠淡蓝色ꎮ

产东北、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湖北、
安徽、江苏、浙江(何廷农ꎬ１９８８)ꎬ福建新记录种ꎮ
采集地点:武夷山国家公园麻粟村周边茶园空地

竹林下(１１７°４４′４３″ Ｅ、 ２７°４６′００″ Ｎꎬ海拔 １ ２５７
ｍ)ꎬ生境:路边林下阴湿处ꎬ采集人:陈新艳、马良

等(ＷＹＳ２０１８２３８１)ꎬ采集时间:２０１８. ０２. ２７ꎬ调查

期间处于花期ꎮ 凭证标本保存于福建农林大学林

学院植物标本馆ꎮ
４. 大头茶

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 ( Ｒｏｘｂ. ｅｘ Ｋｅｒ Ｇａｗｌｅｒ )
Ｓｗｅｅｔ　 图 １:Ｉꎬ Ｊ

Ｇｏｒｄｏｎｉａ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 ( Ｒｏｘｂ.) Ｄｉｅｔｒ. Ｓｙｎ. Ｐｌ. ４:
８６３. １８４７ꎻ 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 ｖａｒ. ｎａｎｔｏｅｎｓｉｓ
(Ｈ. Ｋｅｎｇ) Ｓ. Ｓ. Ｙｉｎｇꎻ Ｐ. ｓｈｉｍａｄａｅ (Ｏｈｗｉ) Ｏｈｗｉꎻ
Ｐ. ｔａｇａｗａｅ (Ｏｈｗｉ) Ｓ. Ｓ. Ｙｉｎｇꎻ Ｐ.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 Ｐｉ￣
ｔａｒｄ) Ｂ. Ｍ. Ｂａｒｔｈｏｌｏｍｅｗ ＆ Ｔ. Ｌ. Ｍｉｎｇ.

山茶科( Ｔｈｅａｃｅａｅ)大头茶属(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ꎮ 灌

木或小乔木ꎬ嫩枝粗大ꎬ灰色ꎮ 叶硬革质ꎬ倒披针

形ꎬ先端圆形或钝ꎬ顶端微凹ꎬ基部狭窄而下延ꎬ中
脉两面凸起ꎬ近先端有少数齿刻ꎬ叶柄粗大ꎮ 花生

于枝顶叶腋ꎬ白色ꎻ苞片 ４ ~ ５ 片ꎻ萼片宿存ꎻ花瓣 ５
片ꎬ阔倒卵形或心形ꎬ先端凹入ꎬ雄蕊多数ꎬ花药黄

色ꎮ 蒴果长 ５ 爿裂开ꎬ种子扁平ꎬ上端有长翅ꎮ 花

期 １０ 月至次年 １ 月ꎮ
产广东、海南、广西、台湾(张宏达ꎬ１９９８)ꎬ福

建新记录种ꎮ 采集地点:诏安县乌山景区山顶

(１１７°０７′０６″ Ｅ、２３°５２′３８″ Ｎꎬ海拔 ９１３ ｍ)ꎬ生境:
花岗 岩 坡 地 山 顶ꎬ 采 集 人: 陈 新 艳、 苏 享 修 等

(ＺＡ２０１８０８７６)ꎬ采集时间:２０１８.１１.０３ꎬ调查期间

处于花期ꎮ 凭证标本保存于辰山植物园标本馆和

福建农林大学林学院植物标本馆ꎮ
５. 钝颖落芒草

Ｐｉｐｔａｔｈｅｒｕｍ ｋｕｏｉ Ｓ. Ｍ.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ｅｔ Ｚ. Ｌ. Ｗｕ　
图 １:Ｋꎬ Ｌ

Ｏｒｙｚｏｐｓｉｓ ｏｂｔｕｓａ Ｓｔａｐｆꎬ Ｈｏｏｋｅｒｓ Ｉｃｏｎ. Ｐｌ. ２４:

ｔ. ２３９３. １８９５ꎻ Ｐｉｐｔａｔｈｅｒｕｍ ｏｂｔｕｓｕｍ ( Ｓｔａｐｆ )
Ｒｏｓｈｅｖｉｔｚ (１９５１)ꎬ ｎｏｔ Ｎｅｅｓ ＆ Ｍｅｙｅｎ (１８４１) .

禾本科(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落芒草属(Ｐｉｐｔａｔｈｅｒｕｍ)ꎮ
多年生草本ꎮ 秆直立ꎬ丛生ꎬ粗糙ꎬ具 ２ ~ ３ 节ꎮ 叶

鞘多短于节间或基部者长于节间ꎻ叶舌质较硬ꎬ先
端钝圆或截平ꎻ叶片质较硬ꎬ直立ꎮ 圆锥花序呈线

形ꎬ长 １５ ~ ２５ ｃｍꎬ分枝具 ２ ~ ６ 个小穗ꎻ小穗草绿色

或枯黄色ꎻ颖宿存ꎻ外稃质坚硬ꎬ椭圆形ꎬ褐色或黑

棕色ꎮ 颖果椭圆状球形ꎮ 花果期 ４ 月—７ 月ꎮ
产陕西、台湾、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

广东、浙江等省(郭本兆ꎬ１９８７)ꎬ福建新记录种ꎮ
采集地点:连城县冠豸山国家地质公园栈道边

(１１６°４７′０６″ Ｅ、２５°４２′５０″ Ｎꎬ海拔 ６１６ ｍ)ꎬ生境:
路旁及崖石阴湿处或灌丛林下ꎬ采集人:陈新艳、
倪必勇等( ＬＣ２０１８０２８５)ꎬ采集时间:２０１８. ０５. １２ꎬ
调查期间处于果期ꎮ 凭证标本保存于福建农林大

学林学院植物标本馆ꎮ
５ 种新记录植物的发现丰富了福建省本土植

物的基础资料ꎬ对研究福建省与毗邻地区植物的

地理分布具有重要的意义ꎮ 台湾附地菜目前仅发

现于台湾、浙江省和福建省ꎬ浙江琴柱草是王军峰

等在浙江发现并发表的琴柱草的新亚种ꎬ它与台

湾琴柱草极为相似ꎬ两种植物的发现为闽台植物

区系和地理成分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ꎮ 钝颖落芒

草分布于长江以南各地ꎬ在福建省的发现说明该

种在整个长江以南地区均有分布ꎮ 大头茶分布于

广东、海南、广西、台湾ꎬ本种在福建的诏安县发现

呈现出连续性分布特征ꎮ 笔龙胆分布于山东、湖
北、安徽、江苏、浙江等省ꎬ在福建北部武夷山的发

现拓宽了其分布区域ꎮ
致谢　 感谢福建省诏安林业局陈松泉和福建

省尤溪县水利局陈善思在野外调查给予的帮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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