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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百合科的1个新分布属和种 
吕惠珍 

(广西壮族 自治区药用植物园，南宁 530023) 

摘 要：百合科胡麻花属(Heloniopsis)的植物以前在中国大陆未曾报道，胡麻花(Heloniopsisumbellata Bak— 

er)确属百合科在中国大陆的 1个新分布种，此次为首次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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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distribution 0f Heloniopsis(Liliaceae) 

in mainland China 

Ln Hui-Zhen 

(Guangxi Botanical Garden of Medicinal Plants，Nanning，Guangxi 530023，China) 

Abstract：The plants of Heloniopsis in Liliaeeae had never been found in mainland China，and Heloniopsis umbellata 

was a new distribution in the northeast of China．It is reported for the firs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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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麻花属 

Heloniopsis A．Gray 

多年生草本。根状茎粗短。叶基生 ，近莲座状 ， 

长圆形或倒披针形 ，向基部渐窄成柄。花葶生于叶 

簇中央，具几枚膜质苞片状叶，总状或伞形花序顶 

生，稀单花。常无苞片；花被片 6，离生 ，宿存；雄蕊 

6，比花被片长，花药背着 ，近两侧开裂；子房 3裂 ，胚 

珠多数，花柱生于子房顶端凹缺中央，单一，细长，柱 

头状。蒴果 3深裂 。种子细小 ，多数 ，线形 ，两端有 

尾，纤维状(傅立国等，2002)。 

本属约 3～4种，分布于朝鲜、日本至我国台湾。 

我国 1～2种(陈心启等 ，1980)。 

胡麻花 

Heloniopsis umbellata Baker 

多年生植物 ；根状茎粗短 。叶基生 ，近莲座状 ， 

十几枚至几十枚 ，倒披针形 ，向基部渐狭成柄 ，连柄 

长 1．5～11 crn，宽 6～13 mm。花葶从叶簇中央抽 

出，高4～2O cm，顶端为伞形花序或近伞形花序，有 

花 3～lO朵，具几枚膜质的苞片状叶；花梗长 2～11 

mm；通常无苞片；花被片 6，白色，后变浅绿色，条状 

阔被针形，长 6～13 mm，宽 2～3 mm，离生，宿存； 

雄蕊 6，比花被片长；花药背着，近两侧开裂；子房 3 

裂 ，胚珠多数 ；花柱生于子房顶端凹缺中央，单一，细 

长，明显伸 出花被和雄蕊之上，柱头头状。蒴果 3深 

裂，在裂片末端的缝线开裂。种子细小，多数，狭条 

形 ，两端有尾 ，如纤维状。花期 1～5月(图 1)。 

胡麻花分布于朝鲜、日本 至我 国台湾 (陈心启 

等，1980)。作者在广西武呜大明山采到野生植株， 

种植 3个月后开花结果，并作仔细观察、记录，经查 

阅相关资料鉴定为胡麻花属胡麻花。另外，作者还 

· 查阅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的标本，发现 

了条形码为 01517397、采集号为 90174，熊济华、周 

子林采于重庆市南川市南平至山河集中老营盘子至 

罄顶间竹林下和条形码为 01517398、01517399采集 

号 00575采于贵州省凯里市雷山乌东畜牧场的 3份 

标本，Wang Jinxiu鉴定为胡麻花。作者查 阅了有 

关资料均未发现中国大陆有过记录，至此，作者认为 

百合科胡麻花为中国大陆的一个新分布种，分布于 

重庆、贵州、广西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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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胡麻花 

Fig．1 Heloniopsis umbellata B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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