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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报道了 1O种新记录蕨类植物，包括仙霞铁线蕨、光脚短肠蕨 、阔片短肠蕨 、毛柄短肠蕨 、粤紫萁、广东 

团扇蕨、雨蕨 、顶果膜蕨、线羽凤尾蕨、舌蕨等，其中包括江西新记录科雨蕨科和极度濒危 的珍稀蕨类植物粤紫 

萁 。引用的标本均存放于湖南科技大学标本馆(H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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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records 0f ferns from Jiangxi，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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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en ferns are reported as new records from Jiangxi，China．They are Adiantum juxtapositum，Allantodia 

doederleinii，A．matthe~ i，A．dilatata，Osmunda mildei，Gonocormus matthewii，Gymnogrammitis dareiforanis， 

Hymenophyllum khasyanum，Pteris linearis，Elaphoglossum confo P．Of them，G．dareiformis(Gymnogrammiti— 

daceae)is a species as new reeoded family and 0．mildei is a critical rare(CR)species in China．All the voucher spec— 

imens for these ferns in the present paper are preserved in Herbarium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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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位于我国东南部，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 

区，年均温 l6．3～l9．5℃ ，年降水量 l 341～l 943 

mm，是 我 国 蕨类 植 物 资 源 较 丰 富 的 省 份 之 一。 

l993年出版的《江西植物志》(第一卷)根据秦仁昌 

分类系统，共记载蕨类植物 49科，114属，401种，27 

变种，5变型(林英，l993)。随后，又有不少植物工 

作人员对该省的蕨类植物进行过调查 ，并发现 了一 

些蕨类植物在江西的新记录(陈少凤等 ，1997；彭光 

天等，1998；徐声修，1996；肖宜安等，2000，2004；臧 

敏等，1997；陈拥军等，2002，2003；姚振生等，1996)。 

最近作者通过对江西齐云山自然保护区等地的蕨类 

植物调查和标本鉴定 ，发现了 1O种蕨类植物为江西 

新分布 类 群 ，其 中 阔片 短 肠 蕨 (Allantodia 

thewii)、毛柄短肠蕨 (A．dilatata)、粤紫萁 (Os— 

munda mildei)、广 东 团 扇 蕨 (Gonocormus rrtat— 

thewii)、雨蕨(Gymnogrammitis dareiformis)、线 

羽风尾蕨 (Pteris linearis)等种类具有明显 的热带 

亲缘 ，这些种类的发 现对进一步理解 江西蕨类植物 

区系性质具有重要意义；而仙霞铁线蕨(Adiantum 

juxtapositum)、粤紫萁、雨蕨、广东团扇蕨等属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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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珍稀濒危蕨类植物，对加强这些物种 的保护具 

有一定意义。 

1 仙霞铁线蕨 (铁线蕨科) 

Adiantum juxtapositum Ching in Acta Phyto—— 

tax．Sinica 6：3l2．1957 et Ic．Fil．Sin．5：t．212． 

1958；Pic．Ser．，Ind．Fil．Supp1．4：6．1965；Y．L． 

Chang et a1．，中国蕨 类植物孢 子形态．173．t．36， 

l3—14．1976；福建植物志．1：87．f．79．1982。 

江西 ：鹰潭市龙虎山，2008—07-24，徐兴翔 ，阮勇 

强 512(HUST)。 

分布：福建 、广东。江西分布新记录。 

仙霞铁线蕨是铁线蕨属中一个极为特别的物 

种，其一回羽状羽片顶端不延伸呈鞭状，小羽片圆形 

或圆扇形，两面光滑，上面淡绿色，下面淡灰白色；小 

羽片具有较长的羽柄，柄端有关节 ；孢子囊群每羽片 

3—4枚 ；囊群盖上缘平直或稍 凹陷。该种在中国植 

物志(林尤兴 ，1990)中认为特产于福建北部仙霞岭， 

生石灰岩石缝中(估计可能生丹霞地貌石缝中)；此 

后，王发国等(2005)在广东仁化丹霞地貌区再次发 

现该种的分布；作者在湖南茶陵、通道万佛山等丹霞 

地貌区也有发现。此次在江西鹰潭市龙虎山发现， 

也是生长在丹霞地貌的石缝中。从以上资料分析， 

该种应为铁线蕨属在丹霞地貌的特有物种，对研究 

丹霞地貌植物物种的特化和进化具有重要意义。 

2 光脚短肠蕨 (蹄盖蕨科) 

Allantodia doederleinii(Luerss．)Ching in Acta 

Phytotax．Sin．9(1)：47—48．1964．— — A Ze 

doederleinii Luerss．in Eng1．Bot．Jahrb．4：358． 

1883；中国植物志 3(2)：388．1999；贵州蕨类植 物 

志：67．2001；广东植物志 7：155．2006。 

江西：崇义县齐云山 自然保护 区龙背，海拔 

500m，2007-05—05，严岳鸿 3709(HUST)。 

分布：浙江、福建、台湾、湖南、广东、广西、香港、 

四川、贵州、云南；日本、越南北部。江西首次记录。 

该种根状茎横走，黑褐色，根状茎鳞片不明显。 

叶柄基部常有少数肉质突起；孢子囊群粗短线形或 

圆矩形，在小羽片的裂片上可达 5对，大多单生小脉 

基部或近基部，靠近小羽片中肋。 

3 阔片短肠蕨 (蹄盖蕨科) 

Allantodia matthewii(Cope1．)Ching，Acta Phy— 

totax．Sin．9(1)：52．1964．一——A ̂ r “ rnatthewii 

Cope1．in Philip．Journ．Sci．Bot．3：278．1908；中国 

植物志 3(2)：429．1999；广东植物志 7：158．2006。 

江西：崇义县齐云山 自然保护区香炉坝，林下， 

海拔 400 ITI，严岳鸿、何祖霞 3867(HUST)。分布： 

福建、广东、香港、广西；越南。江西首次记录。 

该种根状茎横走或横卧，褐色。叶近生 ；叶柄基 

部褐色 ，疏被披针形褐色鳞片；叶片三角形 ，两面光 

滑，侧生羽片约 8对 ，互 生，侧生 羽片的裂 片达 12 

对，互生；叶脉上面不明显 ，下面略可见，羽状；叶轴 

光滑，上面有浅纵沟。孢子囊群线形 。 

4 毛柄短肠蕨 (蹄盖蕨科) 

Allantodia dilatata(Blume)Ching，Acta Phyto— 

tax．Sin．9(1)：54．1964．— — D p￡azi“仇 dilatatum 

B1．，Enum．P1．Jav．194．1828；中国植物 志 3(2)： 

444．1999；贵州蕨类植 物志 ：65．2001；广东植 物志 

7：159．2006。 

江西 ：崇义县齐云山 自然保护区香炉坝，林下 ， 

海拔 400 In．，2007-07—22，严 岳 鸿、何 祖 霞 3934A 

(HUST)。 

分布 ：云南、四川、重庆、贵州、广西、海南、福建 、 

台湾、浙江 、广东、香港 ；尼泊尔 、印度 、缅甸、老挝、泰 

国、越南、日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及热 

带澳洲、玻里尼西亚。江西首次记录。 

本种形体多变在该属中是特别突出。其根状茎 

兼具细长横走、横卧、斜升至直立各种形态；尤为奇 

特者 ，有时粗壮直立的根状茎上侧生细长横走的匍 

匐根状茎。植株大小及叶片分裂度的变化幅度也很 

大 ，初成熟植株的叶长有时不及 lm，能育叶一 回羽 

状或为一回羽状向二回羽状过渡形态。 

5 粤紫萁 (紫萁科) 

Osmtmda mildei C Chr．，Index Filic．8：474．1906； 

中国植物志 2：79．1959；广东植物志 7：38．2006。 

江西：崇义县齐云山自然保护区龙背至保护站， 

路旁，海拔 600 In，罕见，2007—05-04，严岳鸿 3723 

(HUST)。 

分布：香港、广东。中国特有种，分布稀少。江 

西首次记录。 

该种生长在崇义县城通往齐云山保护站公路旁 

的乱石丛 中，与紫萁( japonica)、华南紫萁(0． 

vachellii)、瘤足蕨(Plagiogyria adnata)、镰叶瘤足蕨 

(P．知lcata)等多种蕨类植物生活在一起。生境极易 

受人为干扰，处境较危险，应加强该物种的保育工作。 

粤紫萁最早发现于香港 ，中国植物志记载香港 

岛及九龙半 岛有分 布(秦 仁昌，1959)，后在香港大 

潭、柏架山、大滩、大帽山及大鹏湾等地又有发现(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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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进等，2003)。2O世纪 9o年代末，中国科学院华 

南植物研究所邢福武等在中国大陆广东深圳再次发 

现其踪影(邢福武等，2000)；后深圳仙湖植物园在广 

东其他地 区又发现一株并 引种移植至深圳仙湖植物 

园。据深圳仙湖植物园张寿洲博士研究组关 于粤紫 

萁叶绿体基因母系遗传的特性研究报告(苟彩云等， 

2008)，粤紫萁可能是华南紫萁和紫萁两个物种的种 

间杂种 F1代，在特殊生境条件下完成其个体而无 

下一代 的生活史 ，并推测华南紫萁为粤紫萁的母本 ， 

紫萁为其父本。 

6 广东团扇蕨 (膜蕨科) 

Gonoeormus matthewii(H．Christ)Ching，F1． 

Reipub1．Populafis Sin．2：1 77．1 959．— —  如o 口 P 

matthewii Christ in Lecomte，Not．Syst．I(1909)56；中 

国植物志 2：177．1959；广东植物志 7：64．2006。 

江西：崇义县齐云山自然保护区三江 口，生于沟 

谷中岩石上，2007—04—30，严岳鸿 3563(HUST)。 

分布 ：广东北部。江西首次记录 。 

该种自1909年发表后一直没有中国其他采集 

地点的采集记录报道，此次在江西的报道为模式产 

地外的第一次报道。由于该种形体小，与常见的团 

扇蕨(Gonocormus minutus)形态相似，因此易为一 

般采集人员忽略。该种根状茎纤细，横走，黑褐色， 

密被暗褐色短毛。叶远生 ；叶柄纤细如丝，黑褐色 ， 

基部密被暗褐色短毛，无翼 ；叶片近扇形或卵形 ，一 

回羽裂；裂片线形 ，先端 钝圆 ，全缘 ；叶脉常 羽状分 

又 ，每个裂片上有小脉 1条。叶薄 膜质 ，干后 暗褐 

色 ，两面光滑无毛。孢子囊群位于裂片的顶部 ，着生 

于小脉先端 。特别是其 具一回羽状分裂 的羽片，易 

与团扇蕨相 区别。 

7 雨蕨 (雨蕨科) 

Gymnogrammitis dareiformis(Hook．)Ching， 

Notu1．Syst．(Paris)．——P0Z 户0 乱l dareiforing 

Hook．2nd．Cent．Ferns t．24．1860 et Sp．Fil．4： 

256．1862；中国植物志 6(1)：198．1999；贵州蕨类植 

物志 ：351．2001；广东植物志 7：272．2006。 

江西：崇义县齐云山自然保护区石碑头，密林中 

的石上 ，海 拔 l 600 ITI，2007-05—03，严 岳 鸿 3606 

(HUST)。 

分布：海南、广东、广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 

印度北部 、尼泊尔、不丹、锡金、缅甸 、泰 国、老挝、柬 

埔寨 、越南。雨蕨科为江西新记录科。 

单属单种，根状茎长而横走 ，粗壮 ，灰蓝色，密被 

鳞片。叶远生，草质 ；叶柄栗褐色或深禾杆色，无毛 ， 

有浅纵沟；叶片三角卵形；叶轴顶部两侧有绿色的狭 

边 。孢子囊群生于裂片背面 ，位于小脉顶端以下。 

8 顶果膜蕨 (膜蕨科) 

Hymenophyllum khasyanum Hook．et Bak． 

Syn．Fil(1874)464；中国植物志 2：154．1959；贵州蕨 

类植物志 ：370．2001。 

江西：崇义县齐云山自然保护区三江口，2007一 

o4—3O，严岳鸿 3560；崇义县齐云山自然保护区横河 

田尾头 ，生于溪边 石 山上 ，海 拔 1 000 m，2007～05— 

02，严岳鸿 3653(HUST)。 

分布：广西、云南、四川I、贵州、湖南；越南、缅甸、 

印度北部。江西首次记录。 

该种根状茎纤细 ，丝状 ，横走，暗褐色。叶远生 ， 

叶柄无翅，叶片二回深羽裂。孢子囊群只生于叶片 

的先端 ，囊苞狭长卵形 。 

9 线羽凤尾蕨 (凤尾蕨科) 

Pteris linearis Poir．in Encyc1．5(1)：723．1804； 

中国植物志 3(1)：75．1990；贵州蕨类植物志：594． 

2001；广东植物志 7：106．2006。 

江西：崇义县齐云山自然保护区香炉坝，林下， 

海拔 400 113．，2007-07—22，严 岳 鸿、何 祖 霞 3935 

(HUST)；齐云山正井村 ，海拔 500 m，2007—07—23， 

严岳鸿 、何祖霞 3970(HUST)。 

分布：台湾、广东、海南、广西、贵州、云南；亚热 

带地区与马达加斯加 。江西首次记录。 

该种与傅 氏凤尾 蕨 (Pteris fauriei)及狭 眼凤 

尾蕨 (P．biaurita)相似 ，但狭眼凤尾蕨裂片间的基 

部一对叶脉均出 自主脉基部 ，网眼狭长，其上侧边向 

缺刻附近伸出5—6条单一小脉；而线羽风尾蕨侧脉 

分又，基部下侧 1条从远离主脉的羽轴上生出，上侧 

1条出自主脉基部或靠近主脉的羽轴，网眼呈三角 

形。线羽凤尾蕨偶有叶脉不连接，但形成一个高尖 

三角形 ，易与从不形成网眼的傅氏凤尾蕨相区别。 

10 舌蕨 (舌蕨科) 

Elaphoglossum conforme(Sw．)Sehott in Gen． 

Fil．，p1．1 1．1834．——Acros ĉ z c0 fotee Sw． 

Syn．Fil．10：192，p1．1，f．1．1806；中国植物志 6(1)： 

138．1999；贵州蕨类植物志：399．2001。 

江西：崇义县齐云山自然保护区大水坑至十八 

垒 ，山谷石上 ，海拔 800 in，2007—07—26，严岳鸿 、何祖 

霞 4183(HUST)；齐云山 自然保护区诸广山，石上， 

海拔 1 500 m，严岳鸿、何祖霞 4053(H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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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台湾、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藏；锡金。 

江西首次记录。 

当地还广泛分布有华南舌蕨 (E．yoshinagae)， 

与舌蕨极为相似。但舌蕨根状茎鳞片较狭 ，不育叶 

先端渐尖或急尖，基部楔形 ，短下延 ，全缘，具明显的 

长柄，易与华南舌蕨相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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