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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维管植物研究综述

汪 远，李惠茹，葛斌杰，马金双+
(中国科学院上海辰山植物科学研究中心／上海辰山植物园，上海201602)

摘要：该文总结《上海植物志》出版以来的维管植物区系资料，分析整理存疑种、订正了错误鉴定，并发表上

海植物新记录4种。据此确认上海目前有原生维管植物126科440属818种(包括7亚种、49变种、2变型)，

外来逸生植物86科234属367种(包括2亚种、18变种)。结果表明上海植物区系受人为干扰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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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n Shanghai Vascular plants

ⅥANG Yuan，LI Hui_Ru，GE Bin-Jie，MA Jin_Shuang+

(蜘口行咖ni@肼曲n以Pf伽￡&i伽P RPs∞砌Cm￡Pr，吼锄删Amd蝴y o厂&i州cPs，勘删跏ni

C^硎5^_nn Bo￡口雄i∞Z Gnrd删，Shanghai 201602，China)

Abstract：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Flora of Shanghai(1999)，the floristic work in Shanghai has been updated by further

study，both from local research and by national revision． This review updated all of these taxa and data，including four

new records found first time in Shanghai．A total of 126 faⅡ1ilies，440 genera and 818 taxa(including 7 subspecies，49

varieties and 2{orms)are native，and 86 families，234 genera and 367 taxa(including 2 subspecies and 18 vadeties)

from outsid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hanghai flora su“ered from human disturbance seriously．

1【ey words：plnats of Shanghai；new records；scientific name re、，ision；review

上海是中国乃至全世界重要的经济与贸易都

市，全市总面积为6 340．5 km2，截至2009年常住

人口已达到1 921万人(上海市统计局，2010)。在

都市化进程中，上海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植

物种类也随之产生变化。《上海植物志》自1993年

定稿并于1999年出版已近20年，期间共有10篇

文献记载了上海维管植物区系的新记录，共涉及了

204个分类群，其它新记录类群也在不断的发现

中。因此，对上海植物资料进行整理、总结及核对

显得十分必要。

上海市全境均为冲积平原，仅西部及西南部有

少部分山体，陆地最高点天马山海拔98．2 m，全市

最高点大金山岛海拔为105．3 m。上海土地利用率

极高(上海市统计局，2010)，单调的生境与大面积的

土地开发利用和人为破坏等因素，导致上海的原生

植物种类不断减少直至消失，这同样也是存疑物种

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多年前采到过标本的植物种

群数量锐减甚至消失，以至后来没有再采到标本。

《上海植物志》记载佘山地区在上世纪50年代末共

有种子植物655种，到80年代中期已减少到535

种，而到《上海植物志》出版时仅剩254种左右，其余

消失或难觅踪迹，而外来植物从原来的279种增至

近年来的367种，在火车站、飞机场、码头等地新发

现51种外来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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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植物志》研究概况

《上海植物志》1999年正式出版，共分为上、下

两卷，仅涉及种子植物。上卷为区系植物，于1993

年基本定稿，包括了上海全部的野生植物、外来入

侵、逸生植物以及常见栽培植物。下卷为经济植物，

包含了上海大部分有经济价值的栽培植物。

1．1记载种类统计

《上海植物志》(上卷)中有文字说明的植物有

1 904种和392个种下分类群，共计2 296个分类

群；经过统计，正式列入条目的有2 301个分类群，

共有1 877种、44杂交种及380个种下分类群，包括

12亚种、156变种、13变型，196品种及3个杂交种

品种，另有3种未列入条目，仅在正文中提到上海可

能有分布或曾有分布。

在2 301个分类群中，738种为上海原生植物、

279种是由国内外扩散到上海、逸生并自我更新的

植物，加上未列入条目的3种，《上海植物志》记载可

在上海自我繁殖更新的分类群有1 020个，其余为

栽培植物。

1．2名称及物种校订

根据FZor口o，C矗i，zn已出版卷册，《上海植物

志》记载的野生及逸生植物中，共有14种学名拼写

错误、8种植物学名为误用、9种植物被归并或合并

因而导致记载种类数量变化。

拼写错误有以下几种：C口rPz r^y咒如。户矗ysn C．

A．Mey．(大穗薹草，莎草科)误拼写为Cnr髓

r矗y咒c^o户^or口；Fim6ri5￡yZis s￡口M咒￡o行ii Debeaux&

Franch．(烟台飘拂草，莎草科)误拼写为R仇6以s一

￡yzis s￡口Hn￡o竹i；I竹甜f口Zi竹口“i．厂0￡in Turcz． (线叶旋

覆花，菊科)误拼写为I咒“z口Zi行P口r沈e．厂0Zin；Kn2i优一

P以s娩i优口d口P(Kitam．)Kitam．(毡毛马兰，菊科)

误拼写为KaZi7”Pris s^i，咒ndni；Mnzzo￡“5 npPZ￡口

(Lour．)Mnll．Arg．(白背叶，大戟科)误拼写为

M口ZZo￡“s口户gZ￡“s；l：)ros￡nc矗ys厂im6ri口￡口 (Turcz．)

A．Berger(瓦松，景天科)误拼写为0rDs￡口fJlzys

厂im6ri口￡“s；P了crP“5 poZys￡nc^yos (Rottb．) P．

Beauv．(多枝扁莎，莎草科)及PycrP“s poZys￡口如y—

os var．6，．Puis声if“Z口￡“s How ex Y． F． Deng． (短

穗多枝扁莎，莎草科)种加词误拼写为Pozys￡nch了一

“s；R^n夕矗ioZepis甜7尥6PZZn￡口(Thunb．)Makino(厚

叶石斑木，蔷薇科)误拼写为R口p^iD如夕i5“m如z—

zn￡n；Se￡arin，．n6e“R．A．W．Herrmann(大狗尾

草，禾本科)误拼写为SPf口一口如沈r娩；SigPs6Pc忌in

o以P咒￡口玩L．(稀莶，菊科)及SigP56Pc忌in p乱6Psce，zs

f．ggZn咒d“Zos口Ling&X．L．Huang(无腺稀莶，菊

科)属名误拼写为SiPgPs6Pc是i口；Spiro如Zn加Z了砌i—

z乜(L．)Schleid．(紫萍，浮萍科)误拼写为Spi一

，．0dPZ口 poZyrr矗izn； 丁P￡，．口go咒in ￡P￡，Ⅵgo咒oid已s

(Pall．)Kuntze(番杏，番杏科)误拼写为n￡mgo一

竹i口￡P￡r口go咒ioides。

根据FZorn o，C^i咒口已出版卷册，《上海植物

志》误用及错误鉴定的学名有：C口fy5把gi口syz口Pn以s

(Willd．)Roem．8L Schult．(原文误拼为CnZys抬一

gin siZ口Ps￡ris)压立为(施Zys￡Pgi口siZ可口￡if口subsp．ori—

P以￡以Zis Brummitt(鼓子花，旋花科)；Cz锄。声odiMm

M7n6r05“m(M．Bieb．)C．Koch应为CZi以。声odi“m

pDZycP夕^口Z“优(Vaniot)C．Y．Wu&S．J．Hsuan

(灯笼草，唇形科)；Le优以口pPr户“s删口Torr．应为

L8m九口口gq“i咒oc￡inZis Welwitsch(稀脉浮萍，浮萍

科)；P矗ys口Zis口Z忌P是P咒gi L．应为P^ys口zis口Z忌P忌P咒一

gi var．，r鲫c^以娩(Mast．)Makino(挂金灯，茄

科)；PozygonMm Prec￡o—mi72Hs Makino应为Poz3，g—

o咒M7挖，ni以“s Huds．，后者为Pozygo行“m忌口议，口goe口一

咒甜优Makino(柔茎蓼，蓼科)的异名；Po￡口mogP￡o咒

m口如i鲫“s Miq．应为Po抛moge￡o竹锄以办所Mo—

rong(竹叶眼子菜，眼子菜科)；RoPgner缸m口yP一

6以r口竹口(Honda)Ohwi ex Keng&S．L．Chen应为

E￡ym“s s^口咒do咒gP”sis B． Salomon(山东披碱草，

禾本科)；WoZⅣin ar砌i2n(L．)Horkel ex Wimm．

应为WoZ厂一口gZ060sn(Roxb．)Hartog&Plas(无

根萍，浮萍科)。

经研究有9种被归并，导致《上海植物志》记载

种类减少：D口z沈rgi口s口cP形o￡“m Prain(上海黄檀，

豆科)归并为D口z沈，．gi口^“pP彻以Hance(黄檀，豆

科)；Ezs^DZ￡z如fiZi口￡口var．rnmosn(Nakai)C．Y．

wu 8L H．w．Li(多枝香薷，唇形科)归并为Ez娩。一

z￡2in c溉n搬(Thunb．)Hylander(香薷，唇形科)；

P^口fPZ“，．“s Z口￡i，bZi“s Var． 口，zg“s￡i。厂oZi“s (De—

beaux)Kitag．(狭叶束尾草，禾本科)、P^日cPZ“r“s

z口￡i，oZi乱s var．mo咒os把c^y“s Keng(单穗束尾草，

禾本科)归并为P^口c““，．“5缸￡i如Zi“s(Steudel)

ohwi(束尾草，禾本科)；Pozygo，2乩m m口cr口孢娩Mm

Meisner(长花蓼，蓼科)归并为Po匆go竹“mj口乡。咒i—

fMm Meisn．(蚕茧蓼，蓼科)；P趾咒￡ngo优乜歹or var．

万方数据



856 广西植物 32卷

si竹“n纽(Lam．)Decne．(波缘大车前，车前科)归并

为P如行￡口go m口jo，．L．(大车前，车前科)；PycrP“s

poZys￡nc矗yos var． 6r已铆is户ic“Z口￡乱s F．C． How ex

Y．F．Deng(短穗多枝扁莎，莎草科)归并为Py—

fr已“s pozys￡口c^yos (Rottb．)P． Beauv． (多枝扁

莎，莎草科)；RoPg咒Prin j口夕。竹8规sis(Honda)Keng

(竖立鹅观草，禾本科)归并为日ym“s f埘口ris var．

矗口c忌PZi口竹“5(Honda)G．Zhu&S．L．Chen(日本

纤毛草，禾本科)；SPd“仇伽g“s￡i如Zi“m Z．B．Hu

&X．L．Huang(狭叶垂盆草，景天科)归并为S8一

d“优s口rm鲫￡os“m Bunge(垂盆草，景天科)。这9

种归并后与《上海植物志》原有记录重复。

2 上海植物区系新资料

随着近年来对上海调查项目的展开，发现4种

上海植物新记录，其中包括一新记录属。

(1)长戟叶蓼，蓼科蓼属：Pozy9072“m优口nc忌in一

咒“m Regel， M∈m． Acad． Imp． Sci． Saint

P∈tersbourg，S6r．7，4(4)；127．1861．(Flora of Chi—

na 5：311．2003．)。上海新记录；发现于青浦区东风

村，生于淀山湖边湿地，2011．4．14，汪远00806号

(SCH)。分布于我国东北、华东及河北、内蒙古、河

南、湖南、广东、云南、四川、陕西等省。

(2)少花米口袋，豆科米口袋属：G“Pzd鲫s￡nPd一

￡iⅡ口已rna(Georgi)Borissova，Spisok Rast．Gerb．F1．

S．S．S．R．Bot．Inst．Vsesoj uzn．Akad．Nauk 1 2：

122．1953．(Flora of China 10：506．2005．)。上海新

记录属，偶见外来种；发现于松江区上海辰山植物

园，草坪杂草，2011．4．18，葛斌杰00215号(SCH)。

金山区卫九南路路边荒地也有分布。分布于我国东

北、华北及陕西、甘肃、宁夏、河南、湖北、山东、江苏、

江西、云南等省。

(3)线叶水芹，伞形科水芹属：0P九彻￡^P zi咒P以ri5

Wallich ex de Cand011e，Prodr．4：138．1830．(F10ra

of China 14：132．2005．)。上海新记录，偶见外来

种；发现于金山区五龙禅寺，生于农田水沟边，2011．

4．20，汪远01184号(SCH)。分布于我国湖北、重

庆、贵州、四川、台湾、云南、西藏等省。

(4)风花菜，十字花科萍菜属：Rori户夕n gz0605Ⅱ

(Turczaninow ex Fischer&C．A．Meyer)Hayek，

Beih．Bot．Centralbl．27：195．1911．(F10ra of China

8：134．2001．)。《上海植物志》记载有栽培者；上海

新记录，少见外来种；发现于青浦区俞汇塘，生于农

田田埂，2011．5．25，汪远03042号(SCH)。崇明县

大兴村农田也有分布。分布于我国东北、华北、华

中、华东及宁夏、云南、四川、西藏、广东、广西等省。

3 其他已发表的植物区系新资料

《上海植物志》上卷区系植物1993年定稿以后，

冯志坚等(1995)、钱士一b等(1997)、刘永强等

(1999)、李宏庆等(2001)、张光富等(2001)、李宏庆

等(2003)、左本宗等(2003)、秦祥垄等(2007)及田志

慧等(2010)共9篇文献发表了《上海植物志》中未记

载的上海市维管植物区系新资料；此外，《中’国植物

志》和Rora o，C^inn也提及了《上海植物志》中未

记载的植物；宋国元等(2006)总结发表了《上海植物

志》未涉及的上海蕨类植物。以上这10篇文献、《中

国植物志》及Fzorn o厂C矗i挖a共涉及204个分类

群，非栽培及非重复的有效维管植物记录174个分

类群，其中蕨类植物61个分类群，种子植物113个

分类群。

3．1新资料重复记载的物种

冯志坚等(1995)记载Sorg^“优^以ze户e挖sP(L．)

Persoon(假高粱，又名石茅，禾本科)在闸北区、嘉定

区等有分布，《上海植物志》中已有记载，为“上海嘉

定、奉贤、松江”等地曾有发现，后被铲除，故该种应

为上海分布区域新记录；A以Pmisi口i以dic口Willd．

(五月艾，菊科)记载为上海新记录，但《上海植物志》

已有记载，为“市郊有产”。

钱士心等(1997)记载的0P加娩Pr倪fnfi佗in￡以

Hill(羽裂月见草，又名裂叶月见草，柳叶菜科)、

C矗。以s声or口￡P咒Pzzn(Pallas)de Candolle(离子草，又

名离子芥，十字花科)、E“czid池仇sy矗口c“m(L．)R．

Brown(乌头荠，十字花科)、C口，-d口以口夕甜沈sce挖s(C．

A．Mey．)Jarm．(柔毛群心菜和毛果群心菜，十字花

科)在《上海植物志》中均已有记载；Ⅵo￡以grypo—

cPr口5 var．p“bPscP咒s Nakai(毛紫花堇菜，堇菜科)

在”F10ra of China”中未被承认，归并入原种Ⅵozn

gry夕DcPr口s A．Gray(紫花堇菜，堇菜科)中，而ⅥoZ盘

gry户ocPr＆s在《上海植物志》中已有记载。

李宏庆等(2003)记载的C口rPz rP￡r0厂r口f￡n

Kukenthal(反折果薹草，又名折果薹，莎草科)最早

由张光富等(2001)发表；记载的C以r衄6zi以ii sub—

sp．娩n押g^niP行si5(S．X．Qian&Y．Q．Liu)S．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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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ng&T．Koyama(上海薹草，莎草科，基名＆r蹦
妫彻g^niP竹sis S．X．Qian&Y．Q．Liu)为刘永强等

(1999)发表的新种。

3．2新资料的物种状态更新

钱士心等(1997)记载Pozygo卯M优r“卵ci卵口￡“优

Var．5i行e靠sP Hemsl．(华赤胫散，又名赤胫散，蓼科)，

发现于闸北区铁路北郊站，《上海植物志》记载为

栽培。

张光富等(2001)记载Sizy6“m mn以以咒乱m(L．)

Gaertn．(水飞蓟，菊科)发现于闸北区铁路北郊站；

ⅥfPz聍Pg“行do var．^P￡已，·o声^yZZ口(Franch．)Rehder

(荆条，马鞭草科)发现于宝山区铁路何家湾站；Se一

妞以口i￡口zic口(L．)P．Beauvois(小米，又名粱，禾本

科)发现于宝山区江湾钢材交易场，这3种植物在

《上海植物志》中均记载为栽培；kP以di“m sonc^i一

知zi“优(Maxim．)C．Shih(抱茎小苦荬，又名抱茎小

苦苣，菊科)发现于徐汇区上海植物园、h“肠zi，z—

P口rii如zi口Turcz．(线叶旋覆花，菊科)发现于宝山

区铁路何家湾站，这2种植物在《上海植物志》中均

记载为分布地点不详。

李宏庆等(2001)记载Li，z“优“si￡口fissi优“优L．

(亚麻，亚麻科)发现于闸北区铁路北郊站；丁e￡，一口go一

咒i口￡P￡阳go咒ioidPs(Pallas)Kuntze(番杏，番杏科)发

现于崇明县佘山岛；Apof了，2“m可P咒P￡“m L．(罗布

麻，夹竹桃科)发现于奉贤区铁道医学院及闸北区铁

路北郊站；G如d协i口扣户。竹ic口Miquel(山皂荚，豆

科)发现于崇明县佘山岛，这4种在《上海植物志》中

均记载为栽培。

3．3新资料更正的错误鉴定及错误记载

李宏庆等(2001)经查证认为《上海植物志》记载

的Gy，z“m歹日po行if盘(Thunb．)Juel(三七草，菊科)

是 C，．口ssoce声^nZ“，n frPpidioide5 (Benth．) S．

Moore(野茼蒿，菊科)的错误鉴定，R“mez fo咒一

gzo优Prn￡“s Murray(荒地羊蹄，蓼科)是R“mPz mi—

frDc口r户“5 Campd．(小果酸模，蓼科)的错误鉴定。

冯志坚等(1995)记载的C以Zys抛gin se夕i“m

var． Jn户o，2icn Makino应为CdzysfPgin p“6已5cP咒s

Lindl．(柔毛打碗花，旋花科)；钱士心等(1997)记

载的P矗yZZ口卵f^“s 72ir乱ri L．应为P^yZZa以￡矗“s口7挖口一

r“s Schumach．&Thonn．(苦味叶下珠，大戟科)；

张光富等(2001)记载的丁乡夕矗D押i甜聊di撇力f日f“优

(L．)Decne．应为Typ^o卵i“m 6z“mPi Nic01son&

Sivad．(犁头尖，天南星科)。

宋国元等(2006)认为有3种蕨类植物鉴定或记

载有问题：Js08抛s s锄P押sis Palmer(中华水韭，水韭

科)、T流ezy夕￡Pris p口zMs￡ri5(A．Gray)Schott(沼泽

蕨，金星蕨科)记载为“据《上海湿地》记载上海有分

布”，但未查到标本，也未见到活体植物；P把一5 di5一

p口r Kunze(刺齿凤尾蕨，凤尾蕨科)，应为P把ris

5Pmip砌竹口搬L．(半边旗，凤尾蕨科)的错误鉴定。

冯志坚等(1995)记载Hozozeio竹m口zimouic2ii

应拼为HoZoZPio"m口zimo叫iczii Kitam．(全光菊，

菊科)；李宏庆等(2001)记载h“肠6一尬，2icn应拼

为J行“肠6“￡鲫7z站口L．(欧亚旋覆花，菊科)；李宏庆

等(2003)记载(krPz nscoc以rn应拼为C口rPz口s∞一

￡rP￡n C．B．Clarke ex Franch．(宜昌薹草，莎草科)；

宋国元等(2006)记载Dryo夕￡P以s愚i行忌砌P咒sis应拼

为Dryop￡eris忌i以忌iP咒si5 Koidz．ex Tagawa(近畿

鳞毛蕨，又名京鹤鳞毛蕨，鳞毛蕨科)；秦祥垫等

(2007)记载SiPgPs6Pc忌in gz口6，．PscP挖s应拼为SigPs一

沈c愚i口gz口6rPsce咒5(Makino)Makino(毛梗稀莶，菊

科)。

据《上海植物志》记载，上海附近的Gutzla“岛

产有A以s口Pmn以行gP咒s(Thunb．)Schott(普陀南星，

天南星科)，但《上海植物志》未考证到Gutzlaff岛究

竟是哪个岛。现已知Gutzlaff岛即为大戢山岛，而

大戢山岛目前行政划分属于浙江省，故上海不产

ArisaP，规口ri咒ge咒s(Thunb．)Schott。

4 存疑植物

《上海植物志》共记载存疑、未采到或未见到标

本的植物23种，有2种在张光富等(2001)记载中已

找到、1种FzDm o，吼i咒口已归并、1种已确认不产
于上海，故《上海植物志》记载存疑的还有以下19

种：Lysimnc^in j以夕。九ic乜Thunb．(小茄，报春花科)

记载为“分布地点不详”；CPrnfosfig优口pz“仇沈gi一

竹oides Bunge(蓝雪花，白花丹科)记载为“据《中国

植物志》记载上海有分布”，但Fzor口。厂C^i咒口未特

别指明上海有分布；C口zys地gi口d口矗“ric口(Herb．)

Choisy(毛打碗花，旋花科)记载为“据《江苏植物志》

记载上海市郊有产”；jsodo咒mncrof以zyz(Dunn)

Kudo(大萼香茶菜，唇形科)记载为“据文献记载上

海有分布”；J．行Pr副Ds甜s(Hemsl．)Kud6(显脉香茶

菜，唇形科)记载为“上海为其合模式产地，未采到标

本”；％ro以if口sPrpy垅如Zin L．(小叶婆婆纳，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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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记载为“分布地点不详”；丁0rP竹i口说oz口cP口(Aza—

ola ex Blanco)Pennell(紫萼蝴蝶草，玄参科)记载为

“据《江苏植物志》记载上海徐家汇有产”；Do户口￡庀一

“m i“nce“m(Roxb．)Buch．一Ham．ex Benth．(虻眼，

玄参科)记载为“据《江苏植物志》记载上海佘山有

产”；Aegi竹e￡缸i咒dif口L．(野菰，列当科)记载为“据

多篇文献记载上海有产”；P口m声rP咒伽胁Ps soror缸

(Miq．)C．Shih(假福王草，菊科)记载为“分布地点

不详”；S口cf，l口r“优spo行￡口咒P“m L．(甜根子草，禾本

科)记载为“据《江苏植物志》记载上海有产”；C口p弘

Zi夕edi饥m夕nr讲∥or乱m(R．Brown)Stapf(细柄草，禾

本科)记载为“据《华东禾本科植物志》记载上海嘉定

有产”；Ezeoc^口一5 migonn口Ohwi&T．Koyama(江

南荸荠，莎草科)记载为“据《江苏植物志》记载上海

奉贤区柘林有产”；Rm6以s￡∥协compz口，zn￡口(Retzi—

us)Link(矮扁鞘飘佛草，莎草科)记载为“分布地点

不详”；Pycre“s pozysz口c^yos(Rottb．)P．Beauv(多

枝扁莎，莎草科)记载为“分布地点不详”；MPziosmn

ozd^nmii Miq．ex Maxim．(红枝柴，清风藤科)记载

为“曾在佘山采到标本，现似已灭绝”；T以夕抛ro一

5户erm“m c^i挖P咒sP(Migo)Harry Smith(双蝴蝶，龙

胆科)记载为“据《江苏植物志》记载上海郊区有产，

但根据描述应为T．dis∞idP“m(C．Marquand)Har—

ry Smith(湖北双蝴蝶，龙胆科)”；So如咒“m口mP一一

c彻“m Miller(少花龙葵，茄科)于上海的标本是否

为该种尚不明确。

FZor口o，C^i他口记载Er口gros￡is咒P可i咒ii Hance

(华南画眉草，禾本科)产福建、海南、台湾及上海；

D增i地ri口^P行ryi Rendle(亨利马唐，禾本科)产安

徽、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台湾及上海；R彻“咒c乱Z“s
把r以口￡“5 Var．diss8c￡issi，n“s(Migo)Hand．一Mazz．

(“细裂毛爪草”，毛茛科)产江苏及上海，其原种为

R．￡Pr竹口￡“s Thunb．(猫爪草，毛茛科)，故“细裂毛爪

草”应为“细裂猫爪草”的误写；PP一5￡ro夕矗P 6i础口Z口is

(L．)Merr．(观音草，爵床科，P．6口户^if口(Spreng．)

Bremek．)在《中国植物志》中记载产华南及湖北、湖

南、福建、江西、江苏、贵州、云南、上海，但在Fzor口

o，吼i咒n中未特别指明产上海，以上4种植物《上
海植物志》均未收录，在上海的产地不详，无法确定

是否存在。《中国植物志》记载E缸Png咒“5 o抛￡口

Servettaz(卵叶胡颓子，胡颓子科)，模式标本采自

上海，作者未见到模式标本，通过查寻采上海的标

本，可能是E．p“挖gP竹s Thunb．(胡颓子，胡颓子科)

的异名，该种在川om o，C^i咒口中亦有出现，但是

记载为“在上海和江苏的植物描述中已经被忽略，表

明这种植物可能在野外已经不复存在了”。

宋国元等(2006)记载上海自然分布蕨类有50

种，除栽培种外，另有11种有标本但未再发现活体

植物，分别是S8Z口鲋咒8ZZ口mD8ZZP靠dorⅣ西Hieron．
(江南卷柏，卷柏科)、0哆^iogzoss“m口“zg口￡“m L．

(瓶尔小草，瓶尔小草科)、Dicm咒op把矗s夕Pd口￡口

(Houtt．)Nakaike(芒萁，里白科)、Di户zo户￡Prygi“m

．g如“c“m(Thunb．ex Houtt．)Nakai(里白，里白科)、

P如giogy以a歹以夕。以ifn Nakai(华东瘤足蕨，瘤足蕨

科)、T^PZ．yp抛ris p口Z“s￡ris var．声“6PscP咒s(G．Law—

son)Fernald(毛叶沼泽蕨，金星蕨科)、As声zP咒iM优

声P志i挖P咒sP Hance(北京铁角蕨，铁角蕨科)、

Dryop抛以5 z口fPm(Thunb．)Kuntze(狭顶鳞毛蕨，

鳞毛蕨科)、D．immiz把Ching(假异鳞毛蕨，鳞毛蕨

科)、Pyrrosi口Zi，zg“口(Thunb．)Farw．(石韦，水龙

骨科)及P．p甜ioz05口(H．Christ)Ching(有柄石韦，

水龙骨科)。目前以上植物还没有采到标本。

5 种子植物区系新资料分析

5．1原产地考证

《上海植物志》未记载的植物中，E如eng咒“s

o口n￡n Servettaz(卵叶胡颓子，胡颓子科)在《中国植

物志》中记载仅产上海，但该种是否成立还有待研

究；CnrP．z 6Zi咒ii subsp．s^n咒g元niP咒si5(S．X．Qian&

Y．Q．Liu)S．Yun Liang&T．Koyama(上海薹草，

莎草科，基名C口，．Pz觑彻g^口iP咒sis S．X．Qian&Y．

Q．Liu)为刘永强等(1999)发现于上海，《中国植物

志》记载广西也有分布，Fzor以。厂C^i挖乜将广西的

“上海薹草”修订为C．6zi竹ii(白里薹草)，上海薹草

由发表时的C．如口咒g矗ai8咒sis S．X．Qian 8L Y．Q．

Liu修订为C．6zi，2ii subsp．s^口行g^niP咒sis(S．X．

Qian&Y．Q．Liu)S．Yun Liang&T．Koyama，仅

产上海，模式标本采自上海植物园。

逸生至上海、在我国没有原产地的外来物种共

有13种，另有2种分别为S8￡nrin i￡口zic口(L．)P．

Beauv．(小米，又名粱，禾本科)和Pozygon“优zi咒c一

￡ori“m Aiton(蓼蓝，蓼科)，很早便栽培驯化，属于

栽培逸生。CommP2i，z口∞mm甜咒is f．alba Ti Chen

(白花鸭跖草，鸭跖草科)这种花色上的变异，尤其是

变为白花在植物中比较普遍，因此白花鸭跖草可能

万方数据



6期 汪远等：上海维管植物研究综述 859

是本地C．co仇m"nis L．(鸭跖草，鸭跖草科)变异而

来；Lo￡“5∞rnif“Z口￡“5 L．(百脉根，豆科)的分布区

域较广，从西北、西南及华南部分地区到华中均有分

布，作为牧草使用由来已久，也为栽培逸生。

另外100种在中国为原生，其中36种在浙江、

江苏均有分布、20种在浙江有分布而江苏无分布、

16种在江苏有分布浙江无分布，这72种新记录植

物因为地域相邻，很容易进入上海。13种新记录植

物，在江苏、浙江没有分布，但是在上海更外围的山

东、安徽、福建等华东省份有分布，与上海之间的间

断区域不大。剩余15种，分布区域中不包括华东

区：分布区域在东北、西北及华北的有C口rdnr妇户“一

抛scP咒5(C．A．Mey．)Jarm．(柔毛群心菜，又名毛果

群心菜，十字花科)、EMfzidi“m syr如c“m(L．)w．

T．Aiton(乌头荠，十字花科)、Sisy优6一“仇口玩ssi—

mMm L．(大蒜芥，十字花科)、C孢idi“m Jnpo咒ic“m

Miq．(海滨蛇床，伞形科)、A九Pm撕口彻P￡矗i如zi以
Weber ex Stechm．(碱蒿，菊科)、A．i咒地gr2．厂0Zin L．

(柳叶蒿，菊科)、A．syz伽ficn Maxim．(阴地蒿，菊

科)、HDZoZPio咒mnzimo叫iczii Kitam．(全光菊，菊

科)、I竹Mzn 6订￡口竹咒icn L．(欧亚旋覆花，菊科)；主要

分布区在华南地区的有P^yZf彻如“s挖ir“以L．(珠

子草，大戟科)、T以如os彻娩Ps c“c“m8roi如s(Ser．)

Maxim．(王瓜，葫芦科)、LP“c口s zPyZ删ic口(L．)R．

Br．(绉面草，唇形科)、AdP行osmn i72di彻“m(Lour．)

Merr．(球花毛麝香，玄参科)、Li咒dPr咒如uisc05n

(Homem．)Merr．(黏毛母草，玄参科)、Er口gros￡is

咒e讥咒ii Hance(华南画眉草，禾本科)。这些种类出

现在上海，可能是自然因素传播至此，但是人为因素

占了较大成分。

5．2新记录发现地

从新记录植物的发现地来看，可明显地看出，随

交通运输、植物引种而造成的人为引入。117个种

子植物新记录植物，发现于42个地方，有些种类在

多个地方有所发现。在火车站及铁轨边发现43种，

飞机场、码头、汽车站发现8种，所以与交通运输有

关的地方共发现51种新记录植物，占总数的44％；

在上海植物园发现29种，在公园发现5种，故与植

物引种相关的地方发现新记录植物34种，占总数的

29％；学校、工厂、农场共发现新记录7种；另有22

种采集于路边、水沟、荒地、沙堆等。

6 上海植物现状

通过对《上海植物志》及其它新记录资料的研

究，包括自然分布、外来逸生及存疑的种类，研究表

明，上海共有自然更新的维管植物1 194个分类群，

包括蕨类25科37属61个分类群，种子植物129科

550属1 133个分类群，其中野生植物为126科440

属818个分类群，占全部种类的69％；国内外扩散

至上海的外来植物共有86科234属367个分类群，

占全部种类的31％。

上海植物原生种类不断减少、外来种类不断增

多与原生境的破坏、发达的交通运输及频繁的人口

流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丰富的植物种类不仅能够增

加景观多样性、美化环境，更重要的是能够保持生态

平衡、优化生态系统，抵御外来植物入侵并减少其造

成的危害。因此，保护上海现有生态系统，维持原生

植物种类的正常繁衍，扩大上海濒危少见植物种类

的种群数量，防范外来物种入侵，抑制有害植物在上

海的扩散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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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氧化活性呈正相关，说明黄酮类和酚酸类成分是

紫珠属植物的主要抗氧化物质。

(2)黄酮类成分的抗氧化能力与其苯环上的

3’，4，-邻二羟基结构有关，其它位上的羟基也起一定

作用(张红雨，1999)。紫珠属植物富含黄酮成分，且

大部分都具有酚羟基基团，如木犀草素及其配糖体、

芹菜素、槲皮素等多羟基黄酮化合物，因此具有较强

的清除自由基的能力。紫珠属植物常作为抗炎药物

进行研发，其显著的抗炎效果与抗氧化活性密切相

关。目前该属植物中的裸花紫珠、广东紫珠在I|缶床

抗炎消炎治疗上已取得较好的应用，相继开发出各

类产品，如裸花紫珠片、裸花紫珠胶囊、抗宫炎片等，

并且广东紫珠已收载于2010版中国药典中，而对于

同属其它植物，如红紫珠，其所含的黄酮均高于裸花

紫珠和广东紫珠，且目前研究和利用较少，因此作为

后备植物资源开发有着巨大的潜力。

(3)通过对7种常见紫珠属植物中总黄酮、总酚

酸含量以及抗氧化能力分析比较，可为该属植物的

开发与利用奠定基础，为今后的研发提供合理科学

依据，扩大可利用植物资源的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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