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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属一新名和一新种

王文采

(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系统与进化植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９３ )

摘　 要: 描述了自甘肃南部发现的葡萄属一新种ꎬ文县蘡薁(Ｖｉｔｉｓ ｗｅｎｘｉａｎｅｎｓｉｓ Ｗ. Ｔ. Ｗａｎｇ)ꎮ 此新种与特产浙

江的三出蘡薁[Ｖ. ｂｒｙｏｎｉｉｆｏｌｉａ Ｂｕｎｇｅ ｖａｒ. ｔｅｒｎａｔａ(Ｗ. Ｔ. Ｗａｎｇ)Ｃ. Ｌ. Ｌｉ]有很近的亲缘关系ꎬ二者可能是由蘡薁

(Ｖ. ｂｒｙｏｎｉｉｆｏｌｉａ Ｂｕｎｇｅ)衍生而出的一对姊妹群ꎮ 基于上述认识ꎬ将三出蘡薁由变种提升至种的等级ꎬ但由于存

在一个于 １８７１ 年发表的种名(Ｖ. ｔｅｒｎａｔａ Ｂａｋｅｒ)ꎬ因此ꎬ必须为三出蘡薁拟定一新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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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队到甘肃文县白水江流域考察当地植物区系ꎬ采集

到大量植物标本ꎬ最近ꎬ我鉴定了其中的葡萄科植物

标本ꎬ发现葡萄属(Ｖｉｔｉｓ Ｌ.)一新种ꎮ 现在本文发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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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全裂片的分裂与否ꎬ边缘牙齿和毛被等特征方

面存在区别ꎮ 作者认为此二近缘分类群可能是从蘡

薁(Ｖ. ｂｒｙｎｉｉｆｏｌｉａ Ｂｕｎｇｅ)衍生而出的一对姊妹群ꎬ并
基于这种认识将三出蘡薁从变种等级提升至种的

等级ꎮ
　 　 三出蘡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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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ｍ ｌｏｎｇｉꎬ ｇｌａｂｒｉ. Ｆｌｏｓ ｓｔａｍｉｎａｔｕｓ: ｃａｌｙｘ ｄｉｓｃｉｆｏｒｍｉｓꎬ
ｃｉｒｃ. ０.７ ｍｍ ｉｎ ｄｉａｍｅｔｒｏꎬｇｌａｂｅｒꎻｃｏｒｏｌｌａ ｇｌｏｂｏｓａꎬｃｉｒｃ.１
ｍｍ ｉｎ ｄｉａｍｅｔｒｏꎬｐｅｔａｌｉｓ ５ ｏｂｌｏｎｇｏ￣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ｉｓ ｃｉｒｃ. １.２ ｍｍ
ｌｏｎｇｉｓ ０.７ ｍｍ ｌａｔｉｓ ｇｌａｂｒｉｓꎻｓｔａｍｉｎａ ５ꎬｇｌａｂｒａꎬｆｉｌａｍｅｎｔｉｓ
０.３ ｍｍ ｌｏｎｇｉｓꎬａｎｔｈｅｒｉｓ ｏｂｌｏｎｇｉｓ ０.６ ｍｍ ｌｏｎｇｉｓꎻｄｉｓｃｕｓ
ｃｉｒｃ. ０.５ ｍｍ ｉｎ ｄｉａｍｅｔｒｏ.

小木质藤本ꎮ 茎暗褐色ꎬ近圆柱形ꎬ粗约 ２. ２
ｍｍꎬ无毛ꎻ枝长 ４~８ ｃｍꎬ粗 １.２ ｍｍꎬ与叶柄、花序梗

和花序轴均密被黄褐色短绒毛ꎬ有 ３ ~ ４ 节ꎮ 叶小ꎬ
有柄ꎻ叶片草质ꎬ轮廓心状五角形ꎬ长 ２ ~ ２.３ ｃｍꎬ宽
２~４ ｃｍꎬ３ 全裂ꎬ中央全裂片具短柄ꎬ狭菱形或菱形ꎬ
宽 ０.５~ １.１ ｃｍꎬ顶端急尖ꎬ边缘中部以上有极小齿ꎬ
不分裂ꎬ侧全裂片无柄ꎬ比中央全裂片短ꎬ斜狭卵形ꎬ
边缘有极小齿ꎬ不分裂ꎬ上面近无毛ꎬ下面密被白色

短绒毛ꎬ在中脉和侧脉上被淡黄褐色毛ꎻ托叶宽条

形ꎬ长 ３ ｍｍꎬ宽 １ ｍｍꎬ无毛ꎻ叶柄长 ０.７~１ ３ ｃｍꎮ 聚

伞圆锥花序与叶对生ꎬ长 ０.８ ~ ２.５ ｃｍꎬ宽 ０.４ ~ １.７
ｃｍꎬ有密集的花ꎻ花序梗长 ３ ~ ７ ｍｍꎻ苞片狭三角形

或条形ꎬ长 １~１.８ ｍｍꎬ无毛ꎻ花梗长 ０.５~０.８ ｍｍꎬ无
毛ꎮ 雄花:花萼盘形ꎬ直径约 ０.７ ｍｍꎬ无毛ꎻ花冠球

形ꎬ直径约 １ ｍｍꎬ花瓣 ５ꎬ长圆状椭圆形ꎬ长约 １.２
ｍｍꎬ宽 ０.７ ｍｍꎬ无毛ꎻ雄蕊 ５ꎬ无毛ꎬ花丝长 ０.３ ｍｍꎬ
花药长圆形ꎬ长 ０.６ ｍｍꎻ花盘直径约 ０.５ ｍｍꎮ

甘肃(Ｇａｎｓｕ): 文县(Ｗｅｎｘｉａｎ)ꎬ碧口(Ｂｉｋｏｕ)ꎬ
小团鱼河(Ｘｉａｏｔｕａｎｙｕｈｅ)ꎬａｌｔ. ６８０ ｍꎬ山坡灌丛( ｉｎ
ｂｕｓｈ ｏｎ ｓｌｏｐｅ)ꎬ藤本ꎬ叶背白色ꎬ花蕾绿色 ( ｖｉｎｅꎬ
ｌｅａｖｅｓ ｗｈｉｔｅ ａｂａｘｉａｌｌｙꎬｆｌｏｗｅｒ ｂｕｄｓ ｇｒｅｅｎ)ꎬ２００７￣０５￣０４ꎬ
白水江队(Ｂａｉｓｈｕｉｊｉａｎｇ Ｅｘｐｅｄ.) ４２２６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ꎬＰＥ).

本种与三出蘡薁(Ｖｉｔｉｓ ｓｉｎｏｔｅｒｎａｔａ Ｗ. Ｔ. Ｗａｎｇ)
在亲缘关系上很相近(二种的叶均 ３ 全裂ꎬ中央全

裂片有短柄ꎬ 侧全裂片无柄)ꎬ 但本种的叶较小ꎬ 所

５２２增刊 １　 　 　 　 　 　 　 　 　 　 　 　 　 　 王文采: 葡萄属一新名和一新种



图 １　 文县蘡薁　 Ａ. 花枝ꎻ Ｂ. 雄花ꎻ Ｃ. 雄蕊ꎮ
Ｆｉｇ. １　 Ｖｉｔｉｓ ｗｅｎｘｉａｎｅｎｓｉｓ Ｗ. Ｔ. Ｗａｎｇ　 Ａ.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ꎻ Ｂ. Ｓｔａｍｉｎａｔｅ ｆｌｏｗｅｒ ｂｕｄꎻ Ｃ. Ｓｔａｍｅｎ. ( ｆｒｏｍ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

有全裂片均不分裂ꎬ边缘有极小齿ꎬ下面密被白色短

绒毛而与后者相区别ꎮ 在三出蘡薁ꎬ叶较大ꎬ长达 ６
ｃｍꎬ宽达 ６.２ ｃｍꎬ全裂片边缘有明显牙齿ꎬ下面被较

稀疏的褐色柔毛ꎬ中央全裂片不分裂ꎬ侧全裂片不等

２ 浅裂ꎮ 此二种均与具 ３ 深裂叶ꎬ 叶背面常密被褐

色或白色短绒毛的蘡薁(Ｖ. ｂｒｙｏｎｉｉｆｏｌｉａ Ｂｕｎｇｅ) (自
我国西南和华南向北分布达北京一带ꎬ是我国葡萄

属中分布最广的种)有相近的亲缘关系ꎬ是在蘡薁

分布区的东侧和西侧分别由蘡薁分化而出的一对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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