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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描述了采自浙江南部庆元县的唇形科(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香科科属(Ｔｅｕｃｒｉｕｍ Ｌ.)一新种:庆元香科科

(Ｔ. ｑｉｎｇｙｕａｎｅｎｓｅ)ꎬ并附有线描图ꎮ 庆元香科科与峨眉香科科(Ｔ. ｏｍｅｉｅｎｓｅ)和香科科(Ｔ. ｓｉｍｐｌｅｘ)接近ꎬ与峨

眉香科科的区别在于其茎、花序轴和花梗均密被倒向短柔毛ꎬ花萼外面被短柔毛和腺点或腺毛ꎬ花冠外面密

被腺毛和柔毛ꎬ花柱疏被腺毛ꎻ与香科科的区别在于茎、花序轴和花梗均密被倒向短柔毛ꎬ花萼外面被短柔

毛和腺点或腺毛ꎬ下唇 ２ 齿狭三角形ꎬ先端急尖ꎬ花冠外面密被腺毛和柔毛ꎬ中裂片宽卵形ꎬ先端急尖ꎮ 基于

对茎、叶、花萼毛被的扫描电镜观察和 ＩＴＳ 序列的系统发育分析均支持庆元香科科作为独立的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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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 元 县 位 于 浙 江 西 南 部ꎬ 地 理 位 置 介 于

１１８°５０′—１１９°３０′ Ｅ、２７°２５′—２７°５１′ Ｎ 之间ꎮ 在

自然地理区划上ꎬ该县属浙西南中山区ꎬ境内地势

由东北向西南倾斜ꎬ主峰百山祖海拔 １ ８５６.７ ｍꎬ为
浙江省第二高峰ꎮ 气候受亚热带季风影响明显ꎬ
温暖湿润ꎬ四季分明ꎬ年平均气温 １７.４ ℃ ꎬ降水量

１ ７６０ ｍｍꎬ无霜期 ２４５ ｄꎮ 由于水热条件优越ꎬ生
境类型多样ꎬ植物种类丰富ꎬ是中国 ３５ 个生物多

样性优先保护区域之一的“武夷山生物多样性保

护优先区域” 的重要组 成 部 分 ( 环 境 保 护 部ꎬ
２０１５)ꎮ

早在 １９２４ 年ꎬ我国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秦仁

昌先生就曾到庆元杨桥一带考察ꎬ采集到了南方

铁杉(Ｔｓｕｇ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ｔｃｈｅ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陷脉悬钩

子(Ｒｕｂｕｓ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ｎｅｒｖｕｓ)等种的模式标本ꎮ 至 ２０
世纪末ꎬ先后有众多学者在庆元进行过植物区系

和 资 源 考 察ꎬ 发 现 了 百 山 祖 冷 杉 ( Ａｂｉｅｓ
ｂｅｓｈａｎｚｕｅｎｓｉｓ)、 百 山 祖 八 角 ( Ｉｌｌｉｃｉｕｍ ｊｉａｄｉｆｅｎｇｐｉ
ｖａｒ. ｂａｉｓｈａｎｅｎｓｅ )、 百 山 祖 玉 山 竹 ( Ｙｕｓｈａｎｉａ
ｂａｉｓｈａｎｚｕｅｎｓｉｓ )、 百 山 祖 蹄 盖 蕨 ( Ａｔｈｙｒｉｕｍ
ｂａｉｓｈａｎｚｕｅｎｓｅ )、 庆 元 复 叶 耳 蕨 ( Ａｒａｃｈｎｉｏｄｅｓ
ｇｒａｄａｔａ)、庆元冬青( Ｉｌｅｘ ｑｉｎｇｙｕａｎｅｎｓｉｓ)、庆元华箬

竹( Ｓａｓａ ｑｉｎｇｙｕａｎｅｎｓｉｓ) 等新种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随
着浙江凤阳山－百山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与相关科研院所对该区域生物多样性的持续调查

研究ꎬ特别是 ２０１４ 年«浙江植物志(新编)»编研项

目的开展ꎬ科研人员在该区域取得了生物多样性

研究的系列成果ꎬ先后发现了拟三穗薹草(Ｃａｒｅｘ
ｐｓｅｕｄｏｔｒｉｓｔａｃｈｙａ)和朝芳薹草(Ｃ. ｃｈａｏｆａｎｇｉｉ) (金孝

锋等ꎬ２００４)、尾叶含笑(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ｃａｕｄａｔａ) (吴夏华

等ꎬ２０１５)等新种ꎻ高氏薹草(Ｃａｒｅｘ ｋａｏｉ) (金孝锋

等ꎬ２００４)、林地通泉草(Ｍａｚｕｓ ｓａｌｔｕａｒｉｕｓ) (金孝锋

等ꎬ２００９)、福建堇菜(Ｖｉｏｌａ ｋｏｓａｎｅｎｓｉｓ)和亮毛堇菜

(Ｖ. ｌｕｃｅｎｓ) (刘宝权等ꎬ２０１１)、政和杏( 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ａ
ｚｈｅｎｇｈｅｅｎｓｉｓ) ( 张 方 钢 等ꎬ ２０１７ )、 尼 泊 尔 酸 模

(Ｒｕｍｅｘ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 ( 杨 少 宗 等ꎬ ２０１７ )、 朱 砂 藤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ｅ) (刘西和陈贤兴ꎬ２０１７)、西
桦(Ｂｅｔｕｌａ ａｌｎｏｉｄｅｓ) (吴家凛等ꎬ２０１８)等浙江新记

录种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ꎬ笔者在该县西

南部的五岭坑林区发现了一种唇形科香科科属的

存疑植物ꎬ经查阅相关文献(«中国植物志»、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等)和形态特征比较ꎬ以及扫描电镜观察

和 ＩＴＳ 序列分析ꎬ确定其为新种ꎬ现予以报道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用于茎、叶片表面和花萼的扫描电镜观察材

料均来源于腊叶标本ꎬ其中新种庆元香科科凭证

标本 (徐 跃 良 ｘｕ７２５ ) 和 峨 眉 香 科 科 ( Ｔｅｕｃｒｉｕｍ
ｏｍｅｉｅｎｓｅ)凭证标本(方志强 １９０９０９)存放于浙江自

然博物馆( ＺＭ)ꎬ香科科( Ｔ. ｓｉｍｐｌｅｘ)的凭证标本

(毛品一 ２４７) 存放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ＰＥ)ꎮ
用于系统发育分析的 ４ 个峨眉香科科个体均

采自四川峨眉山ꎬ凭证标本为方志强 １９０９０９、
１９０９１０、１９０９１１、１９０９１２ꎻ２ 个庆元香科科个体均采

自浙江庆元五岭坑ꎬ凭证标本徐跃良 ｘｕ７２５ꎬ均存

放于 ＺＭꎮ 其他种 ＩＴＳ 序列在 Ｇｅｎｂａｎｋ 中下载ꎬ登
录号 信 息 如 下: 四 棱 草 ( Ｓｃｈｎａｂｅｌｉａ ｏｌｉｇｐｈｙｌｌａ )
[ＡＦ４７７７８９]、二齿香科科 ( Ｔｅｕｃｒｉｕｍ ｂｉｄｅｎｔａｔｕｍ)
[ ＡＦ４７７７９０ ]、 穗 花 香 科 科 ( Ｔ.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
[ＪＮ５７５３９８]、血见愁( Ｔ. ｖｉｓｃｉｄｕｍ) [ＫＹ０８２７９７]、
秦岭香科科(Ｔ. ｔｓｉｎｌｉｎｇｅｎｓｅ) [ＭＨ７１１５９６]、铁轴草

(Ｔ. ｑｕａｄｒｉｆａｒｉｕｍ) [ ＪＮ５７５４２３]、蒜味香科科 ( Ｔ.
ｓｃｏｒｄｉｕｍ ) [ ＪＮ５７５４２９ ]、 沼 泽 香 科 科 ( Ｔ.
ｓｃｏｒｄｉｏｉｄｅｓ) [ＫＴ００６８５３]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扫描电镜观察 　 剪取成熟、健康个体的叶

片、花萼和茎的上部ꎬ粘于样品台上ꎬ喷金后用

Ｈｉｔａｃｈｉ ＳＵ８０１０ 扫 描 电 子 显 微 镜 观 察ꎬ 并 拍 摄

照片ꎮ
１.２.２ ＤＮＡ 提取和 ＰＣＲ 扩增　 用于 ＤＮＡ 提取的干

燥叶片粉碎后用 ＴＩＡＮＧＥＮ 的植物基因组试剂盒

提取样品总 ＤＮＡꎮ
ＰＣＲ 扩增总反应体系为 ２５ μＬ:２×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Ｍｉｘ

１２.５ μＬꎬ上下游引物 ＩＴＳ１(５′￣ＡＧＡＡＧＴＣＧＴＡＡＣＡＡ
ＧＧＴＴＴＣＣＧＴＡＧＧ￣３′)与 ＩＴＳ４(５′￣ＴＣＣＴＣＣＧＣＴＴＡＴＴ
ＧＡＴＡＴＧＣ￣３′)各 １ μＬ(１０ μｍｏｌＬ￣１)ꎬｇｅｎｏｍｉｃ Ｄ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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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μＬꎬＧｏｌｄｅｎ ＤＮＡ 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２.５ ＵμＬ￣１)０.３ μＬꎬ
ｄｄＨ２Ｏ ９.２ μＬꎮ ＰＣＲ 反应程序如下:ＤＮＡ 模板 ９４
℃预变性 ３ ｍｉｎꎬ９４ ℃变性 ３０ ｓꎬ５５ ℃退火 ３０ ｓ 和

７２ ℃延伸 １ ｍｉｎ(循环 ３５ 个)ꎬ７２ ℃总延伸 ５ ｍｉｎꎮ
扩增产物凝胶电泳检测后送生物公司双向测序ꎮ
１.２. ３ 系统发育分析 　 测序所得的 ａｂ１ 文件用

ＳｅｑＭａｎ 拼接ꎬ用 ＭＡＦＦＴ ７ 进行序列比对ꎬ并在

Ｍｅｇａ ７ 中对比后的序列前后进行剪切和手动调

整ꎮ Ｊｍｏｄｅｌｔｅｓｔ ２.１.３ 检测最佳的核苷酸替代模型

为 ＧＴＲ＋Ｇꎮ 以四棱草为外类群构建系统发育树ꎬ
利用 Ｍｒｂａｙｅｓ ３. ２. ６ 构 建 贝 叶 斯 树ꎬ 用 ＭＣＭＣ
(Ｍａｒｋｏｖ Ｃｈａｉｎ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算法搜索 １０７代ꎬ每隔

１ ０００ 代取一次样ꎬ舍弃起始的２ ５００棵不稳定的

树ꎮ 利 用 ＰＡＵＰ ４. ０ｂ１０ 构 建 ＭＰ ( Ｍａｘｉｕｍ
Ｐａｒｓｉｏｍｏｎｙ)树ꎬ采用启发式搜索序列随机加入ꎬ利
用１ ０００次靴带分析(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以确定各

分支的可信度ꎬ同时计算一致性指数 ＲＩ 和保留性

指数 ＣＩꎮ 构建的系统发育树用 Ｆｉｇｔｒｅｅ 查看和

编辑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扫描电镜

扫描电镜观察了新种庆元香科科、香科科及

峨眉香科科的茎上部、叶片两面和花萼筒外面的

毛被ꎬ如图 １ 所示ꎮ 庆元香科科茎上部被倒向短

柔毛(沿棱尤为明显)ꎬ叶片两面被明显的微柔毛

和腺点ꎬ花萼筒亦被微柔毛和腺点(图 １:Ａ－Ｄ)ꎮ
峨眉香科科茎被短柔毛ꎬ叶片两面几无毛但有腺

点ꎬ萼筒具腺点(图 １:Ｅ－Ｈ)ꎮ 香科科的茎上被长

短不一的柔毛ꎬ叶片两面被长柔毛及腺点ꎬ萼筒具

腺点(图 １:Ｉ－Ｌ)ꎮ
三个种的茎、叶片两面和萼筒的毛被存在明

显的区别ꎮ
２.２ 系统发育分析

ＩＴＳ 比对后长度为 ６１２ ｂｐꎬ变异位点 ５７ 个ꎬ有
效信息位点 ３２ 个ꎮ 构建的贝叶斯树和 ＭＰ 树树形

一致ꎬ文中只提供 ＭＰ 树的拓扑结构(图 ２)ꎬＭＰ 树

步长为 １８７ꎬＣＩ 值和 ＲＩ 值分别为 ０.８５６ 和 ０.８８６ꎮ
系统发育分析显示ꎬ峨眉香科科与新种庆元香科

科具有近缘关系ꎬ但能明显区分ꎬ庆元香科科独立

种的地位得到较好支持ꎮ
庆元香科科　 新种　 图 ３:Ａ－Ｆ
Ｔｅｕｃｒｉｕｍ ｑｉｎｇｙｕａｎｅｎｓｅ Ｄ. Ｌ. Ｃｈｅｎꎬ Ｙ. Ｌ. Ｘｕ

ｅｔ Ｂ. Ｙ. Ｄｉｎｇꎬ ｓｐ. ｎｏｖ. 　 Ｆｉｇ. ３: Ａ－Ｆ
Ｔｈｉｓ ｎｅ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Ｔｅｕｃｒｉｕｍ ｏｍｅｉｅｎｓｅ

Ｓｕｎ ｅｘ Ｓ. Ｃｈｏｗ ａｎｄ Ｔ. ｓｉｍｐｌｅｘ Ｖａｎｉｏｔꎬ ｂｕｔ ｉｔ ｄｉｆｆ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ｉｎ ｈａｖｉｎｇ ｓｔｅｍｓꎬ ｒａｃｈ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ｄｉｃｅｌｓ
ｄｅｎｓｅｌｙ ｒｅｔｒｏｒｓｅ￣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ｔꎬ ｃａｌｉｃｅｓ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ｔ
ａｎｄ ｇｌａｎｄｕｌａｒ ｏｒ ｇｌａｎｄｕｌｏｓｅꎬ ｃｏｒｏｌｌａ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ｄｅｎｓｅｌｙ
ｇｌａｎｄｕｌｏｓｅ ａｎｄ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ｔꎬ ｓｔｙｌｅｓ ｓｐａｒｓｅｌｙ
ｇｌａｎｄｕｌｏｓｅ. Ｉｔ ｄｉｆｆ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ｉｎ ｈａｖｉｎｇ ｓｔｅｍｓꎬ
ｒａｃｈ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ｄｉｃｅｌｓ ｄｅｎｓｅｌｙ ｒｅｔｒｏｒｓｅ￣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ｔꎬ
ｃａｌｉｃｅｓ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ｔ ａｎｄ ｇｌａｎｄｕｌａｒ ｏｒ ｇｌａｎｄｕｌｏｓｅꎬ
２ ｔｅｅｔｈ ｏｆ ｌｏｗｅｒ ｌｉｐ ｎａｒｒｏｗｌｙ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ꎬ ａｐｅｘ ａｃｕｔｅꎬ
ｃｏｒｏｌｌａ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ｄｅｎｓｅｌｙ ｇｌａｎｄｕｌｏｓｅ ａｎｄ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ｔ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ｌｏｂｅ ｂｒｏａｄｌｙ ｏｖａｔｅꎬ ａｐｅｘ ａｃｕｔｅ.

Ｔｙｐｅ: Ｃｈｉｎａ.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浙江)ꎬ Ｑｉｎｇｙｕａｎ (庆
元)ꎬ Ａｎ’ ｎａｎ (安南)ꎬ Ｗｕｌｉｎｇｋｅｎｇ ( 五 岭 坑)ꎬ
ａｌｔ. ７００ ｍꎬｍｏｉｓｔ ｐｌａｃｅ ａｌｏｎｇ ｓｔｒｅａｍꎬ ５ Ａｕｇ. ２０１８ꎬ
Ｙ.Ｌ. Ｘｕ ｅｔ ａｌ. (徐跃良等) Ｘｕ７２５ (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 ＺＭꎻ
ｉｓｏｔｙｐｅｓ: ＰＥꎬ ＨＴＣꎬ ＺＭ) .

多年生草本ꎬ高 ２０ ~ ５０ ｃｍꎬ具细长的根状茎ꎮ
茎直立或基部平卧ꎬ基部直径 ２ ~ ３.５ ｍｍꎬ四棱形ꎬ
密被倒向短柔毛ꎮ 叶对生ꎬ叶片卵形或卵状披针

形ꎬ长 ３ ~ ９ ｃｍꎬ宽 １.８ ~ ３.５ ｃｍꎬ先端急尖或钝ꎬ基
部宽楔形ꎬ边缘具钝锯齿ꎬ侧脉 ４ ~ ６ 对ꎬ连同中脉

在上面稍凹ꎬ上面被微柔毛ꎬ下面脉上具短柔毛ꎬ
两面均有腺点ꎻ叶柄长 １ ~ ３ｃｍꎬ疏被短柔毛ꎮ 轮伞

花序具 ２ 花ꎬ组成总状花序ꎬ长 ５ ~ １２ ｃｍꎬ花序轴、
花梗均密被倒向短柔毛ꎬ花梗长 ２ ~ ３ ｍｍꎮ 花序基

部苞叶叶状ꎬ卵形ꎬ长达 ３.５ ｃｍꎬ宽达 ２ ｃｍꎬ向上渐

小成苞片状ꎬ卵状披针形ꎬ长 ６ ~ ８ ｍｍꎬ宽 ３ ~ ５
ｍｍꎬ具短柄ꎻ花萼钟形ꎬ长 ６ ~ ６. ５ ｍｍꎬ直径 ２ ~ ３
ｍｍꎬ二唇形ꎬ萼筒长约 ４ ｍｍꎬ外面被短柔毛和腺点

或有腺毛ꎬ内面喉部具一圈睫毛状毛环ꎬ上唇 ３
齿ꎬ中齿大ꎬ肾圆形ꎬ先端具小突尖ꎬ宽约 ３ ｍｍꎬ略
过于长ꎬ侧齿小ꎬ斜三角形ꎬ下唇 ２ 齿狭三角形ꎬ长
约 ２ ｍｍꎬ先端急尖ꎬ与上唇中齿近等长ꎻ花冠白

色ꎬ长 １.６ ~ １.７ ｃｍꎬ花冠筒长 ０.７ ~ ０.９ ｃｍꎬ 外面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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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Ｄ. 庆元香科科ꎻ Ｅ－Ｈ. 峨眉香科科ꎻ Ｉ－Ｌ. 香科科ꎮ ＡꎬＥꎬ Ｉ. 茎的毛被ꎻ ＢꎬＦꎬＪ. 叶片上面毛被ꎻ ＣꎬＧꎬＫ. 叶片下面毛被ꎻ Ｄꎬ
ＨꎬＬ. 花萼外面毛被ꎮ
Ａ－Ｄ. Ｔｅｕｃｒｉｕｍ ｑｉｎｇｙｕａｎｅｎｓｅꎻ Ｅ－Ｈ. Ｔ. ｏｍｅｉｅｎｓｅꎻ Ｉ－Ｌ. Ｔ. ｓｉｍｐｌｅｘ. Ａꎬ Ｅꎬ Ｉ. Ｓｔｅｍ ｉｎｄｕｍｅｎｔｕｍꎻ Ｂꎬ Ｆꎬ Ｊ. Ｉｎｄｕｍｅｎｔｕｍ ｏｎ ａｄａｘｉ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ꎻ
Ｃꎬ Ｇꎬ Ｋ. Ｉｎｄｕｍｅｎｔｕｍ ｏｎ ａｂａｘｉ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ꎻ Ｄꎬ Ｈꎬ Ｌ. Ｉｎｄｕｍｅｎｔｕｍ ｏｎ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ｏｆ ｃａｌｉｃｅｓ.

图 １　 庆元香科科与近缘种毛被的扫描电镜
Ｆｉｇ.１　 Ｉｎｄｕｍｅｎｔｕｍ ｏｎ ｓｔｅｍｓꎬ ｌｅａｆ ｂｌａｄ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ｌｉｃｅｓ ｏｆ Ｔｅｕｃｒｉｕｍ ｑｉｎｇｙｕａｎｅｎｓ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ＳＥＭ

支上部数字表示自展支持率ꎬ支下部数字表示贝叶斯后验概率ꎮ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ａｂｏｖｅ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ｐａｒｓｉｍｏｎｙ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ＢＰ)ꎬ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ｂｅｌｏｗ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ａｒｅ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Ｐ).

图 ２　 基于 ＩＴＳ 的庆元香科科及其近缘种 ＭＰ 树
Ｆｉｇ. ２　 ＭＰ ｔｒｅｅ ｏｆ Ｔｅｕｃｒｉｕｍ ｑｉｎｇｙｕａｎｅｎｓ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ＴＳ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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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植株ꎻ Ｂ. 茎上毛被ꎻ Ｃ. 花ꎻ Ｄ. 花萼ꎻ Ｅ. 花冠及雄蕊ꎻ Ｆ. 小坚果ꎮ (金孝锋绘)
Ａ. Ｐｌａｎｔꎻ Ｂ. Ｓｔｅｍ ｉｎｄｕｍｅｎｔｕｍꎻ Ｃ. Ｆｌｏｗｅｒꎻ Ｄ. Ｃａｌｙｘꎻ Ｅ. Ｃａｒｏｌｌａ ａｎｄ ｓｔａｍｅｎｓꎻ Ｆ. Ｎｕｔｌｅｔ. (Ｄｒａｗｎ ｂｙ ＪＩＮ Ｘｉａｏｆｅｎｇ)

图 ３　 庆元香科科
Ｆｉｇ. ３　 Ｔｅｕｃｒｉｕｍ ｑｉｎｇｙｕａｎｅｎ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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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腺毛和柔毛ꎬ内面被柔毛ꎬ唇片与冠筒成直角伸

出ꎬ长约 １ ｃｍꎬ外面密被腺毛ꎬ内面疏被腺毛ꎬ裂片

５ꎬ中裂片大ꎬ宽卵形ꎬ先端急尖ꎬ侧裂片钻状披针

形ꎻ雄蕊 ４ꎬ二强雄蕊ꎬ先端上弯ꎬ长的一对花丝长

１.３ ｃｍꎬ下部贴生于花冠筒ꎬ短的一对花丝长约 ０.８
ｃｍꎬ疏被柔毛和腺毛ꎬ花药桔红色ꎻ花柱长约 １. ５
ｃｍꎬ顶端相等 ２ 裂ꎬ疏被腺毛ꎬ子房无毛ꎮ 小坚果

卵球形ꎬ土黄色ꎬ长约 １.５ ｍｍꎬ直径约 １.３ ｍｍꎬ具
网纹ꎮ

Ｃｈｉｎａ.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浙江)ꎬ Ｑｉｎｇｙｕａｎ (庆元)ꎬ
Ａｎ’ｎａｎ (安南)ꎬ Ｗｕｌｉｎｇｋｅｎｇ (五岭坑)ꎬ ａｌｔ. ７５０
ｍꎬ 沟谷林下ꎬ ２５ Ｏｃｔ. ２０１７ꎬ Ｆ.Ｇ.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张
方钢等) ５７１ ( ＺＭ)ꎻ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ꎬ 山谷溪边ꎬ
ａｌｔ. ｃａ. ６５０ ｍꎬ ５ Ａｕｇ. ２０１８ꎬ Ｙ.Ｌ. Ｘｕ ｅｔ ａｌ. (徐跃

良等) Ｘｕ７２６ ( ＺＭꎬ ＨＴＣ)ꎻ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ꎬ 山谷

溪边ꎬ ２６ Ｓｅｐ. ２０１８ꎬ Ｆ.Ｇ.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Ｙ.Ｌ. Ｘｕ (张方

钢、 徐 跃 良 ) １０８３ ( ＺＭ )ꎻ Ｑｉｎｇｙｕａｎ ( 庆 元 )ꎬ
Ｍｅｎｇｚｈｏｕ (濛洲)ꎬ Ｘｉａｔａｎ (下滩)ꎬ 古道边草丛ꎬ
２６ Ｓｅｐ. ２０１８ꎬ Ｙ.Ｌ. Ｘｕ ｅｔ Ｆ.Ｇ. Ｚｈａｎｇ (徐跃良、张
方钢) １１０２ (ＺＭ) .

本种外形与香科科(Ｔｅｕｃｒｉｕｍ ｓｉｍｐｌｅｘ)和峨眉

香科科(Ｔ. ｏｍｅｉｅｎｓｅ)相似(吴征镒和李锡文ꎬ１９７７ꎻ
Ｌｉ ＆ Ｈｅｄｇｅꎬ１９９４)ꎬ但香科科的茎、花序轴和花梗

均被开展的长柔毛ꎻ叶片两面疏生长柔毛ꎻ花萼外

面被疏柔毛ꎬ下唇 ２ 齿钻状锥形ꎬ先端尾状渐尖ꎻ
花冠外面被疏柔毛ꎬ中裂片卵圆形ꎬ先端圆形ꎮ 峨

眉香科科的茎和叶柄近无毛ꎻ叶片除下面脉有毛

外ꎬ其他无毛ꎻ花萼疏生短柔毛ꎻ花冠外被短柔毛ꎬ
花柱疏被微柔毛ꎮ 容易区别ꎮ

致谢　 承蒙浙江自然博物院张方钢研究员、
温州大学胡仁勇副教授、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医学

院王健生先生参加野外调查和标本采集ꎬ中国科

学院植物研究所周世良研究员和覃海宁研究员查

阅香科科和峨眉香科科的标本ꎬ谨致谢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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