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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茜草属为茜草科模式属，全球约 ８０ 种，中国有近一半的物种，是茜草属的重要分布中心，大部分隶属于

ｓｅｃｔ． Ｏｌｉｇｏｎｅｕｒａ。 但是，该组内各种间的形态特征错综复杂，依靠单个性状不易划定种间界限。 该研究在全面衡

量 ｓｅｃｔ． Ｏｌｉｇｏｎｅｕｒａ 组内各种间形态特征的基础上，选取该组 ２０ 种共 １７１ 份标本，对其 ３ 个数量性状和 ２８ 个定性

性状进行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 结果表明：在主成分分析中，前 ３ 个主成分累积贡献率有 ４６．８８％，性状的累积

贡献率增长并不明显，但该结果仍与聚类分析结果一致。 对前 ３ 个主成分贡献较大的特征包括叶形（叶长宽

比）、叶柄长度、叶脉、每轮叶片数和生活型等，这些形态性状也是该属传统分类学中重要的物种鉴定特征。 该研

究结果与分子系统发育结果基本一致，支持该组内 ｓｅ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ｓ、Ｒ． ｍａｎｄｅｒｓｉｉ ｇｒｏｕｐ、Ｒ． ａｎｇｕｓｔｉｓｓｉｍａ ｇｒｏｕｐ 和

Ｒ． ｓｉａｍｅｎ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 类群的划分，但并不支持 ｓｅｒ．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ｅ 单独成系。 ｓｅｃｔ． Ｏｌｉｇｏｎｅｕｒａ 内除少数物种外，大部分物

种界限均比较清晰。 形态计量学研究为 ｓｅｃｔ． Ｏｌｉｇｏｎｅｕｒａ 甚至茜草属的物种鉴定与划分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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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草属（Ｒｕｂｉａ Ｌ．）为茜草科茜草族的模式属，
茜草族是茜草科下唯一的以温带为分布中心的族

（Ｒｏｂｂｒｅｃｈｔ， １９８８； Ｒｏｂｂｒｅｃｈｔ ＆ Ｍａｎｅｎ， ２００６）。 茜

草属约 ８０ 种，为旧世界分布，我国是茜草属重要的

分布中心，分布有近一半的物种（３８ 种，其中 ２０ 个

为特有种）。 茜草属植物主要为多年生草本、灌木

或亚灌木，通常被糙毛或小皮刺，茎具棱或翅，叶具

柄或无柄，通常具 ４～６ 片（或多于 １０）的假轮生叶，
少数叶对生，且具柄间托叶，叶脉为掌状脉，羽状脉

或仅具一条主脉；花冠辐射或近钟状，５ 裂，极少数

为 ４ 裂；雄蕊 ５ 或偶为 ４，着生于花冠管上，子房二

室或退化为一室，每室一胚珠，肉质浆果 ２ 裂（Ｃｈｅｎ
＆ Ｅｈｒｅｎｄｏｒｆｅｒ， ２０１１）。

茜草属植物在形态性状上变异很大。 通常依据

生活型和叶脉类型把茜草属分为两个组：ｓｅｃｔ． Ｏｌｉｇｏ⁃
ｎｅｕｒａ 和 ｓｅｃｔ． Ｒｕｂｉａ ｓ． ｌ．。 前者主要为多年生草本，叶
片具掌状脉 ３～７ 条或更多，叶具长叶柄、无柄或近无

柄；后者主要为多年生草本，少数为小灌木或灌木，叶
具有一条主脉或羽状脉。 这两个组的划分也得到了

分子系统学证据的支持（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ｓｅｃｔ．
Ｒｕｂｉａ 在我国分布较少，只有 ７ 个种，且分子和形态学

特征都强烈支持该组的划分，组下各种的界限也比较

清晰 （ Ｐｏｙａｒｋｏｖ， ２０００； Ｃｈｅｎ ＆ Ｅｈｒｅｎｄｏｒｆｅｒ， ２０１１；
Ｅｈｒｅｎｄｏｒｆｅｒ， ２０１４；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然而，ｓｅｃｔ． Ｏｌｉ⁃
ｇｏｎｅｕｒａ 在我国分布多达 ３１ 种，该组内各种间的形态

特征错综复杂，种内变异很大，加上茜草属内可能存

在杂交，依靠单个的或者少数几个形态特征很难划定

种间界限，因此仅基于传统分类学方法来确定该组下

各种的界限很困难（Ｃｈｅｎ ＆ Ｅｈｒｅｎｄｏｒｆｅｒ， ２０１１）。 此

外，由于 ｓｅｃｔ． Ｏｌｉｇｏｎｅｕｒａ 在我国分布类群较多，且变

异较大，在英文版中国植物志中，Ｃｈｅｎ ＆ Ｅｈｒｅｎｄｒｆｅｒ
（２０１１ ） 建 议： 该 组 除 包 括 ｓｅｒ．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ｅ、 ｓｅ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ｓ 以外，还应包括 Ｒ． ｍａｎｄｅｒｓｉｉ ｇｒｏｕｐ、Ｒ． ａｎｇｕｓ⁃
ｔｉｓｓｉｍａ ｇｒｏｕｐ 和 Ｒ． ｓｉａｍｅｎ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它们的分类地位与

系等同，但这种建议主要基于形态性状。
最近我们对中国茜草属植物进行了分子系统学

研究（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研究结果强烈支持茜草属的

单系地位，并且茜草属与分布于美洲的 Ｄｉｄｙｍａｅａ
Ｈｏｏｋ 互为姐妹类群，二者共同构成茜草族其它类群

的姐妹类群，这与之前的研究相一致（Ｍａｎｅ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４； Ｍａｎｅｎ ＆ Ｎａｔａｌｉ， １９９５； Ｎａｔａｌｉ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５；
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 ＆ Ｒｏｖａ， １９９９； Ｓｏｚａ ＆ Ｏｌｍｓｔｅａｄ， ２０１０）。
此外研究结果还支持茜草属下划分为两组，即

ｓｅｃｔ． Ｏｌｉｇｏｎｅｕｒａ 和 ｓｅｃｔ． Ｒｕｂｉａ ｓ． ｌ．，并且也得到了形

态及地理分布证据的支持，但研究结果并没有很好地

解决 ｓｅｃｔ． Ｏｌｉｇｏｎｅｕｒａ 内的系统关系。 该组内出现了

大量的平行分支，并且 ｓｅｃｔ． Ｏｌｉｇｏｎｅｕｒａ 下最大的

ｓｅｒ．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ｅ 不是单系类群，其下的物种穿插于其

它各系中，因此并没有很好地支持英文版中国植物志

中对 ｓｅｃｔ． Ｏｌｉｇｏｎｅｕｒａ 下的 分 类 划 分 建 议，但 Ｒ．
ｍａｎｄｅｒｓｉｉ ｇｒｏｕｐ、Ｒ． ａｎｇｕｓｔｉｓｓｉｍａ ｇｒｏｕｐ 两个类群都得

到了分子证据的支持（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Ｓｅｃｔ． Ｏｌｉｇｏｎｅｕｒａ 种类之间形态变异较大，且各

种间形态性状存在一定的交叉，故各种间依据个别

的形态数据来区分很容易混淆，给分类学研究带来

了困难，但一些较为稳定的形态性状对该组植物的

分类学研究还是具有重要的意义，如叶片着生方式

和叶柄长度等。 ｓｅｃｔ． Ｏｌｉｇｏｎｅｕｒａ 内多数种通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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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片（或多于 ６）的假轮生叶，如林生茜草［Ｒ． ｓｙｌ⁃
ｃａｔｉｃａ （Ｍａｘｉｍｏｗｉｃｚ）Ｎａｋａｉ］，也有部分叶对生，且具

有典型的叶柄间托叶 （如对叶茜草 Ｒ． ｓｉａｍｅｎｓｉｓ
Ｃｒａｉｂ）。 茜草属植物叶柄长度变异较大，有的长达

数厘米（如金剑草 Ｒ． ａｌａｔａ Ｗａｌｌｉｃｈ），有的无柄或近

无柄（如红花茜草 Ｒ． ｈａｅｍａｔａｎｔｈａ Ａｉｒｙ Ｓｈａｗ），叶柄

长度是茜草属中相对稳定的一个形态性状，通常作

为茜草属下分类依据；此外，其它常用来作为分类

依据的性状还有叶形、叶脉数、叶基形状、花冠裂片

形状和颜色、花丝着生位置等。
形态学性状一直是植物分类学研究的基础，传

统的形态研究与计算机技术结合，形成了数量分类

学，现发展成为形态计量学，使生物分类学正逐渐

从定性描述向精确的、定量的高水平发展。 目前，
形态计量学（或数量分类学）已被广泛应用于科、
属、种下的分类（徐克学和李德中， １９８３； 彭焱松

等， ２００７； 周兰英等， ２００９；张永增等， ２０１６）。 形

态计量学的广泛应用为植物分类研究提供了客观

依据。 本研究利用形态计量学研究来探讨中国茜

草属 ｓｅｃｔ． Ｏｌｉｇｏｎｅｕｒａ 内各系及种间的分类学问题，
为 ｓｅｃｔ． Ｏｌｉｇｏｎｅｕｒａ 内各系和种间的分类学处理提供

更多的证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以中国茜草属 ｓｅｃｔ． Ｏｌｉｇｏｎｅｕｒａ 的 ２０ 个种为分

类单位（表 １），代表了本组内所有可能的组下分类

单元，如 ｓｅｒ．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ｅ、ｓｅ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ｓ、Ｒ． ｍａｎｄｅｒｓｉｉ
ｇｒｏｕｐ、Ｒ． ａｎｇｕｓｔｉｓｓｉｍａ ｇｒｏｕｐ、Ｒ． ｓｉａｍｅｎ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 都有

相应的代表类群。 性状数据主要来自昆明植物研

究所 标 本 馆 （ ＫＵＮ）、 华 南 植 物 研 究 所 标 本 馆

（ＩＢＳＣ）、广西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ＩＢＫ）馆藏标本以

及野外采集的标本，部分性状来自野外观察，少数

定性的性状来自文献。
１．２ 测量与统计分析方法

利用刻度尺测量获得长度等数据，定性性状采

用直接观测或使用放大镜、解剖镜进行观察。 以

ｓｅｃｔ． Ｏｌｉｇｏｎｅｕｒａ 下的 ２０ 个种为分类单位，查阅大量

植物标本，综合野外观察以及文献研究后选定 ３１ 个

性状指标（表 ２）进行形态计量分析，所选性状涵盖

了茜草属中具有分类价值的全部性状，这些性状也

大都是茜草属下分类的重要依据。 仅极少数性状

存在个体间的变异，但在大量的样本中这些性状是

相对稳定的，故我们在进行性状测量、统计时，如果

标本数量允许的条件下均会选取尽可能多的样本

进行测量、统计，从而得到更为客观的结果。 每个

分类单位所测量标本数为 ５ ～ ２０ 份，极少数因馆藏

标本数量太少以实测标本数为准，本研究共测定标

本 １７１ 份（表 １）。 数量性状测量的原始数据来自于

每份标本每个性状测定的 ２ ～ ６ 个数据的平均数。
我们将测量的 ２０ 种，共 １７１ 份标本，作为 １７１ 个分

类运算单位（ＯＵＴ）。 通过分析整理标本的观察测

量结果和原始记录，对 ２８ 个表型性状分别进行编

码，其中二元性状 １５ 个，编码为 ０，１；多元性状 １３
个；数量性状 ３ 个（表 ２）。 对所有性状数据进行无

序处理，任何两个性状状态间的距离相等。 用“？”
代表不详或未知的性状。

上述 整 理 所 得 矩 阵 利 用 ＮＴＳＹＳ⁃ｐｃ ２． １０ｅ
（Ｒｏｈｌｆ， １９９４）软件进行分析。 原始数据利用 Ｓｔａｎｄ⁃
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模块完成标准化，标准化矩阵通过 Ｓｉｍｉｎｔ
模块计算基于欧氏距离（Ｅｕｃｌｉｄｅａｎ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的分类

单元的相关系数，然后利用 ＳＨＡＮ 模块基于 ＵＰＧＭＡ
（ Ｕｎ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Ｐａｉｒ Ｇｒｏｕｐ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ｉｔｈ 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
Ｍｅａｎ）算法对各分类单元进行聚类分析，利用 Ｅｉｇｅｎ
模块进行主成分分析（ＰＣＡ），同时获得特征根和特

征向量，在 Ｍｏｄ ３Ｄ 模块下完成三维散点图的绘制

（张永增等， ２０１６）。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聚类分析

图 １ 为中国茜草属 ｓｅｃｔ． Ｏｌｉｇｏｎｅｕｒａ 的聚类分析

图，对各级分支分析发现，该组内除 ｓｅｒ．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ｅ
不是单系类群外，其余均能构成独立分支。 根据结

合线法（陈守良等， １９８３；徐克学和李德中， １９８３），
在第 １３３ 次至第 １３４ 次聚合时分类单元间结合值出

现最大的“数值飞跃”，在飞跃位置的中点处取等级

分界值，取在欧氏距离值为 ０．６３７ 处，从简约树中可

以明确地看到 ｓｅｃｔ． Ｏｌｉｇｏｎｅｕｒａ 下可稳定地分为 ９ 大

表征群 （ 图 １ ） 。表征类群 Ａ仅包括 Ｒ ． ｍａｎｄｅｒｓｉｉ
ｇｒｏｕｐ的类群 ；表征类群 Ｂ对应于 Ｒ ． ａｎｇｕｓｔｉｓｓｉ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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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本研究所测量标本的信息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分类群
Ｔａｘｏｎ

采集地点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凭证标本
Ｖｏｕｃｈｅｒ ａｎｄ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分类群
Ｔａｘｏｎ

采集地点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凭证标本
Ｖｏｕｃｈｅｒ ａｎｄ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东南茜草
Ｒ． ａｒｇｙｉ

中国 浙江 丽水
Ｌｉｓｈｕｉ，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Ｃｈｉｎａ

章绍尧
６４７９（ＫＵＮ）

Ｒ． ｍｅｍｂｒａｎａｃｅａ
金线草

中国 四川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ｚｈｏｕ１２８７
（ＫＵＮ）

日本
Ｊａｐａｎ

Ｓ．Ｓａｉｔｏ１８７１
（ＫＵＮ）

中国 四川 冕宁
Ｍｉａｎｎｉｎｇ，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ｏｕｆｆｏｒｄ ｅｔ．ａｌ
３２９４１（ＫＵＮ）

中国 浙江 天台山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Ｃｈｉｎａ

邱莲卿等 １６６０
（ＩＢＫ）

中国 云南 怒江
Ｎｕｊｉａｎｇ，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ＹａｎｇＢＣｈｅｎ⁃２７８
（ＫＵＮ）

中国 江苏 南京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Ｃｈｉｎａ

方文哲等（３４５）
（ＩＢＫ）

中国 四川 宝兴
Ｂａｏｘｉｎｇ，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宋滋圃 ３８７３２
（ＫＵＮ）

中国 广西 临桂
Ｌｉｎｇｕｉ，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Ｃｈｉｎａ

梁畴芬 ３０８８６
（ＩＢＫ）

中国 云南 鹤庆
Ｈｅｑｉｎｇ，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秦仁昌 ２３６１５
（ＫＵＮ）

中国 广西 临桂
Ｌｉｎｇｕｉ，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Ｃｈｉｎａ

钟济新 ８０８５０４
（ＩＢＫ）

钩毛茜草
Ｒ． ｏｎｃｏｔｒｉｃｈａ

中国 云南 华宁
Ｈｕａｎｉｎｇ， Ｙｕｎ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玉溪植物考察队
９０３３４１（ＫＵＮ）

中国 浙江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Ｃｈｉｎａ

后 ２５
（ＩＢＫ）

中国 云南 昆明
Ｋｕｎｍｉｎｇ，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５７８２３
（ＫＵＮ）

中国 广西 临桂
Ｌｉｎｇｕｉ，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Ｃｈｉｎａ

梁畴芬 ３１６２４
（ＩＢＫ）

中国 云南 砚山
Ｙａｎｓｈａ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李恒 ４
（ＫＵＮ）

中国 浙江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Ｃｈｉｎａ

３０４３８
（ＩＢＳＣ）

中国 云南 丘北
Ｑｉｕｂｅｉ，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李恒 ２７９
（ＫＵＮ）

中国 湖南
Ｈｕ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李泽棠 １５１３
（ＩＢＳＣ）

中国 云南 文山
Ｗｅｎｓｈａ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李恒 ４６
（ＫＵＮ）

中国 台湾 南投
Ｎａｎｔｏｕ， Ｔａｉｗ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Ｙ．Ｔａｔｅｉｓｈｉ 等
１７５８２（ＩＢＳＣ）

中国 云南 会泽
Ｈｕｉｚｅ，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０８６６
（ＫＵＮ）

中国 江西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Ｃｈｉｎａ

岳近三等 ３８２５
（ＩＢＳＣ）

中国 广西 那坡
Ｎａｐｏ，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Ｃｈｉｎａ

ｋｕｎ００９８８２５
（ＫＵＮ）

金剑草
Ｒ． ａｌａｔａ

中国 云南 昭通
Ｚｈａｏｔｏｎｇ，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ｉｅ１９４４
（ＫＵＮ）

中国 贵州 安龙
Ａｎｌｏｎｇ，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Ｃｈｉｎａ

滇黔桂区系队 ５０５０
（ＫＵＮ）

中国 贵州 贵定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Ｃｈｉｎａ

Ｎｉｅ２１７７
（ＫＵＮ）

中国 广西 隆林
Ｌｏｎｇｌ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Ｃｈｉｎａ

南植地 ４６２０
（ＩＢＫ）

－ 青藏队 １１３４０
（ＫＵＮ）

中国 广西 隆林
Ｌｏｎｇｌ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Ｃｈｉｎａ

张肇骞
１００８４（ＩＢＫ）

－ 杨 ５５８７８
（ＫＵＮ）

卵叶茜草
Ｒ． ｏｖａｔｉｆｏｌｉａ

中国 四川 巫山
Ｗｕｓｈａ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杨光辉 ５９００９
（ＫＵＮ）

－ ｋｕｎ０７７８４８２１９０２
（ＫＵＮ）

中国 陕西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Ｃｈｉｎａ

１６１３５
（ＫＵＮ）

－ 兴安采集队 ２７７
（ＫＵＮ）

柄花茜草
Ｒ． ｐｏｄａｎｔｈａ

中国 四川 盐边
Ｙｉａｎｂｉａ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ｉｂｅｔ１９８２
（ＫＵＮ）

中国 贵州 江口
Ｊｉａｎｇｋｏｕ，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Ｃｈｉｎａ

武陵山考察队 ２３０
（ＫＵＮ）

中国 云南 文山
Ｗｅｎｓｈａ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ｉｅ３７０８
（ＫＵＮ）

－ ２０９０６
（ＫＵＮ）

中国 四川 盐源
Ｙａｎｙｕａ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ｉｅ１０８８
（ＫＵＮ）

－ 广西植物标本馆
（ＩＢＫ）

中国 广西 龙胜
Ｌｏｎｇｓｈｅｎｇ，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Ｃｈｉｎａ

钟树权 １２９
（ＩＢＫ）

柄花茜草
Ｒ． ｐｏｄａｎｔｈａ

中国 云南 丽江
Ｌｉｊｉａｎｇ，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４１００１２４
（ＫＵＮ）

中国 四川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Ｔ． Ｐ． Ｗａｎｇ１０８１８
（ＩＢＫ）

中国 云南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中甸队 ６３⁃２６２６
（ＫＵＮ）

中国 广西 凌云
Ｌｉｎｇｙｕ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Ｃｈｉｎａ

刘心祈 ２８６４７
（ＩＢＫ）

中国 云南 丽江
Ｌｉｊｉａｎｇ，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６２２３５２
（ＫＵＮ）

中国 广西 龙胜
Ｌｏｎｇｓｈｅｎｇ，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Ｃｈｉｎａ

覃灏富 ７００８４９
（ＩＢＫ）

中国 云南 丽江
Ｌｉｊｉａｎｇ，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张敖罗 １００３４６
（ＫＵＮ）

中国 广西 龙胜
Ｌｏｎｇｓｈｅｎｇ，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Ｃｈｉｎａ

广福林区采集队
１１４（ＩＢＫ）

中国 云南 昆明
Ｋｕｎｍｉｎｇ，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７４３８４
（ＫＵＮ）

２３８ 广　 西　 植　 物 ３７ 卷



续表１

分类群
Ｔａｘｏｎ

采集地点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凭证标本
Ｖｏｕｃｈｅｒ ａｎｄ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分类群
Ｔａｘｏｎ

采集地点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凭证标本
Ｖｏｕｃｈｅｒ ａｎｄ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中国茜草
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中国 四川 雷波
Ｌｅｉｂｏ，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ｉｅ２０５５
（ＫＵＮ）

中国 云南 元江
Ｙｕａｎｊｉａｎｇ，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玉溪植物考察队
２３８８（ＫＵＮ）

中国 四川 雷波
Ｌｅｉｂｏ，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ｉｅ２１０９
（ＫＵＮ）

中国 云南 景东
Ｊｉｎｇｄｏｎｇ，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武全安 ９２５１
（ＫＵＮ）

中国 辽宁 鞍山
Ａｎｓｈａｎ，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刘慎愕 ５２４
（ＫＵＮ）

中国 云南 景东
Ｊｉｎｇｄｏｎｇ，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许溯桂 ４７１８
（ＫＵＮ）

中国 吉林 抚松
Ｆｕｓｏｎｇ， Ｊｉｌｉｎ， Ｃｈｉｎａ

钱 ７８９
（ＫＵＮ）

中国 云南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滇东北组 ５１８
（ＫＵＮ）

中国 四川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ｋｕｎ０３２８８１９
（ＫＵＮ）

中国 云南 维西
Ｗｅｉｘｉ，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杨竞生 ７０４６
（ＫＵＮ）

中国 四川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５０７３
（ＫＵＮ）

中国 云南 孟连
Ｍｅｎｇｌｉａ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岩规邦男等 １０１
（ＫＵＮ）

中国 辽宁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３０５
（ＩＢＳＣ）

中国 云南 梁河
Ｌｉａｎｇｈｅ，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熊若莉等 ５８０８５６
（ＫＵＮ）

中国 辽宁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刘慎谔 ８５２
（ＩＢＳＣ）

中国 云南 屏边
Ｐｉｎｇｂｉａ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王启无 ８２５９３
（ＫＵＮ）

中国 辽宁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刘慎谔 ５２４
（ＩＢＳＣ）

中国 云南 丽江
Ｌｉｊｉａｎｇ，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丽江植物园 １００１２４
（ＫＵＮ）

中国 河北
Ｈｅｂｅｉ， Ｃｈｉｎａ

Ｔ．Ｐ．Ｗａｎｇ３８９
（ＩＢＳＣ）

中国 四川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ｕｎｈ⁃０７ＺＸ⁃３０９７
（ＫＵＮ）

日本
Ｊａｐａｎ

Ｔｏｓｈｉｏ Ｉｋｅｄａ ｓ．ｎ．
（ ＩＢＳＣ）

中国 云南 大理
Ｄａｌｉ，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李恒等 １０８８
（ＫＵＮ）

Ｒ．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
茜草

－ 肖崇李 ０００７
（ＫＵＮ）

中国 云南 红河
Ｈｏｎｇｈｅ，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绿春队 ８５５
（ＫＵＮ）

中国 青海 张掖
Ｚｈａｎｇｙｅ，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

钟补求 ９１１０
（ＫＵＮ）

多脉茜草
Ｒ． ｐｏｌｙｐｈｌｅｂｉａ

中国 四川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ｉｅ １１９７
（ＫＵＮ）

中国 西藏 朗县
Ｌｉａｎｇｘｉａｎ， Ｘｉｚａｎｇ， Ｃｈｉｎａ

杨竞秋 ５４１
（ＫＵＮ）

中国 四川 九龙
Ｊｉｕｌｏｎｇ，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王清泉 ２１５５８
（ＩＢＳＣ）

中国 北京 香山
Ｘｉａｎｇｓｈａｎ， Ｂ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陶德定 １２
（ＫＵＮ）

高黎贡山茜草
Ｒ． ｐｓｅｕｄｏｇａｌｉｕｍ

中国 云南 保山
Ｂａｏｓｈａ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ＹＬＥ６（ＫＵＮ）

－ 肖崇礼 ７
（ＫＵＮ）

中国 云南 保山
Ｂａｏｓｈａ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ＹａｎｇＬＥ１２０
（ＫＵＮ）

中国 陕西 眉县
Ｍｅｉｘｉａ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Ｃｈｉｎａ

张囊明（８６５）
（ＩＢＫ）

中国 云南 保山
Ｂａｏｓｈａ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ＹａｎｇＬＥ１２１
（ＫＵＮ）

厚柄茜草
Ｒ． ｃｒａｓｓｉｐｅ

中国 云南 新平
Ｘｉｎｐｉｎｇ，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ＹａｎｇＹＹ２２
（ＫＵＮ）

中国 云南 保山
Ｂａｏｓｈａ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ＹａｎｇＬＥ１２２
（ＫＵＮ）

中国 云南 新平
Ｘｉｎｐｉｎｇ，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ＹａｎｇＹＹ２６
（ＫＵＮ）

大叶茜草
Ｒ． ｓｃｈｕｍａｎｎｉａｎａ

中国 云南 嵩明
Ｓｏｎｇｍｉｎｇ，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ｏｕｆｆｏｒｄ３４９５５
（ＫＵＮ）

中国 云南 新平
Ｘｉｎｐｉｎｇ，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ＹａｎｇＹＹ２４
（ＫＵＮ）

中国 贵州 威宁
Ｗｅｉｎｉｎｇ，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Ｃｈｉｎａ Ｎｉｅ２１２５（ＫＵＮ）

Ｒ． ｅｄｇｅｗｏｒｔｈｉｉ
川滇茜草

中国 云南 大理
Ｄａｌｉ，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ＹａｎｇＬＥ１８５⁃１
（ＫＵＮ）

中国 四川 渡口
Ｄｕｋｏｕ，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青藏队 １１２７６
（ＫＵＮ）

中国 云南 大理
Ｄａｌｉ，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ＹａｎｇＬＥ１８５⁃２
（ＫＵＮ）

中国 四川 屏山
Ｐｉｎｇｓｈａ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川经济 １１３２
（ＫＵＮ）

中国 云南 大理
Ｄａｌｉ，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ＹａｎｇＬＥ１８２
（ＫＵＮ）

中国 云南 昆明
Ｋｕｎｍｉｎｇ，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ｋｕｎ０３２８８１７
（ＫＵＮ）

中国 云南 大理
Ｄａｌｉ，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ＹａｎｇＬＥ１８３
（ＫＵＮ）

中国 四川 泸定
Ｌｕｄｉｎｇ，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郎楷永 ４７２
（ＫＵＮ）

中国 云南 大理
Ｄａｌｉ，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ＹａｎｇＬＥ１８４
（ＫＵＮ）

中国 四川 米易
Ｍｉｙｉ，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青藏队 １１７５９
（ＫＵＮ）

中国 云南 大理
Ｄａｌｉ，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ＹａｎｇＬＥ１８１
（ＫＵＮ）

中国 四川 泸定
Ｌｕｄｉｎｇ，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郎楷永 １９３
（ＫＵＮ）

中国 云南 大理
Ｄａｌｉ，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ＹａｎｇＬＥ２１０
（ＫＵＮ）

中国 四川 乐山
Ｌｅｓｈａ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Ｔ． Ｗａｎｇ２３６０９
（ＫＵ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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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分类群
Ｔａｘｏｎ

采集地点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凭证标本
Ｖｏｕｃｈｅｒ ａｎｄ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分类群
Ｔａｘｏｎ

采集地点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凭证标本
Ｖｏｕｃｈｅｒ ａｎｄ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中国 云南 新平
Ｘｉｎｐｉｎｇ，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ＹａｎｇＹＹ２５
（ＫＵＮ）

中国 贵州 赫章
Ｈｅｚｈａｎｇ，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Ｃｈｉｎａ

１３３６
（ＫＵＮ）

红花茜草
Ｒ． ｈａｍａｔａｎｔｈａ

中国 四川 稻城
Ｄａｏｃｈｅｎｇ，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青藏队 ４１８７
（ＫＵＮ）

中国 贵州 毕节
Ｂｉｊｉｅ，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Ｃｈｉｎａ

７１５
（ＫＵＮ）

中国 四川 木里
Ｍｕｌｉ，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武素功 ２５４６
（ＫＵＮ）

中国 云南 昭通
Ｚｈａｏｔｏｎｇ，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杨廉金 ７６０１５
（ＫＵＮ）

中国 四川 稻城
Ｄａｏｃｈｅｎｇ，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四川植被调查
２０９２（ＫＵＮ）

中国 贵州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Ｃｈｉｎａ

安顺队 １０２６
（ＫＵＮ）

中国 四川 木里
Ｍｕｌｉ，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青藏队 １３５９９
（ＫＵＮ）

中国 贵州 盘县
Ｐａｎｘｉａ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Ｃｈｉｎａ

安顺队 ９１６
（ＫＵＮ）

中国 云南 中甸
Ｚｈｏｎｇｄｉａ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中甸队 １０５４
（ＫＵＮ）

大叶茜草
Ｒ． ｓｃｈｕｍａｎｎｉａｎａ

中国 贵州 威宁
Ｗｅｉｎｉｎｇ，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Ｃｈｉｎａ

赵子孝（ｋｕｎ０３２８８４０）
（ＫＵＮ）

中国 云南 丽江
Ｌｉｊｉａｎｇ，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中甸队 ６７５
（ＫＵＮ）

中国 云南 禄劝
Ｌｕｑｕａ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毛品—８４８
（ＫＵＮ）

中国 云南 丽江
Ｌｉｊｉａｎｇ，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岩规邦男等 １４２２
（ＫＵＮ）

中国 云南 富源
Ｆｕｙｕａ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红水河考察队
２３２９（ＫＵＮ）

中国 云南 丽江
Ｌｉｊｉａｎｇ，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岩规邦男等 １５
（ＫＵＮ）

中国 云南 镇雄
Ｚｈｅｎｘｉｏｎｇ，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红水河考察队
８７０４７４（ＫＵＮ）

中国 四川 木里
Ｍｕｌｉ，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青藏队 １４６００
（ＫＵＮ）

中国 云南 昭通
Ｚｈａｏｔｏｎｇ，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王红等 ０３⁃０２８６
（ＫＵＮ）

中国 四川 木里
Ｍｕｌｉ，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青藏队 １３５９９
（ＫＵＮ）

中国 四川 南川
Ｎａｎｃｈｕａ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李国冈 ６２００４
（ＫＵＮ）

中国 四川 木里
Ｍｕｌｉ，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青藏队 １３４６６
（ＫＵＮ）

对叶茜草
Ｒ． ｓｉａｍｅｎｓｉｓ

中国 云南 怒江
Ｎｕｊｉａｎｇ，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ＹａｎｇＢＣｈｅｎ⁃２８７
（ＫＵＮ）

中国 四川 稻城
Ｄａｏｃｈｅｎｇ，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青藏队 ４１８７
（ＫＵＮ）

中国 云南 六库
Ｌｉｕｋｕ，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ｉ４２６２
（ＫＵＮ）

中国 四川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俞德浚 １３２３０
（ＫＵＮ）

中国 云南 六库
Ｌｉｕｋｕ，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ｉｅ１８５４
（ＫＵＮ）

中国 四川 盐源
Ｙａｎｙｕａ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青藏队 １２５６８
（ＫＵＮ）

中国 云南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５１３
（ＫＵＮ）

中国 四川 盐源
Ｙａｎｙｕａ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青藏队 １２５７６
（ＫＵＮ）

林生茜草
Ｒ． ｓｙｌｖａｔｉｃａ

中国 四川 炉霍
Ｌｕｈｕｏ，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ｏｕｆｆｏｒｄ３４７６８
（ＫＵＮ）

峨眉茜草
Ｒ． ｍａｇｎａ

中国 四川 雷波
Ｌｅｉｂｏ，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ｉｅ２０６０
（ＫＵＮ）

中国 四川 乡城
Ｘｉａｎｇｃｈｅｎｇ，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ｏｕｆｆｏｒｄ３０４３８
（ＫＵＮ）

中国 四川 峨眉山
Ｅｍｅ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ｉｅ３１６８
（ＫＵＮ）

中国 西藏 江达
Ｊｉａｎｇｄａ， Ｘｉｚａ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Ｂｏｕｆｆｏｒｄ３１５６７
（ＫＵＮ）

中国 四川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００４２１
（ＫＵＮ）

中国 四川 壤塘
Ｒａｎｇｔａｎｇ，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ｏｕｆｆｏｒｄ３８９９３
（ＫＵＮ）

中国 四川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６０５２
（ＩＢＫ）

中国 四川 甘孜
Ｇａｎｚｉ，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ｏｕｆｆｏｒｄ３３９５３
（ＫＵＮ）

中国 四川 峨眉山
Ｅｍｅ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蒋兴麐等 ３２２１９
（ＩＢＫ）

中国 西藏 工布江达
Ｇｏｎｇｂｕｊｉａｎｇｄａ， Ｘｉｚａ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Ｔｉｂｅｔ３１１９
（ＫＵＮ）

峨眉茜草
Ｒ． ｍａｇｎａ

中国 四川 峨眉山
Ｅｍｅ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蒋兴麐等 ３２５５１
（ＩＢＫ）

多花茜草
Ｒ．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ａｎａ

中国 西藏 波密
Ｂｏｍｉ， Ｘｉｚａｎｇ， Ｃｈｉｎａ

青藏队 ３５７７
（ＫＵＮ）

中国 四川 天全
Ｔｉａｎｑｕａ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蒋兴麐 ３４８１０
（ＩＢＫ）

中国 云南 沧源
Ｃａｎｇｙｕａ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李生堂 ８０⁃１⁃２５
（ＫＵＮ）

黑花茜草
Ｒ． ｍａｎｄｅｒｓｉｉ

中国 四川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俞德浚
（ＫＵＮ）

云南茜草
Ｒ．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中国 云南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ｋｕｎ０３２９０９８
（ＫＵＮ）

中国 云南 景东
Ｊｉｎｇｄｏｎｇ，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李鸣岗 ７５７
（ＫＵＮ）

中国 云南 永仁
Ｙｏｎｇｒｅｎ，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吴征镒 ４０２９
（ＫＵＮ）

中国 云南 丽江
Ｌｉｊｉａｎｇ，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ＹＬＥ１１
（ＫＵＮ）

中国 云南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１６３
（ＫＵＮ）

中国 云南 鹤庆
Ｈｅｑｉｎｇ，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ＹＬＥ９
（ＫＵＮ）

中国 云南 安宁
Ａｎｎｉｎｇ，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吴征镒 ２６８
（ＫＵＮ）

４３８ 广　 西　 植　 物 ３７ 卷



续表１

分类群
Ｔａｘｏｎ

采集地点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凭证标本
Ｖｏｕｃｈｅｒ ａｎｄ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分类群
Ｔａｘｏｎ

采集地点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凭证标本
Ｖｏｕｃｈｅｒ ａｎｄ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中国 云南 鹤庆
Ｈｅｑｉｎｇ，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ＹＬＥ１０
（ＫＵＮ）

中国 云南 维西
Ｗｅｉｘｉ，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王启无 ６４２３２
（ＫＵＮ）

中国 云南 大理
Ｄａｌｉ，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ＹａｎｇＬＥ２１０⁃１
（ＫＵＮ）

中国 云南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联大 ００２４
（ＫＵＮ）

中国 云南 大理
Ｄａｌｉ，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ＹａｎｇＬＥ２１０⁃２
（ＫＵＮ）

中国 云南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１６３⁃１
（ＫＵＮ）

中国 云南 大理
Ｄａｌｉ，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ＹａｎｇＬＥ１９９
（ＫＵＮ）

Ｒ． ｍａｎｊｉｔｈ
梵茜草

尼泊尔
Ｎｉｐａｌ

９２４１１１９
（ＫＵＮ）

尼泊尔
Ｎｉｐａｌ

９８３０１６５
（ＫＵＮ）

中国 西藏 亚东
Ｙａｄｏｎｇ， Ｘｉｚａｎｇ， Ｃｈｉｎａ

１５９３
（ＫＵＮ）

中国 西藏
Ｘｉｚａｎｇ， Ｃｈｉｎａ

孙航等 ０１４０⁃１
（ＫＵＮ）

中国 西藏
Ｘｉｚａｎｇ， Ｃｈｉｎａ

孙航等 ０１４０
（ＫＵＮ）

　 注： “－”表示信息缺失。
　 Ｎｏｔｅ： “－”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ｎ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的类群；表征类群 Ｃ 仅包括 Ｒ． ｓｉａｍｅｎ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
的类群；表征类群 Ｇ 对应于 ｓｅ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ｓ 的类群；其
余的 ５ 个表征群（Ｄ、Ｅ、Ｆ、Ｈ、Ｉ）均为 ｓｅｒ．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ｅ 的
类群。 表征群 Ｇ（ ｓｅ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ｓ 类群） 嵌套在 ｓｅｒ．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ｅ 的类群中。 此外，ｓｅｃｔ． Ｏｌｉｇｏｎｅｕｒａ 下各种

除柄花茜草（Ｒ． ｐｏｄａｎｔｈａ Ｄｉｅｌｓ）和茜草（Ｒ．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
外，其余种都很稳定，都能很好地聚合在一起。
２．２ 主成分分析

对中国茜草属 ｓｅｃｔ． Ｏｌｉｇｏｎｅｕｒａ 的主成分进行分

析，结果显示前三个主成分的贡献率分别为 ２０．１３％、
１７．９３％和 ８． ８２％，前三个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为

４６．８８％（表 ３），直到第 ８ 个主成分累积贡献率才达到

７８．１９％，增值比较缓慢，也说明本类群在演化过程中

性状变异的多样性，出现多个不同的分支类群（彭焱

松等， ２００７）。 其中对第 １ 主成分（ＰＣ１）贡献最大的

特征是叶长宽比、是否具有叶柄、叶脉类型、花序轴、
叶形、花序苞片形状、每轮叶片数，特征向量值分别为

０．８７６ ２、０．８４１ ５、－０．８１０ ４、－０．８０５ ６、０．７２２ ２、０．７１０ ８、
０．７０８ ０；对第 ２ 主成分（ＰＣ２）贡献最大的特征包括花

冠管是否明显、生活型、雄蕊是否伸出花冠、花丝着生

位置、叶柄长 ／叶片长，特征向量值分别为０．９２６ ４、
０．８４８ ６、０．７９９ ５、－ ０．７６６ ９、－ ０．５５６ ０；对第 ３ 主成分

（ＰＣ３）贡献最大的特征包括是否具有假轮生叶、花冠

颜色、假轮生叶是否明显小于真叶、根形态，特征向量

值分别为－０．７５４ １、－０．７４９ ４、０．５４８１、０．５３６２。 表 ３ 列

出 ｓｅｃｔ． Ｏｌｉｇｏｎｅｕｒａ 的 ３１ 个形态性状在主成分分析中

的前三位主成分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见的详细信息。
三维散点图显示 Ｒ． ｍａｎｄｅｒｓｉｉ ｇｒｏｕｐ、Ｒ． ａｎｇｕｓｔｉｓｓｉｍａ
ｇｒｏｕｐ、Ｒ． ｓｉａｍｅｎ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 都相互独立，只有 ｓｅｒ． Ｃｏｒｄｉ⁃
ｆｏｌｉａｅ 和 ｓｅ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ｓ 之间存在交错（图 ２）。

３　 讨论

Ｓｅｃｔ． Ｏｌｉｇｏｎｅｕｒａ 是茜草属中一个形态变异非常

复杂的类群，传统分类学中主要依据叶形（叶长宽

比）、叶柄、叶脉、每轮叶片数、生活型、花冠管是否

明显等特征来对种进行划分，本文的 ＰＣＡ 分析结果

与传统分类学的观点完全一致，结果显示对第一主

成分贡献率较大的形态特征为叶长宽比、是否具有

叶柄、 叶脉类型、 每轮叶片数 （分别为 ０．８７６ ２、
０．８４１ ５、－０．８１０ ４、０．７０８ ０），花冠管是否明显和生

活型是对第二主成分贡献率较大两个特征（分别为

０．９２６ ４、０．８４８ ６）。 本研究结果支持传统分类学中

对该组下各种进行区分的性状具有重要的分类学意

５３８７ 期 杨丽娥等： 中国茜草属 ｓｅｃｔ． Ｏｌｉｇｏｎｅｕｒａ 的形态计量学研究



表 ２　 分类性状及编码
Ｔａｂｌｅｌ ２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ｄｅｓ

序号
Ｎｏ．

性状及编码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ｄｅ

１ 生活型：（０）灌木；（１）半灌木；（２）攀援草本；（３）直立草本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０）ｓｈｒｕｂｓ；（１）ｓｕｂｓｈｒｕｂｓ；（２）ｃｌｉｍｂｉｎｇ ｖｉｎｅｓ；（３）ｅｒｅｃｔ ｈｅｒｂｓ

２ 根形态：（０）须根；（１）根粗大
Ｒｏｏｔｓ：（０）ｆｉｂｒｏｕｓ ｒｏｏｔ；（１）ｔｈｉｃｋｅｎｅ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ｒｏｏｔｓ

３ 叶形：（０）披针形；（１）卵圆形；（２）线形；（３）针形
Ｌｅａｆ：（０）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ｅ；（１）ｏｒｂｉｃｕｌａｒ⁃ｏｖａｔｅ；（２）ｌｉｎｅａｒ；（３）ｎｅｅｄｌｅ

４ 叶脉类型：（０）羽状脉；（１）一条主脉；（２）掌状脉
Ｌｅａｆ ｖｅｉｎ：（０）ｐｉｎｎａｔｅ ｖｅｉｎ；（１）１ ｍａｉｎ ｖｅｉｎ；（２）ｐａｌｍａｔｅ ｖｅｉｎ

５ 叶脉凹凸情况：（０）上表面凸下表面凸；（１）上表面凹下表面凸；（２）上表面面凸；（３）下表面凸
Ｃｏｎｃａｖｅ⁃ｃｏｎｖｅｘ ｏｆ ｖｅｉｎ：（０）ｃｏｎｖｅｘ ｉｎ ｂｏｔｈ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ｏｆ ｌｅａｆ；（１）ｃｏｎｃａｖｅ ｉｎ ａｄａｘｉａｌ ｓｉｄ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ｘ ｏｎ ａｂａｘｉａｌ ｓｉｄｅ；（２）ｃｏｎｖｅｘ ｏｎ
ａｄａｘｉａｌ ｓｉｄｅ；（３）ｃｏｎｃａｖｅ ｏｎ ａｂａｘｉａｌ ｓｉｄｅ

６ 是否具有叶柄：（０）是；（１）否
Ｗｉｔｈ ｐｅｔｉｏｌｅ ｏｒ ｎｏｔ：（０）Ｙｅｓ；（１）Ｎｏ

７ 每轮叶片数：（０）２ 片；（１）４ 片；（２）４－６ 片；（３）６ 片；（４）多于 ６ 片
Ｌｅａｆ ｎｕｍｂｅｒ ｉｎ ｅａｃｈ ｗｈｏｒｌ：（０）２；（１）４；（２）４－６；（３）６；（４）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６

８ 叶片质地：（０）膜质；（１）纸质；（２）革质
Ｌｅａｆ ｔｅｘｔｕｒｅ：（０）ｍｅｍｂｒａｎｏｕｓ；（１）ｐａｐｅｒｙ；（２）ｌｅａｔｈｅｒｙ

９ 叶基形状：（０）楔形；（１）浅心形（圆形）；（２）心形；（３）深心形（耳垂形）
Ｓｈａｐｅ ｏｆ ｌｅａｆ ｂａｓｅ：（０）ｃｕｎｅａｔｅ；（１）ｒｏｕｎｄｅｄ；（２）ｃｏｒｄａｔｅ；（３）ｄｅｅｐｌｙ ｃｏｒｄａｔｅ

１０ 叶尖类型：（０）渐尖；（１）尾尖；（２）短尖
Ｌｅａｆ ａｐｅｘ：（０）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ｅ；（１）ｃａｕｄａｔｅ⁃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ｅ；（２）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ｅ

１１ 叶是否被毛：（０）是；（１）否
Ｌｅａｆ ｗｉｔｈｈｉｒｔｅｌｌｏｕｓ ｏｒ ｎｏｔ：（０）Ｙｅｓ；（１）Ｎｏ

１２ 是否具有假轮生叶：（０）是；（１）否
Ｗｉｔｈｌｅａｆ⁃ｌｉｋｅ ｗｈｏｒｌｓ ｏｒ ｎｏｔ：（０）Ｙｅｓ；（１）Ｎｏ

１３ 假轮生叶是否明显小于真叶：（０）是；（１）否
Ｌｅａｆ⁃ｌｉｋｅｓｔｉｐｕｌｅ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ｔｈａｎ ｌｅａｖｅｓ：（０）Ｙｅｓ；（１）Ｎｏ

１４ 叶缘是否具齿状皮刺：（０）是；（１）否
Ｍａｒｇｉｎ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ｔｒｏｒｓｅｌｙ ａｃｕｌｅｏｌａｔｅ ｏｒ ｎｏｔ：（０）Ｙｅｓ；（１）Ｎｏ

１５ 叶片干时颜色：（０）暗绿色；（１）紫红色，褐色
Ｃｏｌｏｒ ｏｆ ｄｒｙ ｌｅａｆ：（０）ｄａｒｋ ｇｒｅｅｎ；（１）ｐｒｕｎｏｓｕｓ ｏｒ ｂｒｏｗｎ

１６ 网脉是否明显：（０）是；（１）否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ｅ ｖｅｉｎ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ｏｒ ｎｏｔ：（０）Ｙｅｓ；（１）Ｎｏ

１７ 茎是否具翅：（０）是；（１）否
Ｓｔ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ｗｉｎｇｓ ｏｒ ｎｏｔ：（０）Ｙｅｓ；（１）Ｎｏ

１８ 茎是否有倒钩刺：（０）是；（１）否
Ｓｔ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ｔｒｏｒｓｅｌｙ ａｃｕｌｅｏｌａｔｅ ｏｒ ｎｏｔ：（０）Ｙｅｓ；（１）Ｎｏ

１９ 雄蕊是否伸出花冠：（０）是；（１）否
Ｓｔａｍｅｎｓ ｅｘｔｅｎｄ ｔｈｅｃｏｒｏｌｌａ ｏｒ ｎｏｔ：（０）Ｙｅｓ；（１）Ｎｏ

２０ 花丝着生位置：（０）花冠管口；（１）花冠管中部；（２）花冠管底部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ｌａｍｅｎｔ：（０）ｎｅａｒ ｔｈｅ ｔｏｐ ｏｆ ｔｕｂｅ；（１）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ｔｕｂｅ；（２）ｂｏｔｔｏｍ ｏｆ ｔｕｂｅ

２１ 花冠颜色：（０）白色；（１）黄色；（２）粉红色（紫红色）；（３）绿色
Ｃｏｌｏｒ ｏｆ ｃｏｒｏｌｌａ：（０）ｗｈｉｔｅ；（１）ｙｅｌｌｏｗ；（２）ｐｉｎｋ（ｐｕｒｐｌｅ）；（３）ｇｒｅｅｎ

２２ 花冠管是否明显：（０）是；（１）否
Ｃｏｒｏｌｌａ ｔｕｂ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ｏｒ ｎｏｔ：（０）Ｙｅｓ；（１）Ｎｏ

２３ 花序轴：（０）纤细；（１）正常；（２）粗壮
Ｒａｃｈｉｓ：（０）ｓｌｅｎｄｅｒ；（１）ｎｏｒｍａｌ；（２）ｔｈｉｃｋ

２４ 花序着生位置：（０）顶生；（１）腋生；（２）顶生（腋生）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０）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１）ａｘｉｌｌａｒｙ；（２）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ａｎｄ ａｘｉｌｌａｒｙ

２５ 花冠裂片形状：（０）具尾尖；（１）不具尾尖
Ｓｈａｐｅ ｏｆ ｃｏｒｏｌｌａ ｌｏｂｅ：（０）ｗｉｔｈ ｃａｕｄａｔｅ；（１）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ａｕｄａｔｅ

２６ 果实发育情况：（０）一个败育；（１）两个发育良好
Ｆｒｕｉｔｓ：（０）１ 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１）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ｗｅｌｌ

２７ 花序苞片形状：（０）披针形；（１）卵形；（２）线形
Ｓｈａｐｅ ｏｆ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ｅｓ：（０）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ｅ；（１）ｏｒｂｉｃｕｌａｒ⁃ｏｖａｔｅ；（２）ｌｉｎｅａｒ

２８ 果实颜色：（０）红，橘红色；（１）黑，紫黑色
Ｃｏｌｏｒ ｏｆ ｆｒｕｉｔ：（０） ｒｅｄ（ｏｒａｎｇｅ）；（１）ｂｌａｃｋ（ａｔｒｏｐｕｒｐｕｒｅｕｓ）

２９ 叶长宽比 Ｌｅｎｇｔｈ⁃ｗｉｄｔｈ 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ａｖｅｓ
３０ 叶柄长 ／ 叶片长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ｐｅｏｔｉｄ⁃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ｌｅａｆ ｒａｔｉｏ
３１ 叶柄长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ｐｅｏｔｉ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ｃ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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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茜草属 ｓｅｃｔ． Ｏｌｉｇｏｎｅｕｒａ 植物 ３１ 个性状特征在

主成分分析中前三个主成分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ｅｉｇｅｎｖｅ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ｒｅｅ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ＰＣ） ｉ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ＣＡ） ｆｏｒ ３１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ｉｎ ｓｅｃｔ． Ｏｌｉｇｏｎｅｕｒａ ｏｆ Ｒｕｂｉａ

性状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前三位的主成分特征向量
Ｅｉｇｅｎｖ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ｒｅｅ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ＰＣ

ＰＣ １ ＰＣ ２ ＰＣ ３

１ ０．０７１ ９ ０．８４８ ６ ０．２４８ ４

２ －０．１７６ ５ ０．４７４ ３ ０．５３６ ２

３ ０．７２２ ２ －０．５０４ ２ ０．２４２ ４

４ －０．８１０ ４ ０．３９８ ７ ０．００７ ０

５ －０．１２０ １ －０．０４５ ３ ０．２２８ ４

６ ０．８４１ ５ ０．３４１ ８ ０．０５０ １

７ ０．７０８ ０ －０．４１５ ８ ０．３５０ ７

８ －０．０３５ ４ ０．２７７ ７ －０．２０６ ５

９ －０．６８５ ７ －０．４７７ ２ －０．０１２ ６

１０ ０．１０３ ４ ０．２１５ ６ ０．０５９ ３

１１ －０．０４４ １ －０．５４１ １ ０．００６ ６

１２ －０．１１９ ８ －０．０６８ ４ －０．７５４ １

１３ ０．２６１ ６ ０．１１１ ４ ０．５４８ １

１４ －０．１５２ １ －０．０５５ ０ ０．００２ ５

１５ －０．１０９ ８ －０．０９７ ２ －０．２９８ ３

１６ ０．２１７ ５ ０．１０２ ７ ０．１１７ ４

１７ ０．１３７ ０ －０．０３１ １ ０．０５１ ３

１８ －０．１４８ ０ ０．２４３ ６ ０．１０６ ４

１９ ０．１８７ ０ ０．７９９ ５ ０．０８２ ４

２０ －０．０４８ ５ －０．７６６ ９ －０．０３４ ７

２１ ０．３７９ ８ －０．０８２ ８ －０．７４９ ４

２２ ０．５０２ ３ ０．９２６ ４ －０．３８５ ７

２３ －０．８０５ ６ ０．４００ ９ ０．１１８ ４

２４ ０．１５３ ７ ０．０３６ ５ ０．２９５ ５

２５ ０．２０９ ０ －０．２４８ ５ ０．００３ ６

２６ －０．１２０ ４ ０．０７０ ５ ０．１８６ ２

２７ ０．７１０ ８ －０．４４９ ４ ０．１２５ ３

２８ ０．０６８ ２ ０．２１６ ４ －０．４４７ ８

２９ ０．８７６ ２ －０．２５４ １ －０．１１０ ７

３０ －０．５９３ ２ －０．５５６ ０ ０．１７６ ４

３１ －０．５６３ ０ －０．４６８ ６ －０．０２７ ８

特征值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

６．２４ ５．５６ ３．２４

贡献率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

２０．１３ １７．９３ ８．８２

累计贡献率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

２０．１３ ３８．０６ ４６．８８

义。 其次，传统分类学研究中一些其它的形态特

征，如花冠管是否明显、花丝着生位置、叶柄长 ／叶
片长、是否具有假轮生叶、花冠颜色、假轮生叶是否

明显小于真叶、根形态等均对前三个主成分的贡献

率较大。
分子系统学证据并没有很好地解决 ｓｅｃｔ． Ｏｌｉｇｏ⁃

ｎｅｕｒａ 下的分类问题（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而形态计量

学分析（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对茜草属 ｓｅｃｔ． Ｏｌｉ⁃
ｇｏｎｅｕｒａ 下的分类单元划分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本研究中，除 ｓｅｒ．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ｅ 没有形成独立支系外

（ ｓｅ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ｓ 形 成 了 独 立 分 支 嵌 套 于 ｓｅｒ．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ｅ 中），Ｃｈｅｎ ＆ Ｅｈｒｅｎｄｏｒｆｅｒ （ ２０１１） 提出的

ｓｅｃｔ． Ｏｌｉｇｏｎｅｕｒａ 组下划分新增的 Ｒ． ｍａｎｄｅｒｓｉｉ ｇｒｏｕｐ、
Ｒ． ａｎｇｕｓｔｉｓｓｉｍａ ｇｒｏｕｐ 和 Ｒ． ｓｉａｍｅｎ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 都得到了

很好的支持。 分支 Ａ（Ｒ． ｍａｎｄｅｒｓｉｉ ｇｒｏｕｐ）多为直立

草本，叶无柄，叶基楔形，国内主要分布有黑花茜草

（Ｒ． ｍａｎｄｅｒｓｉｉ Ｃｏｌｌｅｔｔ ＆ Ｈｅｍｓｌｅｙ）、多脉茜草（Ｒ． ｐｏｌｙ⁃
ｐｈｌｅｂｉａ Ｈ． Ｓ． Ｌｏ）、云南茜草（Ｒ．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Ｄｉｅｌｓ）、
川滇茜草（Ｒ． ｅｄｇｅｗｏｒｔｈｉｉ Ｊ． Ｄ． Ｈｏｏｋｅｒ），分布于我国

云南、四川，以及印度、缅甸、泰国。 分支 Ｂ（Ｒ． ａｎ⁃
ｇｕｓｔｉｓｓｉｍａ ｇｒｏｕｐ） 主要特征包括叶线形或针状，无
柄，仅具一条叶脉，该类群具有针状的细长叶片，而
ｓｅｃｔ． Ｏｌｉｇｏｎｅｕｒａ 下叶形多为卵形、披针形或狭披针

形，所以 Ｒ． ａｎｇｕｓｔｉｓｓｉｍａ ｇｒｏｕｐ 是本组中形态最为特

殊的类群，仅包括红花茜草 （Ｒ． ｈａｅｍａｔａｎｔｈａ Ａｉｒｙ
Ｓｈａｗ）一种，分布于我国云南、四川，为我国特有种；
分支 Ｃ（Ｒ． ｓｉａｍｅｎ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常叶对生，具有真正的柄

间托叶，其是茜草属中唯一一个不具有假轮生叶的

类群，主要分布于我国云南、四川或泰国。
在 ｓｅｃｔ． Ｏｌｉｇｏｎｅｕｒａ 中，ｓｅｒ．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ｅ 为攀援草

本，多具长叶柄，通常大于叶片长度的二分之一， 每

轮叶片数为 ４、６ 或更多；ｓｅ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ｓ 为直立草本，
叶柄通常较短，小于叶片长度的二分之一，叶片为每

轮四片（Ｃｈｅｎ ＆ Ｅｈｒｅｎｄｏｒｆｅｒ， ２０１１；Ｐｏｊａｒｋｏｖａ， ２０００）。
因此这两个系的形态性状存在重叠现象，如在每轮叶

片的数目上，叶片数为 ４ 片是 ｓｅ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ｓ 的一个主

要特征，但是 ｓｅｒ．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ｅ 大部分种叶片数也为 ４
片（如柄花茜草等）；分子系统学研究结果也显示大

叶茜草 （Ｒ． ｓｃｈｕｍａｎｎｉａｎａ Ｅ． Ｐｒｉｔｚｅｌ） （隶属于 ｓｅ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ｓ）嵌套于 ｓｅｒ．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ｅ 中与柄花茜草（隶属

于 ｓｅｒ．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ｅ）关系比较近（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７３８７ 期 杨丽娥等： 中国茜草属 ｓｅｃｔ． Ｏｌｉｇｏｎｅｕｒａ 的形态计量学研究



图 １　 Ｓｅｃｔ． Ｏｌｉｇｏｎｅｕｒａ 基于欧氏距离的 ＵＰＧＡＭＡ 聚类分析　
Ｆｉｇ． １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ｄｅｎｄｒｏｇｒａｍ ｗｉｔｈ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Ｅｕｃｌｉｄｅａｎ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ｅｄ ｂｙ

ＵＰＧＭＡ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ｉｎ ｓｅｃｔ． Ｏｌｉｇｏｎｅｕ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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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Ｓｅｃｔ． Ｏｌｉｇｏｎｅｕｒａ 在前三个主成分空间上的散点图
Ｆｉｇ． ２　 Ｓｃａｔｔｅｒ ｐｌｏ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ｒｅ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ｅｃｔ． Ｏｌｉｇｏｎｅｕｒａ

此外，基于对茜草属的形态学研究我们发现，叶柄

长度在茜草属内的变异较大，甚至同一种内长度变

化也很大，因此叶柄长度这一分类性状并不是完全

可靠，由统计数据可知茜草、东南茜草 ［ Ｒ． ａｒｇｙｉ
（Ｈ． Ｌｅｖｅｉｌｌｅ ＆ Ｖａｎｉｏｔ） Ｈ． Ｈａｒａ ｅｘ Ｌａｕｅｎｅｒ ＆ Ｄ．
Ｋ． Ｆｅｒｇｕｓｏｎ］以及柄花茜草三个种中均存在叶柄长

度 ／叶片长度小于 １ ／ ２ 的类群，这一特征与 ｓｅ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ｓ 中国茜草（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Ｒｅｇｅｌ ＆ Ｍａａｃｋ）和

大叶茜草的主要划分特征每轮叶 ４ 片以及叶柄与叶

片长度比小于 １ ／ ２ 是一致的，故由于界定两系的主

要形态特征存在重叠，我们的数量分类学研究结果

无法将 ｓｅｒ．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ｅ 和 ｓｅ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ｓ 两个系区分

开来，故二者嵌套在一起，但 ｓｅ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ｓ 生活型为

直立草本这一个特征为较可靠的分类依据可与

ｓｅｒ．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ｅ（攀援草本）相区分，故其虽嵌套于

ｓｅｒ．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ｅ，但也形成了独立分支。
聚类分析结果显示除柄花茜草和茜草两个种

外，其余各种都形成了独立分支。 其中柄花茜草和

茜草两种的不同个体均分别形成两个小的分支，一
个分支分别仅有柄花茜草和茜草的类群构成，另一

分支为茜草与柄花茜草的混合分支。 茜草为茜草

属的模式种，该种也是茜草属中分布最广的种，国
内各省均有分布，且形态变异较大，每轮叶片数为

４、６ 或 ８ 片甚至多达 １２ 片，该种区别于该系其它种

的主要的特征为果实成熟时呈橘红色；而柄花茜草

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南地区，主要特征为稳定的每轮

叶片数 ４ 及花冠裂片反卷，花梗粗壮，导致两种部分

个体在聚类分析结果中聚在一起，原因应是两种的

主要区别特征上存在重叠（如每轮叶片数、叶柄长

度等），而其它形态特征也较为相似。
综上所述，形态计量学研究结果表明对主成分

贡献率较高的特征主要有叶形（叶长宽比）、叶柄、
叶脉、每轮叶片数、生活型、花冠管是否明显等特

征，这些形态性状也作为传统分类学的主要依据，
因此本研究结果与中国植物志分种检索表中所列

特征性状较为一致，验证了该分种检索表的合理

性。 本研究结果也表明 ｓｅｃｔ． Ｏｌｉｇｏｎｅｕｒａ 除柄花茜草

和茜草两种外，其余各种间的界限都比较清晰，能
形成独立分支，故可为该组下各物种的鉴定提供新

的分类依据。 另外在 ｓｅｃｔ． Ｏｌｉｇｏｎｅｕｒａ 中，Ｒ． ｍａｎｄｅｒｓｉｉ
ｇｒｏｕｐ、Ｒ． ａｎｇｕｓｔｉｓｓｉｍａ ｇｒｏｕｐ、Ｒ． ｓｉａｍｅｎ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 都得到

了分子系统学与形态计量学证据的支持，建议将它

们正 式 提 升 为 系。 但 本 组 中 最 大 的 系 ｓｅｒ．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ｅ 并没有得到分子与形态证据的支持，所
以需要对本组乃至整个茜草属进行更为全面的分

子与形态数据的综合研究才能作出全面的系统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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