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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耳草属———中国唇形科植物一新归化属
马兴达， 王焕冲， 张荣桢， 孔令普， 和兆荣∗

（ 云南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

摘　 要： 该文报道了中国唇形科植物一新归化种———荆芥叶狮耳草 ［Ｌｅｏｎｏｔｉｓ ｎｅｐｅｔｉｆｏｌｉａ （Ｌ．） Ｒ． Ｂｒ．］，该种的

发现代表狮耳草属 ［Ｌｅｏｎｏｔｉｓ （Ｐｅｒｓ．） Ｒ． Ｂｒ．］在中国的新归化。 狮耳草属的主要特征为轮伞花序腋生，苞片和

萼齿顶端针刺状，花冠桔红色或黄色，冠唇上唇较大，下唇较小；其与绣球防风属（Ｌｅｕｃａｓ Ｒ． Ｂｒ）较为接近，但后

者的萼齿等大，花冠通常白色，花冠筒不超出萼外，冠檐下唇长于上唇，二者区别较为显著。 荆芥叶狮耳草为

一年生草本。 轮伞花序球形，多花密集，其下承以多数密集苞片；苞片细长，向下微弯曲，先端针刺状。 花萼管

状，先端膨大而略折曲；萼齿针刺状，最上面一枚较大。 花冠桔红色，密被桔红色绒毛；花冠筒细长，伸出萼筒

之外；冠檐二唇形，上唇较大，下唇较小。 荆芥叶狮耳草与同属植物 Ｌｅｏｎｏｔｉｓ ｌｅｏｎｕｒｕｓ Ｒ． Ｂｒ．最为相似，但前者叶

为卵圆形或心形，后者的叶片多为披针形。 根据该研究的标本和相关文献资料，该文还提供了狮耳草属和荆

芥叶狮耳草的形态描述、地理分布的讨论，以及荆芥叶狮耳草的资源价值、归化途经、繁殖和危害的讨论和野

外生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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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旅游业的迅速发

展，外来生物的入侵已经成为继生境破坏之后造成

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最重要原因 （ Ｗｉｌｃｏｖｅ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８）。 生物入侵是一个连续的过程，经由引入、归
化、停滞期、 扩散及暴发四个阶段 （张芷荧等，
２００８）。 其中归化是指某种生物从其原来的分布区

域扩展到一个新的地区，且在新的分布区里，该物

种在野生条件下能正常繁殖、扩散和维持种群。 归

化是生物入侵过程中非常关键的阶段，归化种如果

得不到有效的防控，其种群就有可能发生大规模的

扩散和暴发，变成危害当地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入

侵种。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本文作者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

自治州景洪市进行野外考察时，发现一种外形与绣

球防风属植物非常相似的唇形科未知物种；２０１６ 年

１ 月和 ５ 月，作者在老挝北部的乌多姆赛省和琅南

塔省做野外植物资源调查过程中，也发现该物种的

分布。 通过认真查阅相关资料（吴征镒和李锡文，
１９７７；吴征镒，１９７７；Ｂｒｏｗｎ，１８１０；Ｐｅｒｓｏｏｎ，１８０６；Ｂｒｉｔ⁃
ｔｏｎ， １９１８； Ｉｗａｒｓｓｏｎ ＆ Ｈａｒｖｅｙ， ２００３； Ｂｒｏｗｎ， １８１４；
Ｉｗａｒｓｓｏｎ，１９８５；Ｈｏｏｋｅｒ，１８８５；Ｌｉ ＆ Ｈｅｄｇｅ，１９９４；Ａｙ⁃
ａｎｗｕｙ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确定该植物为原产非洲热带地

区的 Ｌｅｏｎｏｔｉｓ ｎｅｐｅｔｉｆｏｌｉａ （Ｌ．） Ｒ． Ｂｒ．，属于一个过去

在中国从未有过记录的属—Ｌｅｏｎｏｔｉｓ （Ｐｅｒｓ．） Ｒ． Ｂｒ．。
通过野外观察发现，Ｌ． ｎｅｐｅｔｉｆｏｌｉａ （Ｌ．） Ｒ． Ｂｒ．在我国

能正常开花结实，所产种子也能正常萌发并形成新

的植株，因此可以确定这是一种已经归化的外来植

物，现报道如下：
狮耳草属

Ｌｅｏｎｏｔｉｓ （Ｐｅｒｓ．） Ｒ． Ｂｒ． ｉｎ Ｐｒｏｄｒｏｍｕｓ Ｆｌｏｒａｅ Ｎｏ⁃
ｖａｅ Ｈｏｌｌａｎｄｉａｅ ５０４． １８１０． ——— Ｐｈｌｏｍｉｓ ｓｕｂｇ． Ｌｅｏｎｏｔｉｓ
Ｐ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ａｎ Ｈｅｎｄｒｉｋ． Ｓｙｎｏｐｓｉｓ 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 ２：
１２７． １８０６．

属形态特征：草本或灌木。 轮伞花序疏离，生
于叶腋；苞片密集，细长，针刺状。 花桔红色或黄

色。 花萼管具 １０ 脉，通常弯曲且管口倾斜；萼齿 ８～
１０，坚硬，针刺状，上部的一个较大。 花冠密被柔毛，
花冠筒伸出萼筒之外，冠檐二唇形，上唇盔状，较
大，凹面向下，下唇较小。 雄蕊 ４，花药纵裂，室极叉

开；花柱先端相等分裂，钻形，前裂片短。 小坚果三

棱形、椭圆形、卵圆形或长圆形，顶端钝状或截面

状，表面光滑。
地理分布：本属共有 ９ 种。 Ｌｅｏｎｏｔｉｓ ｎｅｐｅｔｉｆｏｌｉａ

是一种泛热带分布杂草，Ｌｅｏｎｏｔｉｓ ｌｅｏｎｕｒｕｓ 和 Ｌｅｏｎｏｔｉｓ
ｎｅｐｅｔｉｆｏｌｉａ 在全世界广泛栽培，其它种只分布于非洲

地区（Ｉｗａｒｓｓｏｎ ＆ Ｈａｒｖｅｙ，２００３）。
属名“Ｌｅｏｎｏｔｉｓ”来源于希腊语“ｌｅｏｎ”（狮子），特

指本属植物的花冠颜色及形态与狮子相似，根据该

属植物的形态学特征和拉丁文的含义，笔者将其中

文名拟为狮耳草属。
近缘属：狮耳草属［ Ｌｅｏｎｏｔｉｓ （Ｐｅｒｓ．） Ｒ． Ｂｒ．］与

糙苏属（Ｐｈｌｏｍｉｓ Ｌ．）和绣球防风属（ Ｌｅｕｃａｓ Ｒ． Ｂｒ．）
近缘。 学 名 Ｌｅｏｎｏｔｉｓ 最 初 是 由 法 国 植 物 学 家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ａｎ Ｈｅｎｄｒｉｋ Ｐｅｒｓｏｏｎ 作为糙苏属下的一个亚

属发表于 １８０６ 年，四年后苏格兰植物学家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ｒｏｗｎ 将其提升为属（Ｐｅｒｓｏｏｎ，１８０６；Ｂｒｏｗｎ，１８１０）。
狮耳草属与糙苏属的共同特征是轮伞花序腋生，多
花密集，苞片多数，花萼管状且具萼齿，冠檐二唇

形，雄蕊 ４，花柱先端 ２ 裂；区别在于狮耳草属植物

的萼齿数为 ８～１０，花冠筒明显伸出萼外，而糙苏属

植物的萼齿数为 ５，等大，花冠筒内藏或略伸出萼

外。 狮耳草属与绣球防风属最为近缘，它们的共同

特征是轮伞花序疏离，生于叶腋；花萼管状，花萼管

具 １０ 脉，管口有萼齿；冠檐二唇形；雄蕊 ４，花柱先

端 ２ 裂；区别在于狮耳草属的花萼管口的萼齿坚硬，
针刺状，不等大，最上面的一个较大， 花冠桔红色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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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荆芥叶狮尾草　 １． 植株外形； ２． 枝、叶； ３． 轮伞花序； ４． 花； ５． 花萼； ６． 花冠。
Ｆｉｇｓ． １　 Ｌｅｏｎｏｔｉｓ ｎｅｐｅｔｉｆｏｌｉａ （Ｌ．） Ｒ． Ｂｒ．　 １． Ｈａｂｉｔ； ２．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ｌｅａｖｅｓ； ３． 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ｓｔｅｒ； ４． Ｆｌｏｗｅｒ； ５． Ｃａｌｙｘ； ６． Ｃｏｒｏｌｌ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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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花冠筒伸出萼筒之外，冠檐上唇长于下唇，而
绣球防风属植物的萼齿等大，花冠通常白色，花冠

筒不超出萼外，冠檐下唇长于上唇（吴征镒和李锡

文， １９７７；吴征镒，１９７７；Ｌｉ ＆ Ｈｅｄｇｅ，１９９４）。
荆芥叶狮耳草　 图 １
Ｌｅｏｎｏｔｉｓ ｎｅｐｅｔｉｆｏｌｉａ （ Ｌ．） Ｒ． Ｂｒ． ｉｎ Ａｉｔｏｎ，

Ｈｏｒｔ． Ｋｅｗ．， ｅｄ． ２（３）： ４０９． １８１４． ——— Ｐｈｌｏｍｉｓ ｎｅｐｅ⁃
ｔｉｆｏｌｉａ Ｌ． ｉｎ Ｃａｒｌｖ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 ２： ５８６ －
５８７． １７５３．

形态特征：一年生草本，株高 ６０～２００ ｃｍ。 茎四

棱形，每面有沟槽，被微柔毛。 叶对生，卵圆形或心

形，长 ３～７．５ ｃｍ，宽 ２．５ ～ ６．５ ｃｍ，边缘具圆锯齿，膜
质，密被短柔毛；叶脉网状，侧脉 ４～ ６ 对；叶柄长 １ ～
３ ｃｍ；叶腋常生嫩芽或嫩枝。 轮伞花序疏离，生于叶

腋，球形，径 ２～６ ｃｍ，多花密集，其下承以多数密集

苞片；苞片细长，线形，向下微弯曲，先端针刺状。
花萼管状，长约 １．５ ｃｍ，先端膨大而略折曲，外部被

短柔毛，网状脉；萼齿针刺状，最上面一枚较大，长
约 ０．５ ｃｍ。 花冠桔红色，长约 ２ ｃｍ，密被桔红色绒

毛；花冠筒细长，伸出萼筒之外；冠檐二唇形，上唇

盔状，较大，长约 １ ｃｍ，半包雄蕊和柱头，下唇较小，
长度约为上唇的 １ ／ ３，３ 裂，先端卷曲。 雄蕊 ４，花药

纵裂；花柱 １，先端相等分裂。 小坚果长圆形，向上

逐渐增大，顶端截面状。 花果期 ７—９ 月。
研究标本：中国（Ｃｈｉｎａ），云南（Ｙｕｎｎａｎ）， 西双

版 纳 傣 族 自 治 州 （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 ） 景 洪 市

（Ｊｉｎｇｈｏｎｇ），澜沧江江边，６０９ ｍ，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９ 日，
王焕冲等 ＪＨ６９７（ＨＹＵ）；景洪市（Ｊｉｎｇｈｏｎｇ），南药园

边荒地，５７０ ｍ，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５ 日，王焕冲等 ＪＨ７８８
（ ＨＹＵ ）。 老 挝 （ Ｌａｏ ＰＤＲ ）， 乌 多 姆 塞 省

（Ｏｕｄｏｍｘａｙ）， 北宾县（ＰａｋＢｅｎｇ）：南奔（ＮａｍＢｅｎｇ），
南奔水电站旁，３８０ ｍ，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５ 日，王焕冲等

ＬＷ７８９（ＨＹＵ）。 老挝（Ｌａｏ ＰＤＲ），琅南塔省（Ｌｏｕａｎｇ
Ｎａｍｔｈａ）， 琅南塔县（Ｌｏｕａｎｇ Ｎａｍｔｈａ）：琅南塔河河

边，４２０ ｍ，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王焕冲等 ＬＷ７９０
（ＨＹＵ）

地理分布：荆芥叶狮耳草原产于非洲的热带地

区，现已归化于巴西、印度、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
加坡、老挝等地区 （ Ｈｏｏｋｅｒ， １８８５； Ａｙａｎｗｕｙ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中国为新发现。

种加词“ ｎｅｐｅｔｉｆｏｌｉａ”由荆芥属的属名“Ｎｅｐｅｔａ”

和拉丁词“ｆｏｌｉｕｍ”（叶片）组合而来，指本种的叶片

形态与荆芥的叶片相似。
近缘种：荆芥叶狮耳草［Ｌｅｏｎｏｔｉｓ ｎｅｐｅｔｉｆｏｌｉａ （Ｌ．）

Ｒ． Ｂｒ．］与同样产于在全世界广泛栽培的同属植物

Ｌｅｏｎｏｔｉｓ ｌｅｏｎｕｒｕｓ Ｒ． Ｂｒ．最为相似，但二者的叶片形态

区别明显，前者叶为卵圆形或心形，而后者的叶片

多为披针形（Ｉｗａｒｓｓｏｎ ＆ Ｈａｒｖｅｙ，２００３）；荆芥叶狮耳

草与非洲产的 Ｌｅｏｎｏｔｉｓ ｌｅｏｎｉｔｉｓ Ｒ． Ｂｒ．也较为相近，区
别在于荆芥叶狮耳草为草本，轮伞花序生于叶腋，
每枝多个花序，而 Ｌｅｏｎｏｔｉｓ ｌｅｏｎｉｔｉｓ Ｒ． Ｂｒ．为灌木，轮
伞花序单生于枝顶（Ｂｒｏｗ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１２）。

资源价值：荆芥叶狮耳草株形美观，花型特异，
易于种植，是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广泛栽培的观赏花

卉。 此外，根据文献记载荆芥叶狮耳草具有药用价

值，在中美洲的加勒比地区，其被当地人用于治疗

哮喘；在西印度群岛、马来西亚和巴西，其被用于治

疗歇斯底里痉挛；在南非等非洲地区，其被用于治

疗癫痫、风湿症、佝偻病、头痛和创伤；在印度，其被

用于治疗胃痛和感冒咳嗽 （ Ａｙａｎｗｕｙ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
Ｉｍｒ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

归化途径：就荆芥叶狮耳草的归化来源而言，
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系人工栽培引入后自然逸

野，因为荆芥叶狮耳草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常作为

观赏植物广泛引种和栽培。 在西双版纳地区，位于

勐腊县勐仑镇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早在 １９８４ 年就曾引种和栽培过该种（中国科学院

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１９８４），但根据访问位于景洪

的云南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西双版纳热带花卉

园）和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云南分所的

专家，该种在景洪市并没有引种的记录。 另外一种

可能是通过东南亚国家传入我国并扩散开来，因为

根据我们的野外调查，该种已经在老挝北部的乌多

姆赛省和琅南塔省广泛归化和扩散。
繁殖和危害：荆芥叶狮耳草通过有性繁殖产生

后代，其繁殖能力强，每株个体均能产生大量的种

子，并且种子小，有利于种群的扩张蔓延。 该种可

侵入农田，其花序有大量针刺状坚硬附属物，易扎

伤人，且不易清除，会对农业生产产生危害，并与当

地物种竞争，排挤当地物种，对区域的生物多样性

产生影响，应引起相关管理部门的重视。
致谢　 感谢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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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科研所张培松工程师和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的陈超和王佳冠同学在野外考察过程中提供大力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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