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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藏兰科植物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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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学院ꎬ 南昌 ３３００３１２ꎻ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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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西藏东南地区位于东喜马拉雅和印缅的交接处ꎬ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ꎬ尤其是位于

该地区的墨脱ꎬ由于巨大的海拔高差ꎬ使该地区的植被类型呈显著的垂直地带性ꎬ且植物种类繁多、植被结

构复杂ꎮ 该文报道了西藏野生兰科植物新记录属 ３ 个ꎬ即线柱兰属(Ｚｅｕｘｉｎｅ)、爬兰属(Ｈｅｒｐｙｓｍａ)和槽舌兰

属(Ｈｏｌｃｏｇｌｏｓｓｕｍ)ꎻ新记录种 ２７ 个ꎬ即白肋线柱兰(Ｚｅｕｘｉｎｅ ｇｏｏｄｙｅｒｏｉｄｅｓ)、爬兰(Ｈｅｒｐｙｓｍａ ｌｏｎｇｉｃａｕｌｉｓ)、小花槽

舌兰(Ｈｏｌｃｏｇｌｏｓｓｕｍ ｈｉｍａｌａｉｃｕｍ)、西南齿唇兰(Ａｎｏｅｃｔｏｃｈｉｌｕｓ ｅｌｗｅｓｉｉ)、窄唇蜘蛛兰(Ａｒａｃｈｎｉｓ ｌａｂｒｏｓａ)、短足石豆

兰(Ｂｕｌ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ｓｔｅｎｏｂｕｌｂｏｎ)、尖角卷瓣兰(Ｂ. ｆｏｒｒｅｓｔｉｉ)、南方虾脊兰(Ｃａｌａｎｔｈｅ ｌｙｒｏｇｌｏｓｓａ)、泰国牛角兰(Ｃｅｒａ￣

ｔｏｓｔｙｌｉｓ ｓｉａｍｅｎｓｉｓ)、金唇兰(Ｃｈｒｙｓｏｇｌｏｓｓｕｍ ｏｒｎａｔｕｍ)、格力贝母兰(Ｃｏｅｌｏｇｙｎｅ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ｉｉ)、云南贝母兰(Ｃ. ａｓｓａｍｉ￣

ｃａ)、斑舌兰(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 ｔｉｇｒｉｎｕｍ)、梳唇石斛(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ｓｔｒｏｎｇｙｌａｎｔｈｕｍ)、狭叶金石斛((Ｄ.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ｕｍ)、

厚唇兰(Ｄ. ｍａｒｉａｅ)、粗茎苹兰(Ｐｉｎａｌｉａ ａｍｉｃａ)、垂叶斑叶兰(Ｇｏｏｄｙｅｒａ ｐｅｎｄｕｌａ)、绿花斑叶兰(Ｇ. ｖｉｒｉｄｉｆｌｏｒａ)、

狭叶羊耳蒜(Ｌｉｐａｒｉｓ ｐｅｒｐｕｓｉｌｌａ)、小花羊耳蒜( Ｌ. ｐｌａｔｙｒａｃｈｉｓ)、三裂羊耳蒜( Ｌ. ｍａｎｎｉｉ)、镰叶鸢尾兰(Ｏｂｅｒｏｎｉａ

ｆａｌｃａｔａ)、阔瓣鸢尾兰(Ｏ. ｌａｔｉｐｅｔａｌａ)、凹唇石仙桃(Ｐｈｏｌｉｄｏｔａ ｃｏｎｖａｌｌａｒｉａｅ)、大苞兰(Ｓｕｎｉｐｉａ ｓｃａｒｉｏｓａ)、滇南矮柱

兰(Ｔｈｅｌａｓｉｓ ｋｈａｓｉａｎａ)ꎮ 这些植物新资料的发现ꎬ对于丰富西藏植物种类以及对该地区物种多样性的保护和

研究具有重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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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藏东南地区是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Ｍｉｔ￣
ｔｅｒｍｅｉｅｒ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５)ꎬ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复杂的气

候类型使得该地区兰科植物多样性非常丰富ꎬ在
«西藏植物志»中就记录了西藏兰科植物有 ６４ 属

１９１ 种及 ２ 变种(郎楷永和吉占和ꎬ１９８７)ꎮ 近年

来ꎬ随着交通的改善ꎬ该地区的植物研究也越来越

受到关注ꎬ更多的野外科考也随之展开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ꎬ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西藏

自治区高原生物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

带植物园科技人员对西藏自治区墨脱县联合开展

了两周的野生兰科植物科学考察ꎬ发现西藏野生

兰科植物新记录属 ３ 个和新记录种 ２７ 个ꎬ现予以

报道ꎮ 凭证标本分别保存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

所(ＰＥ)、西藏自治区高原生物研究所(ＸＺ)和中国

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ＨＩＴＢＣ)标本馆中ꎮ
１. 白肋线柱兰　 图版 Ｉ:Ａ

Ｚｅｕｘｉｎｅ ｇｏｏｄｙｅｒｏｉｄｅｓ Ｌｉｎｄｌ.ꎬ Ｇｅｎ. Ｓｐ. Ｏｒｃｈｉｄ.
Ｐｌ. ４８６. １８４０.

区内分布:墨脱县背崩乡ꎬ海拔１ ４５１ ｍꎬ附生

于林中树干上ꎻ金效华、李剑武、王喜龙、王程旺

１９３０５(ＰＥ)ꎮ 区外分布:本属共有 ５０ 余种ꎬ中国

产 １３ 种ꎬ主要分布于中国云南东南部、广西西部ꎬ
尼泊尔、锡金、不丹、印度东北部也有分布ꎮ 模式

标本 采 自 印 度ꎮ 本 种 以 及 所 在 的 线 柱 兰 属

(Ｚｅｕｘｉｎｅ Ｌｉｎｄｌ.)在中国西藏均为首次记录ꎮ
２. 爬兰　 图版 Ｉ:Ｂ

Ｈｅｒｐｙｓｍａ ｌｏｎｇｉｃａｕｌｉｓ Ｌｉｎｄｌ. ｉｎ Ｇｅｎ. Ｓｐ. Ｏｒｃｈｉｄ.
Ｐｌ. ５０６. １８４０.

区内分布:墨脱县背崩乡ꎬ海拔１ ３８１ ｍꎬ生长

在密林下腐殖土中ꎬ开花ꎻ金效华、李剑武、王喜

龙、王程旺 １９３３５(ＰＥ)ꎮ 区外分布:本属下面仅有

爬兰一种ꎬ主要分布于中国(云南)、不丹、印度东

北部、印度尼西亚、缅甸、尼泊尔、泰国和越南ꎮ 本

种以及所在的爬兰属(Ｈｅｒｐｙｓｍａ Ｌｉｎｄ.)在中国西藏

均为首次记录ꎮ
３. 小花槽舌兰　 图版 Ｉ:Ｃ

Ｈｏｌｃｏｇｌｏｓｓｕｍ ｈｉｍａｌａｉｃｕｍ(Ｄｅｂꎬ Ｓｅｎｇｕｐｔａ ＆ Ｍａｌ￣
ｉｃｋ) Ａｖｅｒ. [Ａｓｃｏｃｅｎｔｒｕｍ ｈｉｍａｌａｉｃｕｍ (Ｄｅｂꎬ Ｓｅｎｇｕｐｔａ
＆ Ｍａｌｉｃｋ)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ｏｎ].

本种中国植物志中英文版均放在鸟舌兰属

(Ａｓｃｏｃｅｎｔｒｕｍ Ｓｃｈｌｔｒ.)(吉占和等ꎬ１９９９ꎻ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ꎬ但在本文中我们根据最新研究资料ꎬ将其

归在槽舌兰属ꎮ
区内分布:墨脱县格当乡ꎬ海拔１ ７６９ ｍꎬ附生

于林中树干上ꎬ开花ꎻ金效华、李剑武、王喜龙、王
程旺 １９１９０( ＰＥ)ꎮ 区外分布:本属共有 １２ 种ꎬ主
要分布在中国云南、四川ꎬ印度、老挝、缅甸、泰国

和越南也有分布ꎮ 本种以及所在的槽舌兰属(Ｈｏｌ￣
ｃｏｇｌｏｓｓｕｍ Ｓｃｈｌｔｒ.)在中国西藏均为首次记录ꎮ
４. 西南齿唇兰

Ａｎｏｅｃｔｏｃｈｉｌｕｓ ｅｌｗｅｓｉｉ (Ｃｌａｒｋｅ ｅｘ Ｈｏｏｋ. ｆ.) Ｋｉｎｇ ｅｔ
Ｐａｎｔｌ. ｉｎ Ａｎｎ. Ｂｏｔ. Ｇａｒｄ. Ｃａｌｃｕｔｔａ ８: ２９６ꎬ ｔ. ３９４. １８９８.

区内分布:墨脱县背崩乡ꎬ海拔１ ４５１ ｍꎬ附生

于林下荫湿腐殖土中ꎻ金效华、李剑武、王喜龙、王
程旺 １９３０６(ＰＥ)ꎮ 区外分布:分布于中国广西、四
川、贵州、云南和台湾ꎻ在锡金、不丹、印度东北部、
缅甸北部、泰国、越南也有分布ꎬ模式标本采自印

度ꎮ 本种在中国西藏首次记录ꎮ
５. 窄唇蜘蛛兰

Ａｒａｃｈｎｉｓ ｌａｂｒｏｓａ (Ｌｉｎｄｌ. ＆ Ｐａｘｔｏｎ) Ｒｃｈｂ. ｆ. ｉｎ
Ｂｏｔ. 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ｌ. ２８: ３４３. １８８６.

区内分布: 墨脱县德兴乡ꎬ海拔１ ０７７ ｍꎬ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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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Ａ. 白肋线柱兰ꎻ Ｂ. 爬兰ꎻ Ｃ. 小花槽舌兰ꎮ
Ｎｏｔｅ: Ａ. Ｚｅｕｘｉｎｅ ｇｏｏｄｙｅｒｏｉｄｅｓꎻ Ｂ. Ｈｅｒｐｙｓｍａ ｌｏｎｇｉｃａｕｌｉｓꎻ Ｃ. Ｈｏｌｃｏｇｌｏｓｓｕｍ ｈｉｍａｌａｉｃｕｍ.

图版 Ｉ　 西藏 ３ 个兰科植物新记录属 (种)
Ｐｌａｔｅ Ｉ　 Ｔｈｒｅｅ ｇｅｎｅｒａ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ｏｒｃｈｉｄｓ ｎｅｗｌｙ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ｔｏ Ｔｉｂｅｔ

于林中树干上ꎻ金效华、李剑武、王喜龙、王程旺

１９１２６(ＰＥ)ꎮ 区外分布:本属共有 １３ 余种ꎬ中国

仅产 １ 种ꎬ分布于中国台湾、海南、广西、云南南

部ꎮ 国外主要分布在不丹、印度东北、缅甸和越南

南部ꎮ 本种在中国西藏首次记录ꎮ
６. 短足石豆兰

Ｂｕｌ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ｓｔｅｎｏｂｕｌｂｏｎ Ｅ. Ｃ. Ｐａｒｉｓｈ ＆
Ｒｃｈｂ. ｆ. ｉｎ Ｔｒａｎｓ. Ｌｉｎｎ. Ｓｏｃ. Ｌｏｎｄｏｎ ３０: １５３. １８７４.

区内分布:墨脱县 ５０ Ｋ－８０ Ｋ 路上ꎬ海拔１ ０８７
ｍꎬ附生于林中树干上ꎻ金效华、李剑武、王喜龙、王
程旺 １９０６５( ＰＥ)ꎮ 区外分布:本属有１ ９００余种ꎬ

主要分布在新旧的世界热带地区ꎻ中国产 １０３ 种ꎬ
分布于广东、贵州西南部、云南东南部ꎮ 不丹、锡
金、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均有分布ꎮ 本种在中国

西藏首次记录ꎮ
７. 尖角卷瓣兰

Ｂｕｌ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ｆｏｒｒｅｓｔｉｉ Ｓｅｉｄｅｎｆ. ｉｎ Ｄａｎｓｋ Ｂｏｔ.
Ａｒｋ. ２９(１): １２０. １９７４.

区内分布:墨脱县 ５０ Ｋ－８０ Ｋ 路上ꎬ海拔 １０８７
ｍꎬ附生于林中树干上ꎻ金效华、李剑武、王喜龙、王
程旺 １９０７０(ＰＥ)ꎮ 区外分布:主要分布于中国云

南南部至西北部(勐海、腾冲、泸水、怒江流域)ꎮ

２４４１ 广　 西　 植　 物 ３８ 卷



国外主要分布在缅甸和泰国ꎮ 模式标本采自中国

云南西北部ꎮ 与角萼卷瓣兰[Ｂｕｌ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ｈｅｌｅｎａｅ
(Ｋｕｎｔｚｅ) Ｊ. Ｊ. Ｓｍｉｔｈ]相似ꎬ主要区别在于本种的

花杏黄色ꎬ中萼片全缘ꎮ 在中国西藏首次记录ꎮ
８. 南方虾脊兰

Ｃａｌａｎｔｈｅ ｌｙｒｏｇｌｏｓｓａ Ｒｃｈｂ. ｆ. ｉｎ Ｏｔｉａ Ｂｏｔ.
Ｈａｍｂｕｒｇ. １: ５３. １８７８.

区内分布:墨脱县背崩乡ꎬ海拔１ ５９６ ｍꎬ附生

于林中树干上ꎻ金效华、李剑武、王喜龙、王程旺

１９２５２( ＰＥ)ꎮ 区外分布:国内主要分布于中国海

南、台湾ꎻ国外主要在柬埔寨、印度东北部、日本、
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泰国、越南等地分

布ꎮ 本种在中国西藏首次记录ꎮ
９. 泰国牛角兰

Ｃｅｒａｔｏｓｔｙｌｉｓ ｓｉａｍｅｎｓｉｓ Ｒｏｌｆｅ ｅｘ Ｄｏｗｎｉｅ. ｉｎ
Ｂｕｌｌ. Ｍｉｓｃ. Ｉｎｆｏｒｍ. Ｋｅｗ １９２５ꎬ ３７９.

区内分布:墨脱县格当乡ꎬ海拔１ ６８０ ｍꎬ附生于

林中树干上ꎻ金效华、李剑武、王喜龙、王程旺 １９２２３
(ＰＥ)ꎮ 区外分布:本属有 １００ 余种ꎬ主要分布于热

带亚洲至新几内亚岛和太平洋群岛ꎻ中国产 ４ 种ꎬ分
布于云南和西藏ꎮ 国外主要分布在泰国ꎮ 本种仅

在中国云南发现(李剑武等ꎬ２０１５)ꎬ在 ＨＩＴＢ 标本馆

存有标本ꎬ本种在中国西藏为首次记录ꎮ
１０. 金唇兰

Ｃｈｒｙｓｏｇｌｏｓｓｕｍ ｏｒｎａｔｕｍ Ｂｌ. ｉｎ Ｂｉｊｄｒ. ３３８. １８２５.
区内分布:墨脱县德兴乡ꎬ海拔１ ０７７ ｍꎬ生长

于森林下荫湿环境中ꎻ金效华、李剑武、王喜龙、王
程旺 １９１３３(ＰＥ)ꎮ 区外分布:主要分布于中国广

西、海南、台湾、云南南部和西南部ꎻ国外主要分布

在不丹、印度、尼泊尔和东南亚地区ꎮ 本种在中国

西藏为首次记录ꎮ
１１. 格力贝母兰

Ｃｏｅｌｏｇｙｎｅ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ｉｉ Ｈｏｏｋ. ｆ. ｉｎ Ｆｌ. Ｂｒｉｔ. Ｉｎｄｉａ. ５:
８３８. １８９０.

区内分布:墨脱县背崩乡ꎬ海拔 ７１２ ｍꎬ附生于

林中树干上ꎻ金效华、李剑武、王喜龙、王程旺

１９２８０( ＰＥ)ꎮ 区外分布:主要分布于中国云南东

南部ꎻ国外主要分布于印度东北部和缅甸地区ꎮ
本种在中国西藏为首次记录ꎮ

１２. 云南贝母兰

Ｃｏｅｌｏｇｙｎｅ ａｓｓａｍｉｃａ Ｌｉｎｄｅｎ ＆ Ｒｃｈｂ. ｆ. ｉｎ
Ｂｅｒｌｉｎｅｒ Ａｌｌｇ. Ｇａｒｔｅｎｚｅｉｔｕｎｇ ２５: ４０３. １８５７.

区内分布:墨脱县背崩乡ꎬ海拔 ７２８ ｍꎬ附生于

林中树干上ꎻ金效华、李剑武、王喜龙、王程旺

１９２９３(ＰＥ)ꎮ 区外分布:分布于中国云南西北部ꎻ
国外主要分布于不丹、印度东北部、缅甸、泰国、越
南等地ꎮ 本种在中国西藏首次记录ꎮ
１３. 斑舌兰

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 ｔｉｇｒｉｎｕｍ Ｅ. Ｃ. Ｐａｒｉｓｈ ｅｘ Ｈｏｏｋ. ｉｎ
Ｂｏｔ. Ｍａｇ. ９０: ａｄ ｔ. ５４５７. １８６４.

区内分布:墨脱县格当乡ꎬ海拔１ ７６９ ｍꎬ附生

于林中树干上ꎻ金效华、李剑武、王喜龙、王程旺

１９１８５(ＰＥ)ꎮ 区外分布:主要分布在中国云南ꎻ国
外主要分布于印度和缅甸ꎮ 本种在中国西藏为首

次记录ꎮ
１４. 狭叶金石斛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ｕｍ ( Ｂｌ.) Ｌｉｎｄｌ. ｉｎ
Ｇｅｎ. Ｓｐ. Ｏｒｃｈｉｄ. Ｐｌ. ７６. １８３０.[Ｆｌｉｃｋｉｎｇｅｒｉａ ａｎｇｕｓｔｉ￣
ｆｏｌｉａ (Ｂｌ.) Ｈａｗｋｅｓ. Ｂｌ.] .

本种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均放在金石斛属(Ｆｌｉｃｋｉｎ￣
ｇｅｒｉａ Ａ.Ｄ.Ｈａｗｋｅｓ)ꎬ但在本文中我们根据最新研究

资料ꎬ将其归在石斛属 ( Ｘ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２ꎻＦａ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ꎮ

区内分布:墨脱县背崩乡ꎬ海拔１ ４５１ ｍꎬ附生于

林中树干上ꎻ金效华、李剑武、王喜龙、王程旺 １９３１５
(ＰＥ)ꎮ 区外分布:海南(五指山等地)、广西西南部

(靖西、德保)及云南(西双版纳、普洱等地)ꎮ
１５. 厚唇兰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ｍａｒｉａｅ Ｓｃｈｕｉｔ. ＆ Ｐｅｔｅｒ Ｂ. Ａｄａｍｓ
ｉｎ Ｍｅｕｌｌｅｒｉａ ２９(１): ６６. ２０１１. (Ｅｐｉｇｅｎｅｉｕｍ ｃｌｅｍｅｎ￣
ｓｉａｅ Ｇａｇｎｅｐ.) .

本种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均放在厚唇兰属( Ｅｐｉｇｅ￣
ｎｅｉｕｍ Ｇａｇｎｅｐ.)ꎬ但在本文中我们根据最新研究资

料ꎬ将其归在石斛属(Ｓｃｈｕｉｔｅｍａｎ ＆ Ａｄａｍｓꎬ２０１１)ꎮ
区内分布:墨脱县格当乡ꎬ海拔１ ７６９ ｍꎬ附生

于林中树干上ꎻ金效华、李剑武、王喜龙、王程旺

１９１９７(ＰＥ)ꎮ 区外分布:主要分布在贵州、海南和

云南ꎮ 本种在西藏为首次记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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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梳唇石斛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ｓｔｒｏｎｇｙｌａｎｔｈｕｍ Ｒｃｈｂ. ｆ. ｉｎ
Ｇａｒｄ. Ｃｈｒｏｎ.ꎬ ｎ. ｓ.ꎬ ９: ４６２. １８７８.

区内分布:墨脱县墨脱镇ꎬ海拔１ ４４０ ｍꎬ附生

于林中树干上ꎻ金效华、李剑武、王喜龙、王程旺

１９１０７( ＰＥ)ꎮ 区外分布:主要分布在中国海南和

云南ꎻ国外主要分布于缅甸、泰国、越南等地ꎮ 本

种在中国西藏为首次记录ꎮ
１７. 粗茎苹兰

Ｐｉｎａｌｉａ ａｍｉｃａ ( Ｒｃｈｂ. ｆ.) Ｋｕｎｔｚｅ ｉｎ Ｒｅｖｉｓ.
Ｇｅｎ. Ｐｌ. ２: ６７９. １８９１.

区内分布:墨脱县格当乡ꎬ海拔１ ６８９ ｍꎬ附生

于林中树干上ꎻ金效华、李剑武、王喜龙、王程旺

１９１６３( ＰＥ)ꎮ 区外分布:本种主要分布在中国台

湾ꎬ云南ꎻ不丹、柬埔寨、印度、老挝、缅甸、尼泊尔、
泰国、越南也有分布ꎮ 本种在中国西藏为首次

记录ꎮ
１８. 垂叶斑叶兰

Ｇｏｏｄｙｅｒａ ｐｅｎｄｕｌａ Ｍａｘｉｍ. ｉｎ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Ｉｍｐ. Ｓｃｉ. Ｓａｉｎｔ￣Ｐéｔｅｒｓｂｏｕｒｇ ３２: ６２３. １８８８.

区内分布:波密县排龙到通麦路上ꎬ海拔２ ２４３
ｍꎬ生长在林缘ꎻ金效华、李剑武、王喜龙、王程旺

１９００７( ＰＥ)ꎮ 区外分布:本种主要分布在我国台

湾地区ꎻ日本也有分布ꎮ 本种在中国西藏为首次

记录ꎮ
１９. 绿花斑叶兰

Ｇｏｏｄｙｅｒａ ｖｉｒｉｄｉｆｌｏｒａ (Ｂｌ.) Ｌｉｎｄｌ. ｅｘ Ｄ. Ｄｉｅｔｒｉｃｈ ｉｎ
Ｓｙｎ. Ｐｌ. ５: １６５. １８５２.

区内分布:墨脱县格当乡ꎬ海拔１ ３３６ ｍꎬ生长

在林缘ꎬ开花ꎻ金效华、李剑武、王喜龙、王程旺

１９１５６(ＰＥ)ꎮ 区外分布:主要分布在我国的福建、
广东、海南、江西、云南、台湾ꎻ不丹、印度、日本、尼
泊尔、菲律宾、泰国、越南也有分布ꎮ 本种在中国

西藏为首次记录ꎮ
２０. 狭叶羊耳蒜

Ｌｉｐａｒｉｓ ｐｅｒｐｕｓｉｌｌａ Ｈｏｏｋ. ｆ. ｉｎ Ｈｏｏｋｅｒ ’ ｓ Ｉｃｏｎ.
Ｐｌ. １９: ａｄ ｔ. １８５６ｂ. １８８９.

区内分布:墨脱县墨脱镇ꎬ海拔２ ００３ ｍꎬ附生

于林中树干上ꎻ金效华、李剑武、王喜龙、王程旺

１９０９２( ＰＥ)ꎮ 区外分布:主要分布在我国云南西

南部ꎻ不丹、印度、尼泊尔、锡金也有分布ꎮ 本种在

中国西藏为首次记录ꎮ
２１. 小花羊耳蒜

Ｌｉｐａｒｉｓ ｐｌａｔｙｒａｃｈｉｓ Ｈｏｏｋ. ｆ. ｉｎ Ｈｏｏｋｅｒ ’ ｓ
Ｉｃｏｎ. Ｐｌ. １９: ａｄ ｔ. １８９０. １８８９.

区内分布:墨脱县墨脱镇ꎬ海拔１ ４４０ ｍꎬ附生

于林中树干上ꎻ金效华、李剑武、王喜龙、王程旺

１９１０５( ＰＥ)ꎮ 区外分布:本种主要分布在我国云

南西部ꎻ尼泊尔、锡金也有分布ꎮ 本种在中国西藏

为首次记录ꎮ
２２. 三裂羊耳蒜

Ｌｉｐａｒｉｓ ｍａｎｎｉｉ Ｒｃｈｂ. ｆ. ｉｎ Ｆｌｏｒａ ５５: ２７５. １８７２.
区内分布:墨脱县德兴乡ꎬ海拔１ ０７７ ｍꎬ附生

于林中树干上ꎻ金效华、李剑武、王喜龙、王程旺

１９１１９( ＰＥ)ꎮ 区外分布:本种主要分布在我国云

南南部ꎻ印度东北、越南也有分布ꎮ 本种在中国西

藏为首次记录ꎮ
２３. 镰叶鸢尾兰

Ｏｂｅｒａｏｎｉａ ｆａｌｃａｔａ Ｋｉｎｇ ＆ Ｐａｎｔｌ. ｉｎ Ｊｏｕｒｎ.
Ａｓ. Ｓｏｃ. Ｂｅｎｇ. ＩＩ. ６４: ３２９ꎬ １８９５.

区内分布:墨脱县格当乡ꎬ海拔１ ６８９ ｍꎬ附生

于林中树干上ꎻ金效华、李剑武、王喜龙、王程旺

１９１６０( ＰＥ)ꎮ 区外分布:本种主要分布在我国云

南ꎬ西藏为首次记录ꎮ
２４. 阔瓣鸢尾兰

Ｏｂｅｒｏｎｉａ ｌａｔｉｐｅｔａｌａ Ｌ. Ｏ.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ｉｎ Ｂｏｔ.
Ｍｕｓ. Ｌｅａｆｌ. ５: １６５. １９３８.

区内分布:墨脱县格当乡ꎬ海拔１ ７６９ ｍꎬ附生

于林中树干上ꎻ金效华、李剑武、王喜龙、王程旺

１９１８６(ＰＥ)ꎮ 区外分布:２０１３ 年在我国云南发现

并报道(田怀珍等ꎬ２０１３)ꎬ西藏为首次记录ꎮ
２５. 凹唇石仙桃

Ｐｈｏｌｉｄｏｔａ ｃｏｎｖａｌｌａｒｉａｅ (Ｅ. Ｃ. Ｐａｒｉｓｈ ＆ Ｒｃｈｂ. ｆ.)
Ｈｏｏｋ. ｆ. ｉｎ Ｈｏｏｋｅｒ’ｓ Ｉｃｏｎ. Ｐｌ. １９: ａｄ ｔ. １８８０. １８８９.

区内分布:墨脱县格当乡ꎬ海拔１ ７６９ ｍꎬ附生

于林中树干上ꎻ金效华、李剑武、王喜龙、王程旺

１９１８４( ＰＥ)ꎮ 区外分布:主要分布在我国云南西

南ꎻ印度东北、缅甸、泰国和越南也有分布ꎮ 中国

西藏为首次记录ꎮ

４４４１ 广　 西　 植　 物 ３８ 卷



２６. 大苞兰

Ｓｕｎｉｐｉａ ｓｃａｒｉｏｓａ Ｌｉｎｄｌ. ｉｎ Ｇｅｎ. Ｓｐ. Ｏｒｃｈｉｄ. Ｐｌ.
１７９. １８３３.

区内分布:墨脱县背崩乡ꎬ海拔１ ３８１ ｍꎬ附生

于林中树干上ꎻ金效华、李剑武、王喜龙、王程旺

１９３４３( ＰＥ)ꎮ 区外分布:本种主要分布在我国云

南ꎻ印度东北、缅甸、尼泊尔、泰国也有分布ꎮ 中国

西藏为首次记录ꎮ
２７. 滇南矮柱兰

Ｔｈｅｌａｓｉｓ ｋｈａｓｉａｎａ Ｈｏｏｋ. ｆ. ｉｎ Ｆｌ. Ｂｒｉｔ. Ｉｎｄｉａ. ６:
８７. １８９０.

区内分布:墨脱县德兴乡ꎬ海拔１ ０７７ ｍꎬ附生于

林中树干上ꎻ金效华、李剑武、王喜龙、王程旺 １９１２０
(ＰＥ)ꎮ 区外分布:主要分布在我国云南西南ꎻ印度、
泰国和越南也有分布ꎮ 中国西藏为首次记录ꎮ

通过为期两周的科学考察ꎬ发现新记录属 ３ 个、
新记录种 ２７ 个ꎬ说明墨脱的兰科植物多样且非常丰

富ꎮ 雅鲁藏布江作为天然的水汽通道使得印度洋

暖湿气流在墨脱地区形成了较大的降雨带ꎬ为墨脱

地区的植物生长提供了充足的水热条件ꎮ 墨脱的

藏文之意为“花朵”ꎬ说明这里植物资源非常丰富ꎮ
墨脱地势北高南低ꎬ海拔高差大ꎬ最高处为南迦巴

瓦峰海拔为７ ７５６ ｍꎬ而南部海拔为 ２００ ~ ５００ ｍꎬ雅
鲁藏布江大拐弯贯穿境内ꎬ年降水在２ ０００ ｍｍ 以上

(韩维栋等ꎬ１９９２)ꎮ 由于跨越多个不同的气候和植

被带ꎬ使得该地区的气候类型复杂且垂直变化大ꎬ
使得墨脱植物资源有完整的植被垂直带谱ꎬ有“植
被类型天然博物馆”之称ꎮ 这种特殊的地理条件和

气候类型使得墨脱地区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兰

科植物区系(郎楷永ꎬ１９８０)ꎮ
墨脱虽然属于喜马拉雅生物多样性保护热点

地区范围之内ꎬ但也是生态脆弱区之一ꎮ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ꎬ经国务院批准将墨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扩界

和更名为雅鲁藏布大峡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ꎬ扩
大了保护的范围ꎮ 我们建议墨脱在充分发掘利用

好这些宝贵的兰科植物资源的同时ꎬ还需要加强

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科学管

理ꎬ严格限制人类进出核心区和缓冲区ꎬ加强林业

行政执法力度ꎬ禁止兰科植物的非法采挖和交易ꎮ
同时ꎬ作为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ꎬ还需要联合保护

区管理局以及相关研究单位对保护区所有的兰科

植物资源进行深入考察ꎬ摸清家底ꎬ尤其是要对一

些特有兰科植物“建档立卡”ꎬ以其为保护区的科

学管理和兰科植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科学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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