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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山桂花属分类的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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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 ,

G u o S h e n g a n d H s u ,

Y u n g C h u n

( T h e F o r e s t r y C o l l e g e o f S o u t h一W e s t C h i n a )

本分类群最早由 M i q u e l ( 18 5 9 ) 建立 B e o n e才t i a 属
,

以后 B e n t h a m 和 J
.

D
.

H o o k e r

在 G e n e r a P l a n t a r u m 中
,

W
a r b u r g ( 18 9 3 )

,

G i l g ( 29 2 5 ) 在 E n g l
.

u
.

P
r a n t l N a t

.

P fl a n : e n fa m
.

的第一
、

第二版中均采用了此学名作为本类群的合法有效之名称
。

由于 S
.

.F

G r a y ( 2 5 2 1 ) 在大戟科 E “ P h o r b sa c e a e 中定了一属
,

名 B e , n e “ i a
,

接着 C
.

R
.

B r o w n

( 2 8 5 2 ) 在菊科 C o 二 P o s i r a e 中也定了一属
,

名 B e o n e r t i a
,

虽然后来 B e n , e f才i a 在大戟科和

菊科中都属于异名
,

但 M i q u e l ( 1 8 5 9) 在大风子科中所定属名 B e n n e 才t i a 在 5
.

F
.

G r a y

和 C
.

R
.

B r o w n 之后
,

根据国际植物命名法规优先律原则
,

M e r r il l ( 1 9 2 7 ) 取用了新名称

B洲能 ltt’ do en dr on 为此属之学名
,

并发表了一个新种且对 以前本 分类群的种名进行 了 新 组

合
。

此后
,

M er : 11 1 ( 19 3 9)
,

李惠林 ( 19 4 0)
,

吴征锰 ( 1 9 5 7 ) 相继对此分类群进行了研 究
,

并

发表了几个新种
,

至此在 山桂花属下记载37 个种名
,

随着研究的深入
,

标本的积累
,

植物学

工作者发现此属种类界限非常不清
,

S l e u m e r
( 19 54 ) 在 F l o r a M a l e s i a n a s e r

.

1
.

v
.

5 中

进行了较大范围的归并
,

从描述中可知他认为这个 分类群是一个变异范围特大的分类群
,

在

此属下只承认有 2 一 3 种
。

笔者在整理了中国此属植物之后
,

认为有必要对此分类群进行一

些讨论
。

山桂花月
.

-
刀。 , 。 。 **` o d 。 。 d , o 。 M e r r

.

M
e r r

.

i n Jo u r n
.

A r n
.

A r b
.

8 : 1 0
.

1 9 2 7
. -

一一 B 召 n n e t t i a M i q
.

i n F I
.

I n d
.

B
o t

.

1

( 2 )
: 1 0 5

。

1 8 5 9
。 n o n S

.

F
.

G r a y ( 18 2 1 )
, n e e C

.

R
.

B r o w n
( 1 8 5 2 )

一

模式种 B
.

l e 夕r o s s夕e :
( e l

o s ) M
e r r

.

4 种 1 变种
,

产东甫亚
,

马来西来
,

印度半 岛和我国南部至西南部
。

除 1 种产巴布亚新

几内亚外
,

中国全产
,

分布于云南
、

贵州
、

广西
、

广东
、

海南
、

湖南等省区
。

分种检索表

1
.

叶基部楔形
,

圆楔形或近圆形
.

2
.

叶片较大
,

长在 14 厘米以上
,

稀 8厘米以 下
,

不为倒卵状披针形
.

萌发枝之叶稀如比
,

叶柄较长
,

2
.

5

* 又称本勒木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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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以上
,

有毛或无毛
.

3
.

叶披针形或长圆形
,

厚纸质
,

萌发枝之叶椭圆形
,

薄纸质
,

边缘波状或具齿
,

三级网脉极疏
,

两面

不明显
.

背面疏被毛至无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山桂花 B
.

I o p r ot 百p .t

3
.

叶椭圆形
,

薄革质
,

边缘全缘
.

微反卷
,

三级网脉极密
.

背面被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 a
.

毛叶山桂花 B二 。 p r o is p es v a .r p . los u m

2
.

叶片较小
.

长 ( 3 一 ) 5 一 14 厘米
,

倒卵状窄披针形
,

叶柄较短
.

2 厘米以下
,

稀达 4厘米
.

被毛
.

果实干时灰褐色
,

较小
,

径 0
.

5厘米以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短柄山桂花 B
.

七r .v 卜p.s
.

叶基部心形
,

边缘具锯齿
,

叶片纸质
.

小枝
.

叶柄及中脉多少被毛
· · · · · ·

… … 3
.

心叶山桂花.B co r d.t u m

1
。

山桂花 本勒木 ( 海南植物志 )

B e n n e t t i o d e n d r o n l e P r o s i P e s ( C l o s
) M e r r

.

i n J o u r n
.

A r n
.

A r b
.

8 : 1 1
。

1 9 2 7 ,

M e r r
.

e t C h u n i n S u n y a t ,
.

5
:
1 3 6

。

f
.

1 6
。

1 9 4 0 , S l
e u m e r

,

F I
.

M
a
l
e s

.

s e r
.

1
.

与, 6 4
。

19 5 4 , B a e k
.

e t B a k h
.

F I
.

J
a v a :

2 8 6
.

1 9 6 3多 海南植物志 1: 4 5 6
。

1 9 6 4 , 中国高等植物图

鉴 2 : 9 2 6
.

f
.

3 5 8 1
.

1 9 7 2 , S l e u m e r i n B l u m e a
30 ( 2 ) : 2 39

.

1 9 8 5
.

—
B

e . o e 才才f a le夕 r o -

s`P e s C l o s i n
A

n n
.

S
e i

.

N a t
.

B o t
.

s e r
.

4
,

8
: 2 33

.

1 8 57
.

—
B

e n n e 宕*i a OI n 夕fP e s O l i
v

i n H
o o

k
e : , 5 I e o n

.

P I
.

X 班 : t
.

1 5 9 e
.

1 5 5 7
.

一
刀e , 。 e f * i o d e n d r o , OI n夕`P e s ( O l i

v
.

)

M e r r
.

i n J o u r n
.

A r n
.

A r b
.

8 :
1 1

,

1 9 2 7 , C
.

Y
.

W
u e t W

a n g i n A e t a P h y t o t a x

S i n
.

e : 2 30
.

1 9 5 7 ,
海南植物志 1 : 4 5 5

, 1 9 6 4
.

分布于云南
、

广西
、

广东
、

海南
,

常生于海拔 15 0一 1 5 0 0米的混交林或阴蔽的 山 沟 中
。

马来西亚
,

印度
,

泰国亦产
。

云南
:

路南
,

樊国盛 8 7 0。 ( SW F C ) ; 马关
,

武全安 84 0 4 ; 麻栗 坡
,

王 启 无 8 6 7。幻 金

平
,

毛品一 5 10 , 西畴
,

王启无 8 5 5 6 2
。

广西
:

龙州
,

陈少卿 1 3 32 7 ; 」: 思
,

曾怀德 2 4 6 4 0 ( S C B I )
。

广东
:

从化
、

湛江队0 0 5 9 3 ( S C B I )
。

海南
: 陵水

,
? 7 2 6 9 5 , 保亭 7 2 6 3 5 ( S Z U )

, 万宁
,

钟义 3 9 4 5 ( SC B I ) , 兴 隆
,

海南工

作站 1 1 9 3 ( S C B I )
;
崖 县

,

黄志 3 3 6 9 2 ( S Z U ) ; 安定
,

刘心祈 2 5 1 3 0 ( SC B I )
。

H
.

S l
e u m e r ( 2 0 5 4 ) 把 B

.

l
e夕r o s `夕e s

( e l o s
) M e r r

.

和 B
.

10 ” 夕i夕
e s ( o l i v ,

) M o r r
.

合并为一种
,

取用前者为合法有效之学名
,

在我国大 多数植物学工作者将其二者分开
,
认为

其花序
,

尊片长度及叶柄和叶背毛被情况有差别
,

经过观察
,

认为这些特征在这个种群中是

不稳定的
,

同一号标本既有总状花序复合为圆锥花序
,

亦有伞形花序复合圆锥花序式
,

这一

特征在 B
.

lon 梦P es O il
v

.

的原始文献的图上也如上所述
,

尊片长短不等
,

毛被从有至 无
,

这些在 引证的标本上都可观察到
。

同时本属组合人 M “ r r

川 和陈焕铺先生
,

将海南
,
崖县 ,

黄志 3 3 6 9 2定名为 B
.

l
o n g i p e s

( O l i
v

.

) M
e r r

.

而将海南
,

保宁
,

候宽昭 7 2 6 3 3定名为 B
.

le P or “ P es ( C 10 5
) M er r

.

多 前者只是叶较宽大
,

质地较薄
,

而后者叶较狭长
,

质地稍厚
,

这些差异从云南路南生长的居群上看可能是 成长枝之叶和萌发枝之叶的区别
。

所以本文支特

归并的主张
。

al
.

毛山桂花 ( 新变种 )

v a r
.

p i l o s u m G
.

5
.

F a n e t Y
.

C
.

11
s u ,

v a :
.

n o v
.

本变种与原变种山桂花
v
ar

.

eI P r OS IP eS 近缘
,

但叶片全缘
,

宽椭圆形
,

背面被黄揭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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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

易于区别
。

广西
:

采集人不详
, 5 4 0 0 2

,

生于常绿阔叶林 中 (模式标本存昆明植物研究所标 本 馆 )
。

A v a r
.

a f f王n i s v a r
.

I
e P r o s i P e s , s e d f o l i i s i n t e g r i s ,

l a t e e l l i p t i e i ,
,

i n f e r n e

f u l 二 o 一

p i l o s i s d i f f e r t
.

G u a n g x i : n o t i n d e t a s l 5 4 0 0 2
,

g r o w s i n e v e r g r e e n b r o a d
一

l e a f f o r e s t
,

( T y p u s

u b K M I )

2
.

短柄山桂花 短柄本勒木 ( 海南植物志 )

B e n n e t t i o d e n d r o n b r e v ip e s M
e r r

.

i n J o u r n
.

A r n
.

A r b
.

8
: 1 0

.

1 9 2 7 ;
M

e r r
.

e t

C h u n i n S u n y a t s
.

5
: 1 3 6

.

1 9 4 0 ; C
.

Y
.

W
u e t W

a n g i n A e t a P h y t o t a x
.

S i n
.

6
: 2 30

.

29 5 7 ; 海南植物志 1 : 4 5 3
.

1 9 4 6
一B e 对。 e 才* f o d e n d r o ” l a , e e o l a 才a L i i n J o u r n

.

A r n
.

A r b
·

2 5 : 3 0 9
.

19 4 0
, s y n

.

n o v

一 B
.

` u br a e e阴 o s u 川 C
.

Y
.

W
u i n A e t a P h y t o t a x

.

S i n
.

6
: 2 3 7

.

1 0 5 7
, s y n

.

n o v
.

分布于云南
、

贵州
、

广西
、

湖南
、

广东
、

海南等省区
,

生于海 拔 5 00 一 1 8 0 。米的林中
。

云南
:

沧源
,

李延辉 0 1 2 6 1 5 ( Y N T B I )
; 耿马

,

魏国瑞 6 5 0 3 0 ( SW F C ) , 动 腊
,

樊 国

盛
,

孙茂盛 8 6 0 1 9 6 ( S W F C )
; 西双版纳

,

毛品一 6 7 3 5 ; 富宁
,

王启无 8 9 6 5 5
。

贵州
,

罗甸
,

黔南队 5 2 8 ; 安龙
,

贵州队
, 3 3 3 8 ; 荔波

,

许兆然 L l l 9 8 ( S C B I ) ; 望漠
,

贵州队 1 9 4 5 ( S C B I )
。

广西
:

龙州
,

陈少卿 2 3 7 1 0 ; 容县
,

陈少卿 6 9 9 0 , 大苗山
,

陈少卿 14 8 5 7 ; 临北
,

梁畴芬
-

3 1 1 3 6 ; 昭平
,

李阴昆 4 0 2 3 6 0 ( S C B I) ; 东兴
,

周沛春 5 0 5 1 2 ( S C B I )
; l右桂

,

覃颧富 7 0 0 3 1

( S C B I)
; 金秀

,

大瑶 山考察队 1 3 5 3 0 ( S C B I ) ; 南丹
,

黄志 这22 5 2 ( S C B I) ; 上思
,

曾怀德

2 4 5 3 5 ( S C B I )
; 兴安

,

余少林 9 0 0 4 3 ( S C B I )
。

广东 ; 乳源
,

郭素白8 4 0 4 5 ( IB G )
; 怀集

,

石国良 1 5 1 0 4 ( S C B I ) ; 封开
,

石国良 1 4 6 9 4

( S C B I )
;
始兴

,

张肇赛 8 5 5 ( S C B I )
; 乐 昌

,

陈 念 幼 4 2 2 5 3 ( S C B I )
; 信 宜

,

黄 志 3 7 9 8 0

( S C B I )
;
仁 化

,

黄成就
,

张永 田 6 2 2 ( S C B I )
; 从化

,

黄志 4 4 5 7 7 ( S C B I )
。

湖南
: 宜章

,

梁宝汉5 3 0 6 5 ( IB G )
。

H
.

S l e 。 m e r
( 1 9 5 4 ) 把此种也并入 山桂花 B

.

Ie p r o s i p e s
( C l o s

) M
e r r

.

中
,

但 径 观

察标本
,

其叶片较小
,

倒披针形
,

叶柄较短
,

长 2厘米以下
,

稀可达 4 匣米
,

老时
,

毛被极

少脱落 , 果实干时灰褐色
,

较小
,

径 0
.

5厘米以下
,

因此短柄 山桂花与山桂花 B
.

t
e P r os iP ae

M e : r
.

区别
。

但根据 引证标本
,

包括贵州山桂花 B
.

lan ce ol at 。 。 L i 的模式产地标本
:
贵

州
,

望漠
,

贵州队 1 9 4 5和富宁山桂花 B
.

s u b r a c e o o s o m C
.

Y
.

W
u 的模式标本

:

云南富宁
,

王启无 8 9 6 5 5
,

其叶形大小变化较大
,

同一号标本有大小两种叶
,

似有越向北叶片越小 的 趋

势
,

因此笔者认为 B
.

Ia
” e e o la 考u 阴 L i 和 B

.

s “ 6 r a e e o o s u 协 C
.

Y
.

W
u 与短柄 山桂花的差

异是不稳定的
,

可能是连续变化的某一片断
,

实属变异允许范围之内
,

故予 以归并
。

3
。

心叶山桂花 ( 新拟 )

B e n n e t t i o d e n d r o n c o r d a t u m M e r r
.

i n J o u r n
.

A r n
.

A r b
.

2 0 : 3 5 2
。

19 3 9 ; L
e s e o t i n

]矿 l
`

C a m b
. ,

L a o s e t V i e t n
.

1 1 : 7 7
。

1 9 7 0
。

产广西
,

我国新记录
,

越南有分布
。

广西
: 十万大山

,

梁向 日 6 9 8 14
。

SC B I华南植物研究所标木室
; I B K广西植物研究所标本室

, Y N T B I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标本室 , S Z U四川大学生

物系植物标本室
,
S W F C西南林学 院树木标木室 ; 标木 号之 后未注明老

,

均藏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木馆 ( K M I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