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ｎ. (ＬＥꎬ ｎｏｔ ｓｅｅｎ) .

草本高 ６８ ~ ７０ ｃｍꎮ 须根密集ꎬ长约 ２ ｃｍꎬ

基部变粗呈块根状ꎮ 茎基部变粗ꎬ直径约 １０

ｍｍꎬ被反曲并贴伏短柔毛ꎬ不分枝或有 １ 分枝ꎬ

等距生叶ꎮ 叶片近圆形ꎬ３ 全裂ꎬ全裂片具细柄ꎬ

细裂ꎬ末回裂片条形ꎬ宽 ２.５ ~ ５ ｍｍꎬ被短伏毛或

变无毛ꎮ 总状花序狭长ꎬ长达 ３５ ｃｍꎬ有多数密

集的花ꎻ苞片披针形ꎻ花梗长 ９ ~ １１ ｍｍꎬ密被反

曲短柔毛ꎬ在上部有黄色开展腺毛ꎬ中部之上有

２ 披针形小苞片ꎮ 萼片黄色ꎬ椭圆状倒卵形或卵

形ꎬ长 ８ ~ １０ ｍｍꎬ外面密被短伏毛ꎬ距钻形ꎬ长

１１~ １３ ｍｍꎮ 花瓣无毛ꎬ顶端 ２ 浅裂ꎮ 退化雄蕊

瓣片黄色ꎬ卵形ꎬ２ 半裂ꎬ腹面被黄色长髯毛ꎮ 雄

蕊无毛ꎮ 心皮 ３ꎬ子房密被短伏毛ꎮ 蓇葖长 ６ ~ ７

ｍｍꎮ 种子倒卵状四面体形ꎬ长 １.２ ｍｍꎬ有密集

横向排列的小鳞片ꎮ ７ 月—８ 月开花ꎮ

分布于中国新疆伊犁一带以及中亚、伊朗ꎮ

生于山坡上ꎬ海拔约 １ ５００ ｍꎮ

标本登录 　 新疆: 伊犁ꎬ加克丝太矿区ꎬ

１９５７－ ０８ － ０７ꎬ关克俭 ３１５１ꎻ昭苏ꎬ阿克达拉ꎬ

２０１９－０６－２９ꎬ 迟建才 １９５６１ꎮ

亚属 ２. 还亮草亚属

Ｓｕｂｇｅｎ. Ｄｅｌｐｈｉｎｉｕｍ Ｗ. Ｔ. Ｗａｎｇ ｉｎ Ａｃｔａ

Ｂｏｔ. Ｓｉｎ. １０ ( ３ ): ２７７. １９６２ꎻ ｅｔ ｉｎ Ｆｌ. Ｒｅｉｐ.

Ｐｏｐ. Ｓｉｎ. ２７: ４５９. １９７９ꎻ Ｔａｍｕｒａ ｉｎ Ｓｃｉ. Ｒｅｐ.

Ｏｓａｋａ Ｕｎｉｖ. １５: ３３. １９６６ꎻ ｅｔ ｉｎ Ｈｉｅｐｋｏꎬ Ｎａｔ.

Ｐｆｌａｎｚｅｎｆａｍ.ꎬ Ｚｗｅｉ. Ａｕｆｌ.ꎬ １７ａｌＶ: ３０６. １９９５ꎻ

Ｍａｌｙｕｔｉｎ ｉｎ Ｂｏｔ. Ｚｈｕｒｎ. ７２: ６９１. １９８７. Ｌｅｃｔｏｔｙｐｅ:

Ｄｅｌｐｈｉｎｉｕｍ ｐｅｒｅｇｒｉｎｕｍ Ｌ.

草本通常一年或二年生ꎮ 花序总状ꎮ 萼片

脱落ꎬ多呈蓝色或堇色ꎬ与距近等长或比距短ꎮ

花瓣与萼片同色ꎮ 退化雄蕊无毛ꎮ 心皮 ３ꎮ 种

子近球形ꎮ

约 １６ 种ꎬ 隶 属 ２ 组ꎮ 其 中: 还 亮 草 组

(Ｓｅｃｔ. Ａｎｔｈｒｉｓｃｉｆｏｌｉｕｍ)有 １ 种ꎬ广布于中国中条

图 ２４　 三出翠雀花 　 １. 植株上部ꎻ ２. 植株下部ꎻ
３. 退化雄蕊ꎮ (引自«新疆植物志»)

Ｆｉｇ. ２４　 Ｄｅｌｐｈｉｎｉｕｍ ｂｉｔｅｒｎａｔｕｍ 　 １. Ｕｐｐｅｒ ｐａｒｔ ｏｆ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ꎻ ２. Ｌｏｗｅｒ ｐａｒｔ ｏｆ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ꎻ

３. Ｓｔａｍｉｎｏｄｅ. (Ａｆｔｅｒ Ｆｌ.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山和秦岭以南多数省 (区)ꎬ以及越南北部ꎻ

Ｓｅｃｔ. Ｄｅｌｐｈｉｎｉｕｍ 约有 １ 种ꎬ分布于欧洲南部、非

洲北部、亚洲西南部ꎮ

组 １. 还亮草组

Ｓｅｃｔ. Ａｎｔｈｒｉｓｃｉｆｏｌｉｕｍ Ｗ. Ｔ. Ｗａｎｇ ｉｎ Ａｃｔａ

Ｂｏｔ. Ｓｉｎ. １０ ( ３ ): ２７７. １９６２ꎻ ｅｔ ｉｎ Ｆｌ. Ｒｅｉｐ.

Ｐｏｐ. Ｓｉｎ. ２７: ４６０. １９７９ꎻ Ｔａｍｕｒａ ｉｎ Ｓｅｉ. Ｒｅｐ.

８４２ 广　 西　 植　 物 ４０ 卷



Ｏｓａｋａ Ｕｎｉｖ. １５: ３３. １９９６ꎻ ｅｔ ｉｎ Ｈｉｅｐｋｏꎬ Ｎａｔ.

Ｐｆｌａｎｚｅｎｆａｍ.ꎬ Ｚｗｅｉ. Ａｕｆｌ. １７ａｌＶ: ３０６. １９９５ꎻ Ｍａ￣

ｌｙｕｔｉｎ ｉｎ Ｂｏｔ. Ｚｈｕｒｎ.７２: ６９１. １９８７ꎻ Ｗ. Ｔ. Ｗａｎｇ ＆

Ｍ. Ｊ. Ｗａｒｎｏｃｋ ｉｎ Ｆｌ. Ｃｈｉｎａ ６: ２７３. ２００１.—

Ｓｕｂｇｅｎ. Ａｎｔｈｒｉｓｃｉｌｏｌｉｕｍ (Ｗ. Ｔ. Ｗａｎｇ) Ｗ. Ｗａｎｇ

ｉｎ Ｔａｘｏｎ ６６ ( ３): ５６２. ２０１７. Ｔｙｐｅ: Ｄｅｌｐｈｉｎｉｕｍ

ａｎｔｈｒｉｓｃｉｆｏｌｉｕｍ Ｈａｎｃｅ.

二年生或一年生草本植物ꎮ 叶为羽状复

叶ꎻ羽片具短柄ꎬ羽状深裂至全裂ꎮ 萼片与距近

等长ꎬ或比距稍短ꎮ 花瓣上部扇状增宽ꎮ 退化

雄蕊瓣片 ２ 微裂至 ２ 深裂ꎮ 种子球形ꎬ下部有同

心条形横膜质翅ꎬ上部有螺旋状排列的条形膜

质翅ꎮ

１ 种ꎬ广布于中国中条山和秦岭以南大陆各

省(区)ꎬ以及越南北部ꎮ

２３１. 还亮草 («植物名实图考») 　 图版 ９１

Ｄｅｌｐｈｉｎｉｕｍ ａｎｔｈｒｉｓｃｉｆｏｌｉｕｍ Ｈａｎｃｅ ｉｎ Ｊ.

Ｂｏｔ. ６: ２０７. １８６８ꎻ Ｓ. Ｍｏｏｒｅ ｉｎ Ｊ. Ｂｏｔ. １６:

１３７. １８７８ꎻ Ｆｒａｎｃｈ ｉｎ Ｂｕｌｌ. Ｓｏｃ. Ｌｉｎｎ. Ｐａｒｉｓ １:

３２９. １８８２ꎻ Ｆｏｒｂｅｓ ＆ Ｈｅｍｓｌ. ｉｎ Ｊ. Ｌｉｎｎ. Ｓｏｃ.

Ｂｏｔ. ２３: １９. １８８６ꎻ Ｆｒａｎｃｈ. ｉｎ Ｂｕｌｌ. Ｓｏｃ.

Ｐｈｉｌｏｍ. Ｐａｒｉｓꎬ ｓｅｒ. ８ꎬ ５: １６０. １８９３ꎻ Ｈｕｔｈ ｉｎ

Ｂｏｔ. Ｊａｈｒｂ. ２０: ４２２. １８９５ꎻ Ｆｉｎｅｔ ＆ Ｇａｇｎｅｐ. ｉｎ

Ｂｕｌｌ. Ｓｏｃ. Ｂｏｔ. Ｆｒａｎｃｅ ５１: ４７１. １９０４ꎻ Ｍａｎｕａｌ

Ｓｐｅｒｍ. Ｐｌ. Ｓ. Ｊｉａｎｇｓｕ ２７５ꎬ ｆｉｇ. ４３３. １９５１ꎻ Ｗ. Ｔ.

Ｗａｎｇ ｉｎ Ａｃｔａ Ｂｏｔ. Ｓｉｎ. １０ (３): ２７７. １９６２ꎻ Ｍｕｎｚ

ｉｎ Ｊ. Ａｒｎ. Ａｒｂ. ４８ ( ４ ): ２６０. １９６７ꎻ Ｉｃｏｎｏｇｒ.

Ｃｏｒｍ. Ｓｉｎ. １: ７０９ꎬ ｆｉｇ. １４１７. １９７２ꎻ Ｗ. Ｔ. Ｗａｎｇ

ｉｎ Ｆｌ. Ｒｅｉｐ. Ｐｏｐ. Ｓｉｎ. ２７: ４６０ꎬ ｐｌ. １０７: １－６.

１９７９ꎻ Ｂ. Ｚ. Ｄ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Ｆｌ. Ｈｅｎａｎ １: ４３２. １９８１ꎻ

Ｆｌ. Ｊｉａｎｇｓｕ ２: １８２ꎬ ｆｉｇ. １０１４. １９８２ꎻ Ｓ. Ｒ. Ｌｉｎ ＆

Ｘ. Ｚ. Ｚｈａｏ ｉｎ Ｆｌ. Ｆｕｊｉａｎ. ２: １２ꎬ ｆｉｇ. ９. １９８５ꎻ

Ｘ. Ｗ. Ｗａｎｇ ｉｎ Ｆｌ. Ａｎｈｕｉ. ２: ３０５ꎬ ｆｉｇ. ６０４. １９８７ꎻ

Ｗ. Ｔ. Ｗａｎｇ ｉｎ Ｆｌ. Ｇｕａｎｇｘｉ １: ２７０. １９９１ꎻ Ｚ.

Ｈ. Ｌｉｎ ｉｎ Ｆｌ.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２: ２６１ꎬ ｆｉｇ. ２－３４６. １９９２ꎻ

Ｘ. Ｙ. Ｙｕ ｅｔ ａｌ. ｉｎ Ｆｌ. Ｓｈａｎｘｉ. １: ５８６ꎬ ｐｌ.

３７０. １９９２ꎻ Ｗ. Ｔ. Ｗａｎｇ ｉｎ Ａｃｔａ Ｐｈｙｔｏｔａｘ. Ｓｉｎ. ３１

(３): ２１０. １９９３ꎻ Ｋ. Ｍ. Ｌｉｕꎬ Ｆｌ. Ｈｕｎａｎ ２: ６３３ꎬ

ｆｉｇ. ２ － ４８８. ２０００ꎻ Ｚ. Ｗａｎｇ ＆ Ｗ. Ｔ. Ｗａｎｇ ｉｎ

Ｈｉｇｈ. Ｐｌ. Ｃｈｉｎａ ３: ４４８ꎬ ｆｉｇ. ７１４ － １－６. ２０００ꎻ

Ｗ. Ｔ. Ｗａｎｇ ｉｎ Ｆｌ. Ｙｕｎｎａｎ. １１: １４６. ２０００ꎻ ｅｔ ｉｎ

Ｆｌ. Ｊｉａｎｇｘｉ ２: １５２ꎬ ｆｉｇ.１５２. ２００１ꎻ Ｒ. Ｊ. Ｗａｎｇ ｉｎ

Ｆｌ.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５: ４. ２００３ꎻ Ｗ. Ｔ. Ｗａｎｇ ＆ Ｍ. Ｊ.

Ｗａｒｎｏｃｋ ｉｎ Ｆｌ. Ｃｈｉｎａ ６: ２７３. ２００１.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

广东: Ｋａｉ￣Ｋｕｎ￣Ｓｈｅｋꎬ １８６７ － ０６ꎬ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 Ｓａｍｐｓｏｎꎬ Ｈａｎｃｅ ｎｏ. １０１２５ (Ｋꎻ ｐｈｏｔｏꎬ ＰＥ)ꎮ

Ｄ. ｃａｌｌｅｒｙｉ Ｆｒａｎｃｈ. ｉｎ Ｂｕｌｌ. Ｓｏｃ. Ｌｉｎｎ. Ｐａｒｉｓ １:

３２９. １８８２ꎻ ｅｔ ｉｎ Ｂｕｌｌ. Ｓｏｃ. Ｐｈｉｌｏｍ. Ｐａｒｉｓꎬ ｓｅｒ. ８ꎬ

５: １６１. １８９３ꎻ Ｈｕｔｈ ｉｎ Ｂｏｔ. Ｊａｈｒｂ. ２０: ４２３.

１８９５. — Ｄ. ａｎｔｈｒｉｓｃｉｆｏｌｉｕｍ ｖａｒ. ｃａｌｌｅｒｙｉ (Ｆｒａｎｃｈ.)

Ｆｉｎｅｔ ＆ Ｇａｇｎｅｐꎬ ｉｎ Ｂｕｌｌ. Ｓｏｃ. Ｂｏｔ. Ｆｒａｎｃｅ ５１:

４７１. １９０４ꎻ Ｍｕｎｚ ｉｎ Ｊ. Ａｒｎ. Ａｒｂ. ４８ ( ４ ):

２６０. １９８７ꎬ ｅｘｃｌ. ｓｙｎ. Ｓｙｎｔｙｐｅ 　 澳 门: Ｊ. Ｍ.

Ｃａｌｌｅｒｙ ６ (ｐｈｏｔｏꎬ ＰＥ)ꎮ

Ｄ.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ｎｓｅ Ｌｅｖｌ. ＆ Ｖａｎｉｏｔ ｉｎ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Ｉｎｔｅｒｎ. Ｇｅｏｇｒ. Ｂｏｔ. １１: ４９. １９０２ꎻ Ｆｉｎｅｔ ＆

Ｇａｇｎｅｐꎬ ｉｎ ｌ. ｃ. ４７２.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　 贵州: Ｐｉｎ－ｆａ ｄｕ

Ｌｏｆｏｕꎬ Ｊ. Ｐ.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 ２３４４ (Ｅꎬｎｏｔ ｓｅｅｎ)ꎮ

Ｄ. ｃｅｒｅｆｏｌｉｕｍ Ｌｅｖｌ. ＆ Ｖａｎｉｏｔ ｉｎ ｌ. ｃ.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

贵州: Ｍｏｎｔ ｄｕ ｃｏｌｌｅｇｅꎬ １８９８－０６－０２ꎬ Ｃｈａｆｆａｎｊｏｎ

ｓ. ｎ. (Ｅꎬ ｎｏｔ ｓｅｅｎ)ꎮ

Ｄ. ａｎｔｈｒｉｓｃｉｆｏｌｉｕｍ ｖａｒ. ｌａｔｉｌｏｂｕｌａｔｕｍ Ｗ. Ｔ.

Ｗａｎｇ ｉｎ Ａｃｔａ Ｐｈｙｔｏｔａｘ. Ｓｉｎ. １０ (３): ２７９. １９６２.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 　 湖 南: 雪 峰 山ꎬ １９５４ꎬ李 泽 常 ２３７１

(ＰＥ)ꎮ

２３１ａ. ｖａｒ. ａｎｔｈｒｉｓｃｉｆｏｌｉｕｍ

草本高(１２~ )３０~ ７８ ｃｍꎮ 茎无毛或上部疏

被反曲短柔毛ꎬ分枝ꎬ等距生叶ꎮ 叶为 ２ ~ ３ 回羽

状复叶ꎬ间或为三出复叶ꎬ有较长或短柄ꎬ最下

部茎生叶在花期枯萎ꎻ 叶片菱状卵形或三角状

９４２增刊 王文采: 中国翠雀花属修订 (二)



图版 ９１　 还亮草　 １－６. 模式变种　 １. 植株下部ꎻ ２. 植株上部ꎻ ３. 花瓣ꎻ ４. 退化雄蕊ꎻ ５. 蓇葖ꎻ ６. 种子ꎮ
７－８. 大花还亮草　 ７. 花ꎻ ８. 退化雄蕊ꎮ 　 ９－１２. 卵瓣还亮草　 ９－１１. 退化雄蕊ꎻ

１２. 果序ꎮ (引自«中国植物志»ꎻ 赵宝恒和张泰利绘)
Ｐｌａｔｅ ９１　 Ｄｅｌｐｈｉｎｉｕｍ ａｎｔｈｒｉｓｃｉｆｏｌｉｕｍ 　 １－６. ｖａｒ. ａｎｔｈｒｉｓｃｉｆｏｌｉｕｍ 　 １. Ｌｏｗｅｒ ｐａｒｔ ｏｆ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ꎻ ２. Ｕｐｐｅｒ ｐａｒｔ ｏｆ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ꎻ ３. Ｐｅｔａｌꎻ ４. Ｓｔａｍｉｎｏｄｅꎻ ５. Ｆｏｌｌｉｃｈｅｓꎻ ６. Ｓｅｅｄ.　 ７－８. ｖａｒ. ｍａｊｕｓ　 ７. Ｆｌｏｗｅｒꎻ ８. Ｓｔａｍｉｎｏｄｅ.　 ９－１２. ｖａｒ.
ｓａｖａｔｉｅｒｉ　 ９－１１. Ｓｔａｍｉｎｏｄｅｓꎻ １２. Ｉｎｆｒｕｃｔｅｓｃｅｎｃｅ. (Ａｆｔｅｒ Ｆｌ. Ｒｅｉｐ. Ｐｏｐ. Ｓｉｎ.ꎻ ｄｒａｗｎ ｂｙ Ｂ. Ｈ. Ｚｈａｏ ＆ Ｔ. Ｌ. Ｚｈａｎｇ)

０５２ 广　 西　 植　 物 ４０ 卷



卵形ꎬ５~ １１ × ４.５ ~ ８ ｃｍꎬ羽片 ２ ~ ４ 对ꎬ对生ꎬ稀

互生ꎬ下部羽片有柄ꎬ长渐尖ꎬ深裂达中脉ꎬ 末回

裂片狭卵形或披针形ꎬ通常宽 ２ ~ ４ ｍｍꎬ有疏齿ꎬ

上面疏被短毛ꎬ下面近无毛ꎻ叶柄长 ２.５ ~ ６ ｃｍꎮ

总状花序有 ２ ~ １５ 花ꎻ轴和花梗被反曲短柔毛ꎻ

花梗长 ０. ４ ~ １. ２ ｃｍꎬ中部有 ２ 近丝形小苞片ꎮ

萼片蓝色或紫色ꎬ椭圆形或长圆形ꎬ长 ６ ~ ９( ~

１１)ｍｍꎬ外面有疏毛ꎬ距钻形ꎬ长 ５ ~ ９ ( ~ １５)

ｍｍꎮ 花瓣无毛ꎬ上部增宽ꎮ 退化雄蕊瓣片蓝或

紫色ꎬ斧形ꎬ２ 深裂近基部ꎮ 雄蕊无毛ꎮ 心皮 ３ꎬ

子房疏被短柔毛或近无毛ꎮ 蓇葖长 １. １ ~ １. ６

ｃｍꎮ 种子扁球形ꎬ直径 ２ ~ ２.５ ｍｍꎬ上部有螺旋

状生长的横膜翅ꎬ下部有 ５ 条同心的横膜翅ꎮ

３ 月—５ 月开花ꎮ

分布于广东、广西、云南东南部、贵州、四

川、重庆、湖南、江西、福建、浙江、江苏、安徽、湖

北、甘肃、陕西南部、河南、山西南部ꎮ 生于丘陵

或低山的山坡草丛或溪边ꎬ海拔 ２００~ １ ２００ ｍꎮ

可供药用ꎬ全草用于湿痹痛、中风、食积腹

胀等症ꎻ外用可用于痛疮癣癞ꎬ肿毒癞痢ꎮ 有毒

(«中国药用植物志»ꎬ ２０１６)ꎮ

Ｐ. Ａ. Ｍｕｎｚ (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在他关于亚洲翠

雀花属植物论文最后介绍了他在研究飞燕草属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 (ＤＣ.) Ｓ. Ｆ. Ｇｒａｙ]和翠雀花属二属植

物的过程中看到的 ３ 个种花无距的现象ꎬ这 ３ 种

是(１)凸脉飞燕草[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 ｒｕｇｕｌｏｓａ ( Ｂｏｉｓｓ.)

Ｓｃｈｒöｄ.] (分布于中亚ꎬ向东达我国新疆西部)ꎻ

(２) Ｄｅｌｐｈｉｎｉｕｍ ｍａｃｒｏｃｅｎｔｒｏｎ Ｏｌｉｖｅｒ ( 分 布 于 非

洲)ꎻ ( ３ ) 分 布 于 我 国 的 还 亮 草 ( Ｄｅｌｐｈｉｎｉｕｍ

ａｎｔｈｒｉｓｃｉｆｏｌｉｕｍ Ｈａｎｃｅ)ꎬ他看到的是 Ｈ. Ｂ. Ｍｏｒｓｅ

采自湖北和广西龙州的两号标本(均存 ＮＹ)ꎬ二

号标本的花均无距ꎮ Ｍｕｎｚ 认为上述植物由于发

生了突变(ｍｕｔａｔｉｏｎ)ꎬ因而导致了具无距花的畸

形植物的形成ꎮ １９８１ꎬ王遂义等二学者根据在

河南南部采到的花无距的标本描述了ꎬ“无距还

亮 草 ( Ｄｅｌｐｈｉｎｉｕｍ ｅｃａｌｃａｒａｔｕｍ Ｓ. Ｙ. Ｗａｎｇ ＆

Ｚ. Ｋ. Ｚｈａｏ”)[见«河南植物志»(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Ｈｅｎａｎ)

１: ４３２ꎬ ｆｉｇ. ５４６. １９８１]ꎬ此植物是在河南发现的

还亮草的第三个花无距畸形植物ꎮ

标本登录 　 广西: 武鸣ꎬ广西队 ５３－ ８８ꎻ天

峨ꎬ贵州队 ６４ꎻ雁山ꎬ李光照 １３７４７ꎻ阳朔ꎬ单人骅

７４０ꎮ 云南:文山ꎬ税王民 １７０３ꎮ 贵州:安龙ꎬ贵

州队 ４２０４ꎻ罗甸ꎬ黔南队 ３４２ꎻＰｉｎ￣ｆａꎬ Ｊ. Ｐ. Ｃａｖ￣

ａｌｅｒｉｅ ｓ. ｎ.ꎻ Ｏｕｙ－ｌｉｕꎬ Ｈ. Ｊ. Ｅｓｑｕｉｒｏｌ ３５９ꎻ 德江ꎬ

罗毅波 ８８５ꎮ 四川:青城山ꎬ邓其祥 １５１ꎻ都江堰ꎬ

杨亲二等 ２００７－ ２７ꎻ北川ꎬ姜恕 ７０３１ꎮ 重庆:渝

北ꎬ刘正宇 １８３９９９ꎻ南川ꎬ陈心启 ２０８３ꎻ武隆ꎬ刘

正宇 １８２２４１ꎻ万州ꎬ植物所三峡队 ６３６ꎻ奉节ꎬ周

洪富 １０７５４６ꎻ巫山ꎬ植物所三陕队 １３１４ꎻ城口ꎬ

Ｒ. Ｐ. Ｆａｒｇｅｓ ８３７ꎬ １４４１ꎮ 湖 南: 新 宁ꎬ 罗 仲 春

５３５ꎻ衡山ꎬ教育会博物馆 ｓ. ｎ.ꎻ衡东ꎬ俞德浚

ｓ. ｎ.ꎻ长沙ꎬ钟观光 １８４ꎻ壶瓶山ꎬ壶瓶山队 １７ꎮ

江西:上犹ꎬ江西队 ７２－１１５０ꎻ遂川ꎬ２３６ 组 ７９３ꎻ

泰和ꎬ江西师院生物系 ２０７６９ꎻ南丰ꎬ聂敏祥

２１３０ꎻ奉 新ꎬ刘 守 炉 １０７１ꎻ 武 宁ꎬ 谭 策 铭 ９６ －

６００５ꎻ庐山ꎬ熊跃国 １１０１ꎻ南昌ꎬ熊杰 ３３２８ꎻ彭

泽ꎬ覃海宁 １８６９８ꎻ婺源ꎬ李启和 ２５４ꎮ 福建:南

平ꎬ? ６２４ꎻ建阳ꎬ? ４１ꎮ 浙江:丽水ꎬ钟观光 Ｄ４５ꎻ

遂昌ꎬ植物资源队 ２６３８７ꎻ淳安ꎬ植物资源队

２７３２５ꎻ昌 化ꎬ 贺 贤 育 ２３８９４ꎻ 天 目 山ꎬ 贺 贤 育

２０９５４ꎻ孝丰ꎬ贺贤育 ２４２９４ꎮ 江苏:南京ꎬ关克俭

１３３ꎮ 安徽:休 宁ꎬ刘 晓 龙 ４１９ꎻ歙 县ꎬ 关 克 俭

１５１２３ꎻ宣城ꎬ刘森 ６００５５ꎻ桃岭ꎬ钟观光 １８４ꎻ九华

山ꎬ叶文才 ８８－７３ꎻ铜陵ꎬ刘晓龙 ５７１ꎻ金寨ꎬ王德

群 ５５８４ꎮ 湖北:建始ꎬ王江荣 １３０ꎻ宜昌ꎬ郑重

４０ꎻ神农架ꎬ２３６－６ 队 ２４０７ꎻ鄂州ꎬ万光荣 ３０ꎮ 甘

肃:文县ꎬ白水江队 ９４７ꎬ３２５０ꎬＤ. Ｅ. Ｂｏｕｆｆｏｒｄ 等

３７４４４ꎮ 陕 西: 洋 县ꎬ Ｚｈｕꎬ Ｃｈｅｎꎬ Ｘｕ ＆ Ｗａｎｇ

１０６５ꎻ 佛坪ꎬ孔宏智 １０１４ꎻ太白山ꎬ傅坤俊 ２９７９ꎻ

眉县ꎬ洪德元 ８５－ ５０ꎻ长安ꎬ周光华 ９３５０ꎻ山阳ꎬ

１５２增刊 王文采: 中国翠雀花属修订 (二)



张志英 １５８０５ꎮ 河南:信阳ꎬ南方山区队 Ｄ００２１ꎻ

罗山ꎬ植物资源队 ２６４ꎻ内乡ꎬＤ. Ｅ. Ｂｏｕｆｆｏｒｄ 等

２６０５５ꎻ西 峡ꎬ河 南 队 ４８４ꎻ嵩 县ꎬ植 物 资 源 队

Ｌ００２７ꎮ 山西:永济ꎬ刘天慰 １２１ꎮ

２３１ｂ. 卵瓣还亮草 (变种) 　 图版 ９１: ９－１２

ｖａｒ. ｓａｖａｔｉｅｒｉ ( Ｆｒａｎｃｈ.) Ｍｕｎｚ ｉｎ Ｊ. Ａｒｎ.

Ａｒｂ. ４８ ( ４): ２６１. １９６７ꎻ Ｗ. Ｔ. Ｗａｎｇ ｉｎ Ａｃｔａ

Ｐｈｙｔｏｔａｘ. Ｓｉｎ. ３１ ( ３ ): ２１０. １９９３ꎻ ｅｔ ｉｎ Ｆｌ.

Ｙｕｎｎａｎ. １１: １４８ꎬ ｆｉｇ. ４４: ６－７. ２０００ꎻ Ｋ. Ｍ. Ｌｉ

ｉｎ Ｆｌ. Ｈｕｎａｎ ２: ６３３ꎬ ｆｉｇ. ２ － ４８９. ２０００ꎻ Ｗ. Ｔ.

Ｗａｎｇ ＆ Ｍ. Ｊ. Ｗａｒｎｏｃｋ ｉｎ Ｆｌ. Ｃｈｉｎａ ６: ２７３.

２００１ꎻ Ｒ. Ｊ. Ｗａｎｇ ｉｎ Ｆｌ.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５: ４. ２００３. —

Ｄ. ｓａｖａｔｉｅｒｉ Ｆｒａｎｃｈ ｉｎ Ｂｕｌｌ. Ｓｏｃ. Ｌｉｎｎ. Ｐａｒｉｓ １:

３３０. １８８２ꎻ ｅｔ ｉｎ Ｂｕｌｌ. Ｓｏｃ. Ｐｈｉｌｏｍ. Ｐａｒｉｓꎬ ｓｅｒ. ８ꎬ

５: １６２. １８９３ꎻ Ｆｏｒｂｅｓ ＆ Ｈｅｍｓｌ. ｉｎ Ｊ. Ｌｉｎｎ.

Ｓｏｃ. Ｂｏｔ. ２３: １９. １８８６ꎻ Ｈｕｔｈ ｉｎ Ｂｏｔ. Ｊａｈｒｂ. ２０:

４２３. １８９５ꎻ Ｆｉｎｅｔ ＆ Ｇａｇｎｅｐ. ｉｎ Ｂｕｌｌ. Ｓｏｃ. Ｂｏｔ.

Ｆｒａｎｃｅ ５１: ４７１. １９０４.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 　 浙江: 绍兴ꎬ

１８６３－０５ꎬＬｕｄ. Ｓａｖａｔｉｅｒ ｓ. ｎ. (Ｐꎻ ｐｈｏｔｏꎬ ＰＥ)ꎮ

Ｄ. ｅｘｉｇｕｕｍ Ｐｒｉｔｚ. ｅｘ Ｄｉｅｌｓ ｉｎ Ｂｏｔ. Ｊａｈｒｂ. ２９:

３２７. １９００.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　 重庆: 南川ꎬ１８９１ꎬ Ａ. Ｖ. Ｒｏｓ￣

ｔｈｏｒｎ ２０２２ (ｎｏｔ ｓｅｅｎ)ꎮ

Ｄ. ｒｏｂｅｒｔｉａｎｕｍ Ｌéｖｌ. ＆ Ｖａｎｉｏｔ ｉｎ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Ｉｎｔｅｒｎ. Ｇｅｏｇｒ. Ｂｏｔ. １１: ４９. １９０２.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

广东: Ｋｏｎｇ ｙａｎｇꎬ １８９７－０９－１２ꎬ Ｅ. Ｍ. Ｂｏｄｉｎｉｅｒ

ｓ. ｎ. (Ｅꎬ ｎｏｔ ｓｅｅｎ)ꎮ

Ｄ. ｍｉｎｕｔｕｍ Ｌéｖｌ. ＆ Ｖａｎｉｏｔ ｉｎ Ｂｕｌｌ. Ｈｅｒｂ.

Ｂｏｉｓｓ.ꎬ ｓｅｒ. ２ꎬ ６: ５０５. １９０６.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 　 贵州:

Ｈ. Ｊ. Ｅｓｑｕｉｒｏｌ ２４ (Ｅꎬ ｎｏｔ ｓｅｅｎ)ꎮ

Ｄ. ｋｗｅｉｃｈｏｕｅｎｓｅ Ｗ. Ｔ. Ｗａｎｇ ｉｎ Ａｃｔａ Ｂｏｔ.

Ｓｉｎ. １０ (３): ２８３. １９６２.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　 贵州: 惠水ꎬ

１９３０－０７－１８ꎬ蒋英 ８５７１ (ＰＥ)ꎮ

Ｄ. ａｎｔｈｒｉｓｃｉｆｏｌｉｕｍ ｖａｒ. ｃａｌｌｅｒｙｉ ａｕｃｔ. ｎｏｎ

( Ｆｒａｎｃｈ.) Ｆｉｎｅｔ ＆ Ｇａｇｎｅｐ.: Ｇａｇｎｅｐ. ｉｎ Ｓｕｐｐｌ.

Ｆｌ. Ｇｅｎ.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ａ １: １５.１９３８ꎻ Ｌａｕｅｎｅｒ ＆ Ｇｒｅｅｎ ｉｎ

Ｎｏｔ. Ｂｏｔ. Ｇａｒｄ. Ｅｄｉｎｂ. ２３ (４): ５８４. １９６１ꎻ Ｗ. Ｔ.

Ｗａｎｇ ｉｎ Ａｃｔａ Ｂｏｔ. Ｓｉｎ. １０ (３): ２７７. １９６２ꎻ Ｆｌ. Ｔｓｉｎ￣

ｌｉｎｇ. １ ( ２): ２６９ꎬ ｆｉｇ. ２３０. １９７４ꎻ Ｓ. Ｈ. Ｆｕꎬ Ｆｌ.

Ｈｕｐｅｈ. １: ３３９. １９７６ꎻ Ｗ. Ｔ. Ｗａｎｇ ｉｎ Ｆｌ. Ｒｅｉｐ.

Ｐｏｐ. Ｓｉｎ. ２７: ４６０ꎬ ｐｌ. １０７: ９－１２. １９７９ꎻ Ｂ. Ｚ. Ｄ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Ｆｌ. Ｈｅｎａｎ. １: ４３３. １９８１ꎻ Ｆｌ. Ｊｉａｎｇｓｕ ２:

１８２. １９８２ꎻ Ｙ. Ｋ. Ｌｉ ｉｎ Ｆｌ. Ｇｕｉｚｈｏｕ. ３: ２２. １９８６ꎻ

Ｘ. Ｗ. Ｗａｎｇ ｉｎ Ｆｌ. Ａｎｈｕｉ ２: ３０６. １９８７ꎻ Ｗ. Ｔ. Ｗａｎｇ

ｉｎ Ｆｌ. Ｇｕａｎｇｘｉ １: ２７１. １９９１ꎻ Ｚ. Ｈ. Ｌｉｎ ｉｎ Ｆｌ.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２: ２６２. １９９２ꎻ Ｗ. Ｔ. Ｗａｎｇ ｉｎ Ｆｌ. Ｊｉａｎｇｘｉ ２:

１５３. ２００４.

本变种退化雄蕊的瓣片卵形ꎬ顶端微凹或 ２

微裂(稀不分裂或 ２ 裂达中部)ꎬ而与模式变种

不同ꎮ 花的大小与模式变种相同ꎮ

分布于中国的云南东部、广西、广东、贵州、

四川、重庆、湖北西部、江西、浙江、江苏南部、安

徽南部、陕西、河南南部ꎬ以及越南北部ꎮ 生于

丘陵、低山山地的林边、灌丛中或草坡上ꎬ海拔

３０~ １ ５５０ ｍꎮ

全草药用ꎬ用于便秘、痛疮肿毒、跌打损伤

等症ꎮ 全草含一些生物碱:还亮草碱( ａｎｔｈｒｉｓｃｉ￣

ｆｏｌｃｉｎｅ)、还亮草定 ( ａｎｔｈｒｉｓｃｉｆｏｌｄｉｎｅ)、还亮草明

(ａｎｔｈｒｉｓｃｉｆｏｌｍｉｎｅ)、伞花翠雀碱(ｄｅｌｃｏｎｉｎｅ)、囊距

翠雀醇(ｄｅｌｂｒｕｎｉｎｅ) .

标本登录 　 云南: 广南ꎬ王启无 ８７８７０ꎻ盐

津ꎬ蔡希陶 ５０８０９ꎮ 广西:天峨ꎬ黄志 ４３２８８( ＩＢ￣

ＳＣ)ꎮ 贵州:望谟ꎬ张志松ꎬ张永田 １３５５ꎬ２１２０ꎮ

四川:峨眉山ꎬ关克俭等 ６４４ꎻ都江堰ꎬ汪发瓒

２０４５０ꎮ 重庆:北碚ꎬ俞德浚 ２８５４ꎻ重庆ꎬ方文培

７５８ꎻ 南 川ꎬ 熊 济 华ꎬ 周 子 林 ９０３９０ꎻ 开 县ꎬ?

１００３６８ꎻ巫山ꎬ王作宾 １０３２４ꎮ 湖南:雪峰山ꎬ李

泽棠 １９０３ꎮ 湖北:兴山ꎬ刘瑛 ５４ꎮ 江西:婺源ꎬ李

启和 ５３ꎮ 江 苏: 南 京ꎬ 刘 方 勋 ９１１ꎻ 苏 州ꎬ Ｈ.

Ｔ. Ｆｅｎｇ １１２ꎬ左景烈 ８０２ꎮ 安徽:铜陵ꎬ刘晓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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