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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蕨类植物分布新记录 

邓晰朝 

(河池学院 化学与生命科学系，广西 宜州 546300) 

摘 要 ：报道广西蕨类植物分布新记录 8种，即细毛碗蕨 、黑柄铁角蕨 、湖南黔蕨、双胞耳蕨、台湾耳蕨、柔软 

耳蕨 、尾叶石韦和龙骨星蕨 。列出这些种的标本引证 、地理分布和分类特征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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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mords f 一 ’ from Guang：ome new recOrtlS O pteridoo11ytes rom Guan~xi‘ t 

DENG Xi—chao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and Life Science，Hechi University，Yizhou 546300，China) 

Abstract：Eight species of pteridophytes are report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Guangxi：Dennstaedtia hirsuta(Sw．) 

M ett．ex M iq．，Asplenium subtoramanum Ching ex S．H．W u，P n̂ r0 Ẑ 6 0 hunanensis Ching，Polysti— 

chUT~bigemmatum Ching ex L．L．Xiang，P．formosanum Rosenst．，P．1entum(Don)Moore，Pyrrosia caudi— 

fro．s Ching ex Boufford et Shing and Microsorium carinatum(w．M．Chu et Z．R．He)S．G．Lu．The citation of 

specimen，distribution and classifical characters have been enumerate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pteridophytes；new record；Guangxi 

作者于 2004～2005年在广西河池地 区的木论 

自然保护区和九万山自然保护区进行蕨类植物的系 

统考察，采集了 200余号标本，经鉴定，其中有 8个 

种为广西分布新记录，现予以报道。凭证标本均保 

存在云南大学植物标本馆(PYU)和广西河池学院。 

细毛碗蕨 (碗蕨科 Dennstaedtiaceae) 

Dennstaedtia hirsuta (Sw．)M ett．ex Miq．in 

Ann．Mus．Lugd．Bat．3：181，1867；P．S．Wang ＆ 

X．Y．W ang in F1．Guizhou Pterid．261．pl_66．f．1— 

2． 200 1．— — Davallia hirsuta Sw． in Schrad． 

Journ．Bot．1800(2)：87．1801．—— Dennstaedtia 

pilosella(Hook．)Ching in F1．Reip．Pop．Sin．2： 

202．p1．18．f．6—8． 1959．— — DⅡ nZZ n pilosella 

Hook．Cent．Ferns 2nd．t．96．1861． 

广西(Guangxi)：环江九万山，邓晰朝等 31777，海 

拔 l 050 m，常绿阔叶林林下石上，2005年1月19日采。 

分布：广西、贵州、四川I、湖南、江西、安徽、浙江、 

山东、福建、河北、陕西和东北；俄罗斯东部和日本也 

有分布。广西分布新记录。 

区别特征 ：该属植物原来在广西记载有 1种和 

l变种，即碗蕨 D．scabra(Wal1．ex Hook．)Moore 

和D．scabra var．glabrescens(Ching)C．Chr．，前者 

植株被毛，后者植株无毛，两者均植株高大，叶片 3 
～ 4回羽状；而该分布新记录种则植株较小，高约 2O 
～ 3O cm，叶片 2回羽状，遍体密被灰色长毛。 

黑柄铁角蕨 (铁角蕨科 Aspleniaceae) 

Asplenium subtoramanum Ching ex S．H．W u 

in Bul1．Bot．Ras．9(2)：24．t．9．1989；S．H．W u in 

F1．Reip．Pop．Sin．4(2)：ll4．1999． 

广西(Guangxi)：宜州市祥贝，邓晰朝等 31672， 

海拔 170 m，石灰岩，2005年 1月 23日采。 

分布：广西、云南(东南部金平)。广西分布新记录。 

区别特征：该属植物原来在广西记载有 46种和 

2变种。该分布新记录种与其中的紫柄铁角蕨 A． 

coenobiale Hance相近，但前者末回裂片卵形至舌 

形，有钝齿牙，后者末回裂片线形，全缘；该分布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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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种与褐色铁角蕨 A．toramanum Makino也相近， 

但该分布新记录种远较高大，叶柄较叶片为短，叶片 

卵形，一回小羽片具柄，末回小羽片有较长的锯齿， 

易区别。 

湖南黔蕨 (鳞毛蕨科 Dryopteridaceae) 

Phanerophlebiopsis hunanensis Ching in Bul1． 

Bot．Res．7(1)：74．1987；Y．T．Xie in Bul1．Bot． 

Res．10(1)：8O．1990；S．G．W u in FI．Reip．Pop． 

Sin．5(1)：96．p1．15．f．1-3．2000． 

广西(Guangxi)：环江九万山，邓晰朝等 31710，海 

拔 1 050 rn，常绿阔叶林下，砂岩，2005年1月 19日采。 

分布：广西、湖南(永顺)。广西分布新记录。 

区别特征：该属植物原来在广西记载有 4种，即 

粗齿黔蕨 P．blinii(Leve1．)Ching、大羽黔蕨 P． 

kweichowensis Ching、长 叶黔 蕨 P．n 0p0 0 ZZa 

(Ching)Ching ex Y．T．Xie和黔 蕨 P．tsiangiana 

Ching，这4种植物在主脉两侧各有 2(3)行孢子囊 

群。而该分布新记录种主脉两侧各有 1行孢子囊 

群，羽片基部不对称，上侧圆截形，下侧楔形。 

双胞耳蕨 (鳞毛蕨科 Dryopteridaceae) 

Polystichum bigemmatum Ghing ex L．L．Xiang 

in Chenia 3：133．t．1-4．1997；H．S．Kung in F1． 

Reip．Pop．Sin．5(2)：15．p1．4．f．4-6．2001． 

广西(Guangxi)：环江九万 山五号桥，邓晰朝等 

31695，海拔 1 050 m，常绿阔叶林下沟边岩石上，砂 

岩，2005年 1月 19日采。 

分布：广西、四川西南部(冕宁)。广西分布新记录。 

区别特征：该属植物原来在广西记载有 27种 1 

变种。该分布新记录种与其中的陈氏耳蕨 P．chu— 

nii Ching相近，叶片均为二回羽状，但陈氏耳蕨叶 

柄下部的大鳞片多为亮栗黑色，边缘棕色，至少一部 

分大鳞片的中部增厚呈亮栗黑色，羽片上面光滑，叶 

轴的芽胞通常 1个，而该分布新记录种叶柄下部的 

鳞片均为棕色，羽片上面有棕色的线形小鳞片，叶轴 

上的芽胞 2个。 

台湾耳蕨 (鳞毛蕨科 DryOpteridaceae) 

Polystichum formosanum Rosenst．in Hedwig． 

56：338．1915；H．S．Kung in F1。Reip．Pop．Sin．5 

(2)：152．p1．44．f．1—2．2001；S．G．Lu in FI．Yunnan 

21：104．2005． 

广西 (Guangxi)：环江 木论 古道，邓 晰朝 等 

31690，海拔 450 m，石灰岩，2005年 1月 17日采。 

分布：广西、云南(丽江)、台湾；日本南部琉球也 

有。广西分布新记录。 

区别特征 ：该属植物原来在广西记载有 27种 1 

变种。该分布新记录种与其中的尖顶耳蕨 P． z— 

cellens Ching及尖齿耳蕨 P．acutidens Christ相近， 

但尖顶耳蕨羽片上侧边缘有疏浅钝锯齿或近波状， 

下侧的下部全缘，上部边缘有疏浅钝锯齿；尖齿耳蕨 

羽片边缘的锯齿或多或少向内弯，或向前平伸，孢子 

囊群中生，而该分布新记录种羽片边缘的锯齿向上 

斜展，孢子囊群靠近羽片边缘着生，叶纸质，羽片下 

面有顶端腺体状的短节毛。 

柔软耳蕨 (鳞毛蕨科 Dryopteridaceae) 

Polystichum lentum (Don) M oore， Ind．Fil． 

86．1858；H．S．Kung in F1．Reip．Pop．Sin．5(2)：13． 

p1．4．f．1—3．2001；S．G．Lu in F1．Yunnan 21：94．p1． 

17．f．2—4．2005．— — As d “ lentum Don in Pro— 

dr．F1．Nepa1．4．1825． 

广西(Guangxi)：环江九万山五号桥 ，邓晰朝等 

31706，海拔 1 050 m，常绿阔叶林下沟边岩石上，砂 

岩，2005年 1月 19日采。 

分布：广西、云南(福贡、新平)、四川、西藏(墨 

脱)；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东北部也有。广西分 

布新记录。 

区别特征：该属植物原来在广西记载有 27种 1 

变种。该分布新记录种与陈氏耳蕨 P．chunii Ching 

相近，但陈氏耳蕨叶片为二回羽状，根状茎顶端及叶 

柄密被二型鳞片，鳞片边缘有流苏状细齿；而该分布 

新记录种的叶片为一回羽状，羽片羽状分裂，叶片狭 

长椭圆披针形，叶柄鳞片一型，边缘有整齐的单锯齿。 

尾叶石韦 (水龙骨科 Polypodiaceae) 

Pyrrosia caudifrons Ching ex Boufford et Shing 

in J．Arn．Arb．64：37．p1．7．d-g．1983；Y．X．Lin in 

F1．Reip．Pop．Sin．6(2)：125．2000． 

广西 (Guangxi)：环江 木论 红峒，邓晰朝 等 

31798，海拔 500 m，石灰岩，2005年 1月 18日采。 

分布：广西、湖北(神农架)、四川(天全、大相岭、 

峨眉山、雷波)。广西分布新记录。 

区别特征：该属植物原来在广西记载有 17种 1 

变种 1变型。该分布新记录种与有柄石韦 P．peti— 

olosa(Christ)Ching和石韦 P．1ingua(Thunb)Far— 

well相近，但有柄石韦和石韦的叶片渐尖头或圆钝 

头，革质，被厚的星状毛层，而该分布新记录种的叶 

片具尾状尖头，纸质，被薄的星状毛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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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骨星蕨 (水龙骨科 Polypodiaceae) 

Microsorium carinatum (W ．M ．Chu & Z．R． 

He)S．G．Lu in Taiwania 50(2)：139．2005．— —  

M icrosorium membranaceum (Don)Ching var．cari— 

natum W ．M ．Chu et Z．R．He in Acta Bot．Yunnan． 

22(3)：255．2000． 

广西 (Guangxi)：环 江 木 论 红 峒 ，邓 晰 朝 等 

31793，海拔 500 m，石灰岩，2004年 7月 20日采。 

分布：广西、云南(文山、西畴、麻栗坡、马关)和 

台湾。广西分布新记录。 

区别特征：该属植物原来在广西记载有 12种。 

该分布新记录种与其中的膜叶星蕨 M．membrana— 

ceum(D．Don)Ching相近 ，但膜 叶星蕨的叶柄及叶 

片中肋横切面呈半圆形，中肋远轴面干后常压扁近 

方形或具两条明显的纵沟，而该分布新记录种的叶 

柄及叶片中肋远轴面具锐骨状突起，其横切面呈锐 

三角形，易于区别。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得到覃明、韦国富和韦长兴 

等同志的帮助；得到木论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和九万山自然保护区等单位的支持；文稿在导师陆 

树刚教授指导下完成；在此谨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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