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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报道了广西石灰岩地区苦苣苔科报春苣苔属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Ｈａｎｃｅ）１新种———北流报春苣苔 （Ｐ．ｂｅｉｌｉｕｅｎ－
ｓｉｓ　Ｂ．Ｐａｎ　＆Ｓ．Ｘ．Ｈｕａｎｇ）。该新种在形态上与黄花牛耳朵 ［Ｐ．ｌｕｔｅａ（Ｙａｎ　Ｌｉｕ　＆Ｙ．Ｇ．Ｗｅｉ）Ｍｉｃｈ．Ｍｌｌｅｒ　＆Ａ．
Ｗｅｂｅｒ］较近，但叶宽卵形，叶基部近心形，叶缘具浅钝齿或呈浅波状齿，花冠紫色，花冠、花序梗、花梗、苞

片及花萼均被紫色短柔毛而区别与后者；分子生物学证据表明，在系统发育上与桂林小花苣苔 ［Ｐ．ｒｅｐａｎｄａ　ｖａｒ．

ｇｕｉｌｉｎｅｎｓｉｓ（Ｗ．Ｔ．Ｗａｎｇ）Ｍｉｃｈ．Ｍｌｌｅｒ　＆Ａ．Ｗｅｂｅｒ］近缘，但两者在形态学上相差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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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春苣苔属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Ｈａｎｃｅ）（苦苣苔科）
主要分布于我国华南、西南至越南北部山地。广西

是该属植物的分布中心，近年来越来越多该属的新

分类群被鉴定、发现和发表，使其目前已成为拥有

至少１４０个种和９个变种的中等大小的属。作者于

２００８年自广西 北 流 市 采 集 到 一 种 未 知 的 报 春 苣 苔

属植物，在对这种植物进行长期的野外定点观测与

生物学性状调查之后，我们发现该物种在已公开发

表的涉及苦苣苔科植物的文献与专著中 （王文采，

１９９０；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李 振 宇 等，２００４；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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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刚等，２０１０；Ｗ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ａ，ｂ）均未被提

及与记载，是一未被描述和发表的新分类群。

１　材料与方法

在野外收集该新种新鲜的的叶片材料，用硅胶

干燥法保存备用 （Ｃｈａｓｅ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１），采集回实

验室后采用改进ＣＴＡＢ法提取硅胶干燥叶的ＤＮＡ
（王化坤等，２００６）。核糖体ＤＮＡ中的内转录间隔

区 （ＩＴＳ）与 叶 绿 体 ＤＮＡ （ｃｐＤＮＡ）非 编 码 区

ｔｒｎＬ－Ｆ片 段 的 扩 增 与 Ｔａｂｅｒｌｅｔ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１）、

Ｄｏｙｌｅ　ＪＪ　＆ Ｄｏｙｌｅ　ＪＬ （１９９０）以 及 Ｗｈｉｔｅ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０）所用的方法一致。本新物种的ＩＴＳ与ｔｒｎＬ－Ｆ
片段 在 Ｇｅｎｂａｎｋ登 记 的 序 列 分 别 为ＪＮ６４４３３７和

ＪＮ６４４３４０，详见表１。
对该新种的ＩＴＳ与ｔｒｎＬ－Ｆ片段在ＮＣＢＩ数据库

（ｈｔｔｐ：／／ｂｌａｓｔ．ｎｃｂｉ．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 中 进 行

ＢＬＡＳＴ搜索，同时依据形态学的证据，该新种显然

应该置入报春苣苔属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Ｗｅｂ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为阐明该新种的系统分类地位，基于近

期发表的相关论文 （李家美等，２００７；Ｍｌｌ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Ｗｅｂ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我们选择的内类群为报春

苣苔属的２２个种 （含本新种）与来自与双片苣苔属

（Ｄｉｄｙｍｏｓｔｉｇｍａ　Ｗ．Ｔ．Ｗａｎｇ）的１个种和新定义的

石山苣苔属 （Ｐｅｔｒｏｃｏｄｏｎ　Ｈａｎｃｅ）的１２个种，按照王

文采系统，这些种分别被置于原来的石山苣苔属、细

筒苣苔属 （Ｌａｇａｒｏｓｏｌｅｎ　Ｗ．Ｔ．Ｗａｎｇ）、朱红苣苔属

（Ｃａｌｃａｒｅｏｂｏｅａ　Ｃ．Ｙ．Ｗｕ　ｅｘ　Ｈ．Ｗ．Ｌｉ）和长蒴苣苔属

（Ｄｉｄｙｍｏｃａｒｐｕｓ　Ｗａｌｌ．）；外 类 群 为 滇 桂 蛛 毛 苣 苔

（Ｏｒｎｉｔｈｏｂｏｅａ　ｗｉｌｄｅａｎａ　Ｃｒａｉｂ）和 锈 色 蛛 毛 苣 苔

［Ｐａｒａｂｏｅａ　ｒｕｆｅｓｃｅｎｓ （Ｆｒａｎｃｈ．）Ｂｕｒｔｔ］。上 述 物 种 的

ＩＴＳ与ｔｒｎＬ－Ｆ片段序列数据来自于ＧｅｎＢａｎｋ（表１）。

ＤＮＡ 序 列 比 对 用 ＣＬＵＳＴＡＬ　Ｗ　ｖｅｒ．１．８３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７）和 ＭＥＧＡ　４．０（Ｔａｍｕｒ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软件完成，并在ＢｉｏＥｄｉｔ　５．０．９．１软件上

经过手工适当调整，以减少缺失或插入。ＩＴＳ与ｔｒｎＬ－Ｆ
片段的边界根据ＧｅｎＢａｎｋ中已有的近缘类群序列确定。

为评价ＩＴＳ和ｔｒｎＬ－Ｆ间的一致性，在ＰＡＵＰ
＊４．０ｂ１０ （Ｓｗｏｆｆｏｒｄ，２００３）上 进 行 不 一 致 差 异

性 （ＩＬＤ）检 验 （Ｆａｒｒｉｓ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４）。１００次 重

复，每次重复开始于１０个任意增加而进行进化树

对分重接 （ＴＢＲ）。
排列好的序列数据用ＰＡＵＰ＊４．０ｂ１０软件基于最

大简约法进行分析。最大简约法分析中，空缺被当作缺

失，特征相同加权，用每步增加一棵树的方法，任意重

复１　０００次进行启发式搜索，ＴＢＲ支长交换，得到的系

统树分支的可靠性评价使用自展分析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１
０００次重复取样，１００次随机序列加入。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新种北流报春苣苔的系统位置分析

ＩＬＤ测试结果显示Ｐ值＝０．１６２，表明两组数据

是一致的，即可以联合两组数据进行分析。ＩＴＳ和

ｔｒｎＬ－Ｆ联 合 数 据 有 １　５５９ 个 位 点，其 中 ５１７ 个

（３３．１６％）是变化位点，２８９个 （１８．５４％）是有效信

息位点。最大简约法分析得出１棵最简约树，树长

为１　０８９，一致性指数０．６６８５，保持性指数０．７３２４。

图１　基于ＩＴＳ和ｔｒｎＬ－Ｆ联合序列数据的严格一致树
分支上的数字为严格一致树的支持率。＊为新种北流报春苣苔。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ｉｃｔ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ｔｒｅ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ｍａｘｉｍｕｍ－ｐａｒｓｉｍｏ－
ｎｙ（ＭＰ）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ＩＴＳ　ａｎｄｔｒｎＬ－Ｆ　ｄａｔａ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ａｂｏｖｅ　ａｎｄ　ｂｅｌｏｗ　ｔｈｅ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ｖａｌｕｅｓ＞５０％ｂｙ　ＭＰ　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ｐｅｃｉｅｓ，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ｂｅｉｌｉｕｅｎｓｉｓ．

ＭＰ树显示外类群为滇桂蛛毛苣苔和锈色蛛毛苣苔。
新种北流 报 春 苣 苔 和 桂 林 小 花 苣 苔 聚 成 支 持 率 为

７４％的单系分支 （图１）。

２９５ 广　西　植　物　　　 　　　　　　　　　　　　　　３３卷



表１　物种名称 （源自新旧分类系统）、凭证标本号及所使用的ＩＴＳ与ｔｒｎＬ－Ｆ序列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ａｍｅｓ　ｆｒｏｍ　ｆｏｒｍｅｒ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ａｘｏｎｏｍｙ，ｖｏｕｃｈｅｒ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ＩＴＳ　ａｎｄ　ｔｒｎＬ－Ｆ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种名 （Ｗｅｂｅｒ和Ｍｌｌｅｒ分类系统）
Ｓｐｅｃｉｅｓ（Ｗｅｂｅｒ　＆Ｍｌｌｅｒ’ｓ　ｔａｘｏｎｏｍｙ）

种名 （王文采分类系统）
Ｓｐｅｃｉｅｓ（Ｗ．Ｔ．Ｗａｎｇ’ｓ　ｔａｘｏｎｏｍｙ）

凭证标本号

Ｖｏｕｃｈｅｒ　ｎｕｍｂｅｒ
ｔｒｎＬ－Ｆ　 Ｉ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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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新种北流报春苣苔的分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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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　ｐｕｒｐｌｅ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ｃｅ．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ｓ．Ｒｈｏｚｉｍｅ　３－５ｃｍ　ｌｏｎｇ，１－１．
５ｃｍ　ｉｎ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Ｌｅａｖｅｓ　４－８，ａｌｌ　ｂａｓａｌ；ｐｅｔｉｏｌｅ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２．５－６ｃｍ　ｌｏｎｇ，２－６ｍｍ　ｉｎ　ｄｉａｍｅ－
ｔｅｒ；ｌｅａｆ　ｂｌａｄｅ　ｆｌｅｓｈｙ，ｂｒｏａｄｌｙ　ｏｖａｔｅ　ｔｏ　ｎｅａｒｌｙ　ｃｏｒ－
ｄａｔｅ，（４．５－９）ｃｍ× （４．５－７．５）ｃｍ，ａｐｅｘ　ｓｕ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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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北流报春苣苔 （新种）　Ａ．开花植株；Ｂ．花序；Ｃ．花朵与苞片；Ｄ．花冠展开，示雄蕊与退化雄蕊；Ｅ．萼片展开与雌蕊；Ｆ．雌蕊与柱头。

Ｆｉｇ．３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ｂｅｉｌｉｕｅｎｓｉｓ　Ｂ．Ｐａｎ　＆Ｓ．Ｘ．Ｈｕａｎｇ，ｓｐ．ｎｏｖ．　Ａ．Ｐｌａｎｔ　ｗｉｔｈ　ｆｌｏｗｅｒｓ；Ｂ．Ｃｙｍｅ；Ｃ．Ｆｌｏｗｅｒｓ　ａｎｄ　ｂｒａｃｔｓ；Ｄ．Ｏｐｅｎｅｄ
ｃｏｒｏｌｌａ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ｍｅｎ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ｍｉｎｏｄｅｓ；Ｅ．Ｏｐｅｎｅｄ　ｃａｌｙｘ　ｌｏｂｅｓ　ａｎｄ　ｐｉｓｔｉｌ；Ｆ．Ｐｉｓｔｉｌ　ａｎｄ　ｓｔｉｇｍａ．

ａｃｕｔｅ，ｂａｓｅ　ｂｒｏａｄｌｙ　ｃｕｎｅａｔｅ　ｏｒ　ｃｏｒｄａｔｅ，ｍａｒｇｉｎ　ｓｈａｌ－
ｌｏｗｌｙ　ｏｂｔｕｓｅ－ｄｅｎｔａｔｅ　ｏｒ　ｓｈａｌｌｏｗｌｙ　ｕｎｄｕｌａｔｅ－ｓｅｒｒａｔｅ，

ｂｏｔｈ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ａｐｐｒｅｓｓｅｄ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ｃｅ，ｌａｔｅｒａｌ　ｖｅｉｎｓ
３－４ｏｎ　ｅａｃｈ　ｓｉｄｅ．Ｃｙｍｅｓ　ａｘｉｌｌａｒｙ，ｃａ．４，ｎｏ
ｂｒａｎｃｈｅｄ，１０－２２ｃｍ　ｔａｌｌ， （１－）２－４（５）ｏｎ　ｏｎｅ
ｃｙｍｅ；ｐｅｄｕｎｃｌｅ　９－１７ｃｍ　ｌｏｎｇ，ｓｌｅｎｄｅｒ，ｐｕｒｐｌｅ－ｐｕ－
ｂｅｓｃｅｎｔ；ｂｒａｃｔｓ　２，ｂｉｇ，ｏｐｐｏｓｉｔｅ，ｏｖａｔｅ，ｂｒｏａｄｌｙ
ｏｖａｔｅ　ｏｒ　ｒｏｕｎｄｅｄ－ｏｖａｔｅ， （３．５－４．５）ｃｍ× （２．５
－３）ｃｍ，ｍａｒｇｉｎ　ｓｈａｌｌｏｗｌｙ　ｏｂｔｕｓｅ－ｄｅｎｔａｔｅ　ｏｒ　ｓｈａｌ－
ｌｏｗｌｙ　ｕｎｄｕｌａｔｅ－ｓｅｒｒａｔｅ，ｏｕｔｓｉｄｅ　ｄｅｎｓｅｌｙ　ｐｕｒｐｌｅ－ｐｕｂｅｓ－
ｃｅｎｔ，ｉｎｓｉｄｅ　ｗｈｉｔｅ－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ｔ；ｐｅｄｉｃｅｌ　２－３ｃｍ　ｌｏｎｇ，

ｄｅｎｓｅｌｙ　ｐｕｒｐｌｅ－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ｔ．Ｃａｌｙｘ　５－ｐａｒ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ｂａｓｅ，

ｌｏｂｅｓ　ｌａｃｅｏｌａｔｅ， （４．５－６）ｍｍ× （０．２－２）ｍｍ，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ｐｕｒｐｌｅ－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ｔ，ｉｎｓｉｄｅ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ｔ．Ｃｏｒｏｌｌａ

ｐｕｒｐｌｅ，ｉｎｓｉｄｅ　ｗｉｔｈ　ｓｉｘ　ｄａｒｋ　ｐｕｒｐｌｅ　ａｎｄ　ｔｗｏ　ｙｅｌｌｏｗ
ｓｔｒｉｐｅｓ，３－４ｃｍ　ｌｏｎｇ，ｏｕｔｓｉｄｅ　ｐｕｒｐｌｅ－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ｔ，ｉｎ－
ｓｉｄｅ　ｓｐａｒｓｅｌｙ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ｔ；ｔｕｂｅ　ｔｈｉｃｋ　ｉｎｆｕｎｄｉｂｕｌｉｆｏｒｍ，

２－３ｃｍ　ｌｏｎｇ，ｃａ．１．５ｃｍ　ｉｎ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ａｔ　ｏｒｉｆｉｃｅ；

ｌｉｍｂ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ｌｙ　２－ｌｉｐｐｅｄ，ａｄａｘｉａｌ　ｌｉｐ　２－ｌｏｂｅｄ，ｌｏｂｅｓ
ｒｏｕｎｄｅｄ，ｃａ．９ ｍｍ　ｌｏｎｇ，ａｂａｘｉａｌ　３－ｌｏｂｅｄ，ｌａｔｅｒａｌ
ｏｎｅｓ　ｏｖａｔｅ，ｃｅｎｔｒａｌ　ｏｎｅ　ｏｂｌｏｎｇ，ｃａ．１ｃｍ　ｌｏｎｇ．Ｓｔａ－
ｍｅｎｓ　２，ａｄｎａｔｅ　ｔｏ　ｃａ．７ｍｍ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ｂ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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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北流报春苣苔形态学上的近缘种 （Ａ－Ｄ．黄花牛耳朵）与其系统发育上的近缘种 （Ｅ－Ｇ．桂林小花苣苔）　Ａ．野
外植株；Ｂ．开花植株；Ｃ．花序与花；Ｄ．花朵与苞片正面观；Ｅ．野外植株；Ｆ．花序与苞片；Ｇ．花朵正面观。
Ｆｉｇ．４　Ｔｗｏ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ｂｅｉｌｉｕｅｎｓ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Ａ－Ｄ．Ｐ．ｌｕｔｅａ）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Ｇ．Ｐ．ｒｅｐａｎｄａ　ｖａｒ．ｇｕｉｌｉｎｅｎｓｉｓ）　Ａ．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Ｂ．Ｐｌａ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ｆｌｏｗｅｒｓ；Ｃ．Ｃｙｍｅｓ　ａｎｄ　ｆｌｏｗｅｒｓ；Ｄ．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ａｌ　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ｌ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ｂｒａｃｔｓ；Ｅ．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ｉｌｄ；Ｆ．Ｃｙｍｅ　ａｎｄ　ｂｒａｃｔｓ；Ｇ．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ａｌ　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ｌｏｗｅｒｓ．

ｒｏｌｌａ　ｔｕｂｅ；ｆｉｌａｍｅｎｔｓ　ｇｅｎｉｃｕｌａｔ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ｏｒ－
ａｎｇｅ，６－８ｍｍ　ｌｏｎｇ，ｗｉｔｈ　ｓｐａｒｓｅｌｙ　ｓｈｏｒｔ　ｇｌａｎｄｕｌｏｕｓ

ｈａｉｒｓ．Ａｎｔｈｅｒｓ　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ａｌ，ｃａ．５ｍｍ　ｌｏｎｇ，ｂａｃｋ　ｄｅｎｓｅ－
ｌｙ　ｗｈｉｔｅ　ｌａｎａｔｅ；ｓｔａｍｉｎｏｄｅｓ　３，ｌａｔｅｒａｌ　ｏｎｅｓ　ａｄｎａ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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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北流报春苣苔及其近缘种的分布地图　Ａ．已知的唯一一个北流报春苣苔分布地点；Ｂ．椭圆区域为桂林小花苣苔的分布区域；
Ｃ．椭圆区域为黄花牛耳朵的分布区域。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ｍａｐ　ｏｆ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ｂｅｉｌｉｕｅｎｓｉ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ｔｗｏ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　Ａ．Ｏｎｌｙ　ｋｎｏｗ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ｂｅｉｌｉｕｅｎｓｉｓ；Ｂ．Ｄｉｓｔｒｉｂｕ－
ｔ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ａｌ　ａｒｅａ）ｏｆ　Ｐ．ｒｅｐａｎｄａ　ｖａｒ．ｇｕｉｌｉｎｅｎｓｉｓ；Ｃ．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ａｌ　ａｒｅａ）ｏｆ　Ｐ．ｌｕｔｅａ．

表２　新种北流报春苣苔与其形态学上的近缘种

黄花牛耳朵的区别特征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ｂｅｉｌｉｕｅｎｓｉｓ
ｓｐ．ｎｏｖ．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ｌｕｔｅａ

特征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北流报春苣苔
Ｐ．ｂｅｉｌｉｕｅｎｓｉｓ

黄花牛耳朵
Ｐ．ｌｕｔｅａ

Ｌｅａｆ　ｂｌａｄｅ　ｓｈａｐｅ　 ｂｒｏａｄｌｙ　ｏｖａｔｅ　ｔｏ　ｎｅａｒ－
ｌｙ　ｃｏｒｄａｔｅ

ｏｖａｔｅ　ｏｒｎａｒｒｏｗｌｙ　ｏｖａｔｅ

Ｌｅａｆ　ｂｌａｄｅ　ｍａｒｇｉｎ　 ｓｈａｌｌｏｗｌｙ　ｏｂｔｕｓｅ－ｄｅｎ－
ｔａｔｅ　ｏｒ　ｓｈａｌｌｏｗｌｙ　ｕｎ－
ｄｕｌａｔｅ－ｓｅｒｒａｔ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Ｉｎｄｕｍｅｎｔｕｍ　ｏｆ　ｐｅｄｕｎｃｌｅ　ｐｕｒｐｌｅ－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ｔ　 ｄｅｎｓｅｌｙ　ａｐｐｒｅｓｓｅｄ　ｐｕ－
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Ｉｎｄｕｍｅｎｔｕｍ　ｏｆ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ｏｆ
ｂｒａｃｔｓ，ｃｏｒｏｌｌａ　ａｎｄ　ｃａｌｙｘ
ｌｏｂｅｓ

Ｓｐａｒｓｅｌｙ　ｐｕｒｐｌｅ－ｐｕ－
ｂｅｓｃｅｎｔ

ｄｅｎｓｅｌｙ　ａｐｐｒｅｓｓｅｄ　ｐｕ－
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Ｉｎｄｕｍｅｎｔｕｍ　ｏｆ　ｐｅｄｉｃｅｌ　 ｄｅｎｓｅｌｙ　ｐｕｒｐｌｅ－ｐｕｂｅｓ－
ｃｅｎｔ

ｄｅｎｓｅｌｙ　ｓｈｏｒｔ　ｇｌａｎｄｕｌｏｕｓ
ｈａｉｒ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ｃｅ

Ｂｒａｃｔｓ　ｍａｒｇｉｎ　 ｓｈａｌｌｏｗｌｙ　ｏｂｔｕｓｅ－ｄｅｎ－
ｔａｔｅ　ｏｒ　ｓｈａｌｌｏｗｌｙ　ｕｎ－
ｄｕｌａｔｅ－ｓｅｒｒａｔ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Ｃｏｒｏｌｌａ　ｃｏｌｌｏｒ　 ｐｕｒｐｌ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Ｃｏｒｏｌｌａ　ｔｕｂｅ　ｓｈａｐｅ　 ｔｈｉｃｋ　ｉｎｆｕｎｄｉｂｕｌｉｆｏｒｍ　 ｎａｒｒｏｗ　ｉｎｆｕｎｄｉｂｕｌｉｆｏｒｍ
Ｓｔａｍｉｎｏｄｅｓ　 ３　 ２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Ａｐｒｉｌ　ｔｏ　Ｍａｙ　 Ｊｕｎｅ　ｔｏ　Ｊｕｌｙ

ｃａ．８ｍｍ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ｂ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ｏｌｌａ　ｔｕｂｅ，ｃａ．６
ｍｍ　ｌｏｎｇ，ａｐｅｘ　ｃａｐｉｔａｔｅ，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ｏｎｅ　ａｄｎａ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ｂａｓｅ　ｏｆ　ｃｏｒｏｌｌａ　ｔｕｂｅ，ｃａ．５ｍｍ　ｌｏｎｇ．Ｄｉｓｃ　ａｎｎｕｌａｒ，

ｃａ．２ｍｍ　ｈｉｇｈ．Ｐｉｓｔｉｌ　２．５－３．２ｃｍ　ｌｏｎｇ；ｏｖａｒｙ　８
－１０ｍｍ　ｌｏｎｇ，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ｔ，ｓｔｙｌｅ　ｗｉｔｈ　ｓｐａｒｓｅｌｙ　ｓｈｏｒｔ
ｇｌａｎｄｕｌｏｕｓ　ｈａｉｒ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ｃｅ；ｓｔｉｇｍａ　ｏｂｔｒａｐｅｚｉ－
ｆｏｒｍ，２－ｐａｒｔｅｄ．Ｃａｐｓｕｌｅ　ｎｏ　ｓｅｅｎ．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Ａ－
ｐｒｉｌ　ｔｏ　Ｍａｙ．

Ｃｈｉｎａ（中国），Ｇｕａｎｇｘｉ（广西），Ｂｅｉｌｉｕ　Ｃｉｔｙ（北
流市），ｎｅａｒ　ｓｕｂｕｒｂ（城 郊），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ｉｓｔ　ｔｕｆａ　ａｎｄ
ｍｏｓｓ，ｏｒ　ｃｒｅｖｉｃｅｓ　ｏｆ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ｒｏｃｋｏｎ　ｈｉｌｌ（生于石灰

岩山体的潮湿钙华表面上和苔藓丛或岩石缝隙中），

ｒａｒｅ（罕见），ｏｎｌｙ　ｏｎ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ｎｏ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２００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仅１个居群，数量不超过２００株），

ａｂｏｕｔ　１７５ｍ，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００８，标本号：盘波Ｂｏ　Ｐａｎ
０１２１（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ＩＢＫ；ｉｓｏｔｙｐｅ：ＩＢＫ）．

３　结论与讨论

３．１形态学上的近缘种

本种在营养器官与生殖器官等形态学特征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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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于黄花牛耳朵，但基于ＩＴＳ与ｔｒｎＬ－Ｆ片断的联

合分析，即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上观察则与桂林小

花苣苔近缘。本新种与黄花牛耳朵在一些特征上可

以显著区别，如叶宽卵形，叶基部近心形，叶缘与

苞片边缘均具浅钝齿或呈浅波状齿，花冠紫色，苞

片、花冠、花序梗、花梗、苞片及花萼均被紫色短

柔毛，花期４～５月等 （表１）；尽管在系统发育上

（分子证据）标明该种与桂林小花苣苔存在比较近

缘的关系，但两者在形态学上相差较远，很容易区

分 （图４）。

３．２形态学与分子生 物 学 证 据 上 近 缘 种 表 现 之 差异

该新种，北流报春苣苔在形态学上的相似种与

分子生物学证据上表现的近缘种，从形态学的角度

看相差较远。从三者的分布地点 （图５）上看，桂

林小花苣苔主要分布在广西的北部桂林地区一带，
北达 湖 南 省 （张 贵 志 等，２０１２），南 则 达 贺 州 市

（韦毅刚等，２０１０），黄花牛耳朵则主要分布在贺州

（刘演等，２００４）和广东 省 的 西 部 少 数 地 区 （王 炳

谋，私人通信，２０１２），两者的分布区域有 少 数 重

叠。但北流报春苣苔仅局限分布在玉林市地区北流

一带。三者的地带性分布呈阶梯状。联合形态学与

分子生物学的相关性，同时考虑其地带性分布，三

者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分布在共同的连成一片

的石灰岩区域。由于石灰岩地质构造的特殊性，使

其极易产生隔离而独特的微环境，这也与前人的认

识相同———在我国华南石灰岩岩溶地区，大多数报

春苣苔属植物分布区域均十分狭小，不少种只分布

在一个或少数石灰山上。这充分说明在岩溶地区，
岩溶山地及其山体丘陵中间的酸性土壤的隔断作用

所产生的隔离现象对报春苣苔属物种形成起了相当

大的作用 （Ｌｉ　＆ Ｗａｎｇ，２００７；李振宇等，２００４）。
在漫长的地质历史时期中为了适应不同的、剧烈变

化的生态生境破碎，促进了三个不同物种的形成与

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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