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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膨果豆属(豆科)一新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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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原簇毛黄耆亚属的部分种类从黄耆属中分出ꎬ在此基础上恢复了膨果豆属ꎬ由此也产生了许多新组

合ꎮ 其中ꎬ新组合蒺藜叶膨果豆包含了原蒺藜叶黄耆和甘青黄耆ꎮ 为验证该分类处理的合理性ꎬ该文统计分

析了蒺藜叶黄耆和甘青黄耆在果实形态上的差异ꎬ同时比较了二者的地理分布式样ꎮ 结果表明:甘青黄耆和

蒺藜叶黄耆之间存在着明显区别ꎬ甘青黄耆种级的分类学地位应予以保留ꎬ新组合为甘青膨果豆

[Ｐｈｙｌｌｏｌｏｂｉｕｍ 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ａ (Ｂａｔａｌｉｎ)Ｙ. Ｋａｎｇ ＆ Ｍ. Ｌ. Ｚｈａｎｇ]ꎮ
关键词: 分类学ꎬ 形态学ꎬ 黄耆属ꎬ 蒺藜叶膨果豆ꎬ 甘青膨果豆ꎬ 新组合

中图分类号: Ｑ９４９.７５１.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３１４２(２０１７)０２￣０２２５￣０４

Ａ ｎｅｗ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ｙｌｌｏｌｏｂｉｕｍ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ＫＡＮＧ Ｙｕｎ１∗ꎬ ＺＨＡＮＧ Ｍｉｎｇ￣Ｌｉ２ꎬ３
(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ｙꎬ Ｆｕｄ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２０３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Ｂｉ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 Ａｒｉｄ Ｌａｎｄꎬ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Ｕｒｕｍｑｉ ８３００１１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３.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Ｂｏｔａｎｙ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９３ꎬ 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ｗｅｎｔｙ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ｍａｄｅ ｆｏｒ ｇｅｎｕｓ Ｐｈｙｌｌｏｌｏｂｉｕｍ ｗｈｅｎ ｔｈｏｓ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ｓｕｂｇｅｎｕｓ Ｐｏｇｏｎｏｐｈａｃｅ ｗｅｒ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Ａ. ｔｒｉｂｕｌｉｆｏｌｉｕｓ ａｎｄ Ａ. 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ｕｓ ｗｅｒ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ｍ￣
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ｈｙｌｌｏｌｏｂｉｕｍ ｔｒｉｂｕｌｉｆｏｌｉｕｍ (Ｂｕｎｇｅ) Ｍ. Ｌ. Ｚｈａｎｇ ＆ Ｐｏｄｌｅｃｈ.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ꎬ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 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ｕｓ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 ｆｒｏｍ Ａ. ｔｒｉｂｕｌｉｆｏｌｉｕ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ꎬ ａ ｎｅｗ ｃｏｍｂｉ￣
ｎ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ｍａｄｅ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ｆｏｒｍｅｒ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ｓ Ｐｈｙｌｌｏｌｏｂｉｕｍ 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ａ (Ｂａｔａｌｉｎ)Ｙ. Ｋａｎｇ ＆ Ｍ. Ｌ. Ｚｈａ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ａｘｏｎｏｍｙꎬ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ꎬ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ꎬ Ｐｈｙｌｌｏｌｏｂｉｕｍ ｔｒｉｂｕｌｉｆｏｌｉｕｍꎬ Ｐ. 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ａꎬ ｎｅｗ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膨果豆属(Ｐｈｙｌｌｏｌｏｂｉｕｍ)作为豆科的一个属名

是 Ｆｉｓｃｈｅｒ(１８１８)根据背扁膨果豆(Ｐ.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建立

的ꎮ Ｂｕｎｇｅ ( １８６８ꎬ １８６９ ) 认 为ꎬ 背 扁 膨 果 豆 ( Ｐ.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应该是豆科黄耆属的成员ꎬ把该种描述为

背扁黄耆(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 ｃｏｍｐｌａｎａｔｕｓ)ꎬ并将其作为黄耆

属(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簇毛黄耆亚属(Ｐｏｇｏｎｏｐｈａｃｅ)的模式

种ꎮ 簇毛黄耆亚属的特征是花柱上部具有直立的毛

被ꎬ这种具直立毛被的花柱可被归入一种叫做花粉

刷的结构ꎬ而花粉刷是鱼鳔槐亚族与黄耆亚族区别

的关键特征(Ｋ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４ꎬ ２００９)ꎮ 分子系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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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也表明ꎬ一部分簇毛黄耆亚属的成员显示了

与鱼鳔槐亚族更近的亲缘关系(Ｋ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３ꎻ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９ꎬ２０１２)ꎮ 因此ꎬ这部分簇毛黄耆亚

属的种类从黄耆属中分离出来独立为属ꎬ以膨果豆

属( Ｐｈｙｌｌｏｌｏｂｉｕｍ) 为这一类群的属名 ( Ｚｈａｎｇ ＆
Ｐｏｄｌｅｃｈꎬ ２００６ꎻ Ｘ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ꎮ

膨果豆属能得到上述形态学和分子系统学证据

的支持ꎬ本文作者也认同其分类学地位ꎮ 但原簇毛

黄耆亚属的个别成员ꎬ在膨果豆属(Ｐｈｙｌｌｏｌｏｂｉｕｍ)恢
复时ꎬ其种的分类学地位没有得到承认ꎮ 如甘青黄

耆(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 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ｕｓ)ꎬ就被作为蒺藜叶黄耆

(Ａ. ｔｒｉｂｕｌｉｆｏｌｉｕｓ ) 的 异 名ꎬ 归 入 到 蒺 藜 叶 膨 果 豆

(Ｐｈｙｌｌｏｌｏｂｉｕｍ ｔｒｉｂｕｌｉｆｏｌｉｕｍ)当中ꎮ 本文从形态与地

理分布上探讨原甘青黄耆和蒺藜叶黄耆的区别ꎬ以
为甘青黄耆的分类处理提供更充分的证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本文查阅了下列植物标本馆的馆藏标本:中国

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ＰＥ)ꎬ中国科学院西北高

原生物研究所标本馆(ＨＮＷＰ)ꎬ中国科学院新疆生

态与地理研究所标本馆(ＸＪＢＩ)ꎬ中国科学院成都生

物研究所标本馆(ＣＤＢＩ)ꎬ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标

本馆 ( ＨＩＢ )ꎬ 中 国 科 学 院 华 南 植 物 园 标 本 馆

(ＩＢＳＣ)ꎬ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标本馆(ＷＵＫ)ꎬ复
旦大学药学院药用植物标本馆(ＳＨＭＵ)ꎮ 蒺藜叶黄

耆共 ９８ 份ꎬ其中有果实标本 ３０ 份ꎬ测得果实长度和

宽度数据 ９７ 对ꎻ甘青黄耆共 ２８６ 份ꎬ其中有果实标

本 １３ 份ꎬ测得果实长度和宽度数据 ４６ 对(通讯作者

可提供原始数据)ꎮ
使用 Ｅｘｃｅｌ 对甘青黄耆和蒺藜叶黄耆果实长度

和宽度的平均值ꎬ标准差ꎬ方差ꎬ置信区间(９５％和

９９％)进行计算(各项数据见表 １)ꎻ检验二者在果实

长度和宽度上方差是否齐性ꎬ再检验二者果实长度

和宽度的均值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ꎻ利用 Ｅｘｃｅｌ 做
蒺藜叶黄耆和甘青黄耆果实长度和宽度数据的散点

图(图 １)ꎮ 根据馆藏标本采集记录比较蒺藜叶黄耆

和甘青黄耆的地理分布ꎮ

表 １　 蒺藜叶黄耆和甘青黄耆果实形态特征的统计数据 (单位: ｍｍ)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ｒｕｉ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 ｔｒｉｂｕｌｉｆｏｌｉｕｓ ａｎｄ Ａ. 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ｕｓ (Ｕｎｉｔ: ｍｉｌｌｉｍｅｔｅｒ)

测量指标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

样本容量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ｚｅ

样本均值
Ｓａｍｐｌｅ
ｍｅａｎ

样本标准差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抽样平均误差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ｍｅａｎ ｅｒｒｏｒ

置信度 ９５％的
置信区间

９５％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置信度 ９９％的
置信区间

９９％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方差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蒺藜叶黄耆果实长度
Ｆｒｕｉｔ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Ａ. ｔｒｉｂｕｌｉｆｏｌｉｕｓ

９７ １３.４９ ０.２４９ ０.０２５ １２.９９－１４.００ １２.８３－１４.１６ ０.０６２ １

蒺藜叶黄耆果实宽度
Ｆｒｕｉｔ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Ａ. ｔｒｉｂｕｌｉｆｏｌｉｕｓ

９７ ５.９２ ０.１００ ０.０１０ ５.７２－６.１２ ５.６５－６.１８ ０.００９ ９

甘青黄耆果实长度
Ｆｒｕｉｔ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Ａ. 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ｕｓ

４６ ６.７４ ０.０７４ ０.０１１ ６.５２－６.９６ ６.４４－７.０３ ０.００５ ５

甘青黄耆果实宽度
Ｆｒｕｉｔ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Ａ. 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ｕｓ

４６ ３.６５ ０.０３７ ０.００７ ３.５４－３.７６ ３.４５－３.８２ ０.００１ ４

２　 结果与分析

蒺藜叶黄耆荚果长度的 ９５％和 ９９％置信区间

分别为 １２.９９ ~ １４.００ ｍｍ 和 １２.８３ ~ １４.１６ ｍｍꎬ均满

足«中国植物志» (傅坤俊ꎬ１９９３) 所标荚果长度范

围 １１~ １５ ｍｍꎬ蒺藜叶黄耆荚果宽度的 ９５％和 ９９％
置信区间分别为 ５.７２ ~ ６.１２ ｍｍ 和 ５.６５ ~ ６.１８ ｍｍꎬ
与«中国植物志»(傅坤俊ꎬ１９９３)所标荚果宽度范围

５~６ ｍｍ 基本一致ꎮ
甘青黄耆荚果长度的 ９５％和 ９９％置信区间分

别为 ６.５２~６.９６ ｍｍ 和 ６.４４~７.０３ ｍｍꎬ略短于«中国

植物志»(傅坤俊ꎬ１９９３)所标范围 ７ ~ ８ ｍｍꎬ甘青黄

耆荚果宽度的 ９５％和 ９９％的置信区间分别为 ３.５４~
３.７６ 和 ３.４５~３.８２ ｍｍꎬ略窄于«中国植物志»(傅坤

俊ꎬ１９９３)所标宽度范围 ４~４.５ ｍｍꎮ
蒺藜叶黄耆和甘青黄耆果实长度的 Ｆ￣检验(双

样本方差分析)显示ꎬＰ 值为 ４.６１×１０￣１５ꎬ远远小于

０.０５ꎬ据此认为蒺藜叶黄耆与甘青黄耆果实长度的

方差具有显著性差异ꎬ即方差非齐性ꎬ再进行二者果

实长度的 ｔ￣检验(双样本方差非齐性)ꎬ单尾和双尾

Ｐ 值分别为 ４.１５×１０－５０和 ８.３０×１０－５０ꎬ远远小于０.０５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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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蒺藜叶黄耆和甘青黄耆果实形态的散点图

Ｆｉｇ. １　 Ｓｃａｔｔｅｒ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 ｔｒｉｂｕｌｉｆｏｌｉｕｓ ａｎｄ
Ａ. 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ｕ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ｒｕｉｔ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因此认为蒺藜叶黄耆与甘青黄耆在果实长度上具有

显著性差异ꎮ
蒺藜叶黄耆和甘青黄耆果实宽度的 Ｆ￣检验(双

样本方差分析)显示ꎬＰ 值为 ４.０３×１０－８ꎬ远远小于

０.０５ꎬ据此认为蒺藜叶黄耆与甘青黄耆果实长度的

方差具有显著性差异ꎬ即方差非齐性ꎬ再进行二者果

实长度的 ｔ￣检验(双样本方差非齐性)ꎬ单尾和双尾

Ｐ 值分别为 ７.６５×１０－３９和 １.５３×１０－３８ꎬ远远小于０.０５ꎬ
因此认为蒺藜叶黄耆与甘青黄耆在果实宽度上具有

显著性差异ꎮ
在地理分布上ꎬ蒺藜叶黄耆局限分布于西藏ꎬ甘

青黄耆分布于甘肃、青海和四川ꎬ二者在分布区上完

全不重叠ꎮ 地理分布和果实形态的散点图(图 １)均
显示ꎬ蒺藜叶黄耆和甘青黄耆可以明显分为两个

群体ꎮ

３　 讨论与结论

Ｗｅｎｎｉｎｇｅｒ(１９９１)在对黄耆属植物的修订中ꎬ首
次将甘青黄耆处理为蒺藜叶黄耆的异名ꎮ 需要指出

的是ꎬＷｅｎｎｉｎｇｅｒ(１９９１)所观察的标本非常有限ꎬ其
中仅有 ３ 份标本是甘青黄耆ꎮ «中国植物志»(傅坤

俊ꎬ１９９３)没有采纳 Ｗｅｎｎｉｎｇｅｒ 的分类处理ꎬ保留了

甘青黄耆种的分类学地位ꎬ其和蒺藜叶黄耆分别属

于双小苞系(ｓｅｒ. Ｂｉｂｒａｃｔｅｏｌａｔｉ Ｋ. Ｔ. Ｆｕ)和无小苞系

[ｓｅｒ. Ｅｂｒａｃｔｅｏｌａｔｉ (ｓｉｍｐｓ.) Ｋ. Ｔ. Ｆｕ]ꎬ主要区别为花

萼外有无小苞片ꎮ 恢复膨果豆属 ( Ｐｈｙｌｌｏｌｏｂｉｕｍ)
(Ｚｈａｎｇ ＆ Ｐｏｄｌｅｃｈꎬ ２００６)和英文版中国植物志(Ｘ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０)的作者虽然都将甘青黄耆处理为蒺藜叶

黄耆的异名ꎬ但都未对二者的形态学做详细的分析ꎮ
本文的研究表明ꎬ蒺藜叶黄耆和甘青黄耆在果

实形态上存在显著的区别ꎬ地理分布上不重叠ꎮ 在

本文的研究过程中ꎬ我们还确认了«中国植物志»
(傅坤俊ꎬ１９９３)所列举的二者在叶片上的差别也是

十分稳定的ꎬ甘青黄耆小叶先端圆形或稍截形ꎬ微
缺ꎻ蒺藜叶黄耆小叶先端尖ꎮ 如果甘青黄耆和蒺藜

叶黄耆是同一个物种ꎬ二者在分子序列上也应该表

现出密切的关系ꎮ 但相关的分子系统学的研究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９ꎬ２０１２)表明ꎬ二者在分子系统树

上并不能聚为单系类群ꎮ 因此分子系统学的研究不

能支持二者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ꎮ
综上所述ꎬ甘青黄耆与蒺藜叶黄耆在叶片、花萼

外小苞片、果实外部形态特征、分子序列和地理分布

上均存在明显区别ꎬ在膨果豆属中应给予甘青黄耆种

的分类学地位ꎬ因此将甘青黄耆新组合为甘青膨

果豆ꎮ
甘青膨果豆

Ｐｈｙｌｌｏｌｏｂｉｕｍ 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ａ ( Ｂａｔａｌｉｎ ) Ｙ. Ｋａｎ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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