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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脱县位于西藏东南部ꎬ地处雅鲁藏布江下

游和东喜马拉雅山南翼ꎬ东、西、北三面为高山所

环绕ꎬ南与印度阿萨姆交界ꎬ地势北高南低ꎬ内有

雅鲁藏布江纵贯南北ꎬ最高峰南迦巴瓦峰海拔达

７ ７８２ ｍꎬ最低处为南缘的巴昔卡ꎬ海拔仅 １５５ ｍꎮ
气候上具热带和亚热带湿润气候特色ꎬ夏季雨量

充沛ꎬ冬季温暖湿润ꎬ年平均气温 １６ ℃ꎬ年降雨量

在 ２ ３５０ ｍｍ 以上(程树志ꎬ１９８８)ꎮ 植被上具有从

热带季雨林、常绿阔叶林ꎬ到针阔叶混交林、暗针

叶林ꎬ再到高山灌丛、草甸和流石滩植被的较完整

山地垂直植被带谱(李渤生ꎬ１９８４ꎻ郑维列ꎬ１９９９ꎻ
孙航和周浙昆ꎬ２００２)ꎮ

在这里ꎬ许多热带植物成分到达其分布的北

界ꎬ而一些温带成分则达到其分布的南缘ꎬ是热带

印度马来区系成分和温带泛北极成分及横断山区

系和东喜马拉雅区系的交汇地(程树志和倪志诚ꎬ
１９８５ꎻ孙航和周浙昆ꎬ１９９６ꎬ１９９７)ꎮ 本区植物区系

的研究对揭示青藏高原植物区系的性质、东喜马

拉雅植物区系乃至东亚植物区系的起源及演化都

具有重要意义(倪志诚和程树志ꎬ１９９２ꎻ孙航和周

浙 昆ꎬ １９９６ꎬ １９９７ꎬ ２００２ )ꎮ ２０ 世 纪 初 英 国 的

Ｆ. Ｋ.Ｗａｒｄ 就曾在东喜马拉雅及西藏东南部地区

开展植物调查(倪志诚和程树志ꎬ１９９２ꎻ孙航和周

浙昆ꎬ２００２)ꎮ １９３５ 年我国的王启无曾在南迦巴瓦

峰地区采集植物标本(倪志诚和程树志ꎬ１９９２)ꎮ
后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及中国科

学院植物研究所分别于 １９７４ 年和 １９８０ 年在本区

开展了多学科的考察ꎬ收集了较丰富的植物区系

资料(陈伟烈等ꎬ１９８１ꎻ倪志诚和程树志ꎬ１９９２ꎻ孙
航和周浙昆ꎬ２００２)ꎮ 紧接着中国科学院登山科学

考察队于 １９８２—１９８４ 年组织有关科研机构和院

校对南迦巴瓦峰地区进行了数次大规模科考ꎬ相
关成果经后期整理出版了一套南迦巴瓦峰登山科

学考察丛书ꎬ其中有«西藏南迦巴瓦峰地区维管束

植物区系» «南迦巴瓦峰地区生物» «南迦巴瓦峰

地区自然地理与自然资源»等(程树志和倪志诚ꎬ
１９８５ꎻ倪 志 诚 和 程 树 志ꎬ １９９２ꎻ孙 航 和 周 浙 昆ꎬ
２００２)ꎮ １９９０ 年姚淦等对本区的植物资源进行了

为期 ３ 个月的野外考察ꎬ之后对墨脱植物资源的

特点和主要的植物资源类型进行了总结(韩维栋

等ꎬ１９９２)ꎮ 近期较为全面的考察是由中国科学院

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孙航、周浙昆和俞宏渊等人于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 年在墨脱地区开展的ꎬ其历时近 ９ 个

月ꎬ采得标本 ７ １００ 余号ꎬ相关研究成果反映在«雅
鲁藏布江大峡弯河谷地区种子植物» (孙航和周浙

昆ꎬ２００２)ꎮ
悬 钩 子 属 ( Ｒｕｂｕｓ Ｌ.) 隶 属 于 蔷 薇 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蔷薇亚科 ( Ｒｏｓｏｉｄｅａｅ) ( Ｆｏｃｋｅꎬ１８９４)ꎬ
为蔷薇科的大属之一ꎬ现见诸文献报道的学名有

９ ７００多个(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Ｌｉｓｔꎬ２０１８)ꎬ具体种数尚无定

论ꎬ有的学者认为有 ９００ ~ １ ０００ 种 (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ꎬ
１９９７)ꎬ有的研究者认为约 ７００ 种(Ｌｕ ＆ Ｂｏｕｆｆｏｒｄꎬ
２００３)ꎬ广布于除南极洲外的全球各地(Ｍａｂｂｅｒｌｅｙꎬ
１９９７ꎻＬｕ ＆ Ｂｏｕｆｆｏｒｄꎬ２００３)ꎬ集中分布于欧洲、北美

和东亚ꎮ 其种类繁多、地理分布范围广ꎬ且可通过

无融合生殖及杂交产生大量多倍体而使种的界限

模糊ꎬ致使该类群错综复杂ꎬ是分类学上公认的困

难类 群 之 一 (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ꎬ １９７４ꎻ Ｌｕꎬ １９８３ꎻ Ｗｅｂｅｒꎬ
１９９６ꎻＡｌｉｃｅ ＆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１９９９ꎻ Ａｌｉｃ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８)ꎮ
同时其也是一类重要的资源植物ꎬ食用方面ꎬ是重

要的小果类作物成员之一ꎬ在欧美各国广泛栽培

的 ｂｌａｃｋｂｅｒｒｙ、ｄｅｗｂｅｒｒｙ 和 ｒａｓｐｂｅｒｒｙ 均属本属植物ꎬ
果实除供生食外ꎬ亦可加工成果酱、果汁、果酒、蜜
饯等 (俞德浚ꎬ１９７９)ꎻ药用方面ꎬＲｕｂｕｓ ｉｄａｅｕｓ 和

Ｒ. ｃｈｉｎｇｉｉ 作为药用植物利用已久(顾姻ꎬ１９９２ꎻ陈
曦和王仕玉ꎬ２００６)ꎻ观赏方面ꎬＲ. ｏｄｏｒａｔｕｓ、Ｒ. ｓｐｅｃ￣
ｔａｂｉｌｉｓ 和 Ｒ. ｃａｌｙｃｉｎｏｉｄｅｓ 已被一些地区应用为绿化

或观赏物种(顾姻ꎬ１９９２ꎻ陈曦和王仕玉ꎬ ２００６)ꎮ
近期ꎬ依托西藏墨脱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资源

调查项目ꎬ我们于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对墨脱县的维管

植物进行了数次调查ꎬ在后期的标本整理鉴定中

发现许多悬钩子属种类在本区以前均未有报道ꎬ
现特整理成文ꎬ一是为摸清本区植物种类提供更

加详实的区系资料ꎬ二是期望能为本区资源植物

的合理开发利用提供基础资料ꎮ

１　 材料与方法

在文献考证、模式标本查阅的基础上ꎬ我们对

近年来于墨脱地区采集的标本及馆藏于中国科学

２１４１ 广　 西　 植　 物 ３８ 卷



院植物研究所植物标本馆( ＰＥ)、中国科学院昆明

植物研究所植物标本馆(ＫＵＮ)及江苏省中国科学

院植物研究所植物标本馆(ＮＡＳ)的该地区标本进

行了整理鉴定ꎮ

２　 结果与分析

经文献查阅及整理鉴定ꎬ发现墨脱地区共有

悬钩子属植物 ２８ 种ꎬ４ 变种ꎬ具体如下ꎮ

分种 (变种) 检索表

１. 灌木ꎬ稀半灌木ꎬ具粗壮皮刺或针刺ꎮ
２. 托叶和叶柄合生ꎬ较狭窄ꎬ全缘ꎬ不分裂ꎬ宿存ꎮ

　 ３.羽状复叶ꎮ
　 ４.叶片下面被绒毛ꎮ
　 　 ５.小叶(５ ~ )７ ~ ９( ~ １１)枚 １. 红泡刺藤 Ｒｕｂｕｓ ｎｉｖｅｕｓ
　 　 ５.小叶 ３ ~ ５ 枚ꎮ
　 　 ６.枝、叶柄和叶片下面脉上均被紫红色刺毛ꎮ
　 　 　 ７.叶片椭圆形ꎬ顶端急尖或突尖 ２ａ. 椭圆悬钩子 Ｒ. 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ｕｓ
　 　 　 ７.叶片倒卵形ꎬ顶端浅心形或近截形 ２ｂ. 栽秧泡 Ｒ. 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ｕｓ ｖａｒ. ｏｂｃｏｒｄａｔｕｓ
　 　 ６.枝、叶柄和叶片下面脉上均无紫红色刺毛ꎮ
　 　 　 ８.果实黑色或紫黑色ꎬ近无毛ꎻ花萼外密被柔毛 ３. 喜阴悬钩子 Ｒ. ｍｅｓｏｇａｅｕｓ
　 　 　 ８.果实红色或黄色、橙黄色ꎮ
　 　 　 　 ９.花萼外面光滑无毛ꎻ果实黄色ꎬ无毛或顶端常有具绒毛的残存花柱 ４. 粉枝莓 Ｒ. ｂｉｆｌｏｒｕｓ
　 　 　 　 ９.花萼外面被柔毛和绒毛ꎻ果实红色或黄色、橙黄色ꎮ
　 　 　 　 １０.果实被灰白色绒毛 ５. 纤细悬钩子 Ｒ. ｈｙｐａｒｇｙｒｕｓ
　 　 　 　 １０.果实无毛或稍被柔毛 ６. 美饰悬钩子 Ｒ. ｓｕｂｏｒｎａｔｕｓ
　 ４.叶片下面无毛或被柔毛ꎮ
　 　 １１.小叶 ５ ~ １１ 枚ꎮ
　 　 １２.小枝被细柔毛和疏生皮刺ꎬ无腺毛ꎻ花紫红色或粉红色ꎻ小叶(５ ~ )７ ~ ９( ~ １１)枚 

７. 紫红悬钩子 Ｒ. ｓｕｂｉｎｏｐｅｒｔｕｓ
　 　 １２.小枝被紫红色腺毛、柔毛和皮刺ꎻ花白色ꎻ小叶常 ５ ~ ７ 枚 ８. 红腺悬钩子 Ｒ. ｓｕｍａｔｒａｎｕｓ
　 　 １１.小叶常 ３ 枚ꎮ
　 　 　 １３.顶生小叶明显比侧身小叶长 １ ~ ３ 倍ꎬ叶片多少革质 ９. 小柱悬钩子 Ｒ. ｃｏｌｕｍｅｌｌａｒｉｓ
　 　 　 １３.顶生小叶与侧身小叶长度无明显差别ꎬ叶片非革质ꎮ
　 　 　 １４.枝密被红褐色刺毛ꎬ并具柔毛和稀疏皮刺 １０. 红毛悬钩子 Ｒ.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ａｎｕｓ
　 　 　 １４.枝上无红褐色刺毛ꎬ仅被柔毛和皮刺ꎮ
　 　 　 　 １５.小枝、叶柄、花梗和花萼外具柔毛和腺毛ꎻ叶柄长 ４ ~ ８( ~ １０) ｃｍ 

１１. 锡金悬钩子 Ｒ. ｓｉｋｋｉｍｅｎｓｉｓ
　 　 　 　 １５.小枝、叶柄、花梗和花萼外疏被柔毛ꎬ无腺毛ꎻ叶柄通常短于 １.５ ｃｍ 

１２. 细瘦悬钩子 Ｒ. ｍａｃｉｌｅｎｔｕｓ
　 ３.掌状复叶具 ３ 或 ５ 小叶ꎮ
　 　 １６.掌状复叶具 ３ 小叶ꎻ叶柄、花梗或小枝有腺毛ꎻ果实无毛 １３. 掌叶悬钩子 Ｒ. ｐｅｎｔａｇｏｎｕｓ
　 　 １６.掌状复叶具 ５ 小叶ꎻ叶柄、花梗或小枝无腺毛ꎻ果实具柔毛 １４. 五叶悬钩子 Ｒ. ｑｕｉｎｑｕｅｆｏｌｉｏｌａｔ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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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托叶和叶柄离生ꎬ较宽大ꎬ常分裂ꎬ宿存或脱落ꎮ
１７.叶片下面被丝状绢毛(至少下面脉上被绢毛)ꎬ小叶具羽状脉ꎬ一级侧脉多数而平行ꎮ

　 １８.单叶 １５. 酒红悬钩子 Ｒ. ｃａｌｏｐｈｙｌｌｕｓ
　 １８.掌状复叶具 ３ 或 ５ 小叶ꎮ
　 　 １９.掌状复叶具 ３ 小叶ꎬ植株具红色腺毛 １６. 绚丽悬钩子 Ｒ. ｓｐｌｅｎｄｉｄｉｓｓｉｍｕｓ
　 　 １９.掌状复叶具 ５ 小叶ꎮ
　 　 ２０.叶片下面绢毛不脱落 １７ａ. 绢毛悬钩子 Ｒ. ｌｉｎｅａｔｕｓ
　 　 ２０.叶片下面绢毛脱落ꎬ仅在脉上有残余 １７ｂ. 近光叶绢毛悬钩子 Ｒ. ｌｉｎｅａｔｕｓ ｖａｒ. ｇｌａｂｒｉｏｒ
　 １７.叶片下面无丝状绢毛ꎬ小叶具网状脉ꎮ
　 　 ２１.羽状复叶ꎬ具 ３ 小叶ꎮ
　 　 ２２.植株无腺毛ꎻ花小ꎬ直径 １ ~ １.５ ｃｍꎻ花梗长约 １ ｃｍꎻ雌蕊少 １８. 墨脱悬钩子 Ｒ. ｍｅｔｏｅｎｓｉｓ
　 　 ２２.植株具腺毛ꎻ花大ꎬ直径 ３ ~ ４ ｃｍꎻ花梗长 ３ ~ ４ ｃｍꎻ雌蕊很多 １９. 大花悬钩子 Ｒ. ｗａｒｄｉｉ
　 　 ２１.单叶ꎮ
　 　 　 ２３.叶片下面无毛或被柔毛ꎮ
　 　 　 ２４.顶生花序圆锥状ꎻ叶片长卵形或卵状披针形ꎬ顶端短渐尖至尾尖ꎻ灌木ꎮ
　 　 　 　 ２５.植株被黄色腺体ꎻ叶片基部圆形至近截形ꎬ两面均被腺体ꎬ仅沿脉具柔毛 

２０. 独龙悬钩子 Ｒ. ｔａｒｏｎｅｎｓｉｓ
　 　 　 　 ２５.植株无黄色腺体ꎻ叶片基部心形ꎬ下面具柔毛 ２１. 疏松悬钩子 Ｒ. ｅｆｆｅｒａｔｕｓ
　 　 　 ２４.花 ２－３ 朵或稍多顶生ꎬ或单花腋生ꎻ叶片近圆形ꎬ顶端急尖或圆钝ꎬ下面被柔毛ꎻ矮小灌木或似

草本ꎮ
　 　 　 　 　 ２６.植株无腺毛ꎬ叶裂片圆钝 ２２ａ. 滇藏悬钩子 Ｒ. ｈｙｐｏｐｉｔｙｓ
　 　 　 　 　 ２６.植株具腺毛ꎬ叶裂片急尖 ２２ｂ. 汉密悬钩子 Ｒ. ｈｙｐｏｐｉｔｙｓ ｖａｒ. ｈａｎｍｉｅｎｓｉｓ
　 　 　 ２３.叶片下面被绒毛ꎮ
　 　 　 　 　 ２７.叶基常圆形ꎬ叶片卵状长圆形或椭圆形ꎬ边缘不分裂或有时基部浅裂ꎻ叶柄通常短于 １

ｃｍꎻ花通常无花瓣 ２３. 西南悬钩子 Ｒ. ａｓｓａｍｅｎｓｉｓ
　 　 　 　 　 ２７.叶基心形ꎬ叶片近圆形、卵形至长卵形ꎬ边缘浅裂ꎻ叶柄长 ２ ~ ９ ｃｍꎻ花具花瓣ꎮ
　 　 　 　 　 　 ２８.叶片卵形或长卵形ꎬ边缘波状或不明显浅裂ꎻ顶生圆锥花序开展而宽大

２４. 圆锥悬钩子 Ｒ.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ｓ
　 　 　 　 　 　 ２８.叶片宽卵形或近圆形ꎬ边缘常明显 ５ 浅裂ꎻ顶生圆锥花序狭窄 

２５. 网脉悬钩子 Ｒ. ｋｕｍａｏｎｅｎｓｉｓ
１.匍匐草本ꎬ稀半灌木ꎬ常无皮刺ꎬ稀具针刺或刺毛ꎻ托叶着生于叶柄基部和茎上ꎬ离生ꎮ
２９.复叶ꎬ具小叶 ３ 或 ５ 枚ꎮ

　 ３０.小叶常 ５ 枚ꎬ偶兼有 ３ 枚小叶ꎬ边缘浅裂ꎬ具缺刻状或锐裂粗锯齿 
２６. 柔毛莓叶悬钩子 Ｒ. ｆｒａｎｃｈｅｔｉａｎｕｓ ｖａｒ.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３０.小叶常 ３ 枚ꎬ边缘常不分裂ꎬ具不整齐细锐锯齿或重锯齿 
２７. 凉山悬钩子 Ｒ. ｆｏｃｋｅａｎｕｓ

２９.单叶ꎮ
　 ３１.茎、叶柄、花梗和花萼具柔毛和针刺ꎻ萼片叶状ꎬ外萼片具缺刻状锯齿ꎬ内萼片较狭ꎬ全缘或有锯齿

２８. 齿萼悬钩子 Ｒ. ｃａｌｙｃｉｎｕｓ
　 ３１.茎、叶柄、花梗和花萼具柔毛和红褐色软刺毛ꎻ萼片卵状披针形ꎬ顶端常浅条裂ꎬ稀不裂

２９. 匍匐悬钩子 Ｒ. ｐｅｃｔｉｎａｒｉｏｉｄ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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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红泡刺藤

Ｒｕｂｕｓ ｎｉｖｅｕｓ Ｔｈｕｎｂ. ｉｎ Ｒｕｂｏ ９ꎬ ｆ. ３. １８１３.
分布:中国(台湾、陕西、甘肃、四川、贵州、西

藏、云南、广西)ꎬ阿富汗ꎬ克什米尔地区ꎬ印度ꎬ斯
里兰卡ꎬ尼泊尔ꎬ不丹ꎬ缅甸ꎬ泰国ꎬ老挝ꎬ越南ꎬ马
来西亚ꎬ印度尼西亚ꎬ菲律宾ꎮ

凭证标本:县城—德兴乡[熊先华 ９５８ ( ＣＤ￣
ＢＩ)]ꎻ亚让[高云东和李蒙 ＹＬＺＢ００５１(ＣＤＢＩ)]ꎻ格
林[倪志诚等 ０３７１６ ( ＰＥ)]ꎻ背崩—阿尼桥[熊先

华 ９６４ꎬ９６５ (ＣＤＢＩ)]ꎻ易贡白—阿尼桥[徐波和熊

先华 ＹＬＺＢ１１０６ ( ＣＤＢＩ)]ꎻ米日村 [熊先华 １０３８
(ＣＤＢＩ)]ꎻ希让[李渤生和程树志 ０４０５０ (ＰＥ)]ꎮ
２ａ. 椭圆悬钩子

Ｒｕｂｕｓ 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ｕｓ Ｓｍ. ｉｎ Ｒｅｅｓꎬ Ｃｙｃｌ. ３０: Ｒｕｂｕｓ
ｎｏ. １６. １８１９.

分布:中国(四川、西藏、云南)ꎬ巴基斯坦ꎬ印
度ꎬ斯里兰卡ꎬ尼泊尔ꎬ不丹ꎬ缅甸ꎬ泰国ꎬ老挝ꎬ越
南ꎬ印度尼西亚ꎬ菲律宾ꎮ

凭证标本:墨脱村[熊先华 ９５３－７ (ＣＤＢＩ)]ꎮ
２ｂ. 栽秧泡

Ｒｕｂｕｓ 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ｕｓ Ｓｍｉｔｈ ｖａｒ. ｏｂｃｏｒｄａｔｕｓ (Ｆｒａｎｃｈ.)
Ｆｏｃｋｅ ｉｎ Ｂｉｂｌ. Ｂｏｔ. １７ [Ｈｅｆｔ ７２(２)]: １９９. １９１１.

分布:中国(四川、贵州、西藏、云南、广西)ꎬ印
度ꎬ尼泊尔ꎬ老挝ꎬ泰国ꎬ越南ꎮ

凭证标本:墨脱村[熊先华 ９５３－１ꎬ９５３－２ꎬ９５３
－３ꎬ９５３－４ꎬ９５３－５ꎬ９５３－６ꎬ９５３－８ꎬ９５３－９ (ＣＤＢＩ)ꎬ
李渤生和程树志 ３４６２ ( ＰＥ)]ꎻ县城—德兴乡[熊

先华 ９５３－１４ꎬ９５３－１５ꎬ９５３－１６ꎬ９５３－１７ꎬ９５３－１８ꎬ
９５３－１９ꎬ９５３－２０ (ＣＤＢＩ)]ꎻ德兴村—德果村[徐波

等 ＹＬＺＢ２３３４ ( ＣＤＢＩ )]ꎻ 汗 密 [ 陈 伟 烈 １０７７５
( ＰＥ )]ꎻ 帮 辛 [ 李 渤 生 和 程 树 志 ３１９０ꎬ ３２９４
(ＰＥ)]ꎻ加热萨[李渤生和程树志 ０２０１２ ( ＰＥ)]ꎻ
加 热 萨—甘 登 [ 高 云 东 和 李 蒙 ＹＬＺＢ０１６５
(ＣＤＢＩ)]ꎻ希让[李渤生和程树志 ４０５３ (ＰＥ)]ꎻ希
让—地东[徐波和鞠文彬 ＹＬＺＢ３１６４ (ＣＤＢＩ)]ꎮ
３. 喜阴悬钩子

Ｒｕｂｕｓ ｍｅｓｏｇａｅｕｓ Ｆｏｃｋｅ ｅｘ Ｄｉｅｌｓ ｉｎ Ｂｏｔ.
Ｊａｈｒｂ. Ｓｙｓｔ. ２９(３－４): ３９９. １９００.

分布:中国(台湾、河南、湖北、陕西、甘肃、四
川、贵州、西藏、云南)ꎬ日本ꎬ萨哈林岛ꎬ印度ꎬ尼泊

尔ꎬ不丹ꎮ
凭证标本:扎墨公路 ６２Ｋ[金效华等 ＳＴＥＴ２６４８

(ＫＵＮ)]ꎮ
４. 纤细悬钩子

Ｒｕｂｕｓ ｈｙｐａｒｇｙｒｕｓ Ｅｄｇｅｗ. ｉｎ Ｔｒａｎｓ. Ｌｉｎｎ. Ｓｏｃ.
Ｌｏｎｄｏｎ ２０(１): ４５. １８４６. —Ｒ. ａｕｓｔｒｏｔｉｂｅｔａｎｕｓ Ｔ. Ｔ. Ｙｕ
ｅｔ Ｌ. Ｔ. Ｌｕ ｉｎ Ａｃｔａ Ｐｈｙｔｏｔａｘ. Ｓｉｎ. １８(４): ４９６.１９８０ꎻ
Ｔ. Ｔ. Ｙｕ ｅｔ Ｌ. Ｔ. Ｌｕ ｉｎ Ｔ. Ｔ. Ｙｕꎬ Ｆｌ. Ｒｅｉｐ. Ｐｏｐ.
Ｓｉｎ. ３７: ５７. １９８５ꎻ Ｌ. Ｔ. Ｌｕ ｉｎ Ｚ. Ｙ. Ｗｕꎬ Ｆｌ. Ｔｉｂｅｔ. ２:
６１５. １９８５ꎻ Ｌ. Ｔ. Ｌｕ ｅｔ Ｄ. Ｅ. Ｂｏｕｆｆｏｒｄ ｉｎ Ｚ. Ｙ. Ｗｕ ｅｔ
Ｐ. Ｈ. Ｒａｖｅｎꎬ Ｆｌ. Ｃｈｉｎａ ９: ２０９. ２００３.

分布:中国(西藏、云南)ꎬ克什米尔地区ꎬ印
度ꎬ尼泊尔ꎬ不丹ꎮ

凭证标本:嘎隆拉山口南侧[程树志和李渤生

２９９ (ＰＥ)]ꎻ扎墨公路 ５８Ｋ[熊先华 ９４９ (ＣＤＢＩ)]ꎻ
多雄河西岸[熊先华 １００３ꎬ１００７ (ＣＤＢＩ)]ꎻ多雄拉

山口东侧[ Ａｎｏ. ２３４５ ( ＰＥ)]ꎻ拉格[青藏队 ７４ －
３７７６ ( ＰＥ)]ꎻ拉格—汗密 [熊先华 １０１３ꎬ １０１５ꎬ
１０１８ (ＣＤＢＩ)]ꎮ
５. 美饰悬钩子

Ｒｕｂｕｓ ｓｕｂｏｒｎａｔｕｓ Ｆｏｃｋｅ ｉｎ Ｎｏｔｅｓ Ｒｏｙ. Ｂｏｔ.
Ｇａｒｄ.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５(２３): ７７ꎬ ｐｌ. ６９. １９１１.

分布:中国(四川、西藏、云南)ꎬ缅甸ꎮ
凭证标本:扎墨公路 ６０Ｋ[熊先华 １０４１ ( ＣＤ￣

ＢＩ)]ꎮ
６. 粉枝莓

Ｒｕｂｕｓ ｂｉｆｌｏｒｕｓ Ｂｕｃｈ. － Ｈａｍ. ｅｘ Ｓｍ. ｉｎ Ｒｅｅｓꎬ
Ｃｙｃｌ. ３０: Ｒｕｂｕｓ ｎｏ. ９. １８１９.

分布:中国(陕西、甘肃、四川、贵州、西藏、云
南)ꎬ克什米尔地区ꎬ印度ꎬ尼泊尔ꎬ不丹ꎬ缅甸ꎮ

凭证标本:格当[熊先华 １４１５ (ＣＤＢＩ)]ꎮ
７. 紫红悬钩子

Ｒｕｂｕｓ ｓｕｂｉｎｏｐｅｒｔｕｓ Ｔ. Ｔ. Ｙｕ ｅｔ Ｌ. Ｔ. Ｌｕ ｉｎ Ａｃｔａ
Ｐｈｙｔｏｔａｘ. Ｓｉｎ. １８(４): ４９７. １９８０.

分布:中国(四川、西藏、云南)ꎮ
凭证 标 本: 扎 墨 公 路 ６２ － ７２Ｋ [ 张 书 东 等

ＳＴＥＴ１６６２ (ＫＵＮ)]ꎻ汗密[生物研究所西藏考察队

１６８８ (ＨＮＷＰ)ꎬ陈伟烈 １０７３１ ( ＰＥ)ꎬ青藏队 ７４－
４０４２ (ＰＥ)]ꎻ多雄河西岸[熊先华 ９７７ (ＣＤＢＩ)ꎬ徐
波和熊先华 ＹＬＺＢ１１６７ (ＣＤＢＩ)]ꎻ斑固山[生态室

５１４１１１ 期 熊先华等: 西藏墨脱悬钩子属植物小志



高原组 １１３４９ ( ＰＥ)]ꎻ格当 [熊先华 １４０７ ( ＣＤ￣
ＢＩ)]ꎮ
８. 红腺悬钩子

Ｒｕｂｕｓ ｓｕｍａｔｒａｎｕｓ Ｍｉｑ.ꎬ Ｆｌ. Ｎｅｄ. Ｉｎｄ. Ａｐｐｅｎｄ. １:
３０７. １８６０.

分布:中国(浙江、福建、台湾、江西、安徽、湖
北、湖南、四川、贵州、西藏、云南、广西、广东、海
南)ꎬ朝鲜ꎬ日本ꎬ印度ꎬ尼泊尔ꎬ不丹ꎬ泰国ꎬ老挝ꎬ
柬埔寨ꎬ越南ꎬ马来西亚ꎬ印度尼西亚ꎮ

凭 证 标 本: 格 林 [ 熊 先 华 １３９０ꎬ １３９２
(ＣＤＢＩ)]ꎻ布琼湖[徐波等 ＹＬＺＢ３５５３ ( ＣＤＢＩ)]ꎻ
背崩—阿尼桥[熊先华 ９６３ (ＣＤＢＩ)]ꎻ汗密[陈伟

烈 １０６９１ ( ＰＥ)]ꎻ斑固山 [生态室高原组 １１３１８
(ＰＥ)]ꎻ格当[熊先华 １４００ꎬ１４１７ ( ＣＤＢＩ)]ꎻ希让

[程树志和李渤生 ４７２５ (ＰＥ)]ꎮ
９. 小柱悬钩子

Ｒｕｂｕｓ ｃｏｌｕｍｅｌｌａｒｉｓ Ｔｕｔｃｈｅｒ ｉｎ Ｒｅｐ. Ｂｏｔ. Ｄｅｐｔ.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１９１４: ３１. １９１５.

分布:中国(福建、江西、湖南、四川、贵州、云
南、广西、广东)ꎬ越南ꎮ 中国西藏分布新记录ꎮ

凭证标本:格林[熊先华 １３８９ꎬ１３９１ (ＣＤＢＩ)]ꎻ
德尔贡[高云东等 ＹＬＺＢ２７３０ (ＣＤＢＩ)]ꎮ
１０. 红毛悬钩子

Ｒｕｂｕｓ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ａｎｕｓ Ｗｉｇｈｔ ｅｔ Ａｒｎ.ꎬ Ｃａｔ. Ｉｎｄ.
Ｐｌ. ６１. １８３３.

分布:中国(台湾、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云
南、广西)ꎬ印度ꎬ尼泊尔ꎬ不丹ꎬ越南ꎮ 中国西藏分

布新记录ꎮ
凭证标本:县城—德兴乡 [熊先华 ９５３ － １２ꎬ

９５３－１３ (ＣＤＢＩ)]ꎮ
１１. 锡金悬钩子

Ｒｕｂｕｓ ｓｉｋｋｉｍｅｎｓｉｓ Ｈｏｏｋ. ｆ.ꎬ Ｆｌ. Ｂｒｉｔ. Ｉｎｄｉａ ２
(５): ３３６. １８７８.

分布:中国(西藏)ꎬ印度ꎬ不丹ꎮ
凭 证 标 本: 多 雄 河 西 岸 [ 熊 先 华 ９８４

(ＣＤＢＩ)]ꎻ大 岩 洞—汗 密 [ 鞠 文 彬 等 ＹＬＺＢ０５７６
( ＣＤＢＩ)]ꎻ 汗 密 [ 鞠 文 彬 和 邓 亨 宁 ＹＬＺＢ０８３３ꎬ
ＹＬＺＢ３３１８ (ＣＤＢＩ)]ꎮ
１２. 细瘦悬钩子

Ｒｕｂｕｓ ｍａｃｉｌｅｎｔｕｓ Ｊａｃｑｕｅｍ. ｅｘ Ｃａｍｂｅｓｓ. ｉｎ

Ｖｏｙ. Ｉｎｄｅ ４(Ｂｏｔ.): ４９ꎬ ｔ. ６０. １８４４.
分布:中国(四川、西藏、云南)ꎬ克什米尔地

区ꎬ印度ꎬ尼泊尔ꎬ不丹ꎮ
凭证标本:扎墨公路 ６２ － ８０Ｋ [熊先华 １３８２

(ＣＤＢＩ)ꎬ高云东和李蒙 ＹＬＺＢ０１９１ ( ＣＤＢＩ)ꎬ张书

东等 ＳＴＥＴ１６６４ (ＫＵＮ)]ꎻ格当[熊先华 １４１０ꎬ１４１８
(ＣＤＢＩ)]ꎮ
１３. 掌叶悬钩子

Ｒｕｂｕｓ ｐｅｎｔａｇｏｎｕｓ Ｗａｌｌ. ｅｘ Ｆｏｃｋｅ ｉｎ Ｂｉｂｌ.
Ｂｏｔ. １７(Ｈｅｆｔ ７２(２)): １４５. １９１１.

分布:中国(四川、贵州、西藏、云南)ꎬ印度ꎬ尼
泊尔ꎬ不丹ꎬ缅甸ꎬ越南ꎮ

凭证标本:格当[熊先华 １４０９ (ＣＤＢＩ)]ꎮ
１４. 五叶悬钩子

Ｒｕｂｕｓ ｑｕｉｎｑｕｅｆｏｌｉｏｌａｔｕｓ Ｔ. Ｔ. Ｙｕ ｅｔ Ｌ. Ｔ. Ｌｕ ｉｎ
Ａｃｔａ Ｐｈｙｔｏｔａｘ. Ｓｉｎ. ２０(３): ３０６ꎬ ｐｌ. ２ꎬ ｆ. １. １９８２. —
Ｒ. ｐｅｎｔａｇｏｎｕｓ Ｗａｌｌ. ｅｘ Ｆｏｃｋｅ ｖａｒ. ｅｇｌａｎｄｕｌｏｓｕｓ Ｙｕ ｅｔ
Ｌｕ ｉｎ Ａｃｔａ Ｐｈｙｔｏｔａｘ. Ｓｉｎ. ２０(３): ３０６.１９８２ꎻ Ｔ. Ｔ. Ｙｕ
ｅｔ Ｌ. Ｔ. Ｌｕ ｉｎ Ｔ. Ｔ. Ｙｕꎬ Ｆｌ. Ｒｅｉｐ. Ｐｏｐ. Ｓｉｎ. ３７:
１１１. １９８５ꎻ Ｌ. Ｔ. Ｌｕ ｅｔ Ｄ. Ｅ. Ｂｏｕｆｆｏｒｄ ｉｎ Ｚ. Ｙ. Ｗｕ ｅｔ
Ｐ. Ｈ. Ｒａｖｅｎꎬ Ｆｌ. Ｃｈｉｎａ ９: ２３３. ２００３. ｓｙｎ. ｎｏｖ.

分布:中国(贵州、西藏、云南)ꎬ泰国ꎬ越南ꎮ
凭 证 标 本: 格 林 [ 生 态 室 高 原 组 １４１４２

(ＰＥ)]ꎻ阿尼桥—汗密[ＹＬＺＢ１１５１ (ＣＤＢＩ)]ꎻ汗密

[徐波和熊先华 ＹＬＺＢ１１５１ (ＣＤＢＩ)ꎬ陈伟烈 １０７００
(ＰＥ)]ꎻ多雄河西岸[熊先华 ９８１ (ＣＤＢＩ)ꎬ徐波和

熊先华 ＹＬＺＢ１１７４ (ＣＤＢＩ)]ꎻ大岩洞—汗密[鞠文

彬等 ＹＬＺＢ０５８２ ( ＣＤＢＩ)]ꎻ格当 [熊先华 １４０５ꎬ
１４０６ (ＣＤＢＩ)ꎬ陈伟烈 １４５８２ (ＰＥ)]ꎮ
１５. 酒红悬钩子(美叶悬钩子)

Ｒｕｂｕｓ ｃａｌｏｐｈｙｌｌｕｓ Ｃ. Ｂ. Ｃｌａｒｋｅ ｉｎ Ｊ. Ｌｉｎｎ.
Ｓｏｃ.ꎬ Ｂｏｔ. ２５: １９ꎬ ｔ. ７. １８８９.

分布:中国 [西藏(王焕冲等ꎬ２０１２ꎻ张书东ꎬ
２０１２)]ꎬ印度ꎬ不丹ꎮ

凭证标本:嘎隆拉山南 ６８Ｋ[程树志和李渤生

０００８３ ( ＰＥ)]ꎻ扎墨公路 ５２ － ８０Ｋ [熊先华 １３７６
(ＣＤＢＩ)ꎬＦＬＰＨ Ｔｉｂｅｔ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 １２－１８８５ (ＰＥ)ꎬ金
效华等 ＳＴＥＴ１６３３ (ＫＵＮ)]ꎻ比西日—汗密[鞠文

彬和邓亨宁 ＹＬＺＢ３８９１ (ＣＤＢＩ)]ꎻ汗密[鞠文彬和

邓亨宁 ＹＬＺＢ０８２８ ( ＣＤＢＩ)]ꎻ格当 [熊先华 １４１４

６１４１ 广　 西　 植　 物 ３８ 卷



(ＣＤＢＩ)ꎬ朱章明和陈金元 ＹＬＺＢ４５６３ ( ＣＤＢＩ)ꎬ李
渤生和程树志 ０１２９５ (ＰＥ)]ꎮ

原始文献记载本种果实颜色为黄色ꎬ据野外

观察ꎬ实有橙黄色和红色两种果实类型ꎮ
１６. 炫丽悬钩子

Ｒｕｂｕｓ ｓｐｌｅｎｄｉｄｉｓｓｉｍｕｓ Ｈａｒａ ｉｎ Ｊ. Ｊａｐ. Ｂｏｔ. ４０:
３２７. １９６５. ≡Ｒ.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ｉ Ｈｏｏｋ. ｆ.ꎬ Ｆｌ. Ｂｒｉｔ. Ｉｎｄｉａ ２: ３３３.
１８７８ꎬ ｎｏｍ. ｉｌｌｅｇ.ꎬ ｌａｔｅｒ ｈｏｍｏｎｙｍꎬ ｎｏｎ Ｌｅｆｅｖｒ. １８７７.

分布:中国 [西藏(张书东ꎬ２０１２)]ꎬ印度ꎬ尼
泊尔ꎬ不丹ꎮ

凭证 标 本: 扎 墨 公 路 ６２ － ７２Ｋ [ 金 效 华 等

ＳＴＥＴ１６３２ ( ＫＵＮ)]ꎻ 拉 格—汗 密 [ 熊 先 华 １０３１
(ＣＤＢＩ)]ꎻ汗密[鞠文彬和邓亨宁 ＹＬＺＢ３３２６ (ＣＤ￣
ＢＩ)]ꎻ汗密—大岩洞[熊先华 ９９１ (ＣＤＢＩ)]ꎮ
１７ａ. 绢毛悬钩子

Ｒｕｂｕｓ ｌｉｎｅａｔｕｓ Ｒｅｉｎｗ. ｉｎ Ｂｌｕｍｅꎬ Ｂｉｊｄｒ. Ｆｌ.
Ｎｅｄ. Ｉｎｄ. １７: １１０８. １８２６. —Ｒ. ｌｉｎｅａｔｕｓ Ｒｅｉｎｗ. ｖａｒ. ａｎ￣
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ｕｓ Ｈｏｏｋ. ｆ.ꎬ Ｆｌ. Ｂｒｉｔ. Ｉｎｄｉａ ２(５): ３３３. １８７８
[ａｓ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ꎻ Ｔ. Ｔ. Ｙｕ ｅｔ Ｌ. Ｔ. Ｌｕ ｉｎ Ｔ. Ｔ. Ｙｕꎬ
Ｆｌ. Ｒｅｉｐ. Ｐｏｐ. Ｓｉｎ. ３７: １２９. １９８５ꎻ Ｌ. Ｔ. Ｌｕ ｅｔ Ｄ.
Ｅ. Ｂｏｕｆｆｏｒｄ ｉｎ Ｚ. Ｙ. Ｗｕ ｅｔ Ｐ. Ｈ. Ｒａｖｅｎꎬ Ｆｌ. Ｃｈｉｎａ ９:
２４４. ２００３.

分布:中国(西藏、云南)ꎬ印度ꎬ尼泊尔ꎬ不丹ꎬ
缅甸ꎬ越南ꎬ马来西亚ꎬ印度尼西亚ꎮ

凭证标本:嘎隆拉山南 ６８Ｋ[程树志和李渤生

０００７８ ( ＰＥ)]ꎻ 扎 墨 公 路 ６２ － ７２Ｋ [ 金 效 华 等

ＳＴＥＴ１６６１ꎬＳＴＥＴ２１６９ ( ＫＵＮ)ꎬ熊先华 １３８１ ( ＣＤ￣
ＢＩ)]ꎻ背崩—格林[青藏队植被组 ２９６１ (ＰＥ)]ꎻ格
林[ 生 态 高 原 组 １１５７７ ( ＰＥ)ꎬ 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 ２４１１
(ＰＥ)]ꎻ多雄河西岸[熊先华 ９７６ (ＣＤＢＩ)]ꎻ西龙

松多[姚淦等 ３２８９ (ＮＡＳ)]ꎻ格当[熊先华 １４０１ꎬ
１４１９ (ＣＤＢＩ)ꎬ李渤生和程树志 ９８９ (ＰＥ)]ꎮ
１７ｂ. 近光叶绢毛悬钩子 (新拟)

Ｒｕｂｕｓ ｌｉｎｅａｔｕｓ Ｒｅｉｎｗ. ｖａｒ. ｇｌａｂｒｉｏｒ Ｈｏｏｋ. ｆ.ꎬ
Ｆｌ. Ｂｒｉｔ. Ｉｎｄｉａ ２(５): ３３３. １８７８.

分布:印度ꎬ斯里兰卡ꎬ马来半岛ꎮ 中国分布

新记录ꎮ
本变种叶片下面仅脉上有绢毛ꎬ其余部分

无毛ꎮ
凭证标本:扎墨公路 ８０－６２Ｋ[高云东和李蒙

ＹＬＺＢ０１９０ (ＣＤＢＩ)]ꎮ
１８. 墨脱悬钩子

Ｒｕｂｕｓ ｍｅｔｏｅｎｓｉｓ Ｔ.Ｔ.Ｙｕ ｅｔ Ｌ.Ｔ.Ｌｕ ｉｎ Ａｃｔａ Ｐｈｙ￣
ｔｏｔａｘ. Ｓｉｎ. １８(４): ４９８. １９８０.

分布:中国(西藏)ꎮ
凭证标本:扎墨公路 ５２ － ８０Ｋ[熊先华 １０３９ꎬ

１３６６ (ＣＤＢＩ)ꎬ张书东等 ＳＴＥＴ２６１６ (ＫＵＮ)ꎬＦＬＰＨ
Ｔｉｂｅｔ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 １２－１８９２ ( ＰＥ)ꎬ程树志和李渤生

００３７２ ( ＰＥ)]ꎻ阿尼桥—汗密 [鞠文彬和邓亨宁

ＹＬＺＢ０７４４ (ＣＤＢＩ)]ꎻ汗密—大岩洞 [熊先华 ９９０
(ＣＤＢＩ)]ꎻ多雄河西岸[熊先华 ９８２ ( ＣＤＢＩ)]ꎻ格
当[李渤生和程树志 ０１２５５ (ＰＥ)]ꎻ西龙松多[姚
淦等 ３２９９ (ＮＡＳ)]ꎮ
１９. 大花悬钩子

Ｒｕｂｕｓ ｗａｒｄｉｉ Ｍｅｒｒ. ｉｎ Ｂｒｉｔｔｏｎｉａ ４(１): ８４. １９４１.
分布:中国(西藏、云南)ꎬ印度ꎬ不丹ꎬ缅甸ꎮ
凭证标本:多雄河西岸[熊先华 ９８０ (ＣＤＢＩ)ꎬ

徐波和熊先华 ＹＬＺＢ１１７５ (ＣＤＢＩ)]ꎻ大岩洞—汗密

[鞠文彬等 ＹＬＺＢ０５７３ꎬ徐波和周新茂 ＹＬＺＢ１８２９
(ＣＤＢＩ)]ꎻ 具 体 采 集 地 不 详 [ 陈 伟 烈 １０７１６
(ＰＥ)]ꎮ
２０. 独龙悬钩子

Ｒｕｂｕｓ ｔａｒｏｎｅｎｓｉｓ Ｃ. Ｙ. Ｗｕ ｅｘ Ｔ. Ｔ. Ｙｕ ｅｔ
Ｌ. Ｔ. Ｌｕ ｉｎ Ａｃｔａ Ｐｈｙｔｏｔａｘ. Ｓｉｎ. ２０(３): ３０８. １９８２.

分布:中国(云南)ꎮ 中国西藏分布新记录ꎮ
凭证标本:阿尼桥—汗密[熊先华 ９７３ (ＣＤＢＩ)]ꎮ

２１. 疏松悬钩子

Ｒｕｂｕｓ ｅｆｆｅｒａｔｕｓ Ｃｒａｉｂ ｉｎ Ｆｌ. Ｓｉａｍ. １ ( ４ ):
５７０. １９３１. ≡ Ｒ. ｆｅｒｏｘ Ｗａｌｌ. ｅｘ Ｆｏｃｋｅ ｉｎ Ａｂｈ.
Ｎａｔｕｒｗｉｓｓ. Ｖｅｒｅｉｎｓ Ｂｒｅｍｅｎ ４ ( Ｈｅｆｔ ２ ): １９６. １８７４.
ｎｏｍ. ｉｌｌｅｇ.ꎬ ｌａｔｅｒ ｈｏｍｏｎｙｍꎬ ｎｅｃ Ｖｅｓｔ ｅｘ Ｔｒａｔｔ. １８２３ ｎｅｃ
Ｗｅｉｈｅ ｅｘ Ｂｏｅｎｎ. １８２４. —Ｒ. ｋｕｒｚｉｉ Ｎ. Ｐ. Ｂａｌａｋｒ. ｉｎ
Ｊ. Ｂｏｍｂａｙ Ｎａｔ. Ｈｉｓｔ. Ｓｏｃ. ６７ ( １): ５８. １９７０. ｎｏｍ.
ｉｌｌｅｇ. ｓｕｐｅｒｆｌ. —Ｒ. ｌａｘｕｓ Ｆｏｃｋｅꎬ Ｂｉｂｌｉｏｔｈ. Ｂｏｔ.１７ (Ｈｅｆｔ
７２(１)): ６８. １９１０. ｎｏｍ. ｉｌｌｅｇ.ꎬ ｌａｔｅｒ ｈｏｍｏｎｙｍꎬ ｎｏｎ
Ｓｕｄｒｅ １９００. Ｔ. Ｔ. Ｙｕ ｅｔ Ｌ. Ｔ. Ｌｕ ｉｎ Ｔ. Ｔ. Ｙｕꎬ Ｆｌ.
Ｒｅｉｐ. Ｐｏｐ. Ｓｉｎ. ３７: １３７. １９８５ꎻ Ｌ. Ｔ. Ｌｕ ｅｔ Ｄ. Ｅ. Ｂｏｕｆ￣
ｆｏｒｄ ｉｎ Ｚ. Ｙ. Ｗｕ ｅｔ Ｐ. Ｈ. Ｒａｖｅｎꎬ Ｆｌ. Ｃｈｉｎａ ９:
２６４. ２００３.

分布:中国(云南)ꎬ印度ꎬ尼泊尔ꎬ不丹ꎬ孟加

７１４１１１ 期 熊先华等: 西藏墨脱悬钩子属植物小志



拉国ꎬ缅甸ꎬ泰国ꎮ 中国西藏分布新记录ꎮ
凭证标本:县城—德兴乡[熊先华 ９６０ ( ＣＤ￣

ＢＩ)]ꎻ藤桥[姚淦等 ３４４６ (ＮＡＳ)]ꎻ卡布[熊先华

１３７７ (ＣＤＢＩ)]ꎻ巴登村—丹戈眷河[熊先华 １３９６ꎬ
１３９８ꎬ１４２２ (ＣＤＢＩ)]ꎮ

Ｒ. ｌａｘｕｓ Ｆｏｃｋｅ ( １９１０ ) 为 Ｒ. ｌａｘｕｓ Ｓｕｄｒｅ
(１９００)的晚出同名ꎬ为一非法名称ꎬ经模式标本及

文献研究ꎬ发现 Ｒ. ｌａｘｕｓ Ｆｏｃｋｅ 和 Ｒ. ｆｅｒｏｘ Ｗａｌｌ. ｅｘ
Ｆｏｃｋｅ 无 明 显 差 别ꎬ 系 同 物 异 名ꎬ 但 Ｒ. ｆｅｒｏｘ
Ｗａｌｌ. ｅｘ Ｆｏｃｋｅ ( １８７４ ) 又 是 Ｒ. ｆｅｒｏｘ Ｖｅｓｔ ｅｘ
Ｔｒａｔｔ. (１８２３)的晚出同名ꎬＣｒａｉｂ 和 Ｎ. Ｐ. Ｂａｌａｋｒ.曾
分别于 １９３１ 年和 １９７０ 年发表了 Ｒ. ｆｅｒｏｘ Ｗａｌｌ. ｅｘ
Ｆｏｃｋｅ 替代名称 Ｒ. ｅｆｆｅｒａｔｕｓ Ｃｒａｉｂ 和 Ｒ. ｋｕｒｚｉｉ Ｎ.
Ｐ. Ｂａｌａｋｒ.ꎬ按照命名法规ꎬ由于 Ｒ. ｅｆｆｅｒａｔｕｓ Ｃｒａｉｂ 的

发表时间早于 Ｒ. ｋｕｒｚｉｉ Ｎ. Ｐ. Ｂａｌａｋｒ.ꎬ因此 Ｒ. ｅｆｆｅ￣
ｒａｔｕｓ Ｃｒａｉｂ 是 Ｒ. ｆｅｒｏｘ Ｗａｌｌ. ｅｘ Ｆｏｃｋｅ (１８７４) 的合

法替代名称ꎬ而 Ｒ. ｋｕｒｚｉｉ Ｎ. Ｐ. Ｂａｌａｋｒ.为一多余名

称ꎮ «中国植物志» (俞德浚和陆玲娣ꎬ１９８５) 和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Ｌｕ ＆ Ｂｏｕｆｆｏｒｄꎬ ２００３) 对 Ｒ. ｌａｘｕｓ
Ｆｏｃｋｅ 的不恰当应用应予以订正ꎮ
２２ａ. 滇藏悬钩子

Ｒｕｂｕｓ ｈｙｐｏｐｉｔｙｓ Ｆｏｃｋｅ ｉｎ Ｎｏｔｅｓ Ｒｏｙ. Ｂｏｔ.
Ｇａｒｄ.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５(２３): ７２ꎬ ｐｌ. ６４. １９１１.

分布:中国(西藏、云南)ꎮ
凭 证 标 本: 拉 格—汗 密 [ 熊 先 华 １０２７

(ＣＤＢＩ)]ꎻ汗密[鞠文彬和邓亨宁 ＹＬＺＢ３２６９ (ＣＤ￣
ＢＩ )ꎬ 陈 伟 烈 １０７１１ ( ＰＥ０１４９４４９５ꎬ
ＰＥ０１４９４４９６)]ꎻ多 雄 河 西 岸 [ 熊 先 华 ９７９ꎬ ９８７
(ＣＤＢＩ)]ꎻ比西日 [鞠文彬和邓亨宁 ＹＬＺＢ３４２８
(ＣＤＢＩ)]ꎮ
２２ｂ. 汗密悬钩子

Ｒｕｂｕｓ ｈｙｐｏｐｉｔｙｓ Ｆｏｃｋｅ ｖａｒ. ｈａｎｍｉｅｎｓｉｓ Ｔ.
Ｔ. Ｙｕ ｅｔ Ｌ. Ｔ. Ｌｕ ｉｎ Ａｃｔａ Ｐｈｙｔｏｔａｘ. Ｓｉｎ. ２０ ( ４):
４５８. １９８２.

分布:中国(西藏)ꎮ
凭证标本:多雄河西岸 [熊先华 ９８６ꎬ １０１１

(ＣＤＢＩ)ꎬ徐波和熊先华 ＹＬＺＢ１１９９ (ＣＤＢＩ)]ꎻ大岩

洞—拉格[熊先华 １０１２ (ＣＤＢＩ)]ꎻ拉格—汗密[熊
先华 １０２１ꎬ１０２３ꎬ１０２５ ( ＣＤＢＩ)]ꎻ汗密[鞠文彬和

邓 亨 宁 ＹＬＺＢ０８１０ ( ＣＤＢＩ )ꎬ 陈 伟 烈 １０７１１

(ＰＥ０００２０７５７)]ꎮ
２３. 西南悬钩子

Ｒｕｂｕｓ ａｓｓａｍｅｎｓｉｓ Ｆｏｃｋｅ ｉｎ Ａｂｈ. Ｎａｔｕｒｗｉｓｓ. Ｖｅ￣
ｒｅｉｎｓ Ｂｒｅｍｅｎ ４: １９７. １８７４.

分布:中国(四川、贵州、西藏、云南、广西)ꎬ印
度ꎬ缅甸ꎮ

凭证标本:亚东村八里山[藏东南考察队 ＳＥＴ
－ＥＴ１１１７ ( ＰＥ)]ꎻ 地 东 [ 生 态 室 高 原 组 １１１２９
(ＰＥ)]ꎻ格林[徐波和鞠文彬 ＹＬＺＢ３２１４ (ＣＤＢＩ)ꎬ
青 藏 队 植 被 组 ２９３７ ( ＰＥ )ꎬ 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 ２４１２
(ＰＥ)]ꎻ德尔贡 [青藏队 ７４ － ５０６８ ( ＰＥ)]ꎻ阿尼

桥—汗密[熊先华 ９６８ ( ＣＤＢＩ)]ꎻ比西日—汗密

[徐波 ＹＬＺＢ１２７３ (ＣＤＢＩ)]ꎻ格当[李渤生和程树

志 ０１０９８ ( ＰＥ)]ꎻ斑固山 [生态室高原组 １１４０３
(ＰＥ)]ꎮ
２４. 圆锥悬钩子

Ｒｕｂｕ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ｓ Ｓｍ. ｉｎ Ｒｅｅｓꎬ Ｃｙｃｌ. ３０:
Ｒｕｂｕｓ ｎｏ. ４１. １８１９.

分布:中国(西藏、云南)ꎬ克什米尔地区ꎬ印
度ꎬ尼泊尔ꎬ不丹ꎮ

凭证 标 本: 阿 尼 桥 附 近 [ 熊 先 华 １０３２
(ＣＤＢＩ)]ꎻ阿尼桥—汗密 [熊先华 ９６６ꎬ ９６９ꎬ ９７１
(ＣＤＢＩ)]ꎻ格当[李渤生和程树志 ００９３５ (ＰＥ)]ꎮ
２５. 网脉悬钩子

Ｒｕｂｕｓ ｋｕｍａｏｎｅｎｓｉｓ Ｎ. Ｐ. Ｂａｌａｋｒ. ｉｎ Ｊ. Ｂｏｍｂａｙ
Ｎａｔ. Ｈｉｓｔ. Ｓｏｃ. ６７: ５８. １９７０. ≡Ｒ.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ｕｓ Ｗａｌｌ. ｅｘ
Ｈｏｏｋ. ｆ.ꎬ Ｆｌ. Ｂｒｉｔ. Ｉｎｄｉａ ２(５): ３３１. １８７８. ｎｏｍ. ｉｌｌｅｇ.ꎬ
ｌａｔｅｒ ｈｏｍｏｎｙｍꎬ ｎｏｎ Ａ. Ｋｅｒｎ. １８７１. Ｔ. Ｔ. Ｙｕ ｅｔ Ｌ.
Ｔ. Ｌｕ ｉｎ Ｔ. Ｔ. Ｙｕꎬ Ｆｌ. Ｒｅｉｐ. Ｐｏｐ. Ｓｉｎ. ３７: １６７. １９８５ꎻ
Ｌ. Ｔ. Ｌｕ ｉｎ Ｚ. Ｙ. Ｗｕꎬ Ｆｌ. Ｔｉｂｅｔ. ２: ６２３. １９８５ꎻ Ｌ. Ｔ. Ｌｕ
ｅｔ Ｄ. Ｅ. Ｂｏｕｆｆｏｒｄ ｉｎ Ｚ. Ｙ. Ｗｕ ｅｔ Ｐ. Ｈ. Ｒａｖｅｎꎬ Ｆｌ.
Ｃｈｉｎａ ９: ２５６. ２００３.

分布:中国(西藏)ꎬ印度ꎬ尼泊尔ꎬ不丹ꎮ
凭证标本:墨脱村[熊先华 ９５２ (ＣＤＢＩ)ꎬ科考

队 １５９６ (ＰＥ)ꎬ青藏队 ７４－４６０４ (ＰＥ)]ꎻ县城—德

兴乡[熊先华 ９６１ (ＣＤＢＩ)]ꎻ德兴村－荷扎村[徐波

等 ＹＬＺＢ２２５６ (ＣＤＢＩ)]ꎻ巴登则村[熊先华 １３９４ꎬ
１３９５ꎬ １３９７ ( ＣＤＢＩ )]ꎻ 背 崩 [ 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 ２５２０
(ＰＥ)]ꎻ背崩—地东 [徐波和周新茂 ＹＬＺＢ２１５４
(ＣＤＢＩ)]ꎻ格林[熊先华 １３９３ (ＣＤＢＩ)ꎬ青藏队植

８１４１ 广　 西　 植　 物 ３８ 卷



被组 ２９０２ ( ＰＥ)]ꎻ米日村 [熊先华 １０３５ꎬ１０３６ꎬ
１０３７ ( ＣＤＢＩ)]ꎻ安尼翁—马尼翁 [陈伟烈 １０８６５
(ＰＥ)]ꎻ格当[熊先华 １４０８ ( ＣＤＢＩ)ꎬ朱章明和陈

金元 ＹＬＺＢ４５６２ (ＣＤＢＩ)]ꎻ希让—地东[徐波和鞠

文彬 ＹＬＺＢ３１６２ (ＣＤＢＩ)]ꎮ
Ｒ.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ｕｓ Ｗａｌｌ. ｅｘ Ｈｏｏｋ. ｆ. (１８７８)为 Ｒ. ｒｅ￣

ｔｉｃｕｌａｔｕｓ Ａ. Ｋｅｒｎ. (１８７１)的晚出同名ꎬ为一非法名

称ꎬ«中国植物志» (俞德浚和陆玲娣ꎬ １９８５) 和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Ｌｕ ＆ Ｂｏｕｆｆｏｒｄꎬ２００３)对其的不恰当

应用应予以订正ꎮ
２６. 柔毛莓叶悬钩子

Ｒｕｂｕｓ ｆｒａｎｃｈｅｔｉａｎｕｓ Ｈ. Ｌéｖ. ｖａｒ.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Ｆｒａｎｃｈ.) Ｃ. Ｇｕｐａｔａ ｅｔ Ｓ. Ｓ. Ｄａｓｈ ｉｎ Ｎｅｌｕｍｂｏ ５８:
４６. ２０１６. ≡ Ｒ. ｆｒａｇａｒｉｏｉｄｅｓ Ｂｅｒｔｏｌ. ｖａｒ.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Ｆｒａｎｃｈ.ꎬ Ｐｌ. Ｄｅｌａｖａｙ. ２０３. １８９０. ｎｏｍ. ｉｌｌｅｇ. Ｔ. Ｔ. Ｙｕ ｅｔ
Ｌ. Ｔ. Ｌｕ ｉｎ Ｔ. Ｔ. Ｙｕꎬ Ｆｌ. Ｒｅｉｐ. Ｐｏｐ. Ｓｉｎ. ３７: ２１６.
１９８５ꎻ Ｌ. Ｔ. Ｌｕ ｉｎ Ｚ. Ｙ. Ｗｕꎬ Ｆｌ. Ｔｉｂｅｔ. ２: ６２４. １９８５ꎻ
Ｌ. Ｔ. Ｌｕ ｅｔ Ｄ. Ｅ. Ｂｏｕｆｆｏｒｄ ｉｎ Ｚ. Ｙ. Ｗｕ ｅｔ Ｐ. Ｈ. Ｒａｖｅｎꎬ
Ｆｌ. Ｃｈｉｎａ ９: ２８３. ２００３.

分布:中国(西藏、云南)ꎬ印度ꎮ
凭证标本:多雄河西岸 [熊先华 １００２ꎬ１００８

( ＣＤＢＩ )]ꎻ 多 雄 拉 北 坡 [ 青 藏 队 植 被 组 ３２７３
(ＰＥ)]ꎻ大岩洞—拉格[熊先华 １０１４ (ＣＤＢＩ)]ꎮ

Ｒ. ｆｒａｇａｒｉｏｉｄｅｓ Ｂｅｒｔｏｌ. (１８６１)为 Ｒ. ｆｒａｇａｒｉｏｉｄｅｓ
(Ｍｉｃｈｘ.) Ｄｕｍ.Ｃｏｕｒｓ. (１８１４)的晚出同名ꎬ为一非

法名称ꎬ后来 Ｆｏｃｋｅ 在 １９１０ 年将其等级由种降为

变种 Ｒ. ａｒｃｔｉｃｕｓ Ｌ. ｖａｒ. ｆｒａｇａｒｉｏｉｄｅｓ (Ｂｅｒｔｏｌ.) Ｆｏｃｋｅꎬ
按照国际植物命名法规ꎬ这一变种名称也是非法

的ꎮ 另外ꎬ按照国际植物命名法规ꎬＲ. ｆｒａｇａｒｉｏｉｄｅｓ
Ｂｅｒｔｏｌ. 下的两个变种名称 Ｒ. ｆｒａｇａｒｉｏｉｄｅｓ Ｂｅｒｔｏｌ.
ｖａｒ.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Ｆｒａｎｃｈ. ( １８９６ ) 和 Ｒ. ｆｒａｇａｒｉｏｉｄｅｓ
Ｂｅｒｔｏｌ. ｖａｒ. 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ｕｓ Ｆｒａｎｃｈ. ( １８９０) 也是非法

的ꎮ Ｈ. Ｌｅｖｌ. 于 １９０９ 年 为 了 纪 念 植 物 学 家 Ａ.
Ｒ. Ｆｒａｎｃｈｅｔ 最早将 Ｒ. ｆｒａｇａｒｉｏｉｄｅｓ Ｂｅｒｔｏｌ. ｖａｒ. ａｄｅ￣
ｎｏｐｈｏｒｕｓ Ｆｒａｎｃｈ. 提 升 为 种 的 等 级 并 命 名 为 Ｒ.
ｆｒａｎｃｈｅｔｉａｎｕｓ Ｈ. Ｌéｖ.ꎬ 因 此 Ｒ. ｆｒａｎｃｈｅｔｉａｎｕｓ Ｈ.
Ｌéｖ. 是 Ｒ. ｆｒａｇａｒｉｏｉｄｅｓ Ｂｅｒｔｏｌ. ｖａｒ. 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ｕｓ
Ｆｒａｎｃｈ. 的 最 早 可 用 名 称ꎮ 而 Ｒ. ｆｒａｇａｒｉｏｉｄｅｓ
Ｂｅｒｔｏｌ. 和 Ｒ. ｆｒａｇａｒｉｏｉｄｅｓ Ｂｅｒｔｏｌ. ｖａｒ.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Ｆｒａｎｃｈ.的替代名称则由印度学者 Ｃ. Ｇｕｐａｔａ 和

Ｓ. Ｓ. Ｄａｓｈ 于 ２０１６ 年最先提出ꎬ分别为 Ｒ. ｆｒａｎｃｈｅ￣
ｔｉａｎｕｓ Ｈ. Ｌéｖ. ｖａｒ. ｆｒａｇａｒｉｏｉｄｅｓ (Ｆｏｃｋｅ) Ｃ. Ｇｕｐａｔａ ｅｔ
Ｓ. Ｓ. Ｄａｓｈ 和 Ｒ. ｆｒａｎｃｈｅｔｉａｎｕｓ Ｈ. Ｌéｖ. ｖａｒ.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Ｆｒａｎｃｈ.) Ｃ. Ｇｕｐａｔａ ｅｔ Ｓ. Ｓ. Ｄａｓｈꎮ

故«中国植物志» (俞德浚和陆玲娣ꎬ１９８５)和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Ｌｕ ＆ Ｂｏｕｆｆｏｒｄꎬ２００３)中记载的“莓
叶悬钩子”、“柔毛莓叶悬钩子”和“腺毛莓叶悬钩

子”的学名相应地应修改为 Ｒ. ｆｒａｎｃｈｅｔｉａｎｕｓ Ｈ.
Ｌéｖ. ｖａｒ. ｆｒａｇａｒｉｏｉｄｅｓ (Ｆｏｃｋｅ) Ｃ. Ｇｕｐａｔａ ｅｔ Ｓ. Ｓ. Ｄａｓｈꎬ
Ｒ. ｆｒａｎｃｈｅｔｉａｎｕｓ Ｈ. Ｌéｖ. ｖａｒ.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 Ｆｒａｎｃｈ.)
Ｃ. Ｇｕｐａｔａ ｅｔ Ｓ. Ｓ. Ｄａｓｈ 和 Ｒ. ｆｒａｎｃｈｅｔｉａｎｕｓ Ｈ. Ｌéｖ.ꎮ
２７. 凉山悬钩子

Ｒｕｂｕｓ ｆｏｃｋｅａｎｕｓ Ｋｕｒｚ ｉｎ Ｊ. Ａｓｉａｔ. Ｓｏｃ. Ｂｅｎｇａｌ
４４ (２): ２０６. １８７５.

分布:中国(湖北、四川、西藏、云南)ꎬ印度ꎬ尼
泊尔ꎬ不丹ꎬ缅甸ꎮ

凭证标本:扎墨公路 ６０Ｋ[熊先华 １３６７ ( ＣＤ￣
ＢＩ)]ꎻ阿尼桥—背崩[鞠文彬和邓亨宁 ＹＬＺＢ３９２５
(ＣＤＢＩ)]ꎮ
２８. 齿萼悬钩子

Ｒｕｂｕｓ ｃａｌｙｃｉｎｕｓ Ｗａｌｌ. ｅｘ Ｄ. Ｄｏｎꎬ Ｐｒｏｄｒ.
Ｆｌ. Ｎｅｐａｌ. ２３５. １８２５.

分布:中国(四川、西藏、云南)ꎬ印度ꎬ尼泊尔ꎬ
不丹ꎬ缅甸ꎬ爪哇ꎮ

凭证标本:德尔贡[高云东等 ＹＬＺＢ２７４４ (ＣＤ￣
ＢＩ)]ꎻ汗密—大岩洞[熊先华 ９９３ ( ＣＤＢＩ)]ꎻ多雄

河西岸[熊先华 ９７８ꎬ９８３ (ＣＤＢＩ)]ꎻ格当[陈伟烈

１４５０９ ( ＰＥ )]ꎻ 西 龙 松 多 [ 姚 淦 等 ４０３０ꎬ ４８３０
(ＮＡＳ)]ꎻ希让[李渤生和程树志 ０４３６３ (ＰＥ)]ꎮ
２９. 匍匐悬钩子

Ｒｕｂｕｓ ｐｅｃｔｉｎａｒｉｏｉｄｅｓ Ｈａｒａ ｉｎ Ｊ. Ｊａｐ. Ｂｏｔ. ４７
(４): １１１. １９７２.

分布:中国(西藏、云南)ꎬ印度ꎬ不丹ꎮ
凭证标本:拉格[青藏队植被组 ３２３５ (ＰＥ)]ꎻ

拉格—汗密[熊先华 ９９２ꎬ１０１７ꎬ１０２０ ( ＣＤＢＩ)ꎬ鞠
文 彬 等 ＹＬＺＢ０５７２ ( ＣＤＢＩ )ꎬ 徐 波 和 周 新 茂

ＹＬＺＢ１８１９ꎬＹＬＺＢ１８６３ ( ＣＤＢＩ)ꎬ青藏队 ７４ － ３９０２
(ＰＥ )]ꎻ 比 西 日—汗 密 [ 鞠 文 彬 和 邓 亨 宁

ＹＬＺＢ３８５４ ( ＣＤＢＩ )]ꎻ 汗 密 [ 鞠 文 彬 和 邓 亨 宁

ＹＬＺＢ０８１５ꎬＹＬＺＢ３２６７(ＣＤＢＩ)]ꎻ希让[李渤生和程

９１４１１１ 期 熊先华等: 西藏墨脱悬钩子属植物小志



树志 ０４４６０ (ＰＥ)]ꎮ

３　 讨论与结论

经系统整理ꎬ目前发现墨脱地区共有悬钩子

属植物 ２８ 种ꎬ４ 变种ꎬ约占西藏地区本属种类的

８０％ꎬ 其 中 Ｒ. ｌｉｎｅａｔｕｓ Ｒｅｉｎｗ. ｖａｒ. ｇｌａｂｒｉｏｒ Ｈｏｏｋ.
ｆ.为中国分布新记录植物ꎬ小柱悬钩子(Ｒ. ｃｏｌｕｍｅｌ￣
ｌａｒｉｓ Ｔｕｔｃｈｅｒ)、红毛悬钩子(Ｒ.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ａｎｕｓ Ｗｉｇｈｔ ｅｔ
Ａｒｎ.)、独 龙 悬 钩 子 ( Ｒ. ｔａｒｏｎｅｎｓｉｓ Ｃ. Ｙ. Ｗｕ ｅｘ
Ｔ. Ｔ. Ｙｕ ｅｔ Ｌ. Ｔ. Ｌｕ) 和疏松悬钩子 ( Ｒ. ｅｆｆｅｒａｔｕｓ
Ｃｒａｉｂ)为西藏分布新记录植物ꎬ为摸清本区植物种

类提供了更加详实的区系资料ꎮ
作为一类重要的资源植物ꎬ悬钩子属植物在

食用、药用及观赏方面具一定的潜在价值ꎬ结合作

者多年的观察ꎬ发现在本区有分布的粉枝莓(Ｒ.
ｂｉｆｌｏｒｕｓ Ｂｕｃｈ.－Ｈａｍ. ｅｘ Ｓｍ.) (茎被白粉ꎬ叶落后美

观)、酒红悬钩子(Ｒ. ｃａｌｏｐｈｙｌｌｕｓ Ｃ. Ｂ. Ｃｌａｒｋｅ) (花
艳丽、 叶 美 观)、 绚 丽 悬 钩 子 ( Ｒ. ｓｐｌｅｎｄｉｄｉｓｓｉｍｕｓ
Ｈａｒａ)(植株被红色腺毛、叶美观)、绢毛悬钩子

(Ｒ. ｌｉｎｅａｔｕｓ Ｒｅｉｎｗ.) (叶美观)、大花悬钩子 ( Ｒ.
ｗａｒｄｉｉ Ｍｅｒｒ.)(花较大)具有较大的潜在观赏价值ꎻ
草本类的柔毛莓叶悬钩子 [( Ｒ. ｆｒａｎｃｈｅｔｉａｎｕｓ Ｈ.
Ｌéｖ. ｖａｒ.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 Ｆｒａｎｃｈ.) Ｃ. Ｇｕｐａｔａ ｅｔ Ｓ. Ｓ.
Ｄａｓｈ)]、凉山悬钩子(Ｒ. ｆｏｃｋｅａｎｕｓ Ｋｕｒｚ)、齿萼悬

钩子(Ｒ. ｃａｌｙｃｉｎｕｓ Ｗａｌｌ. ｅｘ Ｄ. Ｄｏｎ)和匍匐悬钩子

(Ｒ. ｐｅｃｔｉｎａｒｉｏｉｄｅｓ Ｈａｒａ)虽分布海拔较高ꎬ但在用作

观赏点缀物种方面仍具一定的潜在价值ꎻ红泡刺

藤(Ｒ. ｎｉｖｅｕｓ Ｔｈｕｎｂ.)、绢毛悬钩子(Ｒ. ｌｉｎｅａｔｕｓ Ｒｅ￣
ｉｎｗ.)和凉山悬钩子(Ｒ. ｆｏｃｋｅａｎｕｓ Ｋｕｒｚ)的果实味

道较好ꎬ是一类潜在的鲜食用植物资源ꎮ
«中国植物志» (俞德浚和陆玲娣ꎬ１９８５) 和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Ｌｕ ＆ Ｂｏｕｆｆｏｒｄꎬ２００３)中记载的莓叶

悬钩子(Ｒ. ｆｒａｇａｒｉｏｉｄｅｓ Ｂｅｒｔｏｌ.)、柔毛莓叶悬钩子

(Ｒ. ｆｒａｇａｒｉｏｉｄｅｓ Ｂｅｒｔｏｌ. ｖａｒ.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Ｆｒａｎｃｈ.)、腺
毛 莓 叶 悬 钩 子 ( Ｒ. ｆｒａｇａｒｉｏｉｄｅｓ Ｂｅｒｔｏｌ. ｖａｒ.
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ｕｓ Ｆｒａｎｃｈ.)、疏松悬钩子(Ｒ. ｌａｘｕｓ Ｆｏｃｋｅ)
及网脉悬钩子(Ｒ.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ｕｓ Ｗａｌｌ. ｅｘ Ｈｏｏｋ. ｆ.)的

学名大多为晚出同名ꎬ按照国际植物命名法规ꎬ这
些名称均为非法名称ꎬ建 议 相 应 地 修 改 为 Ｒ.

ｆｒａｎｃｈｅｔｉａｎｕｓ Ｈ. Ｌéｖ. ｖａｒ. ｆｒａｇａｒｉｏｉｄｅｓ ( Ｆｏｃｋｅ )
Ｃ. Ｇｕｐａｔａ ｅｔ Ｓ. Ｓ. Ｄａｓｈꎬ Ｒ. ｆｒａｎｃｈｅｔｉａｎｕｓ Ｈ. Ｌéｖ.
ｖａｒ.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 Ｆｒａｎｃｈ.) Ｃ. Ｇｕｐａｔａ ｅｔ Ｓ. Ｓ. Ｄａｓｈꎬ
Ｒ. ｆｒａｎｃｈｅｔｉａｎｕｓ Ｈ. Ｌéｖ.ꎬＲ. ｅｆｆｅｒａｔｕｓ Ｃｒａｉｂ 和 Ｒ. ｋｕ￣
ｍａｏｎｅｎｓｉｓ Ｎ. Ｐ. Ｂａｌａｋｒ.ꎮ

致谢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张良博士

在文献查阅中提供帮助ꎬ挪威奥斯陆大学植物博

物馆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Ｍｕｓｅｕｍ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Ｏｓｌｏꎬ Ｎｏｒｗａｙ
(Ｏ)的 Ｂｊøｒｎ Ｐｅｔｔｅｒ Ｌøｆａｌｌ 教授提供部分模式标本

图片ꎬ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标本馆(ＰＥ)和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植物标本馆(ＫＵＮ)为

标本查阅提供方便ꎬ在此一并致谢ꎮ

参考文献:

ＡＬＩＣＥ ＬＡꎬ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ＣＳꎬ １９９９.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ｙ ｏｆ Ｒｕｂｕｓ (Ｒｏｓａ￣
ｃｅａ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ｒｉｂｏｓｏｍａｌ Ｄ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ｂｅｄ
ｓｐａｃ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Ｊ]. Ａｍ Ｊ Ｂｏｔꎬ ８６(１):８１－９７.

ＡＬＩＣＥ ＬＡꎬ ＤＯＤＳＯＮ ＴＭꎬ 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 ＢＬꎬ ２００８.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ｏｆ Ｂｈｕｔａｎｅｓｅ Ｒｕｂｕｓ [Ｊ]. Ａｃｔａ Ｈｏｒｔｉｃꎬ ７７７:
６３－７０.

ＣＨＥＮ Ｘꎬ ＷＡＮＧ ＳＹꎬ ２００６.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ｏ ｅｘ￣
ｐｌｏｉｔ ｕｓ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ｒａｍｂｌｅ (Ｒｕｂｕｓ Ｌ. ) [Ｊ]. ＳＷ Ｃｈｉｎ Ｊ
Ａｇｒｉｃ Ｓｃｉꎬ １９ (ｓｕｐｐｌ):３５１－３５５. [陈曦ꎬ 王仕玉ꎬ ２００６. 中
国悬钩子属植物资源研究及开发利用 [Ｊ]. 西南农业学

报ꎬ １９(ｓｕｐｐｌ):３５１－３５５.]
ＣＨＥＮＧ ＳＺꎬ １９８８. Ｍｏｔｕｏ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ｏｆ Ｔｉｂｅｔ [Ｊ]. Ｐｌａｎｔｓꎬ

１５(３):６－９. [程树志ꎬ １９８８. 西藏高原上的绿色明珠———
墨脱自然保护区 [Ｊ]. 植物杂志ꎬ １５(３):６－９.]

ＣＨＥＮＧ ＳＺꎬ ＮＩ ＺＣꎬ １９８５. Ｔｈｅ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ｆｌｏｒａ ｉｎ ｔｈｅ Ｍｔ. Ｎａｍ￣
ｊａｇｂａｒｗａ ｒｅｇｉｏｎ [Ｊ]. Ｍｔ Ｒｅｓꎬ ３(４):２８４－２９０. [程树志ꎬ 倪

志诚ꎬ １９８５. 南迦巴瓦峰地区植物区系概貌 [Ｊ]. 山地研

究ꎬ ３(４):２８４－２９０.]
ＣＨＥＮＧ ＷＬꎬ ＬＩ ＢＳꎬ ＷＡＮＧ ＹＺꎬ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８１.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ｏｔｕｏ ｉｎ Ｔｉｂｅｔ [Ｊ]. Ａｃｔａ Ｐｈｙｔｏｅｃｏｌ ＆ Ｇｅｏｂｏｔ
Ｓｉｎꎬ ５(３):２３２－ ２３３. [陈伟烈ꎬ 李渤生ꎬ 王裕珠ꎬ 等ꎬ
１９８１. 西藏墨脱的植被考察 [Ｊ]. 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

丛刊ꎬ ５(３):２３２－２３３.]
ＦＯＣＫＥ ＷＯꎬ １８９４. Ｒｏａｃｅａｅ [Ｍ] / / ＥＮＧＬＥＲ Ａꎬ ＰＲＡＮＴＬ

Ｋ. Ｄｉｅ Ｎａｔüｒｌｉｃｈｅｎ Ｐｆｌａｎｚｅｎｆａｍｉｌｉｅｎ ｎｅｂｓｔ ｉｈｒｅｎ Ｇａｔｔｕｎｇｅｎ
ｕｎｄ ｗｉｃｈｔｉｇｅｒｅｎ Ａｒｔｅｎꎬ ｉｎｓｂｅｓｏｎｄｅｒｅ ｄｅｎ Ｎｕｔｚｐｆｌａｎｚｅｎꎬ ｕｎｔｅｒ
Ｍｉｔｗｉｒｋｕｎｇ ｚａｈｌｒｅｉｃｈｅｒ ｈｅｒｖｏｒｒａｇｅｎｄｅｒ Ｆａｃｈｇｅｌｅｈｒｔｅｎ
ｂｅｇｒüｎｄｅｔ ３(３). Ｌｅｉｐｚｉｇ: Ｗ. Ｅｎｇｅｌｍａｎｎ.

ＧＵ Ｙꎬ １９９２. Ｒｕｂｕｓ 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Ｊ]. Ｊ Ｐｌａ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 ＆ Ｅｎｖｉｒｏｎꎬ １(２):５０－６０. [顾姻ꎬ １９９２. 悬钩子属植

物资源及其利用 [Ｊ]. 植物资源与环境ꎬ １(２):５０－６０.]
ＧＵＰＴＡ Ｃꎬ ＤＡＳＨ ＳＳꎬ ２０１６. Ｎｏｍｅｎｃｌａｔｕｒａｌ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Ｒｕｂｕｓ

ｆｒａｎｃｈｅｔｉａｎｕｓ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ａｎｄ ｔｗｏ ｎｅｗ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Ｉｎｄｉａｎ

０２４１ 广　 西　 植　 物 ３８ 卷



Ｒｕｂｕｓ [Ｊ]. Ｎｅｌｕｍｂｏꎬ ５８:４４－４７.
ＨＡＮ ＷＤꎬ ＹＡＯ Ｇꎬ ＸＵ ＦＸꎬ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Ｍｏｔｕｏꎬ Ｔｉｂｅｔ [Ｊ]. Ｊ Ｐｌａ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 ＆ Ｅｎｖｉｒｏｎꎬ １
(１):６２－６４. [韩维栋ꎬ 姚淦ꎬ 徐凤翔ꎬ 等ꎬ １９９２. 西藏墨脱

的植物资源调查 [Ｊ]. 植物资源与环境ꎬ １(１):６２－６４.]
ＬＩ ＢＳꎬ １９８４. Ｔｈ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ｔ. Ｎａｍ￣

ｊａｇｂａｒｗａ ｒｅｇｉｏｎ [Ｊ]. Ｍｔ Ｒｅｓꎬ ２(３):１７４－１８１. [李渤生ꎬ
１９８４. 南迦巴瓦峰地区植被垂直带谱 [ Ｊ]. 山地研究ꎬ
２(３):１７４－１８１.]

ＬＵ ＬＤꎬ ＢＯＵＦＦＯＲＤ ＤＥꎬ ２００３. Ｒｕｂｕｓ Ｌ.[Ｍ] / / ＷＵ ＺＹꎬ ＲＡ￣
ＶＥＮ ＰＨ.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Ｖｏｌ. 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ꎻ
Ｓｔ. Ｌｏｕｉｓ:Ｍｉｓｓｏｕｒｉ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 Ｐｒｅｓｓ.

ＬＵ ＬＴꎬ １９８３.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ｕｓ Ｒｕｂｕ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Ｊ]. Ａｃｔａ
Ｐｈｙｔｏｔａｘ Ｓｉｎꎬ ２１(１):１３－２５. [陆玲娣ꎬ １９８３. 我国悬钩子

属植物的研究 [Ｊ]. 植物分类学报ꎬ ２１(１):１３－２５.]
ＭＡＢＢＥＲＬＥＹ ＤＪꎬ １９９７.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ｂｏｏｋꎬ ａ ｐｏｒｔａｂｌ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Ｍ]. ２ｎｄ ｅｄ.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ＮＩ ＺＣꎬ ＣＨＥＮＧ ＳＺꎬ １９９２. Ｔｈｅ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Ｍｔ. Ｎａｍｊａｇｂａｒｗａ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Ｘｉｚａｎｇ (Ｔｉｂｅｔ)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ｅｓｓ. [倪志诚ꎬ 程树志ꎬ
１９９２. 西藏南迦巴瓦峰地区维管束植物区系 [Ｍ].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ＫＲꎬ １９７４.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 ｏｆ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 Ｊ]. Ｊ Ａｒｎｏｌｄ Ａｒｂｏｒｅｔｕｍꎬ ５５ (２):
３４４－４０１.

ＳＵＮ Ｈꎬ ＺＨＯＵ ＺＫꎬ １９９６.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ｌｏｒ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ｉｇ Ｂｅｎｄ Ｇｏｒｇｅ ｏｆ Ｙａｌｕ Ｔｓａｎｇｐｏ (Ｂｒａｈｍａｂｕｔｒａ)
Ｒｉｖｅｒꎬ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ｓ [ Ｊ]. Ａｃｔａ Ｂｏｔ Ｙｕｎｎａｎꎬ １８(２):
１８５－２０４. [孙航ꎬ 周浙昆ꎬ １９９６. 喜马拉雅东部雅鲁藏布

江大峡弯河谷地区植物区系的特点及来源 [Ｊ]. 云南植

物研究ꎬ １８(２):１８５－２０４.]
ＳＵＮ Ｈꎬ ＺＨＯＵ ＺＫꎬ １９９７. Ｔｈｅ ｐｈｙｔ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ａｆｆｉ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ｉｇ Ｂｅｎｄ Ｇｏｒｇｅ ｏｆ Ｙａ Ｌｕ Ｔｓａｎｇｐｏ Ｒｉｖｅｒꎬ ＳＥ
Ｔｉｂｅｔꎬ Ｅ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Ｊ]. Ｊ Ａｐｐ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Ｂｉｏｌꎬ ３(２):
１８４－１９０. [孙航ꎬ 周浙昆ꎬ １９９７. 喜马拉雅东部雅鲁藏布

江大峡弯河谷地区种子植物区系的性质和近缘关系

[Ｊ]. 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ꎬ ３(２):１８４－１９０.]
ＳＵＮ Ｈꎬ ＺＨＯＵ ＺＫꎬ ２００２.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ｉｇ ｂｅｎｄ ｇｏｒｇｅ ｏｆ

Ｙａ Ｌｕ Ｔｓａｎｇｐｏ ｉｎ ＳＥ Ｔｉｂｅｔꎬ Ｅ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ｓ [Ｍ]. Ｋｕｎｍｉｎｇ:
Ｙｕｎｎ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ｅｓｓ. [孙航ꎬ 周浙昆ꎬ
２００２. 雅鲁藏布江大峡弯河谷地区种子植物 [Ｍ]. 昆明:
云南科技出版社.]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Ｌｉｓｔꎬ ２０１８. Ｒｕｂｕｓ Ｌ. [ＥＢ / ＯＬ].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ｈｅｐｌａ￣
ｎｔｌｉｓｔ. ｏｒｇ / ｔｐｌ１. １ / ｓｅａｒｃｈ? ｑ＝Ｒｕｂｕｓ.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ＭＭꎬ １９９７.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ｉｎ
Ｒｕｂｕｓ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Ｒｏｓｏｉｄｅａｅ) [Ｊ]. Ａｎｎ Ｍｏ Ｂｏｔ Ｇａｒｄꎬ ８４:
１２８－１６４.

ＷＡＮＧ ＨＣꎬ ＨＥ ＺＲꎬ ＳＵＮ Ｈꎬ ２０１２. Ｒ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ｗｏ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Ｒｕｂｕｓ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Ｇｕｉｈａｉａꎬ ３２(３):３１５－
３１７. [王焕冲ꎬ 和兆荣ꎬ 孙航ꎬ ２０１２. 两种悬钩子属植物在

中国的重新发现 [Ｊ]. 广西植物ꎬ ３２(３):３１５－３１７.]
ＷＥＢＥＲ ＨＥꎬ １９９６. Ｆｏｒｍｅｒ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ｐｏｍｉｃｔｉｃ Ｒｕｂｕｓ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Ｊ]. Ｆｏｌｉａ Ｇｅｏｂｏｔ Ｐｈｙｔｏｔａｘꎬ ３１
(３):３７３－３８０.

ＹＵ ＴＴꎬ １９７９. Ｔａｘ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ｒｕｉｔ ｔｒｅｅ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Ａｇ￣
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俞德浚ꎬ １９７９. 中国果树分类

学 [Ｍ]. 北京:农业出版社.]
ＹＵ ＴＴꎬ ＬＵ ＬＴꎬ １９８５. Ｒｕｂｕｓ Ｌ. [Ｍ] / / ＹＵ ＴＴ. Ｆｌｏｒａ Ｒｅｉｐｕ￣

ｂｌｉｃａ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ｓ Ｓｉｎｉｃａｅ:Ｖｏｌ. ３７.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俞
德浚ꎬ 陆玲娣ꎬ １９８５. 悬钩子属 [Ｍ] / /俞德浚. 中国植物

志:第 ３７ 卷. 北京:科学出版社.]
ＺＨＡＮＧ ＳＤꎬ ２０１２.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Ｒｕｂｕｓ ｓｕｂｓｅｃｔ. Ｌｉｎｅａｔｉ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Ｊ]. Ｊ Ｐｌａｎｔ Ｓｃｉꎬ ３０(３):３０１－３０４. [张书东ꎬ ２０１２. 国产悬

钩子属绢毛亚组新资料 [ Ｊ]. 植物科学学报ꎬ ３０(３):
３０１－３０４.]

ＺＨＥＮＧ ＷＬꎬ １９９９.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ｌｏｒｉｓｔ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ｍ￣
ｉｌｉｅｓꎬ ｇｅｎｅｒａ ｏｆ Ｐｔｅｒｉｄｏｐｈｙｔ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ｉｇ ｂｅ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ｔ Ｙａｌｕ
Ｔｓａｎｇｐｏ (Ｒｉｖｅｒ)ꎬ Ｘｉｚａｎｇ ( Ｔｉｂｅｔ)ꎬ Ｃｈｉｎａ [ Ｊ]. Ａｃｔａ Ｂｏｔ
Ｙｕｎｎａｎꎬ ２１(１):４３－５０. [郑维列ꎬ １９９９. 雅鲁藏布江大拐

弯地区蕨类植物科属区系特征分析 [Ｊ]. 云南植物研究ꎬ
２１(１):４３－５０.]

１２４１１１ 期 熊先华等: 西藏墨脱悬钩子属植物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