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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报道了中国广西豆科(Ｆａｂａｃｅａｅ)植物新分布记录属ꎬ即镰瓣豆属[Ｄｙｓｏｌｏｂｉｕｍ (Ｂｅｎｔｈ.) Ｐｒａｉｎ]ꎬ
同时描述了该属的分类学特征ꎬ并提供了镰瓣豆[Ｄ. ｇｒａｎｄｅ (Ｂｅｎｔｈ.) Ｐｒａｉｎ]的引证标本、地理信息和图片ꎮ
关键词: 镰瓣豆属ꎬ 镰瓣豆ꎬ 豆科ꎬ 新记录ꎬ 广西

中图分类号: Ｑ９４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３１４２(２０１８)１１￣１４７１￣０４

Ｄｙｓｏｌｏｂｉｕｍ (Ｂｅｎｔｈ.) Ｐｒａｉｎꎬ ａ ｎｅｗｌｙ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ｇｅｎｕｓ
ｏｆ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ｆｒｏｍ Ｇｕａｎｇｘｉꎬ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Ｎ Ｂｏ１ꎬ ＪＩＡＮＧ Ｋａｉｗｅｎ２ꎬ ＤＥＮＧ Ｔａｏ１ꎬ ＺＯＵ Ｌｉｎｇｌｉ１ꎬ

ＬＩＵ Ｃｈａｎｇｑｉｕ１ꎬ ＬＵＯ Ｙａｊｉｎ３ꎬ ＨＵＡＮＧ Ｓｈｉｘｕｎ１∗

( １.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ꎬ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Ｚｈｕａｎｇ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Ｇｕｉｌｉｎ ５４１００６ꎬ Ｇｕａｎｇｘｉ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ꎬ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Ｋｕｎｍｉｎｇ ６５０２２４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Ｙａｃｈａｎｇ Ｏｒｃｈｉ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ꎬ Ｌｅｙｅ ５３３２０９ꎬ Ｇｕａｎｇｘｉꎬ 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Ｄｙｓｏｌｏｂｉｕｍ (Ｂｅｎｔｈ.) Ｐｒａｉｎꎬ ａ ｎｅｗｌｙ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ｇｅｎｕｓ ｏｆ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ｆｒｏｍ Ｇｕａｎｇｘｉꎬ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Ｔｈｅ ｔａｘｏ￣
ｎｏｍ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ꎬ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ｓꎬ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ｌｙ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ꎬ Ｄ. ｇｒａｎｄｅ (Ｂｅｎｔｈ.)
Ｐｒａｉｎ ａ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ｙｓｏｌｏｂｉｕｍꎬ Ｄ. ｇｒａｎｄｅꎬ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ꎬ ｎｅｗ ｒｅｃｏｒｄꎬ Ｇｕａｎｇｘ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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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科(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Ｌｉｎｄｌ. ＝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Ｊｕｓｓ.)蝶形花

亚科 ( ｓｕｂｆａｍ. Ｐａｐｉｌｉｏｎｏｉｄｅａｅ ＤＣ.) 菜 豆 族 ( ｔｒｉｂ.
Ｐｈａｓｅｏｌｅａｅ Ｂｒｏｎｎ ｅｘ ＤＣ.) 的 刺 桐 亚 族 ( ｓｕｂｔｒｉ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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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ｙｔｈｒｉｎｉｎａｅ Ｂｅｎｔｈ.)(Ｌｅｗｉ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５ꎻ多识团队ꎬ
２０１６ 至今)ꎮ 本属有 ４ ~ ５ 种ꎬ分布于东南亚以及

印度热带地区ꎬ我国产 ２ 种 (Ｗｅｌｚｅｎ ＆ Ｈｅｎｇｓｔꎬ
１９８５ꎻ李树刚ꎬ１９９３ꎻ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

委员会ꎬ１９９５ꎻＳａ ＆ Ｇｉｌｂｅｒｔꎬ２０１０)ꎮ 本属植物为草

质或木质藤本ꎻ羽状复叶具 ３ 小叶ꎻ总状花序ꎻ龙
骨瓣先端具喙ꎬ有时显著上弯ꎻ荚果木质ꎬ带状ꎬ成
熟时螺旋状开裂ꎮ 本属自 １８５２ 年被 Ｂｅｎｔｈａｍ 作为

菜豆 属 ( Ｐｈａｓｅｏｌｕｓ Ｌ.) 的 镰 瓣 豆 组 ( Ｐｈａｓｅｏｌｕｓ
ｓｅｃｔ. Ｄｙｓｏｌｏｂｉｕｍ Ｂｅｎｔｈ.)发表以来ꎬ分类地位几经

变动ꎮ Ｐｒａｉｎ 于 １８９７ 年首度将其独立ꎮ 之后ꎬ本属

的分类地位再度经历数次变动ꎬ直至 Ｍａｒéｃｈａｌ
(１９７７)和 Ｍａｒéｃｈａｌ ｅｔ ａｌ(１９７８)将其属的地位再度

恢复ꎮ 随后的 １９８５ 年ꎬＷｅｌｚｅｎ ＆ Ｈｅｎｇｓｔ 对本属做

了较为全面的修订ꎮ
作者在广西百色乐业县广西雅长兰科植物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极小种群植物资源野外调查

过程中ꎬ采到一种豆科植物ꎬ经过相关专家对标本

的鉴定分析ꎬ确定该种植物为豆科镰瓣豆属的镰

瓣豆[Ｄｙｓｏｌｏｂｉｕｍ ｇｒａｎｄｅ (Ｂｅｎｔｈ.) Ｐｒａｉｎ]ꎮ 镰瓣豆

属为广西新记录属ꎬ特此进行报道ꎮ 凭证标本存

放于广西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ＩＢＫ)ꎮ
镰瓣豆属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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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本或木质攀援植物ꎮ 叶为具 ３ 小叶的羽状

复叶ꎬ具托叶ꎻ花生于腋生总状花序上ꎻ小苞片脱

落ꎮ 花萼钟状ꎬ４ 裂ꎬ最下 １ 裂齿披针形ꎬ长于其他

裂片ꎬ但短于萼筒ꎬ最上的 ２ 裂齿合生ꎻ花冠通常

紫色ꎬ带红色或蓝色ꎻ旗瓣很伸出ꎬ通常圆形ꎬ有短

瓣柄ꎻ雄蕊与旗瓣对生的 １ 枚离生ꎬ其余 ９ 枚部分

合生ꎻ种子长圆形或球形ꎬ无毛或有短绒毛ꎮ
分布:中国(云南、贵州)ꎬ印度、尼泊尔至马来

西亚ꎮ 中国广西为首次记录ꎮ
镰瓣豆　 图版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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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质缠绕藤本ꎬ茎长可达 ５ ｍꎬ叶为具 ３ 小叶

的羽状复叶ꎻ叶柄长 ９ ~ １２ ｃｍꎻ托叶披针形ꎬ长约 ６
ｍｍꎬ密被柔毛ꎮ 小叶近等大ꎬ两面上疏生微小柔

毛ꎻ顶生小叶近圆形至菱状卵形ꎬ长 １２ ~ １９.５ ｃｍꎬ
宽 ９ ~ １６ ｃｍꎬ先端急尖ꎬ基部圆至钝ꎻ侧生小叶两

边不等大ꎬ偏斜ꎬ先端短渐尖ꎬ基部近截平ꎬ侧脉每

边 ４ ~ ６ 条ꎻ小叶柄长约 ７ ｍｍꎬ密被白色柔毛ꎮ 总

状花序腋生ꎬ长可达 ４０ ｃｍꎬ有短柔毛ꎬ上端多花ꎻ
花单生或 ２ ~ ３ 朵簇生ꎻ小苞片近三角形ꎬ长、宽约

４ ｍｍꎬ早落ꎻ花萼钟状ꎬ外面密被短柔毛ꎬ萼筒长约

８ ｍｍꎬ裂片 ５ꎬ上方 ２ 裂片合生ꎬ下方中央裂片较

长ꎬ长约 ６ ｍｍꎬ两侧的较短ꎻ花冠紫蓝色ꎻ旗瓣广

卵圆形ꎬ长约 ３ ｃｍꎬ宽约 ２.６ ｃｍꎬ有短瓣柄ꎬ先端微

凹ꎬ稍外弯ꎬ基部两侧有小耳ꎬ瓣柄短ꎻ翼瓣倒卵

形ꎬ长约 ２ ｃｍꎬ宽约 １.２ ｃｍꎬ先端浑圆ꎬ基部渐狭ꎬ
上方近基部具 １ 向后弯的钩状耳ꎬ长约 ６ ｍｍꎬ下方

约近瓣片中部具 １ 较短的针状耳ꎬ长约 ２ ｍｍꎻ龙骨

瓣镰刀形ꎬ瓣片近卵形ꎬ下部较宽ꎬ上部渐狭ꎬ约近

基部有 １ 三角形的齿状耳ꎬ先端形成长约 １.５ ｃｍꎬ
上弯成反弓形的狭管ꎬ瓣柄长约 １. ５ ｃｍꎻ雄蕊等

长ꎬ长约 ５ ｃｍꎻ花药长约 ２ ｃｍꎻ柱头下方环生须毛ꎮ
荚果肥厚ꎬ长 １２ ~ １６ ｃｍꎬ宽约 ２ ｃｍꎬ密被褐色短绒

毛ꎬ先端有长约 ５ ｍｍ 短喙ꎻ在种子间略微隘缩ꎬ腹
背缝线边各具约 ２ ｍｍ 宽的纵肋ꎬ沿腹背缝线开裂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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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Ａꎬ Ｂ. 花ꎻ Ｃꎬ Ｄ. 果ꎮ
Ｎｏｔｅ: Ａꎬ Ｂ. Ｆｌｏｗｅｒꎻ Ｃꎬ Ｄ. Ｆｒｕｉｔ.

图版 Ⅰ　 镰瓣豆
Ｐｌａｔｅ Ｉ　 Ｄｙｓｏｌｏｂｉｕｍ ｇｒａｎｄｅ (Ｂｅｎｔｈ.) Ｐｒａｉｎ

种子 ２ ~ １０ 颗ꎬ长圆形ꎬ褐黑色ꎬ长约 １ ｃｍꎬ宽约 ６
ｍｍꎻ种脐长圆形ꎬ长约 ３ ｍｍꎬ宽约 ２ ｍｍꎮ 花期

７—１０ 月ꎬ果期 ８—１１ 月ꎮ
相关引证标本:中国ꎬ广西ꎬ百色市ꎬ乐业县ꎬ

广西雅长兰科植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ꎬ山谷林中

潮湿处或林缘ꎬ少见ꎬ海拔 ５７１ ｍꎬ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ꎬ盘波ꎬ罗亚进 ＧＸＩＢＰＢ０２１( ＩＢＫ)ꎮ

分布:中国云南和贵州南部ꎬ印度东部、尼泊

尔、缅甸、泰国西北部ꎮ 中国广西为首次记录ꎮ
附记: 乐业县和镰瓣豆的贵州分布区较为接

近ꎬ在植物分布、地理地貌或者气候区等方面ꎬ是
否存在关联或者差异ꎬ有待进一步探讨ꎮ

保护现状:本种目前仅在雅长兰科植物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内见到 １ 株ꎬ攀援于大树上ꎮ 由于

３７４１１１ 期 盘波等: 广西豆科植物新记录属———镰瓣豆属



目前见到的植株分布于保护区内ꎬ因此并未受到

外界的干扰ꎮ 本种在广西的分布及保护现状仍有

待进一步的调查确认ꎮ
广西雅长兰科植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广

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乐业县西北部ꎬ地处南亚热

带与中亚热带的分界上ꎬ又处在亚热带东部湿润

亚区与西部半湿润、半干燥亚区的分界线上ꎬ它既

是各种植物区系成分交叉分布区域ꎬ也是各种分

布区类型植物的交汇分布点ꎬ这就使组成保护区

植被的植物区系成分十分复杂ꎬ因此组成的植被

类型也就极其多样(黄伯高ꎬ２０１７)ꎮ 镰瓣豆在广

西雅长兰科植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首次发现ꎬ
对研究广西植物区系组成及其地理分布具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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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新记录属在鉴定过程中得到西双版纳

植物园潘勃实验师的帮助并提供相关资料ꎬ广西

植物研究所张强研究员为本文提出宝贵意见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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