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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中国南部植物 

丘华兴，陈炳辉 ，曾飞燕 

(中国科学院 华南植物园，广东 广州 510650) 

摘 要 ：通过整理和研究华南植物园标本馆(IBSC)、中山大学植物标本馆(SYS)等馆藏标本 ，发现我国南部 

生长的而在《中国植物志》或“Flora of China”有未收载的物种及需处理 1个新组合和 2个新异名外 ，还有省级 

新记录等情况 。现补充增加 3个归化种：白花假马鞭、毛苘麻和大花假番薯 ；广西 2个新记录 ：夜牵牛和红岩 

野桐(新组合)；广东 1个新记录 ：粘毛苘麻 ，并处理本种的 1个新异名 ；粗糠柴为西藏新记录。此外，处理隶于 

东南野桐的 1个新异名；补充隶于草牵牛的 1个异属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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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worthy taxa from Southern China 

QIU H ua—xing，C H EN Bing—hui ，ZENG Fei—yan 

(South China Botanical Garden，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Guangzhou 510650，China) 

Abstract：The paper reports 9 taxa from China．Abutilon hirtum var．
．

yuan；'nouense K．M ．Fang is reduced to 

synonym of A．hirtuTn(Lam．)Sweet，growing in Guangdong as well；Mallotusjaponicaus var．austrochinensis 

Hurasawa is reduced to synonym of M．1ianus Croiz．；．,VIallotus tenuifolius var．castanopsis(Metc．)H．S．Kiu 

is a new combination，growing in Guangxi etc．S￡nf̂ ￡nrp̂  fn dichotoma (Ruiz．et Pav．)VahI，Abutilon molle 

Sweet and lpomoea trifida(H．B．K．)G．Don are new records in China．I．aculeatea BI．，grows in Hainan and 

Guangxi；j．polymorpha Roem．et Schult．is a rare species in Hainan；Mallotus philippensis (Lam．)MuelI
． 

Arg．is a new record from S．Xizang． 

Key words：Euphorhiaceae；M alvaceae；China 

1．白花假马鞭 (新 拟)(Verbenaceae)别名 ：铁 

马鞭(广东大埔) 

Stachytarpheta dichotoma(Rulz．et Pav．)Vahl， 

Enum．P1．1：207．1804；H．N．Moldenke＆ A．I ． 

Moldenke in Dassanayake Rev．Handb．F1．Ceylon 

4：26 1．1 983．—— 、， r6 “dichotornya Ruiz＆ Pav． 

F1．Peruv．＆ Chil．1：23，p1．34b．1798． 

Guangdong(广 东 )：Dapu(大 埔 )，ah．100m， 

field，roadside．Sept．17，1995，H．X．Qiu 471(IB— 

SC)；ibid．Nov．14，l995，H．X．Qiu 487(IBSC)． 

New naturalized from Guangdong． 

亚灌木，高 l～3 m。嫩枝、叶被 白色柔毛。顶 

生的穗 状花序 ，长 l5～20 cm；花密生，半陷于花序 

轴 ；花萼绿色 ，长 4～5 mm，萼齿 4，不等大；花冠 白 

色，高脚碟状 ，长 5～6 mm，裂片近圆形 ；雄蕊 2，着 

生于冠管上部 ，不育雄蕊 2；花柱 内藏 ，宿存 ，柱头盘 

状。果长圆形 ，长 3．5～4 mm，具 2个分果 。 

原产于 中美洲和南美洲，现亚洲东南部和太平 

洋岛屿也有 。上世纪 中叶粤东的大埔县高陂农村常 

栽种作绿篱 ，现已逸生于路旁或溪畔。 

收稿 日期：2005—04—25 修回日期：2005—08—28 

基金项 目：F-')H市林业局陆生野生植物资源调查项 目资助(9108)~Supported by the Foundation for Investigation of Wild Terrico— 

Ious Plant Resource，Forestry Bureau of Guangzhou(9108)] 

作者简介：丘华兴(1 929一)，男 ，广东大埔人，副研究员 ，华南植物区系学者。 

’通讯作者(Author for corresp0ndence)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 广 西 植 物 26卷 

本归化种为我国新纪录；它有别于高约 0．4～1 

m 的草 本、开 深蓝 色 花 的假 马鞭 (S．jarnaicensis 

(Linn．)Vah1．)。 

2．毛苘麻 (新拟)(Malvaceae) 

Abutilon molle Sweet。Hort．Brit．ed．1：53． 

1826，et ed．2：65．183O；Dunn in Journ．Linn．Soc． 

Bot．39：4l3．19l1．，non．Sweet，nom．ah． 

Guangdong(广 东 )：NE．Guangzhou，roadside， 

alt．25 m，shrub，2 m，l5 Oct．2001，H．X．Qiu 542 

(f1．IBSC)；ibid．15 Nov．200l，H．X．Qiu 550(fr．IB— 

SC)；ibid．，26 Jan．2005，B．H．Chen 4720(fr．IB— 

SC)．New naturalized from Guangdong． 

小枝、叶和花序均密被长柔毛和短 毛。叶卵圆 

状心形 ，长 9～10 cm，宽 8～9 cm，顶端渐尖，基 出 

脉 7；托叶长椭 圆形或稍镰形 ，长 l cm，不反折。花 

序具花 2朵，腋生，长于叶柄 ；花梗长 l～2 cm；花萼 

5深裂 ，直径 约 1．5 cm；花冠 金黄色 ，花瓣 长 1．5 

cm；雄蕊管长 l cm，无毛；子房 lO～11室 ，每室具胚 

珠 3颗。蒴果扁球形 ，直径 约 2 cm，被柔 毛，分果 爿 

顶部急尖 。种子半圆形 ，黑色。 

模式标本采 自秘鲁 ；在南美洲，利用其茎皮纤维 

制绳索。现东半球热带地区一些 国家的平原区有栽 

培或逸生。广州郊区近年亦见它生于路旁、灌丛中， 

且能越冬和繁殖。中国(广东)新记录种。 

(191 1)Dunn’s“A Supplementary List of Chi— 

nese Flowering Plant s”记 录过 A．rnolle Sweet；后经 

胡秀英考证其根据采 自湖北西部标本 ，实为同属的 

苘麻 (A．theophrasti Medic．)(1955)S．Y．Hu’s 

“F1．China Family l53(Malvaceae)：3l”已作苘麻的 

错误鉴定学名处理 。 

3．粘毛苘麻 (广东)恶味苘麻(云南植物志) 

Abutilon hirtum (Lam．)Sweet，Hort．Brit．ed． 

1：53．1826；Fawcett& Rendle，F1．Jamaica．5：98． 

1926：K．M．Feng in K．M ．Feng ed．F1．Reip．Pop— 

u1．Sin．49(2)：35～ 36，l984．— — S d hirta I am．， 

Encyc1．1：7．1783— — A．hirtum var．yuanD2oueHse 

K．M．Feng in F1．Yunnan．2：204．1979，syn．nov．； 

K．M．Feng in K．M ．Feng ed．，F1．Reip．Popul，Sin． 

49(2)：36．1984． 

Yunnan(云南)：Yuanmou(元谋)，valley，ah． 

1 250 m。Nov．1958，S．C．Huang 324(Holotype of 

A．hirtum var．yuanmouense，KUN)；Jinping(金 

平 )，town，ah．350 m，Apr．1 3，l956，RUSS．一Sin． 

Exped．2(fr．IBSC)，Yuanjiang(元 江)，city，Nov． 

14。l960。Y．H．Li 5972(f1．IBSC)。 

Guangdong(广 东 )：Zhaoqing(肇 庆)，Dinghu 

Shan，ah．250 m，roadside，Apr．5，1976，G．L．Sbi 

1 205 3(f1．Ⅱ C)．New naturalized from Guangdong． 

小枝 、叶和花均被长柔毛及腺毛和短星状绒毛。 

托叶线状披针形 ，反折 。花单朵腋生，花冠黄色 ，中 

央紫红色；子房 l5～2O室 ，每室具胚珠 3颗。种子 

肾状 ，黑色，近种脐处被毛。 

广布于世界热带地 区；近代我国亚热带地区的 

城镇近郊荒地或路旁亦有生长。 

据经典文献 ，本种 花枝不被 长硬毛 (hirsute)。 

K．M．Feng(1979)以枝、叶不被长硬毛为由，发表的 

A．hirtum var．yuan~ouens~，实际上就是本种 ，现作 

新异名处理 。 

4．粗糠 柴 (Euphorbiaceae)别名 ：菲律宾野桐 

(广东 ) 

Mallotus philippensis(Lam．)Muel1．Arg．in 

Linnaea 34：l96．1865；S．M ．Hwang in H．S．Kiu 

ed．F1．Reip．Popu1．Sin．44(2)：3l～ 32．1996．— —  

Croton phillippense Lam．，Encyc1．Meth．，Bot．2： 

2O6．1786． 

Xizang(西藏)：Medog(墨脱 )，Jan．2，l985，B． 

S．Li et S．Z．Cheng 24l4( f1．PE)。 New record 

from Xizang． 

叶近革质，叶形因立地生境不同，可由近长卵形 

或长圆形至阔披针形。果呈红色，无软刺。 

分布于我国南部和西部各省区。亚洲南部和东 

南部及太洋洲的热带 、亚热带地 区。 

李渤生和程树志在雅鲁藏布江中游 (Alt．1 300 

m)河谷的次生林中采集的 24l4号标本，经研究鉴 

定，确认此号为本种具雄花序的标本 。 

5．东南野桐 别名 ：褐叶野桐 (广东) 

M allotus lianus Croiz．in J ourn．Arn，Arb．1 9： 

l4O．1938；S．M．Hwang in H，S．Kiu ed．，F1．Reip． 

Popu1．Sin．44(2)：38～ 39．1997，P．P．— — M ． “一 

ponicus(Thunb．)Muel1．Arg．var．“ustrochinensis 

Hurusawa in Journ．Tokyo Sect，Ⅲ ，Bot．6：307， 

fig．43．1954。syn．nov． 

Guangdong(广东)，Wengyuan(翁源)，Sept．1 3， 

l938，S．K．Lau 2290 (holotype A，iso SYS，IBSC 

旱f1．)；ibid S．K．Lau 24293(fr．，IBSC)；Mei Xian 

(梅县)，Aug．5，l932，thicket，W．T．Tsang 21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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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otype of M．japonicaus var．austrochinensis， 

NY，iso．SYS，IBSC 早f1．)；Dabu(大埔 )，X．G．Li 

202629(舍f1．，IBSC)；Fengshun(丰顺)，H．G．Ye et 

nZ．4332(含f1．，IBSC)。 

落叶乔木。小枝和圆锥花序均被锈色绒毛。叶 

干后红褐色，下面被星状柔毛 ；托 叶鳞片状 ，长约 1 

mm，被毛。蒴果被绒毛 ，疏生 长 5～7 mm，锥状软 

刺。种子近球形 ，黑色，长约 5 mm。 

检验 Hurusawa(1954)发 表 的 M．japonicus 

var．austrochinensis。其模 式 标 本 ：曾怀 德 21496 

(旱f1．)(采自梅县阴那山)，仅花柱较长，长 10 mm， 

其它形态特征 (小枝 、叶、托 叶、绒毛等)均与本种模 

式标本一致，故将其作为本种的新异名处理。 

东南野桐分布于 Fujian，Guangxi，S．Guizhou， 

S．Hunan，S．Jiangxi，E．Yunnan，S．Zhejiang．(标本 

略)；但未见四川I凭证标本 。 

6．红岩野桐 (新组合)白牧叶树(乐昌)、栗果野 

桐(中国植物志) 

Mallotus tenuifolius Pax var．castanopsis(Metc．) 
- 

H．S．Kiu，comb．nov．— — M _castanopsis M etc．in 

Lingnan Sci．Journ．10：487．1931．—— M．paxii 

Pamp．var．castanopsis(Metc．)S．M．Hwang in 

Act．Phytotax．Sin．23：298．1 985，syn．nov．et in H． 

X．Qiu ed．F1．Reip．Popu1．Sin．44(2)：42 1996． 

Guangdong(广东)：Lechang(乐 昌)，valley，alt． 

150m ，Oct．17，1928，Y．Tsiang 1384(fr．，holotype， 

A，iso．SYS，IBSC)；ibid．W ．T．Tsang 31290(fr．， 

SYS)。Ruyuan(乳源 )，Jun．19，1942，S．H．Chun 

1362(旱 f1．，IBSC)，ibid．May 15，1943，H．Y．Mai 

242(舍f1．，IBSC)。Hunan(湖南)：Yizhang(宜章)， 

Nov．15，1940，B．H．Liang 531(fr．，IBSC)。 Guan— 

gxi(广西)：Quangzhou(全州)，Oct．31，1958，Z．Y． 

Chen 52720(fr．，IBK，IBSC)．Jiangxi(江 西 )：Dex— 

ing(德兴 )，Sept．30，1958， X．Nie 5217(fr．，IB— 

SC)。New records from Guangxi，Hunan and Jiangxi． 

小枝 、叶下面、花序均密被灰 白色短绒 毛；叶干 

后纸质，上面暗褐色 ，疏生微星状毛 ；托叶钻状 ，长 2 

～ 3 mm，被毛；蒴果被绒毛，密生长 1O～ 1 mm线 

形褐色软刺 。 

红岩野桐生长在我国南部红色砂岩地区；模式 

采 自乐昌(坪石)。现处理为野桐的一个变种级分类 

单位。本分类单位发表后 ，一直被视为广东(乐 昌) 

特有，现据鉴定的雌花、雄花 和果标本 ，除应新组合 

改隶为野桐种群之变种外 ，实际上广西、湖南 、江西 

亦产(新记录)。 

7．大花假番薯 (新拟)(Convo1vu1aceae) 

Ipomoea trifida(H．B．K．)G．Don，Gen，Syst． 

4：280．1838；Van Ooststroom in Steenis ed．F1． 

M alesiana Ser．I，4(4)：469．1953．— — Convolvulus 

trifidus H．B．K．，Nov Gen．Sp．3：1O7．1819． 

Guangdong(广东)：Zhaoqing(肇庆)，roadside， 

below 50m，Sept．3，1983，G．I ．Shi 14465 (f1．，IBSC， 

IBSD)．New naturalized from Guangdong(China)． 

原产于美洲热带地区 ；现东南亚也有。 

一 年生缠绕草本：植株几无毛。叶圆心形或长 

卵形，3裂或全缘。聚伞状花序腋生，具花 1～数朵； 

花序梗细长，长 2～3 cm；花梗长 5～12 FI'IITI。萼片披 

针形 ，长 7～10 FI'IITI，顶端通常具针状短尖头，缘毛稍 

硬 ；花冠紫红色 ，长 2．5～3 cm；雄蕊和花柱均内藏。 

本种的外观和习性近似小花假番薯(』．triloba)， 

茎、叶也可作饲料。 

8．夜牵牛 (海南植物志) 

Ipomoea aculeatea Blume，Bijdr．715．1825；Van 

Ooststr．in Blumea 3：572．1940；Anonymous，Inst． 

Bot．Guangdong eds．F1．Hainan 3：490．1974：R．C． 

Fang et S．H．Huang in C．Y．W u ed．，F1．Reip． 

Popu1．Sin．64(1)：1O2，p1．2O：1．1979；H．X．Qiu in 

T．L Wu et a1．eds．F1．Guangdong 4：356．2000．— — 

』．aculeatea Blume var．mollissima(Zol1．)auct．non 

Hal1．f．ex Van Ooststr．：R．C．Fang et G．W．Staples in 

Z．Y．W u et Peter Ravan eds．F1．China 16：312．1995， 

quoad specim．Hainan．(China)． 

Guangxi(广 西 )：Weizhou Is1．(涠 洲 岛 )， 

thicket，Dec．13，1989，M．F．Qin 255(IBK)．New 

record from Guangxi．Hainan(海南)：Ye Hein(崖 

县一三亚市)，alt．25Om，Dec．26，1932，G．L．Tso et 

N．K．Chun 44566(fr．，IBSC)；ibid．alt．300m ，G．L． 

Tso et N．K．Chun 44675(fr．，IBSC)；ibid．Oct．15， 

1932，S．K．Lau 575(f1．，SYS)；ibid．Sept．15，1933， 

C．Wang 33933 (fr．，IBSC)，ibid．Oct．29，1933，C． 

Wang 34729(fl，IBSC)；Baoting(保 亭)，Oct．4， 

1957，H．T．Zhang 987(f1．，IBSC)；Dong—fang(东 

方 )，Sept．16，1936，S．K．Lau 2788(fr．，IBSC)； 

Wanning(万 宁)，Oct．27，1935，F．C．How 73969 

(F1．，IBSC)；Lodong(乐 东 )，alt．150m，Oct．2O， 

1957，H．T．Zhang 3835(f1．，IB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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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onesia：Java，Blume 1234(holmype，L)． 

分布于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等 国。 

多年生藤本。成长枝 、叶和花序均无毛。花 白 

色 ，高脚碟状 ，长 12～ 15 cm；萼 片阔椭 圆形 ，顶端 

钝。种子密生灰褐色长绵毛。 

本种群 的花是夜间开放 的，(1 974)《海南植物 

志》以我国新记录形式收载它后 ，(1 979)《中国植物 

志》亦 认 同。现 再报 道 其 凭证 标 本 ，其 中张海 道 

3835号嫩枝、叶均无毛；黄志 33933号和张海道 989 

号这 2号标本 ，各有长约 3 cm 的新枝 ，其嫩枝 、叶具 

疏生灰色、长约 0．5 mm 的毛 ；这 2号标本成长枝 、 

叶均无毛。 

据 Van Oostetroom 发 表 的 J．aculeatea B1． 

var．mollissima(Java，holmype Zollinger 671)，原始 

描述 ：“Differs from var．aculeatea in being wholly 

or partly pubescent or short tomentose”。 

此变种的特征与本文列举的海南标本的形态彼 

此有别 ，故不认同(1995)《Flora of China}}16：312将 

海南的标 本视 为夜 花 薯 藤 (J．aculeatea B1．var． 

mollissima(Zol1．)Hal1．f．ex 0oststr．)，现作 错误 

鉴定处理 。 

9．草牵牛 (海南)变叶立牵牛(台湾植物志)、羽 

叶薯 (中国植物志) 

Ipomoea polymerpha Roem．et Schuh．，Syst． 

Veg．4：254．18 1 9；Van Ooststroom in Steenis ed． 

F1．Malesiana ser．I，4(4)：464，f．38．1 953，et in 

Blumea 12：40．1 963；E．G．Lu in Quart．Journ． 

Chin．Forest．6：139．1 972；C．E．Chang in F1．Tai— 

wan 4：373，p1．1045．1978；R．C．Fang et S．H． 

Huang in C．Y．W u ed．，F1．Reip．Popu1．Sin．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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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 falla．r Gagnep．in Not．Syst．14(1)：25．1950 

(Vietnam ，holotype Harmand 65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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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oong 60052(f1．et fr．IBSC)。Taiwan(台湾)：A． 

Henry ll12(K ，photo．)． 

Japan：Ryu Kyu Isis，Mieirkv，1887，O．War— 

burg(SYS，herb num．105322)． 

分布于东南亚各国；澳大利亚北部；非洲东部。 
一 年生小草本 ，高约 2O cm(海 南标本 )。叶形 

多样 ，全缘、具粗齿至 3～5浅裂或深裂。花紫红色， 

长 1．2 cm。种子褐色 ，被短柔毛 。 

1972年钟义首次采到海南标本 ，据野外记录， 

本种较稀有，当地居 民用作消肿草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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