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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菊属的一些新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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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菊属植物具有重要的园艺和药用价值 ，但在属名的使用上一直混乱 。这一情况一直到最近才得以部 

分解决 。该文报道了中国菊属的三个新组合 ，并给出了中国产菊属全部种类的名称和地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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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new combinations in the 

Chinese Chrysan themum 

HoU Yuan-Tong1*，Ⅵ NG Ji-Mei1，2 
(1．College of Li Sciences，Q ̂ Normal University，Qufu 273165，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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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lants of the genus Chrysanthemum are valuable in horticultur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he ap— 

plication of the their generic name，however was confusing．This condition was partly changed recently．In this pa— 

per，new combinations are provided for three taxa in the Chinese Chrysanthem um；a list of all the Chinese native spe- 

cies of Chrysanthemum and their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re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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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属植物大约有 41种 ，主要分布于中国、日本 、 

朝鲜 、俄 罗斯 、蒙古 和 欧 洲 东 部 (Oberprieler等 ， 

2007)，其中中国是菊属 的分布中心 。菊属植物具有 

重要 的园艺和药用价值 (石铸等 ，1983；刘启宏等 ， 

1983；Oberprieler等 ，2OO7)，其 中菊花(Chrysanthe— 

mummorifolium)是重要的园艺植物 ，野菊(Chrys- 

anthemum indicum)是重 要 的药用植 物。但是 ，在 

园艺学和 中药学实践上，菊属植 物一直存在着 

CArysantAemum和 DPn r“ 如 n两个属名长期共 

用的局面。在欧洲上，许多 国家的园艺学家不得不 

面 对“no longer called a chrysanthemum a Chrysan— 

themum”(Brummitt，1998)；在 中国，菊花在《中国 

植物志》上采用 的学名是 Dendranthema morifoli— 

um(Ramat)Tzve1．，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国家 

药典委员会 ，2005)长期 采用 的是 Chrysanthemum 

rnori
．folium Ramat．。这给植 物学、园艺学 和 中药 

学实践带来诸多不便和混乱 。这常常被看作是植物 

命名法规不合理的地方。这种情况一直到 2000年 

才有所改变。按照《国际植物命名法规》(Greuter 

等 ，2000；McNeill等，2006)的规 定 ，Chrysanthe— 

mum成为一个保 留属名 ，而 Dendranthema成为它 

的异名。这一处理意见已经被最近的世界菊科植物 

专著接受 (Oberprieler等，2007)。因此有必要对 

Dendranthema下面的分类群做出新组合。我们在 

修订中国菊属植物时发现 ，虽然 0hashi& Yoneku— 

ra(2004)依据《国际植 物命名法规》对 Dendranthe— 

ma下面的大部分类群给出了正确的新组合 ，但仍有 

三个中国产类群 (刘启宏等 ，1983；石铸等，1999)没 

有处理，其中神农香菊还是重要的药用植物(刘启宏 

等，1983；龚复俊等，2005)，因此，必须要及时做出相 

应的分类学处理，以正本清源，促进对菊属植物的深 

入研究 。我们在本 文中做 出新 组合 ，并给出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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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菊属全部种类的名称和地理分布。 

裂苞菊 植物分类学报 

Chrysanthemum foliaceum (G．F．Peng，C．Shih 

et S．Q．Zhang)J．M．Wang et Y．T．Hou，comb． 

nov．—— De，z r口咒 P772口foliaceum G．F．Peng，C． 

Shih et S．Q．Zhang，Acta Phytotax．Sin．37(6)： 

6OO．1999． 

Type：China(中 国)，Shandong(山东 )，Jinan 

(济南)，Kaiyuansl(开云寺 )，elev．100—250 m，4 

Oct．1997，G．F．Peng(彭广 芳)97—1003．(Holo— 

type，PE!)． 

线苞菊 植物分类学报 

Chrysanthemum longibracteatum (C．Shih，G． 

F．Peng et S．Y．Jin)J．M．Wang et Y．T．Hou， 

comb．nov．— — D rn7z ，旭日longibracteatum C． 

Shih，G．F．Peng et S．Y．Jin Acta Phytotax．Sin．37 

(6)：598．1999． 

Type：China(中 国)，Shandong(山东 )，Jinan 

(济南)，Qianfoshan(千佛 山)，1 Oct．1995，G．F． 

Peng(彭广芳)95101(Holotype，PE!)． 

神农香菊 武汉植物学研究 

Chrysanthemum indicum var．aromaticum(Q． 

H．Liu et S．F．Zhang)J．M．W ang et Y．T．Hou， 

comb．nov．—————Dendranthema indicum var．aro— 

maticum Q．H．Liu et S．F．Zhang，J．Wuhan Bot． 

Res．1(2)：237．1983．——D．1avandulifolia(Fis- 

cher ex Trautv．)Kitam．vsr．aromatica(Q．H．Liu 

& S．F．Zhang)S．J．Zhou& D．K．Zang Bul1．Bot． 

Res．，Harbin l6(3)：297．1996． 

Type：China(中国)，Hubei(湖北)，Shennongjia 

(神农 架)，12 Sep．1978．，Z．E．Zhao(赵 子恩)59 

(Holotype，W UBI!)． 

附录：中国产菊属全部种类的正确名称和地理分布 

银背菊 中国植物志 

Chrysanthemum argyrophyllum Ling Contr． 

Inst．Bot．Nat1．Acad．Peiping．3：465．1935． 

地理分布：河南 ，陕西。 

阿里山菊 中国植物志 

Chrysanthemum arisanense Hayata Icon．P1． 

Formosan．6：26— 27．1916． 

地理分布：台湾。 

小红菊 中国植物志 

Chrysanthemum chanetii H．L6v．Repert．Spec 

Nov．Regni Veg．9(222——226)：450．1911． 

地理分布 ：俄罗斯 ，朝鲜 ；黑龙江 ，吉林，辽宁，河 

北，山东 ，内蒙古 ，陕西 ，甘肃 ，青海。 

异色菊 中国植物志 

Chrysanthemum dichrum (C．Shih)H．Ohashi 

& Yonek．J．Jap．Bot．79：188．2004．—— Dendran— 

thema dichrum C．Shih，Bul1．Bot．Lab．N．E．For- 

est．Inst．6：8．1980． 

地理分布：河北 。 

裂苞菊 植物分类学报 

Chrysanthemum foliaceum(G．F．Peng，C．Shih 

et S．Q．Zhang)J．M．Wang et Y．T．Hou，comb． 

nov．—— Dendranthema foliaceum G．F．Peng，C． 

Shih et S．Q．Zhang，Acta Phytotax．Sin．37(6)： 

600．1999． 

地理分布：山东。 

拟亚菊 中国植物志 

Chrysanthemum glabriuscu|um (W ．W ．Sm．) 

Hand．一M azz． Symbolae Sinicae． 7 (4)： 1112． 

1936．— — Tnnacetum glabriusculum W ．W ．Sm．， 

Notes Roy．Bot．Gard．Edinburgh．10(49—50)：202 

— 2O3．1918． 

地理分布 ：云南 ，四川I，陕西。 

黄花小山菊 中国植物志 

Chrysanthemum hypargyrum Diels Bot．Jahrb． 

Syst．36(Beib1．82)：104— 1O5．1905． 

地理分布：四川I，陕西。 

野菊 中国植物志 

Chrysanthemum indicum Species Plantarum．2： 

889．1753． 

地理分布：湖南，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山 

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香港，四川， 

贵州 ，云南，西藏。 

甘菊 中国植物志 

Chrysanthemum lavandulifolium (Fisch． ex 

Trautv．) M akino Bot． Mag． Tokyo， 25： l1． 

1911．——P rg r m lavandulifolium Fisch．ex 

Trautv．，Act．Hort．Petrop．1：181．1872． 

地理分布：吉林，辽宁，河北，山东，山西，陕西， 

甘肃，青海，新疆 ，江西 ，江苏，浙江，四川I，湖北，云 

南 。 

神农香菊 武汉植物研究 

Chrysanthemum indicum var．aromaticum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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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iu et S．F．Zhang)J．M．Wang et Y．T．Hou， 

comb．nov．— — Dendranthema indicum var．dr0一 

maticum Q．H．Liu et S．F．Zhang，J．W uhan Bot． 

Res．1(2)：237．1983． 

地理分布：湖北。 

甘菊稳舌甘菊变种 中国植物志 

Chrysanthemum lavandulifolium (Fisch． ex 

Tra utv．)Makino var．discoideum Hand．一M azz．Ac— 

ta Horti Gothob．12(9)：259— 260．1938．— — Den— 

dranthemⅡ lavanduli folium (Fisch．ex Trautv．) 

Kitam．vat．discoideum (Hand．一M azz．)Shih，Bul1． 

Bot．Lab．N．E．Forest．Inst．6：7．1980． 

地理分布 ：四川I。 

甘菊毛叶甘菊变种 中国植 物志 

Chrysanthemum lavandulifolium (Fisch． ex 

Trautv．)M akino var．tomentellum Hand．一Mazz． 

Acta Horti Gothob．12(9)：260．1938．— — Den— 

dranthema lavanduli folium (Fisch．ex Trautv．) 

Kitam．var．tomentellum (Hand．一Mazz．)Ling et 

Shih，Bul1．Bot．Lab．N．E．Forest．Inst．6：7．1980． 

地理分布：云南 。 

线 苞菊 植 物 分类 学报 

Chrysanthemum longibraeteatum (C．Shih，G． 

F．Peng et S．Y．Jin)J．M．Wang et Y．T．Hou ， 

comb．nov．— — Dendranthema longibracteatum C． 

Shih，G．F．Peng et S．Y．Jin Aeta Phytotax．Sin．37 

(6)：598．1999． 

地理分布 ：山东。 

细叶菊 中国植物志 

Chrysanthemum maximowiczii Kom． Bul1． 

Jard．Bot．Pierre Grand．16：179．1916． 

地理分布：俄罗斯 ，朝鲜 ；黑龙江 ，辽宁，吉林 ， 

内蒙古。 

蒙菊 中国植物志 

Chrysanthemum mongolicum Ling Contrib． 

Inst．Bot．Nat．Acad．Peiping，3：463．1935． 

地理分布：内蒙古。 

菊花 中国植物志 

Chrysanthemum morifolium Ramat．Journal d 

Histoire Naturelle．2：240．1792． 

地理分布 ：全 国各地广布。 

台湾菊 中国植物志 

Chrysanthemum morii Hayata Icon．P1．Formo— 

san． 8：61 —— 62． 19l9．— — Dendranthema morii 

(Hayata)Kitam．，Aeta Phytotax．Geobot．29(6)： 

167．1978． 

地理分布：台湾。 

楔叶菊 中国植物志 

Chrysanthemum naktongense Nakai Bot．Mag． 

Tokyo 23：186．1909． 

地理分布 ：黑龙江，吉林 ，辽宁 ，内蒙古 ，河北 。 

小山菊 中国植物志 

Chrysanthemum oreastrum Hance J．Bot．1 6 

(184)：1O8— 109．1878． 

地理分布：河北，山西，吉林。 

委陵菊 中国植物志 

Chrysanthemum potentilloides Hand．一M azz．， 

Acta Horti Gothob．12(9)：261— 262．1938． 

地理分布：山西，陕西。 

菱叶菊 中国植物志 

Chrysanthemum rhombifolium (Ling et C． 

Shih)H．Ohashi& Yonek．J．Jap．Bot．79：19O． 

2004．——Dendranthema rhombi folium Ling et C． 

Shih，Bul1．Bot．Lab．N．E．Forest．Inst．6：2．1980． 

地理分布 ：四JII。 

毛华菊 中国植物志 

Chrysanthemum vestitum (Hems1．)Stapf Bot． 

Mag． 156：sub 9330． 1933．— — C r s以 ， 7 

sinense Sabine var．vestitum Hems1．，J．Linn．Soc．， 

B0t．23(157)：438．1888． 

地理分布：河南，湖北 ，安徽。 

紫花野菊 中国植物志 

Chrysanthemum zawadskii Herbich Addit．F1． 

Galic．43．183l_ 

地理分布：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西，内蒙 

古 ，陕西 ，甘肃 ，安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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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3．“r~enZeum． Stems ca． 1 2 Illn]long·leaves 

linear lanceelate，to 3 12"1nl× 0．5 mitt，margins 

strongly involute in the upper half but phme in the 

Iower haIf：basal laminal cells rectangular and 

smooth，upper cells hexagonal—rounded，with dense 

[ecotropal papillae． Accompanied species on the 

bones，widely distributed(、hjnese endemic species， 

occur on soil。St01qe，walls(Gao，l996)． 

FHnur n in∽l Dix，，plants mixed wit11 B， 

nr en“!H"1．Stems ca．1 5 mill long，leaves crowded 

in the upper stenl，entire；COS~ft exlending to the 

Icaf apex；median Iaminal cells rectangular or ob 

long—rectangular．thin—w∈llied，b l al cells elongate— 

rectangular． Accompanied species on the bones， 

Chinese endemic species．Occurs on forest ground， 

sol1 over rock。cave edge。etc(Li，2000)． 

4 Discussion 

The colonization of bryophytes on a new sub 

strate reveals their adaption to the environment， 

which may depends o13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re— 

Droductive ability．The results show that all tbese 

four moss species growing oil the hones adapt to 

muIti substrates，and distribute widely in China． 

W hile most Irnoss species rely mainly on various a— 

sexual reproduction means，like fragmentation，bul 

bils．rhizoidal tubers and gammae((_；lime，2006)， 

spores as the SeXL1Ptl reproduction means are more 

likely to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colonization 

0f mosses on the hones．There are many factors re— 

strict the colonization of species in entomophilous 

Splachnaceae on organic substrates which decorn— 

pose slowly and persist long enough，the most im— 

portant ones are spore dispersal adaptations and in 

sect behaviors(Koponen．1 983；Cameron W yatt， 

1986)． These four species growing on the bones 

have relatively slllal1 spore diameters．in the range 

of 1 0～ 20 um (Zhang W u．2006)，which may 

make their settlements on l3ones more easily even 

though the survival strategies of these IllOSS species 

were unknown． Further studies arc needed to nil 

derstand their spores dispersal and adat~tion to this 

special habi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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