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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报道了广西蕨类植物一新记录属———白桫椤属。该属植物以茎干直立，乔木状；叶大型，簇生于茎干

顶端，叶柄平滑、有疣突或皮刺，基部鳞片的细胞一式；叶背灰白色；叶脉分叉，２～３叉；无囊群盖等为主要特征。

目前该属植物在广西首次记录到白桫椤。根据原始文献及广西的标本对该种进行了描述，并提供了墨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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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最近在广西十万大山进行植物资源考察时

采集到一种树状的蕨类植物，经室内标本鉴定发现，
该植 物 为 桫 椤 科（Ｃｙａｔｈｅａｃｅａｅ）白 桫 椤 属（Ｓｐｈａ－
ｅｒｏｐｔｅｒｉｓ）的 白 桫 椤（Ｓ．ｂｒｕｎｏｎｉａｎａ（Ｈｏｏｋ．）Ｒ．Ｍ．
Ｔｒｙｏｎ）。白桫椤属全世界约有１２０种，主要分布于

亚洲热带至澳大利亚及波利尼西亚，我国处于该属

植物分布的北缘，仅记录２种，其中笔筒树（Ｓ．ｌｅｐｉｆ－
ｅｒａ）分布于台湾，广东、香港等地均以园林观赏为目

的引种栽培（李添进，２００３），白桫椤分布于西藏、海

南、云南等地，白 桫 椤 属 及 白 桫 椤 均 为 广 西 首 次 记

录，现予以报道。文中所列凭证标本存于广西植物

研究所标本馆（ＩＢＫ）。

　　白桫椤属

Ｓｐｈａｅｒｏｐｔｅｒｉｓ　Ｂｅｒｎｈ．ｉｎ　Ｓｃｈｒａｄｅｒ，Ｊ．Ｂｏｔ．１８００
（２）：１２２．１８０２；Ｃｈｉｎｇ　ｉｎ　Ａｃｔａ　Ｐｈｙｔｏｔａｘ．Ｓｉｎ．１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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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Ｃ．Ｚｈａｎｇ，Ｆｌ．Ｒｅｉｐ．Ｐｏｐ．Ｓｉｎ．６（３）：２４９．２００４．
　　树状，茎干粗壮，直立。叶大型，多簇生于茎干

顶端呈冠状；叶片三回羽裂；叶柄平滑、有疣突或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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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白桫椤　Ａ．羽片；Ｂ．小羽片。（朱运喜 绘图）

Ｆｉｇ．１　Ｓｐｈａｅｒｏｐｔｅｒｉｓ　ｂｒｕｎｏｎｉａｎａ（Ｈｏｏｋ．）Ｒ．Ｍ．Ｔｒｙｏｎ　Ａ．Ｐｉｎｎａ；Ｂ．Ｐｉｎｎｕｌｅ．（Ｄｒａｗｎ　ｂｙ　ＺＨＵ　Ｙｕｎ－Ｘｉ）

刺，有时被毛，基部鳞片的细胞一式，即鳞片质薄，淡
棕色，除边生刚毛外，由大小大致相同和形状、颜色

以及排列方向相同的细胞组成。叶背灰白色，羽轴

上面通常被柔 毛；叶 脉 分 叉，２～３叉。孢 子 囊 群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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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生 于 小 脉 上，囊 托 隆 起；无 囊 群 盖，孢 子 钝 三 角

形。染色体基数ｘ＝６９。

　　白桫椤　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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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１８４４；Ｂｅｄｄ．，Ｆｅｒｎｓ　Ｂｒｉｔ．Ｉｎｄｉａ　ｔ．８６．１８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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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１９７０．
茎干高达２０ｍ，中部以上直径达２０ｃｍ。叶柄

禾秆色，常被白粉，长达５０ｃｍ，基部有小疣突，其余

光滑，上面有宽沟，沟的两外侧各具１条由气囊体连

成的灰白色斑纹线，延伸至叶轴渐稀疏；鳞片薄，灰

白色，边缘有斜上的黑色刺毛；叶片大，长达３ｍ，宽
达１．６ｍ，三回羽状深裂，叶轴光滑，浅禾秆色，被白

粉；羽片约２０～３０对，斜展，披针形，长达９０ｃｍ，宽

约２５ｃｍ，基部一对羽片的柄长达７ｃｍ，尖端羽状深

裂，羽轴光滑，浅禾秆色；小羽片条状披针形，下部稍

狭，尖端长尾尖，长９～１４ｃｍ，宽２～３ｃｍ，深裂至几

全裂，小羽轴上无毛或有疏毛，下面无毛；裂片１６～
２５对，长１０～１６ｍｍ，宽３～５ｍｍ，略成镰刀形，基

部较宽，边缘近全缘或略具波状齿，偶有浅裂，小脉

２～３叉，叶为纸质，干后上面暗绿色，下 面 灰 白 色，
两面均无毛。每裂片有孢子囊群７～９对，位于叶缘

与主脉之间，无囊群盖，隔丝发达与孢子囊几等长或

长过于孢子囊。
广西（Ｇｕａｎｇｘｉ）：东 兴 市，东 兴 至 峒 中 公 路２６

ｋｍ 附 近，海 拔６２０ｍ，２０１０－７－２０，十 万 大 山 采 集 队

３２４６（ＩＢＫ）。

分布：西藏、云南、海 南，不 丹、锡 金、尼 泊 尔、印

度北部、孟加拉国、缅甸和越南北部亦有。广西首次

记录。
桫椤科植物起源古老，在中生代中期曾广泛分

布，后来因环境的变迁，分布区大幅度缩小，仅残存

于热带和亚热带某些环境特别适宜的地区，因此桫

椤科植物被誉为“活化石”，对研究物种的形成和植

物区系地理具有重要价值。此外，桫椤科植物具有

很高的观赏价值，在民间也是常用的药用植物，目前

桫椤科所有种全部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名录》（国家林业局等，１９９９），为二级保护植物。
十万大山地处广西南部沿海地区，属北热带季

雨林气候，热量丰富、雨量充沛，地形地貌复杂，孕育

并保存了许多珍稀濒危植物，如白桫椤等。我们调

查发现，在十万大山的一个沟谷中分布有白桫椤６
～８株，植株高达１０ｍ，生长较为繁茂，但该生境人

类活动频繁，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受人为活动的

影响非常严重。此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

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园林观赏植物的需求不断扩大，
形态独特、优美的白桫椤又面临着新的威胁。相关

部门应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加大宣传和监管力度，
使该种群得以保存。该植物的发现对广西珍稀濒危

植物的研究和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
致谢　广西大学农学院杨金财、广西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彭日成两位硕士研究生参加了野外工

作，广西植物研究所朱运喜先生为本文绘制墨线图，
在此谨致诚挚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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