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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美国哈佛大学 Ｄ. Ｅ. Ｂｏｕｆｆｏｒｄ 博士和中

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孙航博士组队到我国横断

山区进行植物区系考察ꎬ采集了大量植物标本ꎮ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下旬ꎬ他们将毛茛科标本寄来托我鉴定ꎬ在鉴

定翠雀属(Ｄｅｌｐｈｉｎｉｕｍ Ｌ.)植物标本的过程中ꎬ发现了

与粗距翠雀花(Ｄ. ｐａｃｈｙｃｅｎｔｒｕｍ Ｈｅｍｓｌ.)亲缘关系甚

为相近的一新种ꎬ现本文发表ꎮ
　 　 拟粗距翠雀　 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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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拟粗距翠雀花　 Ａ. 植株全形ꎻ Ｂ. 侧萼片ꎻ Ｃ. 下萼片ꎻ Ｄ. 退化雄蕊ꎻ Ｅ. 雄蕊ꎻ Ｆ. 雌蕊群ꎮ (孙英宝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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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Ｓｔａｍｉｎｏｄｅꎻ Ｅ. Ｓｔａｍｅｎꎻ Ｆ. Ｇｙｎｏｅｃｉｕｍ. (Ｄｒａｗｎ ｂｙ ＳＵＮ Ｙｉｎｇ￣Ｂａ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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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ｆｌｏｒｅ ｒｅｍｏｔｉｓ ｅｔ ａｄ ｓｅｐａｌａ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ｓ ａｔｒｏｐｕｒｐｕｒｅｉｓ ｌａｎ￣

ｃｅｏｌａｔｏ￣ｌｉｎｅａｒｂｕｓ ｖｅｌ ａｎｇｕｓｔｅ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ｉｓ ６－１１ ｍｍ ｌｏｎｇｉｓ
１.２－２ ｌａｔｉｓ ｐｕｂｅｒｕｌｉｓꎻｒａｃｅｍｕｓ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 ｐａｒｖｕｓꎬｌｏｎｇｅ ｐｅ￣
ｄｕｎｃｕｌａｔｕｓꎬｃｉｒｃ. ３.５ ｃｍ ｌｏｎｇｕｓꎬｔａｎｔｕｍ ２￣ｆｌｏｒｕｓ. Ｓｅｐａｌａ
ｃａｅｒｕｌｅｏ￣ｐｕｒｐｕｒｅａ (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ｉｂｕｓ)ꎬｅｘｔｕｓ ｐｕｂｅｒｕｌａꎬｉｎｔｕｓ
ｇｌａｂｒａꎬｉｄ ｓｕｐｅｒｕｍ ｏｖａｔｕｍꎬｃｉｒｃ. １.３ ｃｍ ｌｏｎｇｕｍꎬ５ ｍｍ ｌａ￣
ｔｕｍꎬｃａｌｃａｒｉ ｓｅｐａｌｉｎｏ ｓｕｂｒｅｃｔｏ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ｏ￣ｓｕｂｕｌａｔｏ １.４－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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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ｍ ｌｏｎｇｏ ｂａｓｉ ３－４ ｍｍ ｃｒａｓｓｏꎬｅａ 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ａ 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ｏ￣ｏｂｌｏｎ￣
ｇａꎬｃｉｒｃ. １.６ ｃｍ ｌｏｎｇａꎬ７ ｍｍ ｌａｔａꎬｅａ ｉｎｆｅｒａ ｅｉｓ 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ｂｕｓ
ｓｉｍｉｌｉａꎬｓｅｄ ｍｉｎｏｒａꎬｃｉｒｃ. １.５ ｃｍ ｌｏｎｇａꎬ５ ｍｍ ｌａｔａ. Ｐｅｔａｌａ
ｇｌａｂｒａꎬａｐｉｃｅ ｏｂｔｕｓａ. Ｓｔａｍｉｎｏｄｉａ ｃｕｍ ｓｅｐａｌｉｓ ｃｏｎｃｏｌｏｒｉａꎬ
ｃｉｒｃ. １ ４ ｃｍ ｌｏｎｇａꎬｌｉｍｂｉｓ ｏｂｏｖａｔｏ￣ｏｂｌｏｎｇｉｓ ７ ｍｍ ｌｏｎｇｉｓ ４
ｍｍ ｌａｔｉｓ ａｐｉｃｅ ｒｅｔｕｓｉｓ ｓｐａｒｓｅ ｃｉｌｉａｔｉｓ ｖｅｎｔｒｅ ｓｕｐｒａ ｂａｓｉｎ
ｓｐａｒｓｅ ａｌｂｏ￣ｂａｒｂａｔｉｓꎬｕｎｇｕｉｂｕｓ ｌｉｍｂｉｓ ａｅｑｕｉｌｏｎｇｉｓ ｓｐａｒｓｅ
ｐｕｂｅｒｕｌｉｓ ｂａｓｉ ｂｒｅｖｉｔｅｒ １￣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ｔｉｓ. Ｓｔａｍｉｎａ ｎｕｍｅｒｏ￣
ｓａꎬｃｉｒｃ. ７ ｍｍ ｌｏｎｇａꎬｇｌａｂｒａ. Ｃａｒｐｅｌｌａ ３ꎬｏｖａｒｉｉｓ ａｎｇｕｓｔｅ
ｏｂｌｏｎｇｉｓ ｃｉｒｃ. ４.５ ｍｍ ｌｏｎｇｉｓ ｄｅｎｓｉｓｓｉｍｅ ａｄｐｒｅｓｓｏ￣ｐｕｂｅｒｕｌ￣
ｉｓꎬｓｔｙｌｉｓ ａｔｒｏｐｕｒｐｕｒｅｉｓ １ ｍｍ ｌｏｎｇｉｓ ｇｌａｂｒｉｓ.

多年生草本ꎮ 根状茎粗壮ꎬ长约 ７ ｃｍꎬ粗 １. ７
ｃｍꎮ 茎高约 ６５ ｃｍꎬ基部粗 ４ ｍｍꎬ不分枝ꎬ约有 １２
叶ꎬ被反曲或近开展的短柔毛ꎮ 下部茎生叶在开花

时枯萎ꎬ中部和上部茎生叶有长或稍长柄ꎻ叶片纸

质ꎬ轮廓五角形ꎬ长 ２.５~４.５ ｃｍꎬ宽 ４ ~ ６ ｃｍꎬ基部心

形ꎬ三深裂至距基部 ２.５ ｍｍ 处ꎬ中央深裂片菱状卵

形ꎬ宽 １~２.２ ｃｍꎬ顶端急尖ꎬ在中部三浅裂ꎬ侧深裂

片的上二回裂片似中央深裂片ꎬ但稍小ꎬ下二回裂片

较小ꎬ斜菱形ꎬ不等二裂近中部ꎬ两面脉上被贴伏短

毛ꎻ叶柄长 ２ ５~ ８ ｃｍꎬ被短柔毛ꎮ 复总状花序长约

２３ ｃｍꎬ顶生总状花序长约 １９ ｃｍꎬ约有 １２ 花ꎻ基部苞

片叶状ꎬ具短柄ꎬ长约 ３ ｃｍꎬ其它苞片无柄ꎬ生花梗

上ꎬ披针状条形ꎬ长 １ ~ １.９ ｃｍꎬ宽 １ ~ ３ ｍｍꎬ全缘ꎬ稀
每侧有 １ 小齿ꎬ被贴伏短柔毛ꎻ轴和花梗密被短柔

毛ꎬ混生少数白色短腺毛ꎻ花梗长 １.４ ~ ４.４ ｃｍꎬ近顶

端具 ２ 小苞片ꎻ小苞片与花邻接或生于距花 １ ｍｍ
处并贴伏于萼片上ꎬ暗紫色ꎬ披针状条形或狭披针

形ꎬ长 ６~ １１ ｍｍꎬ宽 １.２ ~ ２ ｍｍꎬ被短柔毛ꎬ内面无

毛ꎻ上萼片卵形ꎬ长约 １.３ ｃｍꎬ宽 ６ ｍｍꎬ萼距近直ꎬ圆
筒状钻形ꎬ长 １.４ ~ １.６ ｃｍꎬ基部粗 ３ ~ ４ ｍｍꎻ侧萼片

椭圆状长圆形ꎬ长约 １.６ ｃｍꎬ宽 ７ ｍｍꎻ下萼片似侧萼

片ꎬ但较小ꎬ长约 １.５ ｃｍꎬ宽 ５ ｍｍꎮ 花瓣无毛ꎬ顶端

钝ꎮ 退化雄蕊与萼片同色ꎬ长 １.４ ｃｍꎻ瓣片倒卵状长

圆形ꎮ 长 ７ ｍｍꎬ宽 ４ ｍｍꎬ顶端微凹ꎬ被疏缘毛ꎬ腹面

基部之上疏被白色髯毛ꎻ爪与瓣片等长ꎬ疏被短柔

毛ꎬ基部有一短附属物ꎮ 雄蕊多数ꎬ长约 ７ ｍｍꎬ无
毛ꎮ 心皮 ３ꎻ子房狭长圆形ꎬ长 ４ ５ ｍｍꎬ密被贴伏短

柔毛ꎻ花柱暗紫色ꎬ长 １ ｍｍꎬ无毛ꎮ
Ｓｉｃｈｕａｎ(四川). Ｙａｊｉａｎｇ Ｘｉａｎ (雅江县):Ｒｏａｄ

(Ｈｉｇｈｗａｙ ３１８) ｆｒｏｍ Ｙａｊｉａｎｇ ｔｏ Ｌｉｔａｎｇ ｊｕｓｔ Ｅ ｏｆ Ｊｉｎｈｕｙ￣
ｉｗａｎｇ Ｐａｓｓ. １００°３１′３６″ Ｅꎬ３０°０′１６″ Ｎꎻａｌｔ. ４ ３３０－４ ４００
ｍ. Ｒａｖ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ｓｍａｌｌ ｓｔｒｅａｍ ｆｒｏｍ ｓｐｒｉｎｇꎬｓｃｒｅｅ ｓｌｏｐｅｓꎬ

ｍｅａｄｏｗ￣ｌｉｋｅ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ｄｗａｒｆ (２０－３０ ｃｍ) Ｒｈｏｄｏ￣
ｄｅｎｄｒｏｎ ｔｈｉｃｋｅｔｓ. Ｓｃｒｅｅ ｓｌｏｐｅ. Ｔｅｐａｌｓ ｂｌｕｉｓｈ ｐｅｒｐｌｅ.
ＤＮＡ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７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０６. 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ｓ:Ｄ.Ｅ.
ＢｏｕｆｆｏｒｄꎬＢ.ＢａｒｔｈｏｌｏｍｅｗꎬＳ.Ｌ.ＫｅｌｌｅｙꎬＲ.Ｈ.ＲｅｅꎬＨ.Ｓｕｎꎬ
Ｊ.Ｐ.ＹｕｅꎬＬ.Ｌ. ＹｕｅꎬＤ.Ｃ.Ｚｈａｎｇ ＆ Ｗ.Ｄ. Ｚｈｕ ｎｏ.３６００２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ꎬＰＥ).

Ｔｈｅ ｉｓｏｔｙｐ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Ｉ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ｓｅｅｎ ａｒ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ｅｄ ｉｎ
ＧＨ ａｎｄ ＫＵＮ.

本种在体态以及叶、萼距、退化雄蕊的形态特征

等方面与粗距翠雀花(Ｄ. ｐａｃｈｙｃｅｎｔｒｕｍ) (特产四川

西部)相似ꎬ而与后者在亲缘关系上甚为接近ꎬ但本

种的小苞片与花邻接或近邻接ꎬ贴伏于萼片之上ꎬ呈
披针状条形或狭披针形ꎬ萼片内面无毛ꎬ退化雄蕊瓣

片腹面疏被白色髯毛而不同ꎮ 在粗距翠雀花ꎬ小苞

片与花分离ꎬ呈狭条形ꎬ萼片内面有短柔毛ꎬ退化雄

蕊瓣片腹面基部之上密被黄色髯毛ꎮ
本种和粗距翠雀花还与产喜马拉雅山区的密叶

翠雀花(Ｄ. ｋｉｎｇｉａｎｕｍ Ｈｕｔｈ)近缘ꎬ它们的叶掌状深

裂ꎬ深裂片分裂程度较小ꎬ萼距与萼片近等长ꎬ较粗ꎬ
呈筒状钻形ꎬ直或近直ꎬ不强烈弯曲ꎬ退化雄蕊顶端

微凹ꎬ或二浅裂ꎬ或不分裂ꎬ种子无鳞状横翅ꎬ因具有

这些较原始的形态特征ꎬ此三种在所隶属的滇川翠

雀花组(ｓｅｃｔ. Ｐｏｇｏｎａｎｔｈｕｓ)(我国有 ３０ 余种)中居于

原始位置(王文采 １９７９ꎻＷａｎｇ ＆ Ｗａｒｎｏｃｋꎬ２００１)ꎮ
在此组的多数种ꎬ萼距变细ꎬ变长ꎬ长度超过萼片ꎬ呈
钻形ꎬ直或常在中部之下稍向下弯曲如川西翠雀花

(Ｄ. ｔｏｎｇｏｌｅｎｓｅ Ｆｒａｎｃｅ.) 和峨眉翠雀花 (Ｄ. ｏｍｅｉｅｎｓｅ
Ｗ. Ｔ. Ｗａｎｇ)ꎬ或成直角向下弯曲如黑水翠雀花(Ｄ.
ｐｏｔａｎｉｎｉｉ Ｈｕｔｈ)ꎬ或呈 Ｕ 字形或螺旋状弯曲如螺距翠

雀花 (Ｄ. ｓｐｉｒｏｃｅｎｔｒｕｍ Ｈａｎｄ.￣Ｍａｚｚ.) 和弯距翠雀花

(Ｄ. ｃａｍｐｙｌｏｃｅｎｔｒｕｍ Ｍａｘｉｍ.)ꎬ此外ꎬ退化雄蕊瓣片明

显二裂ꎬ种子有密集的鳞状横翅ꎮ 从上述情况可以

看到滇川翠雀花组中萼距在形状ꎬ 长度和弯曲程度

方面ꎬ以及退化雄蕊瓣片分裂程度和种子表皮从平

滑到出现鳞状翅的诸方面的演化趋势ꎮ
致谢 　 蒙哈佛大学植物标本馆 (ＧＨ) Ｄ. Ｅ.

Ｂｏｕｆｆｏｒｄ 博士寄赠横断山区珍贵毛茛科植物标本ꎬ
孙英宝先生为本文绘图ꎬ作者表示深切感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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