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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２０１７ 年ꎬ印度学者 Ｊｏｅ 等基于采自中国藏东南地区的植物标本ꎬ发表了合萼吊石苣苔的一新变种

Ｌｙｓｉｏｎｏｔｕｓ ｇａｍｏｓｅｐａｌｕｓ Ｗ. Ｔ. Ｗａｎｇ ｖａｒ. ｂｉｆｌｏｒｕｓ Ａ. Ｊｏｅꎬ Ｈａｒｅｅｓｈ ＆ Ｍ. Ｓａｂｕꎬ并且认为该新变种与原变种的主要

区分特征包括叶缘稍具锯齿、每个腋生花序仅有 ２ 朵花、花冠被毛、具 ２ 枚卷曲的退化雄蕊ꎮ 然而ꎬ近年来ꎬ
笔者基于查阅大量标本和野外考察工作ꎬ认为所谓变种的形态特征是在合萼吊石苣苔 ( Ｌｙｓｉｏｎｏｔｕｓ
ｇａｍｏｓｅｐａｌｕｓ Ｗ. Ｔ. Ｗａｎｇ)的变异范围之内ꎬ加之分布区完全重叠ꎬ生长环境类似ꎬ物候期一致ꎬ不宜作为变种

等级处理ꎮ 故在此将该变种处理为合萼吊石苣苔的异名ꎮ
关键词: 苦苣苔科ꎬ 合萼吊石苣苔ꎬ 新异名ꎬ 分类学ꎬ 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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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吊石苣苔属(Ｌｙｓｉｏｎｏｔｕｓ)是 Ｄ. Ｄｏｎ (１８２２) 基

于齿叶吊石苣苔( Ｌｙｓｉｏｎｏｔｕｓ ｓｅｒｒａｔｕｓ Ｄ. Ｄｏｎ)建立

的属ꎬ该 属 目 前 共 有 ３２ 种 和 ７ 变 种 ( ＧＣＣＣꎬ
２０２２ꎻ ＧＲＣꎬ ２０２２)ꎬ分布范围从尼泊尔、不丹经印

度东北部、中国、缅甸、泰国、老挝、越南至日本南

部ꎮ 该属有两个多样性中心ꎬ一个是越南北部至

中国滇黔桂岩溶地区ꎬ另一个是中国云南西部至

喜马拉雅东南部 (王文采ꎬ １９８３)ꎬ特别是在中国

的滇西和藏东南地区近年来陆续有新类群被发现

(Ｊｏ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ꎻ Ｔａｒａｍ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ꎻ Ｔｉ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ꎻ Ａｋｈｉｌ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ꎮ 中国是吊石苣苔属植

物分布最多的国家ꎬ王文采(１９８３)对该属进行了

首次修订ꎬ收录 ２９ 种和 ８ 变种ꎬ随后出版的«中国

植物志» (王文采ꎬ１９９０)、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８)以及«中国苦苣苔科植物»(李振宇和王

印政ꎬ ２００５)等分类学专著都在此基础上进行了

部分修订ꎬ目前已经记录到 ２９ 种和 ６ 变种ꎮ 越南

(８ 种)和印度(６ 种)的吊石苣苔属植物多样性紧

随其后(Ｍｏｌｌｅ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ꎻ Ｖｕꎬ ２０１７ꎻ Ｂｕ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２)ꎬ而缅甸 ( ４ 种)、不丹 ( ３ 种)、尼泊尔 ( ２
种)、泰国(１ 种)、老挝(２ 种)和日本(１ 种)等国

家记录的该属物种却较少(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８ꎻ 李

振宇和王印政ꎬ ２００５)ꎬ并且无专著性的修订ꎮ
印度学者 Ｊｏｅ 等(２０１７)基于采自中国藏东南

地区的植物标本ꎬ发表了合萼吊石苣苔( Ｌｙｓｉｏｎｏｔｕｓ
ｇａｍｏｓｅｐａｌｕｓ Ｗ. Ｔ. Ｗａｎｇ ) 一 新 变 种 Ｌｙｓｉｏｎｏｔｕｓ
ｇａｍｏｓｅｐａｌｕｓ Ｗ. Ｔ. Ｗａｎｇ ｖａｒ. ｂｉｆｌｏｒｕｓ Ａ. Ｊｏｅꎬ
Ｈａｒｅｅｓｈ ＆ Ｍ. Ｓａｂｕꎬ并且认为该新变种不同于原变

种之处在于叶缘稍具锯齿ꎬ每个腋生花序仅有 ２
朵花ꎬ花冠被毛ꎬ具 ２ 枚卷曲的退化雄蕊等特征

(图 １)ꎮ 然而ꎬ在开展吊石苣苔属的分类修订过

程中ꎬ笔者发现仅基于形态特征难以将该变种和

原变种很好地区分开来ꎮ 此外ꎬ该变种和原变种

二者地理分布区也存在明显重叠ꎬ都分布于中国

的藏东南地区且生长环境类似、物候期一致ꎮ 因

此ꎬ该变种的分类学地位有待商榷ꎮ

１　 材料与方法

合萼吊石苣苔的研究包括室内标本查阅和野

外观察ꎮ 首先ꎬ对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ＰＥ) 和 中 国 科 学 院 昆 明 植 物 研 究 所 标 本 馆

(ＫＵＮ)的馆藏该种腊叶标本进行研究ꎬ同时还对

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ｖｈ. ａｃ. ｃｎ / )的

该种标本图像和分布信息进行查阅ꎮ 其次ꎬ在合

萼吊石苣苔的花期ꎬ赴该种模式标本产地中国西

藏墨脱县开展野外调查ꎬ对该种的生境、植株和花

序进行野外观察ꎬ并对花器官进行精细解剖观察

和拍照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Ｊｏｅ 等 (２０１７) 认为 Ｌｙｓｉｏｎｏｔｕｓ ｇａｍｏｓｅｐａｌｕｓ ｖａｒ.
ｂｉｆｌｏｒｕｓ 可基于叶缘稍具锯齿ꎬ每个花序仅有 ２ 朵

花ꎬ花冠被毛ꎬ具 ２ 枚卷曲的退化雄蕊等特征而区

别于原变种(图 １)ꎮ 笔者对馆藏的合萼吊石苣苔

标本进行了充分研究ꎬ并赴该种模式标本产地中

国西藏墨脱县进行了实地调查ꎬ发现合萼吊石苣

苔叶缘的锯齿变化存在明显的过渡性状ꎬ从明显

锯齿状至稍具锯齿均有出现ꎬ呈现出连续变化(图
２ꎬ图 ３)ꎮ 因此ꎬ该性状不能作为区分该变种和原

变种的稳定性状ꎮ
由于对野外居群观察的不充分ꎬ因此 Ｊｏｅ 等

(２０１７)认为 Ｌｙｓｉｏｎｏｔｕｓ ｇａｍｏｓｅｐａｌｕｓ ｖａｒ. ｂｉｆｌｏｒｕｓ 每

个腋生花序内仅有 ２ 朵花且为稳定性状ꎮ 笔者通

过对馆藏标本的查阅和野外观察发现ꎬ其实不然ꎬ
合萼吊石苣苔每个腋生花序内花的个数是不稳定

的ꎬ从 ２ 至多数都有出现(图 ３)ꎮ 因此ꎬ腋生花序

仅有 ２ 朵花不能作为可靠性状用来区分该变种和

原变种ꎮ
此外ꎬ笔者还通过对合萼吊石苣苔的模式标

本查阅以及模式产地的调查发现ꎬ该种的花冠外

部被毛(图 ２)ꎬ原白中记录为光滑无毛属描述不

当ꎻ退化雄蕊的数量也是不稳定的ꎬ２ 或 ３ 枚的情

况都有出现ꎬ并且合萼吊石苣苔花冠中央的第 ３
枚退化雄蕊如果存在的情况下ꎬ其形态非常小ꎬ长
为 ０.５ ~ １ ｍｍꎬ就非常容易被忽略(图 ２)ꎮ 因此ꎬ
不宜用花冠外部被毛和具 ２ 枚卷曲的退化雄蕊等

特征来区分该变种和原变种ꎮ
由此可见ꎬ Ｌｙｓｉｏｎｏｔｕｓ ｇａｍｏｓｅｐａｌｕｓ ｖａｒ. ｂｉｆｌｏｒｕｓ

的形态特征处于合萼吊石苣苔的变异范围之内ꎬ
并且分布区完全重叠ꎬ生长环境类似ꎬ物候期一

致ꎬＪｏｅ 等(２０１７)指出的以上几个区别于原变种的

特征都不能很好地将该变种和原变种区分开来ꎬ
故 Ｌｙｓｉｏｎｏｔｕｓ ｇａｍｏｓｅｐａｌｕｓ ｖａｒ. ｂｉｆｌｏｒｕｓ 不宜作为变种

等级处理ꎬ在此予以归并处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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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ｌｙｘꎻ Ｉ.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ｗｉｔｈ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ｃａｌｙｘ ａｎｄ ｂｒａｃｔ.

图 １　 双花合萼吊石苣苔 (引自 Ｊｏ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
Ｆｉｇ. １　 Ｌｙｓｉｏｎｏｔｕｓ ｇａｍｏｓｅｐａｌｕｓ ｖａｒ. ｂｉｆｌｏｒ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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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 开花植株ꎻ Ｃ. 花序ꎻ Ｄ. 花正面观ꎻ Ｅ. 花侧面观ꎻ Ｆ. 花解剖示雄蕊和雌蕊ꎮ
Ａ－Ｂ.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ｓｈｏｏｔｓꎻ Ｃ.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ꎻ Ｄ. Ｆｌｏｗｅｒｓꎬ ｆａｃｅ ｖｉｅｗꎻ Ｅ. Ｆｌｏｗｅｒꎬ ｓｉｄｅ ｖｉｅｗꎻ Ｆ. Ｃｏｒｏｌｌａ ｏｐｅ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ｍｅｎｓꎬ ｓｔａｍｉｎｏｄｅｓ ａｎｄ ｐｉｓｔｉｌ.

图 ２　 合萼吊石苣苔
Ｆｉｇ. ２　 Ｌｙｓｉｏｎｏｔｕｓ ｇａｍｏｓｅｐａｌｕｓ Ｗ. Ｔ. Ｗ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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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合萼吊石苣苔的标本
Ｆｉｇ. ３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ｏｆ Ｌｙｓｉｏｎｏｔｕｓ ｇａｍｏｓｅｐａｌｕｓ Ｗ. Ｔ. Ｗａｎｇ

３　 分类学处理

合萼吊石苣苔　 (图 ２)
Ｌｙｓｉｏｎｏｔｕｓ ｇａｍｏｓｅｐａｌｕｓ Ｗ. Ｔ. Ｗａｎｇꎬ Ｇｕｉｈａｉａ

３(４): ２７８ꎬ ｆ. ４ (１０－１５) . １９８３.
ＴＹＰＥ: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ｔｕｏ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Ｈａｎｍｉ ｔｏ

Ａｎｉｑｉａｏꎬ Ａｌｔ. １ ２００ ｍꎬ ２９ Ｊｕｎｅ １９８０ꎬ Ｗ. Ｌ. Ｃｈｅｎ
１０７５４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 ＰＥ０００３０８２７!)

——— Ｌｙｓｉｏｎｏｔｕｓ ｇａｍｏｓｅｐａｌｕｓ Ｗ. Ｔ. Ｗａｎｇ ｖａｒ.
ｂｉｆｌｏｒｕｓ Ａ. Ｊｏｅꎬ Ｈａｒｅｅｓｈ ＆ Ｍ. Ｓａｂｕꎬ Ｔａｉｗａｎｉａ ６２(４):
３３７. ２０１７. ｓｙｎ. ｎｏｖ.

ＴＹＰＥ: “ Ａｒｕｎａｃｈａｌ Ｐｒａｄｅｓｈ ”ꎬ Ｌｏｈｉｔ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
Ｔｅｚｕ￣Ｈａｙｕｌｉａｎｇ ｒｏａｄꎬ ８ ｋｍ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Ｓａｌａｎｇａｍꎬ
９６°２２′３７.６″ Ｅ、２７°５６′２４.５″ Ｎ ꎬ Ａｌｔ. １ ３００ ｍꎬ ８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ꎬ Ａ. Ｊｏｅ ＆ Ｖ. Ｓ. Ｈａｒｅｅｓｈ １２１９５５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
ＣＡＬＩꎬ Ｉｓｏｔｙｐｅｓ ＣＡＬＩ、ＣＡＬ).

分布:中国特有ꎬ分布于中国西藏东南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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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标本

西藏 (ＴＩＢＥＴ) 墨脱县:１９７４ 年 ８ 月 ５ 日ꎬ科考

队 １６１８(原白中记录的 １６１５ 为笔误) ( Ｐａｒａｔｙｐｅｓ
ＰＥ００１４１４５８!、 ＰＥ００１４１４５９!、 ＫＵＮ０２０７８１３!) ꎻ
１９７４ 年 ８ 月 ６ 日ꎬ青藏队 ７４ － ４１１５ ( Ｐａｒａｔｙｐｅｓ
ＰＥ００１４１４６０!、 ＰＥ００１４１４６１!) ꎻ １９７４ 年 ８ 月 １１
日ꎬ青藏队 ７４ － １７８６ ( Ｐａｒａｔｙｐｅｓ ＰＥ００１４１４５６!、
ＰＥ００１４１４５７!、ＫＵＮ０２０７８１５!) ꎻ１９７４ 年 ９ 月 １６
日ꎬ 采 集 人 不 详 ２５９２ ( ＰＥ０１６７０２１８!、
ＰＥ０１６７０２１９!、ＰＥ０１６７０２２０!) ꎻ１９８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ꎬ李 勃 生 和 程 树 志 ０１５８２ ( ＰＥ０１５０６２２８!) ꎻ
１９８２ 年 １１ 月 ３ 日ꎬ 李 勃 生 和 程 树 志 ０１６４８
( ＰＥ００１４１４６５!、 ＰＥ００１４１４６６!、 ＰＥ０１５０６２２９!) ꎻ
１９８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ꎬ 李 勃 生 和 程 树 志 ０３４６９
( ＰＥ００１４１４６２!、 ＰＥ００１４１４６３!、 ＰＥ００１４１４６４!、
ＰＥ０１５０６２２１!、 ＰＥ０１５０６２２２!) ꎻ １９８３ 年 ６ 月 ２
日ꎬ 李 勃 生 和 程 树 志 ０４９５８ ( ＰＥ００１４１４６７!、
ＰＥ００１４１４６８!、ＰＥ０１５０６２３１!)ꎻ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８ 日ꎬ
韩孟奇和刘方谱 ＤＨＬ７０８２５(ＰＥ!)ꎻ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９
日ꎬ 韩 孟 奇 和 刘 方 谱 ＤＨＬ７０９０３、 ＤＨＬ７０９０４、
ＤＨＬ７０９０５(ＰＥ!)ꎻ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０ 日ꎬ韩孟奇和刘

方谱 ＤＨＬ７１００３( ＰＥ!)ꎮ 察隅县:１９７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ꎬ青 藏 队 ７３ － ８６３ ( Ｐａｒａｔｙｐｅｓ ＰＥ００１４１４５４!、
ＰＥ００１４１４５５!、ＫＵＮ０２０７８０９!)ꎻ１９８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ꎬ
倪志诚等 ０６４８(ＰＥ００１５４０３４!、 ＰＥ００１５４０３５!)ꎮ

致谢　 野外调查工作得到了董阳研究员、刘

方谱博士的帮助ꎬ标本查阅 过 程 中 得 到 了 ＰＥ、
ＫＵＮ 等标本馆的支持ꎬ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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