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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报道了内蒙古被子植物菊科（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和禾本科（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的 ２ 个新分布记录属，即石胡

荽属（Ｃｅｎｔｉｐｅｄａ Ｌｏｕｒｅｉｒｏ）和扇穗茅属（Ｌｉｔｔｌｅｄａｌｅａ Ｈｅｍｓｌｅｙ）；十字花科（Ｃｒｕｃｉｆｅｒａｅ）、蔷薇科（Ｒｏｓａｃｅａｅ）、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堇菜科（Ｖｉｏｌａｃｅａｅ）、伞形科（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ａｅ）、紫草科（Ｂｏｒ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菊科（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禾本

科（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莎草科（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９ 个科的 １１ 个新分布记录种，即裂叶独行菜（ Ｌｅｐｉｄｉｕｍ ｌａｃｅｒｕｍ Ｃ． Ａ．

Ｍｅｙｅｒ）、腺粒委陵菜（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ｇｒａｎｕｌｏｓａ Ｔ． Ｔ． Ｙｕ ＆ Ｃ． Ｌ． Ｌｉ）、祁连山棘豆（Ｏｘｙｔｒｏｐｉｓ 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ｉｃａ Ｃ． 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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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ｎｋ］。 相关凭证标本存放于内蒙古大学植物标本馆（ＨＩＭ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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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我国北部边陲，总面积达

１１８．３ 万 ｋｍ２，占我国疆域总面积的近八分之一，东
西两端直线距离约２ ０００ ｋｍ，呈一弧形狭长地区。
在地形上大体以高平原地形为主，地质构造上主

要受新华夏构造带和纬向构造带所控制，西部受

到阿拉善弧形构造的制约。 因而西起北山（合黎

山、龙首山）、贺兰山，向东与阴山山脉及大兴安岭

相连接，构成内蒙古高原的外围山地（中国科学院

内蒙古宁夏综合考察队，１９８５）。 由于内蒙古高原

主要处于亚洲大陆的温带半干旱、干旱地区，四周

高山环绕，受海陆位置的影响，从北、东、南向中、
西部降雨呈递减规律，植被分布也呈此规律，依次

为森林、草原、荒漠。 据目前内蒙古已有野生维管

植物 １４４ 科 ７３５ 属２ ６０９种 １１ 亚种 １８２ 变种 ３ 变

型（赵一之和赵利清，２０１４；杨柳等，２０１８；秦帅等，
２０１６）。

作者通过对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采集的植物标本进

行整理，查阅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中国植物志》以及地

方植物志有关卷册，发现了内蒙古 ２ 个新分布记

录属和 １１ 个新分布记录种。 在此予以报道，为今

后深入研究省级植物物种多样性以及区系地理提

供基础资料。 文中所列举的凭证标本均存放于内

蒙古大学植物标本馆（ＨＩＭＣ）中。

１　 新记录属

１．１ 石胡荽属

Ｃｅｎｔｉｐｅｄａ Ｌｏｕｒｅｉｒｏ， ｉｎ Ｆｌ．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 ４９２． １７９０
Ｂｅｎｔｈ． ＆ Ｈｏｏｋ． ｆ．， Ｇｅｎ． Ｐｌ． ２： ４３０． １８７３． —Ｍｙｒｉｏｇｙｎｅ
Ｌｅｓｓ． ｉｎ Ｌｉｎｎｅａ ６： ２１９． １８３１． — Ｃｏｔｕｔａ ｓｅｃｔ． Ｃｅｎｔｉｐｅｄａ
Ｂａｉｌｌ． Ｈｉｓｔ． Ｐｌ． ８： ２８４． １８８２． ｐ． ｐ． —Ｓｐｈａｅｒｏｍｏｒｐｈａｅａ．
ＤＣ．， Ｐｒｏｄｒ． ６： １４０． １８３７． ｐ． ｐ．

本属 ６ 种，除模式种石胡荽［Ｃｅｎｔｉｐｅｄａ ｍｉｎｉｍ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Ａ． Ｂｒａｕｎ ＆ Ａｓｃｈｅｒｓｏｎ］为东亚，北达蒙

古、俄远东经印度－马来西亚至大洋洲广布，西北

达阿富汗，我国仅一种分布。 其余则散生于除非

洲外的旧热带，最西达马达加斯加、马斯克林群

岛，东南达新西兰、新加里多尼亚，隔太平洋远和

智利相对，因此其分布实为热带亚洲、大洋洲（至

新西兰） 和中至南美洲 （或墨西哥） 间断分布型

（热带亚洲－热带美洲起源），属古老分布型（吴征

镒等，２０１０）。 该属为内蒙古新分布记录属。
１．２ 扇穗茅属

Ｌｉｔｔｌｅｄａｌｅａ Ｈｅｍｓｌｅｙ ｉｎ Ｈｏｏｋ． Ｉｃｏｎ． ｓｅｒ． ４， ５：
ｔａｂ． ２４７２． １８９６；中国植物志 ９ （ ２）：３７７；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２：３７０． ２００６。

本属含 ４ 个种，为中生植物或旱生植物，是我

国高寒草甸上有价值的牧草。 该属为青藏高原外

围分布的准特有属，在青藏高原东南部可成为高

寒草甸和草原区的优势种或建群种。 而扇穗茅属

（Ｌｉｔｔｌｅｄａｌｅａ Ｈｅｍｓｌｅｙ）植物出现在蒙古高原西南部

龙首山北部山地，也说明青藏高原与蒙古高原在

植物区系上的联系（吴征镒等，２０１０）。 该属为内

蒙古新分布记录属。

２　 新记录种

２．１ 裂叶独行菜　 图版Ⅰ： Ｍ，Ｎ
Ｌｅｐｉｄｉｕｍ ｌａｃｅｒｕｍ Ｃ． Ａ． Ｍａｙｅｒ ｉｎ Ｌｅｄｅｂｏｕｒ，

Ｆｌ． Ａｌｔａｉｃ．３：１９１． １８３１；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８：２９－３１．２００１．
采自内蒙古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在中国分

布于新疆，蒙古、哈萨克斯坦也有分布（Ｗ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区系地理成分为亚洲中部分布种。 该种是

中国内蒙古分布新记录种。
裂叶独行菜与内蒙古已知分布种钝叶独行菜

（Ｌｅｐｉｄｉｕｍ ｏｂｔｕｓｕｍ Ｂａｓｉｎｅｒ）相近，区别在于裂叶独

行菜在开花后不久萼片脱落，而钝叶独行菜开花

后萼片不脱落。
凭证 标 本：赵 利 清、 秦 帅、 陈 龙， ＮＬ１５⁃２９６，

２０１５－０９－２５， 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朝克苏木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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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Ａ， Ｂ． 旋鳞莎草； Ｃ， Ｄ． 石胡荽； Ｅ， Ｆ． 祁连山棘豆； Ｇ， Ｈ． 斑种草。
Ｎｏｔｅ： Ａ， Ｂ． Ｃｙｐｅｒｕｓ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ｎｕ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Ｌｉｎｋ； Ｃ， Ｄ． Ｃｅｎｔｉｐｅｄａ ｍｉｎｉｍ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Ａ． Ｂｒａｕｎ ＆ Ａｓｃｈｅｒｓｏｎ； Ｅ， Ｆ． Ｏｘｙｔｒｏｐｉｓ

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ｉｃａ Ｃ． Ｗ． Ｃｈａｎｇ ＆ Ｃ． Ｌ． Ｚｈａｎｇ ｅｘ Ｘ． Ｙ． Ｚｈｕ ＆ Ｈ． Ｏｈａｓｈｉ； Ｇ， Ｈ． Ｂｏｔｈｒｉ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Ｂｕｎｇｅ．

图版 Ⅰ　 内蒙古 １１ 个被子植物新记录种的植株形态
ＰｌａｔｅⅠ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ｌｅｖｅｎ ｎｅｗｌｙ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ａｎｇｉｏｓｐｅｒｍ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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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Ｉ， Ｊ． 河西阿魏； Ｋ， Ｌ． 寡穗茅； Ｍ， Ｎ． 裂叶独行菜； Ｏ， Ｐ． 青藏蒿； Ｑ． 腺粒委陵菜； Ｒ． 石生堇菜； Ｓ． 青海齿缘草。
Ｎｏｔｅ： Ｉ， Ｊ． Ｆｅｒｕｌａ ｈｅｘｉｅｎｓｉｓ Ｋ． Ｍ． Ｓｈｅｎ； Ｋ， Ｌ． Ｌｉｔｔｌｅｄａｌｅａ ｐｒｚｅｖａｌｓｋｙｉ Ｔｚｖｅｌｅｖ； Ｍ， Ｎ． Ｌｅｐｉｄｉｕｍ ｌａｃｅｒｕｍ Ｃ． Ａ． Ｍａｙｅｒ；

Ｏ， Ｐ．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ｄｕｔｈｒｅｕｉｌ⁃ｄｅ⁃ｒｈｉｎｓｉ Ｋｒａｓｃｈｅｎｉｎｎｉｋｏｖ； Ｑ． 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ｇｒａｎｕｌｏｓａ Ｔ． Ｔ． Ｙｕ ＆ Ｃ． Ｌ． Ｌｉ；
Ｒ． Ｖｉｏｌａ ｒｕｐｅｓｔｒｉｓ Ｆ． Ｗ． Ｓｃｈｍｉｄｔ； Ｓ． Ｅｒｉｔｒｉｃｈｉｕｍ ｍｅｄｉｃａｒｐｕｍ Ｙ． Ｓ． Ｌｉａｎ ＆ Ｊ． Ｑ． Ｗａｎｇ．

图版 Ⅱ　 内蒙古 １１ 个被子植物新记录种的植株形态
ＰｌａｔｅⅡ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ｌｅｖｅｎ ｎｅｗｌｙ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ａｎｇｉｏｓｐｅｒｍ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６６４１ 广　 西　 植　 物 ３８ 卷



山（１００°５７′３４．３４″ Ｅ，３９°０６′７．１７″ Ｎ，Ｈ：２ ４６５ ｍ）。
２．２ 腺粒委陵菜　 图版 Ⅰ： Ｑ

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ｇｒａｎｕｌｏｓａ Ｔ． Ｔ． Ｙｕ ＆ Ｃ． Ｌ． Ｌｉ， 植物

分类学报 １８（１）： １１． 图版 ４． 图 １． １９８０； 中国植

物志 ３７： ３０９． 图版 ４８： １－２． １９８５；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９： ３２０． ２００３。

采自内蒙古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分布于西

藏、青海、四川，区系地理成分为唐古特分布种。
生于河漫滩草甸、田边荒地、高寒草地、高寒草甸

砾地、河谷阶地草甸、沙砾质河漫滩、山麓沙砾地

草甸山前洪积扇（吴征镒，１９８５；俞德浚等，１９８５；
刘尚武等，１９９９）。 该种是内蒙古分布新记录种。

该种形态特征比较特殊，植株密被短柔毛及

颗粒状腺体，基生叶上面 ２ ～ ３ 对小叶基部下延与

叶轴汇合，小叶边缘深裂几达中脉，裂片呈带形，
顶端钝，副萼片与萼片近等长，很易识别。 该种还

可入藏药，四川德格地区藏胞使用全草治血管硬

化症（俞德浚等，１９８５）。
凭证标本：赵利清、秦帅、陈龙，Ｎ１４ － ８０１３，

２０１４ － ０９ － ０１， 阿 拉 善 盟 阿 拉 善 右 旗 桃 花 山

（１００°５９′４９．６１″ Ｅ，３９°０６′３２．８１″ Ｎ，Ｈ： ２ ７７３ ｍ）。
２．３ 祁连山棘豆　 图版 Ⅰ： Ｅ， Ｆ

Ｏｘｙｔｒｏｐｉｓ 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ｉｃａ Ｃ． Ｗ． Ｃｈａｎｇ ＆ Ｃ．
Ｌ． Ｚｈａｎｇ ｅｘ Ｘ． Ｙ． Ｚｈｕ ＆ Ｈ． Ｏｈａｓｈｉ， ｉｎ Ｃａｔｈａｙａ １１－
１２： １５４．２０００； —Ｏｘｙｔｒｏｐｉｓ 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ｉｃａ Ｃ． Ｗ． Ｃｈａｎｇ
＆ Ｃ． Ｌ． Ｚｈａｎｇ ｉｎ Ａｃｔ． Ｂｏｔ． Ｂｏｒ． －Ｏｃｃ． Ｓｉｎ． １３（３）：
２４６． ｆ． １． １９９３；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０： ４９４． ２０１０； 中国植

物志 ４２（２）： ７６． 图版 ２３： １－９． ２００６。
采自内蒙古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分布于甘

肃祁连山、青海（张振万等，１９９８），区系地理成分

为唐古特分布种。 生于山坡和山顶草地。 该种是

内蒙古分布新记录种。
祁连山棘豆与内蒙古已知的米尔克棘豆

（Ｏｘｙｔｒｏｐｉｓ ｍｅｒｋｅｎｓｉｓ Ｂｕｎｇｅ） 均属蓝花棘豆组。 祁

连山棘豆的总状花序密，而米尔克棘豆的疏散，以
此可明显区别。

凭证标本：赵利清、秦帅、陈龙，Ｎ１４ － ８０１９ａ，
２０１４ － ０９ － ０１， 阿 拉 善 盟 阿 拉 善 右 旗 桃 花 山

（１０１°０２′１２．３２″ Ｅ，３９°０７′２２．６５″ Ｎ，Ｈ： ２ ４７８ ｍ）。

２．４ 石生堇菜　 图版 Ⅰ： Ｒ
Ｖｉｏｌａ ｒｕｐｅｓｔｒｉｓ Ｆ． Ｗ． Ｓｃｈｍｉｄｔ． ｉｎ Ｎｅｕｅｒｅ

Ａｂｈ． Ｋöｎｉｇｌ． Ｂöｈｍ． Ｇｅｓ． Ｗｉｓｓ． １： ６０． １７９１；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 ８１． ２００７； 中 国 植 物 志 ５１ 卷：
３３． １９９１。

采自内蒙古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分布于中

国的新疆、甘肃，欧洲、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
中亚也有分布 （ Ｃｈｉｎｂａｔ ＆ Ｔｓｅｄｅｎ，２０１４；王庆瑞，
１９９１），区系地理成分为横断山脉分布种。 生于林

缘、林下、草原砾石质山坡、河边草地及河滩。 该

种是中国内蒙古分布新记录种。
凭证标本：赵利清、秦帅、陈龙，Ｎ１４ － ８１１８，

２０１４ － ０９ － ０１， 阿 拉 善 盟 阿 拉 善 右 旗 桃 花 山

（１０１°０１′５６．５５″ Ｅ，３９°０６′３６．０２″ Ｎ，Ｈ： ２ ４３７ ｍ）。
２．５ 河西阿魏　 图版 Ⅰ： Ｉ， Ｊ

Ｆｅｒｕｌａ ｈｅｘｉｅｎｓｉｓ Ｋ． Ｍ． Ｓｈｅｎ， ｉｎ Ａｃｔ．
Ｐｈｙｔｏｔａｘ． Ｓｉｎ． ２４（４）： ３１４． １９８６； 中国植物志 ５５（３）：
９９；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４： １７７． ２００５。

采自内蒙古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分布于甘

肃（肃南） （单人骅等，１９９２），区系地理成分为亚

洲中部分布种。 生长于山坡低湿处。 该种是内蒙

古分布新记录种。
河西阿魏与新疆产的荒地阿魏（ Ｆｅｒｕｌａ ｓｙｒｅ⁃

ｉｔｓｃｈｉｋｏｗｉｉ Ｋｏｓｏ⁃Ｐｏｌｊａｎｓｋｙ）相近似，但该种总苞片和

小总苞片锥形，无白色长柔毛；果实侧翅较宽，合
生面油管数 ２ ～ ４，可以明显区别。 且内蒙古只有

一种硬阿魏（Ｆ． ｂｕｎｇｅａｎａ Ｋｉｔａｇａｗａ）。 该种与硬阿

魏明显的区别是，硬阿魏植株被密集的蓝绿色短

柔毛，而河西阿魏全株粗糙被稀疏的短硬毛（单人

骅等，１９９２；马毓泉等，１９８９）。
凭证标本：赵利清、秦帅、陈龙，Ｎ１４ － ９１６０，

２０１４ － ０９ － ０１， 阿 拉 善 盟 阿 拉 善 右 旗 桃 花 山

（１００°５５′４８．９４″ Ｅ，３９°０７′５６．４９″ Ｎ，Ｈ： ２ ２１２ ｍ）。
２．６ 青海齿缘草　 图版 Ⅰ： Ｓ

Ｅｒｉｔｒｉｃｈｉｕｍ ｍｅｄｉｃａｒｐｕｍ Ｙ． Ｓ． Ｌｉａｎ ＆ Ｊ．
Ｑ． Ｗａｎｇ， 植物研究室汇刊 ９： ４１， 图版 ２． 图

２． １９８０；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６： ３８３． １９９５。
采自内蒙古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分布于青

海（王文采等，１９８９），区系地理成分为唐古特分布

种。 生于山坡草地、河谷灌丛、半固定沙丘、阳坡

７６４１１１ 期 阿拉坦主拉等： 内蒙古被子植物新资料



砾沙地。 该种是内蒙古分布新记录种。
青海齿缘草与内蒙古已知分布种北齿缘草

（Ｅｒｉｔｒｉｃｈｉｕｍ ｂｏｒｅａｌｉｓｉｎｅｎｓｅ Ｋｉｔａｇａｗａ）相近，北齿缘草

的花梗在果期弯垂或多少弓曲，而青海齿缘草的

花梗在果期直立或斜升，绝不弓曲，以此可区分。
凭证标本：赵利清、秦帅、陈龙，Ｎ１４ － ８０５１，

２０１４ － ０９ － ０１， 阿 拉 善 盟 阿 拉 善 右 旗 桃 花 山

（１００°０２′３１．３７″ Ｅ，３９°０７′１７．００″ Ｎ，Ｈ： ２ ４３３ ｍ）。
２．７ 斑种草　 图版 Ⅰ： Ｇ， Ｈ

Ｂｏｔｈｒｉ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Ｂｕｎｇｅ． ｉｎ Ｍｅｍ．
Ａｃａｄ． Ｓｃｉ． Ｓｔ． Ｐｅｔｅｒｓｂ． ２： １２１ （ Ｅｎｕｍ． Ｐｌ． Ｃｈｉｎ．
Ｂｏｒ． ４７． １８３３ ） １８３５； 中 国 植 物 志 ６４ （ ２ ）：
２１５． １９８９；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６： ４１９． １９９５。

采自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分布于甘肃、陕西、
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及辽宁（王文采等，１９８９），
区系地理成分为华北分布种。 生于荒野路边、山
坡草丛及竹林下。 该种是内蒙古分布新记录种。

斑种草与内蒙古已知分布的狭苞斑种草（Ｂｏ⁃
ｔｈｒｉ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ｋｕｓｎｅｚｏｗｉｉ Ｂｕｎｇｅ ） 和 柔 弱 斑 种 草

［Ｂ． ｚｅｙｌａｎｉｃｕｍ （Ｊ． Ｊａｃｑｕｉｎ） Ｄｒｕｃｅ］的区别在于，斑
种草的小坚果腹面具横的环状凹陷，而狭苞斑种

草和柔弱斑种草的小坚果腹面具纵的环状凹陷。
凭证标本：赵利清，ＮＷ１７－６００１，２０１７－０６－０５，

呼和浩特市市区（１１１°４０′５８．９８″Ｅ，４０°４８′３４．３９″ Ｎ，
Ｈ： １ ０５３ ｍ）。
２．８ 青藏蒿　 图版 Ⅰ： Ｏ， Ｐ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ｄｕｔｈｒｅｕｉｌ⁃ｄｅ⁃ｒｈｉｎｓｉ Ｋｒａｓｃｈｅｎｉｎｎｉｋｏｖ．
ｉｎ Ｎｏｔ． Ｓｙｓｔ． Ｈｅｒｂ． Ｈｏｒｔ． Ｐｅｔｒｕｐ． ３： ２２． １９２２；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２１： ７３３． ２０１１． 中国植物志 ７６（２）： ２３４。

采自内蒙古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在中国分

布于青海、西藏、四川（林有润，１９９１），区系地理成

分为青藏高原分布种。 生于砾石山坡、河谷阶地、
固定沙丘、干山坡草地、山前冲积扇、河谷灌丛。
该种是内蒙古分布新记录种。

凭证标本：赵利清、秦帅、陈龙，Ｎ１４ － ９０５４，
２０１４ － ０９ － ０１， 阿 拉 善 盟 阿 拉 善 右 旗 桃 花 山

（１００°５５′１８．８２″ Ｅ，３９°０８′０．１４″ Ｎ，Ｈ： ２ ２８１ ｍ）。
２．９ 石胡荽　 图版Ⅰ： Ｃ，Ｄ

Ｃｅｎｔｉｐｅｄａ ｍｉｎｉｍ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Ａ． Ｂｒａｕｎ ＆ Ａｓ⁃
ｃｈｅｒｓｏｎ， ｉ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ｅｍ． Ｈｏｒｔ． Ｂｅｒｏｌ． Ａｐｐ． ６． １８６７；

中国植物志 ７６（１）： １３２． １９８３；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
２１： ８９３． ２０１１。

采自内蒙古兴安盟扎赉特旗，分布于我国东

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南，朝鲜、日本、印
度、马来西亚、大洋洲也有分布（石铸和傅国勋，
１９８３），区系地理成分为旧热带分布种。 生于路

旁、荒野阴湿地。 该种是中国内蒙古分布新记

录种。
该种可入中药，称“鹅不食草”，能通窍散寒、

祛风利湿、散瘀消肿，主治鼻炎、跌打损伤等症（石
铸和傅国勋，１９８３）。

凭证标本：赵利清、阿拉坦主拉， ＤＢ － ３５３，
２０１７ － ０９ － ０８， 兴 安 盟 扎 赉 特 旗 努 文 木 仁 乡

（１２３°３３′２８．１２″ Ｅ，４６°４５′２７．９９″ Ｎ，Ｈ： １３３．２ ｍ）。
２．１０ 寡穗茅　 图版 Ⅰ： Ｋ， Ｌ

Ｌｉｔｔｌｅｄａｌｅａ ｐｒｚｅｖａｌｓｋｙｉ Ｔｚｖｅｌ． ｉｎ Ａｋａｄ． Ｎａｕｋ
ＵＲＳＳ． ｉｎ Ｂｏｔ． Ｉｎｓｔ． Ｋｏｍ． Ｒａｓｔ． Ｔｓｅｎｔｒ． Ａｚｉｉ Ｆａｓｃ．
Ｐｌ． Ａｓｉａｅ Ｃｅｎｔｒ． ４： １７３． １９６８； 西 藏 植 物 志 ５：
１３８， 图 ６９． １９８７；中国植物志 ９ （ ２）：３７８，图版

４５： １． ２００２； 中国主要植物图说·禾本科 ２５４， 图

２０８， １９５９；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２： ３７０． ２００６。
采自内蒙古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分布于西

藏、青海、甘肃（刘亮等，２００２），区系地理成分为青

藏高原分布种。 生于高山草坡或灌丛。 该种是内

蒙古分布新记录种。
凭证标本：赵利清、秦帅、陈龙，Ｎ１４ － ８０４４，

２０１４ － ０９ － ０１， 阿 拉 善 盟 阿 拉 善 右 旗 桃 花 山

（１００°５６′４９．１７″ Ｅ，３９°２８′２２．８３″ Ｎ，Ｈ： ２ ２８４ ｍ）。
２．１１ 旋鳞莎草　 图版Ⅰ： Ａ，Ｂ

Ｃｙｐｅｒｕｓ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ｎｕｓ （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 Ｌｉｎｋ， ｉｎ
Ｈｏｒｔ． Ｂｏｔ． Ｔｅｒｏｌ． Ｉ： ３０３： １８２７； 中国植物志 １１：
１５７． １９６１；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３： ２２８． ２０１０，东北植物

志 １１： ９． １９７６。
采自内蒙古兴安盟扎赉特旗，分布于黑龙江、

河北、河南、江苏、浙江、安徽、广东各省，日本、苏
联西伯利亚地区、欧洲中部以及非洲北部也有分

布（钱崇澍和陈焕镛，１９６１），区系地理成分为古北

极分布种。 多生长于水边潮湿空旷的地方，路旁

亦可见到。 该种是中国内蒙古分布新记录种。
凭证标本：赵利清、阿拉坦主拉， ＤＢ － ２３９，

８６４１ 广　 西　 植　 物 ３８ 卷



２０１７ － ０９ － ０８， 兴 安 盟 扎 赉 特 旗 努 文 木 仁 乡

（１２３°３３′２８．１２″ Ｅ，４６°４５′２７．９９″ Ｎ，Ｈ： １３３．２ ｍ）。
以上新分布物种的发现为内蒙古植物区系的

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寡穗茅、石生堇菜、腺粒委

陵菜、祁连山棘豆、青海齿缘草、青藏蒿、裂叶独行

菜和河西阿魏等 ８ 个物种采自阿拉善盟阿拉善右

旗桃花山。 而桃花山属龙首山的北部山地，与龙

首山主峰仅相隔一个山谷，也是阿拉善高原南部

边缘山地的一部分。 桃花山处于古地中海植物区

西南蒙古亚地区，该亚地区区系起源古老，同时地

理位置上又联系着欧亚草原和青藏高原两大亚

区，区系成分较为丰富（吴征镒等，２０１０）。 而这些

物种在该山地发现进一步说明该地区的复杂性和

特殊性。 斑种草分布于中国的辽宁、河北、北京、
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等省市，该种在内蒙

古呼和浩特市的发现可以进一步说明内蒙古阴山

以南的植物区系与华北植物区系间的紧密联系。
有记录的最早在内蒙古地区开展植物采集活

动的是德国人梅塞斯密特（Ｄ． Ｇ． Ｍｅｓｓｅｒｓｃｈｍｉｄｔ），
１７２４ 年，他受俄国彼得大帝派遣进行西伯利亚考

察时，就曾到过内蒙古呼伦贝尔呼伦湖一带，进行

了植物标本采集，至今内蒙古植物区系的研究已

有近 ３００ 年的历史，但系统、全面的内蒙古植物区

系调查研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 ６０
余年间，以内蒙古植物学工作者为主体，已经编辑

出版了两版《内蒙古植物志》，为内蒙古植物区系

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当时受交通等因素的

限制，仍然有一些地区没有作详细调查，如国界线

周边以及荒漠区的山地等区域。 所以今天仍需深

入、系统的开展内蒙古植物区系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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