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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蕨类植物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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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系统与进化植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９３ꎻ ２. 中国科学院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ꎻ ３. 吉首大学 生物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ꎬ 湖南 吉首 ４１６０００ )

摘　 要: 该文报道了湖北蕨类植物 １ 个新记录属:冷蕨属(Ｃｙｓｔｏｐｔｅｒｉｓ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ｉ)及对应的新记录种宝兴冷蕨

(Ｃｙｓｔｏｐｔｅｒｉｓ ｍｏｕｐｉ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ｅｔ)ꎻ４ 个新记录种:台湾剑蕨(Ｌｏｘｏｇｒａｍｍｅ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Ｎａｋａｉ)、扇羽阴地蕨[Ｂｏｔ￣
ｒｙｃｈｉｕｍ ｌｕｎａｒｉ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Ｓｗａｒｔｚ]、耳状紫柄蕨 [ Ｐｓｅｕｄｏｐｈｅｇｏｐｔｅｒｉｓ ａｕｒｉｔａ ( Ｈｏｏｋｅｒ) Ｃｈｉｎｇ]、巢形鳞毛蕨

[Ｄ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ｓ ｔｒａｎｓ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ｅｎｓｅ ( Ｈａｙａｔａ ) Ｈａｙａｔａ ]ꎻ ２ 个 新 记 录 变 种: 尾 头 凤 尾 蕨 ( Ｐｔｅｒｉｓ ｏｓｈｉｍ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ｐａｒａｅｍｅｉｅｎｓｉｓ Ｃｈｉｎｇ)和西藏粉背蕨[Ａｌｅｕｒｉｔｏｐｔｅｒｉｓ ｓｕｂｖｉｌｌｏｓａ ｖａｒ. ｔｉｂｅｔｉｃａ (Ｃｈｉｎｇ ＆ Ｓ. Ｋ. Ｗｕ) Ｈ. Ｓ. Ｋｕｎｇ]ꎮ 这些

蕨类新记录在湖北的发现ꎬ大大丰富了湖北的植物区系及物种多样性ꎬ同时对这些蕨类的经济价值或药用

价值进行了简要分析ꎬ为其资源的进一步合理开发和利用提供了一些理论依据ꎮ
关键词: 湖北ꎬ 新记录ꎬ 蕨类ꎬ 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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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农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湖北省西部ꎬ
１０９°５６′—１１０° ５８′ Ｅ、３１° １５′—３１° ２１′ Ｎꎬ 属大巴

山向东延伸的余脉ꎬ主峰神农顶海拔 ３ １０５ ｍꎬ为
华中第一峰(蒋雪琴等ꎬ ２００９)ꎮ 该区气候良好ꎬ
适合植被生长ꎬ拥有当今世界中纬度地区唯一保

持完好的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ꎬ 拥有大量的珍稀

动植物ꎬ 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

划” (ＭＡＢ) 成员之一(于倩等ꎬ ２００８)ꎮ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７ 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 ＵＮＥＳＣＯ 世

界遗产委员会第 ４０ 届会议上ꎬ 湖北神农架被正式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ꎮ
１８８８ 年ꎬ英国的 Ｈｅｎｒｙ Ａ.对神农架进行了植

物考察ꎬ是近代中国最早对该区域进行植物调查

的分类学家ꎻ接着是美国的 Ｗｉｌｌｓｏｎ Ｅ. Ｈ.ꎬ他于

１９００ 年对该区域进行了调查 (陈德懋ꎬ １９９３) ꎮ
陈焕镛、钱崇澍、秦仁昌等中国第一批植物分类学

家于 １９２２ 年到这里进行了考察 (邓友平和陈星

球ꎬ １９９４)ꎮ 后来还有大批的学者先后到此进行

调查(如 １９８０ 年的中美联合考察)ꎬ但均未对蕨类

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与报道ꎮ 神农架地区蕨类研

究相对较为薄弱ꎮ 石世贵等(１９９７) 根据自身多

年调查和蕨类标本采集记录ꎬ依据秦仁昌 １９７８ 年

的分类系统ꎬ整理出神农架蕨类 ３６ 科 ７４ 属 ３１７
种ꎮ 蒋道松等(２０００)依据经典分类整理出神农架

蕨类 ３４ 科 ７５ 属 ３０８ 种ꎮ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我们对湖

北神农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了第四次全国中

药资源普查和神农架本底资源调查ꎮ 通过标本采

集、植物摄影、鉴定和查阅相关资料ꎬ统计出神农

架地区维管束植物有 ２２２ 科１ １８４属３ ５５０种(含种

下单位)ꎬ其中蕨类植物有 ３８ 科 ８５ 属 ２８９ 种(谢

丹等ꎬ ２０１７ａ)ꎬ并发现若干湖北种子植物新记录

(谢 丹 等ꎬ ２０１７ａꎬ ｂꎻ 刘 群 等ꎬ ２０１７ꎻ 吴 玉 等ꎬ
２０１７)ꎮ 现对蕨类部分予以报道ꎬ凭证标本馆藏于

吉首大学植物标本馆( ＪＩＵ)及湖北神农架林区标

本馆中ꎮ

１　 瓶尔小草科 Ｏｐｈｉｏｇｌｏｓｓａｃｅａｅ

扇羽阴地蕨　 图版 Ⅰ:Ａ
Ｂｏｔｒｙｃｈｉｕｍ ｌｕｎａｒｉａ (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 Ｓｗａｒｔｚꎬ ｉｎ

Ｊ. Ｂｏｔ. ( Ｓｃｈｒａｄｅｒ) . １８００(２): １１０. １８０１.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３:７４. ２０１３ — Ｏｓｍｕｎｄａ ｌｕｎａｒｉ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ꎬ
Ｓｐ. Ｐｌ. ２: １０６４. １７５３ꎻ Ｂｏｔｒｙｐｕｓ ｌｕｎａｒｉ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Ｒｉｃｈａｒｄꎻ 中国植物志 ２:１３.１９５９ꎮ

湖北:神农架林区ꎬ金猴岭ꎬ山地草丛ꎬ海拔

２ ８００ ~ ３ ０００ ｍꎬ张代贵 ０８０６１４０２７ꎬ２００８０６１４ꎮ
分布:我国分布于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

古、河北、北京、山西、河南、陕西、甘肃、青海、新
疆、湖南、四川、云南、西藏、台湾ꎻ国外分布于澳大

利亚、太 平 洋 岛 屿、亚 洲、欧 洲、北 美 ( Ｚｈａｎｇ ＆
Ｎｏｒｉｏꎬ ２０１３)ꎮ 生长在温带草原、草地或林下ꎮ 中

国湖北首次记录ꎮ
主要特征:阴地蕨属扇羽阴地蕨组( ｓｅｃｔ. Ｂｏｔ￣

ｒｙｃｈｉｕｍ)非常特别、也是唯一的种ꎬ不育叶片(或营

养叶片)为长圆状披针形ꎬ一回羽状ꎬ羽片为扇形

或半圆形ꎬ全缘至浅裂ꎬ不同于阴地蕨属另外一个

组(ｓｅｃｔ. Ｏｓｍｕｎｄｏｐｔｅｒｉｓ)五角状三角形和 ２ ~ ３ 回的

叶片ꎮ
药用价值:具有清热解毒、止咳平喘之功效ꎻ治毒

蛇咬伤、腮腺炎、咳喘等疾病(鲍隆友和王莉ꎬ ２００２)ꎮ

２　 金星蕨科 Ｔｈｅｌｙ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耳状紫柄蕨　 图版 Ⅰ: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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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 Ｊ. Ｓｍｉｔｈꎻ Ｐｏｌｙｐｏｄｉｕｍ ａｕｒｉｔｕｍ ( Ｈｏｏｋｅｒ) Ｅ. Ｊ.
Ｌｏｗｅꎻ Ｔｈｅｌｙｐｔｅｒｉｓ ａｕｒｉｔａ (Ｈｏｏｋｅｒ) Ｃｈｉｎｇꎻ 中国植物

志 ４(１): ９７.１９９９ꎮ
湖北:神农架林区ꎬ下谷坪石磨ꎬ海拔 ４６８ ｍꎬ

疏林林缘ꎬ张代贵 ｚｄｇ３１６５ꎬ２０１１０８０９ꎮ
分布:我国分布在浙江、江西、湖南、重庆、贵

州、云南、西藏、福建、广东、广西ꎻ国外分布在日

本、菲律宾、越南、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不

１８４１１１ 期 谢丹等: 湖北蕨类植物新记录



丹、尼泊尔、印度、巴布亚新几内亚ꎮ 生中高山溪

边林下(Ｌｉ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ꎮ 中国湖北首次记录ꎮ
主要特征:紫柄蕨属叶柄栗红色或栗棕色ꎮ 本

种的下部羽片的基部一对小羽片或裂片ꎬ尤其是下

侧一片明显的较相邻的长且边缘分裂ꎬ羽片基部为

不对称的戟形ꎬ羽片均无柄ꎬ两面光滑无毛ꎮ
«中国植物志»和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均记载该种分

布于海拔１ ２００ ~ ２ ０００ ｍ 的中高山溪边林下ꎬ而本

种在湖北神农架则生长于海拔 ４６８ ｍ 处ꎬ在湖南

及贵州等省也是生长于低海拔林下潮湿处ꎬ可见

该种喜暖湿的环境ꎬ神农架地区下谷石柱河为神

农架海拔最低处ꎬ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因子

为其生长提供了生存条件ꎮ

３　 凤尾蕨科 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３.１ 尾头凤尾蕨　 图版Ⅰ:Ｃ
Ｐｔｅｒｉｓ ｏｓｈｉｍ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ｐａｒａｅｍｅｉｅｎｓｉｓ Ｃｈｉｎｇꎬ ｉｎ

Ａｃｔａ Ｂｏｔ. Ａｕｓｔｒｏ Ｓｉｎ. １: １０. １９８３. 中国植物志 ３
(１):６６.１９９０ꎮ

湖北:神农架林区ꎬ兴山黄良—峡口一线ꎬ海
拔 ４１０ ｍꎬ山坡密林下ꎬ张代贵 ｚｄｇ４４０７ꎬ２０１２０３２７ꎮ

分布:我国特有ꎬ分布于重庆、四川、湖南、广
西等地(Ｌｉａ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ꎬ文献报道广东也有分布

(王发国等ꎬ ２００５)ꎮ 生林下ꎮ 湖北首次记录ꎮ
主要特征:在凤尾蕨属篦形凤尾蕨组 ( ｓｅｃｔ.

Ｑｕａｄｒｉａｕｒｉｃｕｌａ)中ꎬ有多个种具尾状的渐尖头ꎬ但
斜羽凤尾蕨(Ｐｔｅｒｉｓ ｏｓｈｉｍｅｎｓｉｓ)的羽片以约 ６０ °的
锐角从叶轴上生出ꎬ而该组其它种羽片以近直角

从叶轴上生出ꎬ区别明显ꎮ 本变种的羽片先端有

长 ４ ~ ９ ｃｍ 的尾头ꎬ侧生羽片长 １４ ~ ２５ ｃｍꎬ因而与

原变种(Ｐ. ｏｓｈｉｍ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ｏｓｈｉｍｅｎｓｉｓ)相区别ꎮ
观赏价值:该变种植物先端有长尾头ꎬ姿态优

美ꎬ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ꎮ
３.２ 西藏粉背蕨　 图版Ⅰ:Ｄ

Ａｌｅｕｒｉｔｏｐｔｅｒｉｓ ｓｕｂｖｉｌｌｏｓａ ｖａｒ. ｔｉｂｅｔｉｃａ (Ｃｈｉｎｇ ＆
Ｓ. Ｋ. Ｗｕ) Ｈ. Ｓ. Ｋｕｎｇꎬ ｉｎ Ｆｌ. Ｓｉｃｈｕａｎ. ６: ２５８.
１９８８.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３: ２３４. ２０１３ —Ｌｅｐｔｏｌｅｐｉｄｉｕｍ
ｓｕｂｖｉｌｌｏｓｕｍ ｖａｒ. ｔｉｂｅｔｉｃｕｍ Ｃｈｉｎｇ ＆ Ｓ. Ｋ. Ｗｕꎬ Ａｃｔａ
Ｂｏｔ. Ｙｕｎｎａｎ. １(１): １１６. １９７９.

湖北: 神农架林区ꎬ木鱼镇九冲村庙坪ꎬ路边

石 缝 中ꎬ 海 拔 为 １ ８００ ~ ２ ０００ ｍꎬ 张 代 贵

ｚｄｇ６９６６ꎬ２０１２０８２２ꎮ
分布:中国特有ꎬ分布于我国四川、云南、西

藏ꎬ生山坡草地岩石或石缝(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ꎮ
湖北首次记录ꎮ

主要特征:本种原归于薄鳞蕨属( Ｌｅｐｔｏｌｅｐｉｄｉ￣
ｕｍ)ꎬ该属与粉背蕨属( Ａｌｅｕｒｉｔｏｐｔｅｒｉｓ)的差别仅在

于叶背白粉的厚薄ꎬ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将其移入粉背

蕨属是合理的ꎮ 叶柄基部具鳞片ꎬ鳞片卵状披针

形ꎬ叶轴不具鳞片ꎮ 叶片椭圆状披针形ꎬ羽片 ８ ~
１０ 对ꎬ叶背被白粉ꎬ幼叶明显ꎬ叶脉呈绿色ꎬ在背面

不隆起ꎮ
该种原分布于我国西南地区ꎬ在湖北神农架

发现于海拔约２ ０００ ｍ 的路边开阔地ꎬ说明该种已

由西南地区向华中地区扩散ꎬ神农架高海拔和石

灰岩旱生地理环境为其扩散提供了理想的环境

条件ꎮ

４　 冷蕨科 Ｃｙｓｔｏ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宝兴冷蕨　 图版Ⅰ:Ｅ
Ｃｙｓｔｏｐｔｅｒｉｓ ｍｏｕｐｉ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ｅｔꎬ Ｎｏｕｖ.

Ａｒｃｈ. Ｍｕｓ. Ｈｉｓｔ. Ｎａｔ.ꎬ ｓéｒ. ２. １０: １１１. １８８７.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 － ３: ２６５ꎬ ２０１３ —Ｃｙｓｔｏｐｔｅｒｉｓ ｍａｉｒｅｉ Ｂｒａｕｓｅꎻ
Ｃ. ｓｐｈａｅｒｏｃａｒｐａ Ｈａｙａｔａꎻ Ｃ. ｓｕｄｅｔｉｃａ Ａ. Ｂｒａｕｎ ＆ Ｍｉｌｄｅ
ｖａｒ. ｍｏｕｐｉｎｅｎｓｉｓ ( Ｆｒａｎｃｈｅｔ ) Ｃ.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ꎻ
Ｃ. 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ａ Ｇｒｕｂｏｖ.

湖北:神农架林区ꎬ冲坪—老君山ꎬ高山冷杉

林下ꎬ海拔３ ０００ ｍꎬ张代贵 ｚｄｇ７０３６ꎬ２０１１０７２４ꎮ
分布:我国分布于河北、河南、陕西、甘肃、青

海、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台湾ꎮ 国外分布于日

本、印度ꎬ生林下阴湿处或阴湿石上(Ｗａｎｇ ＆ Ｈａｕ￣
ｆｌｅｒꎬ ２０１３)ꎮ 湖北首次记录ꎮ

主要特征:叶片三回羽状ꎬ末回小羽片或裂片

较细ꎬ宽约 ３~ ５ ｍｍꎬ上下两面不具短腺毛ꎻ该种与

同属植物欧洲冷蕨(Ｃ. ｓｕｄｅｔｉｃａ)极其相似ꎮ 但该种

囊群盖上没有头状细微腺体ꎮ 可以此将二者区

分开ꎮ
该种隶属冷蕨属(Ｃｙｓｔｏｐｔｅｒｉｓ)ꎮ 该属在中国分

２８４１ 广　 西　 植　 物 ３８ 卷



注: Ａ. 扇羽阴地蕨ꎻ Ｂ. 耳状紫柄蕨ꎻ Ｃ. 尾头凤尾蕨ꎻ Ｄ. 西藏粉背蕨ꎻ Ｅ. 宝兴冷蕨ꎻ Ｆ. 巢形鳞毛蕨ꎻ Ｇ. 台湾剑蕨ꎮ
Ｎｏｔｅ: Ａ. Ｂｏｔｒｙｃｈｉｕｍ ｌｕｎａｒｉａꎻ Ｂ. Ｐｓｅｕｄｏｐｈｅｇｏｐｔｅｒｉｓ ａｕｒｉｔａꎻ Ｃ. Ｐｔｅｒｉｓ ｏｓｈｉｍ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ｐａｒａｅｍｅｉｅｎｓｉｓꎻ Ｄ. Ａｌｅｕｒｉｔｏｐｔｅｒｉｓ ｓｕｂｖｉｌｌｏｓａ

ｖａｒ. ｔｉｂｅｔｉｃａꎻ Ｅ. Ｃｙｓｔｏｐｔｅｒｉｓ ｍｏｕｐｉｎｅｎｓｉｓꎻ Ｆ. Ｄ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ｓ ｔｒａｎｓ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ｅｎｓｅꎻ Ｇ. Ｌｏｘｏｇｒａｍｍｅ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图版 Ⅰ　 湖北省蕨类植物分布新记录
ＰｌａｔｅⅠ　 Ｎｅｗ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ｆｅｒｎｓ ｉｎ Ｈｕ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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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有 １１ 种ꎬ 分布于东北、 华北、 西北、西南高寒山

地和台湾高山ꎮ 未见该属在湖北的分布记录ꎮ 查

阅国家标本数字平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ｓｉｉ. ｏｒｇ. ｃｎ / )以

及 ＣＶＨ 中国数字标本植物标本馆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ｖｈ.ａｃ.ｃｎ / )ꎬ共发现了两号 ４ 份采自湖北的冷蕨

属标本ꎮ 其中ꎬ鄂 ２８０９ 号植株根状茎粗短、直立

而非细长横走或短而横卧ꎬ这一特点与冷蕨属明

显不符ꎬ而与鳞毛蕨属(Ｄ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ｓ Ａｄａｎｓｏｎ) 较相

似ꎬ应为冷蕨属的误定ꎮ 此外ꎬ还有一号(无采集

号)植物标本因无标本照片及采集地不详不予以

考虑ꎮ 因此ꎬ冷蕨属亦为湖北新记录属ꎮ

５　 鳞毛蕨科 Ｄ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巢形鳞毛蕨　 图版Ⅰ:Ｆ
Ｄ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ｓ ｔｒａｎｓ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ｅｎｓｅ (Ｈａｙａｔａ) Ｈａｙａｔａ

Ｉｃｏｎ. ｉｎ Ｐｌ.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 ４: １８７. １９１４.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
３: ６１７. —Ｐｏｌｙｓｔｉｃｈｕｍ ｔｒａｎｓ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ｅｎｓｅ Ｈａｙａｔａꎬ Ｊ.
Ｃｏｌｌ. Ｓｃｉ. Ｉｍｐ. Ｕｎｉｖ. Ｔｏｋｙｏ ３０: ４２７. １９１１ꎻ Ａｓｐｉｄｉｕｍ
ｆｉｌｉｘ￣ｍａ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Ｓｗａｒｔｚ ｖａｒ. ｎｉｄｕｓ (Ｂａｋｅｒ) Ｃｈｒｉｓｔꎻ
Ｃｔｅｎｉｔｉｓ ｃｏｎｔｉｇｕａ Ｃｈｉｎｇꎻ Ｃ. ｃｒａｓｓｉｒａｃｈｉｓ Ｃｈｉｎｇꎻ Ｃ.
ｃｒｅｎａｔａ Ｃｈｉｎｇꎻ Ｃ. ｄｅｎｔｉｓｏｒａ Ｃｈｉｎｇꎻ Ｃ. ｎｉｄｕｓ (Ｂａｋｅｒ)
Ｃｈｉｎｇꎻ Ｃ. ｓｉｌａｅｎｓｉｓ Ｃｈｉｎｇꎻ Ｃ. ｓｕｂｍａｒｉｆｏｒｍｉｓ Ｃｈｉｎｇ ＆
Ｃｈｕ Ｈ. Ｗａｎｇꎻ Ｃ. ｔｒａｎｓ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ｅｎｓｉｓ (Ｈａｙａｔａ) Ｔａｇａｗａꎻ
Ｃ. ｗａｎｔｓｉｎｇｓｈａｎｉｃａ Ｃｈｉｎｇ ＆ Ｋ. Ｈ. Ｓｈｉｎｇꎻ Ｃ. ｚａｙｕｅｎｓｉｓ
Ｃｈｉｎｇ ＆ Ｓ. Ｋ. Ｗｕꎻ Ｄｒｙｏｐｓｉｓ ｃｏｎｔｉｇｕａ (Ｃｈｉｎｇ) Ｈｏｌｔｔｕｍ
＆ Ｐ. Ｊ. Ｅｄｗａｒｄｓꎻ Ｄ. ｃｒａｓｓｉｒａｃｈｉｓ (Ｃｈｉｎｇ) Ｈｏｌｔｔｕｍ ＆
Ｐ. Ｊ. Ｅｄｗａｒｄｓꎻ Ｄ. ｃｒｅｎａｔａ (Ｃｈｉｎｇ) Ｈｏｌｔｔｕｍ ＆ Ｐ. Ｊ. Ｅｄ￣
ｗａｒｄｓꎻ Ｄ. ｄｅｎｔｉｓｏｒａ (Ｃｈｉｎｇ) Ｈｏｌｔｔｕｍ ＆ Ｐ. Ｊ. Ｅｄｗａｒｄｓꎻ
Ｄ. ｎｉｄｕｓ ( Ｂａｋｅｒ ) Ｈｏｌｔｔｕｍ ＆ Ｐ. Ｊ. Ｅｄｗａｒｄｓꎻ Ｄ.
ｓｉｌａｅｎｓｉｓ (Ｃｈｉｎｇ) Ｈｏｌｔｔｕｍ ＆ Ｐ. Ｊ. Ｅｄｗａｒｄｓꎻ Ｄ. ｓｕｂｍａ￣
ｒｉｆｏｒｍｉｓ (Ｃｈｉｎｇ ＆ Ｃｈｕ Ｈ. Ｗａｎｇ) Ｈｏｌｔｔｕｍ ＆ Ｐ. Ｊ. Ｅｄ￣
ｗａｒｄｓꎻ Ｄ. ｔｒａｎｓ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ｅｎｓｉｓ ( Ｈａｙａｔａ ) Ｈｏｌｔｔｕｍ ＆
Ｐ. Ｊ. Ｅｄｗａｒｄｓꎻ Ｄ. ｗａｎｔｓｉｎｇｓｈａｎｉｃａ (Ｃｈｉｎｇ ＆ Ｋ. Ｈ. Ｓ￣
ｈｉｎｇ) Ｈｏｌｔｔｕｍ ＆ Ｐ. Ｊ. Ｅｄｗａｒｄｓꎻ Ｄ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ｓ ｃｒａｓｓｉｒａｃｈｉｓ
(Ｃｈｉｎｇ ) Ｌｉ Ｂ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ꎻ Ｄ. ｆｉｌｉｘ￣ｍａｓ (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
Ｓｃｈｏｔｔ ｓｕｂｓｐ. ｎｉｄｕｓ ( Ｂａｋｅｒ ) Ｃ.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ꎻ Ｄ.
ｌｅｉｂｏｅｎｓｉｓ Ｌｉ Ｂ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ꎻ Ｄ. ｎｉｄｕｓ (Ｂａｋｅｒ) Ｌｉ Ｂ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ꎻ Ｄ. ｎｏｋｏｅｎｓｉｓ Ｔａｇａｗａꎻ Ｄ. ｎｕ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Ｌｉ Ｂ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ꎻ Ｄ. ｓｕｂｍａｒｉｆｏｒｍｉｓ (Ｃｈｉｎｇ ＆ Ｃｈｕ Ｈ. Ｗａｎｇ) Ｌｉ

Ｂ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ꎻ Ｄ. ｗａｎｔｓｉｎｇｓｈａｎｉｃａ ( Ｃｈｉｎｇ ＆ Ｋ. Ｈ.
Ｓｈｉｎｇ) Ｌｉ Ｂ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ꎻ Ｌａｓｔｒｅａ ｆｉｌｉｘ￣ｍａ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Ｃ. Ｐｒｅｓｌ ｓｕｂｖａｒ. ｎｉｄｕｓ (Ｂａｋｅｒ) Ｂｅｄｄｏｍｅꎻ Ｌ. ｆｉｌｉｘ￣ｍａｓ
ｖａｒ. ｎｉｄｕｓ (Ｂａｋｅｒ) Ｂｅｄｄｏｍｅꎻ Ｎｅｐｈｒｏｄｉｕｍ ａｐｉｃｉｆｌｏｒｕｍ
(Ｗａｌｌｉｃｈ ｅｘ Ｍｅｔｔｅｎｉｕｓ) Ｈｏｏｋｅｒ ｖａｒ. ｎｉｄｕｓ ( Ｂａｋｅｒ)
Ｃ. Ｂ. Ｃｌａｒｋｅꎻ Ｎ. ｆｉｌｉｘ￣ｍａｓ (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ｖａｒ.
ｎｉｄｕｓ Ｂａｋｅｒ.

湖北:神农架林区ꎬ大龙潭ꎬ林下ꎬ海拔 ２ １５０
ｍꎬ张代贵 ｚｄｇ２０２８ꎬ２０１１０７１９.

分布:我国分布于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台
湾ꎬ国外分布于不丹、尼泊尔、印度ꎬ生于密林下

(Ｗ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ꎮ 中国湖北首次记录ꎮ
主要特征:本种原属叉蕨科(Ａｓｐｉｄｉａｃｅａｅ)肋毛

蕨属(Ｃｔｅｎｉｔｉｓ)ꎬ被命名为梵净肋毛蕨(Ｃ. ｗａｎｔｓｉｎｇ￣
ｓｈａｎｉｃａ)ꎬ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将 其 移 入 鳞 毛 蕨 属

(Ｄ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ｓ)ꎬ但轴鳞鳞毛蕨组( ｓｅｃｔ. Ｄｒｙｏｐｓｉｓ)仍然

是鳞毛蕨属具特色的一个组ꎬ其叶轴上沟与侧生

羽轴的沟不贯通ꎮ 在轴鳞鳞毛蕨组中ꎬ本种小羽

片圆头ꎬ孢子囊常生于小羽片的上半部或满布ꎬ因
而不同于组内其它种ꎮ

该种间断分布于我国东部台湾和西南地区ꎬ
实则在湖北及湖南均有分布ꎬ在高海拔山顶针阔

叶混交林下常成片生长ꎮ 该植物叶簇生呈鸟巢

状ꎬ长势极其优美且绿化作用较好ꎬ有着较高的园

林应用前景ꎬ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开发ꎮ

６　 水龙骨科 Ｐｏｌｙ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台湾剑蕨　 图版Ⅰ:Ｇ
Ｌｏｘｏｇｒａｍｍｅ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Ｎａｋａｉꎬ ｉｎ Ｂｏｔ. Ｍａｇ.

(Ｔｏｋｙｏ). ４３:８. １９２９.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３:７６２.２０１３ —
Ｌｏｘｏｇｒａｍｍｅ ｅｎｓｉｆｏｒｍｉｓ Ｃｈｉｎｇꎻ Ｌ. ｇｒａｎｄｉｓ Ｃｈｉｎｇ ＆
Ｚ. Ｙ. Ｌｉｕ (１９８４)ꎬ ｎｏｔ Ｃｏｐｅｌａｎｄ (１９０８).

湖北:神农架林区ꎬ阳日寨湾矿区ꎬ石灰岩峡

谷ꎬ海拔 ４５０ ~ ５００ ｍꎬ张代贵 ｚｄｇ４３６４ꎬ２０１２０３２３ꎮ
分布:中国特有ꎬ分布于四川、重庆、贵州、云

南、台湾ꎬ生林中阴湿处岩石上( Ｚｈａｎｇ ＆ Ｍｉｃｈａｅｌꎬ
２０１３)ꎮ 湖北首次记录ꎮ

主要特征:剑蕨属( Ｌｏｘｏｇｒａｍｍｅ)在神农架种

类不多ꎬ仅 ３ 个种ꎬ而本种是剑蕨属最高大的种ꎬ

４８４１ 广　 西　 植　 物 ３８ 卷



叶片长约 ４０ ｃｍꎻ根状茎簇生ꎻ叶近生ꎬ倒披针形

叶ꎬ上部 ２ / ３ 处较宽ꎬ向下渐狭ꎬ下延覆盖整个叶

柄ꎬ孢子囊群分布于叶上半部ꎬ于近中肋处伸展至

距叶缘 １ / ３ 处ꎬ这些特点均与«中国植物志»中台

湾剑蕨(Ｌ.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描述吻合ꎮ
观赏价值:该植物叶呈阔卵形ꎬ头渐尖ꎬ簇生ꎬ

孢子囊棕色ꎬ分布于叶上端ꎮ 叶形优美ꎬ具较高的

观赏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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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４１１１ 期 谢丹等: 湖北蕨类植物新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