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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千斤拔属植物的初步研究

韦 裕 宗
( 广西植物研究所

,

桂林 5 4 1。。 6 )

摘要 本文叙述了千斤拔属名的拉丁学名的变换和研究情况
,

并研究该属植物国产种的分类
、

地理分布及其特点
。

进而对该属植物的习性和苞片
、

花序
、

花私叶等诸器官演化趋势作初步探讨
,

并对该属 5个类群之间可能的演化关系
、

属的起源
、

分布巾心和迁移路线等问题提出初设想
。

关键词 千斤拔属 ; 分类 ; 地理分布 ; 演化趋向 ; 分布中心

一
、

属的研究历史

回顾历史
,

过去使用 F l e二 ni 娜 a 作植物拉丁属名共有 4 次
,

每次所指均有所不 同
,

比

较混乱和复杂
,

其 中以 F el 。 如娜 a R o x .h 出现的就有了 3 次
,

但每次出现均为其他学者 代

为发表
。

第一次是在 1 5 0 5年
,

其为 F l e m `n g `a R o x b
.

e x R o t t l
.

(N
e u e S e h r i f t

·

G e S
·

N e -

ut
r f

.

F r
.

:4 20 2 1 80 3
.

附有简单的形态描述
,

其后被作为爵床科 (A ac n 七h ac ea e) 老 鸦 咀

属 (T h u n g b e r 夕i a R e t z 1 7 7 6 ) 的异名 , 第二次是在 18 1 2年
,

即为现在的豆科 (L e g u m i n o -

as e) 植物
,

当时 A it
.

发表了 6 个新种而建立起的新属
,

后被置于豆 科 属 下 经 常 加 以 讨

论
,

即 F l
e m i n夕`a R o x b

.

e x A i t
·

(H o r 七
·

K
e w ed

·

1 1
·

4 : 3 4 9
·

1 8 1 2 ) 后来成为正式保留

名 ; 第三次使用是在 1 5 3 1年
,

F l
e 。 ` n 夕`a R o x b

·

e x
W

a l l
.

(L i s t
.

N o
.

4 3 6 1
.

1 5 3 1
.

) 为裸

名
,

以 F l
e 切 i n g i a o i r g a t a H e r b

.

R o x b
.

作为龙胆科 (G e n t i a n a o e a e
)

,

C a n s e o r a d i f f
-

us a (L ) R
.

B r
.

的异名形式出现
。

除上述外
,

另一次出现相同的属名为 F l e阴`。娜
a H u n 七er

是在 1 8 0 2或 1 8 0 3年提出
,

但直到 19 0 9年才发表
,

而 H u n t e r 的 F l e二 i n 夕`a 这 个 属 名 是从

P e n a n g 描述茜草科 (R u b i a c e a e
) 类群那里得来的

,

显然是乌口 树 属 (T a r e o n a G a e r t h
·

(1 7 8 8 ) 的异名
。

综观上述
,

第一次 1 8 0 3年 R ot tl e 发表的 F el m ni 梦 a 无效
,

第三
、

第四次发表的 又 分

别属于爵床科和茜草科植物
,

只有第二次
,

即 18 12 年发表的 F el m细 g ai R o x b
.

e x A i七
.

.f

才是有效所指
。

当时和其后都得到不少著名学者所接受并引用
,

在不少的国家和地区的植 物

志和有关书籍中采用
。

然而除上述 F el 阴 l’n 娜 a R o x b
.

的异名外
,

其次于 18 12 年
,

尚出现 L uo er a J
.

8 七一
H i l a i r e ,

于 B u l l
.

5 0 0
.

P h i l o m
.

P a r i s 1
.

3 ( 5 )
: 1 9 5

.

1 8 1 2
.

发表时
,

错误地写成
“
L u o -

r e a " ,

作 为 M
o g h a n `a J

.

S t 一H i l a u r e 的 异名
,

其后 已改正为 L o u r e a ,

但是 L o u r e a

J
.

St 一H i al ir e
是无效发表

,

因为它为较早的豆科中有效属 L uo er a N ec k er ( 1 7 9 0) 所 代

替
。

另在 1 8 1 3年还发表了属于同一个属的两个新属名
,

其一为 M
o
加

a 。 她 J
.

St 一H i lai er
,

J o u r
.

B o七
.

A g r i o
.

z : 6 2
.

2 8 2 3 ( F
e b r u a r y )

,

引作属的模式种为H
e d y s a r u o s r r o b i l i f

e r u m

L
.

= F l e m f n 夕蓄a s t r o b i l` f
e r a ( L

.

) R
.

B r
. 。

其二为 O s t r 夕o d 。̀ m D e s v a u x
, o P

.

c i t
.

1 :

本文承蒙李树刚教授提出宝贵意见
,

作者借此敬表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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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1 1
.

18 3 1(Ma ro h
.

)
,

后者同样 以 H
e d 夕 s a r “ m s r r o b` l` f

e r : m L
.

作为 属 的 模

式
,

从时间上看 M
o g h a n ` a J

.

S 七一 H i l二 i r e 比 O s t r y o d i u m D es v a u x 早发表一个月
。

按

优先律原则
,

它在 1 8 9 1年经讨论作为合适的属名
,

随即被不少学者所接 受
。

而 K u n t ` “ 首

先接受了 M
o g h a ” i a J

.

S t 一H i l a i r e
这个属名

,

并将 1 6个种由 F l e 。 ,̀ g ` a R o x b
.

e x A i七
.

转 入 M o 夕h a n云a J
.

S t一 H i l a i r e 属 (R e v
.

G e n
.

P I
.

1 : 1 9 9
.

1 5 9 1
. ,

虽然 K u n t z e
抛 弃

了 F l e 川`n g s a R o x b
.

e x A i t
.

( 1 5 1 2 )
,

但并不是 因为那是一个不 同的而且较早的F l
e 。 `n g ` a

R o x b
.

e x R o t t l e r
( 1 8 0 3 )

,

而是他考虑到豆 科 的 F l e , i” g i a R o x b
.

e x A i t
.

属 发 表 于

2 8 14年
,

而不是 2 8 22年
,

因此认为 M
o 夕h a n i a J

.

S t一H i l a i r e 为优先
。

2 9 4 4李惠林 (A m e r
·

J o u r
.

B o t
.

3 : 2 2 4一 2 2 8
.

) 进一步将 2 2种从 F l e 。 `
n 夕葱a R o x b

.

e x A i七
.

引入
,

而致使 M
o -

g h a n i a J
.

S t 一H i l a i r e 种数近 4 0种
,

继后在不少中外著作中常出现 M
o g h a n `a J

.

S t 一H i l
-

ai r e 作为千斤拔属的学名
。

1 9 6 5年由 A l i 正式提议以 F l e 。 ,̀ 娜 a R o x b
.

e x A i t
.

( 1 8 1 2 ) 作为对 F l e用 i凡 g i a

R o x b
.

e x R o t 七1
.

( 1 8 0 3 ) 和 L o u r e a J
.

S t一H i l a l r e
( 2 8 22 ) 的保留名

,

并以 F
.

s t r i e t a

R o x b
.

ex Ai 七
.

作 为 后 选模式
,

但被国际种子植物委员会否决
。

直至 1 9 7 0年再次由V el v a

.E R u d d
.

提出将它作为保留名
,

其理由为 F el 。 `。娜 a R o x .b e x A it
·

已曾被使用一个 多

世纪
,

很少出现与其他科属造成混乱
,

即使 ” 混乱 ” 亦多以异名出现
,

其后经 由国际种子植

物命名委员会讨论通过
,

并指定该属后选模 式 ( L
e o t o t y p e

) 种为 F I
。 。 i n 夕i a s t r o b i l` f

e r a

( L
.

) Ai 七
.

f
.

其基名为 H
e d y : ar u 二 : 行 o6 订 i f er 。。 .L

,

从此这个千斤拔属的学名才得到稳

定
,

得到植物学界广泛确认和应用
。

过去我国出版的植物学书刊 中亦常用 M 口如 na ai J
.

凯一

H i al i r 。 ,

现应改用 F l
e m `, 夕 i a R o x b

·

e x A i t
·

二
、

属的形态特征

灌木或亚灌木
,

稀为草本
, 茎直立或蔓状

,

叶为指状 3 小叶或为单叶
,

下面常有腺点 ;

托叶宿存或早落
; 小托叶缺

。

花序腋生或顶生
,

总状或复总状花序
,

或为小聚伞花序包藏于

贝状苞片 内
,

复再排成总状或复总状花序
,

稀为圆锥花序或头状花序 , 苞片 2 列
,

小 苞 片
-

缺
,

尊管 5 齿裂
,

裂片狭长
,

下面 1 枚最长
,

尊管短 , 花冠伸出曹外或内藏
; 雄蕊两体 9 十

1
,

对着旗瓣 1 枚离生
,

其余合生
,

花药一式 , 子房近无柄
,

有胚珠 2 颗
,

花柱丝状
,

无 毛

或基部略被毛
,

柱头小
,

头状
。

英果椭圆形
,

膨胀
,

果瓣内无隔膜
,

有种子 1 一 2 颗
,

种子

近圆形
,

无种阜
。

三
、

分类概要

( 一 ) 分种检索表

1
.

叶为单叶
,

小聚伞花序包藏于宿存的贝状苞片内 ( 1
.

聚伞花组 Sec t
.

O st
r y o d ui m D es c

.

)
。

2
.

叶圆心形
,

长与宽近相等
,

幼枝
、

叶柄
、

叶下面密被棕色绒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墨江干斤拔 F
.

hc a p par H a m
.

e x B e n t .h

2
.

叶与上述不同
。

3
.

叶较小
,

宽1
.

5一 2
.

5厘米
,

基部楔形 ; 贝状苞片宽1
.

8一2
.

2厘米

2
.

河边千斤拔 F
.

f l o m in a l i s C
.

B
.

C l a r k e e x P r a 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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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叶较大
,

通常宽在 3 厘米以上
,

基部微心形或圆形 ; 贝状苞片宽 2 一 4
.

6厘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球穗千斤拔 F
.

s rt oh 山 f er a ( Li n n
.

) A it
.

.

叶具指状 3 小叶或单叶 ( 仅锥序千斤拔 ) 花无贝状苞片
。

4
.

花排成总状花序
、

复总状花序或圆锥花序 ; 苞片较小
.

早落或宿存
。

5
.

圆锥花序具明显总花梗
,

花序轴纤细 ; 花较小
,

长 4 一 7 毫米
,

排列较稀疏或仅密集于分枝的
.

七

端 ; 托叶常宿存 ( 2
.

疏总锥花组 S e e t
.

C h a l a r i a W i g h t e t A r n
.

)
。

6
.

叶为单叶
.

卵状心形或阔椭圆状心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

锥序干斤拔 F
.

p a n ic ul a at W al l
.

e x B e n t h
.

6
.

叶为 3 小叶
。

了
.

嫩枝被灰色短伏毛
,

花序被灰色绒毛或腺毛 ; 顶生小叶倒卵形至倒卵状长椭圆形
,

侧生小叶

斜椭圆形
,

叶面侧脉多少下凹
,

下面密被黑褐色小腺点 ; 苞片线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

细叶千斤拔 F
.

l ine at
a ( L ni

n
.

) R o x b
.

e x A it
.

了
.

嫩枝和花序密被金黄色
、

基部膨大的长腺毛和灰色绒毛 ; 顶生小叶椭圆形
,

侧生小叶斜椭圆

形
,

侧脉在叶面不下凹
,

下面密被红褐色小腺点 ; 苞片卵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

腺毛千斤拔 F
.

g l u ti n os a ( P r ai n ) Y
.

T
.

W ei et 5
.

L e e

5
.

总状或复总状花序无明显总花梗
,

花序轴粗壮 ; 花较大
,

通常长 8 毫米以上
,

排列较紧密而均匀
.

8
.

直立灌木 ( 3
.

密总锥花组 S e e t
.

F le m i n g i a 、 t r u
m D C

·

)
。

9
.

小叶大
,

长21 一 34
.

5厘米
,

宽6
.

5一 1 0
.

5厘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了
.

长叶千斤拔 F
.

st ri ct a R o x b
.

e t A it
.

9
.

小叶较上述短小
,

长不及 20 厘米
。

10
.

小叶宽 4 一 10 厘米 ; 侧脉不下凹 ; 叶柄 长 3 一 13 厘米
。

11
.

嫩枝三棱形
,

密被灰褐色开展的长茸毛 ; 顶生小叶椭圆形至倒卵形
,

宽 4 一 8 厘米
,

两

面密被柔毛

… … 8 b
.

海南千斤拔F
.

l a t i f o l ia B e n t h
.

v a r
.

h a in a n e n s is Y
.

T
.

W
e i e t s

·

L e e

n
.

嫩枝近圆形或三棱形
,

密被伏贴柔毛
。

12
.

植物体各部 ( 尤其花尊 ) 密被锈色绒毛
,

苞片椭圆形至椭圆状披针形
,

长 了一 10 毫米
,

先端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

宽叶千斤拔 F
.

lat if ol ai B e n t .h

1 2 植物体各部密被灰色或灰褐色多少伏贴柔毛或丝质柔毛 ; 苞片卵形至近三角形
,

长 4

一 5 毫米
。

13
.

叶柄长 3 一 6 厘米
,

具狭翅 ; 小叶两面除脉
.

上外
,

通常无毛 ; 总状花序较长
,

不密

集成团 ; 花警长 4 一 8 毫米
,

被丝质柔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9
.

大叶千斤拔 「
.

m a cr o p hy “ a (W il dl
.

) P r ai n

13
.

叶柄长 6 一 13 厘米
,

无翅 ; 小叶两面密被柔毛
,

尤以下面为甚 ; 总状花序较短
,

长

约 3 厘米
.

3一 6个簇生于叶腋
,

花与花序密集成团 ; 花曹长 1
.

5一 1
.

7厘米
,

密被粗

长伏毛
· · · · · · · · · · · ·

… … 1 0
.

动捧干斤拔 F
.

m e n g P e n g e n s is Y
.

T
.

W
e i e t 5

.

L e e

10
.

小叶宽 1
.

6一 4 厘米
,

侧脉多少下凹 ( 尤其嫩叶 )
; 叶柄长 1

.

5一 4 厘米
,

稀更长
。

14
.

小枝具明显皮孔 ; 小叶下面密被绒毛
。

17
.

幼枝
、

叶下面密被灰色至灰褐色绒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
.

云南千斤拔 F
.

w al “ hc ii W gi h t et A r n
.

17
.

幼枝
、

小叶两面密被棕色绒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

绒毛千斤拔 F
.

g ar 卜a m ai n a
W gi h t et A r n

.

14
.

小枝无明显皮孔 ; 小叶下面除脉上被毛外
,

无毛或近无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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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3 1
.

贵州千斤拔 F
.

k wi eco h wn ei s sT a n g exy
·

1 1卷

T
.

W
ei et 5

.

L e e

8
.

蔓性亚灌木或蔓延状草本 ( 4
.

蔓茎组 S e et
.

R h yn eho sio id e sBa k
·

)
。

5 1
.

小叶较长
.

椭圆形或卵状披针形
.

长 4一 7厘米
,

宽 1
.

7一 3 厘米 ; 托叶线状披针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14
.

千斤拔 F
.

Ph 川 ip Pi n ne si s M er r
.

et R ol ef

15
.

小叶较短
,

长圆形或近倒卵形
,

长 1 一 5 厘米
,

宽。
.

5一 2
.

5厘米 ; 托奸卵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
.

矮千斤拔 F
.

p r o c u m如 n s R o x .b

4
.

花排成头状花序 ; 苞片大
,

革质
,

宿存
,

披针形至卵状披针形
.

长 1
.

5厘米
,

宽 0
.

5厘米
,

具细脉纹
,

先端长渐尖
.

两面及边缘密被白色长柔毛 ( 总苞组 S e
ct

.

L e p记。 c o m a J u n g h
.

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6
.

总苞千斤拔 F
.

i nv ol 此 r at a B e n t h
.

( 二 ) 分种 简述
:

组 1
.

聚伞花组 S e e t
.

O s t r y o d i u m D e s c
·

i n J o u r n
·

B o t
·

1 : 1 1 9
·

t
·

4
·

1 5 1 3 ;

B a k e r i n H o o k
.

f
.

F I
.

B r i t
.

`
I n d

.

2 : 2 2 C
.

1 8 7 6
.

叶为单叶 , 花小
,

聚伞花序包藏于宿存的贝状苞片内
,

以此复再排成总状或复总状花

序
。

1
.

皿江千斤拔

F l e m i n g i a e h a p p a r H a切
.

e x B e n 七h
·

i n M i q
·

P I
·

J u n g b
.

2弓4
·

1 8 5 2 : B a k e r

i n H o o k
.

f
.

F I
.

B r i t
.

I n d
.

2 : 2 2 7
.

1 8 7 6 ; T hu o n i n A u b r
ev

.

F I
.

C a
m b

.

L a o s e七

V i己t n
.

1 7 : 1 4 1 1 9 7 9
.

— M o g h a n i a c h a p p a r (H
a m

.

e x B en 七h
.

) K u n t z e
,

R e v
.

G e n 。
P I

.

1: 1 9 9
.

1 8 9 1
.

云南
:
小动养

。

海拔 800 一 17 00 米
。

印度
、

缅甸
、

泰 国
、

老挝
、

柬埔寨亦有分布
。

2
.

河边千斤拔

F l e饥 i n g i a f l u m i n a l i s C
.

B
.

C l a r k e e x P ar i n i n J o u r n
.

A s i a t
.

S o e .

B e p g a

66 ( 2 )
: 4 3 8

.

1 5 9 7
.

— M
o 夕h a ” i a f l

。二` n a l`
s

(C
.

B
.

C l a r k e
) H

.

L
·

L i i n A二 e r .

J o u r n
.

B o t
.

31
: 2 2 5

.

1 9 4 4; 中国主要植物 图说一
一豆科 7 0 3

.

图6 8 2
.

1 9 5 5
.

云南
: 蒙 自

、

西双版纳
、

文山 , 四川 , 广西
:
田林

、

百 色 , 广东
:

广州
。

海拨 2 00 一 1 5 80

米
。

印度
、

缅甸
、

老挝
、

越南亦有 分布
。

作草药
,

治风湿关节痛
,

用 25 一 50 克
,

煎汤服 用
。

3
.

球林千斤拔 ( 海南植物志 )

F l e m i n g i a s t r o b i l i f e r a ( L i n n
.

) A i t , H o r t
.

K e w
. e d

.

2
,

4 : 3吐9
.

1 8 1 2 ;
W i g h t

,

I e
.

P I
.

I n d
.

O r .

1 : t
.

2 6入 r Pe
r .

1 9 6 3
·

— H e d夕s a r . o s 才r o b i l i f
e r u m L i n o

.

S P
.

P I
·

1 0 5 3 ; B a k e r i n H o o k
.

f
.

F I
。

B r i t
。

I n d
。

2 : 2 2 7
。

1 8 7 6
-

— H
.

b r a e t e a t u m R o x 卜
。

F I
.

I n d
.

记
.

2
,

3 : 3 5 1
.

2 8 5 2
.

—
F l e 水 i n g i a b r a c f e a t a W i g h t

,

1 0
.

P l
.

I n d
.

O r .

1: 2 6 5
.

1 8 4 0 ; P r a i n i n j o u r n
.

A , i a t
.

S o o
.

B e n g a 1 66 ( 2 )
: 4 3 7

.

1 8 9 7
·

—
F

.

f
r u t` c u

l
o s a w

a l l
. e x

B e n t h
.

i n P I
.

J u n g h
.

2 4 5
.

1 5 5 2
.

— F
. s t r o b` I i f

e r a (L i n n
.

) A i t
.

f
.

v a r .

f
r 。 才̀ e o l o s a

Ba k e r s n H o o k
.

f
.

F I
.

B r i t
.

I n d
.

2: 2 2 7
.

2 8 7 6 :

一
一
F

. s t r o b` I i f
e r a

(L i n n
.

) A i t
.

f
.

v a r .

b r a e r e a t a Ba k e r i n H o o k
.

f
.

F I
.

B r i t
.

I n d
.

2: 2 2 7
.

1 87 6 : G a g n Pe
.

i n L o c o功 t e ,

F I
.

G ` n
.

I n d一o h e n e Z : 2 9 6
.

1 9 1 6
.

— M
o 夕h a ” i a s t r o b`l i f

e r a
( L i n n

·

) S 七一 H i l a i r e .

e x J a c k s .

I n d
.

K
e w

.

2 : 2 5 2
.

1 5 9 4 ; 中国主要植物 图说— 豆科 70 6
.

图 6 5 5
.

1 9 5 5 , 海

南植物志 2 : 3 2 2
.

1 9 6 5 ,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2
: 5 0 9

.

图 2 7 4 8
.

1 9 7 2
.

一一 M
.

b r a c t e a 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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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x o b
.

)H
.

L
.

L i in Am
e r.

J o u rn
.

Bo 七
·

31 :5 2 2
·

9 1 4 4 :中国主要植物图说
-

一
豆科

7 04
.

图6 8 4
.

29 5 5
.

— M
·

f
u r才̀ eu lo sa ( W

a l l
· e` B en 七 h

·

) W
a n g et 乳

n g于中国主要植

物图说一豆科 7 03
.

图G 8 3
.

19 5 5
.

云南
:

麻栗坡
、

动腊
、

文山
、

西双版纳
、

富宁
、

镇康
、

耿马
、

龙陵 , 广 西
:

平 乐
、

都

安
,
贵州

、

广东
、

海南
、

福建
、

台湾
。

海拨 2 0 0一 1 5 80 米
。

印度
、

缅甸
、

斯里兰卡
、

马 来 西

亚
、

印度尼西亚及菲律宾亦有分布
。

全株作草药
,

有止咳祛痰
、

消热除湿
、

补虚 壮 筋 骨 之

效 , 治高热不退
、

感冒
、

风湿关节炎
、

痛经等
。

组 2
.

疏总锥花序组 S e“
·

C h a l a r i a
W i g h七 e七 A r n

.

p r o d r
.

F I
.

p e n
.

I n d
.

O r
.

1: 2 4 2
.

1 8 3 4
。

直立灌木
。

叶为 3 小叶或单叶
,
苞片小

,

脱落 ; 花为圆锥花序或总状花序
,

花在序轴上

排 列较稀疏或 密集于分枝顶端
。

4
.

锥序千斤拔

F l e m i n g i a p a n i e u l a t a
W

a l l
. e x B e n t h

.

i n M i q
.

P I
.

J u n g h
.

2 4 5
.

1 5 5 2 ; B a k e r

i n H o o k
。

f
.

F I
.

B r i t
.

I n d
.

2 : 2 2 7
.

1 8 7 6 ; T h u o n i n A u b r 6 v
.

F I
.

o a m b
。

L a o s e t

V i e t n
.

17 : 1 4 6
.

1 9 7 0
.

— M
o 夕h a ” i a P a n ` c u l a才a (W么11

. e x B e n t h
·

) K u n t z e ,

R e v
·

G en
.

P l
。

1
: 1 9 9

.

1 8 9 1
.

云南 : 西双版纳
。

海拔 3 00 一 800 米
。

印度
、

缅甸
、

泰国
、

老挝亦有分布
。

5
.

细叶千斤拔 ( 云南种子植物名录 )

F l e m i n g i a I i n e a t a ( L i n n
.

) R o x b
. e x A i t

.

H o r t
.

K e w
.

喊
.

2
,

4: 3 5 0
.

1 8 1 2 :

R o x b
.

F I
.

贾n d
.

苏: 3 4 1
.

1 8 32 ; B a k e r i n H o o k
.

.f F I
.

B r i t
.

I n d
.

2
: 2 2 8

.

1 8 7 6; 台湾植

物志 3: 2 8它
.

1 9 7 7
,

— H
e d 少s a r u 川 11拐

e a 宕u 脚 L i n n
.

S p
.

P I
.

1 0 5 4
.

1 7 5 3
.

— M
o g h

-

a n i a l ”̀ e a f a K u n t z e ,

R e v
.

G e n
.

P I
.

1: 1 9 9
.

1 8 9 1
.

云南
:

西双版纳 ; 台湾南部
。

海拔 2 00 一 1 0 0 0米
。

斯里兰卡
、

缅甸
、

泰国
、

印度尼西亚
、

’

马来西亚
、

澳大利亚北部亦有分布
。

6
.

腺毛千斤拔

F le m i n g i a g l u t i n o s a ( P r a i n ) Y
.

T
.

W
e i e t 5

.

L e e i n G u i ha i a s ( 3 )
: 1 6 9

.

1 9 8压
.

—
F

.

11” e a f a R o x b
.

v a r .

9 1
“ 才̀” o s a P r a i n i n J o u r n

.

A s i a 七
.

5 0 0
.

B en g a l 66

rZ )
: 4 3 8

.

1 5 9 7 ; T h u d n i n A u b r 6v
.

F I
.

C a
m b

.

L a o s e t V i色t n
.

17 : 1 4 5
.

1 9 7 9
.

云南
:

西双版纳
、

景洪
、

麻栗坡
、

蒙自
、

普洱
、

车里
、

金平 , 广西 : 龙州
。

海拔 2 5 0 ~
-

1 0 0 0米
。

缅甸
、

泰国
、

老挝和越南亦有分布
。

组 3
.

密总锥花序 S e o t
.

P l em i n g i a s t r u m D C
.

P r o d r .

2 : 3 5 1
.

2 52 5 : B a k e r i n

H o o k
.

f
.

B r i七
.

I n d
.

2 : 2 2 8
.

1 8 7 6
.

直立灌木
。

叶为指状 3 小叶
,

花为腋生近穗状总状花序 , 苞片线形或披针形
,

脱落 , 花

在花序上排列较为稠密
。

7
.

长叶千斤拔

F lem i n g i a
,

s t r i e t a R o x b
. e x A i t

.

H o r t
.

K e w
.

ed
.

2
,

4: 3选9
.

1 8 1 2 : B a k e r i n

H o o k
,

f
.

F I
.

B r i t一I n d
.

2: 2 8 8
.

1 8 7 6: T hu d n i n A u b r 6 v
.

F I
.

C a m b
.

L a o s e t V i 己七n
.

17
: 1 4 8

.

19 7 9
·

一 M
o 夕h a o i a s 才r i c才a 你 o x b

· e X A i t
·

f
·

) K u n t Z e ,

R e v
·

G e v
.

G o n ,



1,s 广西植 物 21卷

…
找



{ { { { } } } } } { { { } { } {
aC

}
一一

一

丁
一

万曰
一

下一厂{
一

一

下丁
一

丁
一

l万百布下
下一
一
下

一

「不下丁 {丁
一 }

一

可
一

丁「可两一作
厂可丁可可万 -而万万布节卞卞书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目叫, , 叫, 叫~ ~ ~ , ~ ` 向.̀ . `
.

一
恤
~

一一

- -
` ~

一
`
二~~ ~

一
~

上一匕匕土土上工 } J J ) 川 } 1
。

} } } { } } {可一厂不刃丁下下
厂丁丁万一万下卞丁 } { } } } } } 卜

厂下下下可可寸寸才布广沛洲分林
不丁下下丁

一

下下可丁万口!下百下可叶〕
一

飞
-

厂可刀一厂丁丁
一厂万下丁下丽有万亡

万丁可可一下下
一

曰一门下下卞卞仁
下下下下

~

口一下下下丁下万丽一)万汀
万丁丁万刃门万下口勺卞有卞仁卞
叮可一厂万下下下丁一广有布有寸二仁
下丁下下丁丁

一

有
一广下内布仁声信

一丁刃一万
一

丁刃一厂巨下卞布了亡亩仁
于可一下丁一下下)万一万下下丁仃可万产
一

门一厂下口一万厂厂万丁吓可可寸
二寻万下叮一万抓- 厂石丫一了万一下—

门 - 一产「

一
一万

一一了一一不不户下一下一一下州, 卞一一布
~

下刃布

—
二份 :l

二
.

{, {叹 {二 }
.

受 {曰 }之
’

到昌 !关}
_、

}乞 }旧陀 }夕 }六

1111 … { !
+

{
+++

{ { { } 1 1 … { j卜川 { 卜卜
11111 … {{{{{

+++

…
+

! !!! 11111 工〕
_ _

{到
_

} 卜卜
)))))))))))))))))))))))))))))))))))))

{ }}}}}}}}}}}}}}}}}}}}}}}}}}}}}}}}}}}}}}}}}}}}}}}}}}}}}}}}}}}}}}}}}}}}}}}}}}}}}}}}}}}}}}}}}}}
{{{{{

}}}}} }}}}} } }}} }}}
_
一

}
一

下闰
一

{ 卜卜
))))))))))))))))))))))))))))))))))))))))))))))))) }

+

{{{ {{{ 1
+

1
.

! … { } { } } } } {
卜卜

III J { … ……………

!!! 111 } { { { { {{{ {{{ 1 } } { { 1
·

} { } { 1 }
。。

{{{ !!! } ! } {{{ } 1 } {
_

} 4 厂厂 1 { } { { 1
··

{{{ {{{ … } ))))))) } } }}} } } {{{ { { } { } {
二二

111 } 1 { { {{{{{{{ 1 { }}} ! { }}} 1 { 1 { 」 1
;;;

}}}
+

} } } } {{{{{ 】
+

} } { {
一

1 1 1 } 1
+

11
+

}}}
{{{ }

+

{ { { {{{{{ 《 } } } } { } {
+

} 川
+

} }
;;;

111 } { 1 { 111 { 1 … } 】 { 】 1 】) 】} { }}}
』000

}}} } 1 { } } } 1 } { } } { { 1 …{ } { 1 }}}
, 叫叫

}}} } { i } } } } } } { } } ) { { { 自{ }}}
卜 ...

}}}}} 1 { { { { }}} ) } } { } } { }}} { } {{{
p ,,

11111 !
+

{ 1 } }
、

{{{ { 1 } }
+

{
+

1
+

1}}} { } }}}
巴巴

{{{{{{{ 1 ! } { ! { { 1 } ! { { { }}} { 1 1
,

{{{
{{{{{{{ } } } } } 1 } { { } { { ! } { } 1

,

卜 {{{

{{{{{ 1 ! } } } } } } { { { { { ! { 1} } 】
N

}}}

}}} } 1 { { ! 1 } 1 1 { } } 1 } } 1 川 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口 ...

((((((( { 一一

111 } } { } {{{ } { { 1 { 1 ! } { { 1 { } 1
一

!!!

……} } ) … } } { { { { { 1 { } } } 1{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
}}}

11111 { 下! { { { { } { 111 { { ! } 川 卜 {
’’

】】111 {{{ 一1 } { { {
_

} }}} 1 { { 111 11 1
?
}}}

IIIII 刀刀 浦浦山
.

日日 勺勺

能能
OOO 占竺竺

lll OOO 心心
lll EEE lll

1崖崖
月月

{嗜嗜
l 口口

)))
:…
;;;

:

}
.

:::

…季季…
、、之之 口口

二叫叫 O 口口
。

仍仍 足 共共拭吕吕
的的

菩蓦蓦国国
OOO 闺闺 口口 入入

, . 闷闷闷 口口口 口口口
l 「口口1 1岭岭 } 撅撅 } 劝口口七七日日目目

·

蓦尝尝
Q 之之 宕若若若

勿勿

遥渗渗
鲁誉誉

鬓鬓
OOO 国国 电电 讨讨讨 昙昙昙

:

遥遥遥
’

庄庄
) } 七七

}葺葺} 绷绷··

笋笋
妇妇

逆:::
洲叫叫

喊日日日
欲欲

·

雪毖
...

扮 洲洲

套旧旧 七七 OOO 、 口口 口口口
,

铂
洲洲洲

毕 99999
.

} 电电: l mmm ,
1粤粤{葬葬...

三县县 口口 目目
忿
冈冈冈冈 灿灿

; 嗯呈呈
七。。 司司 试试 台台 城落落

灼灼灼 仍仍仍 魂渭渭渭
’

IQQQ
,

l认认 l 半半 }舌舌

经经之之 七七
试李李

勺 公公公公 灿灿灿 曰之 口口
城666

会会 谈谈谈 勺勺勺 QQQQQ 拭葺葺葺
.

…虔虔
`

}之之
.

!冲冲 1色色户户节节 口口口 灿灿灿灿 兑兑兑 , 。

日日日 星石石
勺勺勺 OOOOO OOOOOOOOO

卜

{霖霖
`

1 000 }画画 }皿皿OOO 勺勺 `搜搜搜 口 曳曳曳曳 蕊蕊蕊 晓确 口口口 城书书
芬芬芬 `̀̀ `̀̀̀̀̀ l p 刀刀 ! 祥祥 ! 冲冲劫劫劫劫劫 城 轴轴轴轴 切 日日日 卜,,,, OOOOO 铂铂铂 , 气间间间间间间

卜

刀 `口 。 , 月月月月

甘甘甘甘甘 城己己己己 城吕吕吕
口闷闷闷闷 认浦浦浦

,

心心心 成安安安安安安
I 口口口口

OOOOOOOOOOOOOOO 1口口口口口口

城节节节
蕊蕊蕊 气 护护护护护护 1卜

.

归归归归
333333333333333

O JJJJJJJJJJJ C ,,, t ` 一一一
O ,,,,,, .

卜卜卜卜......................... 幼,,,
勺
~ 川川川川川川川川

}器器器器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
一`

.

。。。。。。。。。。。
............................. , 悯 NNNNNNNNNNNNNNNNNNNNN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

OOOOO闷闷闷闷闷闷闷闷闷闷闷闷闷 O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门



广 西 植 物 1 1卷

1: 19 9
。

189 1
。

云南
:耿马

。

海拨 15 0 0一 2 0 0 0米
。

印度
、

泰国
、

老挝
、

越南
、

柬埔寨
、

印度尼西亚
、

菲

律宾亦有分布
。

8
.

宽叶千斤拔 阔叶千斤拔

F l ent in g ia la t if o l ia B en t h
.

in M i q
.

P I
.

J un g h
.

2 4e
.

15 2 5 :G a gn P e
.

in L 匆。 -

mt e
,

P I
.

G ` n
·

I n d一C h i n e Z : 2 9 9
.

i g i e
.

—
F

.

oc
, 夕e s t a v a r

.

l a 才i f
o
l i

a

Ba k e r i n

H o o k
。

f
。

P I
.

B r i t
。

I n d
。

2 : 2 2 9
.

1 8 7 6
.

云南
: 西双版纳

、

富宁
、

西畴
、

景东
、

屏边
、

思茅
、

镇康
、

峨山
、

澜沦
、

文山
、

动连 ,

广西 :
隆林

、

凌云
。

海拨 1 40 0一 2 7 3 0米
。

印度
、

缅甸亦有分布
。

s b
.

海南千斤拔
v a r .

h a i n a n e n s i. Y
.

T
.

W
e i e七 5

.

L e e i n G u ih a i a s ( 3 )
: 1 6 9

.

1 9 8 5
.

— 材口 -

夕h a n i a f e r r “ 9 1” e a a u e t
.

n o n G r a h
.

e x B e n t h
. :

海南植物志 2: 3 1 1
.

1 9 6 5
·

9
.

大叶千斤拔 千肋拔

F l e m i n g i a m a e r o P h y l l a (W i ldl
.

) p r a i n i n J o u r n
.

A s i a t
.

5 0 0
.

B ne ga l 6 6 ( 2 )
:

4 4 0
.

1 8 9 7
,

i n n o t a ; M e r r .

i n P h i l iP
.

J o u r n
.

S e i
.

B o 七
.

5 : 1 3 0
.

1 9 1 0 ; T hu a n i n A u -

b r 6 v
.

P I
.

o a m b
.

L a o s e t V i e t n
.

17 : 2 5 2
.

1 9 7 9
.

—
C r o 才a la r ` a 沉 a cr o P h夕 lla W i ldl

·

SP
·

P I
.

3: 9 5 2
.

1 5 0 0
.

—
F le m `件g ` a c o ” g 仑 s 亡a R o x b

.

ex A i t
.

f
.

H o r t
.

K we
.

.ed 2
,

4 : 5 4 9
.

1 5 1 2
.

— 对。 g h a n ` a m a c r o p h y l la (W i l ld
.

) K u n t z e
,

R e v
.

G e n
.

p l
.

1 : 1 9 9
.

1 8 9 1 ; 海南植物志 2: 3 1 0
.

1 9 6 5 , 中国高等植 物图鉴 2: 5 1 0
.

图 2 7 5 0
.

1 9 7 2
.

广西
:
德保

、

隆林
、

那坡
、

百色
、

凌云
、

阳朔
、

平乐
、

平南
、

藤县
、

博 白
、

龙 州 , 广

东
: 阳江

、

紫金
、

惠阳
、

肇庆
、

台山 , 四川 :
米易县 , 云南

:
屏 边

、

景东 , 贵州
、

江西
、

海

南
、

福建
、

台湾
。

海拨 2 00 一 1 7 0 0米
。

印度
、

缅甸
、

老挝
、

越南
、

柬埔寨
、

马来西亚
、

印 度

尼西亚亦有分布
。

根供药用
,

能祛风活血
,

强腰壮骨
,

治风湿骨痛
。

1 0
.

翻娜千斤徽

F l e m i n g i a m e n g P e n g e n s i s Y
.

T
.

W
e i e七 5

.

L e e i n G u i h a i a s ( 3 )
: 1 6 7

.

1 9 8 5
.

云南
: 动捧

。

海拨 2 0 0一 3 0 0米
。

n
.

云南千斤拔 滇千斤拨

F l e nt i n g i a w a l l i e h i i W i g h e t A r n
.

p r o d r .

1 : 2 4 2
.

1 8 3 4 ; B a k e r i n H o o k
.

f
.

F I
.

B r i t
.

I n d
.

2 : 2 2 9
.

1 5 7 6
.

— M o 夕h a n ` a 切 a i l i
e h` i (W i g h t e七 A r n

.

) K u n t : e ,

R e v
.

G e n
.

1: 1 9 9
.

1 5 9 1 : 中国主要植物图说 — 豆科
,

7 1 0
.

1 9 5 5
.

—
F l

e m i ” 夕i a 夕“ n ” a n -

“ 5 15 P r a n o h
。

P I
。

D e l a v
。

1 8 5
.

1 8 8 8
.

云南
:

姚安
、

耿马
、

景东
、

消西
。

海拨1 4 0 0一 1 9 0 0米
。

印度
、

缅甸
、

老挝
、

越南亦有分

布
。

12
.

故毛千斤拔 密花千斤拔

F le m i n g i a g r a h a m i a n W i g h t e七 A r n
.

P r o d r .

1: 2 4 2
.

1 8 3 4 : B a k e r i n H o o k
.

f
.

F I
.

B r i七
.

I n d
.

2 : 2 2 8
.

1 8 7 6 : T h u Q n i n A u b r

柳
.

F I
。

o a m b
.

L a o s e t V i己七n
.

17 :

1 5 3
.

1 9 7 9
.

一书
。 g h a n i a 夕r a h a m i a n

(W i g h t e七 A i七
·

)
’

K u n t z e ,

R e v
.

G e n
.

1
: 1 9 9

,

尽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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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

普耳
、

怒江
。

海拔 1 5 0 0一 2 0 0 0米
。

印度
、

缅甸
、

老挝
、

越南亦有分布
。

1 3
.

资州千斤拔

F l emin g ia k w ei eho wn e si日 T a n g et W
a n go x Y

.

T
.

W
ei et 5

.

L e ein G u i ha la

5 (3)
:16 5

.

9 1名乐
.

-

贵州
;

一

云南
:

屏边
、

砚山
。

海拔 3 00一 1 5 0 0米
。

组 4
.

蔓茎组 日 eo t
·

R h yn c ho , i o id e s B a k er i n H o o k
.

f
.

F I
.

B r i t
.

I n d
.

2 : 2 3 0
.

1 8 7 6一
蔓延状亚灌木或蔓延状草本 , 叶为指状 3 小叶

,

苞片小
,

脱落
。

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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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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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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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o u r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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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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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4 4 : 海南植物志 2, 3 1 1
·

1 9 6 5; 中国高等植物图

鉴 :2 5蒸今
、
图 2 7 4 9

·

1 9 7.2

一 .M 少 os tar af Wa
n g “ Ta ng 于中国主要植物图说一

豆科 7 0入 1 9 5 5 ; n o n F le m i n g f a p r o s t r a t a R o x b
.

F I
.

任n d
.

3: 3 3 8
.

1 8 32 : 侯宽昭
,

广
州植物葱 361

.

19 56
.

“
·

广西 : 区内各地 , 广东
:
乐昌

、

翁源
、

英德
、

阳山 , 海南
:
感恩 , 湖南

: 宜章 , 云南
:

富宁 , 四川 , 贵州 , 江西 , 福建 , 台湾
。

海拔 50 一 5 00 米
。

菲律宾亦有分布
。

供药用
,

有 祛

风除湿
,

舒筋活络
、

强筋壮骨
、

消炎止痛作用
。

巧
.

翔千斤拔

F le m i n g ia P r o e u m b e n s R o x b
.

F I
.

I n d
.

3 : 3 3 8
.

1 8 3 2 ; T hu o n i n A u b r

铆
.

F I
.

o a m b
.

L a o s e t V i 己七n
.

17 : 1 5 0
.

1 9 7 9
.

— 材。 g h a n i a P r o e u m b
e ” s

(R o x b
·

) W
a n g e t

T a n g
,

于中国主要植物图说 — 豆科 7 0 7
.

1 9 5 5
.

云南
:

耿马
、

潞西
。

海拔 1 4 0 0一 2 0 0。米
。

印度
、

老挝
、

越南亦有分布
。

组 5
.

总苞组 S e o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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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 e i s e 3 3 8
.

1 8 4 5 ; B氏k e r i n H o o k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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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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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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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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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8 7 6
.

直立灌木
,

叶为指状 3 小叶 ; 花为密圆头状花序
,

由大而革质苞片围绕
,

状如菊科头状

花序
。

16
.

总苞千斤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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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8 9 1
.

云南
: 耿 马

、

动腊
、

易武
。

海拔2 00 一2 0 0 0米
。

印度
、

缅甸
、

泰 国
、

老挝
、

越南
、

印 度

尼西亚
、

菲律宾亦有分布
。

四
、

地理分布

1
.

水平分布 :
该属植物约39 种

,

分布在我国南部及西南部
、

印度半岛
、

中南半岛及东

南亚一些国家
,

少数种分布到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热带非洲
。

我国产16 种及 1 变种
,

印度产



2 0 2 广 西 植 物 11卷
1卷

一
一

一
— 一

一 -

一

一
, -

一一
一一

.

一
-

、

一一
~

~

- ~ ~ ~ 一
一

~

安
尸叮、

南,
、

’

、
八 护

气伪读 孩

`

入或资
】 、

亏
产

’

、 从

欲 河
、

.

、
、

。

一
。

k洲

.

气 ` 厂 山 `

“
一 ”

》 哭厂
厂、 1 1

盆游

川 养万
莽

` 代

翰
甸

、叫洲心

`̀户尹;劝
夕

尸一
.̀ .

/
华掩N
r

州争听ǎ
、

、月街侧卜

嘴

诊称
,/汀

图 1 千斤拔属 F 肠 。 `。娜 a 在中国的分布

F ig
.

1
.

T h e d i3 t r ib u t i o n o f F le川 f” g f a R o X b
.

e x A i t
.

i n C h i n a

墨江千斤拔 F le口 in g ia c a p p a r,

+
球德千斤拔 F

.

s t r o b i li f e r a ,

一 细叶千斤拔 F
.

l in e a t a ,

O 长叶千斤拔 F
.

s t i c t a ,

口 大叶千斤拔 F
.

m a e r o p五y l l
a ,

应 云南千斤拔 F
.

节 a
ll i

e h i i,

玫
贵州千斤拔 F

.

k ,
e i e h

o w e o s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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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种
,

缅甸 16 种
,

泰国 n 种
,

老挝 10 种
,

越南 8 种
,

孟加拉和印度尼西亚各 7 种
,

菲律宾和

澳大利亚各 6 种… … ( 见地理分布表 )
。

本属在我国分布在北纬 18
。

至 30
“ ,

东经 98
。

至 12 1
。

之

间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

北至湖北
、

四川
,

南至海南
,

东至台湾
,

西至云南
,

其中云南有 16

种
,

贵州 4 种
,

四川 3 种
、

湖北
、

湖南各 1 种
,

广西 6 种
,

广东
、

海南和福建各 3 种
,

江西

2 种
,

台湾 4 种
。

这些国产种中
,

分布最广的是千斤拔 F
·

p hi tl’ p :P’ ne ns si
,

分布于 n 个省

( 区 )
,

其次是大叶千斤拔 F
.

o ac or P h刃al
,

除湖北
、

湖南外的 9 个省 ( 区 ) 均产之
。

国

产种以云南省最多
,

密度最大
,

依次为广西
、

贵州
、

广东
,

台湾
、

海南
、

四川
,

分布规律是

从西向东和向南发展
。

2
。

垂直分布
:

从图 2 看出
,

本属疏总锥花组海拔分布偏低
,

只分布在 1 0 0 0米以 下
,

而

密总锥花组
、

蔓茎组
、

总苞组通常偏高
,

一般分布在 1 5 0 0一2 0 0 0米中海拔地段
,

个别种如宽

叶千斤拔可达 2 7 0 0米
,

而聚伞花组则介于高
、

低两组之间
。

此外
,

值得提出的是
,

属内有近

i / 3 的种
,

其分布的海拔高度变化幅度较大
,

它们适应生境较广
,

较强
,

分布于2 00 一 1 6。。

米之间
,

除疏总锥花组和蔓茎组外
,

聚伞花组和密总锥花组各有 2 种
.

总苞组 1 种
,

它们分

别是河边千斤拔
、

球穗千斤拔
,
大叶千斤拨

、

宽叶千斤拔 , 总苞千斤拨等
。

3
.

与邻近地 区间区系的关系
。

在我国该属植物与邻近地区 ( 国家 ) 间有着广 泛 的 联

系
,

与印度和缅甸的共有种均为 13 种
,

老挝 10
,

越南 8
,

因此我国与这些国家间植物区系的

种相似性指标分别为
:

印度 62 %
,

缅甸 6 8%
,

老挝 62 %
,

越南 50 %
,

可见我国千斤拔属植物

与邻近地区区系关系较为密切
。

4
。

种 的分布地域狭窄
。

在我国该属不少种类其分布区狭小
。

如墨江千斤拔
、

锥序千斤

拔
、

长叶千斤拔
、

劲捧千斤拔
、

绒毛千斤拔
、

总苞千斤拔
、

矮千斤拔和云南千斤拔等 8 种仅

产于云南
,

占国产种 5 0% , 其次为腺毛千斤拔
、

宽叶千斤拔
、

贵州千斤拔
,

仅为两个省 (区 )

所共产
,

即云南分别与广西或贵州或四川所共有 , 为 3 个省 ( 区 ) 所共产的有河边千斤拨
、

球穗千斤拔等 2 种 ; 为 6 个省 ( 区 ) 以上所共有的则只有大叶千斤拔和千斤拨 2 种
。

5
。

种 高度集中
。

种分布地域狭窄
,

但相当集中又是另一特点
。

如上所述
,

国产种分布

地域狭窄的种均分布于云南
,

然而分布较广的种亦同样为云南所有
。

如全国共 16 种 及 1 变

种
,

除 1 变种外
,

云南全产之
,

该属的 5 个组全部在这里出现
。

为该属种类分布的强烈集中

地和交汇点
,

可谓云南为国产种现代分布中心
。

又基于半数以 上分布于西双版纳一带
,

故又

充分显示和说明了它偏热带性
。

6
.

地理代替现象
。

本属植物地理代替现象虽不很明显
,

但仍可看到
。

如在 密总锥花组

中
。

形态较为相似的动捧千斤拔和贵州千斤拔分布于较低的海拔
,

在较高的海拔上则为其近

缘种云南千斤拔和绒毛千斤拔所代替
, 在第四组蔓茎组中

,

千斤拔分布在海拔 50 一 5 00 米
,

而

在较高的海拔上则由其近缘种矮千斤拔所代替
。

五
、

形态特征的演化趋势

笔者通过对本属大量标本的研究和鉴定
,

化趋势大体如下
:

1
。

习性
:

本属有大灌木
、

灌木和草本型

木一 - ) 草本型
。 2

·

茸片
:
本属苞片有线形

,

并综合文献记载
,

认为本属植物的形态特征演

( 含蔓茎状灌木 )
,

其演化趋势大灌木一一) 灌

披针形和叶状 , 草质和革质 , 宿存和脱落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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苞片大
,

可保护花不受外 界损害
,

可谓对环境适应的结果
,

其演化趋势苞片小
一

今苞片大 ,

草质书革质 , 宿存升脱落
。

3
·

花序
:

本属有总状花序
,

圆锥花序
,

聚伞花序和头状花

序等诸多类型
,

无疑
,

其 中总状花序较为原始
,

头状花序最为进化
,

圆锥花序和聚伞花序则

介于二者之间
,

在圆锥花序与聚伞花序之中
,

后者较前者为进化
。

4
.

叶 : 属中有指状 8 小

叶和单叶两种
,

其演化趋势
,

指状 3 小叶一一 ) 单叶
。

5
·

花
:

在鉴定和研究大量的标本中发

现
,

各类群的花各部未发现明显变化
,

故其相关关系意义不大
,

但发现花的长短和大小略有

区别
,

另在 同一种花序类型 中
,

花在序轴上排列疏密度有所不同
,

其演化趋势为花长
~

` ) 花

短 , 花较大型 一今花较小型 , 花在序轴上排列密集
一

一今在序轴上排列稀疏
。

根据以上对各个性状的分析和综合
,

笔者认为千斤拔属的 5 个组中
,

属于大 灌 木
、

灌

木
,

叶为指状 3 小叶
,

总状花序
、

苞片小
,

花较大
,

并在花序轴上排列较为稠密的密总锥花

组 S eo 长 F l em i n g ai s tr u m 较为原始类群
,

至少可说该组在本属中保留着较多的原始 性 状

的类群
。

相反地
,

花为头状花序
、

苞片大
、

革质
、

宿存的总苞组 S eo 长 L Pe i d 00 0 m a
为较高

的进化类群
。

基于这样认识
,

还可进一步设想
,

该属的演化是在密总锥花组上沿着两个进化

枝 进 行 演 化
: 其一是从密总锥花组中一部分演 化到疏总锥花组 S eo .t O h al ar ai

,

再由疏总

锥花组演化到蔓茎组 S eo 七
.

R h y n o h os i oi d es , 其二进化干
,

从 密总锥花组中的另一部 分 演

化到聚伞花组 S Oe 七
·

0 5衍 y o d i u m 由聚伞花组再演化到总苞组 S eo t
.

L Pe i d 00 0 m
a
这个较高

类群
。

六
、

分布及其迁移的初步设想

在云南
,

尤其在其西南部地区种类丰富
,

共产 16 种
,

约占全属种类 41 %
,

为该属种类分

布最集中地
,

故笔者认
,

它可能是该属的分布中心
,

又鉴于它拥有原始类群较多
,

月拥有从

最原始到最进化类群的全部类型
,

故很可能又是该属起源中心
。

滇西南植物区系
,

属华夏植

物区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这与众多学者所认为华夏地区是个古陆
,

最有可能是被子植物发源

地的观点相一致的
。

印度种类虽多于我国 2 种
,

其中含有 5 个特有种
。

然而从地质史上看
,

印度陆块在侏罗

纪末或 白坐纪初从非洲分离时
,

非洲还没有被子植物
,

只具有非洲古生代的以舌羊齿 G I。卜

的Pt er i , 为代表的植物区系
,

当印度陆块在印度洋向北漂移直至新生代
,

距今六千五百万年

前同亚洲大陆相撞后连成一体时才受到华夏植物区系的影响
,

在第三纪
,

南亚地区已有了繁

茂的植物区系
,

豆科植物亦已出现
,

显然
,

印度陆块受到亚洲植物区系的影响比从非洲带给

印度陆块的影响大
,

故不会是该属植物的起源中心
。

滇茜南为该属的现代分布中心和起源中心
,

该地区的不少种类又为邻近国家所共有
。

显

然
,

这是扩散与迁移的结果
。

据初步设想
,

其主要路线有 3 条
: 1

.

向西及西北方向沿着横

断山脉
、

喜马拉雅山脉扩散到印度东北部
、

北部和西北部
,

其后有一支进入非洲
,

另一支南

下经印度中部
,

南部
,

直至斯里兰卡
。

此线在印度北部地区种类较多
,

约达 10 种
,

这些种类

全与我国共有
,

中部和南部地区种类相对较少
,

约各为 8 种
,

大部又与北部为共有
,

斯里兰

卡仅有 3 种
,

它们均与印度南部所共有
,

这说明
,

两地间联系之密切
,

该属植物取道印度到

达斯里兰卡
。

沿着该干线邻近国
,

如不丹
、

孟加拉
、

尼泊尔都分布有不同数量的种类
。

2
。

向东南亚
、

大洋洲方向扩散
.

即由中心地向南和西南扩散到中南半岛各国 ( 缅甸
、

老挝
,

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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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

越南
、

柬埔寨 )
,

继后进入马来西亚
、

印度尼西亚
、

菲律宾
,

乃至大洋 洲
。 3 .

在 中

国
,

于本中心地向东和东北方 向延伸到贵州
、
四川和中南诸省 ( 区 ) ( 广西

、

广东
、

海南
、

湖南
、

湖北
、

江西 )
,

直至华东的福建和台湾省
。

致使该属植物地理分布成为现在的格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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