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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距淫羊藿的形态变异式样及描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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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紫距淫羊藿为根据少量栽培个体描述的中国特有种ꎬ狭域分布于湖南省天平山ꎬ自发表以来未见

后续形态学研究ꎮ 为了掌握紫距淫羊藿形态变异式样并为该物种及其近缘种的分类提供依据ꎬ该研究在模

式产地湖南省桑植县天平山ꎬ于花果期开展野外居群的形态观测ꎬ对紫距淫羊藿主要性状进行变异分析以

及形态描述的完善或修订ꎬ并提供了该物种的形态图片资料ꎮ 结果表明:基于野外观测ꎬ紫距淫羊藿主要形

态性状的变异范围均远超出物种发表原始文献的描述ꎬ如株高 １２.０ ~ ６８.０ ｃｍꎬ大幅度高于原始描述的 １２
ｃｍꎻ居群内结节状根茎和细长根茎并存ꎬ且两种类型的个体数量相当ꎻ其余性状ꎬ如叶长、叶宽、花序轴长、花
色等都呈现丰富变异ꎮ 此外ꎬ还补充描述了紫距淫羊藿的果实和种子的性状ꎬ蓇葖果长 ８~ １３ ｍｍꎬ内含种子

２~ １１ 粒ꎬ种子具油质体ꎮ 因此ꎬ分类学描述应重视野外观察ꎬ特别要注意个体间的变异并进行性状分析ꎬ这
是分类研究的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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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的物种概念来自对植物形态变异式样及

其分类学价值的正确且充分理解(徐炳声ꎬ１９９８)ꎮ
观察尽可能多的样本ꎬ充分研究其变异性是分类

研究的基本功( Ｎｏｏｔｅｂｏｏｍꎬ１９９２ꎻ洪德元ꎬ２０１６)ꎮ
由于缺乏广泛的野外居群观察ꎬ对居群水平的变

异缺少了解ꎬ中国的植物区系中大量类群的真实

身份还有讨论余地(徐炳声ꎬ１９９８)ꎬ大量种级水平

的分类学问题有待解决(杨亲二ꎬ２０１６)ꎮ
淫羊藿属(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 Ｌ.)隶属于小檗科(Ｂｅｒ￣

ｂ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ꎬ是分类上争议较多的类群(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ꎻ Ｇｕ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ꎮ 该属目前报道约 ６０
种ꎬ其中 ８５％为中国特有(Ｘ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中国

类群的数量近三十年来迅速增长ꎬ从 １９７５ 年的 １３
种(应俊生ꎬ１９７５)增加到目前约 ５０ 种ꎬ但近一半

的物种为外国研究者命名(徐艳琴等ꎬ２０１４)ꎬ其中

１９ 种为根据栽培于国外的少量栽培个体命名ꎮ 这

些个体无法代表一个居群ꎬ更无法涵盖一个物种

的全部变异ꎬ对性状变异未能进行可靠的比较和

分析ꎮ 由于缺乏对自然生境个体的观察ꎬ导致重

要生物学特性难以得到客观和全面反映ꎬ对物种

的形态变异幅度调查还不够ꎬ对性状的分类学价

值把握不准ꎮ 致使淫羊藿属分类的难点主要集中

在中国类群(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ꎬ ２０１５ꎻ 徐艳琴等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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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ꎮ Ｂｕｃｋ(２００３)明确指出淫羊藿属有些种类

可能过分强调了某些差异ꎬ从而忽视了物种自身

的变异范围ꎮ
对淫羊藿属的分子系统学研究表明ꎬ ＳＳ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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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７ )、 ｍａｔＫ ( Ｄｅ Ｓｍｅｔ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ｒｂｃＬ(Ｇｕ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和 ｐｓｂＡ￣ｔｒｎＨ(Ｇｕ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等广泛应用的 ＤＮＡ 标记和条形码技术ꎬ
均无法满意地解决淫羊藿属物种界定问题ꎮ 形态

学特征与地理分布式样分析却给物种区分提供了

重要依据(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ꎬ ２０１５ꎻ 刘少雄等ꎬ
２０１６ꎻ Ｌｉ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ꎮ 这可能与淫羊藿属存在

自然杂交及基因渐渗有关ꎬ也提示淫羊藿属分类

难题的解决和系统关系的清晰掌握ꎬ首先要进行

足够的性状调查和分析ꎮ
紫距淫羊藿(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 ｅｐｓｔｅｉｎｉｉ)为中国特有

种ꎬ由北京植物园于 １９９４ 年采自湖南天平山ꎬ
Ｄａｒｒｅｌｌ Ｐｒｏｂｓｔ 先将其引种栽培于美国马萨诸塞州

ＨｕｂｂａｒｄｓｔｏｎꎬＭａｓｓ.ꎬ 之 后 栽 培 于 英 国 Ｂｌａｃｋｔｈｏｒｎ
Ｎｕｒｓｅｒｙꎬ Ｋｉｌｍｅｓｔｏｎꎬ Ｈａｍｐｓｈｉｒｅꎬ １９９７ 年 Ｓｔｅａｒｎ
(１９９７)根据英国栽培植株命名ꎮ 尽管 Ｓｔｅａｒｎ 对紫

距淫羊藿的描述相对完整ꎬ但所依赖的样本数量

非常有限ꎬ无法体现个体间变异及变异式样ꎬ且缺

乏果实性状描述ꎮ 此外ꎬ多项研究表明ꎬ不同环境

及移栽会对淫羊藿的生长和形态(如叶长、长宽

比、株高和叶片数量等)产生较大影响(孙超等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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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ꎻ高辉等ꎬ２０１２ꎻ权秋梅等ꎬ２０１２)ꎮ 因此ꎬ开展

自然生境下的调查和形态观测对掌握物种的形态

特征非常必要ꎮ 但是ꎬ该物种自发表以来ꎬ尚未见

相关研究ꎮ ２００１ 年ꎬ«中国植物志»收录紫距淫羊

藿ꎬ对原始形态描述几乎未做修改ꎬ只是将“株高

１２ ｃｍ 或更长( ｆｌｏｗｅｒ ｓｔｅｍ １２ ｃｍ ｏｒ ｍｏｒｅ ｌｏｎｇ)”修
改为“株高约 １５ ｃｍ” (应俊生ꎬ２００１)ꎮ ２００２ 年ꎬ
Ｓｔｅａｒｎ(２００２)在淫羊藿属专著中ꎬ紫距淫羊藿沿用

原始描述ꎮ ２０１１ 年ꎬ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中ꎬ紫距淫羊藿

的性状为 «中国植物志» 相应内容的英文翻译

(Ｙｉ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ꎮ 何顺志(２０１４)在«中国淫羊

藿属植物彩色图鉴»中ꎬ提供了绝大多数物种的彩

色图片ꎬ但紫距淫羊藿只有一幅墨线图ꎬ形态特征

描述完全为«中国植物志»的转载ꎮ 到现在为止ꎬ
所有关于紫距淫羊藿的形态描述其实都仅限于

Ｓｔｅａｒｎ(１９９７)基于少量异国栽培个体的观测ꎮ
关于紫距淫羊藿的分布ꎬ一直被认为狭域分

布于天平山ꎮ 除了模式标本 Ｄａｒｒｅｌｌ Ｐｒｏｂｓｔ ９４０２５５
以外ꎬ检索国家数字标本馆和国内外各大标本馆ꎬ
目前仅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 ＩＭＤ)查询到一份栽培于湖北省恩施市长岭岗药

材场的标本(郭宝林和刘京晶 ０８１２)ꎮ 据标本记

载是由附近移栽而来ꎬ但该分布点暂未得到其他

研究证实ꎬ本研究团队虽在恩施开展过多次淫羊

藿属植物资源调查但未发现有紫距淫羊藿分布ꎬ
恩施分布点有待确认ꎮ 徐艳琴等(２０１６)曾报道紫

距淫羊藿的新分布ꎬ但后续研究发现这两个居群

的形态与紫距淫羊藿存在一些差异ꎬ鉴定存在争

议(待发表资料)ꎬ也有待进一步观察和确认ꎮ 因

此ꎬ紫距淫羊藿目前无争议的分布区仍然仅限于

天平山ꎮ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ꎬ本研究在紫距淫羊藿的模式产

地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天平山林区开展了野外

调查工作ꎮ 对野外植株进行全面观测和分析ꎬ发
现在一些重要分类学形状上ꎬ紫距淫羊藿形态特

征的变异范围远超出原始描述ꎮ 因此ꎬ本文对紫

距淫羊藿的形态学描述进行完善和修订ꎬ并补充

果实和种子的形态描述以及植物形态图片资料ꎮ
本研究结果将为紫距淫羊藿的物种界定、种间关

系研究及其资源利用等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由于花部特征对淫羊藿属植物的分类具有重

要意义ꎬ所以本研究于花果期开展ꎮ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下旬ꎬ在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天平山林区ꎬ调查

紫距淫羊藿的野外居群ꎬ采集植物标本ꎬ记录并拍

摄形态特征ꎮ 腊叶标本存放于江西中医药大学中

药资源植物标本室(ＪＸＣＭ)中ꎮ
１.２ 方法

在居群中选择 ２０ 个开花植株进行形态观测和

统计ꎮ 用卷尺测量株高(茎基部至花序顶端的高

度)和花序轴长ꎬ用直尺测量中间小叶叶长和中间

小叶叶宽ꎬ用游标卡尺测量根茎直径、小花直径和

花梗长、外萼长和宽、内萼长和宽、距长ꎮ 统计花

茎上叶的数量、小花数、结实率(结果数 /小花数)、
果实长度和种子数ꎬ共获得 １７ 个数量性状ꎮ 同

时ꎬ记录花序类型、花茎上叶的着生方式、花序轴

被毛、花梗被毛、叶背毛、花各部分(外萼、内萼、花
瓣和花药)颜色和根茎类型(结节状或细长)等 １０
个质量性状ꎮ

首先ꎬ利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软件统计数量性状的平

均值及标准偏差ꎮ 然后ꎬ计算变异系数(ＣＶ) ＝ 标

准差 /平均数ꎮ 最后ꎬ将本研究观测结果与原始描

述进行比较分析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生境概述

天平山林区为湖南省八大公山自然保护区的

核心区域ꎬ地处武陵山脉北麓ꎬ北与湖北省鹤峰县

交界ꎮ 该区位于云贵高原东侧和鄂西山地南端ꎬ
峰峦林立ꎬ植被丰富ꎮ 该调查居群的地理位置为

１１０°０５′２６″ Ｅ、２９°４６′５９″ Ｎꎬ海拔为 １ ３８０ ｍꎮ 紫距

淫羊藿稀疏分布于约 ３００ ｍ２的狭小区域ꎬ多生于

林缘或灌丛ꎮ 主要伴生植物包括盐肤木 ( Ｒｈ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鹿角杜鹃(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ｌａｔｏｕｃｈｅａｅ)、金
樱子(Ｒｏｓａ ｌａｅｖｉｇａｔａ)、山莓(Ｒｕｂｕｓ ｃｏｒｃｈｏｒｉｆｏｌｉｕｓ)、
灯台莲( Ａｒｉｓａｅｍａ ｓｉｋｏｋｉａｎｕｍ)、鹿药( Ｓｍｉｌａｃｉｎａ ｊａ￣

４５４ 广　 西　 植　 物 ４０ 卷



ｐｏｎｉｃａ)、龙头草(Ｍｅｅｈａｎｉａ ｈｅｎｒｙｉ)、独蒜兰(Ｐｌｅｉｏｎｅ
ｂｕｌｂｏｃｏｄｉｏｉｄｅｓ)、虎耳草(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 ｓｔｏｌｏｎｉｆｅｒａ)、一把

伞南星(Ａｒｉｓａｅｍａ ｅｒｕｂｅｓｃｅｎｓ)、三脉紫菀(Ａｓｔｅｒ ａｇｅｒ￣
ａｔｏｉｄｅｓ)、唐古碎米荠(Ｃａｒｄａｍｉｎｅ ｔａｎｇｕｔｏｒｕｍ)和毛

茛(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ｓ)等ꎮ
２.２ 紫距淫羊藿主要性状的变异式样

２.２.１ 株高 　 紫距淫羊藿的株高变异范围较大ꎮ
株高最小为 １２.０ ｃｍꎬ最高达 ６８.０ ｃｍꎬ平均为 ４４.５
ｃｍꎮ 近半数的个体(９ 个)集中在 ４０. ０ ~ ５０. ０ ｃｍ
之间ꎮ ４０.０ ｃｍ 以下和 ５０.０ ｃｍ 以上的个体分别为

６ 个和 ５ 个ꎮ 株高在个体间整体呈连续变异(表

１ꎬ图 １)ꎮ
２.２.２ 根茎 　 观察到两种根茎类型ꎬ结节状或细

长ꎮ 结节状的 ９ 株ꎬ细长的 ８ 株ꎬ两种类型并存的

３ 株ꎮ 细长的根茎延伸可长达 １９.０ ｃｍꎮ 根茎直径

从 ２.１ ｍｍ 到 ５. ６ ｍｍ 连续变异ꎬ半数的个体( １０
个)集中在 ３.０ ~ ４.０ ｍｍ 之间ꎬ３.０ ｍｍ 以下和 ５.０
ｍｍ 以上 的 个 体 分 别 为 ２ 个 和 ４ 个 ( 表 １ꎬ 图

１ꎬ图 ２)ꎮ
２.２.３ 叶片　 一回三出复叶ꎬ小叶革质ꎬ狭卵形ꎬ先
端急尖至渐尖ꎮ 花茎多为 ２ 复叶对生ꎬ偶 ３ 复叶轮

生或仅 １ 枚复叶ꎮ 幼叶绿色、紫红色或具紫红色

斑块ꎬ紫红色会随叶片长大逐渐变为绿色ꎮ 新叶

(当年生叶片)叶背浅绿色ꎬ疏被细伏毛ꎬ老叶(往
年生叶片)叶背苍白色ꎬ几乎无毛ꎮ 中间小叶叶长

为 ６.８ ~ １３. ５ ｃｍꎬ多集中在 ９. ０ ｃｍ 左右ꎬ叶宽为

２.９ ~ ６.３ ｃｍꎬ多集中在 ４.５ ｃｍ 左右ꎮ 叶长和叶宽

在个体间呈连续变异(图 １)ꎮ
２.２.４ 花部特征　 总状花序ꎬ偶基部 １ ~ ２ 个花梗具

２ ~ ３ 朵小花ꎮ 花序轴仅幼嫩时疏被腺毛ꎬ后几乎

光滑无毛ꎮ 花序轴长为 ８. ２ ~ １５. ０ ｃｍꎬ平均 １１. ４
ｃｍꎮ 近半数的个体(９ 个)集中在 １２. ０ ~ １３. ０ ｃｍ
之间ꎬ个体间呈连续变异(表 １ꎬ图 １ꎬ图 ２)ꎮ 小花

７ ~ １８ 朵ꎬ平均 １１.６ 朵ꎬ多集中在 １０ ~ １３ 朵(表 １ꎬ
图 １)ꎮ 小花花梗密被腺毛ꎬ结果后逐渐变疏ꎬ花梗

长为 １.７ ~ ３.０ ｃｍꎮ 花大ꎬ直径约 ３ ｃｍꎮ 外萼片狭

卵形ꎬ淡绿色至淡绿紫色ꎬ早落ꎬ内萼片狭卵形至

卵形ꎬ１１ ~ １３ × ５ ~ ９ ｍｍꎬ白色至粉紫色ꎮ 花瓣长

于内萼片ꎬ距明显弯曲或稍弯曲ꎬ淡紫色、紫色或

深紫色ꎬ长为 １５ ~ １６ ｍｍꎬ距先端和基部瓣片紫黄

色、浅紫色或紫色ꎬ瓣片边缘黄白色、黄色或紫色ꎬ
高约 ５ ｍｍ(图 ２)ꎮ
２.２.５ 果实和种子 　 果实为蓇葖果ꎬ长为 ８ ~ １３
ｍｍꎬ宿存花柱约 ５ ｍｍꎬ内含种子 ２ ~ １１ 粒ꎬ种子一

端具有白色附属物ꎬ内含油质体(表 １ꎬ图 １ꎬ图 ２)ꎮ
统计 ２０ 个花序的自然结实率为 ０％ ~ １００％ꎬ平均

４２.４％(表 １)ꎮ
２.２.６ 主要性状的变异系数 　 紫距淫羊藿主要数

量性状的变异系数差异明显ꎬ种子数的变异系数

最大(０.４２)ꎬ根茎、小花数和株高的变异系数介于

０.２４ ~ ０.３０ 之间ꎬ花序轴长、中间小叶的叶长和叶

宽变异系数较为接近ꎬ为 ０.１６ ~ ０.１８ꎮ
２.３ 野外观测与原始描述比较

基于 ２０ 个个体的野外形态观测ꎬ本研究结果

与原始文献描述性状存在较大差异(表 ２)ꎮ 整体

而言ꎬ野外观测的形态性状呈现更广泛变异ꎮ 如

原始描述株高“高于 １２ ｃｍ 或约 １５ ｃｍ”ꎬ但野外观

测远高于 １２ ｃｍꎮ 原始描述“根茎细长ꎬ直径 ２ ~ ３
ｍｍ”ꎬ野外观测其根茎结节状或细长并存ꎬ直径为

２.１ ~ ５.６ ｍｍꎮ 原始描述对叶色未做特殊说明(即
为绿色)ꎬ野外观测叶片颜色在幼叶、成叶和老叶

等不同阶段可能有所不同ꎬ幼叶绿色、紫红色或具

紫红色斑块ꎬ长成后逐渐变绿ꎬ老后暗绿色ꎮ 中间

小叶叶长(６.８ ~ １３.５ ｃｍ)和叶宽(２.９ ~ ６.３ ｃｍ)均

远大于原始描述(４ ~ ５ × ２ ~ ３ ｃｍ)ꎮ 叶背被毛特

征受发育阶段影响ꎬ当年生叶背面疏生细毛ꎬ老叶

几乎无毛ꎮ 野外观查小花各部分颜色较原始描述

呈现更丰富的变化ꎬ内萼片白色至粉紫色ꎬ距浅紫

色至深紫色变异ꎮ 花茎上叶的数量及着生方式除

原始描述的 ２ 复叶对生或 １ 复叶ꎬ还观察到有 ３ 复

叶轮生ꎮ 小花数、距长和瓣片高度与原始描述较

为接近ꎮ
２.４ 形态特征补充描述

紫距淫羊藿

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ｅｐｓｔｅｉｎｉｉ Ｓｔｅａｍ ｉｎ Ｋｅｗ Ｂｕｌｌ. ５２(３):
６６２ꎬ Ｆｉｇ. ３ꎬ １９９７ꎻ中国植物志ꎬ２９: ２８３. ２００１ꎻ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１９: ７９３. ２０１１ꎻ中国淫羊藿属植物

彩色图鉴ꎬ９６. ２０１４ꎻＧｕｉｈａｉａꎬ ３６(５): ６１９. ２０１６.
多年生草本ꎬ植株高为 １２ ~ ６８ ｃｍꎮ 根茎结节

状或细长ꎬ直径为 ２.１ ~ ５.６ ｍｍꎬ多须根ꎮ 一回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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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紫距淫羊藿基于野外观测的主要数量性状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ａｉ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ｔｒａｉｔｓ ｏｆ 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 ｅｐｓｔｅｉｎｉｉ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ｉｅｌｄ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统计数值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株高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ｓｔｅｍ
(ｃｍ)

花序轴长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ｃｍ)

小花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ｌｏｗｅｒｓ

中间小叶
叶长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ｌｅａｆｌｅｔ
( ｃｍ)

中间小叶
叶宽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ｌｅａｆｌｅｔ
( ｃｍ)

种子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ｅｅｄｓ

根茎直径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ｒｈｉｚｏｍｅ
(ｍｍ)

结实率
Ｆｒｕｉｔ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

最小值 Ｍｉｎｉｍｕｍ １２.０ ８.２ ７ ６.８ ２.９ ２ ２.１ ０

最大值 Ｍａｘｉｍｕｍ ６８.０ １５.０ １８ １３.５ ６.３ １１ ５.６ １００

平均值 Ｍｅａｎ ４４.５ １１.４ １１.６０ ９.７ ４.７ ６.５ ４.０ ４２.４

标准偏差 ＳＤ １３.３４ １.９１ ２.８９ １.５４ ０.８３ ２.７０ ０.９５ ３０.１４

变异系数 ＣＶ ０.３０ ０.１７ ０.２５ ０.１６ ０.１８ ０.４２ ０.２４ ０.７１

表 ２　 原始描述与野外观测性状的差异比较 (括号中的数值为平均值)
Ｔａｂｌｅ ２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ｎ ｐａｒｅｎｔｈｅｓｅｓ)

性状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原始描述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野外观测
Ｆｉｅｌ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株高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ｓｔｅｍ

高于 １２ ｃｍ 或更高
１２ ｃｍ ｏｒ ｍｏｒｅ ｌｏｎｇ

１２.０ ~ ６８.０ ｃｍ (４４.５ ｃｍ)

根茎
Ｒｈｉｚｏｍｅ

细长ꎬ直径 ２~ ３ ｍｍ
Ｌｏｎｇ ｃｒｅｅｐｉｎｇꎬ ２－３ ｍｍ ｉｎ ｄｉａｍ.

结节状或细长ꎬ直径 ２.１ ~ ５.６ ｍｍ
Ｃｏｍｐａｃｔ ｏｒ ｌｏｎｇ ｃｒｅｅｐｉｎｇꎬ ２.１－５.６ ｍｍ ｉｎ ｄｉａｍ.

中间小叶叶长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ｌｅａｆｌｅｔ

４ ~ ５ ｃｍ ６.８ ~ １３.５ ｃｍ (９.７ ｃｍ)

中间小叶叶宽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ｌｅａｆｌｅｔ

２ ~ ３ ｃｍ ２.９ ~ ６.３ ｃｍ (４.６ ｃｍ)

叶背
Ａｂａｘｉ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ｌｅａｆｌｅｔ

苍白色ꎬ疏生细毛
Ｇｌａｕｃｏｕｓ 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ｓｐａｒｓｅ ｍｉｎｕｔｅ ｐｒｏｓｔｒａｔｅｄ ｈａｉｒｓ

新叶疏生细毛ꎬ老叶苍白色ꎬ几无毛
Ｙｏｕｎｇ ｌｅａｖｅｓ ｗｉｔｈ ｓｐａｒｓｅ ｍｉｎｕｔｅ ｐｒｏｓｔｒａｔｅｄ ｈａｉｒｓꎬ

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ｓ ａｌｍｏｓｔ ｇｌａｂｒｏｕｓ

茎叶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ｅｍ￣ｌｅａｆ

２ 复叶对生或 １ 复叶
２ ｔｒｉｆｏｌｉｏｌａｔｅ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ｒ １ ｔｒｉｆｏｌｉｏｌａｔｅ ｌｅａｆ

２ 复叶对生、３ 复叶轮生或 １ 复叶
２ ｔｒｉｆｏｌｉｏｌａｔｅ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ｌｅａｖｅｓꎬ ３ ｗｈｏｒｌｅｄ

ｔｒｉｆｏｌｉｏｌａｔｅ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ｒ ｏｎｅ ｌｅａｆ

小花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ｌｏｗｅｒｓ

６ ~ １５ ７~ １８ (１１.６)

花序轴长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６ ｃｍ ８.２ ~ １５.０ ｃｍ (１１. ４ ｃｍ)

花梗
Ｐｅｄｉｃｅｌ

３ ｃｍ １.７ ~ ３.０ ｃｍ

外萼
Ｏｕｔｅｒ ｓｅｐａｌ

淡绿色
Ｇｒｅｅｎｉｓｈ

淡绿色至淡绿紫色
Ｇｒｅｅｎｉｓｈ ｏｒ ｇｒｅｅｎ ｍｉｘ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ｕｒｐｌｅ

内萼
Ｉｎｎｅｒ ｓｅｐａｌ

白色ꎬ１３×９ ｍｍ
Ｗｈｉｔｅꎬ １３×９ ｍｍ

白色至粉紫色ꎬ１１~ １３×５~ ９ ｍｍ
Ｗｉｔｈ ｏｒ ｒｏｓｅ ｐｕｒｐｌｅꎬ １１－１３×５－９ ｍｍ

距
Ｓｐｕｒ

淡紫色ꎬ１５~ １６ ｍｍ
Ｐａｌｅ ｐｕｒｐｌｅꎬ１５－１６ ｍｍ

浅紫色至深紫色ꎬ１５~ １６ ｍｍ
Ｐａｌｅ ｐｕｒｐｌｅꎬｐｕｒｐｌｅ ｏｒ ｄｅｅｐ ｐｕｒｐｌｅꎬ １５－１６ ｍｍ

瓣片
Ｌａｍｉｎａ

紫色ꎬ高约 ５ ｍｍ
Ｐｕｒｐｌｅꎬ ｃａ. ５ ｍｍ

紫色ꎬ边缘多少带有黄色ꎬ高约 ５ ｍｍ
Ｐｕｒ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ｙｅｌｌｏｗ ｅｄｇｅｓꎬ ｃａ. ５ ｍｍ

果实
Ｆｒｕｉｔ

— 蓇葖果ꎬ长为 ８~ １３ ｍｍ
Ｃａｐｓｕｌｅꎬ ８－１３ ｍｍ

种子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ｅｅｄｓ

— ２~ １１ (６.６)

６５４ 广　 西　 植　 物 ４０ 卷



图 １　 紫距淫羊藿主要数量性状的个体间变异
Ｆｉｇ. １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 ｅｐｓｔｅｉｎｉｉ ａｍｏｎｇ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复叶基生和茎生ꎬ具 ３ 枚小叶ꎻ小叶革质ꎬ狭卵形ꎬ
长为 ６.８ ~ １３.５ ｃｍꎬ宽为 ２.９ ~ ６.３ ｃｍꎬ先端急尖至

渐尖ꎬ基部心形ꎬ顶生小叶基部裂片圆形ꎬ近等大ꎬ
侧生小叶基部偏斜ꎬ内裂片较小ꎬ圆形ꎬ外侧裂片

较大ꎮ 幼叶绿色、紫红色或具紫红色斑块ꎬ紫红色

随着生长逐渐变绿ꎬ背面浅绿色(新叶)至苍白色

(老叶)ꎬ被稀疏细伏毛至几无毛ꎻ花茎 ２ 复叶对

生ꎬ３ 复叶轮生或仅 １ 复叶ꎮ 总状花序ꎬ偶基部 １ ~
２ 个花梗具 ２ ~ ３ 朵小花ꎮ 具 ７ ~ １８ 朵花ꎬ花序轴长

为 ８ ~ １５ ｃｍꎬ幼嫩时疏被腺毛ꎬ后几乎光滑无毛ꎻ

花梗长为 １.７ ~ ３.０ ｃｍꎬ密被腺毛ꎬ后渐疏ꎻ花大ꎬ直
径约 ３ ｃｍꎻ萼片 ２ 轮ꎬ外萼片狭卵形ꎬ淡绿色至淡

绿紫色ꎬ早落ꎬ内萼片狭卵形至卵形ꎬ１１ ~ １３×５ ~ ９
ｍｍꎬ白色至粉紫色ꎻ花瓣距状ꎬ稍长于内萼片ꎬ明
显弯曲至稍弯曲ꎬ淡紫色、紫色或深紫色ꎬ长为

１５ ~ １６ ｍｍꎬ距先端和基部瓣片紫黄色、浅紫色或

紫色ꎬ瓣片边缘黄白色、黄色或紫色ꎬ高约 ５ ｍｍꎻ
雄蕊长约 ５ ｍｍꎬ不外露ꎬ花丝长约 ０.５ ｍｍꎬ花药黄

色ꎮ 蓇葖果长为 ８ ~ １３ ｍｍꎬ宿存花柱长约 ５ ｍｍꎮ
果实含 ２ ~ １１ 粒种子ꎬ种子具白色油质体ꎮ 花期 ４

７５４４ 期 何益明等: 紫距淫羊藿的形态变异式样及描述修订



Ａ. 花ꎻ Ｂ. 花序ꎻ Ｃ. 花梗ꎻ Ｄ. 果实和种子ꎻ Ｅ. 叶背ꎻ Ｆ. 根茎ꎻ Ｇ. 开花植株ꎮ
Ａ. Ｆｌｏｗｅｒｓꎻ Ｂ.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ꎻ Ｃ. Ｐｅｄｉｃｅｌꎻ Ｄ. Ｆｒｕｉ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ｅｄｓꎻ Ｅ. Ａｂａｘｉ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ｌｅａｆｌｅｔꎻ Ｆ. Ｒｈｉｚｏｍｅꎻ Ｇ.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

图 ２　 紫距淫羊藿的形态特征
Ｆｉｇ. ２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 ｅｐｓｔｅｉｎｉｉ

８５４ 广　 西　 植　 物 ４０ 卷



月ꎬ果期 ４ 月—５ 月ꎮ
产于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天平山ꎬ生于海

拔１ ４００ ｍ 左右的林缘灌丛ꎮ
标本引证ꎬ 湖南:天平山ꎬＰｒｏｂｓｔ ９４０２５５ꎬ１９９７

－４－５ꎬａｌｔ. ４００ ~ １ ０００ ｍ(ＨｏｌｏｔｙｐｅꎬＫ!)ꎻ徐艳琴等

２０１８００３ꎬ２０１８－ ４ － ２４ꎬａｌｔ. １ ３８０ ｍ( ＪＸＣＭ!)ꎮ 湖

北:恩施市ꎬ郭宝林和刘京晶 ０８１２ꎬ２００８ － ４ － １３ꎬ
ａｌｔ. １ ６７０ ｍ(ＩＭＤ!)ꎮ

３　 讨论

本研究基于紫距淫羊藿模式产地(湖南省张

家界桑植县天平山)居群 ２０ 个个体的形态观测和

分析ꎬ较之原始描述ꎬ各性状都呈现出更广泛的变

异ꎮ 差异最突出的性状是株高ꎬＳｔｅａｒｎ(１９９７)描述

“株高 １２ ｃｍ 或更高 ( ｆｌｏｗｅｒ ｓｔｅｍ １２ ｃｍ ｏｒ ｍｏｒｅ
ｌｏｎｇ)”ꎬ«中国植物志» (应俊生ꎬ２００１)和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Ｙｉ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 将其修订为 “约 １５ ｃｍ
(ｃａ. １５ ｃｍ ｔａｌｌ)”ꎮ 但是ꎬ本研究仅观测到一个株

高 １２ ｃｍ 的个体ꎬ其余均远高于此ꎬ最高可达 ６８
ｃｍꎬ平均株高 ４４.４５ ｃｍꎮ 分析其原因ꎬ一方面是由

于原始描述观测的个体数量有限ꎻ另一方面的重

要因素可能是栽培环境改变对性状的影响ꎮ 研究

表明ꎬ淫羊藿属植物栽培后ꎬ其叶片大小和株高等

性状与野生个体存在较大差异ꎬ如巫山淫羊藿栽

培后ꎬ株高仅为野生植株的一半ꎬ叶片明显变小

(孙超等ꎬ２００４)ꎮ 对淫羊藿属近 ４０ 个物种的园地

栽培观测发现ꎬ栽培后植株普遍更矮小ꎮ 提示淫

羊藿属植物准确的形态描述应基于自然生境植

株ꎬ栽培后ꎬ尤其是异国栽培后ꎬ其数量性状可能

发生较大改变ꎮ 因此ꎬ淫羊藿属依据少量移栽至

国外植株命名的物种(１９ 种) (徐艳琴等ꎬ２０１４)ꎬ
均有必要开展自然生境下的形态观察和描述ꎮ 实

际上ꎬ后来研究已经证实ꎬ这其中的多数类群存在

描述不准确、不全面或分类处理欠妥当等问题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ꎻ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ꎻ 刘少雄

等ꎬ２０１６ꎻ Ｌｉ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ꎻ Ｘ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已对

８ 个类群开展了修订或补充描述ꎬ如黔岭淫羊藿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ꎻ Ｘ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直距淫羊藿

(Ｘ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 )、 绿 药 淫 羊 藿 (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ꎻ Ｘ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钟花淫羊藿( Ｌｉ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木鱼坪淫羊藿(刘少雄等ꎬ２０１６)、时珍淫羊

藿(刘少雄等ꎬ２０１６)、强茎淫羊藿 (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和短茎淫羊藿(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ꎮ

紫距淫羊藿原始描述根茎细长( ｌｏｎｇ ｃｒｅｅｐｉｎｇ)
(Ｓｔｅａｒｎꎬ １９９７)ꎬ野外观测其根茎结节状或细长并

存于居群内ꎬ且两种类型的个体数量相当ꎬ甚至有

３ 个个体同时存在结节状和细长两种类型ꎮ 根茎

结节状细长ꎬ曾作为淫羊藿属一个重要的分类性

状ꎬ以往认为淫羊藿不同类群的根茎类型固定ꎬ非
此即彼(应俊生ꎬ２００１ꎻ Ｓｔｅａｒｎꎬ ２００２ꎻ Ｙｉ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ꎮ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观察个体的增加ꎬ
粗毛淫羊藿 (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黔岭淫羊藿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时珍淫羊藿 (刘少雄等ꎬ
２０１６)和腺毛淫羊藿(Ｘ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等类群都已

报道根茎类型在居群间或个体间可能存在过渡和

变异ꎮ 因此ꎬ根茎性状的分类价值不能一概而论ꎬ
不同类群应区别对待ꎮ

在紫距淫羊藿的狭域分布区内ꎬ尽管仅观察

到 ２０ 个开花植株ꎬ但本研究依然发现了较明显的

花色变异ꎮ 本研究中ꎬ内萼片从白色到粉紫色变

异ꎬ距从淡紫色、紫色到深紫色变异ꎬ基部瓣片紫

色ꎬ先端多少有一圈黄白色至黄色的边缘ꎮ Ｓｔｅａｒｎ
(１９９７)的原始描述仅记载了白色内萼片和紫色花

瓣ꎬ为本研究结果的子集ꎮ 根据 Ｓｔｅａｒｎ(２００２)紫距

淫羊藿的彩色图版ꎬ其瓣片为纯紫色ꎬ是本研究没

有观察到的变异ꎮ 暗示个体在相当程度上能反映

物种的性状ꎬ但不能完全代表物种ꎬ只有足够多的

样本观测才能获得物种较完善的性状变异幅度

(陈家宽和王徽勤ꎬ１９８６ꎻ徐炳声ꎬ１９９８)ꎮ 此外ꎬ本
研究结果还说明淫羊藿属植物的花色变异可能普

遍存在ꎬ这与作者前期的研究结果一致(Ｘ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关于果实性状ꎬ本研究在模式标本上有较完

整的果实ꎬ但 Ｓｔｅａｒｎ ( １９９７) 未进行描述ꎬ原因不

详ꎮ 本研究中ꎬ选择花果期进行调查ꎬ对果实性状

进行补充描述ꎮ 蓇葖果长为 ８ ~ １３ ｍｍꎬ宿存花柱

长约 ５ ｍｍꎮ 果实有 ２ ~ １１ 粒种子ꎮ 关于淫羊藿属

植物的果实类型ꎬ不同文献有不同描述ꎬ主要观点

有蒴果和蓇葖果ꎮ «中国植物志» (应俊生ꎬ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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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Ｙｉ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均描述其为蒴

果(ｃａｐｓｕｌｅ)ꎮ 石旭等(２０１０)对 ７ 种淫羊藿属植物

进行解剖和观察后ꎬ将该属果实类型修订为蓇葖

果( ｆｏｌｌｉｃｌｅ)ꎮ 不同版本的«药用植物学»教材也认

为淫羊藿属植物为蓇葖果 (谈献和和王德群ꎬ
２０１３ꎻ刘春生ꎬ２０１６)ꎮ 本研究仔细观察紫距淫羊

藿果实性状ꎬ具 １ 心皮、边缘胎座ꎬ为蓇葖果ꎮ
虽然大量淫羊藿属的分类研究已开展ꎬ但仍

然存在较多问题ꎬ根本原因是近半数物种的命名

是依据少量异国栽培植株ꎬ大多数物种缺乏广泛

深入的性状调查ꎬ各类群性状变异幅度、变异式样

和分类价值的研究不够ꎮ 在样本数量不足的情况

下ꎬ即使是一个连续的变异式样也会呈现间断的

形式ꎬ连续变异性状中的若干子集ꎬ可造成分类上

的困难甚至错误(徐炳声ꎬ１９９８)ꎮ 变异是生物界

最基本的特性之一ꎬ只有对性状的变异规律和变

异模式分析到位ꎬ才能正确判断性状的分类价值ꎬ
才有合理的物种划分(洪德元ꎬ２０１６)ꎮ 如果要认

识性状变异的规律ꎬ评估其在类群划分中的价值ꎬ
就应充分重视“居群”概念ꎬ准确理解和处理物种

内的个体变异和变异幅度 (陈家宽和王徽勤ꎬ
１９８６)ꎮ 尽可能进行覆盖类群分布区的居群样本

分析ꎬ这是分析性状变异的前提(徐炳声ꎬ１９９８ꎻ陈
家宽ꎬ２０１６)ꎬ也是解决淫羊藿属这类困难类群分

类问题的前提和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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