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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蜘蛛抱蛋属一新记录种——合瓣蜘蛛抱蛋 

许为斌1，黄俞淞l'2，叶晓霞1，2，刘 演1* 

(1． 广西植物研究所，广西 桂林 541006；2．广西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摘 要：首次报道中国蜘蛛抱蛋属一新记录种——合瓣蜘蛛抱蛋 Aspidistra conTlata H．一J，Tillich，该种与辐花 

蜘蛛抱蛋 A．subrotata Y．Wan et C．C．Huang相似，但叶片长椭圆形至长卵状椭圆形，花被顶端 8～1O裂，裂片线 

形，顶端联合不分开，形成一个笼状包围着雌蕊可与后者区别。凭证标本存放于广西植物标本馆(I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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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idistra connata H．一J．Tillich，a newly recor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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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distra(Ruscaceae)from ChinasDecles ot AS ptdtstra ceae[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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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lin 541006，China；2．College ofLi Sciences，GuangxiNormal University，Guilin 541004，China) 

Abstract：Aspidistra connata H．-J．Tillich is reported as a new record tO China．It is related tO A．subrotata Y．Wan et 

C．C．Huang，but differs in its leaf blades oblong-elliptic tO ovate-elliptic，corolla lobes 8--10，lineate，connate at tips and 

forming a cage around the pistil．The voucher specimens are stored in Herbarium of Guangxi Institute of Botany(I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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蜘蛛 抱蛋 属 (Aspidistra Ker—Gaw1．)自 1822 

年建立以来，种类在不断的增加 ，特别是近 3O年 ，在 

中国和越南发现 了大量的新类群 ，目前该属已知 93 

种(Tillich，2008b)，分布 于 中 国(60种)、越南 (38 

种)、日本(2种)、泰国(2种)、老挝(1种)、印度(1 

种)和马来西亚(1种)等地，我国的华南、西南地区 

和越南北部是该属的分布和分化中心。广西壮族自 

治区是我国蜘蛛抱蛋种类最多的省份，已知共有 39 

种，其中 27种为广西特有(Li，2004)。随着研究的 

不断深入，仍然有一些新种和新记录被发现。 

作者 2005年在一次中越边境石灰岩地区植物 

考察 时 ，发 现 一 种 蜘 蛛 抱 蛋 属 Aspidistra Ker- 

Gaw1．植物，当时未见开花，将其引种于桂林植物 

园，该种于 2007年 11月开花，发现其花的柱头与辐 

花蜘蛛抱蛋 A．subrotata Y．Wan et C．C．Huang相 

似，但是该种的花瓣裂片顶端联合，形成一个笼状包 

围着雌蕊，这种现象在国产蜘蛛抱蛋属从未见过。 

通过对 国内外 蜘蛛抱蛋属相关文献和标本的研究 

(Chen，1982；Wan，1984，1987；Huang，1986；Wei， 

2000；Li，2002，2004；Tillich，2005，2006，2007， 

2008a)，发现该植物是中国首次记录到的物种 As— 

pidistra connata H．一J．Tillich，现报道如下： 

Aspidistra connata H．-J．Tillich in Fedds Rep- 

ertorium 116(5～6)：318，Fig．2C，D．2005． 

合瓣蜘蛛抱蛋 新拟 图 1 

多年生常绿草本。根状茎近圆柱形，匍匐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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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合瓣蜘蛛抱蛋 

Fig．1 Aspidistra connata H．一J．Tillieh 

面上 ，直径 6～12 mm，具节和鳞 片。叶单生 ，彼此 

相距 8～20 mm，叶片长椭圆形至长卵状椭圆形，长 

20~30 cm，宽 5～8 cm，腹面光滑，绿色，有时具有 

白色斑点，中脉柔弱不粗壮，次级脉很纤细；顶端渐 

尖，基部楔形至阔楔形，稍不对称；叶柄长(18)25～ 

50(60)Cm，粗 2～5 mm，具纵 沟纹 。花单 生 ，紫红 

色，长 15～25 1Tim，直径 15~25 mm，先端裂片 8(～ 

1．植株；2．花；3．花的纵切面。 

1．habit；2．flower；3．flower in 1ongitudina1 section． 

1O)裂，裂片线形，顶端联合，形成一个笼状包围着雌 

蕊，两侧边缘反卷，外侧具有紫红色和白色相间的花 

斑，内侧紫红色。花冠简宽杯状，直径约 10 mm，高 

4～5 mm；雄蕊 8枚，生于花冠筒近基部的地方，花 

丝长约 5～10 mm，花药卵球形 ，长约 2．5 mm；雌蕊 

长 14417 miTt，子房不膨大；柱头极膨大 ，蘑菇状半 

球形 ，直径 12～17 mm，高 12～15 1TI1TI，明显高于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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蕊，上表面光滑，具有紫红色和白色相间的花斑。花 

期 11月～ 次年 2月。 

China(中国)，Guangxi(广西 )：Guilin(桂林 )， 

Guilin Botanical Garden(桂林 植物 园)，transplan— 

ted from Daxin(大新)county，Xialei Natural Re— 

serve(下 雷 自然 保 护 区)，growing in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 on slopes of limestone hills， 

alt．560 rll，2007-11-26，W ．B．Xu 07101(IBK)；the 

same locality，2009—2—12，W ．B．Xu 09035(IBK)。 

分布：中国：广西 ；越南 ：嘉莱 一昆蒿省(Gialai- 

Kontum)。中国新记录。 

合瓣蜘蛛抱蛋 Aspidistra connata与辐花蜘蛛 

抱蛋A．subrotata相似，但不同在于该种的叶片长 

椭圆形至长卵状椭圆形，花被顶端 8～10裂，裂片线 

形，顶端联合不分开，形成一个笼状包围着雌蕊。 

致谢 德国路德维格一马克西米利安大学生物 

系Hans-Juergen Tillich博士提供世界蜘蛛抱蛋属 

最新资料，广西植物研究所朱运喜先生制作图版，特 

致诚挚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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