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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翠柏属(柏科 )植物小志 

农东新1，2，吴望辉1，2，蒋 日红1，2，黄俞淞1，许为斌1 

(1．； 篝 星广西植物研究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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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正了广西翠柏属(柏科)植物 ，确定 了广西分布有 2种 ，即翠柏和岩生翠柏，其中分布于广西石灰岩 

山顶的翠柏属植物为岩生翠柏，该种 与翠柏不同在于鳞叶先端钝状或宽钝状，球果宽卵形 ，具极短的柄 ，种鳞 

4，可育种鳞先端弯随、圆形 ，表面粗糙，无尖头。最后根据 IUCN的评估标准对广西翠柏属植物进行了濒危等 

级的评估，并提供了两种植物的地理分布信息和野外生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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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on Calocedrus(Cupressaceae) 

in Guang ‘。Chinauangxt ， 

NONG Dong-XinI一，WU Wang-Hui1，2，JIANG Ri-Ho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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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h~angxi Institute of Botany，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and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Guilin 

541006，China；2．College of Li Sciences，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 541004，China) 

Abstract：The genus Calocedrus(Cupressaceae)in Guangxi is revised．There are two species recorded in Guangxi，name— 

ly C．macrolepis and C．rupestris．C rupestris is found from limestone ridge，it differs from C．macrolepis in obtuse to 

broadly obtuse leaf apex，broadly-ovate seed cones with very short stalk，seed cones with 4 scales，fertile seed sca[es with 

incurved rounded apex，having rough surface without any mucro．According to IUCN categories and criteria，two species 

of Calocedrus in Guangxi are assessed。Map of distribution of Calocedrus in Guangxi is provided，and habitat photos of 

Calocedrus are provide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Calocedrus rupestris；Calocedrus macrolepis；Cupressaceae；limestone flora；Guangxi 

翠柏属(Calocedrus)(柏科 Cupressaceae)是 S． 

Kurz于 1873年 根据采 自我 国云南 的标本建立 的 

属。该属为东亚与北美洲间断分布的寡种属 。目前 

共记录有 3种 1变种 ，其中北美翠柏(C．decurrens) 

分布于北美洲西部 ，翠柏(C．macrolepis)分布于 中 

国南部 、越南南部 、缅甸东北部 、泰 国、老挝等地，台 

湾翠柏 (C．macrolepis var．formosana)分 布于我国 

台湾(Huang，1994)，岩生翠柏(C．rupestris)为最近 

发现、发表的物种 ，分布于越南(Averyanov，2008)。 

《广西植物志》记载广西翠柏属仅有 1种，即翠 

柏 ，分布于桂西南 的靖西县 (李树刚等 ，1991)。此 

后相关的考察和报告 中，报道 了广西的环江、乐业 、 

巴马 、东兰 、都安 、凤 山也有分布(刘演等 ，2002)。最 

近笔者在鉴定广西石灰岩地区的标本 时，发现采集 

于靖西的翠柏与广西其他地方的标本存在差异 ，经 

进一步 查 阅文献 (傅立 国，1978；吴征镒，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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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1994；Fu，1999；Averyanov，2008；国家林业 

局，2009)及进行标 本研究 ，发现广西翠柏属植物共 

2种，《广西植物 志》编研时引证 的靖西 的标本是翠 

柏，而此后报道的广西其他地方的标本其实均是岩 

生翠柏 ，为中国新记录种 ，一直被误订为翠柏。由于 

两者在形态特征方面容易混淆 ，作者在此提供广西 

翠柏属 2种植物的分种检索表以及岩生翠柏的形态 

描述 ，以方便进行分类鉴定。 

广西翠柏属植物分种检索表 

1．鳞叶先端急尖或微急尖；球果具 6个种鳞，圆柱状至长卵状 圆柱形 ，有显著 的柄，下垂或近下垂 ，柄通常弯 

曲 ，可育种鳞显著弯曲，先端细尖 ，具短尖头 ⋯⋯⋯⋯⋯⋯⋯⋯⋯⋯⋯⋯⋯⋯ 1．翠柏 Calocedrus macrolepis 

1．鳞叶先端钝或宽钝状 ；球果通常具 4个种鳞 ，宽卵形，几无柄，直立或近直立，柄短而直；可育种鳞弯曲，先 

端圆，无尖头 ⋯⋯⋯⋯⋯⋯⋯⋯⋯⋯⋯⋯⋯⋯⋯⋯⋯⋯⋯⋯⋯⋯⋯⋯⋯⋯ 2．岩生翠柏 Calocedrus rupestris 

1．翠柏 大鳞 肖楠 ，长柄翠柏 (图版 I) 

Calocedrus macrolepis Kurz in Journ．Bot．1 1： 

196．t．133．f．3．1873；W ils．in Journ．Arn．Arb．7： 

63．1926；Florin in Taxon 5(8)：192．1956；郑万钧 ， 

中国树木学 1：231．1961；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l：316．1972．陈谦海 ，贵州植物 

志 1：23．1982；火 树 华 ，云 南 植 物 志 4：79． 

1986． ——C以Z0ce r“s formosana auct．non Florin： 

陈焕镛等 ，海南植物志 1：213．1964． 

广西(Guangxi)：靖西县化峒镇五权村 (图 1)， 

海拔 700 m，2009—8—13，许 为斌 ，黄俞 淞 等 09829 

(IBK)；靖西县 ，1957—02，黄志 P00850(IBK)。 

该种 目前在广西境 内仅见 l株大树，生于村 屯 

附近 ，高约 17 m，胸径 ca．2 m，冠幅 ca．14 mX 12 m， 

树干基部已部分腐朽，并且周边不见幼树和幼苗。根 

据 IUCN(2OO1)的评估标准，翠柏在广西被定为极危 

等级(CR)，急需加强保护。笔者在 2009年野外考 

察时发现，这棵树 尚能结实 ，可以进一步进行生物学 

特征观测以及采种 、育苗，以扩大种群数量。 

2．岩生翠柏 (新拟)岩生肖楠(Taiwania)(图版 Ⅱ) 

， Caiocedrus rupestris Aver．，H．T．Nguyen ＆ I ． 

K．Phan，in Aver．，Nguyen Tien Hiep，Pham Van The， 

Phan Ke Loc in Proc．Nat．Conf．Life Sci．Thai Nguyen 

Univ：41．2004；Averyanov I．eonid V．et a1．in Tawania 

53：13．2008． 

常绿乔木，高可达 25 m，树冠广圆形，胸径可达 

1 nl，树皮棕灰 色至灰色 ，纵裂，片状 剥落 ，树 脂道 

多，树脂丰富，呈橙黄色，有松香味 。小枝 向上斜展、 

扁平 、排成平面 ，明显成节；鳞叶交叉对生 ，先端宽钝 

状至钝状，叶基下延 ，两 面异型，中央之叶扁平，长 

(1)2—6(7)mIn，宽(1．5)2—2．5 mm，两侧之 叶对 

折，楔状 ，长(1．5)2～6(7)mm，宽 (0．3)0．5—0．75 

(1)mm，瓦覆于中央之叶的侧边 ，无腺体 ，叶背通常 

图 1 岩生翠柏(▲)和翠柏(★)在广西的分布图 

Fig．1 Map of distribution of Calocedrus rupestris 

(▲ )and C．macrolepis(★ )in Guangxi 

绿色或具不显著白色气孔带。雌雄同株。雄球花单 

生枝顶 ，圆柱形 ，长(4．5)5—6 mm，宽 1．5—2(2．2) 

mm，具(8)9—11对雄蕊(至少 2—4对不育)，每雄 

蕊具 2—6个下垂花药；雄蕊长 0．8—1(1．2)mm， 

宽 1—1．2 mm，钝圆至宽钝状，具不规则的边缘，先 

端钝状或宽钝状，浅绿色至浅棕色 ；花药宽卵形至近 

圆形 ，长 0．3—0．4 rnm；着生雌球花及球果的小 枝 

圆柱形或 四棱形，长 0．5一l(1．5)mm，具 6—8(12) 

枚鳞片；球果绿褐色，单生或成对生于枝顶 ，卵形 ，长 

(4)5—6(7)mm，宽(2．5)3—4 mm，当年成熟时开 

裂 ；种鳞 2对 ，扁平，木质或有时稍革质，宽卵状，长 

4—6 mm，宽 2．5—4 mm；下面一对可育，熟时开裂 ， 

通常种子 2粒 (很少 1粒 )，先端弯 曲而圆，表面粗 

糙 ，有时稍平坦或凹陷，无尖头 ；上面一对不育，结合 

而生；种子卵圆形或椭圆形 ，先端急尖 ，微扁 ，上部具 

2个不等大的翅，长 4—5 mm。 

广西(Guangxi)：环江县木论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 

红峒 ，海拔 800 in，2009—6—3，许为斌和盘波 09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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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应该是岩生翠柏。 

岩生翠柏生长 于石灰岩 山顶 、山脊或陡峭的悬 

崖边 ，与其伴生的有华南五针松 (Pinus kwangtun— 

gensis)、短 叶黄杉 (Pseudotsuga brevifolia)、圆果 

化 香 (Platycarya longipes)、清 香 木 (Pistacia 

weinmannifolia)、青 冈(C cf1)6n z口 0户s s glauca)、 

岩樟(Cinnamomum saxatile)等，从岩 生翠 柏在越 

南和广西的现存分布点来看 ，该种植物以前可 能在 

广西的西南部、西北部和北部的石灰岩地 区广泛分 

布 ，后来 由于人类活动对石灰岩植被的破坏 ，以及岩 

生翠柏因材质优 良而遭到大肆砍伐 ，从 而形成 目前 

的残存局面。根据刘演等 (2002)对翠柏 (实为岩生 

翠柏)的野外资源调查数据和笔者近年来的野外调 

查数据，按照 IUCN(2001)的评估标 准，岩生翠柏在 

广西被定为濒危等级(EN)，需加强保护。岩生翠柏 

目前零星分布 ，数量较少 ，受到的威胁较 大，只在环 

江县分布的居群较集中，个体数量较多(刘演等估算 

有 2 100多株)，而且居群在木论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 

内，因此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另外在乐业县的分布 

点位于雅长兰科植物 国家级 自然保护 区内，也得到 

了较好的保护。岩生翠柏的发现对翠柏属的系统学 

研究和中越石灰岩植物区系的研究 ，以及翠柏属植 

物的保护都有着重要的科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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