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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 炭 母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Ｌ． ＝
Ｐｅｒｓｉｃａｒ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Ｈ．Ｇｒｏｓｓ）是瑞典博物

学家Ｌｉｎｎａｅｕｓ（１７５３）根 据 采 自 中 国 和 印 度 的 标

本发表的。两百多年里，由于该种的部分性状变异

较大、某些性状十分特殊、分布较广等原因，发表

过的种或种下名称多达３０个 （Ｓｔｅｗａｒｄ，１９３０；李

安仁，１９９８）。刘艳玲等 （２００７）根据采自 我 国 海

南岛的标本发表了火炭母的一个新变种，即铺地火

炭 母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Ｌ．ｖａｒ．ｐｒｏｃｕｍｂｅｎｓ
Ｚ．Ｅ．Ｚｈａｏ　ｅｔ　Ｊ．Ｒ．Ｚｈａｏ），依据的特征是茎匍匐

和叶具大斑点。我们通过查阅文献和标本，以及进

行野外调查，发现火炭母原变种的茎生长习性和叶

具斑点这２个性状均有较大变异，均不能作为新变

种成立的依据。因此，本文将铺地火炭母归并到火

炭母原变种，并详细介绍和讨论了火炭母在命名上

的问题及其系统学位置。

１　铺地火炭母的归并

火炭母为多年生草本，或茎基部稍木质化的半

灌木，无刺；叶形变化极大，卵 形、卵 状 长 圆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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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卵形或披针形等，顶端常为短渐尖，基部常近平

截而下延，托叶鞘顶端偏斜；花序头状，花 两 性，
花被片５，雄 蕊８，花 丝 基 部 不 扩 大，花 柱３，柱

头头状；瘦果卵 状 三 棱 形，包藏在宿存且增大呈肉

质的花被内。该种最易识别且十分特殊的特征是，花被

片在果时会增大呈肉质，包裹着瘦果 （图１：Ａ）。无果

的植株或标本，可以通过头状花序、花部性状、及顶端

偏斜的托叶鞘识别；无果又无花的植株或标本，则可以

依据体态、叶形、以及托叶鞘等大致识别。
铺地火炭母发表时被认为与火炭母相比较，其

主要 特 征 是 茎 匍 匐，叶 具 大 斑 点 （刘 艳 玲 等，

２００７）。事实上，火炭母的茎变异较大，被 不 同 的

研究者描述为不同的形态，如茎呈之字形 （Ｃａｕｌｉｓ
ｆｌｅｘｕｏｓｕ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１７５３）；茎柔弱，直立或半

攀缘状，二叉分枝 （Ａ　ｗｅａｋ，ｅｒｅｃｔ　ｏｒ　ｈａｌｆ－ｃｌｉｍｂ－
ｉｎｇ，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ｏｕｓｌｙ　 ｂｒａｎｃｈｅｄ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
（Ｂｅｎｔｈａｍ，１８６１）；匍匐于地面生长但端部向上的

灌 木 （Ａ　ｇｌａｂｒｏｕｓ，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ｔ　ｏｒ　ｇｌａｎｄｕｌａｒ－ｈａｉｒｙ
ｄｅｃｕｍｂｅｎｔ　ｓｈｒｕｂ）（Ｓｔｅｗａｒｄ，１９３０）；直立或半攀

援状，高可达１ｍ，茎蜿蜒状 （侯宽昭，１９５６；侯

宽昭等，１９６４）；茎基部匍匐，节 上 生 不 定 根，上

部直立或半攀援状 （方云亿等，１９９２）；多年生的

上升 草 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ａｓｃｅｎｄｉｎｇ　ｈｅｒｂ） （Ｋｕｏ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６）；根 状 茎 粗 壮，茎 直 立，高７０～１００
ｃｍ （李 安 仁，１９８３，１９９８）等 等。这 些 描 述 在 一

定程度上都有其正确性，反映了火炭母茎生长习性

的变异性。由于植物分类学研究有时候仅仅是在标

本室标本的基础上进行的，有些研究者并没有开展

野外的调查，或是调查的不够，导致有些性状把握

的不够全面，这也是植物分类学具有历史延续性的

原因之一，同时也是植物类群需要不断修订的原因

之一。为此 我 们 在 查 阅 文 献 和 标 本 室 标 本 的 基 础

上，对我国 华 南 一 些 地 区 的 火 炭 母 开 展 了 野 外 调

查。调查显示，火炭母的茎可分为地下根状茎和地

上茎：根状茎粗壮 （图１：Ｂ），横卧地下；地上茎

则有各种形态，或者全部匍匐 （图１：Ｃ），或者仅

基部 匍 匐 而 上 部 上 升 （图１：Ｄ），或 者 完 全 直 立

（图１：Ｅ），或者倚靠在其他植物上而呈 半 攀 援 状

或攀援状 （图１：Ｆ）。火 炭 母 地 上 茎 常 呈 现 之 字

形，匍匐时常呈蜿蜒状，并且有时候茎节上会生出

不定根，在枯枝落叶等的覆盖下可能慢慢形成根状

茎。另外，我们也发现，火炭母的茎也会随所处的

环境而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例如在开阔而周围没

有什么矮 小 植 物 的 环 境 中，火 炭 母 通 常 会 匍 匐 生

长，这样既能满足阳光的需求又能通过节上生不定

根补充更多的水分；而在周围有较多矮小植物共同

相处时，火炭母通常会上升或直立生长，甚至呈攀

援状，也许是争夺阳光而发生适应性进化的结果。
需要注意的是，火炭母有时候仅具有地上茎而无根

状茎，而生长多年的火炭母则通常同时具有根状茎

和地上茎。因此，茎匍匐只是火炭母茎的生长方式

之一，在火炭母的正常变异范围之内，因而不能作

为新变种铺地火炭母成立的依据。
“叶具大斑点”也不能作为铺地火炭母成立为新变种

的依据，因为火炭母原变种叶上大斑点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逐渐变化，是一个较为连续的性状 （图１：Ｇ）。叶

上有无斑点与茎直立或匍匐并无关联，直立或匍匐茎上

的叶子均出现有或无斑点的情况。其实，火炭母叶上常

常有大斑点 （常为紫黑色的倒 “Ｖ”形）这个性状 （侯宽

昭，１９５６；侯 宽 昭 等，１９６４；吴 家 荣，１９８２；王 育 生，

１９９１；高蕴璋，２０００）。我们也查看了火炭母原变种的模

式标本，其叶上仍清晰可见大斑点 （图２）。另外，我们

也没发现铺地火炭母有其它的性状，能与原变种稳定地

相区分。因此，我们将铺地火炭母归并到火炭母原变种。

２　分类学处理

火 炭 母 Ｐｅｒｓｉｃａｒ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Ｈ．Ｇｒｏｓｓ　ｉｎ
Ｂｏｔ．Ｊａｈｒｂ．Ｓｙｓｔ．４９：２６９．１９１３．———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Ｌ．Ｓｐ．Ｐｌ．１：３６３．１７５３；Ｍｅｉｓｎ．ｉｎ　Ｐｌ．
Ａｓｉａｔ．Ｒａｒ．：６０．１８３２；Ｂｅｎｔｈ．ｉｎ　Ｆｌ．Ｈｏｎｇｋ．２８９．
１８６１；Ｓｔｅｗ．ｉｎ　Ｃｏｎｔｒ．Ｇｒａｙ　Ｈｅｒｂ．８８：７０．１９３０；

Ａ．Ｊ．Ｌｉ　ｉｎ　Ｆｌ．Ｒｅｉｐｕｂｌ．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ｓ　Ｓｉｎ．２５ （１）：５５．
１９９８．———Ａｍｐｅｌｙｇｏｎ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Ｌ．）Ｌｉｎｄｌ．ｉｎ
Ｂｏｔ． Ｒｅｇ． ２４ （Ｍｉｓｃ．）： ６２． １８３８．———

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ｈｉｌｏｎ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Ｌ．）Ｇｒａｂｏｖｓｋ．ｉｎ　Ｋｏｎｓｐ．
Ｓｏｓｕｄ．Ｒａｓｔ．Ｆｌ．Ｖ＇ｅｔｎａｍａ　２：１４５．１９９６．－ＴＹＰＥ：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ｒｂ． Ｌｉｎｎ． Ｎｏ． ５１０．３０ （ＬＩＮＮ！，

Ｌｅｃｔｏｔｙｐｅ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Ｓｃｏｔｔ　ｉｎ　Ｂｏｓｓｅｒ　＆ａｌ．，Ｆｌ．
Ｍａｓｃａｒｅｉｇｎｅｓ　１４６：１０．１９９４）．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Ｌ．ｖａｒ．ｐｒｏｃｕｍｂｅｎｓ　Ｚ．

Ｅ．Ｚｈａｏ　ｅｔ　Ｊ．Ｒ．Ｚｈａｏ．ｉｎ　Ｊ．Ｗｕｈａｎ　Ｂｏｔ．Ｒｅｓ．２５
（６）：５６１．ｆ．１．２００７．ｓｙｎ．ｎｏｖ．－ＴＹＰＥ：Ｃｈｉｎａ．
Ｈａｉｎａｎ （海南），Ｗｅｎｃｈａｎｇ　Ｃｉｔｙ （文昌市），Ｗｅｎ－
ｃｈ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文 昌 镇），２００５－１０－２９，ａｌｔ　６０ｍ，

Ｊ．Ｒ．Ｚｈａｏ（赵家荣）９６６４ （Ｔｙｐｅ，ＨＩＢ）。
分布于我国陕西南部、甘肃南部、华东、华中、

华南、西南。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不

００６ 广　西　植　物　　　 　　　　　　　　　　　　　　３３卷



图１　火炭母　Ａ．瘦果包藏于增大的肉质的花被内；Ｂ．根状茎；Ｃ．匍匐的地上茎；Ｄ．地上茎基部匍匐生根，上部上升；Ｅ．直立的地上
茎；Ｆ．攀援状的地上茎；Ｇ．叶上大斑点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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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火炭母原变种的后选模式 （Ｈｅｒｂ．Ｌｉｎｎ．Ｎｏ．５１０．３０，ＬＩＮＮ）　Ａ．整体；Ｂ．局部放大。

Ｆｉｇ．２　Ｌｅｃｔｏｔｙｐｅ　ｏｆ　Ｐｅｒｓｉｃａｒ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Ｈ．Ｇｒｏｓｓ　ｖａｒ．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Ｈｅｒｂ．Ｌｉｎｎ．Ｎｏ．５１０．３０，ＬＩＮＮ）　Ａ．Ｗｈｏｌｅ　ｓｐｅｃｉ－
ｍｅｎ；Ｂ．Ａ　ｍａｇｎｉｆｙｉｎｇ　ｐａｒｔ．

丹，尼泊尔，锡金，缅甸，泰国，越南，日本等国

也有分布。

３　火炭母的系统学位置

广 义 蓼 属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ｓｅｎｓｕｌａｔｏ）是 蓼 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中 最 大 的 属，全 世 界 约 有３００种

（Ｋｕｏ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６；Ｈｓ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传统上火

炭母归属于广义蓼属头状 蓼 组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ｓｅｃｔ．
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ｈｉｌｏｎ） （Ｓｔｅｗａｒｄ，１９３０；李安仁，１９９８；

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头 状 蓼 组 是 瑞 士 蓼 科 专 家

Ｍｅｉｓｎｅｒ（１８３２）建 立 的，当 时 共 记 载 了１０个 种，
并依据花序类型和托叶鞘形态分为２类，即双生式

头状花 序 类 （Ｄｉｄｙｍｏｃｅｐｈａｌｏｎ） （头 状 花 序 常 双

生，稀单生，托叶鞘顶端截形）和伞房式头状花序

类 （Ｃｏｒｙｍｂｏｃｅｐｈａｌｏｎ） （头 状 花 序 排 列 紧 密，花

序梗近二歧分支，呈伞房花序状，伞房花序再聚成

近圆锥状，托叶鞘顶端 偏 斜），后 者 仅 包 括 火 炭 母

１种，说明火炭母有其特殊性。
火炭母也 曾 作 为 海 葡 萄 属 （Ｃｏｃｃｏｌｏｂａ）的 成

员，即Ｃ．ｉｎｄｉｃａ　Ｗｉｇｈｔ　ｅｘ　Ｍｅｉｓｎ． （Ｍｅｉｓｎｅｒ，

１８３２）或 Ｃ．ｃｒｉｓｐａｔｅ　Ｂｕｃｈ．－Ｈａｍ．ｅｘ　Ｒｏｘｂ．
（Ｈｏｏｋ，１８９０），此两名称 后 来 均 被 处 理 为 火 炭 母

的异名 （Ｓｔｅｗａｒｄ，１９３０）。海葡萄属是蓼科中分布

在美洲的一个属，因其瘦果外面包裹着肉质多汁的

花被类似葡萄而得名。海葡萄属植物均为木本、花

为功能性的雌雄异花 （雄花中雌蕊退化，雌花中雄

蕊退化）、花丝基部扩 大 并 联 合 成 环、以 及 仅 分 布

在美洲，火炭母与其显著不同。但火炭母与海葡萄

属 一 样 具 有 类 似 葡 萄 的 果 实。因 此，Ｌｉｎｄｌｅｙ
（１８３８）以这种类型的果实和一些花部特征 （如花

萼５裂、雄蕊８，柱头３等）为主要特征，以火炭

母为 模 式 种 建 立 了 一 个 新 属，即 Ａｍｐｅｌｙｇｏｎｕｍ
Ｌｉｎｄｌ．，并建立 新 组 合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Ｌ．）Ｌｉｎｄｌ．。
之后有研究者在该属下组合了几个其他的名称，比

如Ｒｏｂｅｒｔｙ　＆ Ｖａｕｔｉｅｒ（１９６４）将杠板归 （Ｐｏｌｙｇ－
ｏｎｕｍ　ｐｅｒｆｏｌｉａｔｕｍ）和绢毛蓼 （Ｐ．ｍｏｌｌｅ）分别组

合为Ａ．ｐｅｒｆｏｌｉａｔｕｍ 和Ａ．ｍｏｌｌｅ。虽然这２个种

与火炭母一样，瘦果包藏于宿存的肉质花被内，但

这个性状在这些类群中很可能是趋同进化的结果，

２０６ 广　西　植　物　　　 　　　　　　　　　　　　　　３３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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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同源性状，因为它们在分子系统发育树中并未

聚在 一 起 （Ｋｉｍ　＆ Ｄｏｎｏｇｈｕｅ，２００８；许 崇 梅 等，

２００９；向红等，２０１０；赵大鹏等，２０１２），而在形态性

状分析 上 它 们 属 于 广 义 蓼 属 中 的 不 同 组 或 不 同 属

（Ｓｔｅｗａｒｄ，１９３０；李安仁，１９９８；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

Ｒｏｎｓ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正因为如此，

Ａｍｐｅｌｙｇｏｎｕｍ并没有被广泛接受。

Ｓｐａｃｈ （１８４１）直 接 将 头 状 蓼 组 提 升 为 属

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ｈｉｌｏｎ （Ｍｅｉｓｎ．）Ｓｐａｃｈ，当 时 他 在 该 属

下未组 合 任 何 种 名；Ｔｚｖｅｌｅｖ （１９８７，１９８９）建 立

３个 新 组 合；Ｇｒａｂｏｖｓｋａｊａ （１９９６）组 合 了３个 名

称，其 中 包 括 火 炭 母；Ｑａｉｓｅｒ　＆ Ｐｅｒｖｅｅｎ （２０１１）
又新组合了３个名称。然而，Ｓｐａｃｈ将头状蓼组提

升为属时，已明确包括了上述 Ｍｅｉｓｎｅｒ在头状蓼组

下建立的双生式头状花序类和伞房式头状花序类，
因此 包 括 了 火 炭 母，也 就 是 说 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ｈｉｌｏｎ
（Ｍｅｉｓｎ．）Ｓｐａｃｈ （１８４１）在 发 表 时 即 包 含 了Ａｍ－
ｐｅｌｙｇｏｎｕｍＬｉｎｄｌ．（１８３８）的模式。根据 《国际植

物 命 名 法 规》中 相 关 规 定 （ＭｃＮｅｉｌ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ｈｉｌｏｎ 是Ａｍｐｅｌｙｇｏｎｕｍ 的 多 余

名称 （规 则５２．１）。另 外，有 学 者 认 为 这 两 个 属

名是同 物 异 名 （Ｇａｌａｓｓ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根据 《国
际植物命 名 法 规》中 优 先 权 的 规 定 （规 则１１．２）：
“名称的优先权仅限于其被发表的等级”，那么相对

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ｈｉｌｏｎ （Ｍｅｉｓｎ．）Ｓｐａｃｈ（１８４１）而言，Ａｍｐｅ－
ｌｙｇｏｎｕｍＬｉｎｄｌ． （１８３８）具有优先权而应予采用。因

此，基于上述２个原因，假如头状蓼组要作为一个含

有火炭母的独立的属，那么ＡｍｐｅｌｙｇｏｎｕｍＬｉｎｄｌ．才

是该属的正确名称，而非 Ｑａｉｓｅｒ　＆Ｐｅｒｖｅｅｎ （２０１１）
等认为的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ｈｉｌｏｎ （Ｍｅｉｓｎ．）Ｓｐａｃｈ。

Ｇｒｏｓｓ（１９１３）将火炭 母 转 移 到 春 蓼 属 （Ｐｅｒ－
ｓｉｃａｒｉａ），构 成 新 组 合 Ｐ．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Ｌ．）Ｈ．
Ｇｒｏｓｓ。春蓼属是从广义蓼属中分离出来的一个属，
目前已得到花外部形态与微形态、果实外部形态与

微形态、果实解剖特征、花粉微形态、叶柄与茎解

剖学等证据的支持 （Ｈｅｄｂｅｒｇ，１９４６；Ｈａｒａｌｄｓｏｎ，

１９７８；Ｒｏｎｓｅ　Ｄｅｃｒａｅｎｅ　＆ Ａｋｅｒｏｙｄ，１９８８；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Ｒｏｎｓｅ　Ｄｅｃｒａｅｎ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最

近的分子系统学证据也表明，广义的蓼属不是一个

单系类群，应划分为更多更自然的类群；春蓼属是

单系 类 群，属 下 应 包 括 春 蓼 组 （Ｐｅｒｓｉｃａｒｉａ　ｓｅｃｔ．
Ｐｅｒｓｉｃａｒｉａ）、刺 蓼 组 （Ｐｅｒｓｉｃａｒｉａ　ｓｅｃｔ．Ｅｃｈｉｎｏ－
ｃａｕｌｏｎ）、金 线 草 组 （Ｐｅｒｓｉｃａｒｉａ　ｓｅｃｔ．Ｔｏｖａｒａ），
以及 头 状 蓼 组 （Ｐｅｒｓｉｃａｒｉａ　ｓｅｃｔ．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ｈｉｌｏｎ）

４个 组 （Ｋｉｍ　＆ Ｄｏｎｏｇｈｕｅ，２００８；赵 大 鹏 等，

２０１２）。春 蓼 属 的 这 个 界 限 范 围 与 Ｈａｒａｌｄｓｏｎ
（１９７８）根据茎解剖学 对 春 蓼 属 的 划 分 相 一 致。其

中排除部分种 ［比如蓝药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ｃｙａｎａｎ－
ｄｒｕｍ）、细 茎 蓼 （Ｐ．ｆｉｌｉｃａｕｌｅ）、小 叶 蓼 （Ｐ．
ｄｅｌｉｃａｔｕｌｕｍ）等］之 后 的 头 状 蓼 组 也 是 单 系 类 群

（赵大鹏等，２０１２）。然而，也有学者认为春蓼属下

的４个组均应提升为属，特别是形态特殊的金钱草

组。不过，在正式处理之前应当作更加广泛的取样

以便获取更多的证据最为妥当。
综上所述，虽然国内绝大多数的文献将火炭母置

于广义蓼属中，但从目前的证据来看，火炭母无疑应

置于春蓼属下的头状蓼组 （Ｐｅｒｓｉｃａｒｉａ　ｓｅｃｔ．Ｃｅｐｈａｌｏ－
ｐｈｉｌｏｎ）中。假如将来的证据足以支持头状蓼组从春蓼

属中独立成属的话，那么ＡｍｐｅｌｙｇｏｎｕｍＬｉｎｄｌ．将是最

早的合法属名，不过，该属的特征应加以修正，而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Ｌ．）Ｌｉｎｄｌ．则是火炭母对应的正确名称。

在春蓼属头状蓼组内，火炭母的近缘种是头花蓼

（Ｐｅｒｓｉｃａｒ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ｔａ）。叶 表 皮 微 形 态 研 究 表 明，
此２种与平卧蓼 （Ｐ．ｓｔｒｉｎｄｂｅｒｇｉｉ）的下表皮细胞形

状均为多边形，垂周壁为弓形，而该组内其余种的下

表皮均为无规则形，垂周壁为波状或深波状。基于

ＩＴＳ、ｔｒｎＬ－Ｆ和ｒｂｃＬ序列的分子系统学研究也表明，
此３种关系最近，其中火炭母和头花蓼聚在一起，具

有最近的亲缘关系 （赵大鹏等，２０１２）。虽然火炭母

与头花蓼非常相似，但前者可以通过花被在果时增大

为肉质，托叶鞘顶端偏斜，而容易与后者相区别。
致谢　Ｔｈｅ　Ｌｉｎｎｅ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在 英 特 网 上 提 供

了火 炭 母 的 后 选 模 式 标 本 （ＬＩＮＮ　Ｈｅｒｂ．Ｌｉｎｎ．
Ｎｏ． ５１０． ３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ｉｎｎｅａｎ－ｏｎｌｉｎｅ．
ｏｒｇ／５７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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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ｉｍ　ＳＴ，Ｄｏｎｏｇｈｕｅ　ＭＪ． ２００８．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ｙ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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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ｎｓｔｅｉｎ：Ａ．Ｒ．Ｇ．Ｇａｎｔｎｅｒ　Ｖｅｒｌａｇ　ＫＧ：１－５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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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ｔｅｒｉｄｏｐｈｙｔｅｓ　ｉｎ　Ｄｕｊｉａｎｇｙａｎ，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Ｊ］．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１４：２５－３０

Ｚｈａｎｇ　Ｙ，Ｇｕｏ　ＬＤ，Ｌｉｕ　ＲＪ．２００４ｂ．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ａｒｂｕｓｃｕｌａｒ　ｍｙｃｏｒ－
ｒｈｉｚａｌ　ｆｕｎｇｉ　ｉｎ　ｄｅｆｏｒｅｓｔｅｄ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ａｎｄ　ｉｎ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ｅ－
ｇｉｏｎ　ｏｆ　Ｄｕ　ｊｉａｎｇｙａｎ，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Ｊ］．Ｐｌａｎｔ　＆ Ｓｏｉｌ，
２６１：２５７－２６３

Ｚｈａｏ　ＺＷ （赵 之 伟），Ｗａｎｇ　ＧＨ （王 国 华），Ｃｈｅｎｇ　ＬＺ （程 立
忠），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ＡＭ　ｆｕｎｇｉ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ｏｆ　Ｘｉｓ－
ｈａｎｇｂａｎｎａ（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中丛枝菌根真菌的初步研究）
［Ｊ］．Ｍｙ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ａ （菌物系统），２０ （３）：３１６－３２３

Ｚｈａｏ　ＺＷ，Ｗａｎｇ　ＧＨ，Ｙａｎｇ　Ｌ．２００３．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ｒｂｕｓｃｕｌａｒ
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　ｆｕｎｇｉ　ｉｎ　ａ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ｏｆ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Ｊ］．Ｆｕｎｇ　Ｄｉｖ，１３：２３３－２４２

４０６ 广　西　植　物　　　 　　　　　　　　　　　　　　３３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