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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兰科玉凤花属一新记录种———岩生玉凤花
张文柳１，２，高江云１，刘　强１，２＊

（１．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综合保护中心，云南 勐腊６６６３０３；２．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１０００４９）

摘　要：报道了中国云南兰科植物一新记录种，岩生玉凤花（Ｈａｂｅｎａｒｉａ　ｖｉｄｕａ　Ｅ．Ｃ．Ｐａｒｉｓｈ　＆Ｒｃｈｂ．ｆ）。该种主

要特点是生长在腐殖质比较丰富的石灰岩缝隙中，不同于属内其它物种。在植株和花部特征相似于丛叶玉凤花

Ｈ．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但侧萼片与唇瓣绿色、唇瓣侧裂片明显上举而区别于后者。

关键词：岩生玉凤花；兰科；新记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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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３－２４　　修回日期：２０１４－０７－３０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３１１７０３５８）
作者简介：张文柳（１９８８－），女，在读博士，主要从事兰科植物传粉生物学和保护生物学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ｗｅｎｌｉｕ＠ｘｔｂｇ．ｏｒｇ．ｃｎ。

＊ 通讯作者：刘强，硕士，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兰科植物分类和保护生物学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ｌｉｕｑ＠ｘｔｂｇ．ｏｒｇ．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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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ｙａｎｍａｒ，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ｎａ．Ｙｕｎｎａｎ（云 南）： Ｍｅｎｇｌａ （勐 腊），

Ｍｅｎｇｙｕａｎ（勐 远），ｅｐｉｐｈｙｔｉｃ　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１　０００

ｍ，２０１３－０９－１３，Ｌｉｕ　Ｑｉ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Ｗｅｎｌｉｕ１２９（ＨＩＴ－
ＢＣ）．

Ｈａｂｅｎａｒｉａ　ｖｉｄｕａ　ｗａｓ　ｆｉｒｓｔ　ｎａｍｅｄ　ｂｙ　Ｓｅｉｄｅｎｆａｄｅｎ
ｉｎ　１９７７，ａｎｄ　ｈｅ　ｄｅｅｍ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ｒａｃｈｉｓ　ａｒｒｉｖｅｄ　１０
－１５ｃｍ　ｗａ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ｏｔｈｅｒ　ｓｐｅ－
ｃｉｅｓ（Ｓｅｉｄｅｆａｄｅｎ，１９９７）．Ｂｕｔ，Ｋｕｒｚｗｅｉｌ　ｄｉｄ　ｎｏｔ　ａｇｒｅｅ
ｗｉｔｈ　ｈｉｓ　ｖｉｅｗ，ａｎｄ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ａｃｈｉｓ　ｗａｓ　ｍｏｓｔ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ｓｈｏｒ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ｉｓ（Ｋｕｒｚｗｅｉｌ，２００９）．Ｔｈｉ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ｕｎｌｉｋｅ　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ｓ　ｏｆ　Ｈａｂｅｎａｒｉａ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ｕｎｕｓｕ－
ａｌ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ｏｎ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ｒｏｃｋｓ，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ｌｉｐ
ｓｈａｐ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ｉｄｌｏｂｅ　ｒｅｆｌｅｘ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ｆｌ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ｐ　ｓｉｄｅ－ｌｏｂｅｓ　ｓｔｉｃｋｉｎｇ　ｕｐ．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Ｌｉｕ　Ｑ（刘 强），Ｌｉ　ＪＷ（李 剑 武），Ｙｉｎ　ＪＴ（殷 建 涛），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
Ｈａｂｅｎａｒｉａ　ｍｙｒｉｏｔｒｉｃｈａ，ａ　ｎｅｗ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ｆｒｏｍ　Ｙｕｎ－
ｎａｎ，Ｃｈｉｎａ（中国兰科玉凤花属一新记录种———勐远玉凤花）

（下转第９８页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ｏｎ　ｐａｇｅ　９８）

６７ 广　西　植　物　　　 　　　　　　　　　　　　　　３５卷



２０１１．Ｖａｒｉｅｔｙ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ｉｎ　Ｄａｂｉ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安徽省大别山油茶选优研究）［Ｊ］．Ｃｈｉｎ　Ｆｏｒ
Ｓｃ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林业科技开发），２５（３）：２２－２６
Ｋａｋｕｄａ　Ｔ．２００２．Ｎｅｕｒ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ａ　ｃｏｍｐ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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