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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馆藏标本的元宝槭资源分布研究

曹雨夏ꎬ 刘　 娜∗ꎬ 周晓雪ꎬ 王　 涵ꎬ 刘　 涛

( 西北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ꎬ 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 )

摘　 要: 元宝槭(Ａｃｅｒ 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ｍ)是无患子科槭属的落叶乔木ꎬ又名华北五角枫、元宝槭ꎮ 因其翅果的形状像

中国古代的金元宝故而得此名ꎬ是我国特有的油料树种ꎮ 为了系统研究元宝槭在我国的地理分布和资源特

点ꎬ该文通过调研国内外主要数字化标本馆的馆藏标本和已有文献ꎬ分析了元宝槭的地理分布格局与主要

分布区的资源特点ꎮ 结果表明:基于对收集的 １ ９１３ 份元宝槭标本的分析ꎬ元宝槭主要分布于我国东北和华

北等地区的 ２７ 个省 /区 /市ꎬ分布区域广、海拔差异大ꎻ不同地区元宝槭叶片、果实形态大小存在差异ꎬ陕西

省采集标本的平均果实直径明显大于其他地区ꎻ部分元宝槭标本的采集地、采集时间等信息不全ꎬ少量标本

由于采集或管理不当导致标本不完整ꎮ 该文为利用数字化标本资源研究特色油料植物的资源分布情况提

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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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宝槭(Ａｃｅｒ 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ｍ)又名元宝槭、元宝树ꎬ
是无患子科(Ｓａｐｉｎｄａｃｅａｅ)槭属(Ａｃｅｒ)的植物ꎬ是我

国特有树种ꎬ适应性较强ꎬ分布广泛ꎬ具有良好的

经济价值和观赏价值ꎬ在我国东北、华北等地已成

为主要绿化栽培树种之一(白国华ꎬ２０１９)ꎮ 元宝

槭的生长寿命较长ꎬ在树龄 ５５ 年左右才逐渐衰

老ꎬ是一种落叶乔木高为 ８ ~ １０ ｍꎬ树皮褐色纵列ꎮ
元宝槭的叶子为单叶ꎬ主叶脉呈掌状相对而生ꎮ
元宝槭实苗生长 ６ 年左右年开始进入初果期ꎬ盛
果期持续时间较长ꎬ约为 ６０ 年(常伟东等ꎬ２０１９)ꎮ
元宝槭的各个生长过程根据树龄和气候、管理等

条件不同而有所差异ꎮ 至今在地处科尔沁沙地西

缘的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松树山林场ꎬ还有一

片天然的元宝槭林ꎬ大约有４ ６６７ ｈｍ２ꎮ 古老的元

宝槭有 ７ ~ ８ 万棵ꎬ树龄在 ２００ 年左右ꎬ最高树龄为

５００ 多年(赵树丛ꎬ２０１８)ꎮ
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卫生部第 ９ 号文件中批准元宝槭籽油为新资源食

品ꎬ自此元宝槭籽油正式进入我国食用植物油行

列(刘晓玲等ꎬ２０２０)ꎮ 目前ꎬ对元宝槭资源的研究

工作涉及该树种的生物量(曹宇ꎬ２０２０)、神经酸

(Ｍ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 )、 叶 绿 体 基 因 组 ( Ｍ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ꎬ也包括对其种子解剖生物学 (梁鸣等ꎬ
２００７)、种子休眠(林士杰等ꎬ２０１６)、种子发芽基因

(Ｄｏ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等ꎬ而对该物种资源的地理分

布格局的研究则较少ꎮ 但是ꎬ研究该物种的地理

分布格局ꎬ有利于了解该油料物种的种质资源ꎬ指
导对该特有植物资源进行合理的保护与利用ꎮ

植物标本承载着大量的植物信息以及生境信

息ꎬ是记录生物多样性的档案ꎬ是分类调查植物资

源研究活动的百科全书ꎬ是植物学等专业研究工

作非常重要的科研基础ꎬ也是许多决策部门制定

规章制度的凭证依据(刘慧圆等ꎬ２０１７)ꎮ 元宝槭

被«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列为“近危种” (汪松和解

炎ꎬ２００４)ꎬ尼克卢加达艾米尔等人研究发现

植物标本为特定植物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发生提供

了可证实和可证实的证据ꎬ是评估植物多样性和

对植物威胁最大的热带灭绝风险的重要资源

(Ｌｕｇｈａｄｈ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此外ꎬ物候学的研究通

常受到时间、地理或系统发育范围的限制ꎬ而数以

百万计的植物标本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潜在的

解决方案ꎬ特别是随着数字化标本馆的不断建设

与完善ꎬ植物标本代表了物候事件的快照ꎬ并已可

靠地用于特征物候响应气候(Ｗｉｌｌｉ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ꎮ
此次通过对元宝槭馆藏标本进行准确鉴定分析ꎬ
对各植物标本共享平台的数字化标本数据进行深

度统计ꎬ是了解该类群物种多样性和分布格局的

有效途径ꎬ旨在为元宝槭油料资源的保护、开发和

利用提供有价值的基础数据ꎮ

１　 数据来源与处理方法

植物标本数据来源于国内外 ７１ 家数字化标本

馆ꎬ通过访问 ＣＶＨ 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ｖｈ.ａｃ. ｃｎ / )和 ＮＳＩＩ￣中国国家标本资源平台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ｓｉｉ. ｏｒｇ. ｃｎ / )、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ｎ
ＪＳＴＯＲ(ｈｔｔｐｓ: / / ｐｌａｎｔｓ. ｊｓｔｏｒ.ｏｒｇ / )、瑞士日内瓦植物

标本馆(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ｖｉｌｌｅｇｅ. ｃｈ / )、意大利佛罗伦

萨自然历史博物馆(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ｓｎ. ｕｎｉｐｉ. ｉｔ / ) 、
奥 地 利 维 也 纳 自 然 历 史 博 物 馆 ( ｈｔｔｐｓ: / /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ｕｎｉｖｉｅ. ａｃ. ａｔ / ) 、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

(ｈｔｔｐｓ: / / ｋｅｗ.ｏｒｇ / )、德国慕尼黑国家植物标本馆

( ｈｔｔｐｓ: / / ｂｏｔａｎｉｓｃｈｅｓｔａａｔｓｓａｍｍｌｕｎｇ. ｄｅ / ) 等 标 本 馆

的标本信息ꎬ对包括标本号、采集人、采集时间、生
境等标本信息进行统计ꎬ整理分析得出元宝槭的

馆藏标本数量、馆藏标本采集地理分布、馆藏标本

不同地区果实形态差异、馆藏标本采集时间情况

和花期、果期分析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馆藏标本和数量

通过对国内外数字化植物标本馆馆藏元宝槭

标本进行查询、统计与信息整理后(表 １ 和图 １)ꎬ
共计获得 １ ９１３ 份元宝槭标本ꎬ得到共计 ７１ 个国

内外数字化植物标本馆中馆藏有元宝槭标本ꎬ其
中国内数字化植物标本馆 ６６ 个ꎬ馆藏标本数量

１ ９０７份ꎬ国外数字化植物标本馆 ５ 个ꎬ馆藏标本数

量 ６ 份ꎮ
馆藏元宝槭标本数量最多的是中国科学院植

物研究所标本馆(３６９ 份)、山西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植物标本室(２２１ 份)和中国科学院沈阳生态应

用研究所东北生物标本馆(１３８ 份)ꎻ较多的是华

中师范大学生物系植物标本室(８８ 份)、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馆(８０ 份)、内蒙

古农业大学植物标本室(７０ 份)、山东省林木种质

０５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２ 卷



资源中心植物标本馆(６５ 份)、中国科学院华南植

物园标本馆(６４ 份)、河北师范大学博物馆标本室

(５４ 份)、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馆(４６
份)、内蒙古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馆 ( ４３
份)、西北师范大学植物研究所标本室(４３ 份)、太
原师范学院生物系植物标本室(３９ 份)、南京大学

生物系植物标本室(３６ 份)、河南农业大学植物标

本室(３４ 份)、山西中医学院植物标本室(３３ 份)、
曲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室(３２ 份)、
河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标本馆(３１ 份)、兰州

大学植物标本室(２７ 份)、天津自然博物馆植物标

本室(２６ 份)、首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

本室(２６ 份)、东北师范大学植物标本馆(２６ 份)、
北京林业大学博物馆(２３ 份)、华南农业大学木本

学系树木标本室(２３ 份)和九江森林植物标本室

(２１ 份)ꎻ其次是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植物标本室(１９ 份)、黔南民族师范学院植物标本

室(１９ 份)、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林学院森林植物标

本室(１８ 份)、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室

(１７ 份)、陕西省西安植物园标本室(１５ 份)、北京

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室(１５ 份)、贵州

省林业学校树木标本室(１２ 份)、华东师范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１１ 份)、北京自然博物馆植物标本室

(１０ 份)和成都中医药大学中药标本馆(１０ 份)ꎻ
其余数字化植物标本馆的馆藏标本均不足 １０ 份ꎮ

元 宝 槭 的 等 模 式 标 本 ( 标 本 号: ＰＥ
０１８６２２６９)ꎬ现存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ＰＥ)ꎮ
２.２ 采集地地理分布格局

２.２.１ 垂直分布　 在收集的 １ ９１３ 份数字化馆藏元

宝槭标本中ꎬ有 １ ３０５ 份标本中无海拔信息记录ꎬ
剩余 ６０８ 份标本中有 １０４ 份标本的海拔数据为

零ꎬ只有 ５０４ 份标本的海拔数据有效(表 ２)ꎮ 根据

统计 得 到 的 最 低 海 拔 为 ４ ｍ ( 标 本 号: ＣＤＣＭ
０００１５８９)ꎬ由肖崇礼于 １９５８ 年 ８ 月 ２２ 日采自中

国上海市ꎬ现保存于成都中医药大学中药标本馆

(ＣＤＣＭ) 采 集 号 为 ２００８１０１６０１８ꎮ 最 高 海 拔 为

２ ５００ ｍ(标本号:ＷＵＫ ０１１３０７３)ꎬ由青藏队植被

组于 １９７５ 年 ５ 月 ２７ 日采集于中国陕西省ꎬ现保存

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馆

(ＷＵＫ)ꎮ 由表 ２ 可知ꎬ６６.０７％的元宝槭标本集中

分布于 １ ~ １ ０００ ｍ 海拔范围内ꎬ２７.３８％的标本分

布在 １ ~ １ ９９９ ｍ 海拔内ꎮ 目前ꎬ中国植物志(中国

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ꎬ１９８１)中关于元宝

槭的海拔描述为“生于海拔 ４００ ~ １ ０００ ｍ 的疏林

中”ꎬ本研究结果显示元宝槭的海拔分布更高ꎬ可
作为理论参考ꎮ
２.２.２ 标本的区县分布　 在获得的 １ ９１３ 份元宝槭

标本中ꎬ有 ９４ 份标本采集地点信息缺失或模糊无

法识别ꎬ剩余的 １ ８１９ 份有采集地点的信息记录ꎬ
由表 ３ 可知ꎬ元宝槭主要分布于我国的华北、东北

等地区ꎮ 元宝槭的等模式标本采自北京郊区ꎮ
采集地点为国内的元宝槭标本共有 １ ８１５ 份ꎬ

采自中国共 ２７ 个省、区和直辖市ꎬ其中来自山西

省(３２９ 份)、河北省( ３２８ 份)、北京市( ２４６ 份)、
山东省(１９４ 份)、辽宁省(１３４ 份)和内蒙古自治

区(１２４ 份)等省、区和直辖市的标本数量最多ꎬ较
多的省区是河南省(８７ 份)、湖北省(７２ 份)、陕西

省(７１ 份)、贵州省(４４ 份)、吉林省( ４３ 份)和甘

肃省(３６ 份)ꎬ其次是安徽省(１８ 份)、宁夏回族自

治区(１７ 份)、江苏省(１２ 份)、江西省(１１ 份)、四
川省(１１ 份)和黑龙江省(１０ 份)ꎬ其余地区均不

足 １０ 份ꎮ
采集地点为国外的元宝槭标本共 ４ 份ꎬ其中有

２ 份采自美国ꎬ一份现保存于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

园标本馆(标本号:ＨＩＢ ００５８５２１)由 Ａｎｎｅｔｔｅ Ｌｏｇａｎ
采集于 １９８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ꎬ采集号为 １７０１２Ｃꎬ另一

份现保存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标本

号:ＰＥ ０１６２９３２９) 由 Ｌ. Ｄｅｍｉｎｋ ａｎｄ Ｓ. Ｋｉｒｔ 采集于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２ 日ꎬ采集号为 ８５８９Ｖ９８ꎻ２ 份采自韩

国的标本现都保存于奥地利维也纳自然历史博物

馆(标本号:Ｗ ２０１５￣０００４１５０ꎬＷ ２０１５￣００００３５１６)ꎬ
都于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２５ 日采自韩国江原道朝鲜半岛

国家公园ꎮ
２.３ 不同采集地区的元宝槭叶片形态差异

选取元宝槭标本份数最多的 ６ 个省、区和直辖

市的元宝槭完整叶片进行测量ꎬ得到叶长、叶宽、
叶裂长、叶裂宽和叶柄长等数据如表 ４ 所示ꎬ可见

元宝槭的叶片形态在不同地区的差异显著ꎮ 北京

市的叶长均值、叶宽均值、叶裂长均值和叶柄长均

值均为最大ꎬ其叶裂宽为 ２.８３ ｃｍꎬ仅次于内蒙古

的 ２.８７ ｃｍꎬ居于第二ꎮ 内蒙古的叶长宽比最大为

０.８１ꎬ辽宁省的叶裂宽比最大为 １.８４ꎮ 其中河北省

的叶裂长变异系数和内蒙古的叶柄长变异系数最

大ꎬ均为 ３０％以上ꎮ
杨科家(２０１０)对元宝槭叶片形态差异比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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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元宝槭标本的主要收藏馆及数量
Ｔａｂｌｅ １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ｏｆ Ａｃｅｒ 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ｍ ｉｎ ｍａｊｏｒ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标本馆及其代码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ｄｅ

标本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ＰＥ

３７９

山西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室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Ｓｈａｎｘ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ＳＸＵ

２２１

中国科学院沈阳生态应用研究所东北生物标本馆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ＩＦＰ

１３８

华中师范大学生物系植物标本室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ＣＣＮＵ

８８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馆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ＷＵＫ

８０

内蒙古农业大学植物标本室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ＮＭＡＣ

７０

山东省林木种质资源中心植物标本馆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Ｆｏｒｅｓｔ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ＳＤＦＧＲ

６５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标本馆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ＩＢＳＣ

６４

河北师范大学博物馆标本室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Ｍｕｓｅｕｍꎬ Ｈｅｂｅ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ＨＢＮＵ

５４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Ｋｕｎｍ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ＫＵＮ

４６

内蒙古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馆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ＨＩＭＣ

４３

西北师范大学植物研究所标本室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ＮＷＴＣ

４３

太原师范学院生物系植物标本室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ｙꎬ Ｔａｉｙｕ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ＴＹＮＵＢ

３９

南京大学生物系植物标本室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ｙꎬ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Ｎ

３６

河南农业大学植物标本室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Ｈｅｎ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ＨＥＡＣ

３４

山西中医学院植物标本室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Ｓｈａｎｘｉ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ＳＸＴＣＭ

３３

曲阜师范大学生科院植物标本室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Ｑｕｆｕ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ＱＦＮＵ

３２

河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标本馆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Ｈｅｎ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ＨＥＮＵ

３１

兰州大学植物标本室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Ｌａｎ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ＬＺＵ

２７

天津自然博物馆植物标本室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Ｍｕｓｅｕｍꎬ ＴＩＥ

２６

首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室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ＢＪＴＣ

２６

２５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２ 卷



续表 １
标本馆及其代码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ｄｅ

标本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东北师范大学植物标本馆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ＮＥＮＵ

２６

北京林业大学博物馆
Ｍｕｓｅｕｍ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ＢＪＦＣ

２３

华南农业大学木本学系树木标本室
Ｔｒｅｅ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ꎬ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ＣＡＮＴ

２３

九江森林植物标本室
Ｆｏｒｅｓｔ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ｏｆ Ｊｉｕｊｉａｎｇꎬ ＪＪＦ

２１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植物标本馆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Ｂｉｏｌｏｇｙ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ＨＮＷＰ

１９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植物标本室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Ｑｉａｎｎ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ꎬ ＱＮＵＮ

１９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林学院森林植物标本室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ｌａｎｔｓꎬ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ꎬ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ＣＳＦＩ

１８

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室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Ｎａｎｋ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ＮＫＵ

１７

陕西省西安植物园标本室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Ｘｉａｎ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ꎬ ＸＢＧＨ

１５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室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ＢＮＵ

１５

贵州省林业学校树木标本室
Ｄｅｎ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ꎬ ＧＦＳ

１２

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ＨＳＮＵ

１１

北京自然博物馆植物标本室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Ｍｕｓｅｕｍ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ＢＪＭ

１０

成都中医药大学中药标本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ＣＤＣＭ

１０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ꎬ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ＮＡＳ

８

山西省生物研究所植物标本室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ｈａｎｘｉꎬ ＨＳＩＢ

７

南昌大学生物标本馆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Ｂ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ＪＸＵ

７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标本馆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Ｗｕｈａｎ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ＨＩＢ

７

广西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ꎬ ＩＢＫ

７

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室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Ｘｉａｍ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ＡＵ

６

上海辰山植物标本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ｅｎｓｈａｎ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ＣＳＨ

５

北京大学药学院中药标本馆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ＰＥＭ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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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标本馆及其代码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ｄｅ

标本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福建农林大学林学院树木标本室
Ｄｅｎ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ꎬ Ｆｕｊｉ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ＦＪＦＣ

４

贵州大学林学院树木标本室
Ｄｅｎ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ꎬ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ＧＺＡＣ

３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植物标本室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Ｓｈａｎｘｉ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ꎬ ＳＳＭＭ

３

东北农业大学生科院植物标本室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ＮＥＡＵ

３

深圳市中国科学院仙湖植物园植物标本馆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Ｆａｉｒｙｌａｋｅ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ꎬ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ＳＺＧ

３

贵阳中医学院药学院标本室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ｙꎬ Ｇｕｉｙ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ＧＺＴＭ

２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湿地标本馆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Ａｇｒｏｅｃｏｌｏｇｙ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ＩＧＡ

２

北京大学生物系植物标本室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ｙꎬ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ＰＥＹ

２

陇东学院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植物标本馆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Ｌｏｎｇ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ＱＹＴＣ

２

重庆市中药研究院标本馆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 Ｍｅｄｉｃａꎬ ＳＭ

２

沈阳农业大学林学院树木标本室
Ｄｅｎ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ꎬ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ＳＹＡＵＦ

２

吉首大学生物系植物标本馆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ｙꎬ Ｊｉｓ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ＪＩＵ

２

奥地利维也纳自然历史博物馆
Ｎａｔｕｒ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ｓ Ｍｕｓｅｕｍꎬ Ｗ

２

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ＩＡＴＭ

１

吉林省林业科学研究所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Ｊｉｌｉ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ＪＬＳＬＫＹ

１

山东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馆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ＪＳＰＣ

１

遵义师范学院植物标本馆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ｏｆ Ｚｕｎｙ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ꎬ ＺＹ

１

华中农业大学博物馆植物标本馆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Ｍｕｓｅｕｍ ｏｆ Ｈｕａｚｈｏ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ＣＣＡＵ

１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植物标本馆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ｙ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ＣＤＢＩ

１

重庆自然博物馆植物标本室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Ｍｕｓｅｕｍ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ＣＱＮＭ

１

福建省亚热带植物研究所标本室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Ｆｕｊｉ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Ｂｏｔａｎｙꎬ ＦＪＳＩ

１

广西药用植物园中药材标本馆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Ｂｏｔａｎｉｃ Ｇａｒｄｅｎꎬ ＧＸＭＧ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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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标本馆及其代码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ｄｅ

标本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江西省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标本馆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Ｌｕｓｈａｎ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ꎬ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ＬＢＧ

１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标本馆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ＸＪＢＩ

１

德国慕尼黑国家植物标本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ｏｆ Ｍｕｎｉｃｈꎬ Ｇｅｒｍａｎｙꎬ Ｍ

１

意大利佛罗伦萨自然历史博物馆
Ｍｕｓｅｕｍ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Ｆｌｏｒｅｎｃｅꎬ Ｉｔａｌｙꎬ ＦＩ

１

瑞士日内瓦植物标本馆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ꎬ Ｇ

１

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Ｂｏｔａｎｉｃ Ｇａｒｄｅｎｓꎬ Ｋｅｗꎬ Ｋ

１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 ９１３

Ａ. ＰＥꎻ Ｂ. ＳＸＵꎻ Ｃ. ＩＦＰꎻ Ｄ. ＣＣＮＵꎻ Ｅ. ＷＵＫꎻ Ｆ. ＮＭＡＣꎻ Ｇ. ＳＤＦＧＲꎻ Ｈ. ＩＢＳＣꎻ Ｉ. ＨＢＮＵꎻ Ｊ. ＫＵＮꎻ Ｋ. ＨＩＭＣꎻ Ｌ. ＮＷＴＣꎻ Ｍ. ＴＹＮＵＢꎻ
Ｎ. Ｎꎻ Ｏ. ＨＥＡＣꎻ Ｐ. ＳＸＴＣＭꎻ Ｑ. ＱＦＮＵꎻ Ｒ. ＨＥＮＵꎻ Ｓ. ＬＺＵꎻ Ｔ. ＴＩＥꎻ Ｕ. ＢＪＴＣꎻ Ｖ. ＮＥＮＵꎻ Ｗ. ＢＪＦＣꎻ Ｘ. ＣＡＮＴꎻ Ｙ. ＪＪＦꎻ Ｚ. ＨＮＷＰꎻ
ＡＡ. ＱＮＵＮꎻ ＡＢ. ＣＳＦＩꎻ ＡＣ. ＮＫＵꎻ ＡＤ. ＸＢＧＨꎻ ＡＥ. ＢＮＵꎻ ＡＦ. ＧＦＳꎻ ＡＧ. ＨＳＮＵꎻ ＡＨ. ＢＪＭꎻ ＡＩ. ＣＤＣＭ.

图 １　 元宝槭在主要标本馆中的标本藏量和馆藏分布
Ｆｉｇ. １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ｏｆ Ａｃｅｒ 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ｍ ｉｎ ｍａｊｏｒ ｈｅｒｂａｒｉａ

析后ꎬ所得到的元宝槭叶片形态主要受叶长和叶

宽影响ꎬ其次是裂片的形态因子、叶片角度因子ꎮ
长期的自然选择导致种群向不同的方向分化ꎬ所
以导致元宝槭的叶片形态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

异ꎮ 种源区域的划分为优良植株种质资源的选择

提供了基础与理论依据ꎬ任红剑等研究表明元宝

槭叶片的叶长变化与叶柄长度变化现象(任红剑

等ꎬ２０１８)ꎬ对其适应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ꎬ是对地

理环境条件适应性的表现ꎮ
２.４ 不同采集地区的元宝槭果实形态差异

对共获得的 １ ９１３ 份国内外数字植物标本馆

馆藏元宝槭标本进行统计分析ꎬ 仅有 ７４９ 份具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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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元宝槭的海拔分布及数量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ｌ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Ａｃｅｒ 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ｍ

海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ｍ)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１~ １９９ １０１ ２０.０４

２００~ ３９９ ５８ １１.５１

４００~ ５９９ ５５ １０.９１

６００~ ７９９ ５９ １１.７１

８００~ ９９９ ６０ １１.９０

１ ０００~ １ １９９ ４７ ９.３３

１ ２００~ １ ３９９ ３６ ７.１４

１ ４００~ １ ５９９ ３７ ７.３４

１ ６００~ １ ７９９ １８ ３.５７

１ ８００~ １ ９９９ ２４ ４.７６

２ ０００~ ２ １９９ ７ １.３９

２ ２００~ ２ ３９９ １ ０.２０

２ ４００~ ２ ５９９ １ ０.２０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５０４ １００

标本ꎬ对具果的元宝槭标本中的成熟果实进行测

量ꎬ得到各项指标(表 ５)ꎮ 陕西地区的元宝槭果

实纵径均值最大ꎬ为 ３.０３ ｃｍꎬ河南地区的果实纵

径最短ꎬ为 ２.６０ ｃｍꎮ 陕西省的元宝槭果实横径均

值最大ꎬ为 １.２７ ｃｍꎬ河北省的元宝槭果实横径均

值最短ꎬ为 ２.０４ ｃｍꎮ 辽宁省的元宝槭种仁纵径均

值最大ꎬ为 １.２０ ｃｍꎬ甘肃省的种仁纵径均值最短ꎬ
为 ０.９０ ｃｍꎮ 陕西省的种仁横径均值最大ꎬ为 ０.８７
ｃｍꎬ甘肃省和安徽省的种仁横径均值最小ꎬ均为

０.７３ ｃｍꎮ 变异系数(ＣＶ)用来表示性状的离散程

度ꎬ变异系数越大ꎬ性状离散程度则越大ꎮ 山西省

的果实纵径变异系数最大ꎬ为 ２４.２１％ꎬ山西省的

果实横径以及种仁纵径和辽宁省的种仁横轴变异

系数均较大ꎬ均为 ３０ ％以上ꎮ 果实与种仁的纵、横
径长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果实的形态ꎬ不同地

区的元宝槭果实形态差异较显著ꎮ
观察这 ７４９ 份具果元宝槭标本ꎬ所有具果的

元宝槭标本均为 ２ 翅果实ꎬ查阅文献发现槭树科

植物具 ２ 心皮和 ２ 果实ꎮ 吴裕、段安安通过对云南

晋宁县元宝槭人工林进行连续 ３ 年的调查ꎬ发现

有 ４ 翅果ꎬ并且有 ３０％的植株同时开 ４、３、２ 心皮

的花ꎬ发育成 ４、３、２ 翅的果实 (吴裕和段安安ꎬ
２００７)ꎮ

２.５ 采集时间情况

２.５.１ 采集年份　 对共获得的 １ ９１３ 份国内外数字

植物标本馆馆藏元宝槭标本采集时间进行统计分

析ꎬ有 １９２ 份标本采集时间信息缺失或模糊无法

识别ꎬ剩余 １ ７２１ 份标本有采集时间的信息记录ꎬ
多采集于 ２１ 世纪以前ꎬ其中最早的元宝槭标本于

１８３３ 年采自中国(标本号:Ｇ ００２３６５９７)ꎬ现保存

于瑞士日内日瓦植物标本馆(Ｇ)ꎮ 对元宝槭标本

的采集时间进行阶段性分析ꎬ由图 ３ 可知ꎬ元宝槭

标本采集有四个递增高峰期:第一个采集高峰期

在 １９３０ 年到 １９３９ 年之间ꎬ所采集的元宝槭标本

有 ６７ 份ꎻ第二个采集高峰期在 １９５０ 年到 １９５９ 年

之间ꎬ所采集的元宝槭标本有 １６３ 份ꎻ第三个采集

高峰期在 １９８０ 年到 １９８９ 年之间ꎬ所采集的元宝

槭标本有 ２８４ 件ꎻ第四个采集高峰期在 ２０１０ 年到

２０１９ 年之间ꎬ此外在 １８４０ 到 １８９９ 年之间元宝槭

标本的采集份数为 ０ꎬ处于采集空窗期ꎬ通过分析

馆藏标本的采集历史可根据标本的采集规律ꎬ可
以用来预测可能的采集趋势和采集空缺ꎮ 并且植

物标本采集年份的利用对于环境变化研究有较大

的作用ꎬ哥本哈根零中大学植物科学研究人员对

历史苔藓植物标本研究发现ꎬ对格陵兰多环芳烃

沉积的生物监测中显示在 ２０ 世纪污染有所减少

(Ｍａｒｉｔｉｎｅｚ￣ｓｗａｔｓｏｎ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ꎮ
２.５.２ 采集日期、花期和果期分析　 在获得的１ ９１３
份元宝槭标本中ꎬ有 ７８２ 份标本暂未上传图片ꎬ剩
余 １ １３１ 份标本已上传图片ꎮ 在已上传图片的元

宝槭标本中ꎬ有 ４３２ 份标本的录入信息为具花标

本ꎬ在对比观察标本实际上传的图片后ꎬ发现其中

２２７ 份标本都不具花ꎬ还有一份标本图片显示不是

元宝槭这一物种(标本号:ＷＵＫ ０００９２６４)ꎬ剩余

２０４ 份标本图片中具有明显的花ꎮ 对这些具花标

本的采集日期进行统计与整理ꎬ有 １６ 份标本无采

集日期的记录ꎬ有 ２ 份标本采集时间只记录到年

份ꎮ 由表 ６ 可知ꎬ元宝槭在各年的花期都在 ４ 至 ８
月之间ꎬ只有 １９４０ 年至 １９５９ 年间时间延长ꎬ开花

时间在 ２ 月早了两个月ꎬ落花时间在 ９ 月推迟了一

个月ꎮ 对所有具花标本的采集时间进行汇总ꎬ发
现 ２ 月有一份具花标本(标本号:ＴＩＥ ０００３３６４７)ꎬ
于 １９５６ 年 ２ 月采自中国北京市的动物园内ꎬ这可

能是当时采集时采集人时间记录的错误或者与生

长地区的土壤、气候和栽培管理等因素有关ꎮ 中

国植物志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ꎬ

６５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２ 卷



表 ３　 元宝槭标本的地理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ｃｅｒ 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ｍ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采集地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

分布点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

中国山西省
Ｓｈ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

大同市、临汾市、陵川县、太谷县、五谷县、永济县、阳高县、乡宁县、灵石县、灵丘县、五台县、和顺县、沁水县、
垣曲县、中阳县、翼城县、永济县、洪洞县、隰县、夏县、沁县、兴县
Ｄａｔｏｎｇ Ｃｉｔｙꎬ Ｌｉｎｆｅｎ Ｃｉｔｙꎬ Ｌｉｎｇｃｈｕ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Ｔａｉｇｕ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Ｗｕｇｕ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Ｙｏｎｇｊｉ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Ｙａｎｇｇａｏ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Ｘｉａｎｇｎ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Ｌｉｎｇｓｈｉ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Ｌｉｎｇｑｉｕ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Ｗｕｔａｉ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Ｈｅｓｈｕｎ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Ｑｉｎｓｈｕｉ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Ｙｕａｎｑｕ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Ｚｈｏｎｇｙ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Ｙｉｃｈｅ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Ｙｏｎｇｊｉ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Ｈｏｎｇｄｏ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Ｘｉ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Ｘｉａ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Ｑｉｎ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Ｘ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中国河北省
Ｈｅ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

张家口市、秦皇岛市、武安市、邢台市、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赤城县、井陉县、涿鹿县、兴隆县、赤
城县、迁西县、内丘县、怀来县、涞源县、涞水县、平山县、易县、蔚县、涉县
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ｋｏｕ Ｃｉｔｙꎬ Ｑｉｎｈｕａｎｇｄａｏ Ｃｉｔｙꎬ Ｗｕａｎ Ｃｉｔｙꎬ Ｘｉｎｇｔａｉ Ｃｉｔｙꎬ Ｃｈｅｎｇｄｅ Ｃｉｔｙꎬ Ｗｅｉｃｈａｎｇ Ｍａｎｃｈｕ ａｎｄ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Ｃｈｉｃｈｅ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Ｊｉｎｇｘ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Ｚｈｕｏｌｕ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Ｘｉｎｇｌｏ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Ｃｈｉｃｈｅ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Ｑｉａｎｘｉ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Ｎｅｉｑｉｕ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Ｈｕａｉｌａｉ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Ｌａｉｓｈｕｉ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Ｐｉｎｇｓｈ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Ｙｉ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Ｙｕ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Ｓｈｅ Ｃｏｕｎｔｙ

中国北京市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ｉｔｙꎬ Ｃｈｉｎａ

宛平县、丰台县、密云县、北京市市辖区、门头沟区、石景山区、海淀区、东城区、西城区、延庆区、房山区、昌平
区、怀柔区
Ｗａｎ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Ｆｅｎｇｔａｉ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Ｍｉｙｕｎ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ｉｔｙꎬ Ｍｅｎｔｏｕｇｏ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 Ｓｈｉｊｉｎｇｓｈ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 Ｈａｉｄｉ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 Ｄｏｎｇｃｈｅ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 Ｘｉｃｈｅ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 Ｙａｎｑ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 Ｆａｎｇｓｈ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 Ｃｈａｎｇｐ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 Ｈｕａｉｒｏ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中国山东省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

日照市、泰安市、滨州市、枣庄市、临沂市、济宁市、青岛市、青州市、威海市、淄博市、济南市、兖州市、潍坊市、
崂山市、烟台市、新泰市、邹城市、宁阳县、昌邑县、蒙阴县、泗水县、海阳县、平邑县、长清县、芝罘县、费县
Ｒｉｚｈａｏ Ｃｉｔｙꎬ Ｔａｉ’ ａｎ Ｃｉｔｙꎬ Ｂｉｎ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ꎬ Ｚａｏｚｈｕａｎｇ Ｃｉｔｙꎬ Ｌｉｎｙｉ Ｃｉｔｙꎬ Ｊｉｎｉｎｇ Ｃｉｔｙꎬ Ｑｉｎｇｄａｏ Ｃｉｔｙꎬ Ｑｉｎｇ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ꎬ
Ｗｅｉｈａｉ Ｃｉｔｙꎬ Ｚｉｂｏ Ｃｉｔｙꎬ Ｊｉｎａｎ Ｃｉｔｙꎬ Ｙａｎ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ꎬ Ｗｅｉｆａｎｇ Ｃｉｔｙꎬ Ｌａｏｓｈａｎ Ｃｉｔｙꎬ Ｙａｎｔａｉ Ｃｉｔｙꎬ Ｘｉｎｔａｉ Ｃｉｔｙꎬ
Ｚｏｕｃｈｅｎｇ Ｃｉｔｙꎬ Ｎｉｎｇｙ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Ｃｈａｎｇｙｉ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Ｍｅｎｇｙｉｎ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Ｓｉｓｈｕｉ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Ｈａｉｙ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Ｐｉｎｇｙｉ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Ｃｈａｎｇｑ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Ｚｈｉｆｕ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Ｆｅｉ Ｃｏｕｎｔｙ

中国辽宁省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

瓦房店市、鞍山市、丹东市、沈阳市、铁岭市、北宁市、朝阳市、大连市、凤城满族自治县、清原满族自治县、建
平县、千山县、建昌县、彰武县、抚松县、新金县、法库县、本溪县、安图县、凌源县、法库区、北镇县、隆县、义
县、盖县、旅顺口区、金川区
Ｗａｆａｎｇｄｉａｎ Ｃｉｔｙꎬ Ａｎｓｈａｎ Ｃｉｔｙꎬ Ｄａｎｄｏｎｇ Ｃｉｔｙꎬ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Ｃｉｔｙꎬ Ｔｉｅｌｉｎｇ Ｃｉｔｙꎬ Ｂｅｉｎｉｎｇ Ｃｉｔｙꎬ Ｃｈａｏｙａｎｇ Ｃｉｔｙꎬ Ｄａｌｉａｎ
Ｃｉｔｙꎬ Ｆｅｎｇｃｈｅｎｇ Ｍａｎｃｈｕ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Ｑｉｎｇｙｕａｎ Ｍａｎｃｈｕ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Ｊｉａｎ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Ｑｉａｎｓｈ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Ｊｉａｎｃｈ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Ｚｈａｎｇｗｕ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Ｆｕｓｏ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Ｘｉｎｊｉｎ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Ｆａｋｕ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Ｂｅｎｘｉ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Ａｎｔｕ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Ｌｉｎｇｙｕ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Ｆａｋ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 Ｂｅｉ Ｔｏｗｎ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Ｌｏ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Ｙｉ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Ｇａｉ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Ｌüｓｈｕｎｋｏ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 Ｊｉｎｃｈｕ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中国内蒙古自治区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Ｃｈｉｎａ

呼和浩特市、呼伦贝尔市、通辽市、赤峰市、包头市、宁城县、开鲁县、多伦县、哲理木盟科左后旗、科尔沁左翼
后旗、锡盟正自旗、克什克腾旗、翁牛特旗、扎鲁特旗、喀啦沁旗、呼盟前旗、巴林右旗、西乌旗、奈曼旗、正蓝
旗、敖汉旗、乌兰察布盟、呼伦贝尔盟、伊克昭盟
Ｈｏｈｈｏｔ Ｃｉｔｙꎬ Ｈｕｌｕｎｂｕｉｒ Ｃｉｔｙꎬ Ｔｏｎｇｌｉａｏ Ｃｉｔｙꎬ Ｃｈｉｆｅｎｇ Ｃｉｔｙꎬ Ｂａｏｔｏｕ Ｃｉｔｙꎬ Ｎｉｎｇｃｈｅ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Ｋａｉｌｕ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Ｄｕｏｌｕｎ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Ｚｈｅｌｉｍｕ Ｍｅｎｇｋｅ Ｌｅｆｔ Ｒｅａｒ Ｂａｎｎｅｒꎬ Ｈｏｒｑｉｎ Ｚｕｏｙｉ Ｒｅａｒ Ｂａｎｎｅｒꎬ Ｘｉｍｅｎｇ Ｚｈｅｎｇｚｉ Ｂａｎｎｅｒꎬ Ｈｅｘｉｇｔｅｎ Ｂａｎｎｅｒꎬ
Ｗｅｎｇｎｉｕｔｅ Ｂａｎｎｅｒꎬ Ｚａｒｕｔ Ｂａｎｎｅｒꎬ Ｋｅｒａｑｉｎ Ｂａｎｎｅｒꎬ Ｈｕｉｍｅｎｇ Ｆｒｏｎｔ Ｂａｎｎｅｒꎬ Ｂａｌｉｎ Ｒｉｇｈｔ Ｂａｎｎｅｒꎬ Ｘｉｗｕ Ｂａｎｎｅｒꎬ
Ｎａｉｍａｎ Ｂａｎｎｅｒꎬ Ｚｈｅｎｇｌａｎ Ｂａｎｎｅｒꎬ Ａｏｈａｎ Ｂａｎｎｅｒꎬ Ｕｌａｎｑａｂ Ｌｅａｇｕｅ

中国河南省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

禹州市、汝阳市、灵宝市、济源市、新乡市、郑州市、南阳市、商城县、修武县、信阳市、西峡县、宜阳县、商城县、
卢氏县、内乡县、辉县、新县
Ｙｕ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ꎬ Ｒｕｙａｎｇ Ｃｉｔｙꎬ Ｌｉｎｇｂａｏ Ｃｉｔｙꎬ Ｊｉｙｕａｎ Ｃｉｔｙꎬ Ｘｉｎｘｉａｎｇ Ｃｉｔｙꎬ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ꎬ Ｎａｎｙａｎｇ Ｃｉｔｙꎬ Ｓｈａｎｇｃｈｅ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Ｘｉｕｗｕ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Ｘｉｎｙａｎｇ Ｃｉｔｙꎬ Ｘｉｘｉａ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Ｙｉｙ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Ｓｈａｎｇｃｈｅ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Ｌｕｓｈｉ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Ｎｅｉｘｉ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Ｈｕｉ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Ｎｅｗ Ｃｏｕｎｔｙ

中国湖北省
Ｈｕ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

丹江口市、武汉市、麻城市、武昌县、应山县、五峰县、神农架林区
Ｄａｎｊｉａｎｇｋｏｕ Ｃｉｔｙꎬ Ｗｕｈａｎ Ｃｉｔｙꎬ Ｍａｃｈｅｎｇ Ｃｉｔｙꎬ Ｗｕｃｈ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Ｙｉｎｇｓｈ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Ｗｕｆｅ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Ｓｈｅｎｎｏｎｇｊｉａ
ｆｏｒｅｓｔ ａｒｅａ

中国陕西省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

华阴市、安康市、宝鸡市、西安市、咸阳市、武功县、黄龙县、西乡县、合阳县、黄陵县、蓝田县、留坝县、太白县、
柞水县、宝鸡市陈仓区
Ｈｕａｙｉｎ Ｃｉｔｙꎬ Ａｎｋａｎｇ Ｃｉｔｙꎬ Ｂａｏｊｉ Ｃｉｔｙꎬ Ｘｉａｎ Ｃｉｔｙꎬ Ｘｉａｎｙａｎｇ Ｃｉｔｙꎬ Ｗｕｇｏ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Ｈｕａｎｇｌｏ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Ｘｉｘｉ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Ｈｅｙ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Ｈｕａｎｇｌ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Ｌａｎｔｉ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Ｌｉｕｂａ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Ｔａｉｂａｉ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Ｚｈａｓｈｕｉ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Ｃｈｅｎｃａ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ｏｆ Ｂａｏｊｉ Ｃｉｔｙ

中国贵州省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

都匀市、贵阳市、绥阳县、桐梓县
Ｄｕｙｕｎ Ｃｉｔｙꎬ Ｇｕｉｙａｎｇ Ｃｉｔｙꎬ Ｓｕｉｙ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Ｔｏｎｇｚｉ Ｃｏｕｎｔｙ

中国吉林省
Ｊｉｌｉ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

吉林市市辖区、长春市九台区、浑江市、长春市、珲春县、抚松县、安图县、双辽县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ｏｆ Ｊｉｌｉｎ Ｃｉｔｙꎬ Ｊｉｕｔａｉ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Ｃｉｔｙꎬ Ｈｕｎｊｉａｎｇ Ｃｉｔｙꎬ 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Ｃｉｔｙꎬ Ｈｕｉｃｈｕｎ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Ｆｕｓｏ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Ａｎｔｕ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Ｓｈｕａｎｇｌｉａｏ Ｃｏｕｎ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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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采集地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

分布点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

中国甘肃省
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

武威市、兰州市、平凉市、天水市、文县、康县、成县
Ｗｕｗｅｉ Ｃｉｔｙꎬ Ｌａｎ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ꎬ Ｐｉｎｇｌｉａｎｇ Ｃｉｔｙꎬ Ｔｉａｎｓｈｕｉ Ｃｉｔｙꎬ Ｗｅｎ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Ｋ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Ｃｈｅ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
Ｎｉｎｇｘｉａ Ｈｕｉ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Ｃｈｉｎａ

银川市、泾源县、海源县
Ｙｉｎｃｈｕａｎ Ｃｉｔｙꎬ Ｊｉｎｇｙｕ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Ｈａｉｙｕ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中国江苏省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

连云港市、徐州市、萧县
Ｌｉａｎｙｕｎｇａｎｇ Ｃｉｔｙꎬ Ｘｕ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ꎬ Ｘｉａｏ Ｃｏｕｎｔｙ

中国江西省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

九江市、上饶市
Ｊｉｕｊｉａｎｇ Ｃｉｔｙꎬ Ｓｈａｎｇｒａｏ Ｃｉｔｙ

中国四川省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

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州、涪陵区垫江县、马尔康县、万源县、巫溪县
Ｌｉａｎｇｓｈａｎ Ｙｉ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ꎬ Ｍｕｌｉ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ꎬ Ｆｕｌ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Ｄｉａｎｊｉ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Ｍａｌｋ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Ｗａｎｙｕ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Ｗｕｘｉ Ｃｏｕｎｔｙ

中国黑龙江省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

哈尔滨市、伊春市、尚志县
Ｈａｒｂｉｎ Ｃｉｔｙꎬ Ｙｉｃｈｕｎ Ｃｉｔｙꎬ Ｓｈａｎｇｚｈｉ Ｃｏｕｎｔｙ

中国上海市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ｉｔｙꎬ Ｃｈｉｎａ

徐汇区、普陀区、闵行区
Ｘｕｈｕｉ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 Ｐｕｔｕｏ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 Ｍｉｎｈａ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中国福建省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

南平市、古田县
Ｎａｎｐｉｎｇ Ｃｉｔｙꎬ Ｇｕｔｉ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中国天津市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Ｃｉｔｙꎬ Ｃｈｉｎａ

蓟县
Ｊｉ Ｃｏｕｎｔｙ

中国浙江省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

杭州市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中国湖南省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
Ｙｏｎｇｓｈｕｎ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Ｘｉａｎｇｘｉ Ｔｕｊｉａ ａｎｄ Ｍｉａｏ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

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Ｕｙｇｕｒ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Ｃｈｉｎａ

乌鲁木齐市
Ｕｒｕｍｑｉ Ｃｉｔｙ

中国青海省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

西宁市
Ｘｉｎｉｎｇ Ｃｉｔｙ

中国广东省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

封开县
Ｆｅｎｇｋａｉ Ｃｏｕｎｔｙ

韩国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江原道朝鲜半岛国家公园
Ｋｏｒｅａｎ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ꎬ Ｇａｎｇｗｏ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中国安徽省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

中国重庆市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Ｃｉｔｙꎬ Ｃｈｉｎａ

美国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９８１)中对于元宝槭花期的描述为“花期 ４ 月”ꎬ范
围过小ꎬ此次的调研结果可以作为参考ꎮ 有 ７４９
份标本的录入信息为具果标本ꎬ在对比观察标本

实际上传的图片后ꎬ发现其中 １２５ 份标本都不具

果ꎬ还有 ８ 个无法加载出已上传的图片的标本ꎬ剩

余 ６１６ 份标本图片中具有明显的果实ꎮ 对这些具

果标本的采集日期进行统计与整理ꎬ有 ３２ 份表的

无采集日期的记录ꎮ 由表 ６ 可知ꎬ元宝槭在各年

的果期都在 ４ 至 １０ 月之间ꎬ只有 １９４０ 年到 １９５９
年间开始结果的时间在 ３ 月ꎬ早了 １ 个月ꎬ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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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中国山西省ꎻ Ｂ. 中国河北省ꎻ Ｃ. 中国北京市ꎻ Ｄ. 中国山东省ꎻ Ｅ. 中国辽宁省ꎻ Ｆ. 中国内蒙古自治区ꎻ Ｇ. 中国河南省ꎻ
Ｈ. 中国湖北省ꎻ Ｉ. 中国陕西省ꎻ Ｊ. 中国贵州省ꎻ Ｋ. 中国吉林省ꎻ Ｌ. 中国甘肃省ꎻ Ｍ. 中国安徽省ꎻ Ｎ. 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ꎻ
Ｏ. 中国江苏省ꎻ Ｐ. 中国江西省ꎻ Ｑ. 中国四川省ꎻ Ｒ. 中国黑龙江省ꎻ Ｓ. 中国上海市ꎻ Ｔ. 中国福建省ꎻ Ｕ. 中国天津市ꎻ Ｖ. 中国
浙江省ꎻ Ｗ. 中国重庆市ꎻ Ｘ. 中国湖南省ꎻ Ｙ. 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ꎻ Ｚ. 中国青海省ꎻ ＡＡ. 韩国ꎻ ＡＢ. 美国ꎻ ＡＣ. 中国广东省ꎮ
Ａ. Ｓｈ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ꎻ Ｂ. Ｈｅ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ꎻ Ｃ.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ｉｔｙꎬ Ｃｈｉｎａꎻ Ｄ.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ꎻ Ｅ.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ꎻ
Ｆ.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Ｃｈｉｎａꎻ Ｇ.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ꎻ Ｈ. Ｈｕ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ꎻ Ｉ.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ꎻ Ｊ.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ꎻ Ｋ. Ｊｉｌｉ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ꎻ Ｌ. 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ꎻ Ｍ.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ꎻ Ｎ. Ｎｉｎｇｘｉａ Ｈｕｉ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Ｃｈｉｎａꎻ Ｏ.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ꎻ Ｐ.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ꎻ Ｑ.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ꎻ Ｒ.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ꎻ
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ｉｔｙꎬ Ｃｈｉｎａꎻ Ｔ.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ꎻ Ｕ.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Ｃｉｔｙꎬ Ｃｈｉｎａꎻ Ｖ.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ꎻ Ｗ.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Ｃｉｔｙꎬ Ｃｈｉｎａꎻ
Ｘ.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ꎻ Ｙ.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Ｕｙｇｕｒ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Ｃｈｉｎａꎻ Ｚ.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ꎻ ＡＡ.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ꎻ ＡＢ. Ａｍｅｒｉｃａꎻ
ＡＣ.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

图 ２　 元宝槭标本的地理分布和数量
Ｆｉｇ. ２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Ａｃｅｒ 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ｍ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Ａ. １８３０—１８３９ 年ꎻ Ｂ. １９００—１９０９ 年ꎻ Ｃ. １９１０—１９１９ 年ꎻ Ｄ. １９２０—１９２９ 年ꎻ Ｅ. １９３０—１９３９ 年ꎻ Ｆ. １９４０—１９４９ 年ꎻ Ｇ. １９５０—１９５９ 年ꎻ
Ｈ. １９６０—１９６９ 年ꎻ Ｉ. １９７０—１９７９ 年ꎻ Ｊ.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 年ꎻ Ｋ.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年ꎻ Ｌ.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ꎻ Ｍ.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ꎮ

图 ３　 元宝槭标本的采集时间段分析
Ｆｉｇ. 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ｃｅｒ 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ｍ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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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不同采集地区的元宝槭叶片形态差异
Ｔａｂｌｅ ４　 Ｌｅａｆ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ｅｒ 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ｍ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项目
Ｉｔｅｍ

采集地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

北京市
Ｂｅｉｊｉｎｇ

河北省
Ｈｅｂｅｉ

山东省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山西省
Ｓｈａｎｘｉ

辽宁省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内蒙古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叶长
Ｌｅａｆ ｌｅｎｇｔｈ

均值
Ｍｅａｎ(ｃｍ)

７.１３ ５.３７ ６.６０ ５.１７ ５.５７ ６.１０

变异系数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ＣＶꎬ ％)

２２.８４ ２０.６１ ２４.９４ １２.８９ ４.１５ ８.６７

叶宽
Ｌｅａｆ ｗｉｄｔｈ

均值
Ｍｅａｎ (ｃｍ)

１１.２７ ８.１０ ９.４０ ７.９７ ８.０７ ７.５３

变异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Ｖꎬ ％)

２２.４８ ２２.５３ ４０.１３ １７.０９ １１.１８ ６.６８

叶长宽比
Ｌｅａｆ ｒａｔｉｏ

０.６３ ０.６６ ０.７０ ０.６５ ０.６９ ０.８１

叶裂长
Ｌｅａｆ ｃｒａｃｋ ｌｅｎｇｔｈ

均值
Ｍｅａｎ (ｃｍ)

４.５０ ３.２０ ４.００ ３.１３ ３.５０ ３.８３

变异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Ｖꎬ ％)

２９.４０ ３５.２２ ２８.３９ １１.２１ ５.７１ ７.９７

叶裂宽
Ｌｅａｆ ｃｒａｃｋ ｗｉｄｔｈ

均值
Ｍｅａｎ (ｃｍ)

２.８３ ２.１０ ２.７３ ２.２０ １.９０ ２.８７

变异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Ｖꎬ ％)

２６.９６ ２１.８２ ４７.７５ １５.７５ ３４.５１ １９.８４

叶裂长宽比
Ｌｅａｆ ｃｒａｃｋ ｌｅｎｇｔｈ￣ｗｉｄｔｈ ｒａｔｉｏ

１.５９ １.５２ １.４６ １.４２ １.８４ １.３４

叶柄长
Ｐｅｔｉｏｌｅ ｌｅｎｇｔｈ

均值
Ｍｅａｎ (ｃｍ)

６.４３ ４.３３ ５.８０ ４.９０ ４.４０ ５.９０

变异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Ｖꎬ ％)

２２.３３ ２２.１７ ２８.４９ ３.５３ ２３.６２ ３５.５９

１９８０ 年到 １９９９ 年时间最后落果的时间在 １１ 月ꎬ
延迟了 １ 个月ꎮ 对所有具果标本的采集时间进行

汇总ꎬ发现 ３ 月有 ２ 份具果标本ꎬ其中一份(标本

号:ＩＢＫ ００１５３３８６)由刘慎谔等人于 １９５２ 年 ３ 月 ９
日采自中国辽宁省ꎬ采集号 ４６８８ꎻ另一份(标本号:
ＰＥ ００９２６４９０)于 １９５９ 年 ３ 月采自中国河北省ꎬ采
集号 ＩＶ４１３８ꎮ 此外还发现 １１ 月有 １ 份具果标本

(标本号:ＣＤＢＩ ００７１９１９)ꎬ由丁广奇、余莲于 １９８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采自中国广东省ꎬ采集号 ６４０８ꎬ这可

能是当时采集时采集人时间记录的错误或者与生

长地区的土壤、气候和栽培管理等因素有关ꎮ 中

国植物志(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ꎬ
１９８１)中对于元宝槭花期的描述为“果期 ８ 月”ꎬ范
围过小ꎬ此次的调研结果可以作为参考ꎮ

３　 讨论与结论

Ａｃｅｒ 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ｍ Ｂｕｎｇｅ 是元宝槭目前的接受名ꎬ

除此之外元宝槭还具有 Ａ. ｌａｅｔｕｍ ｖａｒ. 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ｍ
(Ｂｕｎｇｅ)Ｒｅｇｅｌ、Ａ. ｌｏｂｅｌｉｉ ｓｕｂｓｐ. 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ｍ (Ｂｕｎｇｅ)
Ｗｅｓｍ、 Ａ. 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ｍ ｖａｒ. ｎｕｄｕｍ Ｓｃｈｗｅｒｉｎ、 Ａ.
ｌｏｂｕｌａｔｕｍ Ｎａｋａｉ、 Ａ. ｌｏｂｕｌａｔｕｍ ｖａｒ. ｒｕｂｒｉｐｅｓ Ｎａｋａｉ、
Ａ. ｃａｐｐａｄｏ ｃｉｃｕｍ ｓｕｂｓｐ. 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ｍ ( Ｂｕｎｇｅ ) Ａ.
Ｅ. Ｍｕｒｒａｙ、 Ａ. ｐｌａｔａｎｏｉｄｅｓ ｖａｒ. 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ｍ ( Ｂｕｎｇｅ)
Ｇａｍｓ、 Ａ. 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ｍ ｖａｒ. ｂｅｉｐｉａ Ｓ. Ｌ. Ｔｕｎｇ、 Ａ.
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ｍ ｆ. ｃｏｒｄａｔｕｍ Ｓ. Ｌ. Ｔｕｎｇ、 Ａ. ｐｉｃｔｕｍ ｖａｒ.
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ｍ (Ｂｕｎｇｅ) Ｃｈｉｎ Ｓ. Ｃｈａｎｇ 共十个异名ꎬ其
中 Ａ. 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ｍ ｖａｒ. ｂｅｉｐｉａ Ｓ. Ｌ. Ｔｕｎｇ 中文名为北票

元 宝 槭ꎬ 查 询 得 到 ２ 份 标 本 ( 标 本 号: ＰＥ
０００９２６４４４ꎬＰＥ ００９２６４４３)ꎬ分别由刘慎谔于 １９４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和 １９５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采集于中国河北

省ꎬ采 集 号 分 别 是 ４９７９、 ４９８５ꎻ Ａ. 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ｍ ｆ.
ｃｏｒｄａｔｕｍ Ｓ. Ｌ. Ｔｕｎｇ 中文名为心叶元宝槭ꎬ查询得

到 １ 份标本(标本号 ＩＢＳＣ ０４３６６５２)ꎬ于 １９５６ 年 ７
月采自中国河北省ꎬ采集号为 ３３７１ꎮ

在已上传标本图片中ꎬ部分图片不够清晰ꎬ 采

０６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２ 卷



表 ５　 不同采集地区的元宝槭果实形态
Ｔａｂｌｅ ５　 Ｆｒｕｉｔｓ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Ａｃｅｒ 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ｍ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采集地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

果实纵径
Ｆｒｕｉｔ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均值
Ｍｅａｎ
(ｃｍ)

变异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Ｖꎬ ％)

果实横径
Ｆｒｕｉｔ ｔｒａｎｓｅｃｔ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均值
Ｍｅａｎ
(ｃｍ)

变异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Ｖꎬ ％)

种仁纵径
Ｋｅｒｎｅｌ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均值
Ｍｅａｎ
(ｃｍ)

变异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Ｖꎬ ％)

种仁横径
Ｋｅｒｎｅｌ ｔｒａｎｓｅｃｔ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均值
Ｍｅａｎ
(ｃｍ)

变异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Ｖꎬ ％)

北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２.７８ ４.７７ １.１４ １１.９０ １.０２ ９.６１ ０.７６ １３.４２

山西
Ｓｈａｎｘｉ

２.９２ ２４.２１ １.０６ ３３.３５ １.００ ３５.３６ ０.７８ ２７.２０

陕西
Ｓｈａａｎｘｉ

３.０３ １４.８７ １.２７ ４.５６ １.１０ ９.１０ ０.８７ １３.３２

河北
Ｈｅｂｅｉ

２.９６ １３.１２ １.０４ １３.００ １.００ １８.９７ ０.７８ １４.９５

内蒙古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２.９２ ２.４２ １.１８ ５.９９ １.０４ ６.８０ ０.８２ ８.６２

安徽
Ａｎｈｕｉ

２.７５ ４.６９ １.１０ ７.４２ １.１０ １２.８６ ０.７３ １３.２１

山东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２.８０ ９.１１ １.１４ １１.７７ １.１０ ６.４３ ０.７６ １１.７７

甘肃
Ｇａｎｓｕ

２.８０ １２.３７ １.１０ １８.１８ ０.９ １１.１１ ０.７３ ２８.３９

河南
Ｈｅｎａｎ

２.６０ ６.０６ １.２０ ９.８３ ０.９８ ８.５４ ０.８０ ８.３９

辽宁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２.９０ １５.０３ １.２３ ２４.７７ １.２０ ８.３３ ０.７７ ３０.１２

表 ６　 元宝槭具花、具果标本的采集时间
Ｔａｂｌｅ ６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ｏｆ Ａｃｅｒ 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ｍ ｗｉｔｈ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ｒｕｉｔ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采集时间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具花标本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ｗｉｔｈ ｆｌｏｗｅｒ

标本份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采集月份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ｍｏｎｔｈ

具果标本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ｗｉｔｈ ｆｒｕｉｔ

标本份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采集月份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ｍｏｎｔｈ

１９００—１９１９ １ ４ ４ ８

１９２０—１９３９ ２７ ４—８ ９１ ５—１０

１９４０—１９５９ ５４ ２—９ １２２ ３—１０

１９６０—１９７９ １３ ４—６ ３８ ６—１０

１９８０—１９９９ ６２ ４—５ １７３ ５—１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 ３１ ４—８ １５６ ４—１０

集地点、采集时间等信息模糊或无法识别ꎮ 部分

标本没有花和果实只有枝叶ꎬ并且存在少量采集

不完整或由于管理不当原因导致标本的部分损坏ꎬ

表 ７　 元宝槭具花、具果标本的采集花期、果期
Ｔａｂｌｅ ７　 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ｅ ａｎｄ ｆｒｕｃｔｅｓｃ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ｃｅｒ 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ｍ

ｗｉｔｈ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ｒｕｉｔ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月份
Ｍｏｎｔｈ

具花标本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ｗｉｔｈ ｆｌｏｗｅｒ

具果标本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ｗｉｔｈ ｆｒｕｉｔ

２ １ ０

３ ０ ２

４ ７７ １５

５ ８１ １２７

６ ７ １１２

７ １４ １２３

８ ３ ９７

９ ３ ５３

１０ ０ ３６

１１ ０ １

合计 １８６ ５６６

完整的一份标本应包含有顶芽、枝干、叶片、花或

果实(杨永ꎬ２０１２ꎻ高凯ꎬ２０１２)ꎮ 在统计中发现许

多标本的信息录入不全ꎬ部分标本的信息录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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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ꎬ标本号为 ＰＥ ００９２６７３７ 的标本图片上无花而

录入的信息为有花ꎬ标本号为 ＰＥ ００９２６３６０ 的标

本图片上无果实而录入的信息为有果ꎬ标本号为

ＰＥ ００９２６６２１ 的标本采集签上记录的海拔为 １３０
ｍ 而录入的海拔为 １ ３００ ｍ 等错误ꎮ 此外ꎬ部分植

物标本旁无刻度尺和比色卡ꎬ在对果实、花朵等部

位进行大小测量以及颜色观察时不便ꎮ 植物标本

的完好程度以及标本信息的准确度决定了物种鉴

定与其他研究的精确度ꎮ 鉴定物种的原始凭证是

现实标本馆中的馆藏标本ꎬ以标本为载体的标本

信息是研究的原始数据ꎬ所以植物原始的馆藏标

本的管理和保护需要加强(马波等ꎬ２００１)ꎮ 在浏

览各个标本馆网页中发现ꎬＮＳＩＩ￣中国国家标本资

源平台的标本界面左下角设有“我要纠错”的入

口ꎬ点击并登陆后可对错误的标本信息进行纠错

上传ꎬ能够使标本信息更加准确ꎬ值得其他网页借

鉴与改进ꎬ有利于植物标本资源更好地社会化共

享ꎮ 数字化植物标本馆还在不断地建设与优化ꎮ
在搜集元宝槭标本时发现只有少数标本在采

集签上准确标注了采集的野生和栽培情况ꎬ并且

由于年代久远ꎬ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与不同的标本

采集与制作者对标本的制作要求有所差异ꎬ没有

严格的规范统一ꎬ这会影响到之后其他学者再对

标本进行研究时的精确度ꎮ 栽培元宝槭会受到较

大的人为干预ꎬ例如 Ｌｉ 等(２０１５)２０１２ 至 ２０１３ 年ꎬ
在中国北京郊区ꎬ采用开放式顶空气室对元宝枫

幼苗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臭氧浓度高于环境空气和

干旱胁迫的栽培试验ꎬ元宝枫的生长受到极大影

响ꎬ此外还有许多人工栽培的元宝枫林ꎬ因此采集

得到的栽培标本与野生标本的地理分布格局与花

期、果期以及叶片与果实形态差异都存在较大差

异ꎮ 因为未区分标本的野生和栽培情况会对不同

学者对植物标本进行不同维度的搜集与研究时造

成一定的偏差ꎬ所以ꎬ今后在标本采集与制作期ꎬ
准确标注标本采集的野生和栽培情况应严格要求

与规范ꎮ 此次基于数字化馆藏标本的元宝槭资源

分布研究也存在这个问题ꎬ目前只能基于已有馆

藏标本的记录情况进行研究ꎬ并没有严格区分野

生和栽培的标本ꎬ研究结果可作为参考存在一定

的偏差ꎮ
元宝槭浑身是宝ꎬ同时具有观赏、食用和药用

等多方面的价值ꎬ并且是高效的经济树种ꎮ 元宝

槭种子的含油率可达 ４３％ꎬ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

达 ９２％ꎬ神经酸含量为 ５.５２％ꎬ此外还含有多种对

人体有益处的化学成分ꎬ在增强免疫力、促进大脑

发育、抗肿瘤和抗氧化等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魏
伊楚等ꎬ２０１８)ꎬ元宝槭作为我国特有的油料树种

极具研究和开发利用价值ꎮ 元宝槭被«中国物种

红色名录»列为“近危种” (汪松和解炎ꎬ２００４)ꎬ此
次以馆藏数字化元宝槭标本为第一手资料ꎬ研究

其地理分布、生长环境、品系间叶花果的差异ꎬ可
掌握该物种的生物学基本性状和资源分布特征ꎬ
为植物油料资源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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