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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ꎬ 昆明 ６５０２０１ꎻ ３. 中国科学院大学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

摘　 要: 长期以来ꎬ白毛算盘子(Ｇｌｏｃｈｉｄｉｏｎ ａｒｂｏｒｅｓｃｅｎｓ Ｂｌｕｍｅ)被认为广布于中国云南西部至南部地区ꎮ 该

研究基于多年野外考察及标本查阅工作发现ꎬ由于白毛算盘子在中国的分布实为标本错误鉴定所致ꎬ相关

错误鉴定的标本绝大部分属于绒毛算盘子 [Ｇ. ｈｅｙｎｅａｎｕｍ (Ｗｉｇｈｔ ＆ Ａｒｎ.) Ｗｉｇｈｔ]ꎬ少部分属于里白算盘子

(Ｇ.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 ｖａｒ.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 Ｍüｌｌ. Ａｒｇ.)、毛果算盘子 ( Ｇ. ｅｒｉｏｃａｒｐｕｍ Ｃｈａｍｐ. ｅｘ Ｂｅｎｔｈ.)、艾胶算盘子

[Ｇ. ｌａｎｃｏｌａｒｉｕｍ (Ｒｏｘｂ.) Ｖｏｉｇｔ]或厚叶算盘子 [Ｇ. ｚｅｙｌａｎｉｃｕｍ ｖａｒ.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ｕｍ (Ｄａｌｚｅｌｌ) Ｔｒｉｍｅｎ]等物种ꎬ故在

此将白毛算盘子在中国的分布予以排除ꎮ 另外ꎬ对白毛算盘子进行了后选模式指定ꎬ并提供了白毛算盘子

与相关混淆种的物种检索表ꎮ
关键词: 算盘子属ꎬ 白毛算盘子ꎬ 叶下珠族ꎬ 叶下珠科ꎬ 分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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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盘子属(Ｇｌｏｃｈｉｄｉｏｎ Ｊ. Ｒ. Ｆｏｒｓｔ. ＆ Ｇ. Ｆｏｒｓｔ.)隶
属 于 叶 下 珠 科 (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 叶 下 珠 族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ｅａｅ)ꎬ超过 ３００ 种ꎬ为乔木或灌木类型ꎬ主
要分布于热带亚热带亚洲至波利尼西亚地区

(Ｗｅｂｓｔｅｒꎬ２０１４ꎻ姚纲等ꎬ２０１７)ꎮ 中国产算盘子属植

物近 ３０ 种ꎬ主要分布于西南部至台湾 (李秉滔ꎬ
１９９４ꎻ姚纲等ꎬ２０１７)ꎮ 形态特征上ꎬ算盘子属以其

花无花盘、花柱常合生、雄蕊顶端具尖及种皮常肉

质化等特征区别于同族其他属 (李秉滔ꎬ １９９４ꎻ
Ｗｅｂｓｔｅｒꎬ２０１４)ꎮ 该属植物花为单性且极小(雌花直

径大多在 １ ｍｍ 左右)ꎬ果实多为扁球状ꎬ由于众多

分类学文献对该属类群花和果特征的描述较为简

单ꎬ可用分类学性状挖掘不足ꎬ因此该属植物标本

的物种错误鉴定情况非常普遍ꎬ前期我们对中国部

分物种进行过修订ꎬ完善了多个物种的分布区信息

(Ｙａｏ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５ꎬ２０１９ꎬ２０２０ꎻ姚纲等ꎬ２０１７)ꎮ
白毛算盘子 ( Ｇｌｏｃｈｉｄｉｏｎ ａｒｂｏｒｅｓｃｅｎｓ Ｂｌｕｍｅ) 由

Ｂｌｕｍｅ 于 １８２５ 年基于采自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一

号标本(Ｃ. Ｌ. ｖｏｎ Ｂｌｕｍｅ ｓ. ｎ.ꎬ Ｌ ＆ ＮＹ)发表ꎮ 形态特

征上ꎬ该种叶片上表面无毛ꎬ下表面沿叶脉被微毛ꎬ
雌花具总梗ꎬ花柱合生呈近锥状至短柱状ꎬ雄蕊 ６
枚ꎬ果实近无毛ꎬ直径 ５ ~ ７ ｍｍꎬ果实上纵沟很浅至

不明显ꎬ此一系列特征易于与同属其他物种相区

别ꎮ 分类学处理中ꎬ该种曾被处理为香港算盘子的

变种:Ｇ. ｚｅｙｌａｎｉｃｕｍ (Ｇａｅｒｔｎ.) Ａ. Ｊｕｓｓ. ｖａｒ. ａｒｂｏｒｅｓｃｅｎｓ
(Ｂｌｕｍｅ ) Ｃｈａｋｒａｂ. ＆ Ｍ. Ｇａｎｇｏｐ. ( Ｃｈａｋｒａｂａｒｔｙ ＆
Ｇａｎｇｏｐａｄｈｙａｙꎬ１９９５)ꎬ并被部分志书或物种名录所接

受(马海英等ꎬ２００６ꎻ陈家辉等ꎬ２０１８)ꎮ 在中国ꎬ白
毛算盘子早期被«云南种子植物名录»所收录(吴征

镒ꎬ１９８４)ꎬ之后被«中国植物志» (李秉滔ꎬ１９９４)、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Ｌｉ ＆ Ｇｉｌｂｅｒｔꎬ２００８)、«云南植物志»
(马海英等ꎬ２００６)、«云南省种子植物名录数据

集»(陈家辉等ꎬ２０１８)及«中国生物物种名录» (夏
念和和童毅华ꎬ２０１８)等志书及一系列物种名录所

收录ꎬ且相关资料中提及该种广布于云南思茅、景
东、双江、泸水、勐海、勐腊及景洪等地ꎮ 然而ꎬ在
针对算盘子属的分类修订工作中ꎬ基于多年的文

献考证、标本查阅及野外考察等工作ꎬ我们发现白

毛算盘子在中国的分布属于标本错误鉴定所致ꎬ
而真正的白毛算盘子在中国并未发现ꎮ 因此ꎬ将
其在中国的分布予以排除ꎮ

分类处理

白毛算盘子　 图版 Ｉ: Ａꎬ Ｃ－Ｅ
Ｇｌｏｃｈｉｄｉｏｎ ａｒｂｏｒｅｓｃｅｎｓ Ｂｌｕｍｅ Ｂｉｊｄｒ. ５８４. １８２５.

Ｌｅｃｔｏｔｙｐｅ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ｄ ｈｅｒｅ):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Ｊａｖａꎬ Ｃ. Ｌ.
ｖｏｎ Ｂｌｕｍｅ ｓ. ｎ. (Ｌ￣００２３４１４ꎬ ｐｈｏｔｏ!ꎻ ｉｓｏｌｅｃｔｏｔｙｐｅ: ＮＹ￣
００２６３４２５ꎬ ｐｈｏｔｏ!).

Ｃｈａｋｒａｂａｒｔｙ 和 Ｇａｎｇｏｐａｄｈｙａｙ ( １９９５) 曾将白毛

算盘 子 处 理 为 香 港 算 盘 子 [ Ｇ. ｚｅｙｌａｎｉｃｕｍ ｖａｒ.
ｚｅｙｌａｎｉｃｕｍ (Ｇａｅｒｔｎ.) Ａ. Ｊｕｓｓ.]的变种: Ｇ. ｚｅｙｌａｎｉｃｕｍ
(Ｇａｅｒｔｎ.) Ａ. Ｊｕｓｓ. ｖａｒ. ａｒｂｏｒｅｓｃｅｎｓ (Ｂｌｕｍｅ) Ｃｈａｋｒａｂ. ＆
Ｍ. Ｇａｎｇｏｐ.ꎮ 实际上ꎬ香港算盘子植株除子房外均

无毛ꎬ果实直径 ８ ~ １２ ｍｍꎬ由于白毛算盘子与之区

别明显ꎬ因此将白毛算盘子处理为香港算盘子变

种的做法值得商榷ꎬ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待后续利

用分子证据加以确认ꎮ 鉴于二者形态差异明显ꎬ
本研究暂时接受众多植物志中的观点ꎬ即承认白

毛算盘子独立的种级地位ꎮ
一方面ꎬ白毛算盘子在中国最初收录于«云南

种子植物名录»之中(吴征镒ꎬ１９８４)ꎬ其中引用了两

号凭证标本:Ｈｅｎｒｙ １１９２９ 与辛景三 ２１２ꎮ 本研究对

这两号标本进行研究发现ꎬ标本 Ｈｅｎｒｙ １１９２９(ＰＥ￣
００９６０３２６ꎬ图版 Ⅱ: Ａ) 实际应属于厚叶算盘子

[Ｇ. ｚｅｙｌａｎｉｃｕｍ ｖａｒ.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ｕｍ (Ｄａｌｚｅｌｌ) Ｔｒｉｍｅｎ]ꎬ而
标本辛景三 ２１２( ＩＢＳＣ￣０３３０３９９ꎬ图版Ⅱ: Ｂꎻ ＫＵＮ￣
０１８７４６１ꎬ图版Ⅱ: ＣꎻＰＥ￣００９６０２３９ꎬ图版Ⅱ: Ｄ)属于

绒毛算盘子 [Ｇ. ｈｅｙｎｅａｎｕｍ (Ｗｉｇｈｔ ＆ Ａｒｎ.) Ｗｉｇｈｔꎬ
模式为图版 Ｉ: Ｂ]ꎮ 因此ꎬ毫无疑问ꎬ«云南种子植

物名录»收录的白毛算盘子为标本鉴定错误所致ꎮ
该种在中国云南的分布发表之后被众多分类学文

献所收录ꎬ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参考了之前所出

版的«云南种子植物名录»ꎮ
另一方面ꎬ基于近十年广泛的野外考察与标本

查阅工作ꎬ我们发现被鉴定为白毛算盘子的其他中

国标本绝大部分属于绒毛算盘子ꎬ另有少量标本为

里 白 算 盘 子 ( Ｇ.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 ｖａｒ.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
Ｍüｌｌ. Ａｒｇ.)、毛果算盘子(Ｇ. ｅｒｉｏｃａｒｐｕｍ Ｃｈａｍｐ. ｅｘ
Ｂｅｎｔｈ.)或艾胶算盘子 [ Ｇ.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ｒｉｕｍ ( Ｒｏｘｂ.)
Ｖｏｉｇｔ](图版Ⅲ)ꎮ 形态特征上ꎬ绒毛算盘子茎与叶

片下表面密被白色短柔毛(图版 ＩＶ: Ｂ－Ｃ)ꎬ雌花

簇生于叶腋内(图版 ＩＶ: Ｂ)ꎬ子房 ４ ~ ６ 室ꎬ花柱短

柱状(图版 ＩＶ: Ｂ)ꎬ雄蕊 ３ 枚ꎬ果实扁球形且密被

白色短柔毛(图版 ＩＶ: Ｄ)ꎬ果实直径 ８ ~ １０ ｍｍꎬ果
实纵沟较深ꎬ８ ~ １２ 条(图版 ＩＶ: Ｄ)ꎻ里白算盘子

雌花簇生于叶腋内ꎬ子房 ３ ~ ４ 室ꎬ雄蕊 ３ 枚ꎬ果实

直径 ５ ~ ７ ｍｍꎬ果实纵沟较深ꎬ６ 条或 ８ 条ꎬ果实宿

存花柱柱状(图版 ＩＶ: Ｅ)ꎻ毛果算盘子叶片两面均

被长柔毛ꎬ雌花簇生于叶腋内ꎬ花柱呈柱状ꎬ雄蕊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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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白毛算盘子后选模式(Ｃ. Ｌ. ｖｏｎ Ｂｌｕｍｅ ｓ. ｎ. Ｌ￣００２３４１４)ꎻ Ｂ. 绒毛算盘子 [Ｇ. ｈｅｙｎｅａｎｕｍ (Ｗｉｇｈｔ ＆ Ａｒｎ.) Ｗｉｇｈｔ]后选模式

(Ｂ. Ｈｅｙｎｅ １５ꎬ Ｋ￣０００２４６４１４)ꎻ Ｃ－Ｅ. 白毛算盘子果实与果梗ꎬ 实心箭头表示腋上生果梗总梗ꎬ空心箭头表示果实宿存花柱ꎮ
Ａ. Ｌｅｃｔｏｔｙｐｅ ｏｆ Ｇ. ａｒｂｏｒｅｓｃｅｎｓ (Ｃ. Ｌ. ｖｏｎ Ｂｌｕｍｅ ｓ. ｎ. Ｌ￣００２３４１４)ꎻ Ｂ. Ｌｅｃｔｏｔｙｐｅ ｏｆ Ｇ. ｈｅｙｎｅａｎｕｍ (Ｗｉｇｈｔ ＆ Ａｒｎ.) Ｗｉｇｈｔ (Ｂ. Ｈｅｙｎｅ １５ꎬ Ｋ￣
０００２４６４１４)ꎻ Ｃ－Ｅ. Ｆｒｕｉｔｓ ａｎｄ ｐｅｄｕｎｃｌｅｓ ｏｆ Ｇ. ａｒｂｏｒｅｓｃｅｎｓꎬ ｐｅｄｕｎｃｌ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ｓｔｙｌｅ ａｒｅ ｓｈｏｗｎ ｂｙ ｔｈｅ ｓｏｌｉｄ ａｎｄ ｈｏｌｌｏｗ ａｒｒｏｗｈｅａｄ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图版 Ｉ　 白毛算盘子与绒毛算盘子标本
Ｐｌａｔｅ Ｉ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ｏｆ Ｇｌｏｃｈｉｄｉｏｎ ａｒｂｏｒｅｓｃｅｎｓ Ｂｌｕｍｅ ａｎｄ Ｇ. ｈｅｙｎｅａｎｕｍ (Ｗｉｇｈｔ ＆ Ａｒｎ.) Ｗｉｇｈｔ

枚ꎬ果实密被长柔毛ꎬ直径 ８ ~ １０ ｍｍꎬ纵沟较深ꎬ
８ ~ １０ 条(图版 ＩＶ: Ｆ)ꎻ艾胶算盘子叶两面无毛ꎬ雌

花簇生于叶腋内ꎬ花柱短柱状至近短圆锥状ꎬ雄蕊

５ ~ ６ 枚ꎬ果实近无毛ꎬ近球形至扁球形ꎬ直径 ８ ~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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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厚叶算盘子(Ｈｅｎｒｙ １１９２９ꎬ ＰＥ￣００９６０３２６)ꎻ Ｂ－Ｄ. 绒毛算盘子(辛景三 ２１２ꎬ Ｂ. ＩＢＳＣ￣０３３０３９９ꎬ Ｃ. ＫＵＮ￣０１８７４６１ꎬ Ｄ. ＰＥ￣００９６０２３９)ꎮ
Ａ. Ｇｌｏｃｈｉｄｉｏｎ ｚｅｙｌａｎｉｃｕｍ ｖａｒ.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ｕｍ (Ｄａｌｚｅｌｌ) Ｔｒｉｍｅｎ (Ｈｅｎｒｙ １１９２９ꎬ ＰＥ￣００９６０３２６)ꎻ Ｂ－Ｄ. Ｇ. ｈｅｙｎｅａｎｕｍ (Ｗｉｇｈｔ ＆ Ａｒｎ.) Ｗｉｇｈｔ
(Ｊ. Ｓ. Ｘｉｎ ２１２ꎬ Ｂ. ＩＢＳＣ￣０３３０３９９ꎬ Ｃ. ＫＵＮ￣０１８７４６１ꎬ Ｄ. ＰＥ￣００９６０２３９).

图版 Ⅱ　 算盘子属标本
ＰｌａｔｅⅡ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ｏｆ Ｇｌｏｃｈｉｄｉｏｎ

ｍｍꎬ纵沟浅或较明显ꎬ１２ ~ １６ 条(图版 ＩＶ: Ｇ) ꎮ
相比之下ꎬ白毛算盘子叶片上表面无毛ꎬ下表面

沿叶脉被微毛ꎬ雌花具总梗且总梗生于叶腋上方

(图版 Ｉ: Ａꎬ Ｃꎬ Ｄ) ꎬ花柱短圆锥状至柱状(图版

Ｉ: Ｃ) ꎬ雄蕊 ６ 枚ꎬ果实近无毛ꎬ直径 ５ ~ ７ ｍｍꎬ纵
沟很浅或不明显(图版 Ｉ: Ｃ －Ｅ) ꎮ 因此ꎬ从叶片

毛被特征、雌花是否具总梗、花柱特征、雄蕊数

目、果实大小与毛被以及果实纵沟特征等性状来

看ꎬ白毛算盘子与其他几个物种明显不同ꎮ 雌花

具总梗这一特征在国产算盘子属物种中仅见于

香港算盘子、厚叶算盘子及披针叶算盘子 ( Ｇ.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ｕｍ Ｈａｙａｔａ) ３ 个类群ꎮ 此外ꎬ基于 «中国

植物志»中对算盘子属组级水平类群划分的观点

(李秉滔ꎬ１９９４) ꎬ白毛算盘子与艾胶算盘子隶属

于多雄蕊组( Ｓｅｃｔ. Ｍｕｌｔａｎｄｒｕｍ Ｐ. Ｔ. Ｌｉ) ꎬ而里白

算盘子、绒毛算盘子与毛果算盘子则属于算盘子

组( Ｓｅｃｔ. Ｇｌｏｃｈｉｄｉｏｎ) ꎮ
从白毛算盘子这一物种的拉丁学名来看ꎬ其

种加词“ ａｒｂｏｒｅｓｃｅｎｓ”意为“乔木状的”ꎬ该种中文

名则以其毛被特征作为命名依据ꎮ 从被鉴定为白

毛算盘子的中国标本来看ꎬ绒毛算盘子茎、叶、子
房、花萼、花梗及果实等均被白色短绒毛ꎬ«中国植

物志»等文献中提供的白毛算盘子线形图同样与

绒毛算盘子无异ꎬ而与真正的白毛算盘子不同ꎮ
因此ꎬ不难看出«中国植物志»及中国其他相关分

类学文献中对白毛算盘子这一物种的收录很可能

是基于鉴定错误的国产绒毛算盘子标本ꎮ 此外ꎬ

近年来大量野外考察及标本查阅工作并未发现真

正的白毛算盘子在中国有分布ꎬ故在此将该种在

中国的分布予以排除ꎮ
分布: 主要分布于印度尼西亚ꎬ根据相关植物

志、物种名录等文献报道ꎬ该种在印度、缅甸、泰国

及马来半岛等地也有分布ꎮ 然而ꎬ标本鉴定错误

导致物种分布区有误的情况在算盘子属较为常

见ꎬ本研究未能查阅到该种模式产地以外的其他

标本ꎮ 因此ꎬ该种在相关地区是否存在真实分布

暂不做讨论ꎬ对其分布区仅列其模式所在国家ꎮ
Ｃｈａｋｒａｂａｒｔｙ 和 Ｇａｎｇｏｐａｄｈｙａｙ ( １９９５) 曾认为白

毛算盘子在印度东部地区有分布ꎬ但其所提供信息

表明ꎬ印度所产该类群植株各部分明显被毛ꎬ并认

为该种与厚叶算盘子相似ꎬ仅以果实较小(直径 ４ ~
７ ｍｍ ｖｓ. ７~１２ ｍｍ)与后者不同ꎮ 实际上ꎬ由于白毛

算盘子叶片上表面无毛ꎬ仅下表面(多见于叶脉处)
被微毛(Ｃ. Ｌ. Ｂｌｕｍｅ ｓ. ｎ.ꎬ ＮＹ￣００２６３４２５ ＆ Ｐ￣００７４８４５８ꎬ
ｐｈｏｔｏｓ!)ꎬ因此与Ｃｈａｋｒａｂａｒｔｙ 和Ｇａｎｇｏｐａｄｈｙａｙ(１９９５)所
记载的印度类群区别明显ꎮ Ｓｗａｍｙ 等(２０１６)曾报

道白毛算盘子在印度南部地区的新分布ꎬ根据其研

究所提供的物种活体图片ꎬ其报道的物种明显鉴定

错误ꎬ其报道物种的雌花簇生于叶腋内、花柱呈长

柱状、果实很扁且密被短绒毛、果实纵沟 ８ 条且较

深ꎬ此一系列特征与真正的白毛算盘子明显不同ꎮ
ｖａｎ Ｗｅｌｚｅｎ(２００７)在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中收录白毛

算盘子ꎬ但据记载该种果实直径 ８.５~１１ ｍｍꎬ同样与

具备较小果实的白毛算盘子不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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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 绒毛算盘子(Ａ. 钱义咏 ６８４ꎬ ＨＩＴＢＣ￣０００５６４７ꎻ Ｂ. 绿春队 １１１１ꎬ ＫＵＮ￣０１８６２４２ꎻ Ｃ. 郭绍荣 １４７０ꎬ ＩＭＤＹ￣０００７５２９)ꎻ Ｄ. 里白

算盘子(杨增宏等 １０１４４０ꎬ ＫＵＮ￣０１８６２３７)ꎻ Ｅ. 毛果算盘子(周仕顺 １６２０ꎬ ＨＩＴＢＣ￣１０５３５４)ꎻ Ｆ. 艾胶算盘子(刘勐 Ｃ２１００５６ꎬ
ＨＩＴＢＣ￣００２１１６９)ꎮ
Ａ－Ｃ. Ｇｌｏｃｈｉｄｉｏｎ ｈｅｙｎｅａｎｕｍ (Ｗｉｇｈｔ ＆ Ａｒｎ.) Ｗｉｇｈｔ (Ａ. Ｙ. Ｙ. Ｑｉａｎ ６８４ꎬ ＨＩＴＢＣ￣０００５６４７ꎻ Ｂ. Ｌüｃｈｕｎ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 １１１１ꎬ ＫＵＮ￣０１８６２４２ꎻ
Ｃ. Ｓ. Ｒ. Ｇｕｏ １４７０ꎬ ＩＭＤＹ￣０００７５２９)ꎻ Ｄ. Ｇ.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 ｖａｒ.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 Ｍüｌｌ. Ａｒｇ. (Ｚ. Ｈ. 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１０１４４０ꎬ ＫＵＮ￣０１８６２３７)ꎻ Ｅ. Ｇ.
ｅｒｉｏｃａｒｐｕｍ Ｃｈａｍｐ. ｅｘ Ｂｅｎｔｈ. (Ｓ. Ｓ. Ｚｈｏｕ １６２０ꎬ ＨＩＴＢＣ￣１０５３５４)ꎻ Ｆ. Ｇ.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ｒｉｕｍ (Ｒｏｘｂ.) Ｖｏｉｇｔ (Ｍ. Ｌｉｕ Ｃ２１００５６ꎬ ＨＩＴＢＣ￣００２１１６９).

图版 Ⅲ　 算盘子属标本
Ｐｌａｔｅ Ⅲ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ｏｆ Ｇｌｏｃｈｉｄｉｏｎ

研究标本引证 (部分)
里 白 算 盘 子 ( Ｇｌｏｃｈｉｄｉｏｎ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 ｖａｒ.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中国云南省景东县ꎬ海拔 １ ９００ ｍꎬ１９６３
年 １１ 月 ６ 日ꎬ杨增宏等 １０１４４０(ＫＵＮ￣０１８６２３７)ꎮ 白

毛算盘子(Ｇ. ａｒｂｏｒｅｓｃｅｎｓ):印度尼西亚ꎬＴｅｙｓｍａｎｎꎬ
Ｊ. Ｅ.ꎬ ＃ｓ. ｎ. (Ｋ００１０８１１３６ꎬ Ｋ００１０８１１３７)ꎻ苏门答腊ꎬ

Ｔｅｙｓｍａｎｎꎬ Ｊ.Ｅ.ꎬ ＃ｓ.ｎ. (Ｌ００２３３６７)ꎻＳｕｍａｔｒａꎬ Ｓｕｍａｔｅｒａ
Ｓｅｌａｔａｎꎬ Ｂａｎｇｋａꎬ Ｂａｎｋａꎬｓｙｎ. ＃ＨＢ３３９７ (Ｕ０００１９３５)ꎮ
毛果算盘(Ｇ. ｅｒｉｏｃａｒｐｕｍ):中国云南省西双版纳州

勐腊县勐仑镇热带植物园民族区ꎬ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２
日ꎬ周仕顺 １６２０ ( ＨＩＴＢＣ￣１０５３５４)ꎮ 艾胶算盘子

(Ｇ.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ｒｉｕｍ):中国云南省西双版纳热带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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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Ｄ. 绒毛算盘子: Ａ. 植株ꎻ Ｂ. 雌花与雄花ꎻ Ｃ. 叶片下表面ꎻ Ｄ. 果实ꎮ Ｅ. 里白算盘子果实ꎻ Ｆ. 毛果算盘子果实ꎻ Ｇ. 艾胶算盘子果实ꎮ
Ａ－Ｄ. Ｇ. ｈｅｙｎｅａｎｕｍ (Ｗｉｇｈｔ ＆ Ａｒｎ.) Ｗｉｇｈｔ: Ａ. Ｈａｂｉｔꎻ Ｂ.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ｎｄ ｍａｌｅ ｆｌｏｗｅｒｓꎻ Ｃ. Ａｂａｘｉａｌ ｏｆ ｌｅａｆꎻ Ｄ. Ｆｒｕｉｔ. Ｅ. Ｆｒｕｉｔｓ ｏｆ Ｇ.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
ｖａｒ.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 Ｍüｌｌ. Ａｒｇ.ꎻ Ｆ. Ｆｒｕｉｔｓ ｏｆ Ｇ. ｅｒｉｏｃａｒｐｕｍ Ｃｈａｍｐ. ｅｘ Ｂｅｎｔｈ.ꎻ Ｇ. Ｆｒｕｉｔｓ ｏｆ Ｇ.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ｒｉｕｍ (Ｒｏｘｂ.) Ｖｏｉｇｔ.

图版 ＩＶ　 算盘子属物种
Ｐｌａｔｅ ＩＶ　 Ｇｌｏｃｈｉｄｉ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园ꎬ海拔 ５７０ ｍꎬ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６ 日ꎬ刘勐 Ｃ２１００５６
( ＨＩＴＢＣ￣００２１１６９ )ꎮ 厚 叶 算 盘 子 ( Ｇ. ｚｅｙｌａｎｉｃｕｍ
ｖａｒ.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ｕｍ):中国云南省ꎬ海拔１ ６６７ ｍꎬ１９８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ꎬＡ. Ｈｅｎｒｙ １１９２９(ＰＥ￣００９６０３２６)ꎮ 绒毛算

盘子(Ｇ. ｈｅｙｎｅａｎｕｍ):中国云南省西双版纳景洪市

普文乡(现普文镇)后山ꎬ海拔 ９３０ ｍꎬ１９９７ 年 ８ 月

１２ 日ꎬ陶国达等 １７０２３(ＨＩＴＢＣ￣０１４６２７)ꎻ云南省孟

连县城北石灰山ꎬ１９７３ 年 ８ 月 １８ 日ꎬ孟连调查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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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２６(ＨＩＴＢＣ￣０１４５４５ꎬＫＵＮ￣０１８６２４３)ꎻ云南省思茅

地区普洱县(现宁洱县)那迁村ꎬ１９８６ 年 ７ 月 ３１ 日ꎬ
钱义咏 ６８４(ＨＩＴＢＣ￣０００５６４７)ꎻ云南省德宏州梁河

县芒东镇至勐养镇途中ꎬ１９７４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ꎬ陶国

达 １２８３４(ＨＩＴＢＣ￣０１４５４４)ꎻ云南省盈江县芒允乡ꎬ
１９７４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ꎬ 陶 国 达 １３４０８ ( ＨＩＴＢＣ￣
０１４５４７)ꎻ云南省保山市瓦窑乡滇缅公路 ６２１ ｋｍ 附

近ꎬ海拔１ １６０ ｍꎬ１９７７ 年 ９ 月 ２３ 日ꎬ李延辉 ２０４２２
(ＨＩＴＢＣ￣０１４６２９ꎬＩＢＳＣ￣０７３４１１７)ꎻ云南省红河县ꎬ海

拔１ ０００ ｍꎬ１９７３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ꎬ陶德定 １５５８(ＫＵＮ￣
０１８６２３９ꎬＨＩＴＢＣ￣０９６３００)ꎻ云南省金平县老猛洞ꎬ海
拔 ８５０ ｍꎬ１９７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ꎬ绿春队 １１１１(ＨＩＴＢＣ￣
１００３１１ꎬＫＵＮ０１８６２４２)ꎻ云南省景洪市普文区(现普

文镇)ꎬ海拔 ８００ ｍꎬ１９８７ 年 ５ 月 ２０ 日ꎬ郭绍荣 １４７０
(ＩＭＤＹ￣０００７５２９)ꎻ云南省通海县ꎬ海拔 １ ７５０ ｍꎬ
１９８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ꎬ玉溪队 ０７８４(ＫＵＮ￣０１８６２３４)ꎻ云
南省永德县ꎬ海拔 １ ８００ ｍꎬ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ꎬ刘恩

德 ５４６８(ＫＵＮ￣０１８６２４５)ꎮ

白毛算盘子与中国混淆物种的检索表

１. 植株被长柔毛 毛果算盘子 Ｇｌｏｃｈｉｄｉｏｎ ｅｒｉｏｃａｒｐｕｍ
１. 植株绝无长柔毛 ２
２. 雄蕊 ３ 枚ꎻ花柱柱状ꎻ果实纵沟较深 ３
２. 雄蕊不少于 ５ 枚ꎻ花柱绝非柱状ꎻ果实纵沟很浅或不明显 ４
３. 叶片密被白绒毛ꎻ子房 ３ 室(稀 ４ 室)ꎻ果实直径 ５~ ７ ｍｍ 里白算盘子 Ｇ.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 ｖａｒ.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
３.叶片具短柔毛ꎻ房 ４~ ６ 室ꎻ果实直径 ８~ １０ ｍｍ 绒毛算盘子 Ｇ. ｈｅｙｎｅａｎｕｍ
４. 果实直径 ５~ ７ ｍｍꎻ 白毛算盘子 Ｇ. ａｒｂｏｒｅｓｃｅｎｓ
４. 果实直径可达 １０ ｍｍ ４
５. 植株明显被毛ꎻ雌花生于叶腋上方的总梗ꎻ果实内部无空腔 厚叶算盘子 Ｇ. ｚｅｙｌａｎｉｃｕｍ ｖａｒ.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ｕｍ
５. 植株无毛ꎻ雌花簇生于叶腋ꎻ果实内部常具明显的空腔 艾胶算盘子 Ｇ.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ｒｉｕｍ

　 　 致谢　 承蒙 ＨＩＴＢＣ、ＩＭＤＹ、ＩＢＳＣ、Ｋ、ＫＵＮ、ＰＥ、Ｌ、
ＮＹ、Ｕ 等标本馆提供标本图片及数据ꎬ特此致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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