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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藏兰科植物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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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东喜马拉雅地区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区域ꎬ西藏为其重要组成单元ꎬ明确该地区本底植物资源

及地理分布对区域植物区系研究有着重要意义ꎮ 该文报道了笔者在西藏考察中发现的西藏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植物 ５ 个新记录属ꎬ即美柱兰属(Ｃａｌｌｏｓｔｙｌｉｓ Ｂｌｕｍｅ)、异型兰属(Ｃｈｉｌｏｓｃｈｉｓｔａ Ｌｉｎｄｌ.)、蛇舌兰属

(Ｄｉｐｌｏｐｒｏｒａ Ｈｏｏｋ. ｆ.)、带叶兰属(Ｔａｅｎｉ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Ｂｌｕｍｅ)和宽距兰属(Ｙｏａｎｉａ Ｍａｘｉｍ.)ꎮ 对应的 ５ 个新记录种ꎬ即
美柱兰 ( Ｃａｌｌｏｓｔｙｌｉｓ ｒｉｇｉｄａ Ｂｌ.)、异型兰 ( Ｃｈｉｌｏｓｃｈｉｓｔ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Ｓｃｈｌｅｃｈｔｅｒ)、蛇舌兰 [Ｄｉｐｌｏｐｒｏｒａ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ｉｉ
(Ｌｉｎｄｌ.) Ｈｏｏｋ. ｆ.]、毛莛带叶兰(Ｔａｅｎｉ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ｒｅｔｒｏｓｐ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Ｋｉｎｇ ＆ Ｐａｎｔｌ.)和印度宽距兰(Ｙｏａｎｉａ ｐｒａｉｎｉｉ Ｋｉｎｇ
＆ Ｐａｎｔｌ.)ꎮ 该文还附有新记录属、种的形态描述和特征图片ꎮ 该研究结果进一步丰富了中国植物区系资料ꎬ
拓宽了西藏兰科植物的记录ꎬ并对西藏及毗邻地区兰科植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价值ꎮ
关键词: 兰科ꎬ 新记录属ꎬ 新记录种ꎬ 西藏ꎬ 地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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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喜马拉雅地区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区

域(Ｍｙｅｒ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０)ꎬ独特的自然地理特征及复

杂的气候类型使得该区域成为植物资源宝库ꎬ兰
科植物因其在植物系统进化中独特的研究价值而

备受科研工作者关注 ( Ｖｅｒｍｅｕｌｅ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ꎮ
青藏高原东南部与南部由于巨大的海拔高差及水

汽条件ꎬ因此附生兰科植物极为丰富(王喜龙等ꎬ
２０１８ｃ)ꎮ 受交通等客观条件制约ꎬ我国西藏兰科

植物资源调查较为滞后ꎬ«西藏植物志»记录西藏

兰科植物有 ６４ 属 １９３ 种(变种) (吴征镒ꎬ１９８７)ꎮ
近年来ꎬ越来越多的新种和新记录种在喜马拉雅

地区不断被发现ꎬ西藏兰科植物种类记录已近 ４００
种(王喜龙等ꎬ２０１８ｂ)ꎮ 其中ꎬ包含大量新种和新

记录种ꎬ如格当石豆兰(Ｂｕｌ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ｇｅｄａｎｇｅｎｓｅ )
(Ｌｕ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林芝石豆兰 ( Ｂ. ｌｉｎｚｈｉｅｎｓｅ )
(Ｍａ ＆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短耳鸢尾兰(Ｏｂｅｒｏｎｉａ
ｆａｌｃｏｎｅｒｉ )、长苞苹兰 ( Ｐｉｎａｌｉａ ｏｂｖｉａ ) (弓莉等ꎬ
２０１９)、球花石豆兰(Ｂｕｌ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ｒｅｐｅｎｓ )、云南盆

距兰(Ｇａｓｔｒｏｃｈｉｌｕ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刘成等ꎬ２０２０)等ꎻ
新 记 录 属 也 屡 见 报 道ꎬ 如 线 柱 兰 属 ( Ｚｅｕｘｉｎｅ
Ｌｉｎｄｌ.)、槽舌兰属 (Ｈｏｌｃｏｇｌｏｓｓｕｍ Ｓｃｈｌｔｒ.) (王喜龙

等ꎬ ２０１８ａ)、密花兰属 (Ｄｉｇｌｙｐｈｏｓａ Ｂｌｕｍｅ) (刘成

等ꎬ２０２０)ꎮ 这些新记录的发现不仅对喜马拉雅兰

科植物的区系与进化具有重要意义ꎬ而且在一定

程度上说明西藏兰科植物资源有待进一步调查ꎮ
２０２０ 年 ４—８ 月ꎬ西藏农牧学院、西藏自治区林

业调查规划研究院相关科研人员在西藏自治区墨

脱县和定结县进行了野生兰科植物资源调查ꎮ 在

查阅资料的基础上(Ｋｉｎｇ ＆ Ｐａｎｔｌｉｎｇꎬ １８９８ꎻ中国科

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ꎬ１９９９)ꎬ对所采集的标

本进行了整理与鉴定ꎬ发现西藏兰科植物 ５ 个新记

录属ꎬ即美柱兰属 ( Ｃａｌｌｏｓｔｙｌｉｓ Ｂｌｕｍｅ)、异型兰属

(Ｃｈｉｌｏｓｃｈｉｓｔａ Ｌｉｎｄｌ.)、 蛇舌兰属 ( Ｄｉｐｌｏｐｒｏｒａ Ｈｏｏｋ.
ｆ.)、带叶兰属 ( Ｔａｅｎｉ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Ｂｌｕｍｅ) 和宽距兰属

(Ｙｏａｎｉａ Ｍａｘｉｍ.)ꎮ 美柱兰属植物分布南起印度尼

西亚爪哇ꎬ北至喜马拉雅地区ꎬ全属仅 ２ 种(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ꎻ异型兰属植物主要分布于澳大利亚经东

南亚至印度一带ꎬ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记载全属约 １０ 种ꎬ
我国分布 ３ 种(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ꎻ蛇舌兰在我国南

部至南亚一带广泛分布ꎬ全属仅 ２ 种ꎬ我国分布 １ 种

(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ꎻ带叶兰属植物地理分布范围较

广ꎬ非洲经大洋洲至亚洲均有ꎬ北至日本ꎬ全属 １２０~
１８０ 种ꎬ中国有 ４ 种(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ꎻ徐志辉和蒋

宏ꎬ２０１０)ꎻ宽距兰属植物分布于越南至日本等ꎬ全
属为 ４ 种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ꎬ
１９９９)ꎮ 本次发现的 ５ 个新记录种分别为美柱兰

( Ｃａｌｌｏｓｔｙｌｉｓ ｒｉｇｉｄａ Ｂｌ.)、 异 型 兰 ( Ｃｈｉｌｏｓｃｈｉｓｔ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Ｓｃｈｌｅｃｈｔｅｒ )、 蛇 舌 兰 [ Ｄｉｐｌｏｐｒｏｒａ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ｉｉ ( Ｌｉｎｄｌ.) Ｈｏｏｋ. ｆ.]、 毛 莛 葶 带 叶 兰

(Ｔａｅｎｉ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ｒｅｔｒｏｓｐ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Ｋｉｎｇ ＆ Ｐａｎｔｌ.)和印度

宽距兰(Ｙｏａｎｉａ ｐｒａｉｎｉｉ Ｋｉｎｇ ＆ Ｐａｎｔｌ.)ꎬ现予以报道ꎮ
凭证标本保存于西藏农牧学院标本馆(ＴＡＡＨＵＣ!)ꎮ

１　 美柱兰属 ( Ｃａｌｌｏｓｔｙｌｉｓ Ｂｌｕｍｅ)
美柱兰属由 Ｂｌｕｍｅ 建立于 １８２５ 年ꎬ共有 ２ 种ꎬ

中国皆有分布ꎬ分别为美柱兰(Ｃａｌｌｏｓｔｙｌｉｓ ｒｉｇｉｄａ)和
竹叶美柱兰(Ｃ. ｂａｍｂｕｓｉｆｏｌｉａ)ꎬ均分布于云南(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ꎮ 本属植物均为附生草本ꎬ假鳞茎圆

柱形具许多节间ꎬ基部被鞘ꎻ叶片 ２ ~ ５ 枚ꎻ总状花

序顶生或在茎上部侧生ꎬ通常 ２ ~ ４ 个ꎬ具数朵花ꎻ
萼片与花瓣离生ꎬ两面被毛ꎬ侧萼片基部不形成萼

囊ꎻ花瓣小ꎬ唇瓣基部具活动关节与蕊柱足连接ꎻ
蕊柱向前弯ꎬ呈钩状或直角ꎬ蕊柱足上具肉质的胼

胝体ꎻ花粉团 ８ 个ꎬ形状大小均相等(中国科学院

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ꎬ１９９９)ꎮ
美柱兰　 图版 Ｉ: Ａ－Ｃ
Ｃａｌｌｏｓｔｙｌｉｓ ｒｉｇｉｄａ Ｂｌ.ꎬ Ｂｉｊｄｒ. ６: ｔ. ４ꎬ ｆｉｇ. ７４ꎬ ｅｔ

７: ３４１. １８２５ꎻ Ｌｉｎｄｌ.ꎬ Ｇｅｎ. Ｓｐ. Ｏｒｃｈ. Ｐｌ. : １２９. １８３０.
本种植物根状茎匍匐ꎬ粗 ４ ~ ８ ｍｍꎬ每个节间

具有硬质筒状鞘ꎬ长 １ ~ １.５ ｃｍꎻ假鳞茎长梭形ꎬ长
约 １５ ｃｍꎬ具 ４ ~ ５ 枚叶ꎬ叶革质ꎻ花序 ２ ~ ４ 个ꎬ具 １０
余朵花ꎬ花序梗长 ２.５ ~ ３.５ ｍｍꎬ花整体被棕色绒

毛ꎬ花苞片宽卵形ꎬ长 ３ ~ ４ ｍｍꎬ花棕黄色ꎻ中萼片

卵圆形ꎬ先端钝ꎬ长 ８ ~ １０ ｍｍꎬ宽约 ４ ｍｍꎻ侧萼片

较中萼片稍短而宽ꎬ亦为卵圆形ꎻ花瓣狭椭圆形ꎬ
长 ７ ~ ８ ｍｍꎬ宽约 ４ ｍｍꎻ唇瓣卵形ꎬ红棕色ꎬ长

３.５ ~ ４ ｍｍꎬ宽约 ３ ｍｍꎻ蕊柱呈直角弯曲ꎬ蕊柱足上

的胼胝体暗紫色ꎻ花期 ５—６ 月ꎮ
美柱兰于 ２００４ 年被«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列

为易危(ＶＵ)物种(汪松和解焱ꎬ２００４)ꎬ其与竹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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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柱兰有差别ꎬ主要在于前者假鳞茎长梭状ꎬ唇瓣

长约 ４ ｍｍꎬ而后者假鳞茎圆柱形ꎬ唇瓣长约 １０
ｍｍꎬ两者易区别ꎮ

凭证标本:中国西藏墨脱县背崩乡ꎬ海拔 ８５０
ｍꎬ附生于树干上ꎬ李孟凯等 ２０２００８９ (ＴＡＡＨＵＣ!)ꎮ
模式标本产自印度尼西亚爪哇ꎮ

分布:产于中国云南ꎬ印度、缅甸、越南等地也

有分布ꎮ 本种为中国西藏新记录种ꎮ

２　 异型兰属 ( Ｃｈｉｌｏｓｃｈｉｓｔａ Ｌｉｎｄｌ.)
异型兰属由 Ｌｉｎｄｌｅｙ 于 １８３２ 年建立ꎬ全属约

１０ 种ꎬ中国有 ５ 种ꎬ分别为异型兰 ( Ｃｈｉｌｏｓｃｈｉｓｔ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广东异型兰(Ｃ.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ｅｎｓｉｓ)、台
湾异型兰(Ｃ. ｓｅｇａｗａｅ)、宽囊异型兰(Ｃ. ｐａｒｉｓｈｉｉ)
(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ꎻ刘定坤等ꎬ２０２１)和白花异型兰

(Ｃ. ｅｘｕｐｅｒｅｉ)(杨正斌等ꎬ２０１６)ꎮ 本属植物为附生

草本ꎬ通常无茎ꎬ无绿叶ꎬ具多数长且扁平的根ꎻ花
序常下垂ꎬ总状花序具多数花ꎬ有毛或无毛ꎻ萼片

和花瓣近等长ꎬ通常贴生于蕊柱足ꎻ唇瓣爪形、３
裂ꎬ侧裂片直立、较大ꎬ中裂片短小ꎻ蕊柱很短ꎻ药
帽具刚毛ꎻ花粉团 ４ 个(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

辑委员会ꎬ１９９９)ꎮ
异型兰　 图版 Ｉ: Ｄ－Ｆ
Ｃｈｉｌｏｓｃｈｉｓｔ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Ｓｃｈｌｔｒ. ｉｎ Ｆｅｄｄｅ

Ｒｅｐｅｒｔ. Ｓｐ. Ｎｏｖ. Ｂｅｉｈ. ４: ７４ꎬ ２７５. １９１９.
本种植物为附生草本ꎬ无明显的茎ꎬ花期无

叶ꎻ花序 １ ~ ３ 个ꎬ下垂ꎬ密被柔毛ꎬ长 ２０ ~ ３０ ｃｍꎻ花
序疏生多数花ꎻ花序柄基部被数枚鳞片状鞘ꎻ花苞

片卵状披针形ꎬ长 ３ ~ ４ ｍｍꎬ先端短急尖ꎬ背面生短

刚毛ꎻ花梗和子房长约 ４ ｍｍꎬ密被短柔毛ꎻ花质地

厚ꎬ萼片和花瓣棕色或淡褐色ꎬ背面密布短毛ꎻ中
萼片卵圆形ꎬ长 ５ ~ ６ ｍｍꎬ宽 ４ ~ ５ ｍｍꎬ先端钝ꎻ侧
萼片卵状椭圆形ꎬ与中萼片等大ꎻ花瓣近长圆形ꎬ
等长于萼片而稍窄ꎬ多数向后翻折ꎻ唇瓣黄色ꎬ３
裂ꎻ侧裂片直立ꎬ狭长圆形ꎬ较大ꎬ长约 ４ ｍｍꎬ先端

圆形ꎬ边缘具淡棕色斑点ꎬ内面具红色条纹ꎻ中裂

片很短ꎬ先端钝并具凹槽ꎻ蕊柱白色ꎬ很短ꎻ蕊柱足

长约 ４ ｍｍꎬ具 ２ 条棕色条纹ꎻ药帽浅白色ꎬ两侧各

具 １ 个附属物ꎻ花期 ３—５ 月ꎻ果期 ７ 月ꎮ
在«中国物种红色名录» (汪松等ꎬ２００４)中ꎬ

云南异型兰被列为易危(ＶＵ)ꎮ 本种在植株形态

上与广东异型兰极为相近ꎬ区别在于本种萼片和

花瓣背面被毛ꎬ唇瓣中裂片比侧裂片短ꎬ而广东异

型兰萼片和花瓣背面无毛ꎬ唇瓣中裂片长于侧裂

片ꎬ两者在花期极易区分ꎮ
凭证标本: 中国西藏墨脱县格当乡ꎬ海拔１ ４７０

ｍꎬ附生于树干上ꎬ李孟凯等 ２０２０５７７(ＴＡＡＨＵＣ!)ꎮ
模式标本采自中国云南思茅ꎮ

分布: 产于中国云南、四川ꎬ本种在中国西藏

首次记录ꎮ

３　 蛇舌兰属 (Ｄｉｐｌｏｐｒｏｒａ Ｈｏｏｋ. ｆ.)
蛇舌兰属由 Ｈｏｏｋｅｒ 建立于 １８９０ 年ꎬ共 ２ 种ꎬ

中国分布 １ 种ꎬ为蛇舌兰(Ｄｉｐｌｏｐｒｏｒａ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ｉｉ)ꎬ
分布于我国云南南部至台湾一带 ( 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ꎮ 本属植物为附生草本ꎻ茎下垂ꎬ圆柱状或

稍扁平ꎬ具许多节ꎻ叶片狭卵形到镰刀状披针形ꎬ
先端具 ２ ~ ３ 尖裂ꎬ基部具鞘ꎻ总状花序侧生ꎬ疏生

很少花ꎻ萼片与花瓣相似ꎬ离生ꎬ背面具龙骨状突

起ꎻ唇瓣位于上方ꎬ舟形ꎬ尾状 ２ 裂ꎬ基部无距ꎻ蕊
柱短ꎬ无蕊柱足ꎬ花粉团 ４ 个ꎬ近球形(中国科学院

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ꎬ１９９９)ꎮ
蛇舌兰　 图版 Ｉ: Ｇ
Ｄｉｐｌｏｐｒｏｒａ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ｉｉ ( Ｌｉｎｄｌ.) Ｈｏｏｋ. ｆ.ꎬ

Ｆｌ. Ｂｒｉｔ. Ｉｎｄ. ６: ２６. １８９０ꎬ ｅｔ ｉｎ Ｈｏｏｋ.ꎬ Ｉｃｏｎ. Ｐｌ. ２:
ｔ. ２１２０. １８９２.

本种植物茎下垂ꎬ３ ~ １６ ｃｍꎬ粗 ４ ｍｍꎬ质地硬ꎬ
通常不分叉ꎻ叶近革质ꎬ无柄ꎬ镰状披针形或斜长

圆形ꎬ长 ５ ~ １１ ｃｍꎬ宽 １.６ ~ ２.７ ｃｍꎬ先端具 ２ ~ ３ 个

齿ꎻ花序疏生 ４ ~ ６ 朵花ꎬ花黄白色ꎻ花苞片卵状三

角形ꎬ长 ３ ~ ４ ｍｍꎬ先端锐尖ꎻ萼片长圆形ꎬ长约 ９
ｍｍꎬ宽 ４ ｍｍꎬ先端钝ꎬ背面具龙骨状突起ꎻ花瓣长

卵形ꎬ唇瓣呈舟形ꎬ无距ꎬ长约 １０ ｍｍꎬ宽约 ４ ｍｍꎬ
稍 ３ 裂ꎻ侧裂片直立ꎬ近方形ꎻ中裂片较长ꎬ向先端

骤然收狭且叉状 ２ 裂ꎬ其裂片呈蛇舌状ꎬ上面中央

具 １ 条肥厚的突起ꎻ蕊柱长约 ３ ｍｍꎬ无蕊柱足ꎻ花
期 ６—７ 月ꎻ果期 ８—１０ 月ꎮ

野外采集标本时ꎬ本种未在花期ꎬ引种至西藏

农牧学院兰科中心后开花ꎬ经学校专家鉴定为蛇

舌兰(Ｄｉｐｌｏｐｒｏｒａ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ｉｉ)ꎮ 在«中国物种红色名

录» (汪 松 和 解 焱ꎬ ２００４ ) 中ꎬ 蛇 舌 兰 属 于 近 危

(ＮＴ)ꎬ种群受威胁程度不大ꎮ
凭证标本:西藏墨脱县德兴乡ꎬ海拔 ８５０ ｍꎬ附

生于树干上ꎬ李孟凯等 ２０２０１３５ ( ＴＡＡＨＵＣ!)ꎮ 模

式标本产自香港ꎮ
分布:产于中国福建、香港、台湾、海南、广西、

云南等地ꎬ印度(锡金)、缅甸、泰国、越南也有分

布ꎮ 中国西藏分布新记录ꎮ

２８７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２ 卷



Ａ－Ｃ. 美柱兰ꎻ Ｄ－Ｆ. 异型兰ꎻ Ｇ. 蛇舌兰ꎻ Ｈ－Ｊ. 毛莛带叶兰ꎻ Ｋ－Ｍ. 印度宽距兰ꎮ
Ａ－Ｃ. Ｃａｌｌｏｓｔｙｌｉｓ ｒｉｇｉｄａꎻ Ｄ－Ｆ. Ｃｈｉｌｏｓｃｈｉｓｔ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ꎻ Ｇ. Ｄｉｐｌｏｐｒｏｒａ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ｉｉꎻ Ｈ－Ｊ. Ｔａｅｎｉ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ｒｅｔｒｏｓｐｉｃｕｌａｔｕｍꎻ Ｋ－Ｍ. Ｙｏａｎｉａ
ｐｒａｉｎｉｉ.

图版 Ｉ　 西藏兰科植物 ５ 新记录(属)种照片
Ｐｌａｔｅ Ｉ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 ｏｆ ｆｉｖｅ ｎｅｗｌｙ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ｇｅｎｅｒａ)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ｉｎ Ｔｉｂｅｔ

４　 带叶兰属 (Ｔａｅｎｉ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Ｂｌｕｍｅ)
带叶兰属由 Ｂｌｕｍｅ 建立于 １８２５ 年ꎬ共 １２０ ~

１８０ 种ꎬ 中 国 有 ４ 种ꎬ 分 别 为 兜 唇 带 叶 兰

( Ｔａｅｎｉ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ｐｕｓｉｌｌｕｍ )、 带 叶 兰 ( Ｔ.
ｇｌａｎｄｕｌｏｓｕｍ)、扁根带叶兰(Ｔ. ｃｏｍｐｌａｎａｔｕｍ) ( 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和毛莛带叶兰(Ｔ. ｒｅｔｒｏｓｐｉｃｕｌａｔｕｍ)ꎬ其
中毛莛带叶兰收录于云南野生兰花(徐志辉和蒋

宏ꎬ２０１０)ꎮ 本属植物为小型或微型附生草本植

物ꎻ茎短ꎬ无绿叶ꎬ气生根长而伸展ꎻ总状花序具

１~ ４ 朵花ꎬ花序轴短ꎻ花苞片宿存ꎬ有时长于子房ꎬ
二列或多列互生ꎻ花小ꎬ花期短ꎬ花苞片宿存ꎻ萼片

和花瓣离生或中部以下合生成筒ꎻ唇瓣不裂或 ３
裂ꎬ基部具距ꎬ先端有时具倒向的针刺状附属物ꎬ
距内无附属物ꎻ蕊柱粗短ꎬ无蕊柱足ꎻ药帽前端伸

长而收狭ꎻ花粉团 ４ 个(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

辑委员会ꎬ１９９９)ꎮ

毛莛带叶兰　 图版 Ｉ: Ｈ－Ｊ
Ｔａｅｎｉ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ｒｅｔｒｏｓｐ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Ｋｉｎｇ ＆ Ｐａｎｔｌ.)

Ｋｉｎｇ ＆ Ｐａｎｔｌ.ꎬ Ａｎｎ. Ｒｏｙ. Ｂｏｔ. Ｇａｒｄ. (Ｃａｌｃｕｔｔａ) ８:
２４４ꎬ １８９８.

本种植物为附生植物ꎬ植株个体很小ꎬ无茎ꎬ
根大而扁平ꎻ总状花序 １ ~ ４ 个ꎬ长 ２ ~ ４ ｃｍꎬ花序轴

具短柔毛ꎻ花苞片急尖ꎬ长 ０. ７ ~ ０. ９ ｍｍꎬ花黄绿

色ꎬ很小ꎬ萼片和花瓣在中部以下合成筒状ꎻ中萼

片及侧萼片等长ꎬ卵状披针形ꎬ具 １ 条脉ꎬ长 ２ ~ ２.３
ｍｍꎬ宽 ０.６ ~ ０.７ ｍｍꎻ花瓣披针形ꎬ具 １ 条脉ꎬ长 ２.３
ｍｍꎬ宽 ０. ５ ｍｍꎻ唇瓣线状ꎬ长 １. ８ ~ ２ ｍｍꎬ宽 ０. ７
ｍｍꎬ先端渐尖ꎬ在基部形成囊状ꎻ花粉 ４ 对ꎬ白色ꎻ
花期 ７—８ 月(Ｇｏｇｏ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ꎮ

根据 ＩＵＣＮ 物种红色名录濒危等级和评价标准

(ＩＵＣＮꎬ ２０１２)ꎬ本种在西藏的分布地点少于 ５ 个ꎬ
应被列为濒危(ＥＮ)ꎮ 本种与带叶兰(Ｔａｅｎｉ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ｇｌａｎｄｕｌｏｓｕｍ)的区别在于前者唇瓣倒钩的刺状附属

３８７１１０ 期 李孟凯等: 中国西藏兰科植物新资料



物不明显ꎬ容易与后者区分ꎮ
凭证标本:中国西藏定结县陈塘镇ꎬ海拔２ ３００

ｍꎬ附生于树干上ꎬ李孟凯等 ２０２０３５５ (ＴＡＡＨＵＣ!)ꎮ
模式标本产自印度东北部(锡金)ꎮ

分布:产于中国云南ꎬ印度(锡金、阿萨姆)、尼
泊尔、老挝、泰国和缅甸也有分布 ( 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ꎮ 本种为中国西藏首次记录ꎮ

５　 宽距兰属 ( Ｙｏａｎｉａ Ｍａｘｉｍ.)
宽距兰属由 Ｍａｘｉｍ 建立于 １８７２ 年ꎬ全属有 ４

种ꎬ 我 国 分 布 ３ 种ꎬ 分 别 为 宽 距 兰 ( Ｙｏａｎ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密 鳞 宽 距 兰 ( Ｙ. ａｍａｇｉ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ｓｑｕａｎｏｓａ) ( 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 ) 和 印 度 宽 距 兰

(Ｙ. ｐｒａｉｎｉｉ)ꎮ 本属植物为腐生植物ꎬ具有肉质根

状茎ꎬ根状茎具分枝ꎻ茎肉质ꎬ直立ꎬ具鞘ꎻ总状花

序顶生ꎬ具 ３ ~ １０ 朵花ꎻ花大ꎬ肉质ꎻ萼片与花瓣离

生ꎬ唇瓣凹为舟形ꎬ基部有爪ꎬ在唇瓣前部与唇瓣

平行处有 １ 个宽阔的距ꎻ蕊柱宽阔直立ꎻ花粉团 ４
个ꎬ具 １ 个黏盘ꎮ

印度宽距兰　 图版 Ｉ: Ｋ－Ｍ
Ｙｏａｎｉａ ｐｒａｉｎｉｉ Ｋｉｎｇ ＆ Ｐａｎｔｌｉｎｇ ( １８９１: １７５ ).

Ｔｙｐｅ: ＩＮＤＩＡ. Ｓｉｋｋｉｍ: Ｃｈｏｏｎｇｔｈａｎｇ [ Ｃｈｕｎｇｔｈａｎｇ ]ꎬ
６ ０００ ｆｔꎬ Ｊｕｌｙ １８９７ꎬ Ｐａｎｔｌｉｎｇ ４６９.

本种植物为腐生草本ꎬ高 １０ ~ ２０ ｃｍꎻ根状茎

分枝ꎬ无绿叶ꎻ茎直立ꎬ基部具数枚褐色鞘ꎻ总状花

序具 ３ ~ ５ 朵花ꎻ花苞片卵形ꎬ长 ６ ｍｍꎻ萼片等长ꎬ
白色带紫色条纹ꎬ长卵形或宽卵形ꎬ长约 ２ ｃｍꎬ宽
约 １ ｃｍꎻ花瓣宽卵形ꎬ长约 ２ ｃｍꎬ宽约 １.５ ｃｍꎻ唇瓣

凹成舟形ꎬ长约 ２ ｃｍꎬ宽约 １ ｃｍꎬ具紫色斑块ꎬ基部

具爪ꎬ在唇瓣前部平行的位置有宽阔的距ꎻ蕊柱白

色ꎬ具 ４ 个 花 药ꎬ 花 药 淡 黄 色ꎻ 花 期 ７—８ 月

(Ｓｃｈｕｉｔｅｍ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ꎮ
本种之前在我国仅记载于云南省大围山保护

区(吴松和许太琴ꎬ２０１９)ꎬ且只有 １ 个居群ꎬ如今

在西藏也仅发现 １ 个居群ꎬ说明本种在中国分布

数量极少ꎬ对生长条件要求极为严苛ꎮ 按照 ＩＵＣＮ
物种红色名录濒危等级和评价标准( ＩＵＣＮꎬ ２０１２)
划分ꎬ印度宽距兰在中国应被列为极危(ＣＲ)ꎮ 本

种形态与宽距兰近似ꎬ不同之处在于本种花白色

带红色条纹ꎬ唇瓣上的距较后者宽ꎬ易于区分ꎮ
凭证标本:中国西藏定结县陈塘镇ꎬ海拔２ ７００

ｍꎬ腐生于竹林下ꎬ李孟凯等 ２０２０３９０(ＴＡＡＨＵＣ!)
分布:产于中国云南ꎬ印度(锡金)、尼泊尔、越

南也有分布ꎮ 中国西藏分布新记录ꎮ

６　 讨论与结论

喜马拉雅南麓为西藏兰科植物的主要分布

地ꎬ本次发现的 ５ 个新记录种(分属 ５ 个新记录

属)也均分布于喜马拉雅南麓ꎮ 美柱兰记录生于

海拔 ６００ ~ １ ７００ ｍ 的混交林中(中国科学院中国

植物志编辑委员会ꎬ １９９９)ꎬ本次发现于雅鲁藏布

江河谷墨脱县德兴乡至背崩乡段海拔 ７００ ~ ９００ ｍ
处的林冠上层乔木树干上ꎬ常与石斛(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ｎｏｂｉｌｅ Ｌｉｎｄｌ.)、球花石斛(Ｄ. ｔｈｙｒｓｉｆｌｏｒｕｍ)、茎花石

豆兰(Ｂｕｌ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ｃａｕｌｉｆｌｏｒｕｍ)等附生兰花伴生ꎮ
异型兰记录生于海拔 ７００ ~ ２ ０００ ｍ 的山地林缘或

疏林中树干上(陈心启等ꎬ １９９９)ꎬ本次发现于墨

脱县格当乡海拔１ ４７０ ｍ 处的低矮乔木林中的树

干上ꎬ分布区域极窄ꎬ四周伴生有小尖囊蝴蝶兰

(Ｐｈａｌａｅｎｏｐｓｉｓ ｔａｅｎｉａｌｉｓ )等附生兰科植物ꎮ 蛇舌兰

记录生于海拔 ２５０ ~ １ ４５０ ｍ 的山地林中树干上或

沟谷岩石上(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ꎬ
１９９９)ꎬ本次发现于雅鲁藏布江河谷德兴乡附近海

拔 ８５０ ｍ 处的尼泊尔桤木林中ꎬ周围仅见其 １ 种兰

科植物居群ꎮ 毛莛带叶兰记录生于附生于树干

上ꎬ相关生境信息未见报道(Ｇｏｇｏ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ꎬ
本次发现于西藏定结县陈塘镇ꎬ与藓叶卷瓣兰

( Ｂｕｌ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ｒｅｔｕｓｉｕｓｃｕｌｕｍ )、 短 齿 石 豆 兰 ( Ｂ.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ｉｉ )共同附生于海拔 ２ ３００ ｍ 处林缘杜鹃属

植物的树干上ꎮ 印度宽距兰记录腐生于海拔

１ ３００ ~ １ ５００ ｍ 的潮湿原始林下 ( Ｓｃｈｕｉｔｅｍａｎ ＆
Ａｖｅｒｙａｎｏｖꎬ ２０１７)ꎬ在我国见于海拔 ２ ０００ ｍ 处的

常绿阔叶下苔藓中ꎬ本次发现于定结县陈塘镇海

拔 ２ ７００ ｍ 处的竹林下ꎬ共同伴生的还有西南尖药

兰(Ｄｉｐｈｙｌａｘ 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ｓ)ꎮ
本研究中西藏 ５ 个兰科植物新记录属的发现ꎬ

不仅丰富了西藏本土兰科植物的基础资料ꎬ而且

对中国区系内的兰科植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的

参考价值ꎮ 美柱兰属植物在我国之前仅报道于云

南ꎬ本次报道发现于西藏墨脱ꎬ表明该属植物从模

式产地到云南为连续分布ꎻ异型兰属植物在我国

分布于广东、四川、云南与台湾等地ꎬ异型兰仅报

道于四川和云南ꎬ本次发现于西藏墨脱县格当乡ꎬ
为我国的新分布点ꎻ蛇舌兰属植物分布于我国南

部ꎬ本研究拓宽了其在我国长江以南的分布范围ꎻ
带叶兰属植物广泛分布于我国长江以南地区ꎻ毛
莛带叶兰在我国仅记载于云南ꎬ本次发现地为西

藏定结县陈塘镇ꎬ与国外报道于尼泊尔、印度锡金

４８７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２ 卷



邦等地理位置与生境相近(Ｇｏｇｏ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ꎬ更
接近模式产地ꎬ为今后标本及物种鉴定提供借鉴ꎻ
宽距兰属报道于我国南部部分省份(福建、江西、
湖南、云南等)ꎬ本次发现于西藏定结县陈塘镇的

竹林下沼泽中ꎬ意味着该属植物在我国南部可能

存在广泛分布ꎮ 因此ꎬ西藏的兰科植物资源不仅

与印度东北部、中国云南等毗邻地区有着紧密的

联系ꎬ而且与我国的南方及华南地区的兰科植物

也可能有着一定的关联ꎬ在今后西藏兰科植物区

系研究中应予以重视ꎮ
致谢　 感谢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邓建平老师、信阳师范学院朱鑫鑫老师协助野外

调查并提供相关物种图片ꎬ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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