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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报道了中国苦苣苔科(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一新记录属———四轮苣苔属(Ｔｅｔｒａｐｈｙｌｌｕｍ Ｇｒｉｆｆ. ｅｘ Ｃ.
Ｂ. Ｃｌａｒｋｅ)ꎮ 该新记录属ꎬ即四轮苣苔属仅有 ３ 种ꎬ其中密花四轮苣苔[Ｔ. ｃｏｎｆｅｒｔｉｆｌｏｒｕｍ (Ｄｒａｋｅ) Ｂ. Ｌ. Ｂｕｒｔｔ]
在我国首次记录ꎮ 该研究提供了该属的形态描述和分种区别特征ꎬ并提供了该种的详细形态描述及彩色照

片ꎮ 凭证标本馆藏于广西植物研究所标本馆(ＩＢＫ)和上海辰山植物标本馆(ＣＳ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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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ｔｒａｐｈｙｌｌｕｍ ａ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ｔｏｓ ｏｆ Ｔ. ｃｏｎｆｅｒｔｉｆｌｏｒｕｍ (Ｄｒａｋｅ) Ｂ.
Ｌ. Ｂｕｒｔｔ ａ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ｈｅ ｖｏｕｃｈｅｒ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ａｒｅ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 (ＩＢＫ) ａｎｄ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ｅｎｓｈａｎ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ＣＳＨ).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ｅｔｒａｐｈｙｌｌｕｍ ｃｏｎｆｅｒｔｉｆｌｏｒｕｍꎬ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ꎬ ｎｅｗ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ｇｅｎｕｓꎬ Ｇｕａｎｇｘｉꎬ Ｃｈｉｎａ

　 　 四 轮 苣 苔 属 ( Ｔｅｔｒａｐｈｙｌｌｕｍ Ｇｒｉｆｆ. ｅｘ Ｃ. Ｂ.
Ｃｌａｒｋｅ)于 １８８３ 年建立 ( Ｃｌａｒｋｅꎬ １８８３) ꎬ建立之

初为 单 型 属ꎬ 只 有 四 轮 苣 苔 ( Ｔ. ｂｅｎｇａｌｅｎｓｅ Ｃ.
Ｂ. Ｃｌａｒｋｅ)１ 种ꎬ分布于孟加拉国、不丹以及印度

东北部ꎮ １８９６ 年ꎬ Ｓｔａｐｆ 发 表 了 该 属 第 ２ 个 物

种———玫红四轮苣苔(Ｔ. ｒｏｓｅｕｍ Ｓｔａｐｆ) ꎬ分布于泰

国(Ｒｉｄｌｅｙꎬ １８９６) ꎬＬｉｍ 等( ２０２１)报道了其在老

挝的新分布记录ꎮ １９６２ 年ꎬＢｕｒｔｔ 将原肋蒴苣苔

属(Ｄｉｄｉｓｓａｎｄｒａ Ｃ. Ｂ. Ｃｌａｒｋｅ)中的 Ｄ. ｃｏｎｆｅｒｔｉｆｌｏｒａ
Ｄｒａｋｅ(Ｄｒａｋｅꎬ １８９０)归入四轮苣苔属ꎬ即密花四

轮苣 苔 [ Ｔｅｔｒａｐｈｙｌｌｕｍ ｃｏｎｆｅｒｔｉｆｌｏｒｕｍ ( Ｄｒａｋｅ ) Ｂ.
Ｌ. Ｂｕｒｔｔ] ꎬ分布于越南北部 ( Ｂｕｒｔｔꎬ １９６２ ) ꎮ 但

是ꎬ在 越 南 植 物 志 中 ( Ｖｕꎬ ２０１７ ) ꎬ 作 者 同 意

Ｐｅｌｌｅｇｒｉｎ( １９２６) 的观点ꎬ认为其为短筒苣苔属

(Ｂｏｅｉｃａ Ｃ. Ｂ. Ｃｌａｒｋｅ) 的 １ 种ꎬ即密花短筒苣苔

[Ｂｏｅｉｃａ ｃｏｎｆｅｒｔｉｆｌｏｒａ (Ｄｒａｋｅ) Ｐｅｌｌｅｇｒ.] ꎮ 经过标本

查阅和文献研究ꎬ我们认为其与四轮苣苔属叶对

生、聚伞花序腋生、紧密、柱头不明显 ２ 裂等特征

相符ꎬ而与短筒苣苔属叶互生、聚伞花序多次分

枝似圆锥状或不分枝、柱头头状等特征不同ꎬ属
于四轮苣苔属植物ꎮ 因此ꎬ目前四轮苣苔属内已

知共 ３ 种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Ｄｏｗｅｌｄ 认为早在 １８８０ 年ꎬ属

名 “ Ｔｅｔｒａｐｈｙｌｌｕｍ ” 就 作 为 被 子 植 物 化 石 属

Ｔｅｔｒａｐｈｙｌｌｕｍ Ｈｏｓｉｕｓ ＆ ｖｏｎ ｄｅｒ Ｍａｒｃｋ 发 表ꎬ
Ｔｅｔｒａｐｈｙｌｌｕｍ Ｇｒｉｆｆ. ｅｘ Ｃ. Ｂ. Ｃｌａｒｋｅ 为晚出同名ꎬ应
被修订为 Ｔｅｔｒａｐｈｙｌｌｏｉｄｅｓ Ｄｏｗｅｌｄ ( Ｄｏｗｅｌｄꎬ ２０１７)ꎮ
Ｂｅｒｔｌｉｎｇ 在仔细研究化石模式标本后认为ꎬ其代表

的是某种动物的痕迹化石ꎬ由于动物学和植物学

属名不存在竞争关系ꎬ因此 Ｄｏｗｅｌｄ 的修订不合法

(Ｂｅｒｔｌｉｎｇꎬ ２０１９)ꎮ 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 等认为ꎬ根据国际藻

类、菌物和植物命名法规(深圳法规)条款 ５４.１ａꎬ
尽管 Ｔｅｔｒａｐｈｙｌｌｕｍ Ｇｒｉｆｆ. ｅｘ Ｃ. Ｂ. Ｃｌａｒｋｅ 作为晚出同

名 是 不 合 法 的ꎬ但 根 据 条 款 ３６. １ꎬ Ｔｅｔｒａｐｈｙｌｌｕｍ
Ｈｏｓｉｕｓ ＆ ｖｏｎ ｄｅｒ Ｍａｒｃｋ 在发表时被暂时归入植物

类ꎬ被 其 作 者 接 受ꎬ 发 表 的 合 法 性 存 在 争 议

(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ꎮ 由于 Ｔｅｔｒａｐｈｙｌｌｕｍ Ｈｏｓｉｕｓ ＆

ｖｏｎ ｄｅｒ Ｍａｒｃｋ 是 否 合 法 发 表 决 定 Ｔｅｔｒａｐｈｙｌｌｕｍ
Ｇｒｉｆｆ. ｅｘ Ｃ. Ｂ. Ｃｌａｒｋｅ 是否为晚出同名ꎬ并且前者自

发表以来未出现在其他文献中ꎬ因此 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 等

建议保留 Ｔｅｔｒａｐｈｙｌｌｕｍ Ｇｒｉｆｆ. ｅｘ Ｃ. Ｂ. Ｃｌａｒｋｅꎮ 我们

同意 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 等人的观点ꎮ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ꎬ笔者在广西那坡县百省乡进行

野外植物调查时ꎬ于林下沟谷边发现一较为特别

的苦苣苔科植物ꎬ该物种 ４ 枚叶片生于茎顶端ꎬ
花白色ꎬ簇生于叶腋ꎮ 对其进行详细的观察记

录ꎬ拍摄彩色照片ꎬ并对花部进行精细解剖ꎬ同时

查阅相关标本和文献 ( Ｄｒａｋｅꎬ １８９０ꎻ Ｐｅｌｌｅｇｒｉｎꎬ
１９２６ꎻ Ｂｕｒｔｔꎬ １９６２ꎻ Ｖｕꎬ ２０１７ꎻ 韦毅刚ꎬ ２０１８ꎻ
韦毅刚等ꎬ ２０２２) ꎬ笔者确认该植物是中国首次

记录的物种———Ｔｅｔｒａｐｈｙｌｌｕｍ ｃｏｎｆｅｒｔｉｆｌｏｒｕｍꎬ其中

四轮苣苔属(Ｔｅｔｒａｐｈｙｌｌｕｍ)为我国首次记录ꎬ特报

道如下ꎮ

四轮苣苔属

Ｔｅｔｒａｐｈｙｌｌｕｍ Ｇｒｉｆｆ. ｅｘ Ｃ. Ｂ. Ｃｌａｒｋｅ ｉｎ Ａ. Ｌ. Ｐ. Ｐ. ｄｅ
Ｃａｎｄｏｌｌｅ ＆ Ａ. Ｃ. Ｐ. ｄｅ Ｃａｎｄｏｌｌｅꎬ Ｍｏｎｏｇｒ. Ｐｈａｎ. ５:
１３７. １８８３. Ｔｙｐｅ: Ｔ. ｂｅｎｇａｌｅｎｓｅ Ｃ. Ｂ. Ｃｌａｒｋｅ.

多年生草本ꎮ 茎直立ꎬ被长柔毛ꎬ叶对生ꎬ在近

顶端节间极度缩短ꎬ呈假轮生ꎮ 叶具短柄或(近)无
柄ꎬ卵形、菱形或宽披针形ꎬ部分两侧不对称ꎬ基部

偏斜ꎮ 聚伞花序腋生ꎬ紧密ꎮ 萼片 ５ꎬ离生或基部联

合ꎮ 花白色、蓝色或粉红色ꎬ花冠钟形ꎬ２ 唇形或近

辐射对称ꎮ 可育雄蕊 ４ꎬ二强ꎻ或 ２ꎮ 子房卵球形ꎬ花
柱细长ꎬ柱头不明显 ２ 裂ꎮ 蒴果 ４ 裂ꎮ

目前本属共有 ３ 种ꎬ产于南亚西部和中南半

岛ꎮ 密花四轮苣苔(Ｔ. ｃｏｎｆｅｒｔｉｆｌｏｒｕｍ)的花白色ꎬ明
显 ２ 唇形ꎬ其余 ２ 者花不为白色ꎬ近辐射对称ꎬ易
于区别ꎮ 玫红四轮苣苔(Ｔ. ｒｏｓｅｕｍ)的花粉红色ꎬ
花序疏散ꎬ而四轮苣苔( Ｔ. ｂｅｎｇａｌｅｎｓｅ)的花蓝色ꎬ
花序头状ꎬ可以区别ꎮ
　 　 密花四轮苣苔　 图版 Ｉ

Ｔｅｔｒａｐｈｙｌｌｕｍ ｃｏｎｆｅｒｔｉｆｌｏｒｕｍ (Ｄｒａｋｅ) Ｂ. Ｌ. Ｂｕｒｔ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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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生境ꎻ Ｂꎬ Ｃ. 植株ꎻ Ｄ. 叶ꎻ Ｅ. 花正面ꎻ Ｆ. 花侧面ꎻ Ｇ. 苞叶ꎻ Ｈ. 萼片ꎻ Ｉ. 花冠解剖ꎻ Ｊ. 雌蕊ꎻ Ｋ. 蒴果ꎮ
Ａ. Ｈａｂｉｔａｔꎻ Ｂꎬ Ｃ. Ｐｌａｎｔꎻ Ｄ. Ｌｅａｖｅｓꎻ Ｅ. Ｆａｃ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ｌｏｗｅｒꎻ Ｆ. Ｓｉｄ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ｌｏｗｅｒꎻ Ｇ. Ｂｒａｃｔｓꎻ Ｈ. Ｃａｌｙｘ ｌｏｂｅｓꎻ Ｉ. Ｏｐｅｎｅｄ ｃｏｒｏｌｌａꎻ Ｊ. Ｐｉｓｔｉｌꎻ
Ｋ. Ｃａｐｓｕｌｅ.

图版 Ｉ　 密花四轮苣苔
Ｐｌａｔｅ Ｉ　 Ｔｅｔｒａｐｈｙｌｌｕｍ ｃｏｎｆｅｒｔｉｆｌｏｒｕｍ (Ｄｒａｋｅ) Ｂ. Ｌ. Ｂｕｒｔｔ

０００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４ 卷



ｉｎ Ｎｏｔｅｓ Ｒｏｙ. Ｂｏｔ. Ｇａｒｄ.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２４: ４９. １９６２ꎻ
— Ｄｉｄｉｓｓａｎｄｒａ ｃｏｎｆｅｒｔｉｆｌｏｒａ Ｄｒａｋｅ ｉｎ Ｂｕｌｌ. Ａｎｎｕｅｌ
Ｓｏｃ. Ｐｈｉｌｏｍ. Ｐａｒｉｓꎬ ｓéｒ. ８ꎬ ２: １２７. １８９０.

多年生草本ꎮ 茎直立ꎬ高 １５ ~ ３０ ｃｍꎬ密被棕

黄色长柔毛ꎮ 叶对生ꎬ在近顶端节间极度缩短ꎬ通
常第二、第三节间上的成熟叶片较大ꎬ呈假轮生ꎬ
具柄ꎬ最顶端有时散生 １ 对幼叶ꎻ第四节间及以下

生有成对的狭三角形叶(苞叶)ꎬ无柄ꎮ 叶片纸质ꎬ
卵形或菱状卵形ꎬ长 ５ ~ １２ ｃｍꎬ宽 ３ ~ ６ ｃｍꎬ顶端急

尖ꎬ基部宽楔形ꎬ稍不对称ꎬ边缘有小牙齿ꎬ两面初

被绢状柔毛ꎬ后上面变无毛ꎬ下面沿脉被贴伏棕黄

色长柔毛ꎬ侧脉 ６ ~ １１ 条ꎬ近平行ꎻ叶柄长 ０.５ ~ １.５
ｃｍꎬ被棕黄色长柔毛ꎮ 聚伞花序生于叶腋ꎬ簇生

状ꎬ花序梗短ꎬ不明显ꎬ具 １５ 或更多花ꎻ苞叶狭三

角形ꎬ长约 １.５ ｃｍꎬ宽约 ０.６ ｃｍꎻ约有 ７ 条细脉ꎬ脉
上被柔毛ꎻ花梗长 ０.５ ~ １.２ ｃｍꎬ被长柔毛ꎮ 花萼 ５
裂达基部ꎬ裂片阔披针形至狭三角形ꎬ长 ７ ~ ９ ｍｍꎬ
宽 ２ ~ ３ ｍｍꎬ外面沿中肋被长柔毛ꎬ内面无毛ꎮ 花

冠阔钟形ꎬ白色ꎬ长约 ５ ｍｍꎬ２ 唇形ꎬ上唇长约 ４
ｍｍꎬ２ 裂至中部ꎬ裂片卵状三角形ꎬ顶端圆钝ꎬ下唇

长约 ６ ｍｍꎬ具 ２ 浅紫红色斑纹ꎬ３ 浅裂ꎬ裂片三角

形ꎬ近等大ꎬ顶端圆钝ꎮ 雄蕊 ５ꎬ着生于花冠基部ꎬ
可育雄蕊 ４ꎬ二强ꎬ上部雄蕊长约 ３ ｍｍꎬ花丝线形ꎬ
花朵初开时候稍弯曲ꎬ花朵开放后期或花粉散出

后螺旋状缠绕ꎻ下部雄蕊长约 ４ ｍｍꎬ稍扭曲ꎻ退化

雄蕊 １ꎬ不明显ꎬ线形ꎬ长约 ２ ｍｍꎮ 花盘不明显ꎬ高
约 ０.５ ｍｍꎮ 雌蕊长约 ６ ｍｍꎬ被短柔毛和腺毛ꎬ子
房长圆形ꎬ长 ２ ~ ３ ｍｍꎬ直径 １ ~ １.２ ｍｍꎬ花柱长 ３ ~
４ ｍｍꎬ柱头浅裂ꎬ扇形ꎮ 蒴果长约 １ ｃｍꎬ直径约 １.５
ｍｍꎮ 花期 ５—７ 月ꎮ

Ｃｈｉｎａ ( 中 国 ): Ｇｕａｎｇｘｉ ( 广 西 )ꎬ Ｎａｐｏ ( 那

坡)ꎬＢａｉｓｈｅｎｇ (百省)ꎬＮｏｎｇｌｏｎ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 (弄陇村)ꎬ
２３°１２′ Ｎꎬ １０５°３３′ Ｅ. Ａｌｔ. ６８５ ｍꎬ ２０２３－０７－０３ꎬ
Ｂ. Ｃｈｅｎꎬ Ｈ. Ｊ. Ｗｅｉ ＆ Ｚ. Ｗ. Ｚｈｕ (陈彬ꎬ韦宏金ꎬ朱
宗威) ＣＢ０４３４３ ( ＣＳＨ!)ꎻ 同地 ( ｓａｍ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２３－０７－０８ꎬ Ｃ. Ｘｉｏｎｇ ＆ Ｚ. Ｌ. Ｌｉ (熊驰ꎬ李政隆)
ＸＣ２０２３０７０８－０１( ＩＢＫ!)ꎮ

中越边境地区有中南半岛内陆“绿色大三角

洲”之称ꎬ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生物资源ꎬ植物物种

多样性和特有性高ꎮ 近年来ꎬ相关研究人员在该

地区发现了大量新物种ꎬ如石生贯众(Ｃｙｒｔｏｍｉｕｍ
ｃａｌｃｉｓ Ｌｉ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ꎬ Ｎ. Ｔ. Ｌｕ ＆ Ｌｉ Ｂ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 Ｌ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３ )、 那 坡 耳 蕨 ( Ｐｏｌｙｓｔｉｃｈｕｍ ｎａｐｏｅｎｓｅ

Ｃ. Ｘｉｏｎｇ ＆ Ｒ. Ｈ. Ｊｉａｎｇ)(Ｘｉｏ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３)、醉香

秋海棠(Ｂｅｇｏｎｉａ ｂａｒｏｓｍａ Ｘ. Ｘ. Ｆｅｎｇꎬ Ｙ. Ｎ. Ｈｕａｎｇ ＆
Ｚ. Ｘ. Ｌｉｕ)(Ｆｅ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３)等ꎻ同时ꎬ发现了许

多中 国 新 记 录 属 和 新 记 录 种ꎬ 如 心 萼 藤 属

( Ｃｏｒｄｉｓｅｐａｌｕｍ Ｖｅｒｄｃ.)———小 花 心 萼 藤

(Ｃｏｒｄｉｓｅｐａｌｕｍ ｐｈａｌａｎｔｈｏｐｅｔａｌｕｍ Ｓｔａｐｌｅｓ) ( 丁 洪 波

等ꎬ ２０２３ )、 金 平 带 唇 兰 ( Ｔａｉｎｉａ ｅｐｉｐｈｙｔｉｃａ Ｓ.
Ｓａｒｋａｒꎬ Ａｇｒａｗａｌａꎬ Ｓ. Ｃｈａｋｒａｂｏｒｔｙꎬ Ｄ. Ｍａｉｔｙ ＆
Ｏｄｙｕｏ) (龙波等ꎬ ２０２３)、多支守宫木 ( Ｓａｕｒｏｐｕｓ
ｒａｃｅｍｏｓｕｓ Ｂｅｉｌｌｅ)(胡仁传等ꎬ ２０２３)等ꎮ

那坡县位于中国广西西南部ꎬ紧邻越南北部

河江省(Ｔ ｎｈ Ｈà Ｇｉａｎｇ)ꎬ两地植物区系相似ꎬ越南

北部河江省有密花四轮苣苔标本记录ꎬ而中国广

西那坡县很可能有该物种的分布ꎮ 密花四轮苣苔

发现于林下沟谷边ꎬ其群落草本层主要伴生种为

薄叶卷柏 [ Ｓｅｌａｇｉｎｅｌｌａ ｄｅｌｉｃａｔｕｌａ (Ｄｅｓｖ.) Ａｌｓｔｏｎ]、
长柄赤车 [Ｐｅｌｌｉｏｎｉａ 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ａ (Ｂｌｕｍｅ) Ｂｏｅｒｌ.]、十字

苣苔 [Ｓｔａｕｒａｎｔｈｅｒａ ｕｍｂｒｏｓａ (Ｇｒｉｆｆ.) Ｃ. Ｂ. Ｃｌａｒｋｅ]ꎮ
此外ꎬ我们还对周围相似的生境进行了考察ꎬ但并

未发现第 ２ 个分布点ꎬ目前已知唯一居群仅有 １０
余个个体ꎬ并且距离公路较近ꎬ受人类活动干扰较

严重ꎮ 因此ꎬ有必要对周围展开更详尽的调查ꎬ从
多方面来评估工作ꎮ 广西苦苣苔科植物资源丰

富ꎬ在本属的国家级分布新记录被发现之前ꎬ境内

共有野生苦苣苔科植物 ３３ 属 ２８５ 种 １６ 变种(韦

毅刚等ꎬ ２０２３)ꎬ四轮苣苔属的发现ꎬ使广西的苦

苣苔科植物提升到了 ３４ 个属ꎬ不仅为我国苦苣苔

科植物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基础资料ꎬ也为广

西植物区系研究和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材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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