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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石斛属(兰科)植物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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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西藏开展兰科植物资源调查过程中ꎬ发现了 ２ 种石斛属(金石斛组)物种ꎬ通过文献和标本的查阅

之后ꎬ分别确定为麦氏金石斛(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ｍａｃｒａｅｉ Ｌｉｎｄｌ.)和西藏金石斛(Ｄ. ｒｉｔａｅａｎｕｍ Ｋｉｎｇ ＆ Ｐａｎｔｌ.)ꎬ两者

均为中国首次记录ꎮ 其中ꎬ麦氏金石斛与流苏金石斛(Ｄ. ｐｌｉｃａｔｉｌｅ Ｌｉｎｄｌｅｙ)近似ꎬ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唇瓣中裂

片边缘全缘ꎬ中裂片具 ２ 条纵脊ꎬ并仅延伸至唇瓣中部ꎬ先端凹ꎻ西藏金石斛虽然植株与狭叶金石斛[Ｄ.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ｕｍ (Ｂｌｕｍｅ) Ｌｉｎｄｌ.]近似ꎬ但该种花很小ꎬ萼片和花瓣不具紫色条纹且唇瓣长达 １.４ ｃｍꎬ侧裂片三

角形ꎬ花期时容易区分ꎮ 同时ꎬ该文还提供了该 ２ 种石斛属植物详细的形态特征描述以及解剖图版等资料ꎬ
凭证标本保存于西藏农牧学院标本馆ꎮ 该发现丰富了中国兰科植物本底资料以及潜在药用植物资源储备ꎬ
对中国兰科植物的生物多样性研究和药用兰科资源的调查具有重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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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 斛 属 (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Ｓｗ.) 隶 属 于 兰 科

(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 沼 兰 族 ( Ｍａｌａｘｅａｅ ) 石 斛 亚 族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ｉｎａｅ)ꎬ全世界有 １ ８００ 余种ꎬ主要分布于

东亚、南亚以及东南亚ꎬ包括中国、日本、印度、菲
律宾、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新几内亚、越南和太

平洋诸岛ꎬ是兰科植物中最大属之一ꎬ仅次于石豆

兰属 ( Ｂｕｌ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Ｔｈｏｕａｒｓ) ( Ｚｈ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ꎻ
Ｓｃｈｕｉｔｅｍ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ꎮ 本属的特征是茎丛生ꎬ
直立或下垂ꎬ具 １ 节或多节ꎬ花序侧生ꎬ侧萼片基

部与蕊柱足形成 １ 个萼囊ꎬ花粉 ４ 个ꎬ每 ２ 个形成

１ 对ꎮ 中国有 ８０ 余种ꎬ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南诸省

(区)ꎬ其中广西、云南、西藏的种类最为丰富ꎮ 近

年来ꎬ随着野外科学考察和专项研究的开展ꎬ一些

石斛属新种和新记录种陆续被发现(Ｇ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ꎻ 马良等ꎬ２０２０)ꎮ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ꎬ西藏兰科植物资源中心科研

人员在兰科植物资源调查中ꎬ采集到 ２ 种正值花

期的石斛属(金石斛组)植物ꎬ后经查阅文献与标

本比对ꎬ发 现 该 ２ 种 植 物 分 别 为 麦 氏 金 石 斛

(Ｄ. ｍａｃｒａｅｉ) 和西藏金石斛 (Ｄ. ｒｉｔａｅａｎｕｍ) ꎮ 此

前两者在国内均未有记录报道ꎬ为中国新记录

种ꎮ 该 ２ 种 石 斛 属 植 物 原 隶 属 于 金 石 斛 属

(Ｆｌｉｃｋｉｎｇｅｒｉａ Ｈａｗｋｅｓ) ꎬ该属原是根据假鳞茎圆

柱形或梭状ꎬ明显比根状茎粗ꎬ顶生 １ 枚叶ꎻ花
小ꎬ单生或 ２ ~ ３ 朵成簇ꎬ从叶腋或叶基背侧发

出ꎬ花期特别短(有的从开花到凋谢仅半天)等重

要的形态特征由石斛属分离出来( Ｂｕｒｋ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８) ꎮ 但目前ꎬ在对石斛亚族的分子系统发生

重建 研 究 中 发 现ꎬ 石 斛 亚 族 中 的 卡 德 兰 属

(Ｃａｄｅｔｉａ) 、流星石斛属(Ｄｉｐｌｏｃａｕｌｏｂｉｕｍ) 、双花石

斛属( Ｇｒａｓｔｉｄｉｕｍ) 与金石斛属等嵌套在石斛属

中ꎮ 因此ꎬ该属又被重新归入石斛属ꎬ并划分至

金石 斛 组 ( Ｙｕｋａｗａ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３ꎬ １９９６ꎬ ２０００ꎻ
Ｙｕｋａｗａꎬ ２００１ꎻ Ｃｌｅｍｅｎｔｓꎬ ２００３ꎬ ２００６ꎻ Ｂｕｒｋ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８) ꎮ 此外ꎬ本文还提供了 ２ 种石斛属植

物的详细形态特征描述及解剖图等ꎬ凭证标本保

存于西藏农牧学院标本馆ꎮ
　 　 麦氏金石斛 (新拟) 　 图 １: Ａ－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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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生草本ꎮ 根状茎匍匐ꎬ有明显节ꎬ黄绿色ꎮ
茎具分枝ꎬ假鳞茎殊生在茎上ꎬ梭形ꎬ长 ２.５ ~ ５ ｃｍꎬ
粗约 １ ｃｍꎬ顶生 １ 枚叶ꎮ 叶狭披针形ꎬ长 ５. ２ ~
１２.５ ｃｍꎬ宽 １.７ ~ ２.５ ｃｍꎬ先端微凹ꎬ基部稍收狭ꎬ
具很短的柄ꎮ 花序从叶的基部背侧生出ꎬ基部被

覆 ２ ~ ３ 枚簇生的鳞片状鞘ꎬ具 １ ~ ２ 朵花ꎻ花梗和

子房长约 １ ｃｍꎻ花质地稍厚ꎻ萼片和花瓣黄白色ꎻ
中萼片卵形ꎬ长约 １ ｃｍꎬ宽约 ０.３ ｍｍꎬ先端钝ꎬ具 ５
条脉ꎻ侧萼片斜卵形ꎬ下弯ꎬ与中萼片近等长ꎬ宽约

５ ｍｍꎬ先端钝ꎬ具 ５ 条脉ꎻ花瓣狭卵形ꎬ等长于萼

片ꎬ宽约 ２ ｍｍꎬ先端钝ꎬ具 ３ 条脉ꎻ唇瓣近卵形ꎬ先
端收狭为楔形ꎬ长 １.０ ~ １.２ ｃｍꎬ宽约 ４ ｍｍꎬ３ 裂ꎻ
侧裂片卵状三角形ꎬ直立ꎬ全缘ꎻ中裂片完全展开

后呈“Ｔ”形ꎬ边缘全缘ꎬ先端微凹ꎻ唇盘具 ２ 条黄色

的褶脊ꎬ从唇瓣基部延伸至中部ꎻ蕊柱短ꎬ长约 ３
ｍｍꎬ具长 ５ ｍｍ 的蕊柱足ꎮ 药帽白色ꎬ半球形ꎮ 花

粉团蜡质ꎬ长圆形ꎬ４ 个ꎬ成 ２ 对ꎮ
花期:７—８ 月ꎮ
分布:印度ꎬ斯里兰卡ꎻ中国西藏(中国新记录)ꎮ
凭证标本:西藏自治区墨脱县德兴乡ꎬ附生于

海拔 ９７０ ｍ 的常绿阔叶林树干上ꎬ２０１９ 年 ７ 月ꎬ李
孟凯ꎬ王伟 ２０１９３０９ (ＴＡＡＨＵＣ)ꎮ

种群数量和大小:该种仅在德兴乡发现 ３ 处分

布点ꎬ共 ７ 个居群ꎮ
生境:附生于常绿阔叶林的树干或湿润岩

壁上ꎮ
讨论:本种与流苏金石斛(Ｄ. ｐｌｉｃａｔｉｌｅ)近似ꎬ

如花生于叶背面ꎬ萼囊与子房交成直角或钝角ꎮ
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唇瓣中裂片边缘全缘ꎬ
中裂片具 ２ 条纵脊ꎬ仅延伸至唇瓣中部ꎬ先端凹ꎻ
后者唇瓣中裂片边缘波浪形ꎬ中裂片具 ３ 条纵脊ꎬ
延伸至唇瓣先端ꎬ先端不凹ꎮ
　 　 西藏金石斛 (新拟) 　 图 １: Ｈ－Ｋ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ｒｉｔａｅａｎｕｍ Ｋｉｎｇ ＆ Ｐａｎｔｌ. Ｊ. Ａｓｉａｔ.
Ｓｏｃ. Ｂｅｎｇａｌꎬ Ｐｔ. ２ꎬ Ｎａｔ. Ｈｉｓｔ. ６６: ５８３. １８９７. Ｆｌｉｃｋｉｎｇｅｒｉａ
ｒｉｔａｅａｎａ (Ｋｉｎｇ ＆ Ｐａｎｔｌ.) Ａ. Ｄ. Ｈａｗｋｅｓ Ｏｒｃｈｉｄ Ｗｅｅｋｌｙ
２: ４５９. １９６１ꎻ Ｄｅｓｍｏｔｒｉｃｈｕｍ ｒｉｔａｅａｎｕｍ (Ｋｉｎｇ ＆ Ｐａｎｔｌ.)
Ｋｒａｅｎｚｌ. ｉｎ Ｈ. Ｇ. Ａ. Ｅｎｇｌｅｒ (ｅｄ.)ꎬ Ｐｆｌａｎｚｅｎｒ.ꎬ ＩＶꎬ ５０ ＩＩ
Ｂ ２１: ３５１. １９１０. Ｅｐｈｅｍｅｒａｎｔｈａ ｒｉｔａｅａｎａ (Ｋｉｎｇ ＆ Ｐａｎｔｌ.)
Ｐ. Ｆ. Ｈｕｎｔ ＆ Ｓｕｍｍｅｒｈ. ｉｎ Ｔａｘｏｎ １０: １０６. １９６１. Ｔｙｐｅ:

４００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４ 卷



Ａ－Ｇ. 麦氏金石斛 (Ａ. 生境ꎻ Ｂ. 花ꎻ Ｃ. 花解剖ꎻ Ｄ. 唇瓣ꎻ Ｅ. 蕊柱和子房ꎻ Ｆ. 药帽ꎻ Ｇ. 花粉团)ꎻ Ｈ－Ｋ. 西藏金石斛 (Ｈ. 生境ꎻ Ｉ－Ｊ. 花ꎻ
Ｋ. 花解剖)ꎮ
Ａ－Ｇ.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ｍａｃｒａｅｉ (Ａ. Ｈａｂｉｔꎻ Ｂ. Ｆｌｏｗｅｒꎻ Ｃ. Ｓｐｌｉｔ ｆｌｏｗｅｒꎻ Ｄ. Ｌｉｐꎻ 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ａｎｄ ｏｖａｒｙꎻ Ｆ. Ａｎｔｈｅｒ ｃａｐꎻ Ｇ. Ｐｏｌｌｉｎｉａ)ꎻ Ｈ－Ｋ.
Ｄ. ｒｉｔａｅａｎｕｍ (Ｈ. Ｈａｂｉｔꎻ Ｉ－Ｊ. Ｆｌｏｗｅｒꎻ Ｋ. Ｓｐｌｉｔ ｆｌｏｗｅｒ).

图 １　 石斛属的 ２ 个新记录种
Ｆｉｇ. １　 Ｔｗｏ ｎｅｗｌｙ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Ｉｎｄｉａꎬ Ｊｕｎｅꎬ １８９９ꎬ Ｐｒａｉｎꎬ Ｄ.ꎬ ＃２９５ (Ｇ００１６５７６５)
(Ｇ!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 .

根状茎匍匐ꎬ具多分枝ꎬ每相距 ４ ~ ５ 个节间发

出 １ 个茎ꎬ有明显节间ꎮ 假鳞茎黄绿色ꎬ细圆柱

形ꎬ长 ３ ~ ４ ｃｍꎬ非常纤细ꎬ顶生 １ 枚叶ꎮ 叶革质ꎬ
狭卵形ꎬ长 ５ ~ ８ ｃｍꎬ宽 １０ ~ １２ ｍｍꎬ先端锐尖ꎬ微
凹ꎬ基部稍收狭ꎬ具很短的柄ꎮ 花序通常为单朵

花ꎬ生于叶基部的背侧ꎬ基部被覆 ２ ~ ３ 枚鳞片状

鞘ꎻ花梗和子房长约 ８ ｍｍꎻ花很小ꎬ花期极短ꎬ仅
开放半天ꎻ萼片和花瓣淡黄色ꎻ中萼片卵状椭圆

形ꎬ长 ４ ~ ５ ｍｍꎬ宽约 ３ ｍｍꎬ先端钝ꎬ具 ５ 条脉ꎻ侧
萼片斜三角形ꎬ比中萼片宽大ꎬ先端渐尖ꎬ具 ５ 条

脉ꎻ花瓣狭卵形ꎬ长约 ５ ｍｍꎬ宽约 ２ ｍｍꎬ先端渐尖ꎬ
具 ３ 条脉ꎻ唇瓣长卵形ꎬ长约 １.４ ｃｍꎬ宽 ０.５ ｃｍꎬ３
裂ꎻ侧裂片直立ꎬ先端近三角形ꎬ先端锐尖ꎻ中裂片

近倒卵形ꎬ边缘全缘ꎬ前部深 ２ 裂ꎻ唇盘具 ２ 条紫

色褶片ꎬ从唇瓣基部延伸至近先端ꎻ蕊柱长约 ３
ｍｍꎬ具长约 ７ ｍｍ 的蕊柱足ꎮ

花期:４—６ 月ꎮ
分布:印度ꎬ越南ꎻ中国西藏(中国新记录)ꎮ
凭证标本: 西藏自治区墨脱县背崩乡ꎬ附生于

海拔 １ ４３０ ｍ 的常绿阔叶林树干上ꎬ２０２２ 年 ６ 月ꎬ
陈学达ꎬ李孟凯 ２０２２１７７(ＴＡＡＨＵＣ)ꎮ

其他查阅标本: Ｉｎｄｉａꎬ Ａｓｓａｍꎬ Ｊｏｗａｉꎬ Ｊａｉｎｔｅａ
Ｈｉｌｌｓꎬ １８９９ 年 ５ 月ꎬ ｐｒａｉｎ ｓ. ｎ.ꎬ Ｐ００３８７２４２ ( Ｐ)ꎻ
Ａｓｓａｍꎬ Ｊｏｗａｉꎬ Ｊａｉｎｔｅａ Ｈｉｌｌｓꎬ １８９９ 年 ５ 月ꎬ ｐｒａｉｎ
２９５ꎬ Ｍ￣０２２６９２２ꎻ Ａｓｓａｍꎬ Ｊｏｗａｉꎬ Ｊａｉｎｔｅａ Ｈｉｌｌｓꎬ
１８９９ 年 ５ 月ꎬ ｐｒａｉｎ １００ꎬ Ｕ.１４６０７７８ꎮ

种群数量和大小:该种在墨脱常见ꎬ目前在墨

脱镇、德兴乡和背崩乡均有分布ꎬ约 ３０ 个居群ꎮ
生境: 附生于常绿阔叶林中的树干上ꎮ
讨论: 本种 植 株 形 态 与 狭 叶 金 石 斛 ( Ｄ.

５００１５ 期 李孟凯等: 中国石斛属(兰科)植物新资料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ｕｍ)近似ꎬ假鳞茎细而短ꎬ叶片狭披针形ꎮ
但本种花很小ꎬ萼片和花瓣不具紫色条纹ꎬ唇瓣长

达 １.４ ｃｍꎬ侧裂片三角形ꎮ
麦氏金石斛模式产地为斯里兰卡ꎬ Ｋｉｎｇ 和

Ｐａｎｔｌｉｎｇ(１８９８)在 Ｔｈｅ ｏｒｃｈｉ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ｋｋｉｍ￣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中记录到该种分布于印度锡金ꎬＰａｇａｇ 等(２０１５)描

述了该种分布于尼泊尔、印度阿萨姆邦、缅甸东北

部和老挝等地ꎬ这表明该种的分布不仅仅局限于斯

里兰卡、东南亚等热带区域ꎬ也可分布至喜马拉雅

南麓的亚热带地区ꎮ 墨脱地处东喜马拉雅南麓ꎬ全
年气候温润ꎬ该种在墨脱的发现也证实了其分布是

连续的ꎬ说明墨脱的兰科植物区系不仅与印度东北

部等毗邻地区有着紧密的联系ꎬ还可能与东南亚地

区的兰科植物有着一定的关联ꎮ 通过查阅西藏金

石斛的标本ꎬ发现印度中部和东北部、越南均有分

布ꎬ但通过与模式标本比对ꎬ 采自越南的标本

(ＭＢＧ５１７２９２８、ＭＢＧ５１７６２６７)无花无果ꎬ从整体植

株来看ꎬ植株较大ꎬ假鳞茎直立ꎬ簇生ꎬ根状茎短ꎬ体
态与分布于我国海南、广西以及越南等地的狭叶金

石斛非常接近ꎮ 因此ꎬ我们认为这 ２ 份标本是狭叶

金石 斛 的 误 定ꎮ 采 自 印 度 东 北 部 的 标 本

(Ｐ００３８７２４２、Ｍ￣０２２６９２２、Ｕ.１４６０７７８)植株较小ꎬ假
鳞茎略微扭曲ꎬ花生于叶背面ꎬ与模式标本较为一

致ꎮ 因此ꎬ分布于印度东北部的应为西藏金石斛ꎬ
墨脱与印度东北部毗邻ꎬ从地缘关系来看ꎬ采自墨

脱的标本应当是该种ꎮ 通过标本我们断定ꎬ狭叶金

石斛仅分布于印度尼西亚及其以北的越南与我国

南部ꎬ西藏金石斛则仅分布于喜马拉雅东段的南麓

地区ꎬ是个狭域分布种ꎮ
金石斛类植物为我国传统中药ꎬ在临床上常

常代替石斛类药材使用(李涛和何璇ꎬ２０１６)ꎬ李玲

等(２０２０)发现滇金石斛(Ｄ. ａｌｂｏｐｕｒｐｕｒｅｕｍ)对致龋

菌生长有抑制作用ꎬ可以作为防治龋齿的天然

药物ꎮ
本次发现的 ２ 种金石斛属植物丰富了中国兰

科植物本底资料ꎬ以及潜在的药用植物资源储备ꎬ
对中国兰科植物的生物多样性研究和药用兰科资

源的调查具有重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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