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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梅花草属（虎耳草科）一新记录种—甘肃梅花草

王家才１，于倩楠２，胡　君２

（１．四川省洪雅县国有林场，四川 眉山　６２００１０；２．中国科学院山地生态恢复与生物资源利用重点实验室，

生态恢复与生物多样性保育四川省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

摘　要：报道了四川省虎耳草科梅花草属新记录种甘肃梅花草，该植物分布于邛崃山脉南端的洪雅县。这一新发
现，丰富了四川省的生物多样性资料，也为华西雨屏带与秦巴山地的植物区系关联提供了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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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５月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笔者在对四川省
洪雅县范围进行植被和生物多样性考察时，在洪雅

县高庙镇采集到虎耳草科梅花草属植物甘肃梅花

草，后又在玉屏山、王银庙、龙虎凼等地均有发现，查

阅已有文献资料［１～４］后确认为四川省新记录种。该

种植物以前仅记录分布在甘肃南部宕昌县 、西固

区、渭源县等地，是甘肃省特有种。该发现对研究四

川华西雨屏带与秦巴山地的区系联系具有重要意

义，并进一步丰富了四川省植物多样性。本文物种

分类系统参照中国植物志英文版（ＦｌｏｒａｏｆＣｈｉ
ｎａ）［５］，凭证标本均存放于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
究所植物标本室（ＣＤＢＩ）。现在报道如下：

１　文献引证

ＰａｒｎａｓｓｉａｇａｎｓｕｅｎｓｉｓＴ．Ｃ．Ｋｕ，Ｂｕｌｌ．Ｂｏｔ．Ｒｅｓ．，
Ｈａｒｂｉｎ．７（１）：５２．１９８７；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２：１６１，
１９７２；中国植物志 ３５（１）：６０，１９９０；ＦｌｏｒａｏｆＣｈｉｎａ



８：３７７，２００１．

２　特征描述

２．１　近缘种简述
本种与金顶梅花草（Ｐ．ｏｍｅｉｅｎｓｉｓＫｕ）近似，但本

种植株高约２０ｃｍ，退化雄蕊顶端有球形腺体，花瓣
边缘流苏状毛细长而易与之区别。本种与鸡肫梅花

草（Ｐ．ｗｉｇｈｔｉａｎａＷａｌｌ．ｅｘＷｉｇｈｔｅｔＡｒｎ．）近似，但本种
叶片呈卵状心形，退化雄蕊深裂至基部，顶端有球形

腺体易与之区别。

２．２　物种形态特征
多年生草本，植株高 １５ｃｍ～３０ｃｍ。具根状

茎，其下生出多数纤维状细长根，其上有膜质褐色鳞

片。基生叶３～１１，叶片卵状心形，长１５ｃｍ～２２
ｃｍ，宽１３ｃｍ～２ｃｍ，先端急尖，基部呈深心形，全
缘，有５～１３条弧形脉；叶柄纤细，长２ｃｍ～９ｃｍ；托
叶膜质，长可达１０ｍｍ。茎１～４条，不分枝，常在近

中部具１叶，茎生叶与基生叶同形，但较小，在其基
部近凹陷处有丝状、铁锈色的附属物，有时结合成小

片状，无柄，抱茎。花单生于茎顶，直径 １５ｃｍ～
２２ｃｍ；萼筒管短，陀螺状；萼片花后反折，宿存，倒
卵形或长圆形，长３ｍｍ～６ｍｍ，宽约３ｍｍ，先端圆，
全缘，有明显１～３条脉，并密被紫色小斑点；花瓣白
色，倒卵状披针形或长圆状披针形，长约１０ｍｍ，宽
约５ｍｍ，先端圆，上半部边缘全缘、波状或凹凸不
平，下半部具长流苏状毛，缘毛丝状，长约３ｍｍ，先
端常膨大成头状或棒状，基部渐窄成短爪；雄蕊５，
长约１０ｍｍ，花丝短，基部宽约０２ｍｍ，先端尖，花
药椭圆形，长约２ｍｍ，侧生；退化雄蕊５，呈５条分
枝，长约９在ｍｍ，分枝深度约为全长的３／５，每枝顶
端具球形腺体；子房卵球形，长约５ｍｍ，较浅陷入萼
筒管内。幼果顶端扁球形，有褐色小点，花柱较短，

约１５ｍｍ，先端３裂，裂片长圆形，花后反折。花期
７月～８月。产甘肃南部。四川省首次记录。凭证
标本：王家才ＷＷＳ００１。

图版１　甘肃梅花草
Ａ生境 Ｂ花Ｃ果Ｄ标本

Ｐｌａｔｅ１　ＰａｒｎａｓｓｉａｇａｎｓｕｅｎｓｉｓＫｕ

３　生境特征

本次调查发现的甘肃梅花草分布于洪雅县玉屏

山、王银庙、龙虎凼等多个地点，海拔范围覆盖

１０００ｍ～２３００ｍ的区域，多分布于常绿落叶混交
林下阴湿处或溪边，伴生种有岩菖蒲（Ｔｏｆｉｅｌｄｉａｔｈｉ
ｂｅｔｉｃａＦｒａｎｃｈ．）、金线蒲（ＡｃｏｒｕｓｇｒａｍｉｎｅｕｓＳｏｌ．ｅｘＡｉ
ｔｏｎ）、丫蕊花（ＹｐｓｉｌａｎｄｒａｔｈｉｂｅｔｉｃａＦｒａｎｃｈ．）、星果草
［Ａｓｔｅｒｏｐｙｒｕｍｐｅｌｔａｔｕｍ（Ｆｒａｎｃｈ．）Ｄｒｕｍｍ．ｅｔＨｕｔｃｈ．］

等，呈零星分布状态，经笔者第１次发现后的跟踪监
测，甘肃梅花草在新记录发现地均能完成开花结果。

４　讨论

梅花草属是北温带分布种，主要分布于东亚和

北美，据分析系统学研究和推论，云贵高原和四川一

带可能是梅花草属的起源中心，中国的喜马拉雅和

横断山区为梅花草属的现代分布和分化中心［６，７］，

（下转第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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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食物，这与罗罛等［１５］基于生态位模型的秦岭山系

林麝生境预测的研究结果有一定差别，可能与九龙

山地区比秦岭山系纬度低，冬季环境条件相对较好

有关。在冬季调查中发现林麝会其活动的区域内刨

雪，这与ＳｅｒｇｅａｎｔＧＡ等［１７］研究可知小型有蹄类有

刨雪的表现行为相一致，因为厚雪会增加取食难度，

消耗体力，同时会增加被豹子捕食的风险。林麝的

足迹常常呈跳跃式［１］，冬季调查中发现确实如此。

这与葛志勇［１８］硕士论文中关于有蹄类痕迹的说明

有明显不同。

对九龙山自然保护区林麝冬季生境的研究表

明，在冬季的恶劣环境条件下，林麝仍可做出选择，

并做出适合的选择策略，这为以后该地区的林麝深

入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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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甘肃梅花草以前仅分布于甘肃南部，此区域属于

秦巴山地，与华西雨屏带北部岷山山脉相邻，而新记

录发现地瓦屋山则属于华西雨屏带的邛崃山脉南部

余脉［８］，证明华西雨屏带可能是连接南北区域的过

渡地带和植物迁移通道。新记录的发现丰富了四川

的生物多样性，也为研究梅花草属的起源和演化扩

散提供新的分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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