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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报道了兔耳草属(‘印。茄s Cacnn.)的 分类研究,该属分为2组 ,包括 18种 1变种,

其中裂叶系 (ser.P肠”ccc X,F,Lu)、 裂萼系 (ser,nom仍 J。 m。 cx,F.Lu)、 佛焰苞系(ser.

sp拥腕∫。t饰 6e X,F,Lu)为 新系。该研究主要以经典分类、野外观察和孢粉分析为依据,

对青藏高原兔耳草属的全部种类进行了重新划分,编写了检索表,并对其分类特征和地理分

布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兔耳草属·北温带分布型,北极高山分布亚型,孢粉

前  言

兔耳草属 L绍 o`打 Gaenn,走玄参科 (Scr。 phulariaceac)婆 婆纳族 (Veroniceae)

中的一个小属。Gacrtncr(1770)以 产于苏联堪察加的 L.g′￠勿ro Gacrtn.为模式建立

的。自此 200多年来,右不少的植物学家研究过本属,将其种类扩充至 30余种 (Batalin,

1895;Prain,1896· smith,1919,Yamazaki,1971等 等)。 特别的是 Ch。 isy(1848)首

次修订了本属,记载了 6种。 Maximowicz(1881)根据匍匐茎的有无,将本属分为 两

组:sect.C￠ ″Jesc彻″J Maxim,及 Scct,/c‘ ;``J“ Maxim.,包括 5个种,其中 2个 为新

种:L.沙
`·

e历 v``莎 σ Maxim,及 L.莎
`·

“匆‘
`cc勿

口 Maxim。 他的分类主要以花茎及匍匐

茎的有无为主要特征,并未重视花考完全分裂达个特征,而以雄蕊花丝极短,花茎具叶

将倾卧兔耳草 (L.洳彬″拓″‘Rupr.)置于 L.g′四″c夕 Gacnn.种下,作为亚种处理,显

然不是很合适的,但显示出这两种在形态上的某种亲缘关系。Hookcr(1885)根据花萼

分裂为二裂片及佛焰苞状,花茎具叶或无,将产于喜马拉雅的 5个种分为三大类,但未

给各类命名,而他的研究却给后人以很大的启示。

“
本文是在何廷农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北京值物研究所郎楷永先生为本文提出了计恳的意见,还得到 植

物室各位先生、同事很大的帮0i,,在 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文 1991年 6月 26日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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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Hui-1in(李 惠林)(1954)首 次详细系统地研究了本属的国产种,综合了 Maxi-

mowicz(1881)和 Hookcr(1885)的观点,观察了大部分种的模式标本,将国产种整理

为 13种 1变种,其中含 2新种,但他没有划分大类。

杨汉碧 (1979)在 《中国植物志》第 67卷二分册中,主要以植株有无匍匐茎 、 花

萼分裂与否将国产的 17种及 1变种划分两组:分萼组 (scct,so历 zoroJ夕″Tsoo众g)及合

萼组 (sect.L喈 o`:‘ ),但对这两个组没有进行描述并指出模式,成为非有效发表。

纵观前人的工作,发现均有不足之处。自 1988年 以来,作者承担了 《青海植物志》

玄参科的编写工作,查看了我所馆藏的所有本属标本,比较解剖了各种的外部形态、苞

片形态及与花萼花冠相对长度比、花萼分裂情况、花冠形态及筒部与唇部相对比例和花

丝着生状态等特征,对部分种类进行了孢粉分析,并结合野外观察,对分布于青藏高原

的该属植物分类提出了一些依据,发现一个新记录。

二、分类的主要特征

在青藏高原的高寒、一F旱气候条件下,本属在形态上表现出显著的多变性和较大的

适应性。经研究,认为下述形态特性是比较稳定和重要的,可作为本属分类的主要依据 :

1.茎 :本属为多年生植物,主要以短的根状茎形式生长,根颈外密被宿存的纤维状

枯叶柄或被数枚宿存或早落的膜质鳞片状叶。在无茎组 (scct.'r幽 Je‘ Maxim.)中 ,

根状茎短,直立或倾斜,每年从植株叶腋处发出匍匐茎和花茎。在兔耳草组 (sccL L口一

g口加)中 ,根状茎常在地下横走,分枝顶端形成植株,花茎从其叶腋处发出。

2.叶:叶全缘,狭披针形或线状披针形,或边缘多少具齿或羽状深裂,圆形、卵形

或长圆形。前者叶基部狭楔形,中脉在叶背面凸起,侧脉极不明显或有 2-3对基出脉 ;

后者叶基部宽楔形至近心形,网脉明显,多皱。

3.苞片:苞片近圆形、卵形、披针形至倒卵形或匙形,全缘或上部边缘具齿,有时

边缘色淡而膜质,有时苞片在果期增大,包被花和果实,可作为种的分类依据。
4.花萼:花萼前后两侧开裂几至基部或后方一侧浅的二裂至微缺而呈佛焰苞状,有

时可深裂至中部以下,如无茎组及裂萼系、裂叶系的种类,而佛焰苞系种类的花萼为佛

焰苞状,后方顶端仅浅裂至 1/3,决不裂至中部以下。

5.花冠:花冠淡蓝白色、淡黄白色至蓝紫色或紫红色,常在花期后变白。花冠筒部
短于或长于唇部,在种内相对稳定,可作为种的分类依据,上唇不裂、微缺至二裂,有
时其裂片可再分裂,下唇一般 2-3裂,少不裂或 4-5裂 ,裂片一般为上唇的 1/3-4/5
宽,稍长于上唇,不稳定,如短管兔耳草 (L.哆″历

`″
D口 Maxim,),其下唇由不裂可至

5裂。

6.花丝:本属植物的花丝较唇部长或较短而长不及 1毫米。在无茎组、兔耳草组的
裂叶系及裂萼系种类,其花丝较长,约与唇部等长或稍长,除裂萼系的倾卧兔耳草例外 ,

而兔耳草组的佛焰苞系种类,其花丝极短,长不超过 1毫米,很易同其它组系区别。
7.果实:果实为卵圆形,核果状,长宽近相等,果皮厚,内质,不开裂,或椭圆形

至矩圆形, 长入于宽,果皮薄,干燥,易裂为二小坚果,是作者划分本属大类的主要依
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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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孢粉:本属的花粉为长球形至近扁圆球形, 极面观为国三角形或钝二角形, 极

轴长 19.3一红,5微米,赤道轴长 1d.7-29.3微米,花粉粒属小或巾常类型。三孔沟,

沟几达极端。外壁纹饰网状, 拟脑状-网状或为蜂窝状网纹, 网眼内面具颗粒或无而具

穿孔,网脊平滑或稍凸起至强烈凸起呈蜂窝状,侧壁光滑或具不规则的瘤或疣,近极端

或沟边的纹饰常加厚平滑而稍有穿孔 或为蜂窝状 (表 1)。 此外, 因兔耳草属 植物的花

粉在不同的海拔、地理环境下发生细微的变异,如短穗兔耳草、圆穗兔耳草及短管兔耳

草 (图版 I-Ⅲ ),表现在花粉形态或外壁纹饰等特征上,这些特征或多或少的反映出该

属植物的种内分化,因 此作者选用了 2幅照片。

以上各部特征,并不是单独存在的,需要进行综合考虑,尤其在兔耳草组中,种 问

区别较小,需大量对比标本、综合分析才能掌握其分类要点。

分 类 处 理

L‘t莒 。:js Gacrtn,in Nov,Commcnt,Acad.sci,Pctrop,14:533. t. 1-8,

1770; Maxiin. in Bu11. Acad. sci. st. Pctersb. 27: 522, 1881,J. D, I-】 ook. F1,

B.rit, Ind. 4: 558. 1885; F.. ′V. P· cnncl1. in Acad. Nat, sci. Philad. Monogr.

5:67.1943;Li in Briuonia 8(1):23.1954中 国植物 志 67(2): 327.1979—

G夕
`ヵ

″口″

'/口

Pal1.in Rcisc Prov.Russ,Rcichc 5:710.1~776.— KD和 印口/J口 Kcng,

ct kcng f. in Journ. `Vash. Acad. 35: 375. 19‘ 15.

多年生矮小草木。根状茎粗壮或细长。根颈密被宿存的纤维状枯叶柄、膜质鳞片状

叶或光滑。匍匐茎有时分枝。花茎直立或斜升,光滑或具头状腺毛,有时先叶生长。叶

多基生,茎生者少或无,且多生于茎上部,基生叶具柄,叶柄具翅,基部扩大成鞘状,

叶片近圆形、卵形或矩圆形至线状披针形,仝缘、有齿或羽状全裂,基部狭楔形至近心形。

花序穗状或近头状,伸长或否;苞片较花短或过乏,全缘或有齿。花萼分裂为二裂片或

前方裂至基|部 ,后方裂至 1/3以上,或后方微裂而呈佛焰苞状, 脉明显, 直达顶部或

否。花冠二唇形,筒部多少弓曲或仲直,短或长 f唇部,有时内面被毛,上唇全缘或凹

缺至 2(3)裂,下唇 2-3裂 ,极少不裂或 4-5裂 ,稍长于上唇,雄蕊 2,生于上下唇

之分界处,或贴生于上、下唇基部边缘,花丝与J爵 部近等长或极短,花药肾形或近箭形。

子房 2室 ,通常 1室发育,花柱伸出花外或内藏,柱头近头状至工裂。花盘明显,斜杯

状或浅盘状。果实核果状不裂,呆皮簿而干燥或易裂,果皮厚,肉质含 1-2枚种子。

Typus spccicsI -Lcg。 f。 s εJα :‘ c‘I Gacrtn.

本属全世界约有 30种,广泛分布于欧洲、 亚洲和北美洲的温带比较寒冷地区, 自

欧洲卡宁半岛、高加索、中亚、帕米尔经我国肯藏高原向东北,沿 山西,由 内 蒙 古 向

北、经东西伯利亚至北关洲的阿拉斯加坡加拿大西北部。隶属于北温带分布 型 的 北 极

一高山变型。我国产 18种 1变种, 绝大多数种类集中分 布于青藏高原, 仅亚中 免耳草
(L.``7`绍

`彦

助′′‘。(Willd,)Schichk.cx Vikulova)分 布于新疆天山以北及华北北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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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 种 检 索表

1.果 实核果状,卯圆形,不开裂,果皮∫∮,肉质;叶全缘,线状披针形,基部狭楔形,仅中脉明

显;根颈外密被帘存的纤维状枯叶柄 (无茎纽 sect.ACoo‘ les Maxim.)· ·⋯⋯⋯ ⋯̈⋯⋯¨

·⋯ ⋯̈⋯¨̈ ·⋯⋯⋯⋯⋯⋯⋯·⋯⋯⋯⋯⋯̈ ⋯1.短私兔耳
=L.br。

chystcch,o MaxiII1.

1.果 实椭同形或矩同形,长大于宽,果皮薄,干燥,易裂为 工小坚果‘叶边缘多少具齿或羽状深

裂,圃形、卵形或长圆形,基部宽楔形至近心形,网状脉,多皱;根颈外常被宿存或早落的鳞

片状叶,如具纤维状枯存叶柄,则花萼为佛焰苞状 (兔 耳草组 sect.Logotis)

2,叶羽状深裂J花序 卜部的苞片稍大,但决无苞片状叶 (裂 叶系 ser.Phcricoe X.F,Lu)

3.花骖裂片不问形,无缘毛,叶小裂片倒卵状矩圆形至条形,全缘或仅顶端有缺刻⋯·⋯⋯⋯

⋯⋯⋯⋯⋯⋯⋯⋯ ⋯̈⋯·⋯⋯ ⋯̈⋯·̈2.球花兔耳草 L· globosc(Kur7,〉 J.D.nook.

3.花等裂片同形,具缘毛;叶小裂片卵圆形,具沮齿⋯“ ,裂叶兔耳草 L.phcrico PralⅡ

2.叶 不为羽状分裂,边缘多少具齿;花序下常具 1-2枚苞片叶或具叶,如无叶,则 叶绝不羽裂

】.花车前后两侧儿开裂至基部或后方顶端深裂至中部以 卜;花丝 △ 几与臀部近等长 (乃
,

rzeeum0C记 8 Rupr.例 外 )(裂 萼 系 scr.Rom.c,once X.F,Lu)

5.佗 缒极短, 女不超过1毫米;根状茎细长;花茎具叶⋯⋯⋯⋯⋯⋯⋯⋯⋯⋯ ⋯̈⋯·̈⋯⋯

⋯⋯⋯⋯⋯⋯⋯⋯⋯·⋯ ⋯̈⋯⋯⋯ ⋯̈⋯⋯⋯6,倾卧兔耳草 L.decumbe。 88 RuPF·

5,花丝长,约与唇部等长;根状茎粗壮J花茎无叶或具 1-2枚苞片状叶。

6.花冠筒部长于唇部 1-2倍;花序下部的苞叶较小,长 8电 米⋯⋯⋯⋯⋯ ⋯̈⋯⋯·⋯··

·⋯⋯⋯⋯⋯⋯⋯⋯⋯⋯⋯·⋯·⋯⋯⋯⋯⋯·4,田私兔耳草 L.ra?:·口:cmo Batalin

6.花冠筒部与唇部近等长,花序下部的苞叶大,长达 15毫 米⋯⋯⋯⋯⋯ ⋯̈·⋯⋯·⋯⋯Ⅱ

⋯⋯⋯⋯⋯⋯⋯⋯⋯⋯·⋯⋯⋯⋯⋯·⋯⋯5,紫叶兔耳草 L· prceco‘ W.W.s耐 th

d.花售前方几开裂至基部,后方顶端浅裂至 1/3,呈 佛焰苞状;花经长不超过 1毫米 (佛 焰

苞状系 ser.Logotis

7.花冠筒部梢弓曲至明显向前弯曲,花丝常等长于花征唇部,如内藏则花冠筒部明显长于

`If部
s.花冠筒部、唇部近竿长,内 面被毛; l∶ ′ε;二全裂·⋯⋯⋯⋯⋯⋯⋯ ⋯̈ ⋯̈ ⋯̈⋯⋯·⋯·

⋯⋯⋯⋯⋯⋯⋯”⋯ ⋯̈⋯ ·̈⋯⋯⋯15.租简兔耳革 L.kongboensis Yamazaki

8.花冠筒部明显长于唇部,可达唇部的 2-3倍 ,内面光滑,上唇全缘或微缺至浅=裂
θ.花萼人,ˉF部的稍长于苞片,至 上部可达苞片的 1倍 ,花丝贴生于上唇基部边缘⋯

···································,· ···········16. 丿t.13‘ 1I手自每. I·., ct‘Irke0 J.D. Hook.

9.花萼较小,短或稍长于苞片,向 上渐小:花丝荷生于上、下唇基部的分界处或贴生

于上唇基部边缘

lO,也 片边缘或其.L半部具齿,花冠筒部较粗,达 2.5-3,5毫 米⋯ ⋯̈ ⋯̈⋯·⋯⋯·

⋯⋯⋯⋯·⋯⋯⋯ ⋯̈ 11· 大简兔耳革 L."Iccros|phon Tsoong et Yang

lO.苞 片全缘;花冠筒部较细,达 1.5-2.0亳 米

11,苞 片卵形至卵状披针形,较萼稍短;花序穗状,长 5-15毫米;叶边缘有琬

细而不规则的锯齿⋯⋯⋯⋯··⋯·17.全缘兔耳革 L· i△●togra W.w.s“ th

11.苞 片倒卵形至线状倒技针形,较萼长,花序近头状,长 1.5-3毫米,叶边缘

有粗的圆齿⋯12.狭毡免耳IL.ctlg“ st而 rccfeotc Tsoong et Yang

7.花冠筒部伸直;花丝常内藏

12.花冠筒部明显长于唇部,可达唇部的 2倍;苞片宽卵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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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厚叶兔耳草 L.crass|∫ ot忆  P rdin

12.花冠筒部明显短于或等长于唇部,苞片为其它形状。

13.苞 片倒卵形,上部边缘有齿缺,植株矮小,高约 5厘米·⋯⋯⋯⋯·⋯⋯ ⋯̈⋯⋯⋯

⋯⋯·⋯·⋯⋯ ·̈⋯⋯ ⋯̈⋯⋯⋯⋯ 8̈· 矮兔耳草 L. hu● n|Jis Tsn。 ng et Yang

】3.苞 片全缘,植抹较高大,高约 10-35厘米

14,苞 片常近圆形,内面脉上常被毛;上唇倒卵状矩圆形,全缘或微缺·⋯·⋯⋯⋯·

⋯⋯·⋯⋯·̈·̈⋯Ⅱ⋯⋯⋯⋯·⋯·̈⋯
9̈· 短吁兔耳草.I.brevjtubo Maxim.

1犭 .苞片倒卵形、卵形或卵状披针形,内 面光滑;~L唇 矩圃形或披针形,全缘

15.花药肾形:花萼边缘具缘毛

】6.花较小,长 9-12毫米,上唇全缘·⋯·̈⋯⋯ ⋯̈·⋯⋯⋯⋯⋯⋯⋯⋯⋯ ⋯̈·

·⋯⋯⋯⋯̈ ⋯·̈⋯·̈⋯ 1̈0a,革叶兔耳草 L.cI″
`ocoα

 var,oJ】 t0Ceo

16.花较大,长 12-15毫米;上唇显著凹缺或 2(3)裂 ··⋯⋯⋯⋯⋯⋯⋯·⋯⋯·

·⋯·⋯⋯···⋯ ·̈10b· 珥居兔耳△:IL.clt‘ tccea var.roCk切 (Li)T soong

15.花药近箭形,花萼边缘流苏状

17.茎 生叶小,远小于基生叶,近无柄贯苞片边缘色淡而膜质·⋯⋯⋯⋯⋯ ⋯̈

⋯⋯·̈⋯⋯·⋯··̈⋯⋯⋯●·“.云南兔耳草 L.yunnanens|sW,w.smith

17.茎 生叶大,与基生叶等大或略小,具短柄,苞片草质。⋯·⋯⋯⋯⋯⋯⋯⋯¨

⋯̈⋯·⋯ ⋯̈⋯·⋯⋯··⋯·⋯14· 铸药免耳枣 L.△。,。rdji W,W.smith

I.无茎组 sect. AC00JJes Maxim. in Bul1. Acad. sci, st.Pctersb,27: 525.

1881.-Ecgo`i‘ scct.sr″ zo印J`Tsoong,中 国植物志 67(2): 327. 1979, ilo m.

nud. P. P.

根颈外密被宿存的纤维状枯叶鞘,叶狭长被针形或线状披针形,全缘,基部狭楔形 ,

下延成渐狭的柄,仅中脉明显,果实卵圆形,核果状,不裂,果皮厚,肉 质。

Typus species: L.stoIomirer‘ I (c.Koch) Maxim.

约 衽种。我国产 1种。

1.短穗兔耳草 图版 【r1-6”

LCε 0‘ js brocrlystα chyc iM.axim, in Bul1, Acad. sci. st. Pctcrsb, 27:

525.1881;Li in Brittonia 8(1):28.1954;中 国植物志 67(2):327.图 88.1979.
~Κ 0交 0刀 口rf口  ‘

`口
`@″

;∫

`'σ
 Kcng et Keng f.in Journ.`Vash. Acad. 35: 375, f.

1-18. 1945.

我国特有种。分布于西藏 (E85° 以东 )、 四川西北部、新疆东南邮
`阿

尔金山西端 )、

肯海 (除柴达木地区)及甘肃 (洮河流域以北至祁连山南坡)生于海拔 2600-5200米

的高山草匈、河滩、湖边沙质草地及干燥的多石山坡。模式标本采白肯海黄河 L游。

本种匍匐茎发达,有 时分枝,被疏或密的头状共柄腺毛。叶全缘,线状披针形或狭

披针形,莲座状,有时叶腋内具不育花。根颈外密被宿存的纤维状枯叶鞘。花萼变异极

大,自 儿二全裂至后方仅浅裂至 1/2-1/3。 在后一种情况下,植物一般生于海拔 3800

米的地区,以西藏至青海玉树及可可西里地区为主◇ 有时花萼呈筒状, 具 1齿 (育甘

队 奶0)。 花冠筒部内面被长柔毛。

1)本文图版在20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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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本种的亲缘种还有乙.f`oJo″ |/″召(C,Koch)Maxim, 、乙。加ror和″氵 (Rcgc1.ct

schmalh.)Maxim.及 L,3切″rf o.,E.schulz。 前 1种分布于亚美尼亚至阿富汗。第 2

种分布于突厥斯坦,第 3种分布于巴基斯坦西南部啤路支省至阿富汉南部。

11.兔耳草组 scot.Lagotis:H.P.Yang,中 国植物 志 67(2):331.1979i-
L.cgooj‘  scCt, C.口 留J'‘ c纟多

`纟

‘ MaXin1.  in Bul1,  A.cad, sci.  st. Pctcrsb,  27:  523.

1881, P, P,

根颈外常被宿存或早落的鳞片状叶,或裸露;叶卵形、卵状矩圆形或卵状披针形,

边缘多少具齿或羽状深裂,基部宽楔形或近心形,叶柄明显,网状脉,多皱,果实椭圆

形或矩圆形,长大于宽1倍以上,果皮薄,干燥,易裂为二小坚果q

Typus spccics: L. 莒J‘Lo9c0 G· acrtn.

约 26种。我国有 17种 1变种,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仅亚中兔耳草匚L.氵沥绍r,助

`J口(Willd, ) schischk. ex ·Vikukova in K.om.。  , FI, UR.ss. 22: 501. t. 2∠  壬. 3.

195511种分布于我国新疆天山、内蒙古和 山西 (五台山)以北。

(1)裂 叶系 sCr,Pr,‘Iric‘re X.「 .Lu,ser.nov.

Folia pinnatisccta; inflorcsccntia infcrIlc haud bractciforn1i folio  instructa;

bractcac co!IlPlCctC floribtls obtcctac;  Calyx bifidus,  filiamcntun】  corollac labiuin

subacquilongui,,

叶羽状深裂;花序 lc部 绝无苞片状叶;苞片完全包被着花和果实,边缘近膜质。花

萼几二全裂,花丝与花冠唇部近等长。

Typus spcclcs: ~L. Pr|cr讠 c‘I prain

已知 2种。我国均产。问断分布于西藏南部 (亚东 )、 四川西部及喀拉昆仑。 其中

球花兔耳草 (L,g`o3os口 (Kurz,)J.D.Hook.)分 布于克什米尔地区及我国的喀拉

昆仑,在我国为新记录。

2.球花兔耳草 (新拟)佟l版 I:7-9

L‘1莒 0tis gtoI,osc (Kurz.) J. E). I· 1ook. F1, Brit. Ind. 4: 559. 1885.一

Cly`刀刀四
`,`/cg`口

Doj口 Kurz~ in Journ. A~siat, soc. Bcngal, 59(2): 80. t. 7. f. 1.1870.

新疆塔什库尔干县:红旗拉普山口,武素功等 4906,1989.8.13, 海拔 4800米 .

生于冰川附近流石滩·麻扎种半场,吴玉虎 890164,1989.7.3,海 拔 4700-4900米 ,

生于流石滩。我国新记录。克什*尔地区也有。模式标本采 自克什米尔西南部。

本种与裂叶兔耳草极相似,其叶之小裂片倒卵状,全缘,仅顶端有缺刻;苞片在花期

时较大,达到 1,2厘 米以上,完全包被花;花萼 2裂 ,1枚倒捩针形, 另 1枚狭披针形

或顶端浅的 2裂至 2深裂,无缘毛,花冠上唇全缘,不裂而易与裂叶兔耳草区别。

从花粉外形上,该种 (ll然 与短穗兔耳草不同 (图版 I:7-9),与 圆穗兔耳草也不同 ,

而接近于兔耳草组佛焰苞系的种,共花粉外壁纹饰为蜂窝状网纹,肉 眼远大于网脊,内

面具颗粒,网脊内侧具J曲或疣;叉因其叶羽裂,花序下部无苞片状叶,所以将裂叶免耳

草与本种提升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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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裂叶兔耳草

I`cgotos pr。 crcc口 Prain in Journ, Asiat, soc, Bcnga1 65(2): 62. p1. 1,

1896;Li in Bri“onia 8(1):24,1954;中 国植物志 67(2):329,1979.-L.j″ r-

jJiFo`Jo Hand, -Mazz.in sitz.-bcr.AKad.· Wicn 59:252, 1922 Ct symb.sin,7;

8d1.Abb, 24.Nr. 9. 1936.

分布于西藏南部 (亚 东)及 四川西部。生于海拔 4300米的高山草甸。模式标本采

自西藏东南部 (TCrn La)。

(2)裂零 系 ser.】已@们.cJc?o口eX. F. Lu. ser.nov.-L绍 o`打  scct.

sc历彻 四

```Tsoong,中
国 植 物 志 67(2):327.1979.nom.nud,P.P,-Lcgo`J‘

sect. Cu```es(,e勿 彦
'‘

 Maxiin, in Bul1, ~Acad. sci. st, Pctersb, 27: 523. 1881. P. P.

Folia rnarginc plus ininusvc serrata, inf1orcscentia infcrnc bractcifornli folio

instructa, paˉulo foliata,  bractcac floribus non coillplcctc obtCCtac,  calyx bifidu.s

u.sque ad.dorsu1】 1 infra illcdiunl 1issus, filiamcnta corollac labiu11】  acquilonga,  paˉ

ulo brcviusi.

叶边缘多少具圆齿;花序下部具苞片状叶,少其叶,苞片不完全包被着花,化萼多

2裂或其顶端深裂至中部以下,具 明显缘毛;花丝长,与唇部近等长, 少极短而长不超

过 1毫米。

Typus spccics: L· ra?Ⅱ @Jaoo@Batalin

已知 4种。我国产 3种。另 1种 L,″印口Je″ s打 Yamazaki(in Journ.Jap.Bot.

46(8):2例 .1971,)产于尼泊尔和锡金。

4,因称兔耳草 图版 I:10-12,图 版 1I:10-12

L‘Iε ot讠 s rc●,。曰I‘uooo Batalin in Acta Hort. Pctrop. 14: 177. 1895; Li in

Brittonia 8(1): 2逛 . 195压 ; T. Yainazaki in Hara, F1,East.Hima1. 2: 119.1971.

P.p.;中 国植物志 67(2):330.图 89.1979.

分布于西藏、云南西北部、四川西北部、青海及甘肃西南部。 生于海拔 4000-5300

米的高山草地及流石滩。不丹也有。模式标本来 自四川理塘。.

5.紫叶兔耳革

LGgotis prcOc0钾 、V, `V, smith in Notcs Bot. Gard. Edinb, 11: 217.

1919;中 国植物志 67(2):329.1979.

分布于西藏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及四川西南部。生于海拔 4500-5200米 的高山草

地及流石滩。不丹也有。模式标本采 自云南德钦阿墩子。

采 自青海人治的标本 (果 洛队 146,迷 25,藏药队 216),共 花序 I(部 `J苞 忄长达 12-
15毫米,与本种极为相似,是否是这个种,.还有待以后考证。

6.倾卧免耳 草  图版 II:1ˉ-3

I'°莒otjs dec】 ‘,7obO·ns Rupr. Scrtuln Tiansch. 6.1. 1869; J. D. I· 1。ok. 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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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t Ind. 4: 559. 1885; F, `V. Pennell in Acad. Nat. sci, Philad. △.【onogr. g:

69.1943,中 国植物志 67(2): 330.1979.— L.gJ'‘
`r口

Gae“n,subsp,口 ″”
'汕

‘

`1axin1, in Bul1, Acad, sci, st. Pctcrsb, 27: 524. 1881, P, P,
分布于西藏 (日 土)、 新疆西部及昆仑山中段至东段。 生于海拔 3900-5500米的

高山草地及流石滩。模式标本采自新疆天山 (Dschaman-daban~Pass)。 中亚也有。

本种以其雄蕊花丝极短,长不超过 1毫米,花茎上部具叶,高于基生叶而与佛焰苞

系植物形态十分相近。Maximowicz(1881)以 这些特征将其放到 L.g′幽cc Pa11.下 ,

作为亚种处理。 但其花萼完全二裂或后方深裂至中部以下。 其花粉外壁为拟脑状-网状

纹饰,接近于圆穗兔耳草,所以放人本系较合适。

(5)佛焰 苞 系 sCr. Lcgotjs X.F.Lu, ser. noV,_L岬 o″ ‘ scct.

sc`,`to″ J” Tsoong,中 国 植 物 志 67(2):327.1979.nom.nud.P.P.-L绍 。
`J‘

scCt. CC`‘′矽‘c矽
`9`纟

‘ Maxin1, in Bul1, Acad. sci, st. Pctersb. 27: 523.1881, P, P,

F′ olia nlarginc plus mintIsvc scrrata vc1 Crcnata,  scapi scnlpcr foliati,  sacpc

folia supcratia, bracteac saepe angustiorcs, calyx haud bifidus,  spathiforπ lis, fili-

amcntun1 brcviu.s, llaud coro11ac labiun1 aequilonguln.

叶边缘多少具圆齿或锯齿;花葶常具叶,高于基生叶,苞片常较 狭; 花 萼 绝 不 2

裂,佛焰苞状,花丝较短,长不超过 1毫米。

Typus spccics: -L. gJ(ii t‘ c￠ GaCrtn,

约产 20种。我国有 11种 1变种,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

7,厚叶兔耳草 图版 lI:7-9

I氵￠莒0J;s crasstfol讠 ￠Prain in Jourr1. A.siat. soc. Benga1  65: 63,p1. 2,

1869,Hand.-Mazz,symb.sin.7:841, 1936, Li in Bri“ onia 8(1): 25.1954, 中

国植物志 67(2):332.图版 姓0:10-“ ,1979.

分布于西藏 (亚东、帕里和昌都)。 生于海拔 在200-5300米 的高山草地。 模式标

本来自锡金 (Tankra)。

根据标本,本种的外部形态特征与短管兔耳草较为相似。但其花冠筒部伸直,长达

唇部的 1倍左右,裂片长矩圆形,苞片卵形,质薄,内 面无毛而与短管兔耳草区别。

8.矮免耳草

LGg。 Jis rl” .1。
jhs Tsoong ct Yang,中 国植物志 S7(2):Addcnda,405.图 版

社1: 6-10. 1979.

标本未见。分布于西藏 (聂拉木、定结及仁布 )。 生于海拔 5100-5200米 的山坡

草地及多石砾山坡上。模式标本采自西藏聂拉木希夏邦马蜂北坡。

`念

J
●

L
n
H

●

9.短 管兔耳草 图版 III:7-12

Lagofis b,ˉ evjJoJbo Maxim. in Bul1, Acad. sci, st. Pctersb. 27: 524.

1881,Li in B血 tonia 8(1):26.1954; l中 国植物志 67(2): 332.图 版 40: 6-9,

1g7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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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于西藏东北部、四川西北部、青海东部、东北部及甘肃西南部。生于海援 3000-
4900米的高山草地、流石滩及多石砾草地。摸式标本来自青海黄河上游。

本种花的变异极大。苞片近圆形至倒卵形或倒披针形,顶端圆纯或微尖,内面近上

部被密或疏的柔毛。花冠筒部稍弯曲至向前强烈弯曲,基部稍膨大,近中部稍缢缩,向
上部渐粗,短于唇部 1倍或稍长于唇部,下唇不裂至 2-5裂 ,常 2-3裂。

10,革叶免耳草

L‘lgor0s cl· 。Jcce‘lW, `V. sinith in Notcs Bot, C· ard, Edinb, 11: 215.

1919;中 国植物志 67(2):334.1979.-L.`曰 ″c,``″沙口Li in Bri“ onia 8〈 1):26.

195攻 .— L, cF″
`口

σ
'口 `V. `V. smith var, F口 `氵

口‘口
`V. `V, smith, 1, c. 216. 1919.10a. 原

.变
.种  var. doJ:‘ Ice‘ I

分布于云南西北部及四川西南部。 生于海拔 3600-4800米 的高山草地、 多石砾

坡地及流石滩。模式标本采 自云南 (Ka-gur-pw)。

10b.裂唇变种 var,roc】讠j(Li)Tsoong,中 国植物志 67(2):336,图版 近1:

1-5, 1979._L, /°￠泛J0Li in Brittonia 8(1): 27, 1954.

分布于云南西北部及四川北部 。 生于海拔 红000-5300米 的高山草地及流石滩 。

模式标本来自四川保龙和雅砻江东部之间。

11,大 筒兔耳草 图版 【I:4-6

Lcgo历‘″,口 cro‘ 扌p`,。″ Tsoong ct Yang,中 国植物志 67(2): Addcnda, 近o5.图
ll反.42: 6-11, 1979,

分布于西藏东南部 (吉隆、定结)。 生于海拔 姓600-4700米 的倒石堆山。 模式标

本采自西藏吉隆。

色
r
△

B。 t. ()ard, Edinb,

in Britt。 nia 8(1):

Logorjs γ。‘,9"色 Plens|sW, 、v.smith ill N。
tes213. 1919; I-iand,~Mazz, synab, sin, 7: :4o,  1936;  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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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5,

12.狭苞免耳草 图版 III:‘ -6

L呓。“s cng。Jst伪 rcctOct色 Tsoong ct Yang,中 国植物志 67(2): Addcnda,
404.图版 吐2:1-5.1979.

见于青海扎多 (可苏下青山)及 玉树 (上巴塘)。 生于海拔 1 6oo-4700米的高山
流石滩。模式标本采自青海扎多。

本种外部形态和花冠形态与短管兔耳草没有较大的区别。狭苞免耳草的苞片条状倒
披针形、倒卵形或匙形,顶端渐尖或近急尖,花冠筒部长△唇部 1倍左右,裂片卵状披
针形或披针形·短管兔耳草的苞片近圆形或倒卵形,J页端急尖,花冠筒部短-r唇

部 1借
至稍长于唇部,裂片条状倒卵形、条状矩圆形或狭披针形。从花粉形态上,狭苞兔耳草
花?外壁网状,网孔 ;`△ 大于网脊,l9J限 内具较密的颗粒,网壁具瘤或疣,与短管免丑苴的花粉形态较为相似。                        一⋯ ˉ·.

15,云南兔耳草

‘·
 
一 
 
 

一△.
`



▲

,

1954.中 国植物志 67(2):336.1979.

标本未见。分布于西藏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及四川西北部。 生于海拔 3300一 姓700

米的高山草地及流石滩。模式标本来自云南瓦迪山。

14.箭药兔耳草

L.‘1got讠 s l1.'口 】̄d讠讠
`V, W, sinith in Notes Bot. Card. Edinb. 11: 218.

1919;Li in Briuonia 8(1):26.1954;巾 国植物志 67(2):336.1979,

标本未见。分布于西藏东南部 及云南西北部。 生于海拔 3700一丛509米 的 高山草

地。模式标本来自西藏东南 (DokCr La)。

17.全缘兔耳草 图版 11I:1-3

L。莒otis。。。Jegr口 Ⅵ
`, W. sinith in N·

otes Bot. Gard. Edinb. 11: 216.

1919;Li in Bri“ onia 8(1):26.195丛 ;中 国植物志 67(2):343,图 91.1979.—

I`. ″,icrc侈彦汤c IIand.-加】azz. in sitz,-bcr. Akad. `Vicn 42: 240.  1925 ct  sy1△ b.

sin. 7: 8近 1, 1936,

分布于西藏东部、云南西北部、四川西部及青海西南部。生于海拔 3200-4900米

的多石质草地、高山草甸及高山针叶林下。模式标本来自云南白茫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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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租筒兔耳草

L‘ I莒 ot0s 勿oooε boOm.sis Yanlazakl in Journ. Jap, Bot. 46(8): 2达 2.f.l-3,

1971,中 国植物志 67(2):3狃 .1979.

标本未见。分布于西藏 (工布江达、定 日)。 生于海拔 4400一 姓600米 的开旷 山腹

及山坡上。模式标本采 自西藏工布江达 (Dcyang La)。

ls.大萼兔耳草

L口goJos clortO;J.D,Hook,F1.Brit,Ind. 4: 559. 1885; 中 国 植 物 志

67(2):337.图版 在0:1-5.1979.

标本未见。分布于西藏南部 (亚东、巴里山)。 生于海拔 近600-5300米 的高山灌

丛及高山草地。模式标本采自锡金 (Yak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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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AXONOmlC sTuDY OF THE CENus LAc(OT.rs GAERTN。

(siC·ROPrfuLARJ.ACEAE)IN QINGHAI-XIzANG PLATEAu

cog-

Jap.

Lu X.uefe11g

(Ⅳ or`而 四σs`Prc谚 c“ rms汀
`“

fc or BJof。 g″· r屁cc肪 rcsc'codc77,v:or sci召 昭o“ ,X|";"口 )

A.taxonoln.ic study of thc genus L口 go莎 ;‘  Gaertn, is presentcd. 'rhc gcnus is

divid.ed into 2 scctions, including 18 species and 1 variety. 1· his study has becil

mainly bascd on standard herbarium|techniqucs,∶ on ficld iobscrvations in natural

△abitats in conccntratcd arca_Qinghai-Xizang plateau and on pollcn analysis,

Key to all species of Ecg口 历‘Gacrtn,in the Qinghai-Xizang plateau is givcn.Thc

cllaracters used in classification and.t|hc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rc discusscd,

Key words: L口 g口访了; N·orth Tempcratc distribution pa“ cri” arctic-alpine disˉ

tribution subtypc; Pol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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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学峰: 青藏高原兔耳草属(玄参科)的研究 图版 II

Plate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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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学峰: 青藏高原兔耳草属(玄参科)的研究 图版III

Plate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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