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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紫荃属鳞茎紫荃组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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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株基部具鳞茎为主要特征而建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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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态 特 征

纤细小草本
,

无毛
,

高 Χ 一+1 厘米
。

根茎缩短
,

具鳞茎
,

鳞片多数
,

覆瓦状排列
,

外部鳞片膜质
,

内部鳞片肉质 , 须根簇生
,

不增粗的纤维状或为棒状
,

纺锤 状 肉质 增

粗
。

茎发 自鳞片腋 内
,

不分枝
,

无叶呈花草状或仅上部具叶
,

向基部渐狭成丝状
。

基生

叶少数
,

具长柄
,

叶片通常三出分裂 , 茎生叶无或极少
,

具短柄或无柄
,

生于茎上部或

花序下
。

花蓝色
,

通常 2 一 1 ∗一 + Χ, 朵组成顶生的短伞房花序或总状花序 , 苞片全缘

或倒楔形上部浅圆裂
,

稀扇状分裂
,

茹果线形至卵形
,

成熟时通常反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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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根成簇
,

不增粗的纤维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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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根成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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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质棒状增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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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
产地不明

,
Ι

4

Δ # 6 6 &6 2 Χ ) , 天祝
,

张雨谦 / 0 Ο
,

王镜泉 . + Ο +Χ /多 甘肃青海间

∗地点不明,
,

吴印禅 0 0
。

青海
−
产地不明

,
Ι ∀ &Υ + ) Χ 2 1 , 扎多

,

刘尚武 ) Χ
、

+Ο 1
,

+ Χ +
、

< Ο 1 , 祁连
,

钟补求1 / Ο Ο , 玉树
,

成丝 ) Ο ,

藏药队 2 Ο 2 . , 泽库
,

周立华等 +/ 0 Ο , 河

南
,

杨永昌 + / / 2
。

四川 −
若尔盖

,

中药药源普查队2 Ο+ 0.
。

分布于甘肃西南部
、

青海东部至四川西北部
,

生于海拔 < 1 Ο Ο一 Χ Ο Ο Ο米的高 山草甸
、

流石滩
。

模式标本采自甘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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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钦
,

王启无 / ) 0 < 2 ,

冯国相 / +2 <
、

/ . 1 2 , 中

甸
,

俞德浚 + 2 + < < ,

杨竞生 Χ 2 Χ 0 , 丽江
,

俞德浚 + Χ +) ) ,
Ι ∀ & Υ 2 )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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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 熊若莉等

Χ 0 < ) 1 + ,

云南大学生物系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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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
−

察瓦

龙
,

王启无 / /Ο < )
。

分布于四川西南部 ∗新记录 Ξ ,
、

云南西北部
、

西藏东南部 ∗新记录 Ξ ,
,

生于海

拔< 2 Ο Ο一 ) Χ Ο Ο米的草坡
、

流石滩
。

模式标本采 白云南丽江
。

本种 曾见到摸式标本照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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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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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钦
,

王启无 / ) Χ 2 +
、

/ ) 0 + Χ
、

/ 1 . 0 /
、

/ 1 1 2 /
、

/ 1 0 Ο )
、

/ 1 0 ) 1 ,

俞德浚 0 1< . ,

冯国嵋 Χ 20 <
、

/ +/ Ο
、

/ / + .
、

/ 1 1 Χ ,

杨竞生 1 . / . , 维西
,

王启无 / 1 / + ) ,

俞德浚 1 1 . .
,

, Ο < Χ , 中甸
,

俞德浚 + 2 / . . , 贡山
,

俞德浚 2 2 2 1 /
、

2 2 < 2 )
、

2 2 < Χ <
、

2 2 Χ / 2
、

2 2 / 2 / ,

冯国

相了1 20 Ρ 碧江
,

武素功 1 / 1 )
。

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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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瓦龙
,

王启无 / Χ 0 Χ )
、

/ / Ο Χ < , 产地不明
,

Ι ∀ & Υ

2 < + . Ο
、

2 2 0 < 2
。

分布于云南西北部和西藏东南部 ∗新记录 Ξ ,
,

生于 海 拔 < ) Ο Ο一) 2 ΟΟ 米的高山草

甸
、

流石滩
。

模式标本采 自云南维西
。

本种曾见到模式标本照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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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原变种的区别在于植株较矮小
,

大多无茎生叶
,

苞片通常 最 下 部 + 枚 < 一 ) 深

裂
,

+1 + ,

其余的披针形或倒披针形全缘
,

外花排无鸡冠状突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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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 , / , 囊谦
,

藏药队 . . . − ,

玉树
,

杨永昌Δ , /
。

分布于青海中南部
,

海拔Δ Μ / /一Δ Ν / /米
。

模式

标本采 自青海杂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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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与前者的区别在于花较大
,

上花瓣长 2 一2
4

Χ 厘米
,

具 2 枚茎生叶
,

基生叶 2 枚
,

轮廓

卵形
,

三回羽状分裂
,

两面绿色带红 Ρ 与后者的区别在于茎和叶均带红色
,

基生叶末回

Σ‘4

裂片互相迭压
,

茎生叶三 出分裂
,

距与花瓣片

近等长
,

子房狭椭圆形
。

/
4

鳞叶紫荃 新种 图 2

=∀ 6Λϑ # ?%8 Ε( ?Ε%Κ& 6# =
4

∋
4

Φ
( , 8 :

4

沂二

只资飞

、
、
α

卜产

一
、 α

β
一

一一

∃ 5 ∴

Ε
χ工8

3 : & & 4%& 8 %∃ 8 %> ∃ %8
, # Ε

Ε χ??Ε%Κ& 6 % ϑ %ΚΚ& 6  Κ∀ ?%%8

6 # ϑ %& # ?%Ε ( 8 8 %∃ > ( ?# 6 %Ε ( 8 ,

8 ( Ε ∀ 6 Ε%& ( ?#  %8
,

 6 %8 & &  %8 ,

∀ Μ ∃ %七− + Χ 3 7& & %。Σ

& # ( 6%∃ %8 ∃ ( ??%8
,

?# ∃ %%∃ %8 # ??% Ε% (

3 & > Μ & ∃  %8 %∃ Σ

 ∀ > & 6 6 %Μ %8 、
·

& ?  6
∃? %∃ # ?%Ε一+

、 < 一Κ%ϑ %8 ,

壬, 6 # &  ∀ %8 Κ?# Ε ∀ ??#  %8
, 8 ( : 6 # _一 .一?∀ Ε #  %8 ,

?∀ ?% > %∀ ∀ %Ε − − 、 ⊥  − # − 2 + : & ϑ %& & ??%− ?# Τ??%∃ %8 ⊥ ( 。

∃ ( Μ & 6 ∀ 8 %8 7 ( 6 7 ( 6 & ∀ 一Μ # & ( ?#  %8 ∀ 6 ∃ #  %8

; # ?ϑ & ϑ %8  #  
4

Γ & 6 Ε # : & 6 & ∃ ∃ %8 , . 一 +Ο & Μ # ? #
4

Ι # ϑ %Ν Κ# 8 & %& ( ?#  # & ?# ; #  # ,

%∃ Κ6 # 6 # Μ ( ?%8

Π∀ ∃ 只& Κ%Ε 6 ∀ 8 %8 & Μ 主  & ∃ 8 4

Ι Η %Τ ∀  ∃ # Ε 6 & ; Σ

%8 8 %Μ − − , − + ,

Ε −一?Ε ∀ 、。一∃ , 8 ⊥ 一−# ?∃ %8 ∀ 、
一

#  %3 Π一 2

&6∃ ?∀ ∃ 廷%−
, & # 6 ∃ ∀ 、+Χ ; & ? 8( Ε & # 6 ∃ ∀ 8 %8 %Μ 一

飞〕6 %& #  % − ϑ ?8: ∀ 8 % ( Μ
4

= # ( ?& 8 ?一2 , # ?匕+ ,

人
厂

Ξ
[

∴
引

8
]
了

⊥

]产八

一 二 一_ 、、

图 Μ 鳞叶紫荃 Ε< Φ4Γ & Η∀7 6Η ∀Θ? Φ& Ε
>

Β
>

1 6 , 7+
·

二 。丫 > 二
>

植株
,

Μ
。

花外形
,

孔雄蕊
, Δ >

雌蕊
,
弓

。

上

花瓣
,

Χ
>

下花瓣
,
丁

>

内花瓣
>

 李锡畴 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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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76 # 6 ∀ Ε( 8 %, 76 ∀ : & Ε # 8%∃ # ∃ > ( 8  #  %
4

Δ ∀ ?%( Μ 6 # ϑ %& # ?& ?, : & %∀ ?#  ∀

.一 + Ο & Μ ?∀ ∃ > ∀ ?%∃ & # 6 & ,
Ε # 8 %∃ ; & 6 8 ( 8 # ∃ > ( 8 #  ∀ ,

?# Μ %∃ # #爪Ε % ( 8( Ε ∀ 6Ε %&( ?# 6 %#
,

2一 < & Μ ϑ %# Μ
4 , < 一8 & &  # , 8 & > Μ & ∃  %8 ?#  & 6 # ?%Ε ( 8 8 ( Ε∀ 6 Ε %& ( ?# 6 %Ε ( 8 ,

%∃  & > & 6 6 %Μ %8
,

 & 6 爪 %∃ # ?%8  6 # ∃ 8; & 6 8# 6 %∀ 一 ∀ Ε ?∀ ∃ > %8 , <一Κ%ϑ %8 ; &? %∃  & > 6 %8 , #  6 ∀
一%6 %ϑ %Ε( 8 , (  6 %∃ ⊥ ( &

ϑ & ∃ 8 & : ( 67( 6 & ∀ 一6∃ # & ( ?#  %8 , ∃ & 6 ; %8 ?∀ ∃ > % ( ϑ %∃ # %%Ε ( 8 Ε %Κ( 6 & #  %8 Ρ & # ( ?%∃ ∀ ∃ ( ??∀
。

Ι #一

& &Μ %  & 6 Μ %∃ # ?& 8 , 2一< &Μ ?∀ ∃ > %,

ϑ & ∃ 8 & Μ ( ? %Κ?∀ 6 %, Ε 6 # &  & %8 Κ?#Ε
& ??#  %8, %∃ Κ& 6 ∃ &

Χ一. ?∀ Ε #  %8 ,

Μ &ϑ %∀ < 一?∀ Ε#  %8 , 8 ( Μ Μ ( Μ _一?∀ Ε #  %8
, (  6 %∃ ⊥ ( & ∃ ( Μ & 6∀ 8%8 : ( 6 : ( 6 & ∀ 一

Μ # & ( ?#  %8 Ρ : & ϑ %& & ??% 6 ∀ Ε ( 8  %
,

Ε 6 & ; %∀ 6 % ⊥ ( # Μ Ε 6 # &  & # & 4

Δ ?∀ 6 & 8 & # & 6 ( ?& %Ρ 8 & : # ?#

& # ϑ ( & # , : &  # ?( Μ 8 ( : & 6 %( 8 +
4

/一 +
4

Χ & Μ ?∀ ∃ > ( Μ
,

?%Μ Ε %8 ∃ # ; %& ( ?%Κ∀ 6 Μ %一 ∀ ; #  %8 ,

∀ Ε  ( 8%8,

ϑ ∀ 6 8 ∀ Η ( Μ %?% & 6 & 6 %8  #  %8
, & # ?& # 6 %Ε ( 8 & Λ ?%∃ ϑ 6 %& %8

, %∃ Κ%Μ & ?& ; % & 6 ϑ &Κ?& Ν %8 ,

+%Μ Ε %8 8 ( Ε # & ⊥ ( %?∀ ∃ > %8 Ρ : &  # ?( Μ %∃ Κ& 6 %( 8 Ο
4

1一 2 & Μ ?∀ ∃ > ( Μ
, ∀ Ε  ( 8 ( Μ

,

ϑ ∀ 6 8 ∀

++ ( Μ %?%8 8 %Μ & & 6 %8  #  ( ∃ % ,

?& ; % & 6 & ∀ ∃ 8  6 %&  ( ∃? ( ϑ Μ & ϑ %( ??% 8 ( Ε  ( 8 ?& ; % & 6 8 # & & #  ( Μ Ρ

: &  # ?# %∃  & 6 %∀ 6 # : # ∃ ϑ ( 6 # &Κ∀ 6 Μ %#
,

Ο
4

.一Ο
4

0 & Μ ?∀ ∃ > # ,

?%Μ Ε % ∀ Ε ∀ ; #  %, 8# & & ( %%8

?#  & 6 # ?%Ε ( 8, ( ∃ > ( & 8 # ∃ > ( 8  & & ( ∃ & #  % ,

?& ; % & 6 Ε 6 & ; %∀ 6 & 8 ⊥ ( #  ∃ ?%Μ Ε%, 8 # Μ %∃ # Ο
4

.

一 Ο
4

0 & ∀ ?∀ ∃ > # , # ∃  Η& 6 # & Μ %∃ %Μ # & ,

Κ%?# Μ & ∃  # ?# ∃ & & ∀ ?#  # , # : : & ∃ ϑ %Ν _ δ< & # ?& # 6 %8

: & 6 & ( 6 6 & ∃  %# , ∀ ; # 6 %( Μ # ∃ > ( 8  & & ??%:  %& ( Μ
, Ο

4

<一Ο
4

) & Μ ?∀ ∃ >  % Μ
, ∀ ; ( ?%8 ∃ ( Μ &一

6 ∀ 8 %8 ,

Ε %、& 6 %# ?%Ε ( 8 , 8  Λ ?∀ : # ( ?#  %Μ # ∃ > ( 8 #  ∀ , ∀ ; # 6 %∀ 8 ( Ε # & ⊥ ( %?∀ ∃ > ∀ , 8 %> Μ #  &

Ε %一 ∀ Ε ∀ ; #  ∀
4

= # : 8 ( ?# %> ∃ ∀  #
4

西藏 ∗] %Τ # ∃ > ,
−

左贡 ∗_ ∀ > ( ∃ > ,
,

青藏队 ∗ε %∃ > Η # %一] %Τ # ∃ > [ Ν :
4

, + 2 + . ) ∗模

式 Ξ 藏昆明植物所
,

Θ Λ : ( 3 Ξ Γ Α , , 类乌齐 ∗Ι %φ ∀ ⊥ &,
,

吴征锐等 ∗=
4

∋
4

Φ
( &  # ?

4

,

Χ Ο < ) , 芒康 。左
# 6 Υ # Μ ,

,

青藏队植被组 ∗ε %∃ > Η # %一] %Τ # ∃ > [ Ν :
4

∴ & >
4

, Χ . 2 2
4

本种无茎生叶
,

基生叶 + 枚
,

轮廓近圆形
, < 全裂

,

裂片全缘或中裂片 < 浅裂 , 苞

片扇形
,

上端 2 一 . 浅圆裂
,

长于花梗
,

和叶片均具紫色斑点等特征与具鳞茎类群的其

他种相区别
。

系 <
4

纺锤根系 新系

3& 6 4

<
4

Δ( 8%Κ∀ 6 Μ & 8 =
4

∋
4

Φ
( ∀  Γ

4

= Η ( # ∃ > , − & 6 4 ∃ ∀ ; 4

Ι # ϑ %& & 8 & Κ%Ε 6 %8 Κ# 8 & %& ( ?#  %8 ,

Κ( 8 %Κ∀ 6 Μ & 8 & # 6 ∃ ∀ 8 # & %∃ & 6 # 8 8 #  # & 4

须根成簇
,

肉质纺锤状增粗
。

系的模式
−
藏南紫茧 =

4

γ%> Μ & % =
4

[
4

=
4

Δ %8 Η & 6  Α
4

Ψ
4

Α # ( ?

.
4

藏南紫荃 新拟

= ∀ 6Λϑ # ?%8 γ%> Μ & % =
4

[
4

= Δ %8 & Η& 6 &  ?义
4

Ψ
4

Α # ( ? %∃ Α & φ ! ( ??
4

+ 0 ) Ο − 2 / /
4

+ 0 ) Ο
。

西藏
−
隆子

,
χ ( ϑ ?∀ φ &  3 Η & 6 6 %ΚΚ 2 2 <1 ∗日本东京大学标本照片, , 帕里至亚东

,

Ζ ∀ (? ϑ
4

2 +/ Ο ∗英国大英博物馆模式标本照片,
。

分布于西藏南部
,

海拔 ) < Χ Ο一 ) / Χ Ο米
。

模式标本采 自帕里至亚东
。

1
4

克什紫荃 新拟

= ∀ 6Λϑ # ?%8 & # 8ΗΜ & 6 %# ∃ # Ι ∀ Λ ?。
,

Π??( 、 6
4

! ∀  
4

Γ %Μ # ?
4

/ 0
4

 
4

+ / ,
Κ%>

4

+
4

+ 1 < 0 Ρ Γ ∀ ∀ Υ
4

Κ
4

Δ ?
4

[ 6 %6
4

Π∃ ϑ
4

+ − + 2 <
4

+ 1了Χ Ρ 入Π# Ν %几
4

Δ%
4

Θ # ∃ > ( −
4

+ − ) + ,
Θ # 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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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Ο ,
Κ%>

4

2 2
一

/
4

Ν 1 1 0 , 7 6 # %∃ %∃ Ψ ∀ ; 4

Π∃ ϑ
4

+ ) 2
4

+ 0 Ο Χ, Δ & ϑ ϑ & %∃ [ ∃ > ?
4 &  

7 6 # ∃  ?
4

,

7Κ?一Κ# Μ
4 # ( Κ?

4

++⎯ % . Ε − + 2 1
4

+0 < /
4

8#
4

克什紫芙

∴ # 6 。

= # 8ΗΜ & 6%# ∃ #

我国不产
。

8Ε
4

无冠克什紫荃 新拟

∴ # 6
4

& & 6%8  #  # 76 # %∃ %∃ ς∀ ( 6 ∃ 4 8 4

3 ∀ & 4

!& ∃ > # ? / Χ − 2 了
4

2 1 0/ , %∃ Ψ ∀ ; 4

Π∃ ϑ
4

+ ) 2
4

+ 0 Ο Χ
4

西藏
− 吉隆

,

藏药队 2 ) Ο
、

/ Χ 0 Ρ 错那
,

青藏队植被组 2 Χ Ο 2 ,

青藏补点队. Χ + Χ 2 <
。

分布于西藏南部
,

生于海拔 ∗< ) Ο Ο 一 , ) Χ Ο Ο一) . Ο Ο米的阴坡灌丛中或 山顶石缝中
。

锡金至尼泊尔边境常见
。

模式标本采自锡金
。

8
4

短距克什紫荃 新拟

、
厂# 6 4

Ε 6& ; %& ∀ 6 ∃ ( 76 # %∃ +
4 & 4

2 .
4

+ 1 0 / , +
4 & 4

+ ) 2
4

+ 0 Ο Χ
4

西藏
−

帕里
,

钟补求Χ Χ < / , 林芝
,

χ ( ϑ?∀ φ ,
3Η & 6 6 %ΚΚ &  [ ??%∀  

4

+ < 1 / Ο ∗英国大英

博物馆和 日本东京大学标本照片,
。

分布于西藏中南部 ∗帕里
、

春玉常见,
,

生于海拔 < . Ο Ο米左右的山坡岩上
。

锡金也

产
。

模式标本采自锡金
。

分 种 检 索 表

+
。

须恨阵状增粗
。

2
。

叶片末回 裂片狭披针形至线形 Ρ 苞片指状全裂
,

裂 片多
,

近线形 Ρ 距长于或短 于花瓣片
4

<
。

花较大
,

上花瓣长 2一2
4

Χ 厘米
,

距明显长于花 瓣片 Ρ 子房线形 Ρ 花 便稍短于苞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暗绿紫董 =
4

Μ & ?# ∃ ∀& Η?∀ 6# 入?# Ν %Μ
4

<
4

花较 小
,

上花瓣长 +
4

Χ一 2厘米
,

距明显短于花瓣片 Ρ 子房狭椭 圆形 Ρ 花梗明显长于苞片
·

“ ”
’ ‘

”
’ ‘

” ” ” ”
’ ‘

” ” ”
’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4

美丽紫荃 =
4

#ϑ 6%& ∃%% 76# %∃

2
。

叶片未 回裂片狭倒卵形至近圆形 Ρ 苞片全缘或仪上端浅裂 Ρ 距与花瓣片近 等长
。

)
4

苞片狭卯形至披针形
,

不分裂
,

稀最下部 ? 枚分裂
4

Χ
4

花较小
,

上花瓣长 + 一 +
4

Χ厘 米
,

下花游下部不呈级状 Ρ 基生叶小裂 片不互相迭压
。

/
4

植株较高大
,

具 %枚茎生叶 Ρ 苞片全部全缘 Ρ 外花瓣具鸡冠状 突起 ⋯⋯<#
4

天葵叶紫董=
,

比 ?Κ∀ (6 %#∃ # Ω ∀ ?8

/
。

值株较 矮小
,

大多无 茎生叶 Ρ 苞片通常最下部 ? 枚 < 一 ) 深裂 Ρ 外花瓣 无鸡冠状突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Ε
4

藏葵天叶紫童 ;#
6

4

: −&( ϑ∀Σ 刘∀Ν # =
4

∋
4

Φ
( 。七 Γ

4

=Η(# 雌

Χ
4

花较大
,

上花瓣长 +
4

Χ一 +
4

1 厘米
,

下花瓣中部级缩
,

下部呈囊 状 Ρ 基生叶小裂片相互迭压
· · ,

·
· ·

· ·
·

· · ·
· · ·

⋯ ⋯

二 “ ” “
‘

”
’ ‘

”⋯ “
‘

⋯
‘ ’ 4 ‘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杂多紫兰 =
4

Τ# ϑ∀ %& ∃8 %8 χ
4

Γ
4

_ Η∀(

)
4

苞片倒楔形
,

上端 2 一 . 浅圆裂
4

.
4

上花瓣长 2 一2
4

Χ厘米 Ρ 具 2 枚茎生叶 Ρ 基生叶轮廓卵形
,
三回羽状分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Χ4 拟鳞叶紫荃 =
4

6∀8 &∀  % ∃  # =
4

∋
4

Φ
( ∀  Γ

4

=Η(# ∃>

.
4

上花瓣长 +
·

/一 +
4

1厘米 Ρ 无茎生叶 Ρ 基 生叶轮廓近圆形
, < 全裂

,

⋯ ⋯ /
4

鳞叶紫荃 =
4

Ε“?断Κ& 6# =
4

∋
。

Φ
(

+
4

须根纺锤状增粗
。

1
4

植株矮小
,

高 Χ 一 +Ο 厘米 Ρ 无茎生叶 Ρ 基生 叶二 回三 出分裂 Ρ 上花瓣长约+ 。

2厘米
,

距较花瓣片短 2 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藏南紫荃 =
4

γ%> Μ &% =
4

[
4

=
4

Δ%8 Η& 6 ∀  Α
4

Ψ
4

Α #( ?

1
4

植株高 Χ 一知厘米
Ρ 具茎生 叶

,

基生叶掌状 < 一 Χ 深裂 Ρ 上花瓣长 +
4

Χ一+
4

1 厘米
4

0
4

植株高 Χ 一+Ο 厘米 Ρ 苞片多裂 Ρ 上花瓣长约+
4

Χ厘米
,

距长于 花瓣片
,

甚 弯曲
,

下花瓣较上瓣片长
,

均无鸡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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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突起

0
。

植株高 +Ο 一 < Ο厘米 Ρ 苞片 ) 一 / 浅 裂Ρ

近等长
,

均具鸡冠状突起

· · · · · · · · · · · ·

⋯⋯ 8Ε
。

无冠克什紫董 =
4

&# ,ΗΜ &6%# ∃# ; # 6
4

&& 6?8 #  # 76 # %∃

上花瓣长 +
。

.一 +
。

1 厘米
,

距短于花瓣片
,

不弯曲
,

下花瓣与上花瓣片
· · · · · · · · · · · ·

⋯⋯ 8
4

短距克什紫荃 =
4

# 8ΗΜ & 6%#∃ # ; # 6 。
七6 &; %& ∀ 6 ∃( 76 # %∃

系统位置及亲缘关系

本组植物到目前为止
,

已有 +Ο 种
,

它们 以具鳞茎为共同特征
,

组成一 自然 的 分 类

群
,

很可能是自较原始的不同类群向着具鳞茎的同一方向发展的结果
。

在国产的 2 系 1 种中
,

就整个植株的体态及花部特征而言
,

与不具续茎的糙果紫茧

组 ∗3 & &  
4

Θ 6 # & ΗΛ & # 6 : # & Δ & ϑ ϑ & , 和 曲花紫茧组 ∗3& &  
4

Ι # : %Κ& 6 # & Δ & ϑ ϑ & , 很相似
,

分

布区也交错重叠
,

其根部形态则有些种与糙果紫荃组相同
,

而有些种和曲花 紫 茧 组 一

样
,

无疑
,

鳞茎紫茧组来源于糙果紫茧组和 曲花紫荃组
,

是后二组植物在适应高原 自然

环境中趋同演化的结果
。

难怪 Δ & ϑ ϑ ∗+ 0 < /, 把具鳞茎的种类放在糙果紫荃组 ∗如暗绿

紫茎 =
4

Μ & ?# ∃ ∀ &Η ?∀ 6 # 9 # Ν %Μ
4

, 和曲花紫茧组 ∗如克什紫荃 =
4

& # 8Η Μ & 6 %# ∃ # Ι ∀ Λ ?& ,

中
,

这就一方面说明 Δ & ϑϑ& 没有注意到具鳞茎这一高山特化的类群
,

另一方面表明这些

类群之间确存在十分密切的亲缘关系
。

在鳞茎紫荃组内
,

还有一群分布在中亚的植物
,

这就是须根 不 增 粗 的 纤 维 根 系

∗8 & 6 4

Δ %Ε 6 ∀ 8 # & =
4

∋
4

φ
( &  Γ

4

= Η ( # ∃ > , 8 & 6
4

∃ ∀ ; 4

,
,

它们与上述二个系存在着相

当大的地理隔离 , 可能这群植物在地史上曾经有过连续的分布
,

只是后来随着青藏高原

的隆升和 冰川的作用而间断
,

在这个过程中
,

一些中间的种类被淘汰了
,

另一些种类在

中亚的特定环境中被保存了下来
。

纤维根系的种类所具有的不增粗的纤维状须根
,

可能

是在水湿条件较好的低海拔地区产生的变异
,

它们与有着向此分布趋势的棒状根系亲缘

较为密切 Ρ 也可能是从紫茧属中具纤维状须根的另一类群演化来的
。

地 理 分 布

鳞茎紫茧组主要集中分布在青藏高原边缘
。

国产的 1 种分布范围北起青海的祁连
,

南至云南的碧江
,

东 自甘肃的天祝
,

西达西藏的吉隆
,

大约在北纬 2.
。

一<1
。 ,

东经1Χ
。

一

+Ο <
“

之间
,

包括甘肃西南部
,

青海东部至南部
、

四川西部
、

云南西北部及西藏东部和南

部
,

以西藏种类最多 ∗详见分布表, , 它们生长在海拔 ∗< 2 Ο。一 , ) 2 Ο Ο一 Χ + Ο Ο米的高山

草甸和流石滩
。

鳞茎紫蓝组分布表

甘肃 ?青海 δ 四川 +云南 δ西裁

=
。

Μ &?# ∃ ∀ 价Η?∀ 6 #

=
。 # ϑ6 %&∃ %% 十 η

<
。

=
。

Ε# ?Κ∀ (

血∃#

)
。

=
。

皿ϑ ∀ %&∃8 %8

Χ
。

=
。 6。沈旧 过ϑ #

/
4

=
。

Ε(? Ε%Κ&
6 #

.
。

=
。

γ%> Μ
&%

1
。

=
。 & # 8ΗΜ &6 运∃ #

海拔 ∗米 ,

< 1 Ο Ο一Χ ΟΟ Ο

< 2 Ο Ο一) Χ ΟΟ

< ) Ο Ο一) 2 Ο Ο

) 2 Ο Ο一) 0 Ο Ο

生 境

) / Ο Ο一‘+Ο Ο

) <Χ Ο一) / Ο Ο

< . Ο Ο一) . Ο Ο

高山草甸
、

流石滩

草坡
、

流石滩

高山草甸
、

流石滩

流石滩

流石滩

高山砾石坡

阴坡灌丛
、

山顶石缝



+ + 云 南 植 物 研 究 ? 卷

国产两个系有着各 自的分布规律
。

棒状根系的 / 个种
,

白横断山脉中段从南向北分

布
,

直到三江峡谷的上游地区
,

其中只有 + 种沿巴颜喀拉 山南坡 向东
,

并在四川北部和

青海东南部向北伸延
,

沿横断 山脉形成南北向垂直带状分布
。

纺锤根系则 自藏东南沿喜马

拉雅南坡从东向西分布
,

山脉南坡的暖湿气流造就了本系植物生长发展的可能性
,

使它

在这里形成一水平带状的分布
。

从以上可看出
,

这两个系的分布各自局限于横断山脉地

区和喜马拉雅南坡
。

棒状根系 中
,

拟鳞茎紫茧 ∗=
4

6 ∀ 8 & ∀  %∃ &  # =
4

∋
4

Φ
( &  Γ

4

= ??( # ∃ > , 8 :
4 ∃ ∀ ;

4

,

特产于四川西南部
,

它以其茎和叶片常带红色为区别特征 , 分布于四川西南部
、

云南西

北部和西藏东南部的美丽紫茧 ∗=
4

#ϑ
6 %&∃ %% 76# %∃ , 在西藏标本 中

,

有向产于四川西北

部
、

青海东部和甘肃西南部的暗绿紫荃 ∗=
4

Μ & ?# ∃∀ Η ?∀ 6 # 9 # Ν% Μ
4

, 过渡的明显表征 ,

天葵叶紫茧 ∗=
4

Ε # ?Κ∀ ( 6 %# ∃ # Ω %& ?8, 和鳞叶紫荃 ∗=
4

Ε ( ?Ε %Κ& 6 # =
4

∋
4

Φ
( , 都生长在

流石滩上
,

前者产于滇西北和藏东南
,

后者分布更北 ∗藏东,
,

海拔更高
,

植 株 也 更

矮
,

具紫色斑点的叶片和很大的苞片 Ρ 杂多紫茧 ∗=
4

Τ# ϑ∀ %& ∃ 、%− χ
4

Γ
4

= Η∀ ( , 是新近

发现的种
,

分布仅局限于青海中南部
。

纺锤根系中
,

藏南紫荃 ∗=
4

γ%> Μ & % =
4

[
4

=
4

Δ% 8 Η&
6 & Α

4

Ψ
4

Α #( ?, 地上部分高仅 <
4

Χ一 ) 厘米
,

地下部分成簇的肉质纺锤根长达

) 厘米
,

鳞茎高+
4

+厘米
,

也就是说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近等长
,

同时茎的 +⎯ )左右是在

鳞片的保护之中
,

基生叶肉质
,

轮廓近圆形的叶片直径只有 + 一 +
4

2 厘米
,

二回三出分

裂
,

这些特征都是高度适应特化的结果
,

分布于亚东至隆子 Ρ 产错那至吉隆的克什紫茧

∗=
4

#8 ΗΜ &6 %# ∃# Ι ∀ Λ?& , 的两个国产变种
,

其纤细的茎基深埋入地下
,

分布在海拔

) < Ο Ο米以上
。

上述现象表明
,

鳞茎紫荃组植物
,

以它具有独特的鳞茎及出现矮态
、

肉质

增粗的根系
、

深埋地下的茎基和小而厚的叶片等早生特征
,

来抗御干寒的环境
,

使它们

能在高海拔的严酷条件下生长和繁衍
,

分化十分强烈
,

种内有明显的个体差异
,

变异很

大
,

显示出它们仍在继续分化之中
。

综上所述
,

鳞茎紫茧组是青藏高原隆升过程中高山特化的年青类群
,

高原的东缘和

南缘是本组植物的分布 中心和分化发展中心
。

3Θι Ω∋ 5Δ Ζ [ Ψι3 =5 Ι ∋Ω χΠ3 3[ =Θ
。

5 Ι [5= 7Ψ5 3 9
。

75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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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Λ Η# ; %∃ > Ε ( ?Ε 8 ,  Η& Λ Μ # Υ & ( : # ∃ #  ( 6 # ? > 6 ∀ ( :
4

8: & & %& 8 # ??  ∀ ?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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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高原生物所
,

Θ Λ: ( 8 Ξ Γ 3Ψ
4

, , 治多 ∗_ Η %ϑ ∀ %,
,

周立华 ∗χ
4

玉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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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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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永昌 ∗∋
4

=
4

∋ # ∃ >, ) . Ο
4

本种近天葵叶紫荃 =
4

Ε# ?Κ∀ 盯%# ∃# Ω% &? 8 ,

但本种花较大
,

上花瓣长 +
4

Χ一 +
4

1

厘米
,

下花瓣中部组缩
,

下部呈囊状 , 基生叶小裂片相互迭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