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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

本书是《云南植物志》之第21卷。《云南植物志》系记载云南地区野

生及习见栽培的高等植物的专著，共分苔藓植物、蕨类植物、裸子植物和

种子植物四大类。本卷记载蕨类植物18科70属504种4变种。书中对

科、属的特征均有简要记述，并附有检索表；对每种植物的名称(中文正

名、别名、拉丁文学名、异名)、形态、产地、生境、分布均有较详细的

记载。对已知有经济价值的植物，扼要介绍其用途。约半数种类附有形态

特征图或有植株全貌图，共有图版121幅。

本书可供从事植物学、农、林、园艺、药学、自然保护、植物资源持

续利用等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者及有关单位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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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云南植物志》系记载云南地区野生及习见栽培高等植物的专著。含苔藓植物、蕨

类植物、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四个部分，分21卷出版。苔纲、角苔纲采用R．M．

schuSter(1966)和R．Grolle(1983)系统，藓类植物采用陈邦杰(1963)系统，蕨类

植物采用秦仁昌(1978)系统，裸子植物采用郑万钧系统(1978)，被子植物采用哈钦

松(1926，1934)系统。各科按原系统科号，随后另立并为我们采用的科，均列于原科

后，在其科号后加a、b、c⋯⋯等字样，以示区别。

本志所记载的科、属、种，均有中拉名称、形态特征、产地、生境、分布、经济用

途及有关问题的讨论等；科、属下均列有检索表，并附有一定数量的图版，以便识别和

比较。

．本志所记载之种的中文正名，别名(含邻近省常用名)一般在其后用括号注明出

处；拉丁学名，科名不列命名人、发表年代及所载文献，属名仅列出命名人，科属名称

一般不列异名；种名列出命名人及其后置于括号内的发表年代，不列文献，右上角有

“*”者，表示该文献中含附图。

中文书籍之引用，凡集体编著的，只引书名或缩写，不列作者名，如中国植物志、

海南植物志、横断山区维管植物，图鉴(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图鉴补编(中国高等植

物图鉴补编)，××科图说(中国主要植物图说)等。

凡在本志发表的新分类单位，只发表拉丁文特征集要和模式标本产地及收藏地点。

新组合名称，均列出其基名的原文献，以获得合格发表。已出版各卷所发表的新种、新

亚种、新变种、新组合，除署有命名人外，凡署有C．Y．Wu者，均由吴征镒研究员负

责并提供拉丁特征集要。

《云南植物志》编辑委员会
200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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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撕al ExpIa胍ti佃

FzDr口Yh咒7硷咒ic口is a∞ri鹤of vdum签wIlich re∞rdS the wild觚d瑚lturized higher

pkts of Ymul肌，chilla． It 00ntai璐f6ur pkt鲫ps including Bryoph卵璐，Pte矗do—

phyt葛，哂，IYlr蹒penm，锄d Angiospenlls，and is t0 be published in 21 volun磷．The sys—

t朗[1atic amng锄ent of the鸵four gIDu秘folloⅥ强the sySt锄of R．M．schuster(1966)for

Hepaticae，R．‰ue(1983)for Anthoc啪tae，锄d Chen BaI酒ie(P．C．Ch既，1963)for

Musci，Qing RenchaIlg(R．C．Chillg，1978)for Ptedodophyt鹤，z}leng W锄j岫(W．C．

(概1978)for GylnnosperIIlS，and Hut出nsoll(1926，1934)for Amgios邮毽．Each
f疵ly is a玎彻ged ac∞础ng to the faIllily nuIll．ber iIl the Spedfic system．Fbr new faIllili∞

∞t tr饯med in the托spective systenls，they a】汜listed a“er the related f锄ilies，觚d the ktter

0f a，b，c etc．is added after the f枷ly number t0 distin星mish th锄．
～lthe taxa(f锄ili鹤，genera，and speci鹤)are gi、暇l耐th the C鼽ine鸵and Latin

n缸nes，descriptions，localities，habitat，diStribution， 趾d d)0n碱c uses． In s(舡le cas器

there is also a disal蚓0n∞ncenling other n眦ters耐atcd to the t锄【0n． K饬噶under the

f锄ily锄d g肌璐are included f曲倒wenient identification，觚d S0lne plates are als0 included

to hdp in identification锄d跚p撕son．
The sCuroes of the Chinese species埘砌les of町monynlS(indudirlg t11at伽monly used

by the nearby provirlo皓)are e)c|plained by the not鹤in bracl【etS．F缸famjlies，inf＆mation

a．bOut autho玛，publi幽rlg dat器，syn0Ilylns，and the髓rly literature are not included．Fbr

genera，the Latin碰ml箦，auth()rs，and p曲lication dat鹤are included，but s”lon弘璐are not

listed．Fbr literature with a*nlark on the right there is an iUust珑rti∞．

Fbf Chin鹤e literature，ody the bD6k舳me or its abb硎ation is dted if it was o()nlpiled

by a g姚p of author．The auth0培n觚麟are not dted in this case，such船F10ra Reipubhcae

Popul碰s sinic解(中国植物志)、Flora Haimmca(海南植物志)、Vasclllar Plallts of the

Hengduan M0untai璐(横断山区维管植物)、100nographia C0nnophm砌11 siIli∞n曲(图

鉴)、I∞n(疆弘印hia G。rmDphyta玎lm sinio。盯】m、Suppler】[1entum(图鉴补编)，F‘lora Ilh_ls．

tralis Pl锄ta玎lm Priman助sinicanlm(××科图说)etc．
Fbr esch n哪ta砌l pubhShed洫Flom YuImaIlica，the Latm diagnosis，type collected

locali锣，狮d hI玎b撕啪where the holotype is deposited御℃liSted．Fbr new oc酊lbinatior垮，

the甜ginal basionym dtation is included．

Fbr the new ta)(a(speci鹤，subspecies，and va№ties)and oambinatiom published by C．

Y．Wu in the all voh曲鹤of Flora Y1mnanica，Pr矾eSsor Wu压eng撕(C．Y．Wu)w够

responsible the m叮l鹤，lit哪ture dtatiorlS，a11d Latin dia罢moSis and／，0r d洲ptions．

Edit嘶al cC脚mitt∞of同∞a Y岫nanica

S印t咖ber 26，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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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鳞毛蕨科D珂叩t嘶dace扯

土生，中小型植物。根状茎短粗，直立或斜升，或长而横走，外被鳞片，内具网状

中柱；鳞片大，披针形至卵形，质厚或薄，全缘或有缘毛，红棕色、褐色或黑色；叶簇

生或间有近生，一型或罕有二型。叶柄基部无关节，常密被与根状茎上相同的鳞片，内

有多条小的圆形维管束。叶片披针形、椭圆形或三角状卵形，一至多回羽状，两面无毛

或下面被鳞片。叶脉分离或网状，小脉单一或分叉，主脉上面有阔而深的纵沟，下面圆

形，通常被有鳞片或鳞毛。叶质地草质、纸质或革质。叶轴及个回羽轴下面圆形隆起，

多少被有鳞片或纤维状鳞毛，上面具深纵沟并且光滑，深纵两侧的边缘加厚，叶轴及个

回羽轴的纵沟相通，其下侧边的基部则以锐角下延于叶轴和羽轴。孢子囊群圆形，背生

或近顶生；囊群盖圆肾形，以缺刻着生，或为盾形而盾状着生，棕色或褐色，罕为无

盖。孢子椭圆形，两侧对称，单裂逢，周壁具褶皱，表面有时具瘤状、刺状或颗粒状纹

饰，外壁两层。 ，．
·

． ，．

有14属，约1000种，世界广布。除用皈脚砷坳翰P，础属产南美洲热带外，旧
大陆有13个属。中国13个属均产，450种。云南有11个属，217种。√ 。

12

71

4)

3)

5(6)

6(5)

7(2)

8(9)

9(8)

10(11)

1l(10)

12(1)

，。 分属检索表 ，，

， ：．

囊群盖圆肾形，以缺刻着生，或偶为无盖。 ；
4。， ：i ，

根状茎短粗，直立或斜升；叶簇生或间有近生，一至多回羽状。

叶片三至五回羽状，小羽片均为上先出⋯⋯⋯⋯⋯⋯⋯⋯⋯1．假复叶耳蕨属A盯叫咖岫哺

叶片一至四回羽状，二回以上羽状者，则除基部一对羽片的二回小羽片为上先出外，其余

均为下先出。

小羽轴和主脉上有红棕色的肉质粗刺；叶柄上的鳞片质坚厚，全缘⋯⋯⋯_⋯⋯⋯⋯⋯⋯

⋯⋯⋯⋯⋯⋯⋯⋯⋯⋯⋯⋯⋯⋯⋯⋯⋯⋯⋯⋯⋯⋯⋯⋯⋯⋯⋯2．肉刺蕨属№曲叩鲫u蛐n
小羽轴和主脉上元红棕色的肉质粗刺；叶柄上的鳞片质薄，全缘或有齿⋯⋯⋯⋯⋯⋯⋯⋯

⋯⋯⋯⋯⋯⋯⋯⋯⋯⋯⋯⋯⋯⋯⋯⋯⋯⋯⋯⋯⋯⋯⋯⋯⋯⋯⋯⋯⋯3．鳞毛蕨属斑即pta瞻

根状茎长而横走、斜升或直立；叶远生、近生或簇生，一至多回羽状，小羽片均为上先出。

叶三至四回羽状，各回羽轴上面密被单细胞短柔毛；叶为薄草质⋯⋯⋯⋯⋯⋯⋯⋯⋯⋯⋯

⋯⋯⋯⋯⋯⋯⋯⋯⋯⋯⋯⋯⋯⋯⋯⋯⋯⋯⋯⋯⋯⋯⋯⋯⋯⋯⋯4．毛枝蕨属I印岫r呲-曲髓

叶一至四回羽状，各回羽轴上面无毛；叶为革质、纸质或草质。

叶片一回羽状，椭圆披针形；羽片披针形，基部楔形，近对称⋯⋯⋯⋯⋯⋯⋯⋯⋯⋯⋯⋯

⋯⋯⋯⋯⋯⋯⋯⋯⋯⋯⋯⋯⋯⋯⋯⋯⋯⋯⋯⋯⋯⋯⋯⋯⋯⋯5．黔蕨属n咖聊叩hIebi叩凼

叶片三至四回羽状，三角形或卵状五角形；末回小羽片基部不对称，上侧多少呈耳状突起

⋯⋯⋯⋯⋯⋯⋯⋯⋯⋯⋯⋯⋯⋯⋯⋯⋯⋯⋯⋯⋯⋯⋯⋯⋯⋯⋯6．复叶耳蕨属AI曩c1．IIiod瞄

囊群盖圆形，膜质，全缘，盾状着生，或椭圆形，革质，以外侧边中部着生，或为无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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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

14(13)

15(18)

16(17)

17(16)

18(15)

19(20)

20(19)

囊群盖椭圆形，革质，以外侧边中部着生，成熟时内侧边二至三裂⋯⋯⋯⋯⋯⋯⋯⋯⋯⋯

⋯⋯⋯⋯⋯⋯⋯⋯⋯⋯⋯⋯⋯⋯⋯⋯⋯⋯⋯⋯⋯⋯⋯⋯⋯⋯⋯⋯⋯7．石盖蕨属Lim略魄：ia

囊群盖圆形，膜质，全缘，盾状着生，或为无盖。

叶脉分离。

孢子囊群无盖(孢子囊群被鳞片覆盖)⋯⋯⋯⋯⋯⋯⋯⋯⋯⋯⋯8．玉龙蕨属鼬pⅫ哪
孢子囊群有盖(如孢子囊群无盖，则孢子囊群不被鳞片覆盖) ⋯⋯9．耳蕨属PoIystich唧
叶脉网状，网眼内有1—3条能育内藏小脉，或偶有分离。

羽片边缘通常有锯齿，基部多少不对称(上侧突起)；主脉两侧的叶脉通常联结成2--8行

阔网眼⋯⋯⋯⋯⋯⋯⋯⋯⋯⋯⋯⋯⋯⋯⋯⋯⋯⋯⋯⋯⋯⋯⋯⋯⋯⋯lO．贯众属Q砷咖i哪
羽片全缘，基部楔形，对称；主脉两侧的叶脉仅向叶边联结成1行狭长网眼，或叶脉分离

⋯⋯⋯⋯⋯⋯⋯⋯⋯⋯⋯⋯⋯⋯⋯⋯⋯⋯⋯⋯⋯⋯⋯⋯⋯⋯⋯11．柳叶蕨属Q仉删l哪

!．假复叶耳蕨属Acro邝瑚hm(H．Ito)H．Ito

土生，中型植物。根状茎短，直立或斜升，被鳞片；鳞片线形或线状披针形，或为

卵形，全缘，褐色。叶簇生，一型。叶柄基部密被与根状茎上相同的鳞片，向上光滑。

叶片椭圆形或三角状卵形，三至五回羽状，侧生羽片的羽轴下部往往向后弯弓，小羽片

均为上先出，末回小羽片基部不对称，裂片边缘或顶端无芒状锯齿。叶脉分离，小脉单

一或分叉，顶端不膨大，也不达叶边。叶质地草质或纸质，无毛或疏被短毛。叶轴及个

回羽轴光滑无毛。孢子囊群小，圆形，生小脉顶端；囊群盖圆肾形，全缘，以深缺刻着

生，或为无盖；孢子囊的环带由14—17个增厚细胞组成。孢子椭圆形。染色体基数

x=41。

约5“种，分布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中国有3种，云南产2种。

分种检索表 ．

1(2)羽柄平展(不向后反折)，叶轴伸直，不弯曲；孢子囊群无囊群盖⋯⋯⋯⋯⋯⋯⋯⋯⋯⋯⋯

⋯⋯⋯⋯⋯⋯⋯⋯⋯⋯⋯⋯⋯⋯⋯⋯⋯⋯⋯⋯⋯⋯⋯⋯⋯⋯⋯1．草质复叶耳蕨A．h髑dm

2(1)羽柄向后反折，叶轴呈“之”字弯曲；孢子囊群有囊群盖⋯⋯⋯⋯⋯⋯⋯⋯⋯⋯⋯⋯⋯⋯⋯

⋯⋯⋯⋯⋯⋯⋯⋯⋯⋯⋯⋯⋯⋯⋯⋯⋯⋯⋯⋯⋯⋯⋯⋯⋯⋯2．弯轴假复叶耳蕨A．dIm徼h

1．草质假复叶耳蕨(中国植物志) 图版1：1

缸mmn协hm has靶ltii(B1．)Ching(1964)；台湾植物志(1975)；中国植物志(2000)．

fⅥy声谢i“优|}l口s纠磁B1．(1828)；R“优旃r口^嬲谢饿(B1．)跚ng(1934)；Tard．一Blot
et C．Ck．in L七锄te(1941)；Am如砣￡伍玩Jll口s觑￡砭(B1．)Ching(1962)；海南植物志
(1964)．

植株高50—80厘米。根状茎短粗，直立，直径达4—5厘米，被鳞片；鳞片狭披针

形，亮栗色，全缘；叶簇生。叶柄长25—35厘米，基部栗色，密被与根状茎上相同的

鳞片，向上光滑，深禾秆色。叶片椭圆形，长30__50厘米，宽3㈣厘米，三至四回
羽状。侧生羽片约1卜15对，近对生，有柄，基部一对三角状卵形，长10一-20厘米，



鳞毛蕨科 3

，
1．

图版1

1．草质假复叶耳蕨Acr吲蚰oh功ha鼹d伍(B1．)C抽培，根状茎至叶片的一部分，示根状茎直立；2．有盖肉刺蕨

No也ope内n咖a h舶d∞∞“Bedd．)oliIlg，叶柄至叶片基部；3．四回毛枝蕨I印锄蚰hra quad—piI瑚l协(№yata)

H．It0，叶柄至叶片基部。(刘玲绘)

o葚$'=¨n渤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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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2 一‘ 一

1—3．弯轴假复叶耳蕨Ac姗啪0h舶础斑ta(Bak．)H．I幻，1．植株，示叶轴弯弓，2．小羽片(放大)，
3．叶柄基部鳞片(放大)。(刘玲绘)



鳞毛蕨科 5

宽10一12厘米，中上部羽片披针形，宽3—5厘米，羽片斜展，叶轴和羽轴均伸直。小

羽片8—10对，披针形，基部羽片的基部下侧小羽片最大，长5—10厘米，宽2—3厘

米。末回小羽片3—5对，椭圆形，长1—2厘米，宽约1厘米，基部不对称，上侧稍呈

耳状，下侧楔形，边缘浅裂或其基部深裂。裂片先端圆钝头，无锯齿。小脉羽状，分

叉，背面明显，叶面略可见。叶草质，绿色，两面均无毛；羽轴上面沟中有少数肉刺状

突起。孢子囊群小，圆形，着生于小脉顶端，每裂片有3__5对；无囊群盖。

产广南、麻栗坡、屏边、绿春；生于海拔100卜1300米的季风常绿阔叶林林下。
分布于台湾、海南。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热带亚洲亦有。

2．弯轴假复叶耳蕨图版2：l一3．

弯柄假复叶耳蕨(中国植物志)
’

+Ac咖1蚰oh髓mffI徼ta(Bak．)H．It0(1930)；Ching(1964)；西藏植物志(1983)。；

台湾植物志(1994)。；中国植物志(2000)。；贵州植物志(2001)．

M，．o击M优dt7，钇以“优Bak．(1898)；D乃pp纫面d伽c纽(Bak．)Hayata(1914)。；
R矩绷旃搬馥∥恸咖(丑呔．)Chillg(1934)。；Tard．—Blot et C．CIk．in I删te(1941)；
／执砌，zi越酷以所饿龆(B址．)Chillg(1962)；海南植物志(1964)．

植株高50—70厘米。根状茎短，直立或斜升，被鳞片；鳞片披针形，栗黑色，有

光泽，全缘；叶簇生。叶柄长25—35厘米，基部栗黑色，密被与根状茎上相同的鳞片，

向上光滑，禾秆色。叶片椭圆形或三角状卵形，长25—35厘米，宽20__25厘米，四至

五回羽状；叶轴呈“之”字弯曲。·侧生羽片8一12对，互生，基部几对最大，三角状卵

形，长lO—15厘米，宽lO一12厘米，有柄，羽柄至羽轴基部强列向后反折，羽轴中上

部又向前弯弓，叶片顶部的羽片平展或斜展。小羽片卜10对，三角状卵形，长5—8
厘米，宽2—4厘米，均为上先出，小羽轴基部略向后反折或垂直于羽轴。三回小羽片

3—5对，椭圆形，长1—2厘米，宽1—1．5厘米。末回小羽片椭圆形，基部不对称，

边缘浅裂或其基部深裂。裂片顶端钝，无锯齿。叶脉分离，小脉单一或分叉，叶面明

显，背面略可见。叶草质，绿色，叶面无毛，下面疏被红褐色短毛。孢子囊群小，圆

形，着生于小脉顶端，每裂片有1—2个；囊群盖深棕色，全缘，宿存。

．产广南、西畴、麻栗坡、马关、文山、屏边、金平、绿春、元阳；生于海拔

1000q000米的常绿阔叶林林下。分布于西藏、贵州、广西、海南、台湾。越南、泰
国和日本亦有。模式标本采自屏边。， ，

2．肉刺蕨属Nothop嘞艄m(Taga啪)瓯119

土生，中型植物。根状茎短，直立或斜升，被鳞片；鳞片狭披针形，全缘，褐色；

叶簇生，一型。叶柄基部密被与根状茎上相同的鳞片，向上鳞片变狭小。叶片椭圆形或

三角状卵形，三至四回羽状。侧生羽片多对，基部一对最大，近三角形，下侧小羽片特

大，向下伸展，基部羽片的小羽片为上先出，自第二对羽片起其小羽片均为下先出，末

回小羽片的基部对称。叶脉分离，小脉不达叶边。叶质地草质，干后棕色。叶轴被相当

多的狭披针形或钻形鳞片，张开；羽轴及小羽轴近光滑，下面圆形，上面具纵沟，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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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羽轴和主脉交叉点各有1枚红棕色的短粗肉刺；肉刺的基部由3行、中部由2行、

顶部由1行近方形的厚壁细胞组成。孢子囊群圆形，背生于小脉中部，在主脉两侧各1

行，有囊群盖或无盖；囊群盖圆肾形，质厚，以缺刻着生，全缘；孢子椭圆形。染色体
基数x=41。 ‘：

，

有5种，分布于亚洲至非洲。中国有5种，云南5种均产。，．

分种检索表

l(4) 叶柄上部至叶轴的鳞片披针形，栗红色或褐色。

2(3)孢子囊群无盖⋯⋯⋯⋯⋯⋯⋯⋯⋯⋯⋯⋯⋯⋯⋯⋯⋯⋯⋯⋯1．无盏肉刺蕨N．幽鼬0I【蛔哪啪

3(2)孢子囊群有盖⋯⋯⋯⋯⋯⋯⋯⋯⋯⋯⋯⋯⋯⋯⋯⋯⋯⋯⋯⋯⋯2．有盖肉刺蕨N．ha删e瞍m娃

4(1)叶柄上部至叶轴的鳞片毛状或钻形，黑色。

5(6)末回小羽片或裂片窄，宽约1—2毫米⋯⋯⋯⋯⋯⋯⋯⋯⋯⋯3．棕鳞肉刺蕨N．删pioi‘b
6(5)末回小羽片或裂片宽，宽约3—5毫米。

7(8)叶片三回羽状；叶柄仅具有暗棕色披针形鳞片而无毛状鳞片混生⋯⋯⋯⋯⋯⋯⋯⋯⋯⋯⋯⋯

⋯⋯⋯⋯⋯⋯⋯⋯⋯⋯⋯⋯⋯⋯⋯⋯⋯⋯⋯⋯⋯⋯⋯⋯⋯⋯⋯⋯4．肉刺蕨N．跚硼nIj凶e乱蛐
8(7) 叶片四回羽状；叶柄具有乌黑色披针形鳞片和毛状鳞片两种鳞片混生⋯⋯⋯⋯⋯⋯⋯⋯⋯⋯

⋯⋯⋯⋯⋯⋯⋯⋯⋯⋯⋯⋯⋯⋯⋯⋯⋯⋯⋯⋯⋯⋯⋯⋯⋯⋯⋯5．大叶肉刺蕨N．gil弘n地咖
1．无盖肉刺蕨(中国植物志)

．

Nothop喇u舢shik0I【i锄哪(Makino)ching(1966)；T．Nakaike(1975)；中国植物
志(2000)；贵州植物志(2001)．

A印谢i越优晓娩如玩，z“优Makino(1892)，n锄．nud．；N渤rodi犯优奶编威施行甜研
Makillo ex Makino(1899)；D，弦肋野由眈玉馘如船(Mal【ino)C．Chr．(1905)；Q嬲i纭
妩旋旗玩懈(Mal【ino)H．Ito in N如i et H0nda(1939)．

植株高50．10厘米。根状茎短，斜升；叶簇生。叶柄长30—50厘米，栗红色，基

部密被阔卵形、暗棕色鳞片，向上的鳞片狭披针形，褐棕色。叶片三角状卵形，长

30一50厘米，宽30—40厘米，三回羽状。侧生羽片8—10对，近对生，有柄，基部一

对最大，近三角形，长15—20厘米，宽lO一15厘米。小羽片8—10对，下侧小羽片较

大，长51厘米，宽3—5厘米。末回小羽片萨喝对，长圆形，长1_2厘米，宽
O．5珈．7厘米，边缘羽状浅裂或有粗齿。叶脉分离，小脉在背面隆起，不达叶边。叶
质地草质，干后褐绿色，两面无毛。叶轴和羽轴深禾秆色，被张开的栗色狭披针形或线

状披针形鳞片，小羽轴及裂片中脉两面具肉刺a孢子囊群圆形，背生于小羽片或裂片的

基部小脉顶端，在主脉两侧各1行；无囊群盖。染色体2n=82。

产大关、绥江、广南；生于海拔1000—1800米常绿阔叶林林下。分布于四川、贵

州、广西、湖南。日本亦有。

2．有盖肉刺蕨(中国植物志) 图版1：2 ”一

0 t-

Noth0惮腿嗍h锄de姗ii(Bedd．)(轴ng(1966)；T．Nakaike(1975)；中国植物志
(2000)．

工口础，．e现^已卯d童，跏旌Bedd． (1876)。；D，-妒声￡P，矗I}l邑，薯(Z盯如啦旌 (Bedd。) C．C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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