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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

1．‘贵州植物志》(以下简称本志)记载贵州野生与习见栽培的高等植物，由本志编

委会按卷编辑，先后分卷出版。从第二卷起，种子植物中的被子植物采用恩格勒(Engler)

植物科志第12版(1964)的系统，标明科号。第一卷因已出版，其所用的科号，待再版

时予以更正统一。

2．本志第二卷，每植物种增加了文献引证，插图改为图版，并增加了少数植物彩色

图．
‘

l

3．在编写本卷的工作中，得到了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华南植物所，昆明植物所，武

汉植物所和四川大学等单位的支持；植物分类学家王文采，李树刚，诚静容、李锯文、

李秉滔、陈德昭、傅书遐、何廷农、吴庆如、梁畴芬、黄成就、黄淑琼、张宏达、踩介、

胡文光，胡琳贞、宋滋圃，张泽荣、丘华兴j颜素珠、曾沧江等先生，或提供资料，或

审核标本，或斧正文稿，在此深致谢意。 ‘“

4．参加第二卷统编工作的编委有：吴家荣、王兴国，陈谦海、刘光前、陈德媛、姜

守忠。此外，还有。壬雪明、张培英、陈训。，

5．本志是在贵州省科学技术委员会的领导下，贵州科学院主持，由《贵州植物恚>

鳊委会负责组织编写的．本志编委会水平有限，错误缺点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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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1 7．十齿花科 Dipentodontaceae
t

小乔木。叶互生，具柄，有小锯齿，托叶早落。花两性，排成腋生的伞形花序，萼

5裂，管壶状，与花盘粘贴，裂片直立，舌状，芽时张开，花瓣5，与萼片极相似，雄

蕊5，着生子花盘上，与基部5个腺体互生，子房上部1室，基部3室，各有胚珠2

颗，蒴果革质，被长柔毛，顶冠以宿存花柱，基部围以宿存花被，种子直立，种皮肉质．

单种属，分布于我国西南部至缅甸和印度。贵州产有。 ．。

1．十齿花属Dipentodon Dunm，，
，，，

．、i ⋯I

属的特征与科同。 ⋯√ ； ．·

1．十齿花(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图版1 j、 l ．i

Dipentodon sinicus Dunn in Kew Bull Misc．Inform．311．1911’L蚕v1．，F1．

Kouy--Gh60u，69．1914；中国高等植物图鉴，2；687，图3104。1972．’， j

落叶小乔木，高6—12米，树皮灰白色，小枝紫褐色，具稀疏皮孔，幼枝被柔毛。

叶互生，窄椭圆形，卵状长圆形或长圆状披针形，长7一“厘米，宽2—5厘米，先端长

渐尖，基部楔形至近圆形，边缘具锯齿，叶脉在两面均突起，侧脉8—10对，在下面基

部中脉两侧密被锈色柔毛，叶柄长7—10毫米，被锈色柔毛。花两性，多花排成腋生附

伞形花序，总花梗长2．5—5厘米，花梗长达1厘米，近中部具关节，均被锈色柔毛’花

小，白色，5基数，萼管壶状，裂片直立，被柔毛，花瓣形状与萼裂片相似，排列紧密

如一轮，花盘杯状，雄蕊着生于花盘边缘上，基部有5个黄色腺体与之互生，子房上部

1室，基部3室，各有胚珠2颗，花柱细长。蒴果革质，被灰棕色柔毛，椭圆形，长约

8毫米，顶端有细长宿存花柱，基部有10个齿状宿存花被片’果梗弯曲，种子只1颗成

熟，种皮肉质，黑褐色。 一
．

。’

产雷山、榕江、黎平、从江、三都、惠水、望谟、安龙、纳雍等县，生予山坡林内

或灌木丛中，海拔1000--1620米。分布予云南、广西等省、区，印度和缅甸也有。
， _

f
，

22．桑寄生科Loranthaceae 1|。，

j。’：

半寄生性灌木，稀为草本。单叶，对生，稀互生或簇生，或退化为鳞片状，具羽状

脉或直出脉，革质或纸质，无托叶。花两性或单性；常组成穗状、总状、聚伞状等花序，

或簇生，稀单生，通常具苞片或有小苞片，副萼短，全缘或具齿裂，或副萼退化，花被

花瓣状，4—6，稀至9，或为萼片状，镊合状排列，离生，或多少不同程度地合生，或

成管状，冠管常一侧开裂；雄蕊与花被同数，生花被裂片上而对生，花丝细长或缺，花

药2—4室，或1室，或具横隔为多室，子房下位，与花托贴生，由3一l心皮组成不

{0

，、

、r、_瞄‘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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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瓣状，4—6，稀至9，或为萼片状，镊合状排列，离生，或多少不同程度地合生，或

成管状，冠管常一侧开裂；雄蕊与花被同数，生花被裂片上而对生，花丝细长或缺，花

药2—4室，或1室，或具横隔为多室，子房下位，与花托贴生，由3一l心皮组成不

{0

，、

、r、_瞄‘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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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l

十齿花DiPe缸todo且siaicus Dunn 1．果枝 2—3．果实 (谢华绘)



桑、． 哥； 生·‘ 科j

明显l室，不形成胚珠，仅具造孢细胞，花柱单生，线状，几无柱头。果为浆果，稀为

孩果，果皮具粘胶质，种子I枚，稀2—3枚，胚乳丰富，有时具2—3个胚。

本科约有70余属，1000余种，多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温带较少。我国约有11属，

为。种。贵州产8属，26种和变种。寄生在多种木本植物上，而给予寄主以不同程度的危

害，有很多种类可以供药用。 j’ i +／’．7；：
?t_ ； 。{ ·’： ．，’ ，；

、 ? 7． ¨
／

j
? ；

、． 。、 分属检j索’表。?’ j ’一i

j ．：’ ．’

1．茎和小校无明显的节和节问；叶片大，常为羽状叶脉，花两性，稀雄蕊或雌蕊不育而为单性，具副

萼，花被花瓣状(I．桑鸯生驱科Loranthoideae)． ． ，·

乏．花托基部具1枚苞片和2枚离生或合生的小苞片，苞片和小苞片均短于花托⋯⋯⋯⋯⋯⋯“⋯⋯·

⋯⋯⋯⋯⋯⋯⋯⋯⋯⋯⋯⋯⋯⋯⋯⋯⋯⋯⋯⋯-⋯⋯⋯⋯⋯⋯⋯⋯⋯⋯⋯1．鞘花属Macrosolen

2．花托基部仅具1枚苞片，无小苞降。 i f
”

，‘‘

。|

；

3．苞片大，组成总苞状，花5数，辐射对称·{．．⋯-．．⋯··∥⋯”2．大苞寄生一Tolypanthus

3．苞片通常小，不形成总苞状，花4—6数。‘·．，’” j ．‘ ?

4．花瓣离生，花柱柱状。 i j．'．’?’：一’+ ／． ：． ／，，

5．穗状花序，花序轴在花着生处常稍下陷，花5—6数，．单性或两性，花药卵圆形⋯⋯⋯⋯

⋯m⋯⋯⋯⋯⋯⋯⋯⋯⋯⋯·：，．．．；⋯⋯、⋯⋯⋯⋯⋯⋯·j⋯·；⋯⋯⋯·3．桑寄生一Loranthus

5．总状花序或穗状花序‘；花序轴在花着生处不下陷，花4—5数，两性，花药长圆形或线形

⋯⋯⋯?⋯⋯⋯-_⋯⋯⋯⋯⋯⋯⋯⋯⋯⋯⋯⋯⋯⋯··：··?⋯⋯·It．4．膏瓣膏生一He|ixanthera

4．花瓣合生，或成管状，顶部分裂，花柱线状。 ，∥’

6．花托和果实的下半部或基部明显地变狭，果梨形或棒状⋯¨“-．．⋯⋯⋯⋯⋯⋯⋯⋯⋯⋯⋯“

⋯⋯⋯⋯⋯⋯⋯⋯⋯⋯⋯⋯⋯⋯⋯⋯⋯⋯⋯⋯⋯⋯⋯⋯⋯⋯⋯⋯“5．梨果謇生属Scurrula
6．花托和果实的基部不变狭，果卵圆形或椭圆形，基部钝圆⋯⋯⋯6．钝果寄生Iii Taxillus

1．茎和小枝具明显的节和节阔，有叶片则通常为直出脉，或叶退化呈鳞片状}花单性，不具副萼，花

被萼片状(I．辫寄生亚科Vi．coideae)。 ．，7 ．．．j

7．仅具鳞片叶，基部多少合生，小枝扁平，相邻节间排列在同一平面上，。雌雄同株，花药2室⋯⋯

⋯⋯⋯⋯⋯⋯⋯⋯⋯⋯⋯⋯⋯⋯⋯⋯⋯⋯⋯“P⋯⋯⋯：⋯巾⋯⋯⋯⋯“7．粟寄生属Korthalsella

7．具扁平叶片，或仅具鳞片叶而基部不合生，，小枝扁平或不扁平，相邻节间相互垂直，雌雄同株或异

株，花药多室⋯⋯⋯⋯⋯“⋯⋯⋯⋯··y⋯⋯⋯⋯⋯．．．·，：·：．．．、⋯⋯⋯．'．⋯⋯⋯8．槲寄生属Viscum

+?／，’一，二／‘ 、／t‘‘，j．1。／? 0i。

j ， ，，≯‘ ～ ．I 1i o．

，J，，，7； ，j．鞘花属Macrosolen(Bhl．the)Relchb,．．
7，一一一 +． ．j／ ：。

半寄生灌木，小枝带圆形。叶对生，具羽状叶脉或扇形脉，革质或薄革质。花两性，

组成总状花序、穗状花序，有时为少花的伞形花序或头状花序；花6基数，每花有l枚

苞片和2枚小苞片，花梗卵形，花冠芽时管状，冠管通常膨胀，喉部具6棱，裂片6，

通常分裂至喉部，外卷’雄蕊6，花丝直，花药4室，基着，纵裂，有时具横格，花柱

近基部具关节，柱头头状。浆果球形，或椭圆形，顶端具宿存柱基和副萼，种子椭圆
形。

我国约有3种，分布于西南至东南各省区。贵州有2种。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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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2

鞘花Macros。1en cochinchinensis fLour．)VaⅡTienh． 1．花枝 2．花蕾3．花 (张堵英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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