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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系就中国科学院综合科学考察队于19，2一197警年，多次在西藏高
原考察中所搜集的有关资料，以及七千余号苔藓植物标本油肴关的十耷单
位协作编著而成，为·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丛书》之一。书中记载了西藏高原

迄今已知的苔藓植物计62科，7．54属754种，对各科、属．种的名称、彤态特

征、产地、生境及分布等均作了扼要的记述。为了便于识别；除有分属、分种

检索表外，绝大部分种类均附有植株全貌图及形态特征比较解剖图．共附图

版238幅o ·．’ +’

本书可供植物学、林学．生态地植物学、药学等工作者，以及有关部门参

考之用。 ．．

音藏高原科学考察盟书．

西藏苔藓植物志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祭队

责任编辑赵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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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北起昆仑，南至喜马拉雅，西自喀喇昆仑，东抵横断山

脉，幅员辽阔，地势高亢。其绝大部分位予我国境内，面积约为全国领土的四分之一。海拔

一般超过四千米，比周围的平原、盆地高出三千米以上。这样一个举世无双，雄伟壮观的

高原却又是地球上最年轻的；其最高耸的部分——喜马拉雅山地，直至四千万年前的第三

纪初期还是一片汪洋大海l是什么力量以如此惊人的速度把它抬升到了今天的高度?这个

大高原经历了怎样的沧桑巨变?它的存在又对自然界和人类活动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这些自然界的奥秘，长期以来一直强烈地吸引着中外的科学家们。 ，一

。．《 青藏高原有着独特的自然条件和丰窜的自然资源，是我们伟大祖国的一块宝地。几

千年来，繁衍生息在这里的藏族同胞和其他兄弟民族一起，通过生产实践，不断认识、利用

’和改造着这块土地，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n公元641年文成公主迸藏，进一

步沟通了西藏与内地的文化交流，促进了青藏高原宝藏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然而，近百

年来由于中国反动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富饶美丽的青藏高原也备受

蹂躏，宝贵的资源任凭掠夺，任其荒芜。有多少爱国的科学家曾渴望着为认识和开发祖国

的这块宝地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l可是在旧中国，这个美好的愿望只能是空想而已，只有

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我国的科学家们才如愿以偿了。
”

解放之初，在西藏交通、供应还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国家就组织了科学家们去西藏考

察。其后，在1956--1967年和1963--1972年两次国家科学发展规划中，都把青藏高原科

学考察列为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科学院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先后组织了四次综合科

‘学考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限于当时的条件，考察的地区和专业内容都比较局限。

因此，到七十年代初，我们对这个高原的了解还是很不够的，不少地区在科学上仍处于空

白状态一
。‘

r，．

为了适应青藏高原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迅速改变这个地区科学考察的落后状况，遵

照敬爱的周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指示，中国科学院于1972年专门制订了《青藏

高原1973--1980年综合科学考察规划》，要求对整个高原进行比较全面的考察，积累基本

科学资料，探讨有关高原形成、发展的若干基础理论问题，并结合青藏高原经济建设的需

。 要，对当地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自然灾害的防治提出科学依据。

1973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正式组成并开始了新阶段的考察工

作。考察队员来自全国十四个省、市、自治区的五十六个科研、教学、生产单位。包括地球

物理、地质、地理、生物、农林牧业等方面的五十多个专业共四百多科学工作者。至1976

年，历时四年首先完成了西藏自治区范围内的野外考察(部分专业的考察到1977年结

束)。广大的科学工作者胸怀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为中国人民争气的雄心壮志，在西藏

’各族人民和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克服了山高氧缺、风雪严寒、交通不便等困难，跋山

涉水，风餐露宿，艰苦奋斗，团结协作，终于胜利地完成了野外考察任务，搜集了大量的珍



贵科学资料。。1977午开始，转入室内总结。参加资料分析、鉴定、整理，总结工作的
又扩增到七十四个，组成了更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大协作。7 ，．

现在和读者见面的《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丛书》就是1973年至今七年多来参加西

外考察和室内工作的广大科学工作者的心血结晶。j ．。‘． 一，

～本《丛书》包括西藏地球物理场与地壳深部结构、西藏地层、西藏古生物、西藏南

积岩、西藏岩浆活动与变质作用、西藏南部花岗岩地球化学、西藏第四纪地质、西藏地热，
’

西藏地质构造、西藏自然地理、西藏气候、西藏地貌、西藏冰川、西藏泥石流、西藏河流与湖

泊、西藏盐湖、西藏土壤j西藏植被、西藏森林、西藏草原、西藏作物、西藏野生大麦、西藏家

．畜、西藏农业地理、西藏植物志、西藏孢子植物、西藏哺乳类、西藏鸟类志、西藏昆虫、西藏

鱼类、西藏水生无脊椎动物、西藏两栖和爬行动物等三十二部专著。至于青藏高原其它地

区考察研究成果，今后将陆续补入本((丛书》。’t|．～．‘t t： j．’
、．-*．一．’

：．：．

一。·我们试图通过《丛书》比较系统地反映考察所得的资料和观点，希望((丛书》能够对我

国的地学、生物科学的发展，对西藏的社会主义建设起到·点作用。同时，我们也殷切地

希望读者对《丛书j》的错误和缺点提出批评指正。‘我们深深感到，r现在对青藏高原的考察 ’．

研究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该做的工作还很多。我们愿意和更多的科学工作者一道为进

一步揭开青藏高原的奥秘，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青藏而继续努力，争取对于人类做出较大

的贡献l ．一．．· _．．．一’，_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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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对西藏地区苔藓植物的考察研究较少，早年仅有T．Thomson(1847--1849)

在西藏西部及其邻近地区进行了采集，后经W．Mitten(1859)鉴定，报道有66种苔藓

植物I其后H．E．Hobson(1879)、V．F．Brotherus(1898)、E．S．Salmon(1900)、

V·F·Brotherus及Bryhn(1922)等人先后有过一些零星报道，继后陈邦杰(1962)

对王新光等(1958--1960)所搜集的苔藓植物标本及资料进行了研究，在Ⅸ珠穆朗玛峰地

区科学考察报告》中分析了珠峰苔藓植物的生态群落，并报道了107种，其中包括3新种。

近年来有关西藏地区苔藓植物研究方面陆续报道的有：吴鹏程及罗健馨(1978、1980)，高

谦及敖志文(1980)，高谦、张光初、臧穆、黎兴江及曾淑英(1980)，黎兴江(1980、1982)，

高谦、张光初及曹同(1980、1981)，张满祥(1980)，徐文宣及熊若莉(1980)，罗健馨、吴

鹏程及林邦娟(1980)，曾淑英(1981)等，先后研究了西藏地区苔藓植物的一些科属，并

发表了若干苔藓植物的新种。 ，‘
．．，

此外日本苔藓学家S．Hattori，A．Noguchi，Z．1watsuki，H．Suzuki，N．Ta·+

kaki，H．Ochi，T．Amakawa，H．Inoue，N．Kitagawa及M．Mizutani等于1966，

1971及1975年，印度苔藓学家R．S．Chopra(1975)等，先后对我国西藏邻近地区的

尼泊尔、锡金、不丹及印度北部地区的苔藓植物报道较多，以上资料对研究我国西藏地区

的苔藓植物均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1952至1979年间，在我国西藏高原的多次科学考察中，对苔藓植物的研究，无论

·从其区系的组成、地理分布及高原隆起后对苔藓植物区系的影响诸方面都予以充分的注

意。在我国许多植物学工作者多次进藏，对各类植物进行广泛考察时，曾搜集了苔藓植物

标本及有关资料的有：钟补求等(1952--1954)，珠穆朗玛峰科学考察队王新光等(1958—

1960)，谭征祥(1959--1966)，傅国勋(1960)，郎楷永(1965--1976)，张永田(1965—

1966)，应俊生、洪德元(1965)，王金亭(1972--1976)，武素功，倪志诚、张经炜(1973—

1976)，黄荣福(1974--1979)，李文华，陈伟烈(1974--1976)，陈书坤、杨永昌(197铲
1975)，程树志，何关福(1974)，臧穆、陶德定、李渤生(1975--1976)，赵魁义(1975—

1978)，李良千、张新时(1976)等，上列诸同志大多足迹遍于藏东、藏东南及藏南地区，在

考察及采集有花植物的同时，采集了不少苔藓植物标本I有的同志除到藏东南外，还深入

至藏北羌塘之无人区及阿里地区，进行了各类植物，包括苔藓植物的采集I少数同志还重

点考察了西藏各地的孢子植物，并广泛地采集了大量苔藓植物标本。以上多次考察，在所

到之79个县区采得苔藓植物标本共计七千余号。这些珍贵的材料是同志们在高原地区

冒着各种危险搜集来的，在此特向上述同志及有关单位的后勤人员致以敬意。

本书是在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科学考察队统一领导下，由昆明植物研究所主持编写，

并与有关的九个单位协作，由从事苔藓植物学工作的二十多位同志参加，从1978年夏开

始，首先集中人员及资料，并对七千余号本区苔藓植物标本进行整理鉴定，然后分工编写，

至1979年秋，初稿完成后，由黎兴江，高谦、吴鹏程、臧穆、胡人亮及徐文宣等同志进行了



』

集体审稿。后由昆明植物研究所负责定稿、清稿。此书终于在1980年初，经由全国从事，

苔藓植物研究的大多数工作者协作分工，集体编写而成。
’

。 在此项工作中，图版多由张大成、吴锡麟、郭木森、冯钟元、杨建昆、阎宝荚、杨正鼎及．

王彬等同志协助绘制，部分由作者自绘，少数仿前人著作的图均已注明出处，在标本及资i

料的整理方面，自始至终承余思敏同志协助工作，在各单位间的协作及编写规格的统一方

面，承万宗玲和赵璞两位先生热心关怀指导；在整个编写过程中，承各有关单位，特别是中

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林业土壤研究所、植物研究所以及上海师范大学的有关领导，

业务和后勤部门的大力支持，本书索引由陈书坤同志协助完成，特此一并致谢⋯。．～ ，，-，--

．．在西藏苔藓植物的研究及本书的编写过程中，由于时间仓促、资料不足、加之编著人=。

员水平有限，因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多批评指正0，“一‘：-．：．⋯∥．． ：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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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说明， ．一’

’__? 々。 一，。’． ，‘

。

‘|，

’4

。1

1．本书记载了西藏地区迄今已知的全部苔藓植物，包括苔稠及藓纲，共计62科、254

．． 属、754种、5亚种、53变种及3变型。 ’．

⋯
．‘．， ．·‘

2．本志各科的编排次序主要根据V．F．Brdtherus在A．Engler与K．Prantl

，主编的《植物自然科志》．(1909)一书中苔藓部分所采用的系统，并参照A．c Engler·，

(1954)及陈邦杰等(1963)的某些修正意见。暂采用此系统，仅为应用方便，并不反映编

著者们的统一观点。
’

‘，。．

’。’

．¨ 3．所记载的科、属、种均有名称(包括正名、别名、拉丁学名及主要异名)，形态特征，

产地、生境、国内外分布及部分有关问题的讨论等，此外有分属及种的检索表，并附有图

，版235幅。 ．’ 4。⋯ ，， √．．' 一^¨‘．

4．正名主要参照中国科学院出版的((孢子植物名称》(1955)，陈邦杰(1'963、1978)，‘

。弘及陈邦杰等编订的《中国苔类名录》(1965，未刊稿)。 凡此次在西藏地区发现的新分

一类单位及我国新分布的属、种，其中名均由各科著者新拟。别名置正名后，加括号。
4、 5．所载学名，在科名后不列命名人I属名仅列举命名人，二者均不列文献及异名，种‘

，名后则列出命名人，原始文献和有关的主要异名及文献，故本书不另列参考文献。．：‘’
’ 6．本书中所用术语的中文名称和概念，主要参照陈邦杰(1963、1978)粼中国高等

一．植物图鉴》第一册的有关形态术语部分。“ -’+． ，二。。·，，

．’7．书中引用的中外地名均以地图出版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及《世界地图

，集))(1971)，以及辛华编《世界地名译名手册》’(1976)，测绘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名手

册》(1977)为准： ．一，

一 、．- ．1+ 。

‘．
‘8．。在此次工作过程中发现的一些新分类单位，大部均已由各科作者分别在其他有关

刊物上发表。
‘

， ：j
’

9．本志系由我国大多数从事苔藓植物分类学的工作者集体创作，分工负责编著而

成。书中各科的作者和绘图人员均在相应位置予以署名，理应文责自负。 。 ’

10．本书所弓l用的标本，均存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隐花植物标本室(HKAS)．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室(HP)及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标本室(ISPH)。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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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矗：一；’一’’『藓纲
‘ ，∥。7，^。。‘．．√r!．㈡：．，：．．

MUSCI，·!一，’．．一
·

，’ ：：，：一．一，．_?、f i‘：，_o，‘

：’。⋯4科1．．泥炭藓科．Sphagnaceae，? I一．．．
。，．。

，．．：．， ．一．．。f7，j，-， r。．“，+ ．：
●

一

“·植株呈灰白带绿色，多大片丛生于水湿及沼泽地区，毡生于森林洼地或山间石坳中。

茎密集丛生，直立，长5—30厘米，先端无限生长，，长者可述1_米，下部逐渐腐解，往’
往形成泥炭沼泽。茎表皮细胞壁上有时具纹孔。茎顶短枝丛集成头状，侧枝常多数呈束

。

状丛出-侧枝又分为强橡—-较短劲而倾立I弱枝——较纤长而附茎下垂。叶异型，茎叶
：‘

常较大，呈舌形、三角形或剑头形，基部阔，常由于绿色细胞不发育而仅见大形无色细胞，

。纹孔一般均较少。枝叶长卵形，披针形或狭长线形，由2种不同细胞，1．即狭长的小形绿色

‘细胞，与常具纹孔的大形无色细胞相间交织构成。精子器集生于I头状或侧生短枝顶端；雌

苞生于头状枝丛的雌枝顶端。孢蒴球形或卵形，成熟时棕栗色，具小蒴盖I基鞘部延伸成

假蒴柄，孢蒴突出苞叶外。孢子长期呈四分孢子形，具少数疣纹。原丝体呈片状。。：’
，、e本科仅一属。．．，，： ■， -，， j-

’，o 0∥．．’ 一。j．

’一．‘ ‘。 ‘
’

’·

’

{：‘：-：’．’‘^一 ～， - j
j，’7．：：。 ．⋯ ．：。·

．，x。，0·．-．、m 1．泥炭藓属Sphagnum Ehrh．。一一，。’．．”．，

i∥，+0，，J。j，：。，：。一：一。．： √：：：，。j：’j!，：，|一j．。．．：。：：．。

，．．1属的特年同科! ： ’。，，：，j ⋯。；．√．，+膏j，． 1，|、- i：。j√-．，． ，‘f

约三百余种，分布世界各地，尤以北温带分布较广。我国有36种，南北各地均有分

+布，以西南山地及东北广大林区种类较多。西藏有5种。 ^．．i“
．’．

：+
，

，． 二：一t。． ’=I_ r。 ．

。

：；， 一．+
·j‘ ，警“：：

’j；二．’ ■．。’j‘+： 分种’检索表+j． ：一⋯．。t’：√j．

+?j．． 。，一，． ‘一。、‘·
- 二，E

．。： 一
j‘’

1．茎及枝表皮细胞均密被螺纹及水孔；枝叶瓢形，先端圆钝**olw*oe60Qo*llto·⋯⋯⋯⋯⋯⋯⋯⋯⋯．．．·⋯·2． r

1．茎及枝表皮细胞均无螺纹，稀具水孔；枝叶长卵圆形，先端渐尖⋯⋯⋯⋯⋯⋯⋯⋯⋯⋯⋯⋯⋯⋯⋯3．

2．侧枝粗短，密集丛生；茎叶短舌形(长约为宽的1．5倍)，’内凹，茎叶无色细胞通常无螺纹⋯⋯⋯⋯⋯⋯

。：：⋯⋯⋯⋯⋯⋯⋯⋯⋯⋯⋯⋯”?⋯⋯??⋯⋯?⋯：．．⋯⋯⋯．．-。：．．．一“?⋯，．．⋯·1·泥炭藓s·pIl¨t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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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一“(密枝亚种鳝6．pseudoeymbifolium)-’ t． 、～■⋯■‘
2．侧枝较纤长，疏丛生；茎叶长舌形(长约为宽的2倍以上>，平展；茎叶无色细胞密被螺纹及水孔⋯⋯⋯

’·?⋯⋯⋯⋯⋯⋯⋯⋯⋯⋯⋯⋯⋯⋯⋯⋯⋯⋯⋯⋯⋯⋯．．．⋯⋯“⋯⋯·2．多纹泥炭藓s．multifibrosum

3．枝叶绿色细胞位于叶片腹面；茎叶分化边缘上部窄，下部强烈宽延----．-3．白齿泥炭藓s．8irgeamhnii

3．枝叶绿色细胞位于叶片背面或中央；茎叶分化边缘上下同样狭窄⋯⋯⋯⋯⋯⋯。⋯⋯⋯⋯⋯⋯⋯·4．
4．枝叶绿色细胞位于叶片背面；茎叶阔舌形，先端平展；．茎叶无色细胞无纹孔⋯”w⋯⋯⋯⋯．．．⋯⋯⋯二

⋯⋯⋯⋯⋯⋯⋯⋯⋯⋯⋯··：⋯⋯⋯⋯⋯⋯·：⋯⋯⋯·．．-⋯⋯⋯·j·一，．拟狭叶泥炭藓s·eulpidatulum

●．枝叶绿色细胞位于叶片中央；茎叶先端内卷成兜形；茎叶无色细胞密被纹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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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萨泥炭藓s．khasio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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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泥炭藓 ，
·．．

‘

Sphagnum palustre L：，Spec．Pl·ed．。2：1106．．1753——S．cymbifolium’· ．

，(Ehrh．，)Hedw．，Fund．Musc．2：86．1782——S．obtusifolium Ehrh．．Hann．Mag．

235·1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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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泥炭藓原亚种(大泥炭藓) 图版1i 8--13‘?’ -

Sphagnum palustre L·ssp．palustre一

．． 分布于我国西南、华南、华东及东北地区，此外在锡金，尼泊尔、不丹，印度、泰国、菲律．

’宾、日本、欧洲、大洋洲及美洲均有分布。，估计西藏也应有分布，但未见标本。’i√‘j

1(b)．泥炭藓密枝亚种(拟大泥炭藓) 图版1；’14—18 ⋯ +’一‘

Sphagnum palustre L．ssp．pseudocymhifollum(C．Muell．)A．Eddy，Bull．

、 Brit：Mus．Bot．5(7)：376．197 7．——S．-pseudocgmbifolium C．Muell．，Linnaea‘‘

38：547．1874——S．assamicum C．Muell．，Flora 70：411．1887．r‘ _．‘’

·：，1

：。、植株较粗短，高5—7厘米。茎及枝表皮细胞具多数螺纹及水孔。茎叶舌形，叶细胞无

。螺纹，或先端细胞稍具螺纹痕迹。枝叶阔卵圆形，内凹，先端兜状内卷，无色细胞腹面具圆

形大孔，背面具多数半椭圆形对孔；绿色细胞在叶横切面观呈等边三角形，偏于叶片腹面。
、． 产西藏林芝，雪齐拉山口。多生于杜鹃草甸灌丛下，海拔约4000--5000米。；·其他分

．． 布：安徽、浙江、福建、台湾、四川、云南；以及锡金、不丹及印度东北部。

．． 本亚种与原亚种——泥炭藓(s．palustre L：ssp．palustre)之区别，在于后者的

枝条纤长，茎叶较平展，枝叶绿色，细胞在叶片横切面观呈狭长三角形；就分布区域看，泥

炭藓原亚种几为世界泛生种，密枝亚种则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地区，可视为泥炭藓适应亚

堋南部暖地环境而形成之亚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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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多纹泥炭藓图版1：l一7 j
．j

、‘：． 一 ⋯)⋯-一

． Sphagnum multifibrosum Li et Zang，云南植物研究6(1)：-77．1984． -v

植株粗壮，高达10厘米以上。茎及枝表皮细胞密被螺纹及水孔。茎叶长舌形(长为

宽的2倍以上)，茎叶无色细胞密被纹孔，如枝叶状。枝叶呈瓢形，内凹，无色细胞背面角
， 隅处往往具半圆形对孔，腹面稀具孔，绿色细胞在叶横面观呈等腰三角形，偏于叶片腹面：

。产西藏亚东(阿桑)。‘在沼泽地、杜鹃云杉林地、以及水湿的石壁上均有大片生长，．

海拔约2900--3200米。‘其他分布；云南。
’。

’

一本种与泥炭藓密枝亚种很相似，区别点在于：植株较粗大l茎叶较狭长而扁平，长为宽

的2--3倍，茎叶无色细胞密被纹孔；特具奶油香气。． ．、
，。’

一

3．白齿泥炭藓图版2l 1--9⋯⋯．，． ．
．-．

‘’

Sphagnum girgensol'mfi Russ．，Arch．Naturk．Livl．Ehstl．ser．2，7：124．，
，

12—45，"61·1865· t。一一。
“ -“一+．一-一4

‘
，‘

’ 植株干燥时较纤细，挺硬，无光泽，大小变异甚大。茎及枝表皮细胞无螺纹，疏具水孔。

茎叶呈短宽舌形，先端截形，往往由于细胞消融而破裂成齿状，两侧分化边缘上狭而下段，
11

宽延。枝叶紧密排列，呈卵状披针形，枝叶绿色细胞在叶横切面观呈狭三角状梯形，偏于

叶片腹面，通常两面均裸露。 。一⋯ ⋯

‘‘

产西藏亚东(卓松布)。 多见于冷杉林地上，海拔约3500米； 其他分布s内蒙古，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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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1：l一7．多纹泥炭藓sph|嚼aum multffibrosum Li，1．植株(X1)，2·茎叶(X30)，3·枝叶(X30)'

4．茎叶中上部边缘细胞，背面观(X223)，5．枝叶中部细胞腹面观(x223)，6．枝叶中部细胞背面观(X223)，7·

枝叶横切面(X223)；8--13．泥炭葬811；孵种S．palustro L．ssp．palustre,8．植株(X1)；8’。茎的一段放大

(x80)，9．枝条一段(x8)，10．茎叶(x30)，11．枝叶(X30)，12．茎叶中部细胞(x223)'13·枝叶横切面

(X223)；14一18．泥炭藓密技亚种S．palustrs L．ssp．pseudoeymbifolium(o·Muell·)A：Eddy"·，14．

¨．枝株(X1)，15．枝叶(x30)，16．枝叶(x30)，17．茎叶先端细胞(X223)，18．枝叶横切面(223)．(昊
。

锡麟绘，部分仿黎*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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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2：l一9．白齿泥炭葬Sph^g硼m 8i*'l障mohuii RH嚣．，1．植株(x1)，2．枝条一段(x80)，3．茎叶(×

30)，4—5．枝叶(×30)，6．茎叶先端细胞(x150)，7．枝叶中部细胞背面观(×150)，8．枝叶中部细胞腹

面观(X 150)，9．枝叶横切面(x223)；10--15．拟狭叶泥炭藓&oa(币idalaalum C．Muell．，10．植株(x

1)，11．枝条一段(×80)，12一13．茎叶(x30)，14．枝叶中部细胞背面观(X223)，15．枝叶中部细胞腹面

观(x223)；．16—21．加萨泥炭藓S．khuianum Mitt．，16．植株(×1)，17．茎叶(x30)，18．枝叶(×30)，

19．茎叶先端细胞(xsoz)，20．枝叶先端细胞(X．302)，21．枝叶横切面(x450)．(昊锡麟绘，部分仿黎兴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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