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妒
：， 海南，植j物：志

；圃科学磊华南辖嘞蠢舞席蠢艘

弦’。卷

褂母女熙拈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编辑

海南植物志
主 垢

陈焕镛

副主编

张肇赛 陈封怀

第

讲学业崴缸

2 0 I 5 U

O 0 3 1 0 8



FLORA HAINANICA

REDACTORES

W．Y．Chun。C．C．Chang et F．H．Chen

Institttti Botanici Austro——Sinensis Academiae Sinicae

ToME I

1 9 6 4



序

海南岛是我国南海稽岛中最大的岛，处于热带的北椽，具有热带和亚热带自然条件

的过渡特征。由于季风和台风的影响，全年雨量分配很不均匀，呈显著的干湿两季，同

时雅加大岭、鹦哥岭和五指山三脉由东北走向西南，岛的西南和西部居于背风面，井因

受西南季风影响鞍强，干季更为显著，年温也最高。中部山区云雾鞍多、温度鞍低。由

于本岛和大陆接近，冬季往往受塞流侵袭，局部地区有时出现低温。近海一带，常风烦

健，更加强了蒸发量。以上种种特征，都反映到植物区系的外貌和粗成的种类上。在本

岛种子植物中热带的植物一般分布于海拔较低的地区，其他广布的温带、亚热带的植物

在1，000米以上的山区也不罕兑，不过在植物被复中不占重要的位置。在西部和西南部

落叶树种显著地增加，而且有时占着十分优势的地位。由此可兑本岛植物成分的多样性

是在一定程度上受自然条件影响的必然枯果。

在地质时期，本岛与雷州牛岛相连，直至第四番己才分离而成大陆岛。但据初步统

升，本岛与中印牛岛相同的种子植物属豹占93％，与广东大陆相同的属占89％。这个

事实缸明了本岛的植物区系与中印牛岛有着直接的渊源。由于中印牛岛植物区系与赤道

热带有密切的联系，本岛的植物种类，也很富有热带性的成分。垒岛种子植物的属中热带

属豹占83％。此外，某些植物和南牛球的种类十分接近。如刺麟草属Centrolepis Labill．，

蒲果草属Leptocarpus Pt．Br．，花柱草属Stylidium Swartz等是印度、中印牛岛以及我

国云南、广东大陆和本岛所共有。共他与印度、非洲相同的植物也不在少数。而在山区

剐生长着鞍多的温带植物。如棒木属Betula L．，鹅耳握属Carpinus L．，槭属,4cer L．等。

这些地理分布的事实藐明了本岛植物区系的相当古老性。

本岛的植物成分既然具有如此多种多样性，共潜在的植物资源必然是十分丰富的，

在开发事业上有着广蠲的前途。我国植物学家早在三十余年前即着手进行本岛的植物羽

查，搜集和积累了不少标本和资料，为今日福写海南植物志劁造了有利的条件。解放

后，我们管有升划地在本岛进行过多次趣济植物稠查，发现了衽济价值较高的植物达六

百种以上，其中有亲于椎植物，佝89种，单宁植物袍168种，油料植物豹89种，淀粉植物

豹21种，药用植物构118种，材用树木豹70种，香料植物豹11种，橡胶植物构8种，

其他如农药植物、淼肥植物等为数也甚多。但是在过去反动政府黑暗统治下，这样富有

资源潜力的土地却成为瘴瘸蔓延之区，生产十分落后。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开发事

业突飞猛进，十余年来，在各个建段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改变了过去贫困落后的面

貌。

在三面，缸旗照耀下，海南岛和全国一样出现了社会主义建敲高潮。科学技术工作者

受到极大的鼓舞，大力展开研究工作，以期能对开发事业作出贡献。植物分类学工作者

威到糯写地方植物志，对资源的开发利用有重要的意义。1957年，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

研究所提出糯写本志的升划，艇过六年的努力才完成初稿，将分期付印。在褊写本志过

程中，由于党政颔导的关怀和鼓励，我们更加坚定了信心。六年来全体干部同心铱力，

分工合作；同时得到各兄弟单位耠以人力的支持和提供宝黄的意兄，使本志得以完成。



序 言

继广州植物志之后再一次体现出我册社会主义集体的优越性。

最后，我们对：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及共昆明分所、南京植物研究所、广西植物

研究所、中国林业科学院、中南林学院、华南师范学院生物学系、四川大学生物学系、

厦门大学生物学系、中山大学生物学系等各单位的领导和工作同志耠我们大力支持和帮

助，表示衷心的威谢。希望本志同世，能够对农林干部、大专学校的师生以及有关的科学

工作者有所帮助；为我国植物分类学家深入研究热带植物区系和糯写垒国植物志打下初

步的基础。同时，我1fP覃要求藏者参考使用发现任何绪禊和遗漏时，予以指正，使本志再

版时加以修订，以臻完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靛 明

一．本志主要根据历年来我所在海南岛采集的植物标本及参考有关文献褊成。对

少数我所溲有收藏的标本，而仅据文献舌己载描述的种类均加注明。为了节省篇幅起兄，

褊写过程中所参考的标本一律未作引薤。

二．本志收载海南岛产的野生及习兄栽培的椎管束植物豹257科。分四卷出版，第

一卷就载蕨类植物、裸子植物、被子植物中双子叶植物的木兰科至龙脑香科；第二卷就载

桃金娘科至蛇菰科；第三卷记载鼠李科至爵床科；第四卷就载属鞭草科至单子叶植物的

禾本科和自然环境及植被。每卷均有分卷索引，第四卷有总索引。

三．本志所就载的科的范围和排列次序系按下列系统。蕨类植物依照秦仁昌的系

统；裸子植物依照郑万钧的系统；被子植物依照哈歙松的系统(双子叶植物1926，单子叶

植物1934)，但个别地方有更改，如。五列木科、杜英科、粘木科、交让木科、山幌科及蕃菜

科在原书中分别属于茶科、田赢科、古柯科、大戟科、赤铁科及龙胆科，在本志中刖作为单

独的科。

四．本志所配载的各科、属、种均有形态描速及检索表，每一属尽可能附一幅插图。

为了便于检索，达到实用，检索表多采用人为方式，选用的特征偏重于海南岛地区的植

物。种的就载包括中名、学名、主要文献引缸、形态描逾、产地、分布及重要艇济用途。

五．中名尽可能采用“种子植物名称》、《(中国植物科属检索表玲、《中国种子植物科属

辞典》、《广州植物志珍等书中已沿用的名称；除新拟名及土名外一律不加注出处。

六．产地一项主要根据标本上的野外采集就录，因而不很全面。

七．形态描述中的术藉均依照<<种子植物形态学名嗣》，力求简明、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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蕨 类 植 物 同 1

具稚管束的孢子植物(也称高等孢子植物)，陆生、附生、少为水生，直立或少为褪橇攀援的多年生草

本或同为高大树形；孢子体(即通常所帮棘色蕨类植物)通常有根、茎、叶的分化(松叶蕨除外)。孢子体

豹形体在近代植物界中最为多种多样，有大如乔木状的，也有／j、仅达1厘米的，但耗大多数为中型多年

生草本。孢子体生有多数孢子囊，内生孢子；最原始蕨类植物的孢子囊生于枝之嘎端，有些生在特化的

叶上或叶片上(囊托)成穗状或圆锥状囊序，有的生于孢子叶的边椽，也有的聚生于枝埂成孢子叶(囊)

球，而在耗大多数的种类剐以各种形式生于孢子叶(fllJ能育叶)的下面，形成孢子囊群(堆)，或满布叶之

下面。孢子(有n染色体)有一型和二型之分，二孢型的，在孢子体(印普通植物体)上生大小两种孢子叶。

大孢子叶生大孢子囊，内生大孢子j小孢子叶生小孢子囊，内生小孢子。近代大多数的蕨类植物都属于

一孢型。孢子成熟后孢子囊以特种巧妙的机制(环带)被散布出来，落地后发芽生长成为原叶体，称配子

体。配子体的形状很简单，为不分化的叶状体、块状体或分叉蒜状体等。在同一配子体上产生颈卵器和

雄精器(雌雄同体)，但在二孢型的蕨类植物，配子体更为简化而有雌雄性之分(雌雄异体)，雄配子体极

小，不脱离小孢子壁，雌配子体远较大，也不脱离大孢子壁。精子凭水为媒介，借助于本身的秆毛运动，

能和卵子行受精作用，产生配偶子，由此生长发育成为棘色孢子体(有211染色体)，也可以称为成长的

蕨类植物，在它的叶体上产生孢子囊，内生孢子，孢子落地发芽叉发育成原叶体。这样孢子世代的孢子

体和配子世代的配子体相互交替一次，就完成蕨类植物的生活周期。

现代蕨类植物杓有12，000种，广泛分布于垒世界各地，尤以热带和亚热带最为丰富。我国杓有2500

种；海南现知有43科，114属，854种及8变种。
1． 叶退化或栅小，远不如茎发达，鳞片形、钻形或披针形。不分裂或少为分叉(不产中国)，孢子囊单生于叶的基部上

面，或生于枝顶的孢子叶穗内(小叶型蕨类)。

2． 茎和长，矗立，无其正的叶，单茎或具输生枝，中空，有明显的节，节两表面有纵行的沟脊，各节为管状而有具鲴

齿的鞘所围桡，孢子囊多数，生于变质的盾状鳞片形的孢子叶下面，在枝顶上形成单一的椭圆形的孢子叶穗(木

腋辋Sphenopsida)⋯⋯⋯⋯⋯⋯⋯⋯⋯⋯⋯⋯⋯⋯⋯⋯⋯⋯⋯⋯⋯⋯⋯⋯⋯⋯四、木贼目Equisetales

4．木贼科Equisetaceae

色 植物形体完全不同上述，孢子囊生于叶上面的基部。

3． 枝为三棱形，多回同位二叉分枝，叶退化为分叉的小钴形，几无叶禄素’孢子囊略为圆球形，3室(松叶蕨辆

Psilotopsida)⋯⋯⋯⋯⋯⋯⋯⋯⋯⋯⋯⋯⋯⋯⋯⋯⋯⋯⋯⋯⋯⋯⋯⋯⋯⋯⋯一、松叶蕨目Psilotales

1．松叶蕨科Psilotaceae

3． 枝为圆柱形，一至多回二叉分枝，叶小而正常，为鳞片形、钻形、校形至披针形，孢子囊肾形．1室(石松稠

Lycopsida)

4．茎为辐射对称，无根托，叶一型，少为二型，钻形或披斛形，螺旋排列，或少为鳞片形，扁平'孢子囊一型⋯⋯

⋯⋯⋯⋯⋯⋯⋯⋯⋯⋯⋯⋯⋯⋯⋯⋯⋯⋯⋯⋯⋯⋯⋯⋯⋯⋯⋯⋯⋯⋯⋯⋯⋯二、石松目Lycopodiales

2．石松科Lycopodiaceae

4．茎仃腹背之分，常有根托，叶通常为鳞片形，=型，四行排列，扁平，或少为钴形而一型井为螺旋排列；孢子

囊=型⋯⋯⋯⋯⋯⋯⋯⋯⋯⋯⋯⋯⋯⋯⋯⋯⋯⋯⋯⋯⋯⋯⋯⋯⋯⋯⋯⋯⋯三、卷柏目Selag,'haellal髓

3．卷柏科SelagineUaceae

1． 叶远鞍茎发达，单叶或复叶’孢子囊生于正常叶下面或特化叶的下面或边耪，聚生成圆形、长圆形或赣形的孢子囊

群，或满布叶的下面(大叶型蕨类)(蕨辋Filicopsida)。

2． 孢子囊壁厚，由数层系田胞粗成(I．厚囊蕨亚辋Eusporangiatae)。

3．幼叶在芽中唐立或倾斜，孢子囊球状，不形成孢子囊群而是分散地生于特化的叶片的边绦，成穗状或复穗状

的孢子囊穗⋯⋯⋯⋯⋯⋯⋯⋯⋯⋯⋯⋯⋯⋯⋯⋯⋯⋯⋯⋯⋯⋯⋯⋯⋯⋯五、瓶尔小草目Ophioglossales

3． 幼叶在芽中内卷，即幼叶开放时呈拳卷状}孢子囊为船形，生于正常叶的下面，聚生戚一定形状的孢子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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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观舌座遘目Marattlales

2． 孢子囊壁薄，由一层糊胞粗成(II．薄囊蕨亚裥Leptosporangiatae)。

3．孢子一型，陆生或附生，少为水生的大型或中型植物，有时呈乔木状⋯⋯⋯⋯⋯⋯⋯⋯⋯⋯⋯⋯⋯⋯⋯⋯⋯

⋯⋯⋯⋯⋯⋯⋯⋯⋯⋯⋯⋯⋯⋯⋯⋯⋯⋯⋯⋯⋯⋯⋯⋯⋯⋯⋯一⋯⋯⋯⋯⋯⋯⋯七、其蕨目Eufllicales

3．孢子二型，水生或漂浮水面的小型植物．

4．浅水生植物(或在一年中的一时期为千涸的水漫地)，棍状茎栅长横生，叶在芽中内卷，生于长柄的顶端，由

四个外边圆的倒三角形羽片粗成；孢子果(茭)生于叶柄基部，包藏=至多数的孢子囊，其中大孢子囊和，j、

孢子囊混生⋯⋯⋯⋯⋯⋯⋯⋯⋯⋯⋯⋯⋯⋯⋯⋯⋯⋯⋯⋯⋯⋯⋯⋯⋯⋯⋯⋯⋯⋯八、苹目Marstleales

4．水面漂浮植物，无其根或有短缀根，单叶，垒橡或为=深裂，无柄，=至三列，如为三列刖下面一列的叶栅裂

为根状，孢子果(荧)生于茎的下面，包藏多数孢子囊，每果中仅有大孢子囊或小孢子囊⋯⋯⋯⋯⋯⋯⋯⋯

⋯⋯⋯⋯⋯⋯⋯⋯⋯⋯⋯⋯⋯⋯⋯⋯⋯⋯⋯⋯⋯⋯⋯⋯⋯⋯⋯⋯⋯⋯⋯⋯⋯九、槐叶萃目Salvinlales

1．厚囊蕨亚辋EUSPORANGIATAE
1．幼叶开放肘不为拳卷形，叶中型至小型，叶柄基部不为托叶所分开，也无鳞片，叶片二型，能育叶与不育叶出自共

同的叶柄上，具长柄而超出不育叶之上，不具叶片，顶部产生穗状或圆锥状的囊穗(或囊托)，孢子囊大而圆．自瑁

端横裂或纵裂，无柄，在囊托边椽成丽行着生或3—5个簇生于短柄上(瓶尔小草目Ophloglossales)。

2．单叶或多自顶端深裂，叶豚为网豚状，囊穗(囊托)为单穗状，两边各有一行大而陷入于穗釉的孢予囊，孢子囊

以横的裂糙开裂⋯⋯⋯⋯⋯⋯⋯⋯⋯⋯⋯⋯⋯⋯⋯⋯⋯⋯⋯⋯⋯⋯⋯⋯⋯⋯5．瓶尔小草科Ophioglo$$acfa￡

2． 叶为复叶，二至三回掌状，叶豚分离，囊穗(囊托)为圆锥状或复穗状’孢子囊大而呈圆球形，不陷入穗轴内。纵裂

⋯⋯⋯⋯⋯⋯⋯⋯⋯⋯⋯⋯⋯⋯⋯⋯⋯⋯⋯⋯⋯⋯⋯⋯⋯⋯⋯⋯⋯⋯⋯⋯6．七指蕨科HelmInthostach!laoeae

1．幼叶开放时为拳卷形，叶大型，一型，一或二回羽状，叶柄基部通常有一对肉质托叶，孢子囊船形，上面纵裂，生于

不变形的叶下面，集合形成犊形、长形或圆形的分离或聚合孢子囊群(观香座遘目Marattiales)⋯⋯⋯⋯⋯⋯

⋯⋯⋯⋯⋯⋯⋯⋯⋯⋯⋯⋯⋯⋯⋯⋯⋯⋯⋯⋯⋯⋯⋯⋯⋯⋯⋯⋯⋯⋯⋯⋯⋯⋯7．观舌座遘科血glopterldaeeae

II．薄囊蕨亚辋LEPTOSPORANGIATAE

1．孢子—型，少为水生植物，形体如一般蕨类(次l顼兄第5百)。

2．孢子囊圆球形，环带极不发育，只有几个厚壁釉胞生于顶端附近，拌自顶端向下纵裂，植物体不具真正的毛和鳞

片，只有粘质的腺状绒毛．不久即滑失’叶为强度二型，孢子囊不形成定形的孢子囊群，而是生于无叶椽素的强

度变质的能育叶的小轴或能育刁习片的羽釉边椽⋯⋯⋯⋯⋯⋯⋯⋯⋯⋯⋯⋯⋯⋯⋯⋯⋯8．桨萁科Osmlmdaceae

2．孢子囊为多种形状．环带发育完全。

3． 环带不为垂痘，而是横生或斜生的。

4．环带生于椭圆形的孢子囊的琅端，自此向另一瑁端纵裂．

5．疆槐植物，叶轴能无限生长；叶为掌状或羽状’孢予囊两行，生于叶椽，形成短囊穗，每一孢子囊有一棣色

的苞片(囊群盖)所被盖，孢子为四面型⋯⋯⋯⋯⋯⋯⋯⋯⋯⋯⋯⋯⋯⋯⋯⋯10．海金沙科Lygodlaoeae

5． 直立小型植物。或多圆=叉分歧，有限生长，生于我国的种的叶片与叶柄不易区别，填部为掌状栅裂，孢

子囊以四行生于裂片下面，无盖I孢子为两面型⋯⋯⋯⋯⋯⋯⋯⋯⋯⋯⋯⋯⋯11．莎草蕨科$chizaeaoeae

4．环带不生于孢子囊的顶端。

5． 环带水平环橇于略呈圆球形的孢子囊腰部，白一侧纵裂；少数孢子囊集合成圆形的孢子囊群。生于小脉

下面的中部；无囊群盖⋯⋯⋯⋯⋯⋯⋯⋯⋯⋯⋯⋯⋯⋯⋯⋯⋯⋯⋯⋯⋯⋯⋯12．里白科Gleicheniaceae

5．环带斜生。

6．通常为小型石生或附生植物，叶片为膜质，一般由一层釉胞祖成，无气孔。被毛而无鳞片或光滑，孢子

囊无柄，生于通常突出于叶椽外的由小脉变成的圆柱状囊群托上，井包于由叶片所变成的管形、喇叭

形、漏斗形或=瓣裂片状的囊苞(或囊群盖)内⋯⋯⋯⋯⋯⋯⋯⋯⋯⋯13．膜蕨科H俨,nop幻llaceae
6． 大型植物或为树状蕨类，叶片的秸构正常(即由多层细胞褪成)，孢子囊不生于由叶脲变成的突出于叶

椽外的圆柱状囊群托上；囊群盖也不同上述。

7． 大型蕨类或树蕨；叶为一型，多回羽状，植物体具鳞片或毛’叶柄基部的横切面不为三角形，也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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疣状突起的气囊体。

8． 大型蕨类’植物体被毛，特别于粗大而直立的根状茎上：每金黄色的长柔毛；孢予囊群圆形，生于近

叶豫的小脲顶端’囊群盖生于叶琢，由草质而呈蚌壳形的内外二瓣组成，向外开口⋯⋯⋯⋯⋯⋯

⋯⋯⋯⋯⋯⋯⋯⋯⋯⋯⋯⋯⋯⋯⋯⋯⋯⋯⋯⋯⋯⋯⋯⋯QQI OI 0Q-I．．．．．14．蚌壳蕨科Dicksonia凹de

8．通常为高大树蕨或不具圆柱状的地上茎；茎上和叶柄上被坚厚深棕色的披钟形鳞片，孢子囊群圆

形，生于叶下面小豚中部突出的球形囊群托上，囊群盖圆球形或星碗形，下位。早落或无囊群盖⋯

⋯⋯⋯⋯⋯⋯⋯⋯⋯⋯⋯⋯⋯⋯⋯⋯⋯⋯⋯⋯⋯⋯⋯⋯⋯⋯⋯⋯⋯⋯⋯30．桫撂科Cyatheaceae

7． 中型蕨类’叶为=型．一回羽状或羽裂，植物体不具鳞片或真正的毛，而幼时密被粘质的腺状城毛，

后剐消失；叶柄基部膨大，其横切面为三角形，两边侧面各有一行或几个疣状突超的气囊体，有时还

上升至叶柄和叶釉’孢子囊群椭圆形，近叶橡生，幼时为反折的干膜质叶边所被盖⋯⋯⋯⋯⋯⋯⋯

⋯⋯⋯⋯⋯⋯⋯⋯⋯⋯⋯⋯⋯⋯⋯⋯⋯⋯⋯⋯⋯⋯⋯⋯⋯⋯⋯⋯⋯⋯9．瘤足蕨科Plagiogtlriaeeae

3．环带垂疽，仅基部为孢子囊柄所阻断，从一侧方横裂。

t．孢子囊群为叶椽生或近叶椽生，为向内开的叶绦掩护或向外开的囊群盖包被。

5． 孢子囊群为反折而向内开的叶椽所掩护。

6．水生植物，漂浮或着生泥中，多汁而呈嫩草质，孢子囊大，圊球形。儿无柄，有很宽的环带(有时髑断)，

单一地散生于叶豚上，为不变质的反折叶边所掩护⋯⋯⋯⋯⋯⋯⋯⋯⋯24．水蕨科Ceratopterldaceae

6．陆生植物，叶概质或革质'孢子囊鞍小，近圆球形，环带鞍狭。聚生成圆形或校形的孢子囊群，为膜质的

反折叶边所掩护。

7．孢子囊群生于叶椽。反折的膜质囊群盖上无叶脲，小羽片不为对开形或扇形，叶脉羽状分枝．

8．孢子囊沿着叶椽的一条小豚着生，成汇合檎形的孢子囊群，叶柄通常为禾稗色⋯⋯⋯⋯⋯⋯⋯

⋯⋯⋯⋯⋯⋯⋯⋯⋯⋯⋯⋯⋯⋯⋯⋯⋯⋯⋯⋯⋯⋯⋯⋯⋯⋯⋯⋯⋯⋯20．凤尾蕨科Pteridaceae

8． 孢子囊生于接近叶椽的小脲璜端，成圆形而分离的孢子囊群，但成熟时往往左右扩大，彼此速

接，叶柄通常为栗褐色或几为黑色⋯⋯⋯⋯⋯⋯⋯⋯⋯⋯⋯⋯⋯21．中国蕨科Sinopteridaceae

7．孢子囊群不生于叶橡，而生于反折的变质叶边(暇囊群盖)下面的小脲珥部’小羽片为对开形或

扇形，叶豚二叉分枝⋯⋯⋯I QQmOI．．．．⋯⋯⋯⋯⋯⋯⋯⋯⋯⋯⋯⋯⋯⋯⋯22．铁较蕨科ztdiantacean

5． 孢子囊群不为反折的变质叶边所掩护，而为叶椽生的或叶椽内表面生，拌为向外开的囊群盖所复盖。

6．孢子囊群圆形，囊群盖杯形、管形或以基部着生的为肾形至圆肾形，生于小豚的瑁端。

7．植物体被淡灰色单釉胞的毛，囊群盖杯形，生于叶绦(姬蕨属Hf．tpolepis生于叶椽以内，不具盖)

⋯⋯⋯⋯⋯⋯⋯⋯⋯⋯⋯⋯⋯⋯⋯⋯⋯⋯⋯⋯⋯⋯⋯⋯⋯⋯⋯⋯⋯⋯15．姬蕨科Dennstaedtiaceae

7． 植物体被圈鳞片’囊群盖管形，或仅以基部着生的为肾形或圆肾形(雨蕨属G!『rnnogrammltis无

盖)⋯⋯⋯⋯⋯⋯⋯⋯⋯⋯⋯⋯⋯⋯⋯⋯⋯⋯⋯⋯⋯⋯⋯⋯⋯⋯⋯⋯⋯18．骨碎补科Davalliaceae

8． 孢子囊群长形或少为圆形I囊群盖较形，少为杯形，通常在绦内联桔多条小脉的顶端，植物体(特

别在根状茎上)被毛状钻形的简单鳞片(称陵齿蕨型的鳞片)⋯⋯⋯⋯⋯17．陵齿蕨科Lindsaeaceae

t． 孢子囊群生于叶下面或叶椽之内，离叶边救远，如有囊群盖剐不为自叶边向内开，也不是向外开。

5． 孢子囊不满布于能育叶的下面，而聚生成圆形、长形或耪形的孢子囊群．

6． 孢子囊聚生，形成圆形或点形的孢子囊群。

7．囊群盖为圆臀形(很少无盖)。

8． 植物体通常多少被淡灰色单杀田胞的针状毛’叶柄基部有届嗣的雅管束两条， 囊群盖圆臀形(有

时无盖)⋯⋯⋯⋯⋯⋯⋯⋯⋯⋯⋯⋯⋯⋯⋯⋯⋯⋯⋯⋯⋯⋯⋯⋯27．金星藏科Thelbrpterldaeeae

8． 植物体通常被鞠鳞片(少有和不同上越的毛混生)，叶柄基部不具上述的雒管束。

9． 囊群盖下位，圆球形或半球形⋯⋯⋯⋯⋯⋯⋯⋯⋯⋯⋯⋯⋯⋯⋯29．球盖蕨科Peranemaceae

9． 囊群盖上位，圆臀形，少为圆盾形。

10．叶柄有关节，叶为披量十形的单叶’叶豚平行，孢子囊群接近主豚；囊群盖圆肾形⋯⋯⋯⋯⋯

⋯⋯⋯⋯⋯⋯⋯⋯⋯⋯⋯⋯⋯⋯⋯⋯⋯⋯⋯⋯⋯⋯⋯⋯⋯⋯⋯⋯19．葆蕨科Oleandraceae

10．叶柄无关节，叶为一至三回羽状，卵形、长卵形或五角形’叶脉不平行，分离或网状。有时沿

主脲两侧成一行长网眼；孢予囊群生于小羽片的主脲和叶橡之罔}囊群盏圆臀形或有时

无盖。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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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羽片的主脲上面圆形，通常密被淡棕色多糸田胞的节状柔毛，叶脉为不同程度的网状，有

时分离(如肋毛蕨属Ctenitis及釉脉蕨属Ctenitopsis)⋯⋯⋯⋯32．叉蕨科．4spidiaceae

11．羽片的主脲上面有嗣纵沟，不具如上迎的毛，叶脉分离(有时网状)⋯⋯⋯⋯⋯⋯⋯⋯⋯

⋯⋯⋯⋯⋯⋯⋯⋯⋯⋯⋯⋯⋯⋯⋯⋯⋯⋯⋯⋯⋯⋯⋯⋯31．鳞毛藏科Dryopteridaceae

7．无囊群盖。

8．植物体不具有其正的毛和鳞片，仅幼肘疏被粘质的腺毛，叶脲分离，孢子囊群由少数孢子囊粗

成，生于小豚近瑁端⋯⋯⋯⋯⋯⋯⋯⋯⋯⋯⋯⋯⋯⋯⋯⋯⋯⋯⋯16．稀子蕨科2VIonachosoraceae

8．植物体被真正的毛和鳞片．

9． 植物体通常多少被单细胞或多糸Ⅲ胞的针形刚毛’叶脲分离，或相对的两排不分叉的小脉的顶端

彼此联秸。

10． 通常为小型植物’叶为单叶或羽状，簇生于短而痘立或斜生的根状茎上，一般有杠棕色刚毛

⋯⋯⋯⋯⋯⋯⋯⋯⋯⋯⋯⋯⋯⋯⋯⋯⋯⋯⋯⋯⋯⋯⋯⋯⋯⋯88．禾叶蕨科Grarmnltidaceae

10． 中型或大型植物，叶为=回羽裂至三团羽状，巯生于横走的根状茎上。被淡灰色的刚毛。

11．叶柄基部有一条圆柱状的稚管束，叶为=至三回羽状}孢子囊群着生于一条小脲顶端，多

少为叶边反折的锯齿所掩护⋯⋯⋯⋯⋯⋯⋯⋯⋯⋯⋯⋯⋯15．姬蕨科Dennstaedtlaeeae

(姬蕨属tt￡tpolepis)

11．叶柄基部有两条侧生偏冈的雒管束’叶为二回羽状或三圆羽裂}孢子囊群着生于小脲中

部，或有时生予近顶端，叶边无反折的鲴齿⋯⋯⋯⋯⋯⋯27．金星蕨科Thelypteridaeeae

9．植物体被鳞片’叶脲分离或为网状。

10．叶栖基部以关节着生于根状茎⋯⋯⋯⋯⋯⋯⋯⋯⋯⋯⋯⋯⋯⋯37．水龙骨科Polypodiaceae

10．叶柄基部无关节。

11．叶柄基部有两条侧生扁嗣的稚管束，叶为羽状，孢子囊群在主脲两侧各有一行⋯⋯⋯⋯

⋯⋯⋯⋯⋯⋯⋯⋯⋯⋯⋯⋯⋯⋯⋯⋯⋯⋯⋯⋯⋯⋯⋯⋯⋯⋯25．蹄盖蕨科Athyriaceae

11． 叶柄基部有一条圆柱状的雅管束，叶为二叉掌状分裂，孢子囊群小而散生于叶下面⋯⋯

⋯⋯⋯⋯⋯⋯⋯⋯⋯⋯⋯⋯⋯⋯⋯⋯⋯⋯⋯⋯⋯⋯⋯⋯⋯⋯38．双扇蕨科Dipteridaceae

6．孢子囊形成长形或耪形的孢子囊群(汇生孢子囊群)。

7．囊群盖长形、轻形、或顶端多少弯曲。或成属蹄形。

8． 囊群盖和主脉平行，正向主脲开口，叶柄基部有圆形的小稚管束多条，形成一个圆圈⋯⋯⋯⋯⋯

⋯⋯⋯⋯⋯⋯⋯⋯⋯⋯⋯⋯⋯⋯⋯⋯⋯⋯⋯⋯⋯⋯⋯⋯⋯⋯⋯⋯⋯⋯28．扁毛蕨科ljlechnaceae

8．囊群盖和主脲斜交，斜向主脲开口(有肘向下升)，叶柄基部有侧生扁阔的椎管束两条，相对排列。

9．鳞片为粗簖孔型，叶柄内的两条稚管束向叶轴上部不融合，囊群盖为长形或枝形，单生于小豚

一侧⋯⋯⋯⋯⋯⋯⋯⋯⋯⋯⋯⋯⋯⋯⋯⋯⋯⋯⋯⋯⋯⋯⋯⋯⋯⋯⋯9．6．铁角蕨科Aspleniaeeae

9·鳞片为窗格子型，叶柄内的两条稚管束向叶轴上部融合成V字形，囊群盖沿小脲一侧或往往两

侧着生，长形，较形、腊膀形，或顶端弯曲成约形，或为届蹄形(少不具盖)⋯⋯⋯⋯⋯⋯⋯⋯⋯

⋯⋯⋯⋯⋯⋯⋯⋯⋯⋯⋯⋯⋯⋯⋯⋯⋯⋯⋯⋯⋯⋯⋯⋯⋯⋯⋯⋯⋯25．蹄盖蕨科．4thyriaceae

7．无囊群盖。

8．孢予囊群沿着网状的小脉着生拌联辖威网状。

9．叶为单叶．肉质，表皮有骨斜状的异细胞；孢子囊群多少陷入叶肉内，有隔蒜⋯⋯⋯⋯⋯⋯⋯⋯
⋯⋯⋯⋯⋯⋯⋯⋯⋯⋯⋯⋯⋯⋯⋯⋯⋯⋯．．．．00 90 0⋯⋯⋯⋯⋯⋯⋯⋯40．书带蕨科班ttarlaceae

(率前蕨属彳ntrophyum)

9．叶为载形的单叶，被灰色的刚毛，表皮无骨针状的异釉胞，孢子囊群生于叶表面⋯⋯⋯⋯⋯⋯

⋯⋯⋯⋯⋯⋯⋯⋯⋯⋯⋯⋯⋯⋯⋯⋯⋯⋯⋯⋯⋯⋯⋯⋯⋯⋯23．裸子旅科G暑『rnnogrammaceae

(泽泻蕨属Hemionitis)

8．孢子囊群不联辖成网状。

9．孢子囊群在主碌两侧与叶辗之髑备有—行，并与主脲平行．

10．叶为单叶，狭披针形或较形。

11·
叶为禾草形·不以关节着生于根状茎，表皮有骨甜状的异秉田胞，孢子囊群有带状或棒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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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耱(有时孢子囊群生于双层叶缘的夹沟内)⋯⋯⋯⋯⋯⋯⋯40．书带蕨科珂ttariaceae

11．叶不为禾草形，以关节着生于根状茎，表皮不具骨针状的异糸珊胞’孢子囊群通常具有长柄

的盾状隔繇或星芒状毛⋯⋯⋯⋯⋯⋯⋯⋯⋯⋯⋯⋯⋯⋯⋯⋯37．水龙骨科Polypodiaoeae

10．叶为一回羽状，羽片披钎形⋯⋯⋯⋯⋯⋯⋯⋯⋯⋯⋯⋯⋯⋯⋯17．陵齿蕨科Lindsaeaeeae

(竹叶蕨属Taenitis)

9． 孢子囊群不与主豚平行而为斜交。

10．叶柄基部以关节着生于根状茎，叶豚联秸而成有内藏小脲的网眼⋯⋯⋯⋯⋯⋯⋯⋯⋯⋯⋯

⋯⋯⋯⋯⋯⋯⋯⋯⋯⋯⋯⋯⋯⋯⋯⋯⋯⋯⋯⋯⋯⋯⋯⋯⋯⋯⋯37．水龙骨科Pol§lpodiaceae

iO． 叶柄基部不以关节着生于根状茎I叶脲分离，或少有联辖成1—3行网眼而无雨藏小豚⋯⋯

⋯⋯⋯⋯⋯⋯⋯⋯⋯⋯⋯⋯⋯⋯⋯⋯⋯⋯⋯⋯⋯⋯⋯⋯23．裸子蕨科G!lmnograraraaceae

5．孢子囊不聚生成圆形、长圆形、长形或较形的孢子囊群，而从发生起源上一开始就密布于能育叶的下面

(卤蕨型的孢子囊群)}叶通常多少为二型。

6．叶为单叶。

7．叶为长披针形或少为圆形，能育叶和不育叶几为一型，叶脲平行，分离，叶柄基部具鼹鳞片⋯⋯⋯⋯

⋯⋯⋯⋯⋯⋯⋯⋯⋯⋯⋯⋯⋯⋯⋯⋯⋯⋯⋯⋯⋯⋯⋯⋯⋯⋯⋯⋯⋯⋯39．舌蕨科ElaphoglO$$aCeOaB

7． 叶型不同上迎，井为显著的二型。不育叶往往二叉浅裂，叶脉网状，叶柄基部密被锈黄色的长柔毛⋯

⋯⋯⋯J Og·O 011．．．．⋯⋯⋯⋯⋯⋯⋯⋯⋯⋯⋯⋯⋯⋯⋯⋯⋯⋯⋯⋯35．燕尾蕨科Cheiropleuriaceae

6．叶为一回羽状或为掌状分裂，如为单叶刖叶脲为网状。

7．叶柄基部不以关节着生于根状茎；叶为一回羽状。 ·

8． 根状茎横走，或为附生攀援藤本，叶豚分离，或形成少数大网眼⋯⋯⋯⋯⋯⋯⋯⋯⋯⋯⋯⋯⋯⋯

⋯⋯⋯⋯⋯⋯⋯⋯⋯⋯⋯⋯⋯⋯⋯⋯⋯⋯⋯⋯⋯⋯⋯⋯⋯⋯33．罗曼藤蕨科Loma—opsidaceae

8． 根状茎直立，叶豚为复网状。

9．海滩潮汐植物I叶革质’翻片无明显的侧豚，网豚不具内藏小豚，孢予囊群有隔棘⋯⋯⋯⋯⋯⋯

OI QO 0．．．．．⋯⋯⋯⋯⋯⋯⋯⋯⋯⋯⋯⋯⋯⋯⋯⋯⋯⋯⋯⋯⋯⋯⋯·34．卤蕨科血1"05tichaceae

9． 山地林下植物；叶概质，羽片有明显的侧脲’网豚有内藏小豚’孢子囊群无隔鞣⋯⋯⋯⋯⋯⋯⋯

⋯⋯⋯⋯⋯⋯⋯⋯⋯⋯⋯⋯⋯⋯⋯⋯⋯⋯⋯⋯⋯⋯⋯⋯⋯⋯⋯⋯⋯⋯32．叉蕨科．4spidiaceae

(沙皮蕨属Herrdgramma)

7r．叶柄基部以关节着生于根状茎，叶为单叶或掌状分裂⋯⋯⋯⋯⋯⋯⋯⋯37．水龙骨科Polypodiaceae

t． 孢子=型，水生植物，形体完垒不同于一般蕨类。

2． 小型植物，根着生于淤泥中，叶为田字形，由四片倒三角形的羽片组成，生于柄端，孢子果(荚)生于叶柄基部⋯

⋯⋯⋯⋯⋯⋯⋯⋯⋯⋯⋯⋯⋯⋯⋯⋯⋯⋯⋯⋯⋯⋯⋯⋯⋯⋯⋯⋯⋯⋯⋯⋯⋯⋯⋯⋯⋯⋯41．苹科A缸，矗Z“ccne

2．微小植物，漂浮水面’叶形不同上述，无柄f孢子果(荧)生于变形的叶上。

3．植株无其根；三叶翰生于船长的茎上，上面二叶为长圆形，漂浮水面，下面—叶特化，釉裂成须根状，悬垂水

中，生孢子果⋯⋯⋯⋯⋯⋯⋯⋯⋯⋯⋯⋯⋯⋯⋯⋯⋯⋯⋯⋯⋯⋯⋯⋯⋯⋯⋯⋯⋯42．槐叶萃科曲lviniaceae

3．梧株有疆状其根，叶微小如鳞片，二列，互生，每叶有上下二裂片．上裂片漂浮。下裂片沉水中，生孢子果⋯⋯

⋯⋯⋯⋯⋯⋯⋯⋯⋯⋯⋯⋯⋯⋯⋯⋯⋯⋯⋯⋯⋯⋯⋯⋯⋯⋯⋯⋯⋯⋯⋯⋯⋯⋯⋯鹞．满江杠科一4zollaeeae

一．松叶蕨目Psilotales

陆生或附生植物。根状茎横走，无根，多回两歧分枝。附生的个体的茎下垂，陆生的个体的茎通常

疽立，上部为多回两歧分枝或不分枝。叶糸田小，鳞片状或为披外形，单一或=叉，有时无叶。孢子囊着生

于茎上或叶的基部腋同，2个或3个聚生为一粗j孢子一型。

本目仅有松叶蕨科1科。

(一) 松叶蕨科Psilotaceae

陆生或附生植物。根状茎横走，分枝，有时共顶端延长成生叶的茎。茎直立或向下弯垂，下部不分

枝，上部两歧分枝。叶为单叶，糸Ⅲ小，疏生，钻状或=叉。孢子囊单生于叶腋嗣，2—3室；孢子一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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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形。

，2属，3种；我国只有松叶蕨属1种。

松叶蕨属Psilotum Swartz

茎扁平或具棱角，上部通常多回两歧分枝。叶糸Ⅲ小或退化，无柄，疏生，三角形，排列成2—3行；能育

叶与不育叶同大，无柄，贴生，有2片深而尖筑的齿裂，着生于枝条全部。

2种，分布于热带及亚热带。我国有1种。

松叶蕨别名：松叶兰(图1)

Psilotum nudum(Linn．)Griseb．in Prodr．Aeth．112．1805．

Lyeo四odium nudum Linn．Sp．P1．2：1100．1753．

P．打iquetrum Sw．Syn．Fil．117．1806；Merr．in Lingnan Sci．10urn．5：21．1927．

3

图1松叶蕨Psilotum nudum(Linn．)Griseb

1．垒株植物，2．小枝的一部分，3．未开裂的孢予囊’

4．开裂的孢予囊。

植株高15—60厘米。茎直立或下垂，上部

多回两歧分枝；分枝三棱，末回分枝直径豹0．5

--1．5毫米。叶疏生于枝条的棱角上，卵形，斜

出，革质。孢子囊球形，3室，纵裂。

窿地：儋县、昌江、东方(尖蜂岭)、崖县、保亭。

生于岩石上或附生于树干上。

分布：云南南部、四川、浙江、台懑。热带各地。

本种可供药用。

二．石松目Lycopodiahs

草本植物，附生或陆生。茎此叶发达，大多

数为两歧分枝。叶糸Ⅲ小，紧密排列于茎上，有稚

管束；能育叶通常密集形成顶生的穗。孢子囊

1室，着生于能育叶腋厢；孢子一型，四面型。

本目的现代蕨类植物仅有下述1科。

(二) 石松科Lycopodiaceae

陆生或附生。茎直立或匍匐，偶为攀援。

叶单一，鲁罚小，密集或疏散，亦嗣有簇生于不分

枝也不生叶的短茎基部，能育叶往往密集形成

一个磺生的穗。孢子囊1室，两瓣，每一能育叶

的叶腋内仅生孢子囊1个；孢子一型，四面型，

表面有斑点或网牧或刺状突起。

2．属，杓4．oo种。我国有1属，17种；海南有1属，6种。

石松属Lycopodtum Linn．

茎捆长，直立或攀援或下垂，多分枝。叶呈螺旋或翰状排列。孢子囊革质，肾形，扁压，有一裂口。

构400种，除干旱沙漠及石灰岩山区外，广布于世界各地，垒属均生于强酸性土壤上。我国有17种；

海南有6种。

1． 孢子囊集生于小枝顶端的穗上。

2．穗与小枝区别不明显’能育叶与不育叶形状相似⋯⋯⋯⋯⋯⋯⋯⋯⋯⋯⋯⋯⋯⋯⋯1．龙骨石松L．carinatum

2． 穗与小枝区别明显；能育叶与不育叶形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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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附生’茎下垂，从基部多回两歧分枝。

4．茎基部直径不及3毫米，叶卵状披针形。无柄⋯⋯⋯⋯⋯⋯⋯⋯⋯⋯⋯⋯⋯⋯⋯2．耱J跨石松L·fi缈⋯“e

4． 茎基部痘径大于3毫米’叶卵形，有短柄⋯⋯⋯⋯⋯⋯⋯⋯⋯⋯⋯⋯⋯⋯⋯⋯3．釉穗石橙L·phl89maHn

3．陆生’茎疽立或攀援，基部不分枝。

4．茎直立或横趴，穗单出，无柄⋯⋯⋯⋯⋯⋯⋯⋯⋯⋯⋯⋯⋯⋯⋯⋯⋯⋯⋯⋯⋯⋯4．铺地蜈蚣L·cernuwn

4．茎攀援，穗分枝。有长柄⋯⋯⋯⋯⋯⋯⋯⋯⋯⋯⋯⋯⋯⋯⋯⋯⋯⋯⋯⋯⋯⋯⋯5．石子藤L．casuarinoides

L 孢子囊散生于茎上的叶腋嗣，能育叶不形成穗⋯⋯⋯⋯⋯⋯⋯⋯⋯⋯⋯⋯⋯⋯⋯⋯⋯⋯⋯6．千层塔L·strratum

1．龙毋石松

Lyeopodium earinatum Desv．in Lam．Eneycl．Bot．Suppl．3：555．18147 Merr．in Lingnan

Sei．Journ．5：20．1927．

二．aerostachyum Wall．in Hook．et Grey．Ic．Fil．t．181．1831．

枝下垂，长20--80厘米，二至三回两歧分枝，分枝连叶直径7一15毫米。叶披针状钻形，质地坚硬，排

列成6—8行，向上，稿密集，长lo一15毫米，宽l—1．5毫米，顶端短尖，基部下延，全糅，扁平至折叠；主

脉明显。穗长，直径2．5毫米或更大；能育叶卵形，顶端渐尖，坚硬，稍贴生，长构为不育叶的一半，宽度

则大于不育叶，主豚隆起。

盔地：儋县、琼中(五指山)、保亭(吊罗山)、陵水、崖县。 附生于密林中树干上。

分布：台湾、广东、广西。届来半岛、菲律宾至波利尼西亚。

2．线形石松

Lyeopodlum filiforme Roxb．in Calc．Journ．Nat．Hist．Soc．4：473．1844；Ching in Acta Phy—

totax．Siniea 8：126．1959．

工．1，hlegmaria Linn．var．filiforme(1loxb．)V．A．V．R．Mal．Ferns Allies 45．1915．

附生，茎极秆糸m，橇形，长30邓。厘米，由基部多回两歧分枝。叶疏生，卵状披针形，长6q毫米，开
展，顶端短尖，基部蠲圆形或心脏形，全艨，深棘色，质地坚硬j主豚明显。穗极秆糸田，直径不及2毫米，长

5一15厘米，多回两歧分枝；能育叶疏生，卵形，向上，深棘色，稍长于孢子囊。

窟地：白沙。

分布：亚洲东南部。

本种形态与鲁m穗石松L．j，hlegmaria Linn．很相似，但本种的茎及枝极秆糸田，袋形，或可认为前者

的一个变种。

3．细穗石松(图2)

Lyeopodium phlegmaria Linn．Sp．P1．2：1101．1753；Merr．in Lingnan Sci．Journ．5：20．

1927．

附生，枝条鲁毋长下垂，长15川。厘米，二至四回两歧分枝，枝有沟。叶螺旋排列，6—8行，接近或疏
离，斜展，有短柄，三角形至披针形，长4—20毫米，宽2．5—6毫米，扁平，坚硬，近革质，顶端短尖，基部圆

形或心脏形，全椽；主豚明显。穗多数，通常多回分枝，末回分枝秆糊，直径嗣2毫米；能育叶疏生或密

集，圊三角形至卵状披针形，顶端渐尖，与孢子囊等长或稍鞍长，椽色，革质，背面有皴校，长杓1毫米。孢

子囊圆形，两瓣相等。

庭地：琼中(五指山)、定安、保亭、陵水、崖县。 附生林中的树干上或生于岩石上。

分布：云南南部、广西、广东。 广布于亚洲、非洲及澳洲热带地区，昆士兰及新西兰。

本种形体变异甚大，共叶的厚薄、宽窄，叶质的软硬以及排列的疏密均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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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r
4． 铺地娱蚣剐名。筋骨草；小伸筋；过山龙；狗仔草(广州)。

Lycopodium eernuum Linn．Sp．P1．2：1103．1753；Merr·in Lingnan Sci·Jour玎·5：20·1927·

图2釉穗石松Lycopodium phlegmaria Linn

垒株植物。

植株高达60厘米。茎平双，两歧分枝；主茎

长lo一25厘米，下部单出，上部多分技，茎枝光

滑或被毛，奎部有叶；枝向上或下垂，末回分枝

直径2—5毫米。叶密生，多行排列，棱状钻形，

长2—3毫米，千时常有皴棱，垒椽。穗无柄，着

生于小枝珥端，圆柱形、卵形或近圆球形，长3—

20毫米，直径2—3毫米；能育叶厦端长渐尖，基

部嗣卵形，边艨有多数睫毛。孢子囊肾形，外有

网牧。

庭地：海口、澄迈、倍县、白沙、东方、琼海、保亭。

分布：我国东南部至西南部各省区。 广布于世

界热带地区。

本种在华南山野圈到处可兄，为酸性土指

示植物。枝供捕瓶用，且为制作花圈、花篮及切

花的主要衬托材料。孢子浸酒可作强壮剂，又

与甘草同煎服可止咳j孢子叉称石松粉，为冶金

工业上的优良脱模剂，可以提高旃件的品质。

5．石手藤别名；无病草j灯髓草

Lycopodium casuarinoldes Spring in

M6m．Acad．Sci．Brux．15：83．1842．

攀援草本，植株长达2米。茎伸长，分枝繁

多，多回两歧分枝；末回分枝极寄翔长，下垂，长

15—25厘米；生有孢子叶穗的分枝特别短，亦有多回两歧分枝。茎上的叶疏生，近基部的叶鞍短j生于小

枝上的叶变化大，坚硬，下延，棘色或带缸色，排列成不规则的两行，有时鞍密集，尖披针形，长豹3毫米，

有时鞍疏散，钻形而透明，脱落或宿存。穗两两成对，着生于末回分枝上，圆柱形，长2．5—7．5厘米，直径

4毫米，能育叶蠲卵形，稍开展，顶端渐尖，边椽呈膜质。

盍地：海南。 通常分布在地势较高之地攀附在林椽的灌木丛或小乔木上。

分布：我国东南裆海至西南各省区。 印度北部、属来亚、菲律宾。

6． 千层塔别名：山芝；蛇足草

Lycopodium serratum Thunb．F1．Jap．841．1784j Merr．in Lingnan Sci．Journ．9：37．1932．

L．reflexure Schk．Krypt．Gew．1：≠．159．1809．

枝直立或向上而基部平趴，单出或多回两歧分枝，长1s--40厘米，莲叶直径1．5—6厘米，近埂端常有

芽。叶质稽薄，披针形，大小的变化甚大，最长者达3厘米，宽4毫米，排列松弛，开展或下垂，无柄或近

有柄，璜端短尖或小突尖，基部渐狭，叶糠或仅于及端有参差不齐的齿；主脉明显，突出。孢子囊散生于

叶腋同，满布于茎及分枝上，肾形。

瘫地：白沙。 生于山野林下阴湿之地。

分布：我国南部、西南部及长江流域下游以南各地。 亚洲、美洲及澳洲热带地区。

三． 卷柏目 Selaginellales

陆生草本植物。茎横走，两歧分枝或总状分枝，根系着生于茎枝远轴的一端(根托)。叶为单叶，小

型，一型或=型，每叶基部具一个叶舌；能育叶在枝顷端聚生成穗。孢子囊二型，单生于叶轴上，1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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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瓣；孢子=型。

本目的现代蕨类植物仅有下述1科。

(三) 卷柏科SeIa西neUaccae

陆生植物。茎伸长，横走，斜趴或直立，有时攀援，分技自基部生出或由横走的主枝生出，节上常生

不定根(根托)。叶为单叶，糸田小，通常=型，四行排列于一平面上，在侧面两行的叶鞍大而蠲，近平展，中

蔺两行的叶贴生而指向茎或枝的埂端，互相毗连，茎枝具有扁平的腹背性，有些种类的叶一型，为直角交

叉的四行排列，形成四角形的茎及枝，很少是叶一型而为螺旋状或翰状排列的，茎上的叶通常疏生，枝上

的叶此鞍密集。穗着生予小枝硬端，通常呈四棱形，或排列为一平面。孢子囊=型，单生于能育叶腋嗣，

1室，两瓣开裂；大孢子圆球形，表面平滑或具疣刺、皴技或网杖，基部圆形，埂端圆雏形，有3条纵棱由

磺端向下延伸，很少是扁平无棱的，每一大孢子囊有大孢子l一4枚；小孢子极微小，如尘土，每一小孢子

囊有多数小孢子。

本科只有1属，构700余种，分布于垒世界。我国构有50种；海南有11种。

卷柏属Selaginella Spring

属特征与科同。

1．能育叶一型。

2．旱生植物，茎直立或开展成遘座状。从基部分枝，茎叶干后拳卷⋯⋯⋯⋯⋯⋯⋯⋯⋯⋯⋯1．卷柏S．tamariscina

2．非旱生植物，茎横走．上部分枝，茎枝干后不搴卷。

3．茎有棱角，小枝有毛⋯⋯⋯⋯⋯⋯⋯⋯⋯⋯⋯⋯⋯⋯⋯⋯⋯⋯⋯⋯⋯⋯⋯⋯⋯⋯⋯2．=形卷柏S·biformis

3．茎圆柱形而有槽沟，小枝无毛．

4．中叶垒椽。

5．茎的顶端干后变色。

6． 分枝为整齐的二回羽状，茎顶端干后变黑色，侧叶垒椽⋯⋯⋯⋯⋯⋯⋯⋯⋯⋯⋯3．黑顶卷柏s·picta

6． 分枝为不整齐的三至四圆羽状，茎顶端于后变黄褐色'侧叶顶端有微细锯齿⋯⋯⋯⋯⋯⋯⋯⋯⋯⋯⋯

⋯⋯⋯⋯⋯⋯⋯⋯⋯⋯⋯⋯⋯⋯⋯⋯⋯⋯⋯⋯⋯⋯⋯⋯⋯⋯⋯⋯⋯⋯⋯⋯4．薄叶卷柏S．delicatula

5．茎的顶端干后仍为禾稃色．

6． 穗长豹15毫米，茎上的叶顶端纯，叶呈深椽色⋯⋯⋯⋯⋯⋯⋯⋯⋯⋯⋯⋯⋯⋯5．南洋卷柏S·mawri

6．穗长不及lO毫米，茎上的叶顶端尾状，叶呈蓝椽色⋯⋯⋯⋯⋯⋯⋯⋯⋯⋯⋯⋯6．翠云草S·wwinata

4． 中叶有锯齿。

5．叶表面平滑。

6．茎仅于中部以上分枝，茎基部的叶密集而互相被复⋯⋯⋯⋯⋯⋯⋯⋯⋯⋯⋯7．兖州卷柏S·involvens

6．茎分枝达于下部，茎基部的叶巯离而不相叠。

7．末回分枝建叶宽lO毫米，叶干后呈褐色⋯⋯⋯⋯⋯⋯⋯⋯⋯⋯⋯8．海南卷柏S·rolandi—principis

7．末回分枝违叶宽不及5毫米，叶干后呈深撩色⋯⋯⋯⋯⋯⋯⋯⋯⋯⋯⋯9．深椽卷柏S·doederleinii

5．叶表面有疣状突起⋯⋯⋯⋯⋯⋯⋯⋯⋯⋯⋯⋯⋯⋯⋯⋯⋯⋯⋯⋯⋯⋯⋯⋯10．糙叶卷柏s·scabrifolia

1．能育叶二型⋯⋯⋯⋯⋯⋯⋯⋯⋯⋯⋯⋯⋯⋯⋯⋯⋯⋯⋯⋯⋯⋯⋯⋯⋯⋯⋯⋯⋯⋯⋯11·单子卷柏S·inoFtospoF(1

1． 卷柏别名：长生草；九死还魂革(广州)。

Selaginella tamarisclna(Beauv．)Spring in Bull．Aead．Brux．10：186．1843，AlstOn in Bull·

Fan Mem．Inst．Bi01．Bot．Ser．5：270．1934．

Staehygynandrum tamarisvinum Beauv．in Magasin，Encycl·9：483．1804．

植株高5—15厘米。主茎短或长，直立，下生鬃根；分枝直立，丛生，全株呈遘座形，千后攀卷，

雨季又展开，分枝达于基部，各枝扇状，二至兰回羽状分枝。叶=型：侧叶披针状钻形，长豹3毫米，下

面呈龙骨状，嘎端有长芒，远羁h的一边全椽并为蠲膜质，近轴一边的膜质边椽极狭，有微锯齿；中叶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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