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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本卷为本志的第二卷，仍按哈钦松系统(1926年)编排，收栽由野牡丹科至荨麻科(其中桑科移入

本志第三卷)，共38科338属1 401种19亚种125变种11变型，共有图版358幅，含861种，占全卷收栽

种数55．3％的种类有形态特征对比图或全貌图，以供识别和利用。

二、由于出版经费迟迟未能解决，本卷待出版时间长达8年之久，在此期间，国内外有若干相关论著

发表，对一些种类作了修订。为了让本卷能尽快面世，发挥它在社会生产建设和科研、教学中的作用，我们

未按新的文献对那些种类作订正，而是保留作者在成稿时的观点。

三、参加本卷编著的除广西植物研究所分类室的同志外，还有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华南植物研究

所、昆明植物研究所、中山大学生物系、华南农业大学农业生物系、广西中医药研究所、广西师范大学生物

系、桂林医学院、广西林业勘测设计院、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广西天然药物研究中心、广西药品检验所、广

西药用植物园等单位的部分同志，还有陈介和张永田两位研究员分别审阅了蝶形花科、大戟科和壳斗科的

原稿，我们谨向以上各单位的领导和参加本卷编著的专家们的热诚协助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梁畴芬研

究员在本志编著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指导性意见，并对分类室的中青年科技人员给予了热情指导，但

为尊重其本人意见，不列名于编著者名单中，我们深为钦佩并衷心感谢!广西植物研究所分类室的于息息、

欧璇、黄德爱、覃民府、徐大立等同志为本卷誊清稿件，标本馆的梁惠芳、钟树华、覃祖红、韦毅刚、唐赛春等

同志为本卷的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我们也表示深切的谢意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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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牡 丹 科 1

1 20．野牡丹科 MELASTOMATACEAE’

草本、灌木或小乔木。单叶对生或轮生，全缘或具锯齿，基出脉3～5(7)条，稀9条，极少为羽状脉；无

托叶。花两性，辐射对称，常为4～5数，分离，呈聚伞花序、伞形花序、伞房花序，或由上述花序组成圆锥花

序，少数为蝎尾状聚伞花序，稀单生、簇生成穗状花序；通常花冠为粉红色；雄蕊比花被数多1倍或同数，同

型或异型；花药单孔裂，稀双孔裂，极少纵裂，基部具小瘤或各式附属体，或无，药隔常膨大，下延成长柄或

短距，或各式形状；子房下位或半下位，稀上位，子房室与花被同数或1室。蒴果，稀浆果；种子细小。 本

科约有240属3 000(4 000)种，分布于热带及亚热带；我国有25属160种25变种；广西有17属63种7变

种。 本科植物常供药用；有的果可食；多数沩林下或林内小灌木或草本，也有生于灌丛或草丛中，有的为

酸性土指示植物。

分属检索表

1．叶具基出脉，侧脉极多，互相平行，与基出脉垂直，子房(2)4～5(6)室，胚珠多数，种子小，长约1mm，多数。

2．种子马蹄形(或称半圈形)，弯曲；花萼及果无明显的棱。

3．雄蕊同型，等长，药隔微下延成短距⋯⋯⋯⋯⋯⋯⋯⋯⋯⋯⋯⋯⋯⋯⋯⋯⋯⋯⋯⋯⋯1．金锦香属Osbeckia Linn．

3．雄蕊异型，不等长，其中长者药隔伸长，花丝着生于药隔下部⋯⋯⋯⋯⋯⋯⋯⋯⋯⋯2．野牡丹属MeIastoma Linn．

2．种子不弯曲，呈长圆形、倒卵形、楔形或倒三角形；花萼及果常有棱，若无棱则为浆果。

4．蒴果，开裂，通常具毛被或其他被覆物。

5．子房顶端无膜质冠，但具小突起或小齿；宿存萼通常较果长，上部缢缩呈瓶形。

6．雄蕊8枚；叶背面及花萼无黄色腺点。

7．雄蕊同型，等长。

8．花无梗，排列成细长的穗状花序；花萼钟形⋯⋯⋯⋯⋯⋯⋯⋯⋯⋯3：长穗花属Styrophyton S．Y．Hu

8．花具梗，排列成圆锥状复聚伞花序；花萼狭漏斗形或漏斗状钟形⋯⋯⋯⋯4．异形木属AIIomorph；a B1．

7．雄蕊异型。不等长，其中长者的花药比短者多1倍。

9．花药基部无小瘤或刚毛。

10．短雄蕊的花药药隔通常膨大，基部下延成短距；花萼长狭漏斗形，被星状毛或秕糠状星状毛；大圆锥

状复伞房花序⋯⋯⋯⋯⋯⋯⋯⋯⋯⋯⋯⋯⋯⋯⋯⋯⋯⋯⋯⋯⋯⋯⋯⋯5．尖子木属Oxyspora DC．

10．短雄蕊的花药药隔不膨大，有时基部略隆起成极小的短距；花萼钟形，通常被腺毛I伞房花序或具

1～2分枝的复伞房花序⋯⋯⋯⋯⋯⋯⋯⋯⋯⋯⋯⋯⋯⋯⋯⋯⋯6．偏瓣花属PIagiopetaIum Rehd．

9．花药基部具刚毛⋯⋯⋯⋯⋯⋯⋯⋯⋯⋯⋯⋯⋯⋯⋯⋯⋯⋯⋯⋯⋯⋯⋯7．毛药花属Barthea Hook．f．

6．雄蕊4枚；叶背面及花萼通常被黄色透明腺点⋯⋯⋯⋯⋯⋯⋯⋯⋯⋯⋯⋯⋯⋯8．柏拉木属BIastus Lour．

5．子房顶端具膜质冠，冠缘通常具毛；宿存萼与果等长或反冠伸出宿存萼，上部不缢缩。

11．聚伞花序、圆锥状复聚伞花序或伞形花序。

12．雄蕊4长4短；花药通常不同型。

13．长雄蕊的花药基部具小瘤，药隔通常膨大，下延成短柄，稀柄不明显⋯⋯9．野海棠属Bredia Blume．

13．长雄蕊的花药基部无小瘤，药隔不膨大，基部无柄或微隆起呈不明显的短距。

14．长雄蕊的花药长约7mm，基部不叉开，与花丝直接连接⋯⋯⋯10．无距花属sta pfiophyton H．L．“

‘14．长雄蕊的花药长12mm以上，基部通常叉开，花丝背着⋯⋯⋯⋯11．异药花属Fordiophyton Stapf

12．雄蕊等长或近等长；花药同型。

15．花药较长，长4．5mm以上，稀长2．5mm，披针形，花丝背着⋯⋯⋯12．锦香草属Ph yIIagathis Blume．

15．花药短，长约1mm或略长，倒卵形，基部与花丝直接连接⋯⋯⋯⋯13．肉穗草属Sarcopyramis wall．

*编著者陈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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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牡 丹 科 3

auct．non Linn：Hook．in Curtis，s Bot．Mag．69：t．4026．1843．——o．c一，2i￡口auct．non Benth．ex C．

B．Clarke：中国高等植物图鉴2：1001．1972．p．p．

本种与假朝天罐(o．c一行i￡口Benth．ex C．B．Clarke)的区别还有萼管除具多轮刺毛状的星状毛外，

尚有柔毛及腺点，有的植株在萼管及叶背面的柔毛和腺点虽已脱落，但仍可留小点状的痕迹。 产于

桂西北、桂北及桂东北；生于海拔250～800m或更低的草坡、山谷、水边、路旁、疏林下或灌丛中阳光

充足的地方。分布于我国贵州、广东、湖南、江西、福建、台湾，越南至泰国亦有分布。 用途与假朝

天罐同。

4．蚂蚁花(广西植物)大叶金锦香(广西植物名录)

Osbeckia nepalensis Hook．f．Exot．F1．1：t．31．1823；云南植物志2：86，图版23：12～14．1979．

本种的花由聚伞花序组成圆锥花序，萼管长8～10mm，篦状刺毛突起无柄。 仅产于凌云；生于海拔

550～1 400m的草坡、灌丛中，路边、田埂、地埂上亦见，有时疏林缘、溪边湿润而阳光充足的地方也有。分

布于我国云南和西藏，喜马拉雅山东部至泰国也有。

2．野牡丹属MeIastoma LInn．

本属的主要特征在雄蕊的形状。灌木，茎通常被毛或鳞状糙伏毛。花单生或组成圆锥花序；雄蕊5长

5短，长者花药基部无瘤，药隔基部伸长呈柄，末端2裂，短者花药基部前方具一对小瘤，药隔不伸长。在不

见花、果的情况下，植株的毛被、叶形是重要的区别特征。 本属约有loo种，分布于亚洲南部至大洋洲北

部及太平洋诸岛；我国有9种1变种；广西有7种。

分种检索表

1．植株矮小，茎匍匐上升，常逐节生根，高lo～60cm，小枝披散；叶长4cm，宽2cm以下。

2．叶通常仅边缘被糙伏毛，有时腹面于基出脉行间具1～2行疏糙伏毛l小枝被疏糙伏毛；花瓣长1．2～2cm；花萼被糙伏

毛；植株高10～30cm ⋯⋯⋯⋯⋯⋯⋯⋯⋯⋯⋯⋯⋯⋯⋯⋯⋯⋯⋯⋯⋯⋯⋯⋯⋯⋯1．地蓉M．dodeca九drum Lour．

2．叶及小枝密被糙伏毛，花瓣长2～2．5cm；花萼密被略扁的糙伏毛；植株高(20)30～60cm ⋯⋯⋯⋯⋯⋯⋯⋯⋯⋯⋯

⋯⋯⋯⋯⋯⋯⋯⋯⋯⋯⋯⋯⋯⋯⋯⋯⋯⋯⋯⋯⋯⋯⋯⋯⋯⋯⋯⋯⋯⋯⋯⋯⋯⋯2．细叶野牡丹M．intermedjum Dunn

1．植株茎直立，高o．5～3(7)m，小枝斜上；叶长4～15(22)cm，宽1．4～5(13．5>cm。

3．茎上毛被的毛长5mm以下；花小，花瓣长2～2．5cm；果直径1cm以下，个别超过1cm(如大野牡丹M．imbricatum

WaU．ex C．B．Clarke)

4．叶小，通常长不超过11cm，宽6cm，披针形至广卵形；叶柄长通常不超过1．5cm。

5．茎密被平展的长粗毛及短柔毛⋯⋯⋯⋯⋯⋯⋯⋯⋯⋯⋯⋯⋯⋯⋯⋯⋯⋯⋯3．展毛野牡丹M．normaIe D．Don

5．茎密被紧贴的鳞片状糙伏毛。

6．叶披针形、卵状披针形或近椭圆形，腹面被糙伏毛，基出脉5条；萼片广披针形⋯⋯⋯⋯⋯⋯⋯⋯⋯⋯⋯⋯⋯

⋯⋯⋯⋯⋯⋯⋯⋯⋯⋯⋯⋯⋯⋯⋯⋯⋯⋯⋯⋯⋯⋯⋯⋯⋯⋯⋯⋯⋯⋯⋯⋯⋯4．多花野牡丹M．affIne D．Don

6．叶卵形或广卵形，腹面密被糙伏毛及短柔毛，基出脉7条；萼片卵形或略宽⋯⋯⋯⋯⋯⋯⋯⋯⋯⋯⋯⋯⋯⋯

⋯⋯⋯⋯⋯⋯⋯⋯⋯⋯⋯⋯⋯⋯⋯⋯⋯⋯⋯⋯⋯⋯⋯⋯⋯⋯⋯⋯⋯⋯⋯⋯⋯5．野牡丹M．candidum D．Don

4．叶大，长8～22cm，宽5．5～6．5cm或略大，广卵形或广椭圆形；叶柄长1．8～6．5cm或略长⋯⋯⋯⋯⋯⋯⋯⋯⋯⋯⋯

⋯⋯⋯⋯⋯⋯⋯⋯⋯⋯⋯⋯⋯⋯⋯⋯⋯⋯⋯⋯⋯⋯⋯⋯⋯⋯⋯6．大野牡丹M．imbricatum Wall．ex C．B．Clarke

3．茎上毛被的毛通常较长，长8mm以上，平展，基部常膨大；花大，花瓣长3～5cm；果直径1．2cm以上⋯⋯⋯⋯⋯⋯

⋯⋯⋯⋯⋯⋯⋯⋯⋯⋯⋯⋯⋯⋯⋯⋯⋯⋯⋯⋯⋯⋯⋯⋯⋯⋯⋯⋯⋯⋯⋯⋯7．毛苍M．sanguineum Sims

1．地蕊(广州植物志)铺地锦(岭南采药录) 地枇杷(广西植物名录) 地粘

MeIastoma dodecandrum Lour．F1．Cochinch．274．1790，ed．Willd．336．1793； 广州植物志

221，图103．1956．——^彳．卯户P以s Desr．in Lam．Encycl．4：54．1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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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1 1～3．朝天罐Osbeckia opipara C．Y．wu et C．

4．细叶野牡丹MeIastoma⋯ermedium Dunn植株上部。

6．花放大。 (李锡畴绘)

Chen 1．植株上部；2．花蕾放大；3．叶背一部分放大示毛被。

5～6．大野牡丹M．imbricatum Wall．ex C．B．Clarke 5．叶；





6 广西植物志

MeIastoma sanguineum Sims in Curtis，s Bot．Mag． 48：t． 2241． 1821；海南植物志2：27．

1965．——-M．∥PfP7形；d“，挖Roxb．F1．Ind．Carey ed．2：406．1824；Merr．in Lingnan Sci．Journ．5：

138． 1927．

本种植株可高达3m，小枝、叶柄、花序、花梗及花萼均被平展的暗红色长粗毛，毛基部膨大；叶卵状披

针形至披针形，易与大野牡丹(M．im6一f口z“优Wall．ex C．B．Clarke)相区别；而花大、花瓣长3～5cm，又

可以与其他种类相区别。 产于武鸣、苍梧一线以南；生于海拔400m以下的坡脚、草地、沟边土壤湿润的

灌草丛中。分布于我国广东，从印度至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亦有分布。 根、叶可供药用，根有止血收敛、

消食止泻的功效，治妇女血崩、水泻便血、月经过多等症；叶有拔毒生肌、止血、止痛的功效，用于外敷，治刀

伤跌打、接骨、疮子、毛虫肿毒等；皮含鞣质；本种花大，艳丽，可做花卉。

3．长穗花属 Styrophyton S．Y．Hu

本属最大的特征在于花序、花萼及雄蕊。灌木。叶全缘。穗状花序顶生，细长轴，无苞片；花小，4数，无

花梗，花萼钟形，雄蕊近等长，同型，花药顶端平截，基部无瘤，药隔微膨大，不下延。 为我国特有属，仅有

1种，分布于广西及云南。 ·

长穗花(云南植物志) 图版2：1～5

Styrophyton caudatum(Diels)S．Y．Hu in Journ．Arn．Arb．33：176．1952；云南植物志2：96，图

版25：7～12．1979．——A卵P一咒fZPi5z“s f口“d以f“5 Diels in Bot．Jahrb．65：101．1932．——AZZo优D，．痧矗i口

f口“如f口H．L．Li in Journ．Arn．Arb．25：11．1944．

本种小枝密被锈色长柔毛；叶全缘，具密锈色缘毛，成熟叶腹面由于毛被常脱落而粗糙，仅于下凹的基

出脉中显示毛被，背面密被长柔毛。穗状花序长13～20(26)cm，粗不到1cm；花1朵或3～5朵簇生其上，

花萼长2～2．5mm，裂片极小；雄蕊花药与花丝等长，长约3mm。 产于靖西、那坡；生于海拔200～400m

的山坡、山谷密林中阴湿的地方或沟边湿润的灌丛中；云南亦有。 根入药，用于治子宫脱垂、脱肛。 J．

F．Maxwell(1982)主张并人尖子木属(O删印om DC．)，看来不太恰当，因为尖子木属花序为圆锥花序，雄

蕊4长4短，药隔基部伸长成短距，区别较大。

4．异形木属AlIomorphia BI．

本属的主要特征在于花序、雄蕊及花萼。灌木或多年生草本，有时基部具狭翅。有的种类叶通常为坚

纸质，腹面干时光洁，与众不同。花序虽为圆锥花序，但不呈圆锥状，而呈穗状或圆柱状；雄蕊的花药同型，

钻形或长圆状线形，基部无瘤，药隔基部微膨大，不成距。 本属约有20种，主要分布于印度至马来半岛、

印度尼西亚等地；我国有5种1变种；广西有3种。

分种检索表

1．叶背面被锈色糠秕；幼枝被糠秕或除糠秕外还有柔毛。

2．幼枝及叶柄被糠秕及柔毛；叶背于基出脉及侧脉上通常具瘤状横纹；花瓣广倒卵形，上部偏斜，长约3mm⋯⋯⋯⋯

⋯⋯⋯⋯⋯⋯⋯⋯⋯⋯⋯⋯⋯⋯⋯⋯⋯⋯⋯⋯⋯⋯⋯⋯⋯⋯⋯⋯⋯⋯⋯⋯⋯⋯⋯1．尾叶异形木A．urophy||a Diels

2．幼枝及叶柄仅被糠秕；叶背于基出脉及侧脉上仅被糠秕；花瓣广卵形或卵形，长约2mm⋯⋯⋯⋯⋯⋯⋯⋯⋯⋯⋯⋯

⋯⋯⋯⋯⋯⋯⋯⋯⋯⋯⋯⋯⋯⋯⋯⋯⋯⋯⋯⋯⋯⋯⋯⋯⋯⋯⋯⋯⋯⋯⋯⋯⋯⋯⋯⋯⋯2．异形木A．baIansae Cogn．

1．叶背面脉上被绒毛状刺毛，其余还杂有小腺点；幼枝密被平展的锈色绒毛状短刺毛，毛基部略膨大，数枚一排，脱落后成

瘤状横纹⋯⋯⋯⋯⋯⋯⋯⋯⋯⋯⋯⋯⋯⋯⋯⋯⋯⋯⋯⋯⋯⋯⋯⋯⋯3．越南异形木A．bavjensis Guillaum．



图版2 1～5．长穗花Styrophyton caudatum(Diels)S．

6～9．异形木A¨omorphia balansae Cogn．6．植株上部；

esauirolii(L6vl-)Rehd．果枝。 (吴锡麟绘)

Y．Hu 1．植株上部；2．花放大；3～4．花瓣放大；5．果放大。

7．花放大f 8．雄蕊放大；9．果放大。 10．偏瓣花PIagiopeta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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