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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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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 Ι − 一≅ ΜΚ Γ �Γ ςΓ Ψ 0 ϑ

本属与其近亲属粉背蔗属 5# �ϑ 0 Ο Μ3− Λ 3ϑ Ο 三26 及碎米蔗属 5∃Ρ ϑΜ�− 2 − Ο ΜΓ 6 的区别
,

主

要在于本属夏绿
、

中生
,

根状茎及叶柄的鳞片大
,

长圆形或卵圆披针形
,

先端长钻状
,

边缘有锯齿或有具柄的腺体 , 叶片长圆披针形
,

或有时为卵圆形
,

长为宽的 / 一 Ζ 5Υ 6

4 �  ! ∀ 年� / 月 ! 日收到
。

写作 中得到秦仁 昌先生指导
,

特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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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
,

羽片 Α 一 �/ 对或更多
,

对生或近对生
,

无柄或近于无柄或具短柄
,

彼此远离 ∴ 叶草

质或近于草质
,

下面疏被白粉
,

略呈浅灰兰色或不具 白粉 , 抱子三角状球形
,

周壁具拟

网状纹饰
。

本属 Α 一 Τ 种
,

均产中国
,

向北分布到西伯利亚
,

向东至 日本
,

向南达喜马拉雅山

区
。

这种分布格局
,

也是与其近亲属不同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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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于云南西北部
、

四川
、

西藏 ∴ 缅甸北部
、

尼泊尔
、

锡金也有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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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云南
、

四川
、

贵州∴ 缅甸北部
、

尼泊尔
、

锡金
、

不丹也有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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ϑ 3 7 Γ Φ 1 Β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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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变种形体同原变种
,

但叶下面被薄层 白粉
,

可以区别
。

西藏
.
林芝尼西

,

路旁草地岩石上
,

海拔 Ζ �Σ Σ米
,

张永田
、

郎楷永 � �  ∀ 5模式
,

存

北京植物研究所标本室6 ∴ 类乌齐
,

刺柏林缘石缝
,

海拔Ζ  Σ Σ米
,

青 藏 队 � /  / � ∴ 拉

萨
,

山坡草地岩石上
,

张永田
、

郎楷永 �Τ ! Υ

四川
Θ

康定
、

宝兴
、

雅江
、

沪定
、

马尔康
,

生林下或岩石缝中
,

海 拔 / Ζ Σ Σ 一 Ζ Τ Σ Σ

米
。

云南
Θ

贡山
、

丽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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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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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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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Θ
‘

Ο、Γ ς 0 , ΜΦ ε 0 ϑ Ο ϑ Η 3Μ2 Γ �3
.

Ζ / Σ Σ一 Ζ Τ Σ Σ 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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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Κ Λ �ϑ ]
,

8 二Λ
.

! Ζ一 , Α ! 5% ςΛ 0 2 : 9��6

植株高/Σ 一 ΖΣ 厘米
。

根状茎短而直立
,

连同叶柄基部疏被鳞片
,

鳞片棕 色 或 淡 棕

色
,

膜质
,

卵状披针形
,

先端钻状
,

边缘有微齿
。

叶多数
,

簇生
,

柄细弱
,

长 ! 一�Σ 厘

米
,

粗约 � 毫米
,

栗红色或乌木色 ∴ 叶片长圆披针形
,

渐尖头
,

长 �Α 一 // 厘米
,

宽 Ζ 一

Τ 厘米
,

下部稍变狭
,

二回羽裂
,

基部三回羽裂 ∴ 羽片 ∀ 一功对
,

对生或近对生
,

具短

柄
,

斜展
,

相距 Ζ 一 Υ 厘米
,

以无翅叶轴远分开 ∴ 基部一对羽片缩短
,

长 / 厘米
,

三角

形 ∴ 第二
、

三
、

四对羽片长 Ζ 一 Υ 厘米
,

宽 / 厘米
,

长圆形
,

钝尖头
,

基部对称
,

一回

羽状
,

一

「侧二回羽状半裂
,

有小羽片 Υ 一 Α 对 ∴ 小羽片长圆形
,

圆钝头
,

基部对称
,

羽

轴下侧的小羽片较上侧的长
,

尤以基部下侧一片更长
,

长约 �
.

/厘米
,

宽约 Τ 毫米
,

羽

状半裂
,

裂片 / 一 Ζ 对
,

圆钝头
,

边缘波状 ∴ 羽轴上侧的小羽片长不足 � 厘米
,

边缘波

状 ∴ 叶干后薄草质
,

灰绿色
,

上面光滑
,

下面有薄层 白粉 ∴ 叶脉羽状
,

两面 均 不 甚 明

显 , 叶轴与叶柄同色
。

抱子囊群圆形
,

沿叶边疏生 ∴ 囊群盖膜质
,

淡绿色
,

狭窄
,

远离

中脉
,

全缘
。

西藏
Θ

察隅
,

生高山栋林下
,

海拔Ζ / Σ Σ一 Ζ Τ Σ Σ米
,

青藏队! Ζ一Ζ Α ! 5模式6

本种形体很近似华北薄鳞茹 57
.

)Η0 ΡΦ ΜΜ 5< Μ� Ιϑ 6≅ 2ΜΦ 1 ϑ3 Α
.

Β
.

Χ
0 6

,

但叶干后

薄草质或近膜质
,

羽片和小羽片长圆形
,

项端钝圆
,

小羽片之间以狭翅相连
,

囊群盖平

截
,
可以区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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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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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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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Η Γ 召Α ΜΓ ∃Ρ Ο Μ2 3 ΜΦ & 0 ��
.

且 �ϑ 0 Ο Μ3 − 9 3ϑ Ο Μ2

产四川
、

云南
、

Η Γ ϑ 2 矛Γ 5∃ Ρ Ο Μ2 36 ∃ Ρ ΜΦ 筑

# ϑ Γ Ι
.

= ϑ − 1 Ο
.

< Γ Φ 2 � Ζ Ζ
.

�  Σ Τ

≅ − 打只Ε
.

( Γ 3
.

� Σ Θ / Σ /
.

�  Υ �
.

甘肃

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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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Β
.

Χ
0 ϑ − Κ Ξ

.

Θ − Ν
.

∃人召艺�Γ Φ 3Ρ ϑ ￡ Ε 0 ΞΦ ΠΜ

Ε 0 Ρ Φ ΜΠ 5< Μ�Ι ϑ6 ∃ Ρ ΜΦ 1 ΜΦ

< Μ�Ι ϑ ? �
.

8 0 Ο − Λ
.

# �3Γ Φ 3
.

Ζ Α
.

� ∀ Τ !
.

≅ − Φ 1 Ε
.

( Γ 3
.

� Σ Θ / Σ /
.

�  Υ �
.

刀 �ϑ Θ 一Ο Μ3− 9 3ϑ Ο 落2

产辽宁
、

河北
、

云南西北部∴ 苏联的远东部也有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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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_

φ φ _ φ
,

φ

一
一

一
一

5变种6

, Γ Ο
.

ΞΟ Γ Φ Ι 3 ΜΜ 5? Ο Γ − ϑ Ρ
.

ϑ 3 > Γ Ν
.

6 ≅ 2ΜΦ 1 ϑ 3 Α
.

Β
.

Χ
3� ϑ − Κ Ξ

.

Φ − Ν
·

∃ 几ϑ Π�Γ ”才Ρ ϑ 2 ΞΟ Γ , ∴ Ι 3ΠΠ ? Ο Γ Φ ϑ ΠΜ ϑ 3 >Γ Ν
.

8 Ο 3 Θ Κ
.

9�
.

⊥Γ Λ
.

/ Θ / / /
.

王∀ ! ! ∴ Τ / Σ
.

� ∀ !  
.

—
刀 �ϑ − Ο Μ3− 93ϑ Ο 乞2 人0几Φ ΜΜ 5< Μ�Ι ϑ6 ∃Ρ ΜΦ 只 Ν Γ Ο

.

Ξ Ο Γ Φ Ι 3ΜΜ5? Ο Γ − ϑΡ
.

ϑ 3 > Γ Ν
.

6

% Γ 1 Γ ⎯ Γ ΜΦ # ϑ 3Γ 9Ρς 3 − 3Γ ]
.

ϑ 3 = ϑ − Ξ− 3
.

� Υ
.

/  �
.

�  Α /
.

产黑龙江
、

河北
、

陕西 ∴ 日本 ∴ 朝鲜也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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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优 ,”夕 & − 3Γ Φ 奋ϑ Γ � )Φ 2 3￡30 3ϑ ,

月 ϑ ΓΙ ϑ 从王Γ 2玄, Θ乞ϑ Γ 6

>+<<# Δ∗

% Ρ− Φ ϑ ⎯ 1 ϑ Φ 0 2 7 口93 − �ϑ 9ΜΙ 了0 从 �Α Γ 2 ϑ 1 Ο ϑ 1 Γ 3ϑ Π− Ο Κ − Π 3Ρ ϑ ϑ�Γ 2 2Μϑ Γ � Ξ 0 3 Κ 0 ϑ ��

Φ ϑ 1 �ϑ ϑ 3ϑ Ι 1 ϑ Φ 0 2 # �ϑ 0 Ο Μ3− 93ϑ Ο ΜΘ ? ϑ ϑ ,

ΠΟ − Κ ⎯ Ρ Μϑ Ρ 3Ρ ϑ 1 ϑ Φ 0 2 �Α Ι Μ2 3ΜΦ 1 0 Μ2Ρϑ Ι Ξ ς

亡Ρ ϑ Ρ ϑ Ο ΞΓ ϑ Η − 0 2 20 Κ Κ ϑ Ο一1 Ο ϑ ϑΦ �ϑ Γ Ν ϑ2 − Φ �了 2Λ Γ Ο ϑ ϑ �6
·

ΠΓ Ο ΜΦ − 2ϑ − Ο Ψ 0 Μ3ϑ 丑Γ Ε ϑ Ι

、飞Φ Ι ϑ Ο Φ ϑ Γ 3Ρ
,

Ξς Ξ Ο − Γ Ι
, − Ξ�− Φ 1 一 �Γ Φ ϑ ϑ − �Γ 3ϑ

,

�Μ1 Ρ 3一 ϑ − �− Ο ϑ Ι 3Ρ ΜΦ 2ϑ Γ �ϑ 2 − Φ 3Ρ ϑ Ο Ρ ΜΩ − Κ ϑ

⎯ Μ3Ρ Ι ϑ Φ 3Μϑ 0 �Γ 3ϑ − Ο 1 �Γ Φ Ι 0 �Γ Ο 一ϑ Μ�ΜΓ 亡ϑ Κ Γ Ο 1 ΜΦ Γ Φ Ι �− Φ 1 Μ一2 Θ ΩΞ仪�Γ 士ϑ Γ Λ Μϑ ϑ 2 ,

Ξς ϑ − Φ 亡Μ_

Φ 0 − 0 2 ΜΦ Ι 0 2Μ0 Κ ⎯ Μ3Ρ ϑ Φ 3ΜΟ ϑ Κ Γ Ο 1 ΜΦ Γ − Ι Ξς 3Ο Μ�ϑ 3 1 �− Ξ − 2 ϑ一3 Ο ΜΓ Φ 1 0 �Γ Ο 2 Λ − , 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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