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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樟科植物一些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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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樟科植物志 1∀  年第一次印刷
, ∀  Ρ年第二次印刷∃ 已出版多年

,

在其问
一

世

以后国内外对我国樟科植物已发表了不少新分类群和新分布
,

同时对一些分类群的名称

亦作了 一些更动
,

因此为了使中国樟科植物志赶上时代 前进的步伐
,

有待 日后组织全国

各方而力量进行全面修订
。

现在只就已出版的中国樟科植物志本身所涉及的一些种类在

学名的采用
、

新异名以及相近种的增补上根据有关资料及个人的体会作些说明或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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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一致
,

因而根据优先权的原则采用后一学名为正名
。

本种在我国除分布于云南南部外
,

亦新分

布于贵州 1三都
、

罗甸
、

安龙
、

贵阳
,

生海拔Υ⊥ #一 ∀ ∀ # #米的山脚
、

山谷
,

据 《贵州植物

志》
% ς  ∃

。

印度
、

尼泊尔至越南北部也有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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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 1云南林学院 一 Ω ∀ # ∃
。

本种的特征是
%

枝及幼叶无毛
,

叶如黄心树但较为苍 白
,

下面有 ∀# 一 ∀ 对不分 明的

侧脉
,

花序被近丝状绒毛
,

尊片线状长画形
,一
两面有丝毛

,

花丝近无毛
。

本种极易与黄

心树相混
,

但枝及幼叶全然无毛可以区别
。

本种在我国云南为新记录
,

生山坡常绿阔叶

林 中
,

海拔∀ Ρ # #一 # #米
。

缅甸北部 1模式标本产地 ∃ 也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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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同一种
,

前者发表早于后者一年
,

根据优先权的原则应取用前者
,

并重新组合于鳄梨

属Ο ∋ Ε 、Ψ )
中

。

现在根据中国植物志的分属概念
,

重新放入润楠属4 )Ψ Λ− ,+ Φ
中

,

今特 作 出

上述新组合
。

本种在我国见只于云南西部
。

尼泊尔
、

印度
、

缅甸和孟加拉也有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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Ο∋( ∋, +( Ω Υ #为一果模式标本
,

虽然没有花
,

但从其具长尾尖和蜂窝状脉网 的 叶
、

增粗的果梗以及边缘波状的果托
,

无疑应是樟属的尾叶樟
,

因为琼楠属∗∋ −, Φ Ψ ΛΝ −∋Χ −) 的

花被果时脱落而无果托虽然果梗仍是增粗
。

本种在我国分布于贵州南部及云南东南部
。

越南北方 1沙巴 ∃ 为新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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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通过对横断山樟科植物的检查亦发现它见于 我 国 且

确实与山鸡椒不同 1四川 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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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种的特征是
%

落叶
,

花时无叶
,

有冬芽
,

冬芽渐尖
,

无

毛
,

叶椭圆形
,

先端锐尖
,

侧脉 0 一∀ς 对
,

叶柄长 一∀ 毫米
,

伞形花序单生或簇生
,

伞形花序总梗长 ς 一 ∀# 毫米
,

强烈反折 ! 生于温带阔叶针叶 1或杜鹃∃ 林中
,

海拔 ∀ # #

一 # #米
。

山鸡椒的特征是
%

非落叶
,

花时有老叶
,

无冬芽
,

幼叶白色有绢毛
,

叶披针

形
,

先端渐尖
,

侧脉  一∀ 对
,

叶柄长 ∀Ω 一 # 毫米
,

伞形花序多数聚生成短伞形花序
,

伞形花序总梗长 一 ς 毫米
,

直伸 , 生于亚热带及暖温带阔叶林内
,

海拔Υ# #一 ∀ # #米
。

其实二者最易识别的特征是前者芽时幼叶嫩时无毛
,

而后者芽时幼叶嫩时多 少 有 微 柔

毛
。

本种在我国见于四川
、

云 南
。

尼 泊尔
、

不丹
、

锡金
、

印度也有
。

模式标本采 自印

度喀西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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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植物命名法则第∀ ∀
Ι

Υ条的规定
,

即 “
对属级以下的任一分类单位

,

其正确

名称是同一等级中最早的可用的合法加词与其归隶的那一属或种的正确名称的组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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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泪 ∃ 一名虽然发表的时间较早
,

但它不是变型这一级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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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Γ, ∋ 0 % 应为正确的名称 而 予 以

采用
。

中国樟科植物志 ∀  Ρ年第二次印刷时已作了更正
,

特此说明
。

类似的错误出现于中国樟科植物志的有白野搞树和长尾钓糠
,

前者的学名应为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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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根据最近的 《国际植物命名法则》

的规定
,

应采用自动名 1)Κ ( + 0 Β + Φ ∃ 的有鳄梨亚族
、

月桂亚族
、

樟亚族
、

厚壳桂亚族
、

木姜子族和樟亚科
,

它们分别应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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