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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牛毛藓属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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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目科学院 昆明植 物研究 所， 昆 明650204) 

摘垂 率文对牛毛藓羼 (Dilrichum Hamp．)的几次调动及模式种的变更情况作了较详细的 

报道，并在系统研究 了昆明植物所及云南大学生物系历年从 云南各地所采标本后， 发现 云南 

现有谈属植物 7种，其 中 3种：D．brevidens Nog．，D．darjeeHngense Ren．et Card． 

和0。tartuloldes Grout为云南新分布种。 

美薯词 牛毛藓届，分类 

TAX0N0MY OF DITRICHUM FROM YUNNAN 

Zeng Shuy ing 

(Kunming Institute o{ Botany Academia Sinica，Kunming 650204) 

Abstract V． I ．13rotherus had studied the bryoflora of Yunnan， Siehuan． 

Guizhou．Hunan and published in “Symbolae Sinieae IV (1929) in which only 

two species．Ditriehum Jlex{eoule (Schwaegr．)Hamp．and D ．mlerocarpus Broth． 

ale distributed ftom Yunnan．Recently，Cao Tong has examined the type speei～ 

l~cn s of D．mlcrocarpum and treated as a synonym of D． pusiHum(Hedw．)Hamp． 

In "Checklist of the Mosses of Y"dnnan PrD~ince，China (P． C．W u and P．L． 

Rcdferan ed．1984)there ar0 3 species and l variety ace listed．Now the author 

bas studied oR the genus from different Ioealities of -fuRRan，in whieh 7 species 

arc discus sed． 0 of them：D．brevidens Nog．，D．dorjeelin~ense Ren．et Card． 

and D ．tortuloides Grout arc new to Y unnag． 

Key words DiirichumI Classification 

早在1788年就由Timms以Ditrichum pusil／um Timm．为模式首先建立了该属，记 

载于 “Prodromus Flora Megapolitanae”中。1792年Hedwig，J．将其并)X,D,'dymodon 

中，直至1801年发表 “Species Muscorum Frondosorum”时他仍采用1702年意见。1867 

年~{Hampe，E．研究后又恢复了 Dilrichum 这个属名， 但当时他认为 Didymo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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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sillum是Leptoirichum toriile的异名，而是把 Didymodon homom~llus Hedw· 

放回到Diirichun中作为模式 种 (Ditrichum homomellum (Hedw．) Hamp．]。近年 

有的苔藓学家又把D．homomellum (Hedw．)Hamp．：作为D．heteromallum(Hedw．) 

Britt．的异名，因而将牛毛藓属的模式种改为后者， 并在第十三届国际植物学会所修订 

的 “国际植物命名法规”中得到承认。 

Brol “c，V．F．(1901，1924)根据孢蒴形状和蒴齿特征将牛毛藓属 (Di!richlt!tl 

Hamp．)划分为两个亚属，但一些苔藓学家，如D x0n，H．N．(191 4)， ]3ryan，V． 

S．(1958)~lSeppll，R．D．(1982)认为孢蒴形状期蒴齿特征没有必然联系， 亚属的 

分类等级难于保存。近年来，许多苔藓工作者也不再使用亚属分类等级 

对云南苔藓植物的研究工作始于1 882年，但在以往文献中，对云南牛毛藓属植物报 

遭甚少，如在“Symbolae Sinicae”中仅报道了两 种，即D．ftexicaule(Schwaegr．) 

Hamp．和D．microcarpum Broth．，而后者， 经曹同先生审阅模式标本后已将其作 为 

D．pusiHum (Hadw．)Halrlp．的异名j在 P．C．Wu和 P． L．Redfearn编著的 

“Check L of the Mosses of Yunnan Provinee，China”中记有 3种和 1变种。笔者在 

编写 “云南苔藓志 牛毛藓科的过程中，鉴定了云南大学生物系及昆明植物所历年从云 

南各地所采该科标本，而牛毛藓属又是该科中较大的属，此次发现云 有该 属 植 物 7 

种，其中3种 (D．brevidens Nog．，D．dⅡ订B口， ng口 。Ren．et Card．1nD．1oriu— 

loidF Grout)为云南新分布种。 

牛毛藓属 Ditrichum Hamp． 

植物体小，密或疏丛生，黄绿色，稀暗绿色。茎单一，稀分枝，多数茎长 l cm 以 

下。叶多列，呈卵状披针形或细长披针形，常有毛尖，边平直或纵卷，几乎全缘，仅在 

尖端具少量齿’中肋宽雨粗，长迭叶尖或突出，背面光滑或具疣，叶上部细胞卵凰形或 

长方形，有时狭长方形，基部细胞为长方形，角细胞分化不明显，具薄壁或厚壁。雌雄 

异株或同株异苞。雌器苞项生，苞叶较长大，具鞘状基部。蒴柄细长，直立，平滑 孢 

蒴直立或先端下倾，多数为长圆状圊柱形，辐射对称或两侧对称，平滑或干时皱缩J蒴 

盖长圆锥形或圆锥形，一般顶端圆钝}环带宽大，由1—2列细胞组成，成熟后自行卷落|蒴 

齿多具短的基膜，齿片16，几乎完全纵裂为二，有时部份连生，淡红褐色，常具密疣， 

直 立，有时常旋扭|孢子多平滑 

本属全世界约8O种，主要分布于温带地区，中国有1 0余种，云南有7种。 

分 种 检 索 袭 

1．叶为卵置状拄针形或长圆状拄针形，叶生长，线状⋯ 一 ⋯⋯ ⋯ ⋯⋯⋯-．⋯．⋯ ⋯ ．⋯⋯⋯⋯⋯⋯⋯⋯⋯⋯⋯⋯ 2 

1．叶为拉针形，先 端渐尖⋯⋯⋯⋯⋯⋯⋯⋯ ⋯⋯一一 ⋯ ⋯⋯⋯⋯⋯ ⋯一 ⋯⋯ ⋯⋯．⋯⋯⋯⋯⋯---⋯．⋯⋯一．⋯ 4 

2．中曲蓟顶，不突出J鞠齿短⋯-⋯“⋯ ⋯⋯⋯⋯⋯⋯⋯ --”⋯⋯⋯⋯ ⋯ 一⋯⋯⋯⋯1．短齿牛毛藓 D．brevldens 

2．中肋突出成长芒杜f端齿长线形⋯ ⋯⋯⋯⋯⋯⋯⋯⋯⋯ ⋯⋯ ⋯⋯⋯⋯⋯ ⋯--”⋯⋯⋯⋯ ⋯⋯⋯⋯“⋯··3 

3．叶摹部细胞戳长方形到绒形，叶 ll‘k都细胞与基吾5细胞同形，但较短；一 肋畀线不 楚；蒴齿l且节瘤 ⋯ ⋯⋯ · 

⋯⋯-．-⋯⋯⋯⋯⋯⋯⋯⋯ ⋯ ⋯⋯ ⋯ ⋯·⋯⋯⋯ ⋯ 一 “ ⋯ 一⋯·⋯ ⋯⋯4．牛毛藓 D．hoteroma1]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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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lj毡部 }IlJ胞 订形或 k圆状 ^边形， J以边缘 的细胞 我 长，中肋 界搓 清楚，蒴 齿不 具节榴 ⋯ ．．⋯ ⋯．⋯ ．一⋯ ． - 

⋯ ⋯⋯一 ⋯ ⋯⋯⋯⋯⋯⋯⋯ 一 ·⋯·⋯·⋯--⋯⋯⋯⋯一5．黄牛毛藓 D．pallidum 

{ 植物体 杖太， 一一 3 cmI口}为状 长披针 形I畸 基部细胞 圆 ，驶长 方 形或长方 ，壁 较厚⋯ ⋯⋯⋯ 一．⋯ ”⋯ 

一 一 ⋯· ⋯⋯⋯ ⋯⋯ ⋯⋯⋯⋯⋯一 ⋯⋯· ⋯--⋯--”” 3．细牛毛藓 D．flexicaule 

4．植物体 垃小， 捣D 5-- 1 cmI矸为宽 披针 形 ·升 基郁 细胞 比较短， 方j}}或 长方 j【；，璧较薄 --⋯ ⋯ ⋯⋯．． 一⋯． 5 

5 叶先端辐扭．中肋界线不辅芷 · · ·-· ⋯ ⋯⋯ · 一 +·⋯⋯⋯⋯ 7．搬扭叶牛毛藓 D．toctuloides 

5．口i先端 不旋扭 ， 中肪羿 线浦楚 一 ⋯⋯ ⋯ 一． ． ⋯ ⋯ 一一 ⋯ ．．一 ⋯⋯ ⋯⋯ ．．．．． ⋯ ．B 

6 砰 约2 3 mm，基部宽 而把 茎，基 部细胞 报小， 方形 或长方 jj=；，不 整齐， 常惺有 一些较 氆{立的 细胞， 巾部 和 

上部细胞啦长方形或缦形 一 ⋯--⋯⋯· ⋯⋯⋯一 一⋯一⋯⋯·⋯ ⋯2．印度牛毛藓 D．d jeellngonse 

6．叶较 小， {乏约 j．3 mJ]1， 叶紧咕 子茎， 叶埘脆 较走， 基率 删五；， 妊 托三或方形 ，肌 基部 向叶 生遥渐 变小 ．⋯ ．⋯⋯ 

⋯  ⋯  一  ⋯  - - ⋯ ⋯ ⋯ 一 ⋯  
· ⋯ ⋯ ⋯ ⋯ ⋯ ⋯ ⋯ ⋯ ⋯ ·

6．细叶牛毛藓 D．pt~illum 

短齿牛毛藓 图 1：1一“ 

Ditrichum brevidens Nog．， Journ．jap． ]3o1．20：255． 1944． 

植物体密集丛生，黄绿色，无光泽。一般茎长为1～3 cm，单一，稀分枝，茎上 

具多而略疏橙的叶，下部的叶较细小，上部的叶较长大。叶干时贴茎，潮湿时 直 立 开 

展。叶基部卵圆形或阔卵圆形，先端为线状披针形或钻状渐尖， 呈纵槽状凹， 叶 边 内 

卷，顶端具细圆齿’中肋长，近于到顶，界线不明显}叶中部细胞狭长方形，壁薄，基 

部中间的细胞长方形，壁厚，基部近边的细胞短长方形或方形，壁增厚。雌雄异株。内 

雌苞叶具高鞘，先端迅速伸长为钻状尖，边内卷。蒴柄1．2—1．5 C|II长，直立或扭曲， 

平滑，红褐色，上部黄褐色。孢蒴圆柱状，先端略下倾，不对称，环带宽大，由2列细 

胞组成一蒴盖圆锥状，具斜喙一蒴齿短，二裂至基部，褐色，具密疣；孢子球形或近球 

形，近平滑。 

云南分布：宾川县，鸡足 山，崔明昆870c一碧江县，高黎贡山，下片马至听命湖途 

中，臧穆5702~贡山县，高黎贡山西坡，汪楣芝9579 c。多生于海 拔900--3150In的林 

中土地，路边岩面，山坡土壁以及高山草地上。 

其他分布；四J1j和台湾。 

设种与Ditrichum het~romallum (1tcdw．)Bril1．相似，但叶较短，叶基部细胞较 

短宽，蒴盖具斜喙，蒴齿短可以区别。 

本种为云南新分布。 

印度牛毛藓 (新拟名) 图 1：1 2—18 

Ditr]chum darjeelingen se Rel1． et Card llu11．Soc．Roy．Belg． 41：51． 

1 905——F如s d cf。r F，f 。" (Ren．t’￡Card．)Syndow， Bot．Jahre'~bcr． 55： 

61． 1 9 06． 

植物体纤细，密集丛生，黄绿色。茎长约 1 C1]1，单一。叶干时紧贴于茎， 潮湿时 

直立开展，披针形，基部宽而抱茎，先端逐渐变狭，叶边平滑，基部略内卷，尖部具细 

齿；中肋淡揭色，到顶，占据叶尖的绝大部份，叶尖和叶中部细胞狭长方形或线形，壁 

薄，叶基部细胞较短，方形，长方形，不整齐，常混有一些较狭长的细胞，壁薄。孢子 

体未见。 

云南分布：丽江县，玉龙山脚，黎兴江850068~贡山县，独龙江，臧穆1637 a，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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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1 1--11．短曲牛毛藓 Difrichum breuidens Nog．，1．其孢蒴的植物体 (x 3)I 2．植物仲的一都份 

(×t3)I 3— 8叶 (×30)I 9-叶中捧细胞 (×300)I l 0．叶基部细胞 (×300)I l1．-剜齿聂环带 

(×300)I 12—18．印度牛毛藓 D．如rje~lingense Rea． 

(x 7)I 14— 16．叶 (x 30)1 l7．叶 基部细胞 (×300) 

et Card．I 12．植物件(x 3)I I 3．植物体的一部份 

}l 8叶中部细胞 (×300) (啦太成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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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汪楣芝l1 775 c。 

多生于海拔1500--2850111 0"J山坡及路边岩商薄土 

其他分布：印度。 

乖种为我国新分布。 

细毛牛藓 图 2：1⋯ 5 

Ditrichu rn fl exi caul e (Schw~L~ ．j I{alIiP．， ¨ 【 L 50：1 82． 1867 ⋯ L‘ M 』( 一 

fj fic．~icaltle ScI1wⅢ r．，Spcc．Muse．SuppI．1(1)：lI 3．18Il⋯ 一 7。：。 f。一 

Ⅲ⋯1『 flexic~uf0 (Sch xvacgc．)I；． S． t r．，Bryo1．Eur．， 2 ：129．i 8 3—— 

Aeplolrich川f!／lexicaulc (schw|{I ．)1[alup．， L nⅡacH， 20：7 4． 18 47一 一 

Dl【 u 0phvlf 2” 1 fIexicallle (Schw lc r．)Lindl,．．Ocfv．K．Vet．Ak． 1 ocrh． 

19：605．1863—— ／． f。 2c／l“ 1】infuscal“，”Stir L．Ana．Scott． at．}【i 1．12： 

112． 1903． 

云南分布：碧江县，高黎贡山，臧穆5697，5758 3丽江县，玉龙山，徐文宣0424j 

同地，黎兴江85246j贡山县，独龙江，丙中洛、高黎贡山等地，臧穆200， 同地，汪楣 

芝8046~中旬县，小中旬，黎兴江81—999。多生 于 海拔1 50O一420Oill的林下土地，树 

干，路边岩画，石隙中。 

其他分布：我国陕西、新疆、四JIl，台湾以及东部各省；泥泊尔、印度、 日本，苏 

联 (西伯利亚、高加索)、中亚、欧洲、北美和非洲： 

牛毛藓 图 2 ：6～l6 

Dit richum heteromallum (IIcdw．)l~ril【．，^．Alu(：J．F Jora， 15：64．1913——一 

cfssi~i hcicro；~aHo l[edw．． Spcc． ⅥtJSC．：71． 1 801—— Didymodon 0̂ 0 0，il,s 

Itcdw．， Sp．Mu c．：105．1 80l一 一 Gri,~ttlia hclc~‘。，∞ ，抽 (IIcdw．)W cb．ct M()hr．， 

Ind． Mus．1 1．Crypt．， 2． 1 803—— 7 jⅢ，7j 。̂7 。 u? (H e dw．)Sf11．． ． }j 1̈．． 

3 ：1194．18 04—— ．口I y 。d。7  ̂ 口rD，H。 (}{cdw．) Hook．(、【．Tay]．， Mttfc． 

}{r'I．：68．181 8——-7 7 ĉ0s 0j̈“”f 0̂1ff0 7 0 7，2 “ (I][cdw．)B．S．G．， Bryo1．Eur．， 

2：1 30．1843——上)计7 2ĉ 0̂，7I。， 口 ?“Ⅲ (I]ed~,v．)Hamp．，Flora，50：182．1 867． 

云南分布：贡山县，松塔雪山南坡，张大成1 066}高黎贡山东坡，汪楣芝9361 c。 

生于林地和林下路边岩面。 

其他分布： 中国华南，华中，华北和东北}西喜马拉雅地区、印度， 日本，欧洲， 

北美，南美和非洲北部。 

黄牛毛藓 图3：1— 7 

Ditri chum pallidium (Hcdw．)}[anlp．， Flora 50：182． 1867—— ’rfchosto7,'~ldttl 

pⅡf， d“，n Itedw．， Spcc．M tlSC． 1 08． 18 O1． 

云南分布：绿春县，绿春县与元阳县分水岭处，胥学荣、域穆237 j沧源县，大黑 

山，曾淑英80—1 477“}耿马县，班望，曾淑英80—936，腾冲县，团田，黎兴江80—749； 

贡山县，独龙江，臧穆535。多生于林下土地及路旁土坡上。 

其他分布：西藏，湖南，华北、东北j日本、苏联 (远东、西伯利亚)，欧洲和北 

美。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98 阿 植 物 研 究 

圈 2 ～ ；细牛毛 Ditrictz~m flexicaule(Sckm~gegr．)kt~mp．， 1．植物体 (× 0)
． 2— 3叶 

(×：O)， ·时 i 部细胞 (×300)，5．叶基菲细胞 (×aoD)， 6-- t6牛毛藓D
． hererDmdf m (Hedw． 

Britt， 6·}血蜘 悼 <× ：)， 7一 l1．叶 (×30)， l2
． 雌苞奸 (×aD)， l 3 奸中部细胞 (×300)， 

l4叶 部细胞 (×。00)，】5．孢茄 (×24)， l6蓟齿蹙环带 (×i虬)
。 (张 太成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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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圳 什被曼： 邑 的分=矍 29§ 

0 1一 扎 牛毛蜱 Di~ricl：um p~llidam (Ikdw．)Ihmp 1．儿弛蒴 的植物 体 (× ：)． ：一 5 JJl 

(×3O)，￡．叶中徘 细胞 (×300) ， ．琦 塾郁躯 胞 (×3C0)} 8— 1 2．}=n叶牛 毛 D Ou,,'iLr~ra (Hedw．、 

Hamp，8．埴体钳 (x 3)- g— lO甘 (×S O)，1I．⋯ 细胞 (x! )， I 2 基薄细胞 (×294)} 

?～ 1 B 拟扭町 个 B蛘 ．tcrt：doides G1 u1．， 0．社 约 (x ：)， I — I 6叶 ( ：0)， l 细胞 

(， 0∞ - j 8．⋯ ’ Ⅲ胆 t 3 00、 (】k̂ 战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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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种植物体变化较大 其植株从O．5～ I ∞诚 稍长；蒴柄长 1— 2 ct 之间，黄色 

到红棕色，有刚上部棕色，下部黄色或橙黄色，从而可见该种不仅变化大，且各特征之 

间过渡类型多，因而 rhcr ， I．以体形高大，蒴柄较长，橙黄色与原种略不同所分出 

之变种D f ichum pallidum VIM"． eⅢ Tlt6~．可能即是该种的同物异名 

细叶牛毛藓 图 3 ：8～1 2 

Dit richum pusi Jlure (【tcdw．)ltanlp．， Flora．，50：182．1867—～ Didymodon 

pusillum 【_fedw．，Spec． {t1sc．104．1 8叫～一 ichoslomum pusillum (Hcdw． 

Sm．， l 1． Br t．5：1237．1804— — 工 plolrich“ #usillum ( Hedw． ) Halnp．． 

Linnaca 20：74．1847一一 『J“richum 删 “ (Plcdw．) Hamp．． Flora 50：182．1 867 

～ D ．川~crocarpum lJroth．， Symb．Sin 4：l3． 1929． 

云南分布：昆明西山，徐文宣44，同地，曾淑英3 99j潞西县，三台山，徐文宣567； 

碧江县，高黎贡山，减穆5702，5703 b 丽江县，九河，黎兴江8l—l68；巧 家 县，药 

山，张启泰6104。多生于林下及路旁土壁上。 

其他分布：西藏和我国东北j苏联 (远东地区和西伯利亚)、中亚，北非和北美。 

拟扭叶牛毛藓 (新拟名) 图 3：13一l8 

Dit richum to rtuloide s Grout． Bryologist 30：4．1927． 

植物体小，丛生，黄绿色，下部多为淡褐黄色或淡褐色，茎直立， 单 一， 长 0．5 

(～ 1)Ctl'~。叶直立开展，干时下部贴茎，先端旋扭，在茎上面部份的叶较长， 下 部 

的叶较短，披针形，基部较宽，向上逐渐变成纵槽状凹的叶尖，下部叶边平滑，中、上 

部叶边背卷，尖端具齿j中肋到顶，界线清楚J叶基部细胞透明，长方形，向边缘和中 

肋的细胞略窄，中部细胞与基部同形，但较小，叶尖细胞更小，长方形，方形，稀五边 

形。雌苞叶略长，半鞘状，直立，与邻近叶无很大区别。蒴柄纤细，直立，约1．2～1．5 

cm长， 红综色。孢蒴圆柱状，直立，稀先端下倾，褐色；环带淡红褐色；蒴齿二裂至 

基部，线形，具疵，螺旋状扭曲为一簇；孢子透明，褐色。 

云南分布：耿马县，班望至盂定途中，余思敏80—907j贡山县，独 龙江，张敖罗14 

(H)，同县，高黎贡山东坡，汪楣芝9277 a。多生于海拔1200--2000m的林下树干， 

流水沟谷岩面及土壁上。 

其他分布：西喜马拉雅，印度、欧洲和北美。 

术种为中国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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