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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对云南猴欢喜属 Sloanea L．植物进行 T较全面的整理 以传统分 

类 学方 法， 在仔细 研 究模式标 本的基 础上， 归 井 了 2种 1乏种；报 道 了中国分 

布新记录 1种。云南计有本属植物l0种 1变种。文中还讨论 了种问关系。 

关键词：猴欢喜属j分类与分布；种 问关 系}云南 

1 引 言 

本属是杜英科第二大属，也是唯一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的属，约 100种， 

占全科四分之～。 
’

本属由 C．Linnaeus 1 753年建立[1]，包括 2种。此后便不断有新种的发表 不 同 

学者对它的处理不同。1824年，De Candollel~于椴树科而不是他建立的杜英科中(2]， 

他根据花萼裂片数、裂片形状、花托特征、花柱形状以及蒴果特征等，将本属分为 5个 

组 ：Sect． I．S[oanea， Sect． I． Gynostoma，Sect． Ⅲ． blyriochaela，Sect． Ⅳ． 

Oxyfindra，Sect．? V．Foveolaria，1 825年，Blume发表了 Echinocarpus属，现在一 

般都将它作为本属的异名，中国及邻近 国家分布的本属植物多以这一异名发表；( ．Ben— 

tham：3：(1861年)，放在椴树科中，根据花序及其位置，花的大小和多少等特征，将本 

属分为 3个系：Ser．I．Paniculaia，Ser．Ⅱ．Corymbulosae，Set．I．Axi】liflo~a 并 

在 Eehinoearpus下发表了一些新种，K．Schumann(】895)：4j将本属分为 Sec1．I． 

Eusloaaea，Sect．1．EehinocarpuS Sect．Ⅲ．PhoerHcospermum 3个组}J．Hutch— 

inson j：一直将杜英科成员放在椴树科， 在1967年的 《有花植物属志 中， 本属属于 

椴树科 Sloaneae族，并根据花萼特征，将 Echinoca rpus B1．作为独立属处理。上述三 

个 属下系 统均未 得到后 人沿用 。 

1954年，c．Earle Smith(6]对 新 大陆猴欢喜属进行了研究。198 ag-，M．J_E． 

g8B年 4月 5 H收稿 

‘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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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de[7 3以传统方法研究了旧大陆猴欢喜属，他将本届分为 3个亚属， 6个类群， 中 

国种类属j：其 一个类群。此文是对旧太陆本届植物的 一次较全I面的整理，忸对一些种 

的赳分过细，对中国种类的处理显得不足。 

国内对本属进行过系统研究的人不多，只零星地发表过一些新分类群，一些地方植 

物志有过一些记载。1983年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补编二上的检索表刊行的种类可算一 

次全面的报道 [̈ 。 ． 

至今为止，本属还没有一个放大家所接受的属下系统。 

本属在亚洲分布于喜马拉雅地区、中南半岛、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及中国。中国 

约]2种，多分布于西南、华南，有 2种可分布到华中、华东地区。云南10种 I变种， 

产滇东南和滇南。 

本届植物是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及山地季雨林的组成成分之一，常 为 二 层 成 

分。其木材细致，干缩小，可作优良用材 其朽木是培养香蕈 的优良材料。 

作者查看 了垒国主要标本馆 (室)收藏的本届标本，仔细研究了国内的模式标本， 

基本弄清了云南的种类，澄清了一些文献上的混乱。本文归并的种类均属研究过模式标 

本的种。 

属的模式种：Sloanea dentala Lira7。 。 

2 分类分布 

猴欢喜届Sloanec,Linn． 

分 种 检 索 表 

】．嫩 杖竹 1二 

2 宽 0 ： {』下 ⋯ ⋯ ⋯ ⋯ ·．⋯ _l|⋯⋯ ⋯ -⋯ ⋯ ． 

2．"完 5 c m．“ 

3．-L；F生 小植 被 毛， l不 门中 部向下 渐狱 。 

d-果 刺 长 4～ 7Illlq'i。 

5．叶椭 圆形 ，长 16cm以上 ，果 径 达 4。5cm ⋯⋯ ．． 

5。叶倒卵形， 民14em以下，栗径 2 cm⋯⋯⋯⋯ 

4．果 刺长 mill以上 ⋯ ⋯ ⋯⋯ ⋯ ·⋯ ⋯ ⋯“ ⋯⋯ ⋯ ⋯ 

3．二年生小枝无毛，叶 自中部向下渐狭，叶背被疏毛 

1．嫩 枝无毛 

2．3薄甩猴欢 S．Ieplocarpa 

-  2．1绒 毛 猴 欢喜 S．[omen~osa 

2·4西踌猴砍喜 S。x~ckouensis 

⋯ 一 2．8滇越猴欢喜 S． mollis 

2．7苹婆猴欢喜 S。sterculiacea 

6．叶 自中部向下渐狭 

7．叶倒卵状披针形，长17~m以 上，叶柄长2．5cm以上⋯⋯⋯⋯⋯⋯⋯⋯⋯⋯⋯ ⋯一 ⋯ ⋯ 

⋯⋯⋯⋯⋯⋯ ⋯⋯⋯-．-一⋯ ⋯⋯⋯⋯⋯·-2。7b长叶壤欢喜 S． sterculiacea V*qF． assomica 

7·叶倒披针形或窄圆形，长17cm以下，叶柄1．5cm．1．~下 ⋯⋯⋯⋯ ⋯-·2．10仿粟 S．hemsleyona 

6．叶不 自中部向下渐获。 

8．果刺长 4mill以下。 

9·叶圆形，厚革质 ，宽12cm ⋯ ⋯⋯⋯⋯⋯⋯⋯⋯⋯⋯⋯⋯⋯ 2．5心卟稚欢喜 S． cord；／oi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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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II 倒卵形，膜质或纸质，宽 8 CI!I以下 ⋯⋯ ⋯⋯‘ 

8．强 刺长 7 mm以 上。 

1 0．侧 脉疏，基部一对强勋，近三出 ，下面显著突起 

lO．1jjI脒羽状．斟出⋯⋯⋯⋯⋯⋯一 ⋯⋯⋯⋯⋯⋯⋯ 

2．2毛粜猴欢喜 S．dasycarpa 

2．g樟叶猴欢喜 ．ĉⅡ “ 

· · 2．6斜脉猴欢喜 ．sfguu 

2．1 绒毛猴欢喜 (思茅猴欢喜 毛猴欢喜) 

51／0  ̈ 。 J}P 0 Ⅱ (Bcn11]．) I d． (L W j1 ． i,i Sac；；． Pj． ＼'Vils． 2：30 2． 

1 916； Ph,ne,klai Ⅲ SrMli n． t【K ． La一 。 F】． l'hai．2 (4)：406 f1譬1 2． 1981， 

P．1J．LXC ． n．s．J~zoI／is Gagn(p．；Condo h】Kc．a ㈨ 38：,i03．1983；中国高等 

植物图鉴，补编2：372，1983， ”Cif~xe" 

Ec  ̂7 20caF凸“5 f0H2 0 Benth． in jO／tfH． Linn． Soc． got．5， suppi． 2：73． 

1861l Mast．in Hook．f．F1．grlt．Ind． 1：400．1874} Kaniiial et ai， F1． i~％am 

1：183． 1935． 

本种是本属国产种蒴果具短刺类型中叶摄大、果较大的种。与滇越猴欢喜S．moHis 

【】agncp．相似，但后者的叶较小，宽 5~lacm，果刺为钻形及线形，长 1～1．5cm，而 

本种叶宽10～1 8cm，果刺为刚毛状，长 3 IllIll，易于区别。 

产镇康、思茅、勐腊，生于海拔1300~1600Ill的沟谷及山 坡 密 林 中。尼泊尔，不 

丹，锡金，印度，缅甸，泰国均有分布。模式标本采自印度。 

2．2 毛果弦欢喜 (膜叶猴欢喜) 

Sloanea dasycar 0 (Benth．) Hems1．in Hook．Icon． PI．sub．t：2628． 1900； 

Coode iu K Bul1．a81 406．1983~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补编2：372，1983 in clay[． 

Ech1)?ooaFpus dasyca rpas Bcnth．in Journ．Linn．Soc．got．5． sapp1．2：72． 

1861；Ma t．in flook．f． 1 1．]!h-it． h,d． 1：400． 1 874} Brant[． Ind． TrCCS 1 0i． 

1906；Kanjila!et a1．f'i．Assali~1：183．1935．⋯⋯Sloanea fo,ltlosatla H．L．L ， 

W oody F1． l'aiWan 538． 1 963． 

本种与薄果猴欢喜S．1eptocarpa Dieis接近。但其较宽 (4～ 8 cm))而倒卵形 

的叶片，无毛的嫩枝可与后者区别。 

经比较 台湾标本及有关文献，其特征与本种原始描述相符，二者是同种无疑。 

产腾冲、盈江，勐腊、麻栗坡，生于海拔1400~2100m的沟 谷 密 林 中；西藏，稿 

建，台湾有分布 尼泊尔，锡金，不丹，印度，越南，缅甸均有。模式标本采 自不丹。 

福建，越南分布新记录。 

2．5 薄果猴欢喜 (秀丽猴欢喜 缙云猴欢喜) 

SVoanba #toc~rpa Diels in Notizb1． got． Gart． Be11；n l1：2l 4． 1931， 

Cond o：iu Kcw j]u1I．38：400．198 3；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补编2：373．1983，ii：ci ． 

S．c]ega Chua in：2Hook．icon．P1．t：3159．1932．Typa．s：Ko 0 302⋯⋯ 
S． ~a'ifltl(jianu Hu in 33ul1．I arl M eIl1．b ast．Bio1．， Bot．S“ ．5：310．1 934．TylluS：、_． 

l'sian~ 4538⋯ ⋯ S．fsinv““e s Ch{eninCOiltr．klioI．Sci．China， B )1．So,．L2：88． 

1 939j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2：788，fig．3305．1972．Typus；K．L．Chu 6616 ( )， 

C． W ． Van 3338 (f1．)⋯ ⋯ S ． ，，‘g Fang 【J． C． i'aa． in Ac1．a．Sci．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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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 Szc cilitatl】982 (4)：84． 1082， 』 n。’． T W ． P． 1 af_g 15302． 

本种与百色猴欢喜s．。 f．(J 。 flu相似，但后者嫩枝仅被琉毛，叶椭圆形。由于 

仅见后者的模式标本而未见较多的其它标本，难以确定二者是否同一种，据云南标本看 

来，有些标本小枝毛被稀疏，百色猴欢喜可能就是本种。 

乖种分布较广，在不同的生境条件下的生态变异标本曾被划分为不同的种。经研究 

各模式标本 以及本种各地大量标本，认为均为同种。 

产潞西、金平、西畴、麻栗坡、富宁，生于海拔7g,O~l800ITl的沟谷 林 中；广东、 

广西、四川、贵州、湖南．福建有分布。模式标本采 自广东。 

2．4 西畴猴欢喜 

Sloaneo 。̂ 0“ 1S Feng cx kl u e1． ． ’l、O．119 i11 Bul Bot．1{cs．8：97． 1988． 

与薄果猴欢喜近似，但叶宽 5～ 6 clll，基部急尖， 也 近 滇 越 猴 欢 喜 S．mo／ha 

Gagnep．，但蒴果刺长 5～ 7 mn】，果径不超过 2 cm。 

分布予西畴，勐腊，生于海拔1 300m常绿 阀时林及山地季雨林中 

2．5 心叶猴欢喜 ． 、 

S[oanea cordifoh a I(．M． ng【x t1．T．Chang；口Acia Ph?t1)l＆x _『'．i7：58． 

1979；Cood~in Kew Bul1．38：411．1983 3中国高等植物圈鉴， 补 编 2：37 2．1 983， 

in clayi． 

叶厚革质，圆形，基部心形，蒴果径 4 cm，是一特征显著的种。 

产麻栗坡，生于海拔1400~1600m常绿阔叶林 中。模式标本 (冯国楣 1 3006)采 臼 

麻栗 坡。 

z-6 斜脉猴欢喜 (新拟) 

5"J 。Ⅱ“∞ s由州 (BI．)K．Schum．jn Eng1． it． Prant]， Hai． Pfhmzc"l~I111
． 3 

(6)：5 ． 1895} Gagncp．in Lecom Lc， F L． Gen． iodo—Chim： 1：56 3． 191l； Uack(Jl 

et Bakh． Fj．Jax．a 1：400． 1 963； Phe~gklai in T． Smitin． ct K ． L ； s． 1 I． ]'hai． 

2 (4)：406， fig． 1．1981； Coode it3 K e Bul】． 38：389． 1 983． ， 

ĉ 2 nOCO  ̈ s@tun廿1．B；j&-：56．1825；Ku1z， Foi ．F J．Br【i．B“ 。m“1：i62． 

3877 3 Brand， lnd． rr~CS 1O1． 1 906· 

与仿栗S．hcmsleyana (Ito)Rehd．tt Wi Ls．相似，但叶较宽，不 自巾部 向 下 渐 

狭，侧脉斜出；也与猴欢喜S． s(L-lance)I-tems1．近似，但叶质地薄，干后黄绿 

色，两面细阿脉不明显突起，侧脉斜出。 

产沧源，生于海拔800m的密林中 印度，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半岛， 印 度 

尼西亚均有分布。模式标本采 自爪哇。 

中国分布新记录。 

2．7 苹婆辗欢喜 (贡山猴欢喜) 

．57oanea P ‘c'uliac (Bemh．) R ehd． t- W m ． I『J Sal’g． 131． W ． 2：362． 

1916~Coodc】” W Bul1．．38：386．1 983；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补编2：2：373，1 983． 

Echinoocrpus ,vlet‘cu[iaceus Benih．jn J~．1ut-t1．Linn．Soc．Bot． 5， supp1．．2：72
． 

186l； M a L． jII[1ook．r． 1．Bli ．IM ．1：4O0．1874； Kurz， F cI1． F1．Br“
．
Bul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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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蜘 }̂亚： 云 商杜茧 辩 默敢 喜属 Sloanea L．曲 l倒步 研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1：16 2．1877{Br；,rld．Ind．Trees lO1．1906．⋯．．．Sloanea[orrestii W ．W ．Smith i Jr 

Nol— B L I． ba1-d． Edinb． 1 3：82． 1 921； Coode in K W Bul1．38：3 99． 1 983⋯ ⋯ 

S．mollis auct． floe Gagt~ep．：云南种子植物名录，上册：406．1 984⋯⋯S．rotun— 

difoL：a 11．丁．Cl?m]g 1l Acta‘Phytotax．Sin．1 7：59．1979~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补 

编2：373．1983， cla．v；， yn．r。v．T),pus：K．M．Fe”g 2 494． 

2，7a 苹婆猴欢喜 

v ilr． l }，culiac e c~ 

与滇越猴欢喜 ．s．too~tll's Gag P．很相似，但本种叶形基本上倒卵状．嫩枝毛被常稀 

疏，二年生技上几都变无毛，分布于滇西北；而后者嫩枝毛被为柔软长绒毛，密集，二年生 

枝上宿存，叶多为椭圆形，不 自中部 向下渐狭， 叶基圆形或心形，分布东南部及南部。 

发表S．,[orrestii W ．W ．Smith时指出与本种区别为蒴果刺不为钻形，作者仔细 

研究了Foi_．CS【24337，24390，251 95，25680，17795，1 7784，8535以及大量云南西部 

标本，发现钻形刺及线形刺在同一蒴果上均有，不宜作为区别特征。 

． ． rolund z'folia H．T．Cha*lg：从果实、叶及嫩枝上的毛被与本种均无显著差别。 

同号标本中仅指定的模式标本叶为近 圆形，其余叶均为典型椭圆形，先端除在个别叶上 

外均为短尾状渐尖，而在本种同号或同一标本上，既有倒卵形的叶，也有少数典型椭圆 

形叶。此种应该合并。 

产贡山、福贡、泸水、云龙、腾 冲、保山、凤庆、景东，生于海拔 l 400~2300m的 

溪旁河边及 山坡密林中。-不丹，印度，缅甸均有。模式标本采 自不丹。 

2．7b 长叶猴欢喜 

var．Ⅱ s0” cⅡ (Bend1．) Coode in K6w Bu儿．38：386．1983． 

chinoce~ pua 【】ss。mfc“s Bcnd~．in Journ． Linn． Soc． Bot． 5， supp1． 2：72． 

1861； Mast． in Hook．f．F】． 13ri L． Ind． 1：399．1 874；Bran<[． had．Trees 1 01． 

1906：Kanjilal a1 FL Assam l：182．1935．“⋯· gloonea as 日 {：ca (Bet~th．)Rehd。c c 

wm ．ⅢSarg．P1．w 】s．2：362．191 6；中国高等植物 图鉴，补编2：373．1 983．h1 clad． 

与原变种区剐为嫩枝无毛，叶背仅在脉腋具簇毛。 

产保山、景东、马关，生于海拔1800~2400m山坡常绿I耐叶林中。印度，不丹，缅 

甸有分布。模式标本采 自印度。 

2．8 滇越猴欢喜 

gloanea mollis Gag]iep． jn Lccomte． N(】 Sv t． 1：l95．1 910 cl i,1 ]~CCO[11 r。 

F1．G r：r]．I l( —Chine 1：564．19】1j Coode in Kcw Bul1． 38：398． 1 983；中国高等 

植物图鉴，补编2：373，in cla~i． 

． alerc'uliacea aUCt．1101]ReM．et Wils．：云南种子植物名录，上册：406．1 98 4 

与苹婆猴欢喜和绒毛猴欢喜相似。 

产屏边、河 口，西畴、广南、富宁等地，生于海拔l 300~1500m的山坡常绿阔叶l林 

巾 越南有分布。模式标本采 自越南。 

2．9 樟叶猴欢喜 

S 0d J；c“ ch 0"0 2 Coode 】n Kew 】{uj『． 38：408． 1 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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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r，／o／iu II．T．Cht LIl m Act Ph)rtotax．S[11．17：59．I979；中国高等植 

物图鉴，补编2：373．1983，in clavi，11011 Benth．I 861． 

本种与猴欢喜s．sftIe FlSiS(Hance)Hems1．近似，但其叶基的一对或二 对 侧 脉 强 

劲，近于三出，叶背侧脉显著隆起，易于与本属国产其它种区别。 

产西畴、麻栗坡，生于海拔I OOO~16 00m的石灰岩常绿黼叶林中；广西彳1分布。模 

式标本采 自麻栗坡。模式标本：冯国楣131 d5 ． 

2．10 仿栗 (猴欢喜 野板栗 毛板栗) 

Sloanea hems,!eyo gi(1 (Ito) Rehd． et W its． 】l】~tll-g． PI． W il s． 2：361． 1916； 

中国高等植物 图鉴2：787，fig．33 04．1972，补编2：373．1983，in cla x i；Coodc Kc、v 

Bul1．38：395．19 83． ． 

chi~OCU p sinensis Hems1． j11 Alln． 13o r． 9：1 7． I893， ／3on Iial-c( 1884 

⋯ ⋯  
． hemsleyutl~is Ilo in jOt!l'lI．Sci． Col1． tokyo l 2：3 49． (TC11【．1 ．Lulol1． 

82)．i8g9⋯ ⋯ Sloonec~ 0̂n BdHⅡHcms1．；n 11ook．Icon．PI．t．26 28．I900；GagiK13．i” 

Lecomtc， N ot． Syst． 1：165， fig． 7． 1910 ct ia Lcconite， Ki．Con． I*ldo—Chi／1( 1： 

563， fig．59．I91I⋯ ⋯ ． dm Ⅱ auct．noel Rehd．et W ils．：Chnn；t SuiLvat：c】̂ia 

4：198．1940⋯ ⋯ ． ． ^B g gH s flu in Sillessia 3：85． 1932．Typus 、 ． "['slang 

46 41⋯ ⋯ ．,llgt11sleS．'an e~va ．yunn0"2c(2 Coode in Kcw Bul1．38：397．I983． Yf1．11ol,． 

果实与猴欢喜S． in ” (Hance)1 lcms1．近似，但叶多为倒披针形或狭长圆形， 

细网脉在叶背突起不明显。 - 

发表vat． Ⅻ D时引证了云南标本：蔡希陶51585、62575，并指出与原变种区 

别为： “叶通常为椭圆形，不为倒卵形，基部微凹不为楔形，叶基凸出或圆”，在大量 

的本种标本中，其区别特征在 同一标本上是矛盾 的，不能作为区别特征，故予以台并。 

产绥江、永善、漾濞、宾川、富民、景东、元江、双柏、安宁、峨山、建水、绿春、 

屏边、西畴、马关、广南、砚山、文山，生于海拔1300~2400m的常绿 阔 叶 林 中；湖 

南，湖北，四川，贵州，广西，江西，映西，甘肃等省有分布。模式标本采 自湖北。 

致谢 术研究在导师徐永椿教授、脒介研究 i指导下进行 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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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亚：云南杜其科虢欢喜属 Sloa~ea L 的初步研究 

A PRELIMINARY STUDY 0N THE GENUS 

O Ⅳ L．(ELAEOCARPACEA1 IN YUNNAN 

Tang Ya 

(Kunming Itl sl L̈ Ic 。f]Jo zaq~， A~ademla Sinira) 

Summa rY 

The paper presents a taxonom ical Mud3 Oi L the gemts Slounea L
． (Elacoea— 

rpaceae)fvom YunnarI．On lht basis of the study of|he ty0c sDccimen 。f thc 

gf31]ltS pl’eservcd ill CM na， {cn species and 011C varicl}．arc recorded frOlll Yunna1 1
． 

among which Sloanea sfgun (klI．) K ．Sehltm ．is first rccorded from CI1ina
．  

S．7‘otundifolia H．T．Chang is r educed lo ．s~erculiacea (Benth．)Rehd． 

et W ils．，S．hemsleyana (Ito)Rehd．(，t W ils．Y3W yunnanico Coode is reduecd 

under S．hemsleyana (Ito) Rehd．et W ils．，S．emeiensis Fatlg et P
． C ．Tua】 

j i educed unde~’ ． ／cplocat。户 Diels． The relatioitships ainotlg species ar 

discussed． 

Key W ords： Sloane c~L ．； T0X0120131}'； Imerspecific i eIalionships； Y1】n” 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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