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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报道了蔷薇科两种悬 钩 子 属 植 物 在 中 国 的 重 新 发 现，分 别 为 美 叶 悬 钩 子（Ｒｕｂｕｓ　ｃａｌｏｐｈｙｌｌｕｓ　Ｃ．Ｂ．
Ｃｌａｒｋ）和拟针刺悬钩子（Ｒ．ｐａｒａｐｕｎｇｅｎｓ　Ｈ．Ｈａｒａ），并提供了简要的描述和标本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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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在进行标本整理和野外调查过程中，再次

发现美叶悬钩子和拟针刺悬钩子，这两种悬钩子属

植物在我国均只有过１次标本记录，《中国植物志》
和“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等国内文献尚未有过收录。

　　美叶悬钩子　（新拟）　图１：Ａ
Ｒｕｂｕｓ　ｃａｌｏｐｈｙｌｌｕｓ　Ｃ．Ｂ．Ｃｌａｒｋ　Ｊ．Ｌｉｎｎ．Ｓｏｃ．Ｂｏ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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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木，高可达３ｍ；枝圆柱形，红棕色，被贴生的

白色棉毛，疏生细小皮刺。单叶，叶片卵形、长卵形

至披针形，长１３～２１ｃｍ，宽５～１０ｃｍ，顶端长渐尖，
基部圆形，上面近无毛，下面密被银白色或浅黄色平

贴绢毛，具显著突出的平行脉２０～３０对，边缘具尖

锐锯齿，齿端具芒；叶柄长５～１０ｍｍ，被绢毛；托叶

分离，狭披针形至线形，全缘，褐色，干膜质，长１２～
１５ｍｍ。花２～７朵，生 于 叶 腋 成 短 而 密 的 圆 锥 花

序；花梗长约１～１．５ｃｍ，苞 片 和 托 叶 相 似；花 紫 红

色，直径约１．５ｃｍ；萼片三角形，外面疏被 毛，顶 端

渐尖至长渐尖，长１～１．２ｃｍ；花瓣倒卵形，紫红色，
稍短于花萼；雄蕊多数，直立；雌蕊多数，无毛。果实

具少数核果，桔黄色或红色。
模式标本：印 度，Ｎａｇａ　Ｈｉｌｌｓ，Ｊａｋｐｈｏ，３　０１７ｍ，

１８８５年１０月２５日，Ｃ．Ｂ．Ｃｌａｒｋｅ　４１３５１（Ｈｏｌｏｔｙｐｅ：

Ｋ，Ｉｓｏｔｙｐｅ：ＮＹＢＧ）。研 究 标 本：西 藏：墨 脱 县，山

坡，２　１００ｍ，１９９３年３月１０日，孙航、周浙昆、俞宏

渊４４３９（ＫＵＮ）；墨 脱 县，汉 密，林 下，２　３００ｍ，１９９２
年１０月３０日，孙航，周浙昆，俞宏渊５８４（ＫＵＮ）。

国外分布于印度东北部和不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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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４年在西藏 东 南 部 的 雅 鲁 藏 布 大 峡 谷 采 到 过 美

叶悬 钩 子（Ｋ．Ｗａｒｄ　６３２１（Ｋ））；此 后 本 种 在 我 国 一

直未被再次发现，由于未见到Ｋ．Ｗａｒｄ的标本，《中

国植物志》、《西 藏 植 物 志》和“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等 国

内文献均未收录本种。
美叶悬钩子是悬钩子属植物中形态特征较为独

特 的 稀 有 种，特 产 于 东 喜 马 拉 雅 地 区（Ｍ．Ｒｉｘ，

２００４）。根据Ｆｏｃｋｅ（１９１０）分类系统，美叶悬钩子属

于 木 莓 亚 属（ｓｕｂｇ．Ｍａｌａｃｈｏｂａｔｕｓ　Ｆｏｃｋｅ），绢 毛 组

（ｓｅｃｔ．Ｌｉｎｅａｔｉ　Ｆｏｃｋｅ）。该 组 的 显 著 特 征 是 叶 为 单

叶或掌状复叶，叶片或小叶片具羽状脉，侧脉多数，
相互靠近且平行。除美叶悬钩子外，该组还包括绢

毛悬 钩 子（Ｒ．ｌｉｎｅａｔｕｓ　Ｂｌｕｍｅ）、Ｒ．ｓｐｌｅｎｄｉｄｉｓｓｉｍｕｓ
Ｈａｒａ、Ｒ．ｐｈｅｎｇｏｄｅｓ　Ｆｏｃｋｅ和Ｒ．ｓｅｎｃｈａｌｅｎｓｉｓ　Ｈａｒａ
等４种。除美叶悬钩子为单叶，花紫红色外，绢毛组

的其余种类均为掌状复叶，花白色，它们之间极容易

区别。根据俞德浚等（１９８５）系统，美叶悬钩子应属

于 木 莓 组（ｓｅｃｔ．Ｍａｌａｃｈｏｂａｔｕｓ　Ｆｏｃｋｅ），绢 毛 亚 组

（ｓｕｂｓｅｃｔ．Ｌｉｎｅａｔｉ　Ｆｏｃｋｅ）。
木莓亚属绢毛莓组分种检索表

１．单叶，花瓣紫红色 Ｒ．ｃａｌｏｐｈｙｌｌｕｓ…………………

１．掌状复叶，花白色 ２………………………………

　２．全株无腺体或腺毛 ３……………………………

　　３．掌状复叶常具小叶５，稀３，叶背密被白色绢

　　　毛 Ｒ．ｌｉｎｅａｔｕｓ…………………………………

　　３．掌状复叶常具小叶３，稀５，叶背具柔毛

Ｒ．ｓｅｎｃｈａｌｅｎｓｉｓ

……
…………………………………

　２．植株具腺毛 ４……………………………………

　　　４．茎具柔毛，近无刺；小叶片具侧脉１５～２５
　　　　对，花序顶生，圆锥状，苞片披针形

Ｒ．ｓｐｌｅｎｄｉｄｉｓｓｉｍｕｓ

………
………………………………

　　　４．茎具小皮刺；小叶片具侧脉２０～３５对，花

　　　　序腋生，聚伞花序，苞片卵形

Ｒ．ｐｈｅｎｇｏｄｅｓ

……………
……………………………………

　　拟针刺悬钩子　（新拟）　图１：Ｂ，Ｃ．
Ｒｕｂｕｓ　ｐａｒａｐｕｎｇｅｎｓ　Ｈ．Ｈａｒａ　Ｂｕｌｌ．Ｕｎｉｖ．Ｍｕｓ．

Ｕｎｉｖ．Ｔｏｋｙｏ　２：５８．１９７１；———Ｒ．ｈｏｒｒｉｄｕｌｕｓ　Ｊ．Ｄ．
Ｈｏｏｋｅｒ　Ｆｌ．Ｂｒｉｔ．Ｉｎｄｉａ　２：３４１．１８７８，ｎｏｔ　Ｐ．Ｊ．Ｍｕｅｌｌｅｒ，

１８６８；Ｆｏｃｋｅ　ｉｎ　Ｂｉｂｌ．Ｂｏｔ．１７（７２）：１６５．１９１１；———Ｒ．
ｐｕｎｇｅｎｓ　Ｃａｍｂ．ｖａｒ．ｈｏｒｒｉｄｕｌｕｓ（Ｈｏｏｋ．ｆ．）Ｈ．Ｈａｒａ　Ｊ．
Ｊａｐ．Ｂｏｔ．４７（５）：１４０．１９７２．

灌木，高约１．５ｍ；小枝圆柱形，具柔毛，老时脱

落，疏生弯曲小 皮 刺。羽 状 复 叶，小 叶 常７枚，稀５

或９枚，卵形至卵状披针形，长１．５～３ｃｍ，宽０．８～
１．５ｃｍ，基部圆形至宽楔形，顶端渐尖，顶生小叶顶端

常长渐尖，上面疏生柔毛，叶 背 具 柔 毛，脉 上 毛 被 较

密，边缘具缺刻状尖锐重锯齿，侧生小叶无柄，顶生小

叶具约０．５ｃｍ的柄，叶柄与叶轴均被柔毛；花单生或

２～４朵成伞房状花序，腋生或顶生，花梗长１．５～４
ｃｍ，具柔毛。花紫红色，直径１～１．５ｃｍ；花萼裂片卵

形至三角状披针形，顶端渐尖，花萼外面密被柔毛和

直立针刺，偶有疏腺毛；花瓣倒卵形，紫红色；雄蕊多

数，花 丝 粉 红 色，花 药 墨 绿 色；雌 蕊 多 数，花 柱 紫 红

色，无毛，子房密被白色长柔毛。果实未见。
模式标本：不丹，Ｐａｎｇａ，２　３００ｍ，１８６２年，Ｇｒｉｆ－

ｆｉｔｈ　Ｗ．１９５４（Ｅ）。研究标本：云南，隆阳区板桥镇沙

河厂村，灌丛中，海 拔２　３００ｍ，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４日，
王焕冲２０１１０１３７（ＨＹＵ）。

印度、缅甸和不丹也产。模式标本采自不丹。

Ｌｕ　＆Ｂｏｕｆｆｏｒｄ（２００３）在“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中提

到：据私人通信，有１号采自西藏东南部的标本被鉴

定为拟针刺悬钩子，但由于未见到标本，《中国植物

志》和“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均未收录本种。
根据俞德浚等（１９８５）的分类处理，拟针刺悬钩

子系统位置属于空心莓组（ｓｅｃｔ．Ｉｄａｅｂａｔｕｓ　Ｆｏｃｋｅ），
柔毛叶亚组（ｓｕｂｓｅｃｔ．Ｐｕｎｇｅｎｔｅｓ（Ｆｏｃｋｅ）Ｙüｅｔ　Ｌｕ），
该亚组的主要特征为：羽状复叶具３～１１枚小叶，叶
片下面具柔毛，稀无毛；花常组成顶生伞房状花序，
稀呈缩短的 总 状 花 序，或 数 朵 簇 生 及 单 生；花 托 无

柄；果实球形或近球形，具柔毛或无毛。柔毛亚组在

我国共记 载 有１６种（Ｌｕ　＆Ｂｏｕｆｆｏｒｄ　２００３）。在 该

亚 组 中，本 种 和 针 刺 悬 钩 子 （Ｒｕｂｕｓ　ｐｕｎｇｅｎｓ
Ｃａｍｂ．）十分相近，Ｈａｒａ在Ｊ．Ｊａｐ．Ｂｏｔ．４７（５）：１４０．
１９７２．中 将 其 组 合 为 针 刺 悬 钩 子 的 变 种，俞 德 浚 等

（１９８５）在《中国植物志》中赞同 Ｈａｒａ（１９７２）的组合。
针刺悬钩子是该属内一个非常广布的种，从东喜马

拉雅经中国至日本及朝鲜半岛均有分布，其形态变

异较为复杂，种下共分为５个变种。我们将本次所

采拟针刺悬钩子标本和针刺悬钩子原变种及变种的

标本进行了细致比较，发现它们之间区别较为显著：
前者花紫红色，子房密被白色长柔毛，而后者（包括

原变种和变种）的花白色，子房无毛或疏被柔毛。花

的颜色和子房毛被这两个性状在悬钩子属植物中是

相对稳定的，通常作为分种及分亚组的证据，因此我

们认为将拟针刺悬钩子（Ｒ．ｐａｒａｐｕｎｇｅｎｓ）作为一个

独立的种更为合理。

６１３ 广　西　植　物　　　 　　　　　　　　　　　　　　３２卷



图版Ⅰ　Ａ．美叶悬钩子标本；Ｂ，Ｃ．拟针刺悬钩子

ＰｌａｔｅⅠ　Ａ．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ｏｆ　Ｒｕｂｕｓ　ｃａｌｏｐｈｙｌｌｕｓ　Ｃ．Ｂ．Ｃｌａｒｋ；Ｂ，Ｃ．Ｒ．ｐａｒａｐｕｎｇｅｎｓ　Ｈａｒａ

区别拟针刺悬钩子和针刺悬钩子的检索表

１．花紫红色，子房被白色长柔毛 Ｒ．ｐａｒａｐｕｎｇｅｎｓ……

１．花白色，子房无毛或疏被柔毛 ２……………………

　２．小枝和花萼外面密被针刺 ３………………………

　３．花枝、叶柄、花梗和花萼上常无腺毛

Ｒ．ｐｕｎｇｅｎｓ　ｖａｒ．ｐｕｎｇｅｎｓ

……………
……………………………

　３．花枝、叶柄、花梗和花萼上常有明显的腺毛 ４…

　　４．小叶５～７枚，小叶片长１～３ｌｃｍ
Ｒ．ｐｕｎｇｅｎｓ　ｖａｒ．ｖｉｌｌｏｓｕｓ

……………
……………………………

　　４．小叶３枚，稀５枚，小叶片长２．５～ｃｍ
Ｒ．ｐｕｎｇｅｎｓ　ｖａｒ．ｔｅｒｎａｔｕｓ

………
……………………………

　２．小枝和花萼外面不具针刺或疏被针刺 ５…………

　 　５．花枝、叶柄、花梗和花萼上均无腺毛或仅于

　　　局部有稀疏短腺毛；萼片卵状三角形或狭卵状

　　　披针形，长１～１．５ｃｍ
Ｒ．ｐｕｎｇｅｎｓ　ｖａｒ．ｏｌｄｈａｍｉｉ

…………………………
……………………………

　 　５．花枝、叶柄、花梗和花萼上均有明显腺毛，萼

　　　片线形和线状披针形，长达２ｃｍ
Ｒ．ｐｕｎｇｅｎｓ　ｖａｒ．ｌｉｎｅａｒｉｓｅｐａｌｕ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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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女士在标本查阅过程中所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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