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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报道了湖北种子植物分布１新记录科———星叶草科Ｃｉｒｃａｅ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含１新记录属———星叶草属Ｃｉｒｃａｅａｓｔｅｒ，１新

记录种———星叶草Ｃｉｒｃａｅａｓｔｅｒ　ａｇｒｅｓｔｉｓ　Ｍａｘｉｍ。通过查阅标本对星叶草的 性 状 进 行 了 描 述 并 讨 论 了 其 形 态 变 异 幅 度。本 文

重绘了星叶草的线条图并提供了野外原色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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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叶草科（Ｃｉｒｃａｅ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为一单型科，仅星

叶 草 属 （Ｃｉｒｃａｅａｓｔｅｒ）１ 属，星 叶 草 （Ｃｉｒｃａｅａｓｔｅｒ
ａｇｒｅｓｔｉｓ　Ｍａｘｉｍ．）１种［１～３］。星 叶 草 为 一 年 生 小 草

本植物，分布在 海 拔１　６００ｍ（甘 肃）～５　０００ｍ（西

藏）之间的山谷沟边、林中或草地上，喜较阴暗潮湿

的生境，属典型的中、高山喜冷植物［１，２，４，５］。该植物

茎极短而下胚轴直立于地面成为主茎，子叶宿存，与
茎生叶簇生，茎顶端呈莲座状，叶脉二叉状分枝，与

裸子植物银杏的脉序相似，从而被认为是被子植物

较原始的类 群，在 植 物 系 统 演 化 中 极 具 研 究 价 值。
花小，无花瓣，瘦果具钩状毛。由于营养形态、生殖

形态较为独特，曾被置于毛茛科［１］、小檗科［３］及星叶

草科［５］等。星叶草分布于西南及 疆、陕、甘 等 省 区，
以及不丹、印度、尼泊尔，为我国二级保护的珍稀植

物，被列入中国物种红皮书［４］。

２０１２年，在进行神农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本底

资源调查和神农架林区药用植物资源调查研究过程

中，作者 在 南 天 门（海 拔２　７００ｍ，１１０°１０′８．２９″Ｅ；

３１°２９′２０．５７″Ｎ）采到１种形态十分独特的小草本居

群，其叶莲座状丛生，子叶宿存，花小，无花瓣，瘦果

具钩状毛。通过采集各种变异幅度的标本并进行温

室栽培观察，详细鉴定后认为该植物确系星叶草科

星叶草属植物。此后，作者在湖北神农架南天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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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壁岩均发现有该植物居群分布。因此，该科在湖

北神农架的发现，属湖北省种子植物分布新纪录类

群［１，２，４～７］。本研究重新绘制了星叶草的线条图并提

供了野外原色图版（见图１）。

１　分类处理

星叶草Ｃｉｒｃａｅａｓｔｅｒ　ａｇｒｅｓｔｉｓ　Ｍａｘｉｍ　Ｂｕｌｌ．Ａｃａｄ
Ｉｍｐ　Ｓｃｉ．Ｓａｉｎｔ－Ｐéｔｅｒｓｂｏｕｒｇ．１８８２，２７：５５６．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１，６：４３９．中国植物志．２８：２４１．图版

８１：１～４，１９８０．
一年生小草本，高７ｃｍ。宿存２子叶，叶簇生；

子叶线 形 或 披 针 状 线 形，长１５～２０ｍｍ，宽２～４
ｍｍ，无毛，叶菱状倒卵形或楔形，长２０～２５ｍｍ，宽

１０～１５ｍｍ，沿 叶 柄 下 延 至 叶 柄 基 部，边 缘 上 部 有

１１～１３小齿牙，齿顶端有刺状短尖，无毛，背面粉绿

色。花未见。瘦 果 单 生 或２个 簇 生，棒 状，长 约５
ｍｍ，近顶端处有钩状毛，果梗长２ｍｍ，无毛。果期

８月。
凭证标本：ｚｄｇ７３２２，湖北省神农架自然保护区，

南天门，冷杉密林下，石隙荫蔽处，海拔２　７００ｍ，东

经１１０°１０′８．２９″；北纬３１°２９′２０．５７″；ｚｄｇ７６５２，神农

架板壁岩，林下 或 石 隙 荫 蔽 处，海 拔２　７００ｍ，东 经

１１０°１０′８．２９″；北纬３１°２９′２０．５７″。

　　分布：甘肃南部、青海东部和南部、陕西南部、四
川西部、新疆西北部、西藏东部和南部、云南西北部。
湖北首次记录（见图２）。

图１　星叶草生长生境及形态特征

注：Ａ：生境；Ｂ：居群；Ｃ：植株；Ｄ：叶背；Ｅ：线绘图（１：植株；２：叶背；３：果实）

图２　星叶草全国地理分布图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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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讨　论

星叶草于１８８１年在新疆首次发现，被不同的学

者归入金粟兰科（Ｃｈｌｏ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毛茛科（Ｒａｎｕｎ－
ｃｕｌａｃｅａｅ）或 小 檗 科 （Ｂｅｒｂ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３］。Ｈｕｔｃｈｉｎ－
ｓｏｎ［８］在《有 花 植 物 分 类》一 书 中 建 立 了 星 叶 草 科

Ｃｉｒｃａｅ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并把 该 科 归 属 于 小 檗 目 中［１］。王

文采［１］将星叶草属置于毛茛科。然而，星叶 草 有 一

系列独特的性状 （萼片２或３，果实有钩状毛，花粉

管通过胚珠中部进入胚囊以及具细胞型的胚乳等），
与毛茛科及近缘科有明显的区别，因此作者支持Ｆｕ
等［２］和傅立国等［５］的观点，将该类群 独 立 作 为 单 型

科，且归属于毛茛目中。从其生态分布看，该科植物

系典型亚高山针叶林代表类群。吴征镒等［３］认为星

叶草科的发 生 和 新 第 三 纪 青 藏 高 原 隆 升 有 密 切 关

系，虽保留有原始脉序但本身却是极端进化的新生

类群。故而，星叶草科在华中区系（湖北神农架）的

发现将对进一步阐明该物种的生物地理起源和进化

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慕晶［９］研究认为，星叶草对周边 植 物 有 强 烈 化

感作用，植株可产生特殊气味而抑制其他植物生长。
但在神农架的观察发现，星叶草生长在海拔２　７００～
２　７５０ｍ巴山冷杉（Ａｂｉｅｓ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林下的岩石荫蔽

地，常 能 形 成 小 块 状 的 单 优 群 落，周 边 有 双 果 荠

（Ｍｅｇａｄｅｎｉａ　ｐｙｇｍａｅａ）、橐吾（Ｌｉｇｕｌａｒｉａ　ｓｉｂｉｒｉｃａ）、
神农箭竹（Ｆａｒｇｅｓｉａ　ｍｕｒｉｅｌａｅ）、附地菜属（Ｔｒｉｇｏｎｏ－
ｔｉｓ　ｓｐ）、毛茛属（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　ｓｐ）伴生，与其他植物之

间没有明显界线。因此，我们推测，其他植物可能是

受到星叶草的化感作用和光照的双重影响从而远离

星叶草居群。
此外，神农架的星叶草居群形态性状与《中国植

物志》（第２８卷）［１］中的描述稍有差异，如：宿存子叶

与叶近等长，果呈棒状，仅先端１／５处被钩毛，果先

端被毛，以及茎２隙节和２裂叶等特征，十分独特，
有待进一步观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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