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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报道了樟科油丹属一新种，即黄连山油丹 26(*+4.70#* 0".#&6%.#(0.#*#(%( (B ,B &* C 1B 3B /82*。
它产自中国云南东南部绿春县黄连山海拔 G%# H IJ## 5 的热带阔叶次生林中，在体态上与同一分布区内

的云南油丹 2 8 /"##.#*#(%( 4>)@-A5B十分相似，但叶为长圆形或倒披针状长圆形（" H IJ N（#B G H ）IB $ H
$BG =5），明显较狭，两面几无蜂窝穴，总梗及果梗无毛，密被灰白色小瘤而不同。该新种也与油丹 2 8
0.%#.#*#(%( 3-AAB 相似，但叶长圆形至倒披针状长圆形，坚纸质，先端锐尖或渐尖，两面几无蜂窝穴，侧脉

每侧 R H G 条，果梗长 " H R 55，密被灰白色条形的小瘤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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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第二作者在近两年进行云南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云南东南部种子植物区系

研究”课题时，发现绿春县黄连山海拔 G%# H IJ## 5 热带次生阔叶林中下层乔木中一种樟

科 &92A9=-9- 植物在当地较为常见，可认为是该类型森林的一个特征树种。为此，我们合

作研究，确认该植物是樟科油丹属 26(*+4.70#* S--) 一新种，予以发表。

黄连山油丹 新种 图 I
38%#)7!&,"# ,.!"98(!"%,!"#"%(% (B ,B &* C 1B 3B /82*，)<B .>KB T*6 B I
(9-= )<-=*-) 89E*@2 2 8 /"##.#*#(% 4>)@-A5B 9.D 2 8 0.%#.#*#(% 3-AA B 9A=@- )*5*F*)，

9 <A*>A- ?>F**) 9.62)@*>A*E2)，>EF>.6*) K-F >EF9.=->F9@>+>EF>.6*)，" H IJ N（# BG H ）I B$ H $ BG =5，

! $##%+#"+#U 收稿，$##%+#!+$U 收修改稿。
基金项目：云南省自然科学基金 资助（$##I7$$V）（/2<<>A@-D EL @8- 12..9. S9@2A9F /=*-.=- T>2.D9@*>.（WA9.@ S>B
$##I7$$V））。

"通讯作者（:2@8>A ?>A =>A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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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黄连山油丹 !，果枝；"，果；#，果实横切。（吴锡麟根据武素功等 $$% 号标本绘）
"#$% ! % !"#$%&’()*$ )+’*,"-’*#)’*$*#-# &’ (’ )* + ,’ -’ ./0* ’ !，120*3*45 62748/；"，120*3；#，32749:;29; 9;83*<4 <1 120*3 ’
=27>4 6? @’ )’ (0 12<A .’ B’ (0 ;3 7C ’ $$% ’

DDE 植 物 分 类 学 报 FE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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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 南）：GH16!%（绿 春），I$5-3-（骑 马 坝），J-E!（玛 玉），J";
K!-%2,$-%.6-%（黄连山），-," ; 9@> 8 =?>> 5，$% .’1+%0-#E *+#’." -,+%2 .,+/’ L$"6 5+%"-%’ #’0
’-#"6 5-$%,E *#+5 0’"#$"!. #+1M，=CC:4==4>A，N; O; P!（武素功）’" -, ; 99>（6+,+"E/’，OQF；

$.+"E/’.，DRNS，TU）;
常绿乔木，高约 => 5。幼枝灰白色，无毛，散生椭圆形的皮孔，皮孔长 > ; 7 8 = ; ? 55，

宽 > ;: 8 > ;7 55。叶簇间距离 => ;: 8 =@ 15，叶簇叶子之间的距离 A 8 : 55。叶互生，密

集生于近枝顶或分叉处，长圆形或倒披针状长圆形，长 : 8 =? 15，宽（> ; 9 8 ）= ; A 8 A ; 9 15，

先端锐尖或渐尖，基部楔形，坚纸质，全缘，上面暗绿色，下面灰白色，两面几无蜂窝穴，无

毛，中脉上面稍突起，下面极明显突起，侧脉每侧 7 8 9 条，弧形上升，近边缘处不网结，两

面稍突起，网脉两面明显而稍突起；叶柄无毛，长 > ; : 8 > ; C 15，基部稍膨大，红色。花未

见。果序聚伞圆锥状，生于近枝顶的叶腋中，长 @ ;A 8 : 15，无毛，果序梗长约 A ;: 15，密被

灰白色小瘤。果梗长 : 8 7 55，密被灰白色条形的小瘤，顶端明显膨大。果近成熟，紫色，

无毛，卵珠形，长约 A 15，直径 = ;A 8 = ;@ 15，果皮薄。果期 == 月。

本种在体态上十分相似于云南油丹 ! " #$%%&%’%()( O+."’#5;，但本种叶长圆形或倒披

针状长圆形，长 : 8 =? 15，宽（> ;9 8 ）= ;A 8 A ; 9 15，较狭，两面几无蜂窝穴；总梗及果梗无

毛，密被灰白色小瘤可区别。云南油丹目前仅见到花标本，该种植物叶长圆形，长 == 8 =C
15，宽 @ ;: 8 V 15，较宽，两面有细而密的蜂窝穴；花序总梗及花梗密被灰褐色柔毛，无灰

色小瘤。本种与油丹 ! " *&)%&%’%()( J’## ; 在花序上均无毛，且油丹在越南北部有记录

（O+."’#5-%.，=C7?），云南黄连山与越南北部毗邻，仅一河之隔，从分布看云南黄连山所产

的植物与越南北部所产者可能是同一个种。但油丹为高大乔木，高达 A: 5，叶为革质，长

椭 圆形，较大，V 8 =>（=V）W =;: 8 ? ;A 8（@ ;A）15，先端圆形，侧脉每边=A 8 =7条，上面有蜂

V 期 李锡文等：云南樟科油丹属一新种———黄连山油丹 ::?



窝状线窝穴，果梗较长，长 ! "# $ # "# %&，无白色条形的小瘤，果球形或卵珠形，较大，直径

! "’ $ # "’ %&，黄连山油丹似与其不同。

致谢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吴锡麟先生为该种绘制线条图，文章成稿过程中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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