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枸子属黄杨叶 系的分类修订 

周丽华，吴征镒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云南 昆明 650204) 

摘要：重新界定丁枸子属 (CotoT~ )高山组 (Sect．Alpi~eni Hun~wa)黄杨叶系 (Series 

Bu~dii )的范围，仅舍 4种植物，即 c．b,,x／fot~ w ．味 Ⅱ硼 ，C 幽b 删Ⅱ日啦， 

C f Klotz和 C ∞ Klotz。将原作者建立该系时包含的 5种 ，即 c． 哪蝴 glotz； 

c． 税 础 ttet~t ＆w _：C．h0萄 船u日出；c 蛳 ’习 i c．me3di日m ，被原作 

者置另一系的 c．肫嘲 琳 Tjr-d1．枉 Sehlec~． 及被俞穗 浚教授等误认为红花枸子小叶变种 

c．n 洲 v丑r．mir~cus ，一共 7十 名秣归并为黄杨叶拘 子 (C 埘 c L删 ．)的同物异 

名；又把 C 6嘲 f．t 删 Fr~eh．和 c．珊 神 。 J．脚  et E．C．Nelson归并为绒毛细 

叶拘子 c． 厶 日m 同一种。经修订后的黄杨叶系在拘子属高山组中以普遍直立的习性， 

叶下表面、萼片和萼筒密被绒毛和常具 2个小核等特征组成相对 自然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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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onomic Revision on Series BID删 in Genus Co~oneo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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枸子属黄杨叶系 (Series Bo：dfolli Klotz)是变异性很强，分类上极 为困难 的类群之一。 

Klotz(1963)认为黄杨叶枸子仅产于印度德干高原，产中国者为独立的种级单位，而将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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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国的材料另行发表多个种名，共 8个种组合成黄杨叶系，但另有 3个种则划人其它系 

(Klotz．1963) 对本 系如此 的划分 随后得到 了该属 多数研 究者 的认 同 (Flick＆ Hy~lo， 

1966；Phipps等 ，1990)。我们仔细观察了黄杨 叶系的有关模式、检视 大量的有关标本 ， 

同时进行了叶表皮微形态和部分类群的细胞学染色体数 目的观察，结合初步的野外调查结 

果，认为前人关于黄杨叶系的划分存在诸多不 自然的处理。现将我们对这群植物的分类学 

意见表述如下。 

黄杨叶系 Selie~Bux／fo／／／Klotz in Wiss．Zeits．Univ．Halle，Ma山．Nat．12：756．1963． 

emend．Type!C．b~ifolius Wal1．n Lindl —— ,％ries．~'／arg／nati Klotz in Wiss．Zeits．Univ． 

Halle．12：775．1963，P．P．Type：C．，M  ， Lind1．ex Sehleeht． 

常绿至半常绿矮生灌木 ，通常直立稀匍匐，高可达 2—3 m；小枝圆柱形，深灰褐色， 

幼时密被绒毛。叶片螺旋状排列 ，卵形 、椭圆形 、椭圆卵形至披针形，革质，下面密被白 

色绒毛；花序具数花至单花，花萼 密被绒 毛，花瓣 白色平展 ，先端钝 圆，雄蕊 2o枚 ，子 

房先端具柔毛。果近球形，红色，常具两个小核。 

共 4种 ，产我国西南；印度、尼泊尔、不丹及缅甸。生于多石砾坡地，灌木丛中，海 

拔 1 000—3 300m 

分种植索表 

Ia 芎匍甸 ；叶披针形；花常单生 ⋯⋯⋯⋯⋯一⋯⋯⋯⋯⋯⋯⋯ ⋯⋯⋯⋯⋯··；真西北拘子 C．出b毋帆m K】 

Ib 茎直立 ；叶椭圆形至椭圆卵形 ，花序具花 1—8朵 

2a 花萼、花梗近无毛 (但萼 片先端显边缘具白熏毛)：萼片先端较钝圆。⋯⋯⋯⋯ 黑山门梅子 C．妇D砌 Klotz 

2b．花萼 ．花梗密被缄毛；萼片先端具长尖头 

3a 叶卵形较小 ，长 5～9 nlI】 宽 I．5—4岫 ；成熟果期萼片光滑 紫红色 小棱常部分外露。 

⋯ 一 ⋯ ⋯ 一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一 绒毛细叶拘子 C． 豇 

叶椭圆形较大 ．长 5—16 r砌 、宽 3⋯9 5 ；成熟果期萼片被毛．=蛙白色；小棱为肉质萼筒包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黄橱叶枸子 C． 瑚锄 丑u．既 L dl 

1 黄杨叶枸子 (经济植物手册 ) 

Coto~ 'r “扣 Wall ex Lind1．in BotReg．15：subt．1229．1829．Type：leg．Noton 

inji Ni1 ．Herb w删 ch．(Holo，K!)．—— c．Ⅱ g唧船 Klotzin Wi Zeits．Mart． 一 

Luth Univ．Halle 12：773．1963．syn．呻v．T ：Ymman boreo—oeeidentalis open pasmre 

On the啪 unta_msintheNE oftheYangtse bend Lat．27 (45’N _AIf．11000ff．”leg nest VIII． 

1913，No．10780(Ho1o，BM!； ．，A!)．—— C．b~．'v／romeus Rehd．＆ Wils．， ．，PI． 

Wils．1：177 1912．_rvpe：westem eeimaI1，without lceali~，exposed roeks，air．1800 m．，Ju 

1903．Veiteh Exped．no．3513(Holo，A!；Iso，K!) —— C． 0̂ KlotzinWiss．Zeits． 

Univ．Hltlle 12(11)：774 1963．syⅡ．肿v．Type：Claim ltllstro～oecidentalis，pray．Yunnan supra 

ilr~n Hodjing in rupesk,ibus sieeis~gionis ealide ternpemtae：leg．H． 一M．20．V．1916．n0． 

8748 P P．(Holo，W，13．v．)．—— C．f洳  KlolzinW Zeits．Univ．Halle12(11)： 

773 1963．町m．n0v T ：Ymman，in eollibus caleareis pmpe lacking fu，ca．28O0 m ，le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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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neider 8．VII．1914 no 1781(Helo，A!)．—— c．眦 增 咖 Lind1． Schlech．inI』nn啪  

27：541．1854．syn．ilo~．_rvpe：”c．microphynaHort．Bot．Berol”Hefb．Sehlechtendal(Leeto， 

HAL，n．v．)．—— C．roc~i KlotzinWiss．Zeits．Univ．蹦 le 12(11)：775 1963 syn．I-胛． 

rvpe：Tibet atlstm—orietalis，Mt．Keafichunpo，”Salwln and lrrawadi divide”，3000 m，leg．J．F． 

Rock v／VⅡ．1932，no．22077(Helo，A!；[so，BM I)．—— C．m w vsr．rnbuo~ Yu in Acta 

Phytot Sin．VIII(3)：220．1963．’m／n／am~’syn．ilorg．Type：Szechuan：Sikang．Wa—se— 

kou，in decilMbus saxosis，V．9，1940，K．L．Chu 79l9(He lo，PE 『)． 

西藏 ：察瓦龙 ，王启无 66522(fr．，KUN)4察隅，青藏队 73—632(f1．，KUN)，73—169 

(n．，KUN)；日喀则 ，西藏队 1420(fr．，PE) 渡 

青藏队 7650(fr．，PE)；察隅，倪志诚等 1057(fir 

(fr．，PE)；芒康，青藏队 l1655(fr．，PE)．云南 

1298(fr．，PE)；林芝 ， 

169(n．，PE)，73—623 

8784(f1．，KUN)，俞德 

浚 21042(fr．，KUN)；保山，中国西南动植物考察 队 1010(FI．，PE)；缅宁 ．南水北 调队 

4723(fr．，PE)；德钦，王启无 69386(fr．，KUN＆PE)，吴征镒 4389( ．，K【JN)；维西 ．王 

启无 67872(fr．，KUN＆ PE)，冯国楣 43l5(n．，KUN)，8693(fir．，KUN)．毛品一 00805 

(fr，KUN＆PE)，南水北调队 8336(fr．，KUN)；中甸，中甸队 1057(fr．，KUN＆rE)：兰 

坪，蔡希陶 57087(fr．，KUN＆PE)，56036(fr．，K【JN)，56203( ．．KUN)；丽江 。G．Forrest 

5570(n．，PE)，王启无 71354(Ⅱ．，PE)，冯国楣 ，267(fr．，KUN)，2O693(fr．，KUN＆PE)， 

20964(fr．，PE)，2164l(fr．，PE)，22374(fr．，KUN＆PE)，秦仁 昌，21912(fr．，KUN)． 

21763【fr．，KUN)，30254(n．，KUN)，俞德浚，15194(f1．，PE)，19174(n．，KUN)，和鸿 

昌，s．n．(fr．，KUN)，赵裕年，21912(fr．，KUN)，吴征镒 ，刘德仪 21466( ．，KUN)，周丽 

华 97003(fir．，KuN)，97074(fir．，KuN)，97075(n＆fr．，KUN)，97091(f1．，KUN)；兰坪 。 

蔡希陶 56209 tfr．，KUN)，56036(fr．，PE)；剑川 ，周丽华 97106A(n．＆fr．，KUN)；鹤 庆． 

秦仁昌 23719(fr．，KUN＆PE)．冯国楣 856(n．，KUN，plnkf1．)；洱源，秦仁昌 23228(n．。 

KUN＆PE)，金沙江队 63—624l(n．，KUN＆PE)；漾濞，刘慎谔 22794(fr．，PE)，22797 

(fr．，PE)；宾川1，刘慎谔 21496( ．，PE)，21484( ．，PE)，17679( ．。PE)．王汉臣 2ol7 

(n．，PE)，大理，秦仁昌 2293l(n．，KuN＆PE)，刘慎谔 13048(f1．，KUN)，14615(fr．， 

KUN)，22794(fr．，KUN)，中美联合考察队 0142(fr．，KUN)；巍山，俞德浚 15855(n．．KUN 

＆PE)；祥云，周丽华 97155( ．，KUN)；双柏，周丽华 97112( ．，KUN)；楚雄，周丽华 

97156(fr．，KUN)，李鸣冈 240(fir．，PE)；Yw (姚安)，吴征镒 6575(h．+KUN)；Kiln． 

hang(昆明)，王启无 352(fr．，KUN)，西南联大 125(fr．，KUN)，1634( ．．KUN)．s．n． 

(n．，KUN)，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 1OO0(fr ，KUN)，106l( ．，KUN)，5885( ．．KUN)． 

5883(n．，KUN)，俞德浚 69(fr．，KUN)，83( ．，KUN)，1095(f1．．KUN)．冯国楣 25(fr．。 

KUN)，10298( ．，KUN＆PE)，辛景三 10( ．，KUN＆PE)，邱炳云 63( ．，KUN)．5O468 

(n ，KUN)，50952(fr．，KUN)，50977(fr．，KUN＆PE)，50983(fr，，KUN＆PE)，50952(fr． 

PE)，50468(n．)，51048(fr，KUN＆PE)，51460(Ⅱ．，KUN)，51782(Ⅱ．．PE)，51836(n．+ 

KUN)，53950(fr．，KUN)，53952(fr．，KuN＆PE)，54130(fi．，PE)，54599(n．，KUN)． 

55241(Ⅱ．，PE)，55561(Ⅱ．，KErN＆PE)，57835(fir．，KUN)，57940(fir．，KUN)+77687 rfr．。 

KUN)，陈谋 1817( ．，KUN)，汪发瓒和刘瑛 1876，(Ⅱ．，KUN)，昆明工作站 13(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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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N)，1333(fr．，KUN)，51460(fl ，KUN)，刘慎谔 19612(n．，PE)，19258(fr．，PE)， 

19090(Ⅱ．，PE)，16937(fr．，PE)，16753‘fr．，PE)，14578(fr．，PE)，l4480‘fr．，PE)，14437 

‘fr．，PE)，13588‘fr．，PE)，1348l(Ⅱ．，PE)，13410(n．，PE)，13118‘fr．，PE)，13084(fr．， 

PE)，张英伯 0264(fr．，PE)，0216(fr．，PE)，(?O64(f1．，KUN)，O015(fr．，PE)，T．K．Teng 

， 133(fr．，KUN)，607(f1．，KUN)，K．H．Liang(fr．，KISN)，周丽华 132(fr．，KUN)，135 

(fr．，KUN)；安宁 ，吴征镒 145(fr．，KUN)，94【fr．，KUN)，周丽华 158(fr．，KUN)；宜良， 

邱炳云 60769(fr．，KtrN)，771281(fr．，KUN)；路南 ，周丽华 97129(fr．，KUN)；武定，辛景 

三 80(fr．，KUN)；江川，邱炳云 60591(fr．，KUN)；峨山，蔡希陶 53545(fr．，KUN＆PE)； 

嵩明，张英伯 0015( ，KUN)，O119(fr，KUN)，120(fr．，KUN)，刘伟心 55224(fr．， 

KUN)，邱炳云 55368(fr．，PE)，55224(fr．，KUN)，51772(f1．，PE)，51610(n．，PE)，51460 

(f1．，PE)，51306(fl，，PE)，周丽华 171(n．，KI_ )，170(f1．andfr．，KUN)；禄劝 ，毛品一 

823(f1．，PE)，01878(fr，，PE)；富民，邱炳云 59197(f1．，KUN)；东川 ，NE Yunnan F,xped． 

459(fr．，KUN)；马龙，李延辉 207(Ⅱ．，KUN＆PE)；麻粟坡，冯国楣 12641(fr．，KUN＆ 

PE)；景东，李鸣 冈 5018(fr．，KUN)．云南，具体地名 不详 ，俞德浚 21042(fr．，KUN)， 

169o9(fr．，KUN)，15855(n．，KUN)；昆明工作站 01818(fr．，PE)，243(fr．，PE)；航空研 

究院竹木研究组 703(fr．，PE)，803(fr．，PE)．贵州 ：毕节 ，禹平华 463(fr．，KUN＆PE)； 

清镇，Sichuan—guiTJlou Exped．1958(fr．，PE)．四川 ：盐沅，s．n．2370(fr．，KUN)，稻城 ， 

s．n．2364(f1．，KUN)；大金 )，朱 官政和李馨 75676(fr．，KUN＆ PE)，李馨 77645(Ⅱ．， 

PE)，76271(fr．，PE)，75476( ．，PE)，75452(fr，PE)，林业部第七森林大队 4713(fr， 

PE)；术里，俞德浚 7556(fr．，PE)，5937(fr．，PE)，5958(f1．，KuN)，俞德浚 12882(fr．， 

PE)，冯国楣 29O0(fr．，KUN)，武索功 3562(fr．，KUN)；石棉县，谢朝俊 40897(f1．，PE)； 

崇化，s．n．76642(fr．，PE)；莪边 ，张清龙 64041(f1．，PE)；九龙 ，南水北调队 4723(fr．， 

PE)；泸定 ，关克俭和王文采 1853(fr．，PE)，胡文光和何铸 l1539(fr．，PE)，蒋兴麟和熊济 

华 34526(f1．，PE)，张永 田和郎楷永 0013(fr．，PE)，四川经济植物调查队 3562(fr，PE)， 

3520(fr．，PE)，3578(fr．，PE)；乡城 ，俞德浚 13352(fr．，PE)，Forrest 22359(K)． 

产中国西藏、云南、四川和贵 州，印度 (东北 r~ilghiii及 Pulney山，西南至德干 高 

原 )、缅甸、不丹 、尼泊尔均有分布。生于多石砾坡地 ，灌木丛中，海拔 1 000 3 300 m。 

C．argenteu~Klotz是据 采 自滇西北 的标本 Forrest 10780定名的。从此模式 看．与 c． 

buaifot／~ 的模式极为相似 ，与后者的描述比较 ，没有实质性区别，从大量有关标本的综合 

比较来看 ，也与后者无异，我们将其归并作后者的异名 

C．f洳 r K]otz这个名称 ，按原作者的观点 ，认为近似 C．buxifotius，但叶先端通 

常平钝而稀急尖，下面具乳突，花序中通常少花 ，梨果 2～3有别。但从前者模式和大量 

同地模式 ，如秦仁昌 30254来看，营养器官的变异幅度大，它们叶片的先端变化也大，不 

单纯为钝 圆。叶片下面的乳突我们通过光学解剖显微镜和扫描 电子显微镜均未观察到．而 

花的数目也常有变化。再从地理分布看，C．1ijiangensis产于滇西北 ，位于 C．buxifotius的 

分布区内，不存在地理分异。故我们将 C．1ifi~ ,ensis作为异名处理 。 

C．hodjO,~gensis Klotz的模式我们未见到 ，但据原描述 ，此种与 C．f洳 r 相似，但 

叶狭小，叶和枝被绒毛不持久，花小且少有别。根据大量同地模式标本的观察 ，我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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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特征变化仍在 c．6 蜥 鼬 的变异范围 内，因此也将它作为 c． 硎W 的异名进行 

了处理 。 

c．rnarg／rta／lta Ijnd1．口 Sehleeht．由 G．Klotz所选的来 自栽培植物 的模式我们虽未见 

到．但从一份产喜马拉雅，存于 Kew，采集人不明，但 J．D．Hooker和俞德浚教授等将其 

定名为 c．6 驸 (或 C．m／c,'ophfllus~ar．btax／fo／~ )，而 G．Klotz定名为 c．margtnatus 

的标本 ，同时结合其描述看 ，我们推断此种也应包含在 c．buxifolius的范围内。 

c．mckii Klotz是根据产贡山 (怒江 一伊洛瓦底江分水岭)的标本 J．F．Rock 22077定 

名的，发表时作者未指出它与哪种相近而又有何区别 ，但描述其习性为直立或半直立 ，而 

模式标本的记载为匍匐。检视大量产地标本 ，与模式相同的标本均为直立者 ，此外原描述 

中有关营养器官的特征变化同 c．bux~olius相比无根本性区别。c．rocldi的模式同c．bre- 

virameus的也几乎无法分辩 ，因此我们将 C．mckii作为 C．bux~folius的异名进行了处理。 

通过我们在扫描电镜下对 c．ctrgertteus，c．brevirameus，c．Iqians~nsls，c．mckii，c． 

insolitus，C．buxifolivs(除 C．buxifolius外，材料均来自模式)进行了叶表皮微形态结构的 

观察，结果显示 ：它们的有关特征很类似 ．叶上表皮角质化明显 ，细胞外 突，被稀疏柔 

毛；叶下表面密被绒毛，但除去绒毛后 ，可见气孔器整个向外突出，表皮细胞亦突出，但 

细胞间明显下陷而分界明显，气孔器亦为轮列型 。同时花结构显示萼筒和萼片外壁密被绒 

毛，萼片先端渐尖 ，这个特征在高山组植物中为 c．buxifoliusg所独有①。它们与同组 内另 
一 系，即小叶系的 c．dammeril和 c．mlcrophyllus等差异相 当 明显 (周 丽华和吴 征镒 ， 

1999)，这显示 c．buxifolius是一个很 自然的类群。从宏观形态学和叶表皮微形态解剖学 

方面的证据来看，c．buxifolius同小叶枸子 C．m r 仳̂W 一样表现出活跃的特征变异， 

我们赞同国际早期的研究者们和中国俞德浚教授的观点，采用较大范围的种概念 (Hook 

er，1878；俞德浚等，1974)，将上述有关名称归并做黄杨叶枸子的异名。 

俞德浚教授于 1963年发表红花枸子小叶变种 c．n也m v$tr． 洳  Yu．并认为它和 

原种的区别为叶小，先端通常平钝或缺凹，果小且常为 3小核 (俞德浚和关克俭．1963； 

俞德浚等，1974)。我们观察 了该名称 的主模式 K．L．Chu 7919和 同举模式 Ij Hsien，C． 

H0．＆T．L．Chow 14049，46779，它们均为果期标本。我们认为这两号标本同 c．rubens无 

关 ，而与 C．6 h‰ 一致。故我们将其归并到 c．buxifolius下作为异名。 

附带还需要说一下的是，滇中地区有部分 c．b,,xifot~ 标本，它们叶上表面被毛少而 

光亮 ，叶脉外突 ，与典型的 C．b~ olitts略有差异，另有部分材料在野外活植物观察时见 

花为粉色 ，瓣片与花纵轴的角度较小 ，与典型的 c．buxifolius有所不同，可能是种间杂交 

或突变的结果。花瓣的颜色 (红色或白色)、伸展方向 (yg立和平展)这两对性状在分类 

上如何看待 ，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2 滇西北枸子 (新拟) 

Comna~terdelarayanus Klotz in Wiss 

nan occidentalis，leg．For'restXI．1924，no 

Zeit．Univ．Ho,He 12(11)：774．1963．Type：Yun一 

26055(Holo，K!)． 

① 周丽华，1999．中国特有牛裁条属的系统学研究— 兼论构于厦的系筑 学问题 昆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 

研究所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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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双哨，邱炳云 51782(f1．，KUN)；嵩明，邱炳云 51610(n．，KUN)，55368(fr．， 

KUN)；寻甸 ，李恒和邱炳云 530(f1．，KUN)；安宁，吴征镒 263(fr．，KUN)；滇西北 ，俞德 

浚 7556( ．，KUN)；中旬 ，俞德浚 11301(f1．，KUN)；师宗 ，eoU．ign．050(f1．，KUN)． 

原作者认为此种和 c．hodfingens~相似 ，但习性为匍匐具生气根，叶和枝微具绒 毛， 

叶狭窄而有所区别。现从模式和有关产地标本看，它似乎是介于 c．6一 和 c．m／cro- 

口̂m  之间的植物类群，具有后者的毛被和前者的习性；从标本量来看，具有此类特征的 

标本不多，且它们出现于 c．6 h 泌 和c．rr,icrophyl~ 二者共同的分布区之内，似乎是 

二者间的天然杂交后代。以往普遍认为该属植物为典型的无 融合生殖类群 (Flinek＆Hy1． 

tllO，1966；俞德浚等 ，1974；Kl0乜，1982)，如果确实如此的话 ，那么，无融合生殖类群的 

种间杂交是不可能存在的，但又 曾有报道认为该属下存在杂交种 (I丑0乜，1982)，此种的 

表现亦然 ，故枸子属的生殖特性或无融合生殖的程度尚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 

3 黑山门枸子 (新拟) 

Cotoneaster／nso／／tus I丑0b in Wiss．Zeit．Univ nall~ 15：774．1966．Type： China．Prov． 

Yunnan，”Kiao—the—tong，onenud Hee—chart—men(Hokin)，2 500 m ah．40—50∞ ”． 

quoad．Delavay，15．V．1884，no．1079(Holo，P!)． 

产云南鹤庆，海拔 2500 m。 

该种从模式看，叶下表面密被绒毛显示其与 c．6一 w 相近 ，但黄杨 叶枸子 c． 

bmifoli~萼简萼片密被绒毛 ，萼片先端渐尖；而此种萼筒仅初期具稀疏柔 毛，不久即光 

滑，同时萼片近光滑，顶端急尖具短尖头等特征与 c．6一 w 有 明显差别。但除模式 

外 ，我们在大量有关标本中未发现具有相同特征者，它可能是因突变而形成 的。另外萼筒 

和萼片微形态观察结果显示，c．insditu~萼简和萼片的毛被特征同小叶系的 c．microphyl- 

， 而在萼片先端形态同黄杨叶系的其它成员，且叶表皮微形态特征也同 c．6 M  

等一致，故莪们认为 c．insolitu~成立，但与 c．6一 w 更为近缘。 

此种的模式仅限于藏在 P的 Delavay，15．V．1884，n0．1079，因为 Delavay 1079含一群 

混杂的标本。 

4 绒毛细叶枸子 (新拟) 

C．pod ／n／／Klob in Wiss．Zeib．Ffiedr． 一Schiller—Univ．Jena，27 (1)：21．1979． 

TTpe：F1．N叩日I：Bhefi River，Dunaihi，2850111，” growing On river岫 c in dryloeali~，shrub 

about 6 n．high；flowerswhjte，antl1erbrown”；leg．0．Polunin，W ．R．Syke~＆ L．H．J．Winiam 

2．6．1952，Nr．1037(Holo，BM!)． 

C． f．~d／aea Franeh．，P1．Delav．224．1890； C． m 伸 Val"．~d／aea 

(Franeh．)Rehd．＆w ．，sag．P1．wils．1：176．1912；c．btlx／foEu~var．僧 (Franeh．) 

Klotzin~"iss．ze ．Unlv．nall~6：952 1957．syn．|10v．Type：in tapi~ supraMo一80一yn． 

iruai．1887，Delavay，1079(Leeto．，K!) 

c．n呐田 J．Vryer et E．C．Nelson in Glastra 2：127—130．1995． ．nov．Type： 

Cult．，Rock Garden，National Botanical Gfltl'de~，Glasnevin，Ireland(_删 ．|l0．Ⅱ．oo6894)．E．C． 

Nelson，1991．06．14．DBN．(Holo，E，iso，K，Photo!)． 

西藏：芒康，青藏队 11655(n．，KUN)；聂拉木 ，张永田和郎楷永 3507(fr．，KUN)．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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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德钦 ，俞德浚 10110(fr．，KUN)，冯 国楣 23677(fr．，KUN)；永宁，俞德浚 5195(n．， 

KUN)；中甸，冯 国楣 2450(fr．，KUN)，中甸队 63—3181(f1．，KuN)，南水北 调队 9511 

(fr．，KUN)；维西 ，南水北调队 8327(f1．，KUN)；剑J『I，周丽华 97106(fr ，KIJN)；鹤庆， 

秦仁昌 22715(fr．，ⅪJN)．丽江，冯国楣 21204，fr．，KUN)，3016(fr．，KuN)，S．w．Yu， 

110 number(f1．，KuN)，周丽华 97001，97004(fr．，KuN)，97067(n．，KuN)，97068，97072， 

97073，97076，97081(fr．，KUN)．四J『I：木里，武素功 3685(fr．，KUN)，3331(fr．，KUrd)， 

俞德浚 5518，5947，5952，6177(n．，KuN)，13352(n．＆fr．，KuN)；马尔康 ，南水北调队 

01603(n．，KUN)；黑水，黑水组 1181(n．，KUN)，稻城，武素功 2916(fr．，KUN)，四川植 

被队 2521(fr．，KL )． 

产四川、云南、西藏 ，生于海拔 1 9OO一3 300m的山坡地和灌木丛中。 

1890年由 Franehet建立 C．6 f．vellaea Franch．时，所依据的是一群采 自云南 

昭通和鹤庆等地的混杂标本 ，包括 Hee—chart—mell，alt．25(30 m．(De]avay，3744)；in col— 

libus ad Tchaotong(．m．卯40)：Yang—in—chart，in co1]ibus．alt．2800m．；f1．17 Jun．1887，fr． 

31 dec．1886(De]avay)；in lapido~is supra No—s0一yn(id．13．1079)．但 与前述 C．／nsd／tus 

Klotz存于 P的模式虽同为 Delavay 1079，但具体标本非同份。我们见到三号与 C．bux~lius 

f．vellaea Franch．有关的权威标本：De]avay 1079，in]apisodi supra 1Vlo一80一yn．mai．1887 

(K)；a8 basin1Vlonte8Yan—in—Chan(K)和 DeYang—in Chan，an supra deMo—s0一yn，19． 

Oc1．1887(P)，上面均有 Franchet亲笔写的定名签，前两份存于K的标本叉为 Narquand标 

定为 C．vel／aea】Ⅵa卿la|ld，第一份标本于 1991年 6月 18日又为 J．F 错误地标注为 ．．ryer C 

ir~olitus Klotz的同号模式 (Isotypus)。看来很明显，存于 K的第一份标本应是 C．6 础 

f． 如∞ Franeh．的选模式标本。 

细胞学研究显示它是 4倍体 ，体细胞染色体数 目与黄杨 叶枸子同为 68(图片省略)。 

它与 C．bux~lius在花果．毛被和习性等特征方面较为一致，表现出近缘的系统学关系 

但其植株矮小 ，分枝密集而紧缩 ，叶细小 ；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其萼片在成熟果期光 

滑，为紫红色，小核顶部外露，这个特征在枸子属 中是比较突出的；同时其花瓣片同 C． 

毗 ，。 相似 ，与花纵轴垂直成 9o度角 ，而不似 C．buxifoli~ 与花纵轴形成约6o度角； 

孢粉学特征显示，该种的花粉特征在 Cotoneo~ter中很突出，除普通的三孔沟花粉外还有 6 

孔沟类型，而与 C．6 ius差别明显 (图片省略)。以往的处理将它视为 C．buxifoliu~下 

的变种或变型 ，我们认为它的特征很 明显，与 C．bz,xifot~ 容易区分 ，故将其提升为种。 

但将其提升为种时，根据国际植 物命名法规 11．3条 ，只能在种级名称中选择最早者作为 

这群植物的合法名称。我们观察到，G．Klotz于 1979年发表并将其置于一个混杂的系 Se— 

ties Marginati Klot．z中的名称 C．poluninii Klot．z，实质上 同 C．6 f．vellaea Franeh．是 

同物，故采用 C．polurdrd作为这类植物的正名。 

Fryer(1995)根据栽培植物发表 C．∞ J．Fryer et E．C．Nelson，并指 出，该模 

式来 自T，T．Yu 14428(paratypus)的种子繁殖后代。虽然模式的腊叶标本我们没有见到 ， 

但我们见到了它发表时所用的彩色照片，且从它存 PE和 KUN的同举模式 (Pamlypus：T． 

T．Yu14428)的同号标本看 ，同 C．pDfm 难以区分 ；同时从 唧 r1996年到 KUN查阅 

标本时，曾将 C． 和 C．po 的大量标本 (如 Feng Cuo—mei 20693等)均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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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名为 C． f 一 来看 ，作者似乎未能完全准确地把握这群植物的特性。故此我们将 

该种作为 C．po／u~／n／的异名。 

致谢 本文承蒙李锡文教授审阅并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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