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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及邻近地区核果茶属植物的初步订正 

． ．堑世茧L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昆明 

摘 要 

“ P ． ． 

对中国及邻近地区的 42种及2变种植果茶属植物进行了韧步的分类学订正．确认为20种、4变种 (中国 

有 l6种、4变种)，其中包括 1个新种、8个新组台和 2个新记录种。有25十台格发裹被作为相应的种或变种的 

异名而归并． 

关镥词 三 !： 苎 石笔木属；拟棱果茶属 茎曼 星 丑正 

A PRELIMINARY REVISION OF PYRENARIA 

FROM CHINA AND ITS ADJACENT REG10NS 

"fang Shixiong 

(Kmmia~Iaat／oae of扛口0啊，t̂ 曲 m 帅 t Kun~LI,gg 650204) 

Abstraet 

This paper deals with r~vLsion of Pvreme／a from China and aajac~nt regions，20 species and 4 vaxieties 

are recognizedt。f them 16 species and {vat,ties are repoxtad from China．1 TICW species拓 described and 8 

new combinations are made．2 species are reported from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Key words 埘  ；~ tc／m*／al 础m目- ；Theaoeae}taXonomiC revision 

核果茶属P!trenm'mB1．是 c．L．Blume以Pvre~rris~errafa为模式于 1827年建立的Ⅲ，当时指出，该属与蔷蕞 

科 Rosaeeae报接近．依 据是 该属 的果 为 梨 果状 (porrm~ous) ．5室，每室具 两个 各 吉 一种 子 的 核 

(pyrene*)”——该属属名的来源；同时也指出．该属的花萼结构和雄蕊的着生方式与山茶科相似．后来，经学者 

们考证．该属的肉质果实系上位子房发育而采，无外来成分加入，与蔷蕞科的梨果有着车质的区别；所谓的果 

核实际上就是种子，并无内果皮成分的参与．基于这些 ，J． Choisy于 1885年将该属置于山茶科 Thectoeae内 

至今．目前，已报导该属植物约 27种[= 】，大部分种类分布在东南亚地区，仅有约 7个种分布于中国．1908 

年，S-T—Dunn以 盯 即 为模式建立 了一 个与核果茶属十分接近的属—— 石笔术属 n 

Dunn 】，迄今该属种类约有30种及 2变种 ”】，主要分布在中国．1963年，张宏达特产于海南的 蜥 岍m础 

从石笔术属中移出建立了拟核果茶属 Para~ eaar／aH． Chang~“]．3属的系统位置一直存有异议m一圳，作 

者曾从形态学、胚胎学和孢粉学等方面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以新的证据支持将石笔木属和拟棱果茶属并 

八核果荼属 “引，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车订正工作．马来西亚地区的车属植物曾有过系统的订正c踟，而国产种类 

这方面的工作尚无报导． 

按果茶一 华核果茶属 拟核果茶属 多瓣核果荼属 搦楗木属 石笔木属 

Pyrenar／a Blume  in B r一1119—1827；Benth—et Hook．，Gen．P1．1：185．1862；MeaehJor in EnB1．et Prant[． 

NaL Pflanzenfam—ed一2，21：138．1925；H．KenginGard．Bul1．Sing．26：127．1972；et1．e．33(2) 267．1980．—— 孙  

收稿日期：1906·03-04 接受目期：1995．07—1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日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3期 榜世雄：中国及邻近地区棱果荼属植物的初步订正 

猢 GriffinNotu1．4{560，t．603．I854．—— sm。 HuinAct．Phytotax．Sin．5(4)：281．1956．—— 辨m} 

m  H．T．Chang in Act．Phytotax．Sin．8(4)：287．t963．syn．nov．—— “ w Dunn in Jc~rn．胁 ．36：324．1908~  

1．c．47{l97．1909；Melchiorin Eng1．et Pram1．Nat．Pflanzenfam．ed．2，21}l33．1925． 

属的特征 乔木或灌木．单叶互生，叶片革质、薄革质或纸质，叶缘具齿；有叶柄．花两性，有柄，单生于小 

枝上部的叶腋内川、苞片 2枚，通常对生，偶互生，外恻被毛，有时叶状；萼片 5～10枚或更多，覆瓦状排列，外 

侧被毛，宿存、半宿存或脱落；花瓣通常 5技，白色或淡黄，外侧通常被毛，基部略连合+雄蕊多数，花丝无毛，基 

部常连合并与花冠的基部贴生，四囊型花药，基车型药壁发育，腺质绒毡层，小孢子四分体形成同时型，形状多 

为四面体形；子房 3～5室，密被长毛，花柱离生至合生，中轴胎座，每子房室肛珠 2～5枚，侧向着生于中轴上， 

倒生旺珠，双珠被，薄珠心，蓼型肛囊，大孢子四分体线形或 T形．蒴果或棱果状果，开裂或不开裂，果皮肉质、 

革质至木质．种子压扁状，多角，种脐线形 ，种皮坚硬，无毛，有光泽+无胚乳，子叶薄而大，在种皮内皱折和卷 

曲，种子萌发时出土，变绿，行光合作用达数月之久．染色体数 2n=30． 

模式 枷 dm B1． 

分种和分变种检索表 

l_花柱离生． 

2．叶大，ll 5～33 cm，07～l 4 c,m，倒卵形或倒披针形，叶基窄圆或微心形；果大，“～6 cm． 

3．萼片授多，30枚以上，小， 和 0均<l cm，有明显的膜缘，与小苞片无明显的区别；果长卵形，先端收窄， 

成熟后开裂 ⋯⋯⋯⋯⋯⋯⋯⋯⋯⋯⋯⋯⋯⋯⋯⋯⋯⋯⋯⋯⋯⋯⋯⋯⋯⋯ 3．长桉果蓑 oMonglcarpe 

3．萼片 5～8枚 ，大，l和 6均>1．5 cm，无膜缘，与小苞片区别明显；果球形或椭球形，先端圆 ⋯⋯⋯⋯⋯ 

2．叶较小，18~16 cm，b<5 cm，长圆形或倒披针形 

4．果皮薄术质，成熟后开裂 ⋯⋯⋯⋯⋯⋯⋯⋯ 

4．果皮肉质，成熟后不开裂． 

⋯ ⋯ ⋯ ⋯ ⋯ ⋯ ⋯ ⋯ ⋯ ⋯ ⋯ 4·动腊桉果蓑 P·脚 n日 Pns拓 

叶基楔形；果较小，d一般不到 4 crn． 

·⋯⋯⋯⋯⋯⋯⋯⋯⋯⋯⋯ 7．捌果桉果茶 P．fa伽 “Pns括 

5．叶革质，较厚，干后暗褐色；果球形或扁球形⋯⋯⋯⋯⋯⋯⋯⋯⋯⋯⋯⋯⋯ 5．西藏桉果蓑 P．t ana 

5．叶薄革质或纸质 ，干后黄绿色或浅揭色 果卵形或倒卵形． 

6．幼枝和叶背均秃净无毛；果卵形 ⋯⋯⋯⋯⋯⋯⋯⋯⋯⋯⋯⋯ 6．秃枝桉果蓑 ~rrlngtoniaefolla 

6．幼枝被毛+果倒卵形． 

7．幼枝、叶背密被开张柔毛{花时小苞片和萼片叶状 ⋯⋯⋯⋯⋯⋯ 1．叶萼桉果蓑 diospyrlcarpu 

7．幼枝被贴伏柔毛，后变无毛+叶背疏柔毛或近无毛 花时小苞片和萼片不呈叶状 ⋯⋯⋯⋯⋯⋯ 

⋯⋯⋯⋯⋯⋯⋯⋯⋯⋯⋯⋯⋯⋯⋯⋯⋯⋯⋯⋯⋯⋯⋯⋯⋯⋯⋯⋯⋯⋯⋯ 2．缅甸桉果蓑 camellia Ioru 

1．花柱合生． 

8．果皮肉质，棱果状果，成熟后不开裂或开裂． 

9．子房 5室． 

10-叶干后黄绿色，叶基窄圆或微凹；萼片授多，30枚以上，与小苞片无明显区别；果长卵形，成熟后开 

裂 ⋯⋯⋯⋯⋯⋯⋯⋯⋯⋯⋯⋯⋯⋯⋯⋯⋯⋯⋯⋯⋯⋯⋯⋯⋯⋯⋯⋯ 3．长桉果蓑P．oHon car坤 

lO．叶干后揭色，叶基楔形；萼片5～6，与小苞片区分明显 果球形，成熟后不开裂 ⋯⋯⋯⋯⋯⋯⋯⋯⋯ 

9．子房 3室；果实成熟后不开裂 ⋯⋯⋯⋯⋯⋯⋯⋯⋯⋯⋯⋯⋯⋯⋯⋯⋯ l6 

8．蒴果，成熟后开裂． - 

¨．子房 3室． 

12．幼枝被绒毛或柔毛． 

12．印尼桉果蓑 P．~trutu 

多萼桉果蓑P．m州妇 坤 

l3．小苞片叶状，l2～3 cm；果无棱，圆锥形或球形；果皮木质． 

I4．果圆锥形，先端具尖碌；萼片长卵形或长圆形 ⋯⋯⋯⋯⋯⋯⋯⋯⋯ l7．长萼桉果蓑 P．grandif[ora 

14-果球形，先端圆；萼片宽卵形或卵圆形 ⋯⋯⋯⋯⋯⋯⋯⋯⋯⋯⋯⋯⋯⋯ l4．太花桉果蓑 P．so~ia~ 

l3．小苞片不为叶状， ≈5 mm；果三棱状卵球形、椭圆球形或近球形：果皮革质． 

15．幼杖密被开张长柔毛，一年生枝毛被宿存；果三棱状卵球形，先端尖． 

16-叶基楔形 ⋯⋯⋯⋯⋯⋯⋯⋯⋯⋯⋯⋯⋯⋯⋯⋯⋯⋯⋯⋯⋯⋯ t9a．蛆毛桉果蓑 hirta var．hlr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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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叶基微心形 ⋯⋯⋯⋯⋯⋯⋯⋯⋯⋯⋯⋯⋯⋯⋯⋯⋯⋯⋯ I9b．心叶桉果茶 P．hlrta住r_cardamia 

l5．幼枝疏被短柔毛或近无毛，一年生枝无毛 果椭圆形或近球形，先端钝． 

17．花近无柄． 

18．叶先端渐尖 ⋯⋯⋯⋯⋯⋯⋯⋯⋯⋯⋯⋯⋯ 20a．小果核果茶 P．mlcrocorpa var．m／crocarpa 

18．叶先端钝或宽圆形． 

I9．叶倒卵状长圆形，先端钝⋯⋯⋯⋯⋯⋯⋯ 20b．台湾桉果茶 P．mlcz~carpa vat．shlnkoen~ 

I9．叶倒卵形．先端宽圆 -⋯⋯⋯⋯⋯⋯⋯⋯“20c．卵叶桉果茶 P．microcarpa vat．ovallfolia 

l7．花柄 15 mm⋯⋯⋯⋯⋯⋯⋯⋯⋯⋯⋯⋯⋯⋯⋯ 20d．薄叶桉果茶 P．mi~-rocarpa var．tenulfoiia 

12．幼枝无毛或近无毛． 

2O．果近无柄． 

21．果球形或扁球形，果d2～3 cm；果皮本质，干后 砣～3 Im ⋯⋯⋯ 13．屏边桉果茶 P．pingplenensls 

21．果椭圆球形或近球形，果 <1．5锄 ；果皮薄革质，干后 姒 mm或不到 

22．叶先端渐尖 ⋯⋯⋯⋯⋯⋯⋯⋯⋯⋯⋯⋯⋯⋯⋯ 20a．小果核果茶 P．mlc~ rpa va r．mlcvocorlm 

22，叶先端钝或宽圆形． 

23．叶倒卵状长圆形，先端钝⋯⋯⋯⋯⋯⋯⋯⋯⋯ 20b．台湾桉果茶 P．mlcrocorpa v丑r．Shlnh~nSiS 

23．叶倒卵形，先端宽圆 ⋯⋯⋯⋯⋯⋯⋯⋯⋯⋯⋯ 20c．卵叶桉果茶 P．mlcz~carpa vat．ovaflfG／ia 

20．果柄 t>5 mm；果皮薄革质． 

2 4．果三棱状长锥形，先端有 5 mm长的尖喙；果柄 达 I．5 cm ⋯⋯⋯⋯⋯ 18．尖囔棱果茶 P．roStrata 

2 4．果椭圆球形、长卵形或近球形，先端无长喙；果柄 t一般<l cm． 

25．叶先端渐尖 果d2～3 cm ⋯⋯⋯⋯⋯⋯⋯⋯⋯⋯⋯⋯⋯⋯⋯⋯⋯⋯ I5．薄瓣桉果茶P．grecn／oe 

25．叶先端钝{果 <1．5 cm ⋯⋯⋯⋯⋯⋯⋯⋯⋯⋯ 20d．薄叶桉果茶 P．microcarpa var．tenu d妇 

l1．子房 5室． 

26．果圆球形，具长喙，无棱{果皮本质；萼片长圆形 ⋯⋯⋯⋯⋯⋯⋯⋯⋯⋯⋯ 9．陀螺果核果茶 P．turblnata 

26．果球形，椭球形或长卵形'先端无长喙；粤片卵形或卵哑形． 

27．幼枝被柔毛；小苞片叶状；果球形 ⋯⋯⋯⋯⋯⋯⋯⋯⋯⋯⋯⋯⋯⋯⋯⋯ ¨．大花桉果茶 P．so e 

27．幼枝无毛；小苞片非叶状． 

28．果皮本质，干后 2～10 mm；果球形或椭球形． 

29．果 4～7 cm；果皮干后 一般在 5 mm以上{花 5～10 cm ⋯⋯⋯ 8．大果核果茶 P．champlonl 

29．果 d3锄 ；果皮干后 2～3mm 花 <5 cm ⋯⋯⋯⋯ ⋯⋯⋯” 13．屏边桉果茶 P．plngplenesls 

28．果皮薄革质，干后 ≈I rrffrl或更薄． 

3O．花近无柄；果 <1．5锄 ⋯⋯⋯⋯⋯⋯⋯⋯⋯⋯⋯⋯⋯⋯ lI．菲律宾桉果茶 P．mindanaensis 

3O．花明显具柄{果 一般>2锄． 

3 J_果球形，先端圆，d≈3 cm；果柄粗壮 ⋯⋯⋯⋯⋯⋯⋯⋯⋯⋯ l0．广西桉果茶 P．̂瑚 ngs n晦 

3 J．果长卵形或椭球形， 2～3 cm，,／1．5～2啪 ，先端急尖或骤尖；果柄纤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5．薄瓣桉果茶P．greeniae 

I．叶葶桉果茶(新拟) 短叶核果荼、云南棱果荼、景洪棱果茶、短萼核果茶(图鉴补编)，云南华棱果茶、车里华 

核果茶、加纳华棱果荼(植物分类学报)，乌曲帕(景洪哈尼族)，长苞紫茎、云南紫茎(中山大学学报) 

Pyrenay~ diospyylcarpa Kurz in JoLLrn．As．SoC．Beng．42(2)：60．1873；ct in For．H．Br1．Burro． I： 

l04． I877．— — P． 仃喇 砌 dCralbinKcw Bul1．I924：87；ct FI．Siam．Enum． 1：l3I．1925；Ga~ ep．inSupp1．FI． 

Gen．Indo-China l：302．1943；H．Kengin FI．Thail．2(2)：l50．I977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补编 2：47 4．1983，in 

clavl，syn．nov．Type：Thailand，Chiangmai，Muang Fang，Kerr 518l(K)．—— ∞ Hu in Bul1．Fan Mem． 

Inst．Bio1．，Bot．Ser．8(3)：l37．1938；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补编 2；473．1983．in clavi，syn．nov．Type：Yunnan． 

Lancang，C．W．Wang 73388(PE卜一 只 Hu，1 l 40．1938；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补编 2：478．I983，in 

ctavi，syn．nov．Type：Yunna]2，Jin曲ong，Mengsong．C．W ．Wang 78513 (PE)．一 s啪  口 埘 

(Huj Hu．in Act．Phytotax．Sin．5(4)；281．m 53．1956．—— sE舯 P m (Hu)Hu，ibid．281， ．54．I956．—— 

曲 删  删 (Craib)Hu．ibid．282—1956 毋r 时W 恤 H．T．Chang冲 国高等植物图鉴补编 2：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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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in clavi，nom．nud．；ct in Act．Sci．Nat．Univ．Sunyats．22(3)：63．1983，descr．，syn n0v．Type：Yunrmn， 

MengIjan，Menglian Exp．9604(YNTBI)．—— 成 盯 f 卵 如 H．T．Changin Act．Sci．Nat．Univ．Sunyats．1982 

(4)：76，syn．n0v．Typa：Yunrmn，Gengma，Xishan，P Y．Mao 5567(PE)．—— 成． H T Chang．I．c．1982 

(4)：77，syn．nov．TYPe：Yunnan，Jjnghong，Men,song，Yunnan Complex Exocd．20(KUN)． 

本种以幼枝密被褐色和卷曲的开张柔毛，一年生枝毛被宿存；小苞片和尊片叶状 ，果实多为倒卵形为显著 

特征而与分布于中南半岛的 P．鲫删 相区别．由于本种的小苞片、尊片和果实在生长过程中会发生一系 

列的变化和变异，曾被作为 5个不同的种发表．笔者在标本的检查和云南南部的野外考察中，观察了从幼营、盛 

花、幼果、成熟果实至脱落的干果的整个发育过程，从杨世雄 92004、92006、92007等几号标本上看出，小苞片 

在幼蕾期为卵状三角形，f≈3 mm． ≈2 mm，浅黄绿色．无咏纹．以后．其先端不断长出绿色的具咏纹的部分，到 

幼果期 f≈2啪 左右，极端的可达 4～5 cm．其形状经过一个倒匙形的阶段变成椭圆形或长圆形，明显叶状，其 

先端经历了锐失、近圆或钝、急尖到短尖或渐尖的变化过程，而基部则始终保持原样——无咏纹 、革质、较厚， 

基部与上面叶状部分连接处的两侧向外反卷，形成上下两部分，随着果赛的成熟，叶状部分逐渐干缩，变脆，到 

果实后期脱落，只留下无咏纹的基部 萼片的变化与小苞片相似，只是在幼营期为阔卵形 ，比小苞片大，而充分 

扩大后叉往往短于小苞片；幼果为球形，逐渐发育成圆锥形，无棱，肉质果皮d≈5 mm，以后逐渐干缩变薄，最后 

d<I mm，果形也逐渐变成倒卵形或近球形，出现 5棱．由于这一系列变化和变异的存在，P．0arre~maa、P． 

柏犏阱 和 c 瑚船 显然是本种的同物异名，至于 P． 则是本种的小苞片和萼片的先端脱落后而误 

定．由此可见，云南南部先后报导的 3十种均不毖成立，而是分布在中南半岛的本种在我国的新记录．盛．to~0i．- 

~ac／eaC,a和 ~o*,,~auotsm的花柱离生 ，其它特征也与本种接近 ，应归人本种． 

产云南南部、泰国、越南、老挝和缅甸，生于海拔 lOO～2 OOO m的干燥或潮湿的混交林中． 

云南：沧源，李延辉 1244l，20930(YNTBI)；同地 ，云南林科院速调组 79020(YNFI)；西盟，晦国达、李锡文 

39161(YNTBI)；孟连，云南热植所孟连调查队 9604(P． 螂吲曲 的摸式)；澜沧，王启无 73388(尸． 郴黜 

的模式)；勐海，王启无 75280，77237(P． ntIⅡ舯黜 的同举模式，KLrN)；同地，中苏联合考察队 0086(KUN)；同 

地，冯国榍 14337(KUN){同地．毛品一 7122(KUN)；同地，李延辉 5005(YNnmI)；同地，扬世雄 92006，92007 

(KUN)；景洪，王启无 78513(只 畔 的模式){同地，陶国达 21637，21656(YNTBI)；同地，扬世雄 92004， 

94573t94573B(KUN)}同地，中苏联合考察队2O(~ warlm ”啪 的模式)；耿马，毛品一 5567(sL 曲口c 一 

的模式)． 

越南：抄巴，Lan 0096(KUN)． 

泰国：清迈，Kerr 5181(模式，n．v．)；同地，T．Smitinand a1．10281(E)}同地，B．Hansen et T．Smitinand 

12792 (E)． 

红甸 ： sllan，R．W．MacGregor，I．M． 549(E)；Pangwai，F．0．Dicka~n 92I3(E) 

2．红甸棱果茶(新拟) 

pyrenarla∞"坩fl主口町 Iota Kurz in Journ．As．Soc．Beng．{O(2)：46． 187I；ct For．F1．Brit．Burm． 1：405 

1877；Dyerin Hook—F1．Brit． Ind． I：290— 1875；Craibin F】．Siam．日 ．I：131． 1925,Gagne in F】． G蚰 ．Indo- 

China，Supp1．1：302．4943． 

本种与 啪 相r 很接近，本种的小苞片和萼片非叶状；嫩枝和叶背的毛被贴伏，较少，且渐变无毛，与 

后者不同．但本种的小苞片偶为叶状 ，二种间的亲缘由此可见一斑． 

泰国植物意》(1977)中记载的本种与原描述差~=1tE大(如花柱台生等)，实非本种． 

分布于印度东北部、缅甸、泰国西北部和越南北部，生于海拔 60O～l 000 m的常绿阔叶林中． 

越南：山西，中越考察队 1184(KUN)． 

泰国：清迈，Put 3583(E)；同地，c．F．van B~usekon ct C．Phengk~i 2623(E)；同地，n Hansen ct T．Smitinand 

12880(E)． 

缅甸：ThatoTl，J．H．Lace 4607(E)；Amberer，J．H．Lace 4730，56儿(E)． 

3．长棱果茶(中山大学学报，图鉴补编) 

Pyrenaria oblonSiCarl,a H． Chang，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补编 2：473．1983，in clavl，nom．nud．．ct in Act． 

Sci．Nat．Univ．Sunya~．22(3)：62．1983，descr．TyPe：Yunnan ，Hekou，Yae~han， Y．Mao 2363(PE．KUN)． 

Addeserip6onem add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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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ribus axill Js superinribus subsc~illbus．~ircRer 3～ {cm dlamctro；sepallsnumeroustmultiscriatis,imbriCatis,exte- 

Horibus eirciter 2 mm Iol~gis，interior Jbus gradaUm majoribusJuI吐m reniformis l～ 1．5 cm．1atis，extus bt~,viter adpressis 

viilo~is，intus glabris，marg【ne membranaceis；petalis 5， spathulatis—levitt flavLst 1．5～ 2 cm longis et 2～ 2 5 cm 

]aUs．intus g~bristoxtu$pabescentibus；staminlbus numerousis，glabrls，1．5∞ Iongis，basi oBm petalis leviter adnatis；o_ 

ratio globoso dense adprc~se pubescentJ；StylJs 5，liberrs，re]infeHorlbus l，2～1／3 connatist1．5∞ ]onB,Ls． 

本种花近无柄；尊片与小苞片无明显区别，(数目极多 30被 上)；子房 5室，花柱离生，也见下部 1／3至 

1／2台生的现象，可能是一十在滴化上比较重要的种．本种的果皮海绵质，成熟后由基部向上裂开t是石笔术 

属并八本属的有力的形态学证据．与 P．船 亲缘鞍近，但本种花近无柄；小苞片和尊片区分不明显，小， 

数目多，具明显的膜质边缘；成熟果实圆锥形，先端收窄，与后者不同． 

分布云南南部，生于海拔 700~800 m的潮湿密林中． 

云南 ：河口，毛品一 2363(模式)；同地 ，云南大学生物系 1l28(YNU，IBo)i同地，扬世雄 92017(KUN)；马 

关，中苏联合考察队 3895(同举模式，KUN)}同地，扬世雄 93528，94555，94556(KUN)． 

|．动腊按果茶(云南植物研究) 

Pyrenari~menfJaensls G．D．TaGinAct．Bot．Yun．5(2)t183，f．1．t983．Type }Yunnan，M州 丑t Mengx- 

． o．D．TaG 15833(YNTBI)． 

本种 大叶、大花、太果为特点，易同国产其它种类相区分．车种的小苞片2牧 ，具中肋，互生，尊片较多，向 

花瓣过渡，说明本种的进化程度不高．本种的果实有球形至椭球形的变化，叶基多为窄圆形．尊片和花瓣闻有 

过渡，这些是原描述设有提及的．本种的花部特征为 5基数，原描述以尊片 6枚，花柱 5～6为主要的鉴别特征 

不妥 还应指出，本种发表时t模式标本的号码有误，应为陶国达 15933，非 1598． 

只在云南南部的勐腊有发现，生于海拔 600～700 m的沟答密林潮湿处． 

云南 ：勐蟹，陶国达 15933(模式)；同地t杨世雄 92002(KUN)． 

5．西藏按果茶(中山大学学报，图鉴补蹦) 

Pyrenario蜘 tana H．T．Chang，中国高等植物图鉴朴编 2：474．1983，in clavi，nom．nud．，et Act．Sci． 

Nat．Univ．Sunyam．22(3)：6 4．1983，deser．西藏植物志 3 263，图 109{23．1986．Type：Xizang，M~log，Qinghai． 

，(izang Exp．74— 1848(PE，KUN) 

本种叶厚革质，干后侧、罔脉在叶面明显下陷；幼枝、叶背被毛很少(并非原描述的完垒无毛)；小苞片、尊 

片小，不成叶状 {果实球形或扁球形，果皮干后 d 3～5 mm，与P．“ 抖 脚 不同． · 

分布于西藏墨脱地区，生于海拔 1 700~2 000 m的常绿阔叶林中． 

西 藏：墨脱，青藏队 7d一1848(模式)，74—2480，74—5083(同举模式，PE，KUN)；同地，孙航、周浙昆等 

2639．2688，5668。5694 (KUN)． 

6．秃枝按果茶(新拟) 

Pyrenaria barrlngtoniaefolla (Oriff．)S∞m．in Bonp1．7：4g．1859；Dyer in Hook．F1．Bri．Ind．1：290． 

1872．一  螂  m Clrtiff．inNotu1．d；560，t．603，f．1，2，3．1854． 

率种的幼枝和叶背均秃净无毛，叶片很薄．与邻近的 P．酗椭加和 只 eo~wZZiaefWra不同． 

产印度阿萨姆、孟加拉东部及我国西藏的墨脱，为我国新记录分布种，生于海拔 1800~2 600 m的林中． 

西藏 ：墨眦．孙航 、周渐昆等 6098，614 L(KUN)． 

7．裂果按果茶(新拟) 膜叶石笔术(中山大学学报) 

Pyr。enarin Ia m s H．KenginGatd．Bul1．Sing．26：l29．1972；et1．c．33(2)：280，fig．3．1880．Type：Bor- 

neo．Tawan，G．H．S．Wood SAN l6482(SING)．— — Tf~ea sp．Merr．in Univ,Ca1．Pub1．Bot．13：l98．1824．—— 

nI麟  衄阳删 黜 (Keng)H．T．(Ynang et c X．Ye Jn Act．Sci．Nat．Un Jv．Sunya~．24(2)：85．1985．— — T．nt~rn- 

栅4哪  H．T．Chang et S．X．Ren，1．c．30(1) 70．199l，syn．nov．Type：Borneo，Sat~in，J．etM．S．Clemens 28517～ 

28l49(AA)． 

这是花柱离生的种类中两十果皮开裂的种之一，另一十种 P．o／／ongwar~在叶形和果形上与本种明显不同． 

车种在 1986年由原作者重新描述，在原描述中有果实通常 3室的记载，而重新描述中为花柱 5条，即子房 5 

室，原描述的果 3室很可能是由两个子房室发育不垒所致．从重新描述看 ． 删w 舳瑚和本种问最主要的区 

别(子房室敷)已不复存在，后者所弓I证的同举模式(』．etM．S．Clemens 29619)也为丰种引用，二者的地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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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十分一致，很可能是同物异名． 

分布于苏门答睹和婆罗洲． 

Sumatra：Lcertdoet1Koealce(E．Coast)，H．H．Bartlett 7630(L，rt．v．)． 

Borneo：Sabab，J．et M．s．Clemens 285 J7～281 49( ．协州帅，Ⅵ删 的麟式 ，AA，rt ){Tawa~t，G H．S．Wood 

SAN J6482(模式，n．v+)；Mt Kilrtatmlu．J． M．s．Clemens 296 J9(L，n．v．)． 

8太果核果茶(新名) 石笔木(圈鉴) 榻捷花(中国植街图谱)，美丽韵谴术(中国木材学)，六瓣石笔木、 

华南石笔术(中山大学学报、图鉴补编) 

PFrenar~ chainJ'ionl (NakM)H．Kertgtrt Gard．Bul1．Sing．26：J 3|．J972．—— ，洲 {Nakai Jn 

3ourn．Jap．Bot·I6(12)：708．1940一一  pe№ “ championinTrams·Lirtrt·Soc 2I：I1 J-】850；et JnHooker， 

Jour 3：319．J 851，nort BcrI~e{Seem in Bot．Herald，367，t．78．J852·7．— —  删  auet．／)on LJndJ ：Bentham ， 

F】l Hongk．30．I 86l；Hems1．in Journ·Unn．Soe．23：82．L886-— —  胁 spectcbl2m Koehs in Bot·Jahrb 27：595· 

1900．——7htcherkz 5删 “ (Champ．)Dunn in Jour／)Bot．46：324．1908；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2：847，f．3424． 

J972；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补编 2：467．1983，in clavi．一一 ．heza&~larm HU S．Y．Liang，中国高等植物圈鉴补 

编 2：4 67．I983，in char5；etinAct．Sci．Nat．Univ．Sunyats．22(2)；J07．1983；广西植物志 1：800，p1．36 J：4～5． 

I991，syrt．nov．Type：Gua／)gxi．tengxhan，S．Y．Lian8 6505I 89 (SYS，GXMI)．一一  ，H．T．Chang in 

Act．Sci．Nat Urtiv．Sunya~．22(2)：1 08．1983f广西植物志 J：802．1991，syn ilOV Type：Guangdortg，Yartgchurt， 

Lab．Geobu4 Inst．Austro·Sin 4 258 (SCBI)． 

本种韵枝、叶均无毛；子房 5室，花大 ( 5～10 cm)；栗大(d4～7 cm)，果皮术质，干后 ～10 mm，易同邻近 

的 P so神珊 和 P． n9p荆 榴区分．本种果实的形状有椭球形，球形至赢球形的变异，果实的先端多为圆形， 

偶见微凹，果皮 d偶见 2～5 mlPi的倒子；子房 4～6室，僵见3室{叶和果实的大小也有一定的变异． ．̂ · 

m和 ． r 印 与本种的差异均在种内变异的范匿之内，应作归并．南植地 7235号标本 曾被误定为 

础 ，其果皮da，3 mm，应属本种． 

分布于广东和广西，生于海拔 3∞～J 500 m的山谷水旁密林中，云南有栽培． 

广 东：香港，蒋英 295I(IBG)；同地+陈念劬 21689，40243(珀G】；同地，胨焕镛 9197(IBG)；蕉岭，李学根 

202252(InO)I平远，李学根 202025(IBG)；同地，邓 良 4347(KUN)I饶平，李学伟l 200865(Ⅱ )；云浮，黄 志 

37733(1BG，SZ)；信宜 ，黄志 31160(SZ)；周地，高锡朋 51 407，51492，51787(1BG)；增城，高锡朋 5248I(IBG)：同 

地，陈念劬40709(1BG】；连平，卫兆芬 1201 42(KUN，IBG] 封开(封川)，黄成J64373(KUN)，164319( ．hexab~'u- 

Laria的同举模式，KUN)；海丰，卫兆芬 l 21378(IBG)；梅县，李学根 202429(IBG)；同地，南植地7325(SCBI)f丰 

顺，李学根 201363(IBG)；阳春，南植地 4258( 咖 的模式)；新会，黄茂先 13883( ．口 u． 的同举 

模式，SCBI，m v．)． 

广西：苍梧，胨步伸 J004 7，10343(KUN，IBG)；同地，苍梧队 7—070(GXMI)；睡县，梁盛业 6506189( ． 嚣 

a~adarm的模式)，65051 87( ．Ae~a／oadar／a的同举模式 ．GXMI)f环江，环江队 4—3—752(GXMI)；金秀(瑶山)． 

刘心祈 23197(IBG)，同地，金 秀调查队 5一L一59(GXMt)；罗城 ，沙文兰 4一l一1263(GXIdI)；玉林，雷达美 

40660(IBG)；平南，黄志 39360(SZ)；融水，杨世雄 91t62，9I163(KUN){南宁(栽培)，枷世雄、张文驹 91037， 

9 L038(KUN)：上思，张肇骞等 l 3883( ．驰 sb~wa的同举模式 ，SCBI+rt．v．)． 

云南：勐腊(栽培)，杨世雄 92001(KUN)；同地，张玲、杨世雄 92019(KUN)． 

9．陀螺果核果茶(新种) 

脚 renaria turblnata S．X．yang，sp．／)ov． 

A 尸． 玎 (Wu)Ming et S．x．Yang ramulis et fall primo sparse puberulis demum ghabris，folils ob[ongis， 

cal~ulB subsc~ bus majoribus c扛c．3 cm halls 5-l~-olaribus；a P．sopkiae(wu)S．x．Yang et Mjng锶 】1js~rbirtatis 

bsessilibus 5一】o州harlbus differt． 

Arbor l~rva 5～ 8 m alm ，ramu]is puberulis．Folia corha~ea oblonga 9～ J 2 cltl Ionga 2．5～ d m  hata．apiee cauda· 

to-acuminata，basl cuncam ，margine c~ nata+supra lur~o·viridha niddat subtus cirtoreo-vJrldia primo sparse puberuha dc— 

mum g1abra，ncrvishateralibus 8～ 12-jugis~nuibus；petio]is l咖 Iongis puberul~．F[oreslgnoti．Capsula~ax0harae sub- 

scssllaeturbhaatae no／)一artgulosae 4～ 5 cm lortga~3 cm hatac，apice&ciliate．r~tratae，(3～ )4～5-ocula懈 ．(3～ )4～5· 

va]vatae，va]vls J．5～ 2．5 mm crassis extus dertse[ut~o．vlr~dis tomentosis|Oolumna rhombu idea．Semina castanea nit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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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a 1～ 1．5 cm longa，2～ 3 in quoque 

loculo—ar~ulis internls et externis curvatls． 

Se∞ 】js persi~'tentilis ot~longis 2～ 2．5 cm 1on,is 

1～ 1．5 cm latis，a Di∞ r~undatis． litiln— 

earls，extus dense tomentc~is．intus glabr~s． 

Gua删 (广西){Hexmn(贺县)，August， 

1967，S．Y． LiarIB(梁 盛 业 ) 6705330 

(GXFt)l Nm~ning(南宁)，Jntr~：[uced from 

Hex~n，October 24．1991，S．x Yang(杨世 

雄)et W．J．Zl~ng(张文驹)91041(T ! 

KUN)． 

本种萼片长圆形+果圆锥形．无棱，具 

尖喙t与 尸． t，乩忡 相近，不同处在于本 

种的枝叶 其幼时被毛，叶长圆形+果柄较 

短， < 5 mm，果较大， ≈ 3 cm，4～5室．本 

种也和 只却砷饼 相近，二者在果形、果柄长 

度和子房室数上不同．本种偶见于房 3室． 

分布于广西末部． 

10．广西接果茶 (中山大学学报、图鉴 

朴编) 广西石笔术(中山大学学报) 

r曲 ar h哪 ngs sb I-I 

Chang，中 国高等植物 图鉴 朴编 2：474． 

1983．in clavi，ilom．nud．“ inAct．Sc1．Nat．U- 

n Jv．Sunylzts．22(3)：63．1983，d~．er．1广西植 

物志 1：814．1991．Type：Gu~tngrd．I-le~dan，H． 

C． Ch矶 et S． S． Yu 50021 4 (SCBI。 

KUN)．—— _n 曲 W h唧 如椭 (Chang)H． 

t Chang et C．X．Yein Act．Set．Nat,UnJv． 

Sunyals．24(2)：63．1985． 

图 l 陀螺果核果茶(曙r咖r l盯嘶d如x．S．yang){ 

1．果枝，2．果外形，3．果横韧面，4．中轴，5．种子，6．宿存尊片． 王 瘟绘) 

F l eMrⅪ “ X·S·YaIlg： 

1．Ftu】 be n8 b|且n c'l，2．Frutt．3．c clj∞ of fruit．4．Fruit axIl， 

5．S* ，6．Pe,t~ t I． w¨g LInlD 

本种果球形．较大．与 P． 鲫m 不同．以果皮革质、果明显具柄区别于 删幽．本种的模式(陈亨春 

等 50021 4．花)和同举模式(黄志 40182．果)是否为同一植物还有箭进一步研究． 

产广西东北部．生于海拔 l 4110玎】左右的密林中． 

广西：贺县，陈亨春、余树桑 500214(模式)；金秀(瑶山)，黄志 40182(同举模式 ．IBG，SZ)；融承(大苗山)． 

陈薄昭 823(同举模式，KUN，IBG)． 

11．菲律宾楂果茶(新拟) 梅里石笔木(中山大学学报) 

Py坩 M 缸 mindanae~ is Merr． PIIi1ip．Journ．Sd．20：407，1922letin Enum．philip．3：71．i923；H．Keng 

Jn Gara．Bul1．Sing．33(2)：288．1980．Type：PIIjupines，Mindmla．R．J．Alvarez，For．Bur．25181(语0．US)；l~xatype： 

same口la僻 ，R~nos etFxl~no．Bur．Sci．38839(US)．—— 嘶  me ‘郴 H． Chang et S．X．Renm Act．Sei．Nat． 

UnJv．Sunyat~．30(1)：70．199I．syn．nov．Type paratype of P． #出懈 ；P atype type of P．埘m出胁嘶 ． 

本种花近无柄．果椭球形，小，近似于 尸．m奸咖r ，但本种子房 5室．足毙区别．梅里石笔木 ． 嘲吁叫删 所 

指定的横式和届举模式分别为本种的同举模式和模式，重复发表的该名应予废弃， 

产菲律宾民都洛岛． 

菲律宾：民都洛(Mindano)．R．J．Air,fez，For．BI|r．25181(等模式，n．v．)；周地，Ram啊眦Edan。，BI|r．Sei． 

38839(同举模式．n． )． 

I z．印尼桉果茶(新拟) 

Pyr~ ria ser~ata BI．Jn Bijdr．1120．1827；Kor血．in Kruidk．I46，t．30．1842；Miq．in FI．Ind．BBL 2j 493．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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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K．＆ V．In Med．Lands P．n m 1 6：297．1 896 Koord．in Exk．F1．Java 2：610．191 2；d Jn AtLas 3，t．582．1915； 

Merr·in ContE·Am．Arb．3：106．1934~Baek．＆ Bakh．f．F1．Javal 321．1963．——P． 础  T．＆ B．in Ti丑．Ned． 

Ind一27：40—1864 P r Korth．in Kruidk．147．1842．— —  Korth⋯ 1 c．147．1842． 

本种以嫩枝及叶背被毛稀少 ；叶为倒披针形或倒挟卵形，干后暗褐色；子房 5室，花柱合生；果实球形，不开 

裂为特点，易与其它种区分 

产印尼的爪哇和苏门答腊以及马来半岛(包括泰国南部)，生于海拔 l∞～1 3170 m的阴湿常绿l习叶林中． 

泰国：Peninsular,C．F．~'all Beusekom＆12．Phengkhlai 912(E)；Lansa r1gah，J．RMaxweII 85--482(E)． 

印尼：Java，Blume 13．(I-lerb．Lugd．Bat．n。．925，250--501，Lectoty~，Lm v．)． 

13-屏边核粜茶(新名) (新组合) 屏边石笔术(中山大学学报、图鉴补编)，贵j{f石笔木 (中山大学学报、 

图鉴补编) 

Py n口r p nen s(Chang)s．X Yang et Ming，comb,nov．——m  r似 p瑚㈣ H．T．Chang，中国 

高等植物图鉴 补编 2：467．1 983，in e]avi，nom．nud．，et in Act．Sci．Nat．UnJv．Sunya~．22(2)：l07．1983．dese~． 

脚 ：YunnantPingbim~，H·T·T蚰j 6171 5(KUN)．—— b 。 I-I．T．Chang札Y．K．Li，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补编 2：467·1983，in clavi，rlom．nud．，etin Act．Sei．Nat．Univ．Sunyats．22(2)：1179．1983，descr．；贵州植物志 5{ 

38，pl—l1—1988，syn．n。v．Tyoe{GuJzhouiChishui，Y．K．Li etY．Y．xu 744176(SYS)． 

本种果实球形，无棱t果皮木质，干后拈 2～3mm，与 P． 姗 亲缘较近．以车种小枝，叶背无毛；小苞片非 

叶状；花近无梗而不同．和 P． 俐  e的不同在于本种花近无梗；果球形，果皮木质，较厚．本种子房 3室，偶见 4 
～ 5室的变化，比较本种和 ．h 州 模式产地的标本，二者的花和果实的特征十分一致，后者原描述种的 

叶基圆形、叶近全缘的特征不稳定，不足以构成种间的差别，故将后者归并． 

产云南、广西和贵州，生于海拔 900~2 300 m的林中阴湿处． 

云南：屏边t蔡希陶 61715(模式)，61 7 73(SZ)；回地，毛品一 02086(同举模式，KUN)；同地，林中文 467(同 

举模式，KtrN)；同地t云南林科院 517(YNFI)；回地，扬世雄 921715，920~0(KUN)；西畴，武全安 26l一054， ．n． 

(回举模式，KUN)；同地，刘方嫒 63--101731(同举模式，KUN)；同地，扬世雄、张文驹 946t9(KUN)． 

广西：融水(太苗山)，陈步卿 I 4167，15582(KtrN，SZ)． 

贵州：赤水，李永康、撩有源 744176( ．船嘶 弹眦 的模式)；同地，李永康 781733(Gzm)；同地，党成忠 1162 

(GZBI)． 

14．大花核粜茶(新名) (新组合) 云南石笔术、尖齿石笔术、毛肋石笔木(中山大学学报，图鉴补编) 

P 肌 口r ∞ 坤 ；口e(Hu)S．X．Yang n Ⅶ ng，comb,nov．—— (_册 w |de I-lu in Bul1．Fan．Mem．1nst．Bio1．， 

Bot一8：134—1938一T ~Yunnan十Shi~ng，I-I．T．Tsei 53347(PE KUN) 删 曲  口 如嘞 I-I．T．Chang，中国高 

等植物图鉴朴编 2：466．1983，in davj，nom．nud．；et in Act．Sci．Nat．Univ．Sunya~．船(2)：105．1983，descr．，syn． 

n0V·T ：Yunn~，Qiubei，Yun—For lndust—Coil．02(KUN)．一 (I-lu)ft．T．Chang，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补缩 

2：466．1983·in clavi，；etin】 22(2)：105．1983．—— 鼬 H．T Chang，中国高等植物图鉴朴编 2： 

466．1983t ~lavi，narn．nud．；etIn1．c．22(2)：1176．1983，dese~．syn．nov．Tyoe：Yunnan，yuxi，K． R g 10949 

(KUN)． 

本种和 附“珊 及 一 枷 在小苞片叶状，花大型，果近球形，无棱等方面很一致，而三者问 资 

区别的枝叶被毛，叶缘锯齿t花柄的长短，萼片的尖和钝等特征却不稳定，有过渡，为种内变异，故此，合三为 
一

． 应该指出，本种子房多为 3室，也偶见 4～5室 

产云南中部和东南部，生于海拔 i 60D～2 400 m的林下阴处． 

云南 ：邱北，云南森工局调查队 02(T． 州㈣  的模式)；玉溪，冯国楣 10949( ． 的模式)，10948 

( 瑚咖 的同举模式，KIIN)；峨山，武索功 141( ．口 口 的同举模式，KIJN)；同地，峨山孰 88—64，88 
-- 261，748，783，885，935，937(KUN)；回地，扬世雄 94551(KUN)；石屏，蔡希陶 53347(模式)． 

15薄瓣核粜茶(新名) 薄瓣石笔木(福建植物志) 长柄石笔沐(图鉴补编)，短果石笔木(0a山大学学 

报、图鉴朴编)，斑枝石笔木(广西植物) 一 

Pyren口r 耵神 niae(Chun)l-I．Keng in Gard·Bul1．Sing．26：134．1972．—— 乳砌 盯m 姗 Chun in Journ,~ 

Arn—Arb一9：129一i928；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补编 2：4 67．1983，in c]avi；福建植物志 3：{79．1987；广西植物志 1： 

8172 1991，Tyoe：Guangdong，Lec~ng，w．Y．Chun 5937(AA，SCB1)．一  出m一 H．T．Changin Act．Sei．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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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Sunyats．22(2)：109．1983；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补编 2：467．1983，in clavi；福建植物志 3：479．1987；广西植 

物志 l：800，p1．316：6～7．199l，syn．nov．Type：Guanwd，Jklxlu，S．S．Sin 328(SCBI，KUN)．——T．m 

Y．K．Li in GuJhaia 4(1)：35，fig．1．1984}贵州植物志 5：38．1988，syn．nov．Type：Guizhou，Sandu，Yaorenshan，C． 

Z．咖 2198 (GZBI)．—— n s m  auct．non(Champ．)Dunn：Y．C．Wu in Enter，BoL Jahrb．71：192． 

1940． 

本种技、叶无毛；果长卵形或椭圆形，有棱，明显具梗，果皮薄革质，f5～l0 cm，原描述中的果梗 ￡1．2～1．5 

cm可能是比较极端的现象，本种果实通常为 3室，有4～5的变异，果形偶见近球形．T．彻 嘲幽如除了枝条上 

有比较密的黑褐色斑点外，其它特征与本种无异，而枝条上出现黑褐色斑点在属内比较常见，不能作为分种的 

依据t应将该种归并．经检查 T． 嘶 的模式和其它标本，原描述近球形的果实步见，多为长 形或椭圆 

形，其间有过渡，其它特征同本种一致，因此将该种归并． 

分布于广东和广西北部和东j￡部，福建、江西、湖南和贵州的南部，生于海拔 300～1 200 m的山谷溪翘常 

绿阔叶林中． 

广东：乐昌，陈焕镛 5937(模式)；乳源，黄志 42571( ． 口曲 的同举模式，SCBI)}阳山，邓良 1236， 

l 428(T．6 姆 r 的同举模式 ，KUN)．1268(KUN)；仁化，邓良7603(SCBI，KUN)． 

广西：贺县，余树桑等 500133(KUN，IBG) 同地．粱盛业 6505026(oxMI)I同地，黄增任、方鼎 l3398(GX． 

MI)；同地，贺县调查队 7—731(OXMI)；金秀(瑶山)，辛树帜 328(T． l珊 的模式)；同地，覃灏富 700260 

( ． 的同举模式，皿G)I钟山，钟山队7—045(GXMI)；昭平，挖坪组 7—099(OXJvH)． 

福建：南靖，黄淑美 190286( ． 。" 的同举模式．scm)． 

江西：井冈山，赖书绅等 4605(KUN，IBG)；寻乌，胡启明 124l(KUN，IBG)． 

湖南：宜章，粱宝汗83656( ． 嘶 的同举模式．IBG)，83715(IBG)}同地，刘林翰 982(IBG)I同地，陈 

少卿 2458(KUN，IBG，sz)． 

贵州：三都，党成忠 2198(T．枷 “吨出 的模式)；同地．刘大济( ．伽 觚 的同举模式，GZBI)I同地， 

扬世雄 91175(KUN)． 

16．多萼接果茶(新名) 多萼石笔术(海南植物志) 拟核果茶(植物分类学报)，多尊榻 术(中国植物图 

谱)，多瓣核是茶(中山大学学报)，石胆(两广乔灌木名录)，岭红油、红油母(海南尖峰．争)，山赤(海南陵承、南 

桥)，假猪血槁(海南琼中) 。 

Pyrrenar／~z mu／~isepa／a (Merr． Cbun)H．Keng in Gard．Bul1．Sing．26 134．1972．—— 盱m mu2~*epda 

Mert·et ChuniT1 Sunyam．2I 41．1934I海南植物志 1：496，圈 270．1964．Type：Hainan．Manyum(Wannins)，Don— 

shanLin，H．Y．Liang 6151 3(SCBI)．——  酣w~inanen,sisH． a1anginAct．Phy'totax．Sin．8(4)：288，fig．37． 

1963·Type：Hannah，2ianfenglin，R Zeng H6(sYs)．—— 肋 4m~ eFa／a(Mecr．H Chun)H．T．Chm't$in Act．Sci． 

Nat．Univ．Sunya~．57(3)：74．1979}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补编 2：473．1983，in clavi． 

本种以果椭球形，不开裂；萼片多，子房 3室，花柱台生为特点．此外，本种的叶先端钝，干后叶面绿褐色，叶 

背褐色的特征在种内比较稳定．萼片数目有减少的现象(如谢立山等694)，偶见叶缘为不规则的渡状圆齿(如 

梁向日62046)． 

分布于海南岛中南部，为海南岛特有，生于海拔90~900 m的密林荫处． 

海南 ：万宁，梁向日6l513(模式)；琼中，邓良 3630(KUN)；乐会，海南东队 312(KUN，CDBI)；陵水 ，邓良 

2751，3229(KUN)；同地，谢立山，蔡明 694(KUN)；崖县，梁向 日62046(KUN)；同地，侯宽昭 70656(KUN)；乐 

东(感恩)，粱向日63368，64684，64909，65102，65167(KUN)；尖峰岭．曾沛 H6(脚 ． 的模式，n．v．)； 

同地 ，谢立山、蔡明640(KUN)． 

17．长萼核果茶(新拟)(新组合) 吴氏石笔木(中山大学学报)，长毛石笔木、长萼石笔木(图鉴补编) 

Pyrenar／a grandiflora (wu)Ming S．X．Yang，comb．n0v．—— 曲er 舳 var． 伽d Y．C．Wu 

in Bot．Ja~rb．71：193．1940． ：Gbangxi，Yaoshan，& S．Sin 2157l(SCBI)．—— T．／zirta(H．一M．)Li vsJr．g~ndi- 

d(wu)H．L．IAin Journ．Arn．Arb．26：68．1945．—— T．wu／a．aH．T．C hanginAct．Sei．Nat．Univ．Sunya~．6(1)： 

29．1960；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补编 2：467．1983，in clavi；广西植物志 l：800．1991，syn．nov．Type：Guangdong，Lod． 

ing，P．S．Wang吐 L．o Xu 00l4(SYS)． 

本种在 1940年作为新变种 州“船var．删 ， dWu发表，以花 d达 6 cm为特征．1945年组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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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一M．)．Li vat"．gra~diflova Li，以后没在文献中出现．其叶为典型的披针形；小苞片叶状，萼片长卵形或 

长圆形；果圆锥形，无棱，有长喙，与原变种显然不同，应提升为种．本种的萼片有多于 5的现象 ，内、外1鼻j均被 

毛，偶见外方萼片具脉纹，叶状． ．~'u／ana的小枝、叶背密被粗毛，花大，近似本种，暂作归并． 

分布于广西东部和广东的西江流域，生于近水傍潮湿的密林中． 

广东：罗定，王伯荪、许藉庆 0014( ．wma~a的模式)． 

广西：苍捂．陈少卿 l0121(SCBI，KUN)}金秀(瑶山)，辛树帜21571(模式)；梆州，粱盛业 6705327(C~XFI)； 

广西林科所树木园(栽培)．橱世雄 张文驹 01O40(KUN)． 

I8．尖噱接果茶(新名)(新组合) 尖喙石笔术(中山大学学报、图鉴补编) 

P”enar~a rostrata(Chang)S．X．~(ang Ming，comb．rlov．一一 7"utcker／a rD晰山 H． Chang，中国高等植物图 

鉴补编 2：,168．1983，in clavi，n0m．nud．；eT in Act．Sei．Nat．Univ．Sunyats．22(2)：1 06．1983，de~c~．．Type：Guying- 

dong，Yangel~un，W．T．Lin 30962(SYS，PE)． 

率种果三接状圆锥形，果皮薄革质，与 P．矿e e亲缘较近，但率种果实先端长喙尖，果柄更长(迭 I 5 cm) 

而不 同 

产广东阳春． 

广东：阳春，林万涛 30962(模式)． 

1 9．粗毛接果茶(新名) 蛆毛石笔木(图鉴补编)、毛石笔木(中山大学学报) 

Pyrena~a hirta (H．一M．)H．Keng in Gard．Bul1．Sing．26：l3{ 1972．— — 岛 r 4 (?) H．一M．in 

Anz．Ak0l1．wjss．WJen．58：J80．1921 F et_m Symb．Sin 7：395．1931．Type：Guizhou，LiDir．g，Hand．一№ zz．1 093O 

(V)． 盱 kir~(H．一M．)H．L．IA in Joutn．Arn．Arb．26t 64．19 45；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补编 2：,166．1983．in 

elavi贵州植物志 5：37．1e88；广西植物志 l：799．1∞1．——T．螂 嘲 Y．C．wu妞Ik,t．Ja 7l：192．194(~．脚 l 

Guangx~，yao毫h虮 ，S．S．Sin 324(SCBI，IBG)．一  ． 撕，池 Metr．ex H． Chang m Act．s“ NaL Univ．Sunya 5 

(2)：23．1959，syn．nov．聊 ：G1】̈ gdong，Renfa，W ．T．T ng 3 J 338(SCBI)． 

19a．租毛接果茶(原变种) 

var． rt口 

本种的变异幅度报大，叶基有楔形、宽楔形至圆形的一系列变化 萼片数目不稳定．5～10枚，先端有失、钝 

至圆的变化；果形有卵球形、纺锤形的变化，个别呈半卵球形或倒纺锤形；枝叶的被毛情况和花柄的长短也有 
一 定的变异．经观察不同产地的大量标本，本种的基本特征可归纳为：一年生枝毛被宿存l叶背密被粗毛{花明 

显具柄；果 3室，球形或纺锤形．具 3棱．先端尖，有短喙 ．果皮薄 ，干后 ≈1 mm，革质． 

产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广西和广东等地．生于海拔 250~1 300 m的山谷溪边潮湿密林中． 

贵州：榕江，黔南队 3076．33O6．3433(KUN)}同地，黄德富 7{一823，1842(GZBI)；黎平，李永康 8671 

(GZBI)；同地．黄德富 00983，0l 013(GZBI)；丛江．简焯坡等 51809(KUN，PE)l同地，黄德富 01028(GZBD；同 

地 ．李永康 9173(GZBI)；同地，袁家模 0054{(GZBD；锦屏，罗祖筠 ．1361(ozn)；荔波．黄德富 1393．1566， 

178~．(ozBI)；雷山．黄德富 74—6 4(GZlgI)． 

湖南：永顺，刘林翰 9507(KtrN)；洞El，谭沛祥 63243(IBm)l道县，谭沛祥 62610，62889(IBG)；宁远，谭沛 

祥 62565(IBG)F江永，谭沛祥 62168(IBG)；宜章．刘林翰 1 222(IBG)}同地．陈少卿 3561(1BG)；同地，粱宝汗 

83689(II~3)． 

湖北 恩蘸，周鹤昌 1828 

江西：修水，赖书绅 3171(KlrN)；遂JII，岳搜三 461O(KUN)}同地．艘书绅 5614(KUN)；安福，岳慢三 

3092(KUN)；大泉．聂敏祥 9298．9601(KtrN，IBG) 井冈山，赖书绅 5020(KtrN)；龙南，奠照移 21190(IBG)． 

广西：金 秀(瑶山)．辛树帜 324( ． 船 的模式)，22385( ．础 a的同举模式，IBG)；同地．瑶考队 

10029I，106 61，10888，12089．12653(1BG)I同地，李震卿 17(IBG)；同地，盘碧泉 64947(GXMD；同地，金田组 

5--1—359(GXMI)；同地，大瑶山队810599，811538(GXMI)；融水(大苗山)．陈德昭 583(KUN)；同地，陈少卿 

15132，15191．15302(KerN)；同地 ．吕清华 3243(KerN)；同地，杨世雄 91153．91153B．9116,t．91172，91172B 

(KIIN)； 安．广西队555，1253(KIJN．CDBI)l同地， 安采集队 113(KtrN)；同地，钟济新 8I 812(IBG)；同地 ． 

邓先福 11315(IBG)；龙胜，广福林区采集队 00816(KUN，SZ)；同地．李中提等 600145(I丑G)；临桂．广福林区 

采集队 0O6O2，OIO25(IBG)；全县 ．钟济新 83383(IBG)；百寿，李治基 231(IBG]F环江．环江调查队 ‘一3一~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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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XMD；三江，三江调查趴 821一儿 (GXMI)；广西林科所(栽培)，扬世雄、张文驹 91038，91 038B(KUN)；南宁 

良凤江树木园(栽培)，杨世雄、张文驹 91058(KUN)；桂林 ，粱盛业 6705286(GXF1)一 

广东：阳山，邓良 110(IBG)，1062(KUN)}南雄，邓良 6359，6577(KUN)}连山，谭沛祥 58176(KUN)；连 

南，谭沛祥 59512，60059(KUN)；乳源，高锡朋 53123(KUN)；乐昌，左景烈 21165，211 78(IBG)；封开，丁广奇 

等 6346(CDBI)；增城，胨念劬 42356(IBG)；仁化，曾怀德 31336( ． 如如的模式)． 

19b．心叶接果茶(新名)(变种)(新组合) 心叶石笔术(图鉴补编)，越南石笔木(中山大学学报) 

．v sgr．cordatula(Li)S．X．Yang et M Jng．comb．nov．—— h／rta(H．一M．)vat．cocqa~／a H．L．Li in Journ— 

Arn．Arb．28{65．1945；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补编 2：467．1983，in clavi；广西植物悫 l：800．1991．Type：Guangxi， 

SharI簪i，H．Y．LJang 69639(SCBI，IBG，SZ)．—— T．t， 啪 棚s H．T．Chang扭 Act．Sci．Nat．Univ．Sunya~一22(2)； 

l10．1983，syn．nov．Type：Vietnam，W ．T．Tsang 26976(SCBI，SYS)． 

以叶基微心形区别于原变种 T． 汹mm肌 的模式除花和叶稍大外，其它特征和本变种一致，应怍归并一 

分布于广西十万大山及越南北部地区，生于溪边阴湿处． 

广西：上思，粱向日69639(模式)． 

越南 ：东京区，曾怀德 26976( ．z,~bmmea#．a的模式)． 

20 小果接果茶(新名) 小果石笔木(图鉴补编)，狭叶榻捷花(中国植物图谱)，获叶石笔木(图鉴)，无柄 

石笔木(中山大学学报) 

Pyrenariamicrocarpa (Dunn)H．Kengm Gard．Bul1．Sing．26：l34．1972．— — Ta~v／~rm ~wrocar!m Dunnin 

Jouxn．Bot．47：197．1909；Merr．in Lingn．scj．Journ．14(1)：38．1935；陈嵘，中国树木志：817．1937；Nakai in 

Journ．Jap．Bot．16(12)；703 1940；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2：847．1972，in obs：}中国高等植物 图鉴补编 2：468． 

1983，in clavij福建植物志 3：479．1987；贵州植物志 5：38．1988．Syntype：GuanBdong，Zengfheng，Lofoushan,Ford 

610(SCBI)．—— n把 汕  H．T．Changin Act．scj．Nat．Univ．Sunyats．22(2)：l 05．1983，syn．Nov． 

Type：Yunnma，Maguan，Q，A．Wu 8607(KON)． 

20a．小果核果茶(原变种) 
vat．mlcrocarpa 

车种幼枝疏被柔毛，一年生枝无毛 }花近无柄；果近球形或徊卵形，先端无喙，可与P．h~rta区别．T．硎 

础t， 的模式和同举模式，和本种相似+无明显区别，应为同种植物． 

分布于广东、福建、江西、云南和贵州等地，生于海拔 350~900 m的山谷水旁密林中． 

广东；香港，陈念劬 41771(IBG)；博罗，卫兆莽 l 21832(KUN)}增城，Ford 610(合模式)；阿地，曾怀蒋 

20410(scBI，mG){和平，卫 E芬 120534(KUN)；新丰，邓良8294(KUN)}翁源，刘心祈 23990，25337(raG)i花 

县，黄成 164632(KUN)；始兴，邓 良6371，6978(KUN)；梅县 ，李学根 201096，202466(raG)；大埔，邓 良 5 J88 

(KUN，SZ)． 

福建；邵武 ，周鹤昌 6013，6265(sz)}无地址，赵于孝 776(KUN)i无地址，何景、吴光先 55(KUN)． 

江西：铅山，聂敏祥等 4075(KUN){石城，胡启明 4935(KUN)；安远，胡启明 2271，2452，2994(KUN)；广 

昌，胡启明 5425(KUN)}资溪，聂敏祥等 3227，3773(KUN)；瑞金，聂敏祥等 3929，4243(KUN，IBG)． 

贵州：荔波 ，李永康 9792，9871(GZBI)；同地，罗祖筠 1644(GZFI)}同地，杨成华 4081(GZFI)． 

云南：马美 ，武垒安 8606( ． 出e删 的同举模式，KI N)，8607( ． 出e 伽 的模式)． 

20b．台湾核果茶(新名)(变种)(新组合) 台湾石笔术(图鉴补编、中山大学学报)，锥果石笔术(图鉴补 

编)，乌皮茶、牛尿茶(台湾) 

var．shlnimens~ (Hayata)Ming et S．X．Yang。comb．n0v．— — ‰  幻哪踟 Hayata in Jo~Lrn．CdI．Sci．U- 

niv．Tokyo 30(1)：45．191lj酣 Icon．P】．Formc~．1：92．191l；KarmehizainFormm．Tr．68．J9l7．Type：Talwan，Taibei， 

T．Kawakami V．Mori 1324(TOKYO)．—— Came／L~ 柚 脚神 (Hayata)Cohen— Stuart in M棚ed．Proofst．Thee 

40；68．19l6；Makinoin Journ．Jap．Bot．1(12)：92．19l8}Kanehitain Form．Tr．roy．ed．495，fig,4 J9．1936．—— ‰  

uiroa6a Koidz．in Bot．Mag．Tokyo 32：252．19l8，syn．nob．．Ty pe：Ryukyu，Tanaka 160(TOKYC0)．—— CameU 6a 如 

(Koidz~)Makino et Nemoto，F1．Jap．ed．2．740．1931；Sealy，Rev．Gen． 220．1 958．—— Tutc~erm 坤  

(Koidz．)Nakai Journ．Jap．Bot．16(12)： 08．1940．一  枷沁 (Hayata)Nakai'mL c．16(12)：708．1940； 

H．Keng Taiwaniem1：229．1950；H．L LiinWood．FI．Talwan 559．1963；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补编 2：468．1983,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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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vi；——T． n 州 ∞Merr．elMetc．in Lingn．Sci．Journ．16(2)：172，fig 19．1937；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补编 2： 

458．1983，in clavi；福建植物志 3：48O．1987，syn．nov,Type：Guangdprig，DaputW．T．Tsang 21195(SCB1)．—— 

唧reuar／a 虹 s(Hayata)H．Keng in Gard．Bul1．Sing．26：135．1972．——只 聊 饵(Merr．et Mete．)H． 

Keng，1．c．26：l 35 l972 — — 尸．virgata(Koidz．)H．Keng，1 c．28：l 35．1972．—— Tutc~ertata／wan／caH．T．Chang et S． 

x．Ren in Act．Sci．Nat．Univ．Sunya~．30(1)：71．1991，syn．／lov．Type：Taiwan，A．Henry l23(uS)． 

本变种的叶形表现出长圆形、椭圆形 ．椭状倒披针形至倒披针形一系列的变异，叶的先端也随之出现尖、 

钝至囡的变化 曾被划分成几十种．考虑到叶形、叶先端变化的连续性及其花和果的特征同 P．埘 一  一 

致，将它们归并成一十变种．和原变种的主要区别在于叶片先端钝． 

分布于海南、广东、福建、台湾和日本的琉球群岛，生于海拔 4 00～1 O00 133的山谷较干燥的林内． 

海南：保亭，刘心祈 28027(KUN，IBG)；铜甲，陈念劬 43833(KUN，1BG)；陵水，谢立山、蔡明 0687(KLrN){ 

同地，吊罗山队 337 8(mG)． 

广东：大埔，曾怀德 2l196(T． 棚  衄的模式)． 

台湾；台北 ，Kawakarai etMori 1324(模式，n．v．)，16957，16858(FRI．Ⅱl v)；同地，H．Keng s．n．1950．Ⅱ_ 

v．；同地，A．Heot．y 123( ．taiwan／ca的模式，n．v．)；台中，H．Keng“a／．s．n．1955，n．v；同地，Yamamo~478l， 

日本；琉球，S．Tanaka 160( 船栅 咖 的模式 ．玎．v．)；同地，T．Miyagl 493(TOKYOt丌．v．)． 

20。卵叶接果茶(新名)(变种)(新组台) 卵叶石笔术(海南植物志) 

vat．-0 a 玎 d (Li)Ming et S．X．yang，oomb一／lo％, 出 e ov~i$olm H．L．Li 1n Journ．Arn．Arb．25． 

209．1944；海南植物志 1：496．1964；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补编 2：4 68 1983，in clay[．Type：Hainan，Baoting，S．K． 

Lau 28218(SCBI)．—— 即 enar／a o~ iIolla(L1)H．Keng in Gard．Bul1．Sing．25：134．1972． 

这一变种是原变种在叶形、叶夹变异上的极端类型．叶片倒卵形，先端竟圆，偶见叶片先端中部馓凹． 

产海南，生于海拔 500~2 OO0 m的阴蔽干燥的密林中． 

海南：保亭 刘心祈 28218(模式)；同地，吊罗山队 2433(IBG．CDBI)，2412，2697，2690，3382(口BG)；陵水， 

侯竟昭 73757(KUN)． 

20d．薄叶接枭茶(新名)(变种)(新组台) 薄叶石笔木(中山大学学报、圈鉴补编) 

va；-tenl~ifolla (Chang)Ming et S．X．YaJ1g，comb—nov m 地砌 tenuiyo w H．T．Chang，中国高等植物图 

鉴补编 2；468．1983tin clevi，／lom．nu4，；et in Act．ScL Nat．Univ．Sunya~．22(2)：1Ⅱ＆1983，d ．Type：Guangrd， 

Longzhou，S．S．Chen 1 2833(SCBI．KUN)． 

以花明显具柄，l≈5 mm；叶先端鞍钝区别于原变种． 

分布于广西西南部，生于海拔 300~990 m的密林中． 

广西；龙州(龙津)，陈少I弹12833(模式)；上思，韦焕英 4957(GXMI)． 

致谢 本文在闳无禄研究员指导下完成；西双版蚋热带植物园肖来云先生、广西林辑所粱盛业和邵晓安 

先生、广西融水县九万山森管所韦培脏先生曾给予大力帮助；本所张文驹扣李捷诸先生参加过野外调查．英国 

爱q-堡皇家植物园(Royal BotanicGarden Edinburg}I)CE)A我国中科院植物研究所(PE)、中稃院华南植物研究 

所(SCBI)、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CDBI)、广西植物研完所(IBG)、广西林抖所(GXFI)、广西中医药研究所 

(GXMI)、贵 生特研究所(GZBI)、贵州柿科所(GZFI)、云南林科院(~NFI)、四川大学(SZ)、云南大学(YNU)等 

单位的标本馆热情惜闳T包括模武标本在内的大量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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