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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草属四个种的新异名 

吴 丁 ，一，高连明 ，王 红 ，李德铢 
(1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204；2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039) 

摘要：将丽江梅花草 (Parnassia lijiangensis Ku)处理为凹瓣梅花草 (P．mysorensis Heyne ex 

wight et Am．)的异名；彝良梅花草 (P．y／／／,mgens／s Ku)处理为大叶梅花草 (P．monochodfolia 

Franch．)的异名；思茅梅花草 (P．s／maoens／s Y．Y．Qian)处理为鸡眼草 (P．w／ght／ana wal1． 

ex Wi ＆Am．)的异名；龙胜梅花草 (P．／ongshengens／s Ku)处理为宽叶梅花草 (P．d／／ata~ 

Hand．一Mazz．)的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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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 New Synonyms of Four Species in the Genus 

Parnassia(Parnassi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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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ur species in the genus Parnass／a，namely Parnass／a lifiangensis Ku，P．y／／／angens／s Ku， 

P．s／maoens／s Y．Y．Qian，and P．／ongshengens／s Ku，are reduced to the new synonyms of P．my- 

$oren$i$Heyne ex Wight et Am．，P．monochorifolia Franch．，P．魄 wal1．ex Wight＆Am．， 

and P．d／／atata Hand．一Mazz．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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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统地查阅和研究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标本馆、 

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标本馆、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标本馆、四川大学标本馆、云南大学标 

本馆和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馆等的全部梅花草属 (Pama~ia L．)植物馆藏标本，结合野外观 

察和采集，发现该属一些分类群不能成立，应作为异名。 

凹瓣梅花草 

Parnassia mysorensis Heyne ex Wight et Am．Pro&．n．Penim Ind
． Or．1：35．1834．Type：India．— —  

P·l／j／angens／s Ku in Bul1．Bot．Res．7(1)：43．1987，syn．nov．Type：China．Yunnan(云南)：Lijiang(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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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秦仁昌31023B(holotype，PE；isotype，KUN!)． 

原描述 (谷粹芝，1987)中指出，丽江梅花草的外部形态与凹瓣梅花草 (P．mysorensis Heyne eX Wight 

tAm．)相似，差别在于该种植株矮小，花茎上具2叶；退化雄蕊3裂，稀不规则4～5裂。作者查阅了 

凹瓣梅花草原始描述和大量的蜡叶标本，发现凹瓣梅花草退化雄蕊为3浅裂，偶有不规则分裂的特征与 

丽江梅花草相同，并不能作为二者的区别特征；二者的植株大小也没有明显的差别。凹瓣梅花草和丽江 

梅花草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茎生叶为1片，后者茎生叶为2片。谷粹芝 (1987)根据秦仁昌在丽江采集的 

31023号标本上部分标本发表了新种丽江梅花草 (31023B)。作者在中国科学院植物所标本馆 (PE)查阅标 

本时，没能找到此种的模式标本。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标本馆有一份同号标本 (秦仁昌31023)，在此份 

标本上的近3o个植株中，有1植株的茎具2片叶，其余均具 1片茎生叶，其它形态特征均无差别。此外， 

作者对丽江梅花草的模式产地的植株进行了大量的野外观察，未发现茎生叶为2片的植株，茎生叶均为l 

片，因此我们认为2片茎生叶可能是凹瓣梅花草的变异类型，这种变异在同属的其它种类中也曾发现 (如 

P． Oliv．和P．de 艘订Franch．)，但极为少见。据此我们将丽江梅花草作为凹瓣梅花草的异名处理。 

凹瓣梅花草分布较广，从印度北部、喜马拉雅至云南高原和横断山区中南段均有分布，主要生长在 

海拔2 500～3 600 m的林内、灌丛或草甸中。 

大叶梅花草 

Parnassia monochorifolia Franch．in Bul1．Soc．Bot．France 44：26O．1897．Type：China．Yunnan(云 

南)：Yanjin(盐津)，Delavay 5018(holotype，K)．——P．y／1／angens／s Ku in Bul1．Bot．Res．7(1)：48． 

1987，syn．nov．Type：China．Yunnan(云南)：Yihang(彝良)，E)【ped．orientabliboreali—Yunnan(滇东北 

队)597 (holotype，PE)． 

依据原始记载，大叶梅花草的主要识别特征是基生叶片长圆状心形，先端急尖，基部心形，上面深 

绿色，下面淡绿色；近中部有一茎生叶，与基生叶同形，但小很多；花瓣白色，匙形，先端圆，基部下 

延成长爪，爪之上部有流苏状毛，毛的顶端呈头状；退化雄蕊5裂，裂片窄长圆形。据谷粹芝 (1987) 

描述，彝良梅花草 (P．yilinagensis)的特征为叶片。肾形，先端圆，具短尖头，基部弯缺甚深呈深心形； 

茎中部以下具单个茎生叶，与基生叶同形，但稍小；花瓣黄白色，匙形，基部下延成爪，边缘上部 1／3 

全缘或微波状，下部 (不包括爪)2／3具长流苏状毛；退化雄蕊5深裂，中间3裂片高出两侧裂片，顶端 

有不明显腺体。两者的描述相似，查阅比较二者模式标本和馆藏蜡叶标本，发现两者并没有明显的差 

异。通过对大叶梅花草模式产地活植株的野外观察，发现花瓣的颜色随花发育时期的不同有所改变，而 

退化雄蕊的分裂在不同植株间以及同一植株不同的个体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此外，两者的地域分布相 

近，生境相似，我们认为彝良梅花草与大叶梅花草为同一种，因此将其作为大叶梅花草的异名。 

吴钲镒等 (2003)在 《中国被子植物科属综论》中也指出，大叶梅花草 (包含P．y／1／angens／s)实 

为1个种系的局部变异，限于滇东北。 

鸡眼草 

Parnassia,agtnfnna Wal1．(Cat．131．11．3755．1831．nom．nud．)eX Wight&Am ．Pro&．F1．Penim． 

Ind．Or．35．1834．Type：India．In Himalaya，R．Blinkwoah Wal1．Cat．1247(isotype，NY)．——P．s／maoens／s 

Y．Y．Qian in Bul1．Bot．Res．17(3)：305—307．1997，syn．nov．Type：China．Yunnan(云南)：Sirnao 

(思茅)，Qian Yi—yong(钱义咏)1461(holotype，NEFI；isotype，SMAO)． 

钱义咏 (1997)描述思茅梅花草 (P．sbnaoens／s)的主要特征为：叶卵状心形，花瓣白色，倒卵形， 

先端圆，基部下延成短爪，上部之 1，4边缘浅波状，下部除爪外3／4流苏状，雄蕊5，且存在长短变异， 

退化雄蕊5裂，分枝深度为长度的 1，2，顶端有球形腺体等；并认为本种与甘肃梅花草 (P．ganshuer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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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相近。作者在查阅了鸡眼草的模式标本及其大量的蜡叶标本后发现，思茅梅花草与鸡眼草的形态特 

征相一致，且其形态特征均在鸡眼草的变异范围之内。 

谷粹芝 (1995)在 《中国植物志》中指出，鸡眼草的形态性状变异甚大，由于性状的连续性，中问 

类型甚多。如四川东部和南部地区的植株，叶片多肾形，宽度远超过长度，先端有尖头，基部心形、深心形 

或近耳状，花直径 (2一)4咖。广东地区的植物中等大小，但叶片较大，近三角形，基部多截形，先端钝， 

花直径大。云南西北部地区的植株较矮小，叶片亦较小，多卵状心形，基部心形，长、宽近相等，花直径 

1．5～2．5 cm，退化雄蕊中裂。云南中部和东北部地区的，叶片形状多肾形，先端有尖头，基部常心形。 

此外，钱义咏 (1997)将思茅梅花草雄蕊长度的变化作为该种的主要特征之一。作者在野外观察发 

现，梅花草属植物的雄蕊发育是依次成熟的，而不是同时成熟，当雄蕊成熟后，花丝伸长并弯曲。因此 

雄蕊长短的差异只是雄蕊发育的不同阶段而已，不能作为区分种的特征。 

鉴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思茅梅花草处理为鸡眼草的异名更为合适。鸡眼草的分布甚广，广布于印 

度东北部至喜马拉雅、横断山区、云贵高原，生于山谷疏林下、山坡杂草中、沟边和路边等处，海拔 

600～2 000 m 

宽叶梅花草 

Parnassia d~l~ata Hand．一Mazz．in Sinensia 2： 132．135， et in Oesterr． Bot．Zeitschr．90：131． 134． 

1941．Type：China．Guizhou(贵州)：Anlong(安龙)，Y．Tsiang 7339(isotype，PE)．——P．1ongshengensis 

Kuin Bul1．Bot．Res．7(1)：54．1987，syn．nov．Type：China．Guangxi(广西)：Longsheng(龙胜)， 

Guang Fu Forest E)(ped．(广福林调队)01057(holotype，PE)． 

H．Handel-Mazzett(1941)描述本种主要特征是叶片扁圆形，先端平，基部截形，上面深绿色，下面 

淡绿色；花瓣白色，匙形，先端圆或锐，2／3部分具长流苏状毛；退化雄蕊先端 (3一)4～5裂，深度为 

长度的1／2或 1／3，顶端常具不明显球状腺体。谷粹芝 (1987)根据广福林调队01057号标本，发表了新 

种龙胜梅花草 (P．／ongshengens／s)，指出其与原产于贵卅I的宽叶梅花草相近，两者的区别主要为该种叶片 

较大，扁圆形，上面有紫色的小斑点；叶柄较长，退化雄蕊的分枝顶端有球形腺体。作者查阅了模式标 

本 (广福林调队01057)及副模式标本 (龙胜采集队0198和50134等)，发现二者的叶片皆为扁圆形，而 

叶片大小与叶柄长短与植株个体大小有关 (可能与植物的生境和年龄相关)，即使在同一植株上，叶的 

大小与叶柄的长度也存在差异；叶面斑点紫色或褐色、退化雄蕊分枝顶端球形腺体明显与否均为连续变 

异。作者认为区分这两个种的形态特征不稳定，很难将二者分开。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两者实为一个 

种，故将龙胜梅花草处理为宽叶梅花草的异名。 

宽叶梅花草分布于贵卅I的安龙；广西的龙胜、象县；广东的龙门是该种的新分布。 

致谢 感谢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陶德定先生在标本鉴定上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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