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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a Botanica Yunnanica 

猕猴桃属植物狗枣子的修订 

邓德 山，闵天禄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云南 昆明 650204) 

摘要：作者将海棠猕猴桃 Actinidia maloides H．L．1J，心叶海棠猕猴桃 A．maloides H．L．1J f．C— 

ordata C．F．1Jang合并 于狗枣子 (Actinidia kollmikta(MarJm．&Rupr．)Maxim．)中作 为异名 ， 

同时对狗枣子及其近缘种软枣猕猴桃 A．o／'g／／．~ (Sieb．&Zucc．)Planch．eX Miq，木天蓼 A．po／y— 

gama(Sieb．&Zucc．)1Vlaxim．和四数猕猴桃 A．tetro／neTa Maxim．的形态学特征进行 j’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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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mm／ngInstitute ofBao~y，Chi,Ii~eAoMemy Sc ，Kunnfing65O2O4，0lina) 

AI]6tl'lact~In the present paper。a polymorphie species with two discontinuous distributional area8 Aa／n／d／a 

ko／om／／aa(1Vlaxim．&Rupr．)lVlaxirn is revised and the relationships fl,S well fl,S the distinguishing eharactel,~be— 

tween the species and its related species A．po／yga,na(Sieb．&Zucc．)1Vlaxim．，A．tetto／nera lVlaxirn，and 

A．o／'g／／．~ (sieb．&Zucc．)Planch．eX Miq．are diseltlssed．As a result of this stucly，A．ma／o／des H．L． 

Li and A．ma／o／des f．cordata C．F．Liang are reduced to A．／~om／kta(1Vlaxim．&Rupr．)1Vlaxim． 

Key words~Actinidia；A．kolomikta； Revision 

猕猴桃属 (Aa／n／d／a Lind1．)目前约60余种 (黄宏文，2002；梁畴芬等，1984)，狗枣子Actinidia kolo- 

rnikta(Maxim．&Rupr．)Maxim．是猕猴桃属中分布范围较为广泛的类群；它分布区广，形态变异幅度大， 

资源量丰富，分类鉴定也比较混乱。作者最近在编著 ~Flora ofchi~)猕猴桃科的过程中，基于对国内各 

大标本馆馆藏的猕猴桃属标本全面研究的基础上，现对目前分类和鉴定较为混乱的狗枣子进行订正。 

分类学处理 

狗枣子 (狗枣猕猴桃) 

Ac"tm／d／a ko／om／kta (1VIaxim．& Rupr．)Maxim．in Mem．Acad．Sci．St．Petersb．Say．Etrang．9：63．1859( 

Prim．FI．Amur．)—— 尸j ?ko／om／／aa Maxim．& Rupr．in Blm．Phys．Math．Acad．Sci．St．Petel,~b．15： 

129．1856． (TYPE：Amur River．，Maximowcz．s．n．)—— mox~hur／ca Rege1 in Buu．ehys．Math． 

Acad．Sci．St．Petersb．15：219．1857．— — Trochostigma kolomilaa Rupr．in Blm．ehys．Math．Acad．Sc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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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圃 38251，38791，38873，38964，俞德浚 1958，2073，张秀实 5163，5256，5352，杜大华 1958，4249，4250， 

曲桂龄 3051，3437，3532．泸定县 (Luding Co．)：刘志安 22276，刘照光 22068，(T．P．Wang)8919，赵清盛 

1089．洪雅县 (Hongya Co．)：管 中天 6890，7472，9073，川I经 凉 1239，杜 大华 320，姚 仲吾 2134，2473， 

3603，3637，3750，3825．荣经县 (R0 ing Co．)：赵清盛 339，1532．冕宁县 (Nianning Co．)：武素功 1796， 

2053．越西县 (Yuexi Co．)：中苏队 7689，川经凉 37o4，俞 德浚 943，2217．马边县 (1~labian Co．)：汪发瓒 

(F．T．Wang)23010，23093，T．H．Hu 5498，孙祥麟 5498，5840．雷 波县 (Leibo Co．)：管 中天 7713，8184， 

8489，8578，川经凉 034，258，316，693，无名氏 11508，应俊生4495，俞德浚 3546．峨边县 (EbianCo．)：管 

中天 6548，赵 子孝 339，661，姚仲吾 2016，4325，四川I大学生物 系 863，张清龙 64101．美姑县 (Meigu 

Co．)：川经凉 1938，1785．普雄县 (Puxiong Co．)：川经凉 4558．普格县 (Puge Co．)：川I经凉 5496．甘洛县 

(Ganluo Co．)：川I经凉 4343．屏山县 (Pingshan Co．)：俞德浚 3078，3546．金阳县 (Jinyang Co．)：川I经凉 

3083．清溪县 (Qi．gxi Co．)：刘振书 455．兴文县 (Xingwen Co．)：川I经宜 392，433，473．重庆 (MImiel'pan· 

tyalo~ ing)：合 川县 (Hechuan Co．)：孙 祥 麟 5498．奉 节县 (Fengjie Co．)：方 明 渊 24261，周 洪 富 

108010，张泽荣 25215．南川县 (Nanchuan Co．)：李 国凤 61535，61765，61792，61893，62106，62738，62998， 

63036，63064，熊济华 91081，91361，92572，曲仲湘 1318，金佛 山队 742，745，西部科学 院 3179，贺贤育 

45861，4673，4746．云南 (Pr0v．Ymman)：无地点 (no precise localities)：中苏队 2254，2377，昆明站 1965／ 

2+4．永善县 (Yon~ an Co．)：蔡希陶50975，50991，5O996，50998，51000，51046，51071，孙必兴 449．绥江 

县 (Suijiang Co．)：孙必兴 201，273．大关县 (Daguan Co．)：孙必兴 823．美国 (栽培)(US，cult．)：纽约 

(New York)：G．L．KoUer AA142—38，S．A．Spongberg 79—48．俄罗斯 (1illssia)：海参崴 (Vladivostok)：N．Pa． 

1czewsky s．n．，S．Kharkovich 6926．哈 巴罗夫斯 克 (Chabarovsk)：w．Kusnezow s．n．日本 (Japan)：北海 道 

(Hokkaido)：Takasi Yamazaki 4677，K．Sohma591，M．Takahashi 852．本州岛 (nonshu)：J．Murata 15162，K．Okamoto 

1564，H．Migo s．n．稻恒贯一 s．n．Hiroyoshi Ohashi 28197．朝鲜 (Korea)：S．G．Narch 102，中岛一男 s．n． 

狗枣子为雌雄异株的中小型落叶木质藤本，分布在四川西部部分居群 的叶片可延生至第二年新 叶长 

成。一年生徒长不育枝有缠绕 习性 。幼茎绿色至带紫色 ，两年 以上茎为紫色 、褐紫色 ，老茎树皮条状剥 

落。茎髓全部为褐色片层状。植株生活状态的幼枝分不育长枝 和能育短枝两种类 型。狗枣子 的芽为完全 

包埋型 ：即芽体完全包埋于叶柄基部隆起的叶枕内 ，仅在叶腋部留一针孔状萌发孔 。能育枝冬芽叶枕较 

膨大，节间短。刚展开的幼叶多少具有柔毛，其后多脱落。叶片的形状以条状长圆形为优势，兼有椭圆 

形、卵形等各种样式，叶缘具有锯齿、锐齿、纤毛状锐齿、钝齿至近全缘；叶基部心形，多数收窄，也 

有不为心形的。在多数情况下 ，同一植株上的叶型多有变化。枝条顶端的叶片有时具有 白色至粉 色斑 

块。狗枣子的毛被比较不发达 ，一般来说幼枝有少数柔毛，多数居群 的成熟叶片具有着生于叶脉的短硬 

毛；毛被的这种微小差异并没有严格的地理界限因此不能作为种间和种下分类单位的分类依据。叶片的 

中脉 、侧脉 比较发达 ，而侧脉间的小横脉可见而不明显 ；叶片的质地同叶 自身的成熟程度有关 ，从标本上 

反映的情况来看 ，四川西部居群秋季采集的标本叶片质地较厚 ，为厚纸质或近革质 ；春天及初夏的叶片较 

薄 ，为薄纸质或膜质；东北亚居群的叶片则均为纸质或薄纸质。狗枣子的雌雄花序均为 1 7花的聚伞花 

序 ，花较小 ，直径一般小于 1 em，同一植株上以单花 占优势 ，白色、粉 白色或粉红色甚至深红色 (川西南 

居群)；子房光亮无毛，多数具喙 (尤其北方居群)；花药黄色。果实一般较小 ，长圆柱形，成熟时长 2—4 

em，多少具短喙；果实表面光亮或具有白霜；生活状态成熟后期多转变为紫色或部分转变为紫色 ，这种现 重 

象在近缘的软枣猕猴桃和木天蓼中也有出现。一般来讲，果实都是单生的。种子较少，长 1．5 2mm左右。 i 

花期 4—6月，果期 6～10月。 

狗枣子分布广 (图 1)，形态变异大，但在分类学上仍然是一个界限分明的好种 ：花药黄色 、长枝和 

短枝分明、花较小而多、果实较大，内含种子数目较少；狗枣子的叶片一般长椭圆形和条形占优势，叶 l i 
基多收窄，横脉可见而不明显 。狗枣子种内各种各样营养器官形态的变异多数可以理解 为环境因素的原 

Iq，加之标本采集时枝条的取舍、标本烘制的程序都可以影响研究者对腊叶标本的研究和判断。间断分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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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个大的居群总的来说。东北亚的植株叶片以长 圆形、长卵形为主 ，叶片较多地被有短硬毛 ，花 白色 ； 

川西居群叶片形态变化幅度大，叶片质地较厚 ，部分植株叶片带红色 ，叶片毛被从较多的短硬毛到完全无 

毛 ，花白色 、粉红色到深红色 ，显示出形态上较大的多样性 。除形态上的差异比较细微外 ，各种变异之间 

也没有显示出地理空间分异的相关性 ，不足以构成种下分类单位的依据。 

现将狗枣子同近缘 的其他种类形态学辨析如下： 

木天蓼 (Aainidiapolygama(Sieb．&Zucc．)Maxim．)花药黄色 ，花较大 ，直径 2～3 cm，雌雄花多单 

生 。或 2～3，雌雄花序一般不超过 5花。花枝连续生长，细而长 ，形不成 明显的短枝 。含冬芽的叶枕虽隆 

起但不膨大。果实较大、但种子细小而多。叶片形状菱形占优势，横脉明显，叶片有时具有白色斑块。一 

年生枝条茎髓都是白色实心的。产南岭以北。横断山脉 一秦岭 一太行山 一长白山以东的中国大陆、台湾， 

朝鲜、日本和俄罗斯远东地区。 

软枣猕猴桃 (Aa／n／d／a a／'g／ff．a(Sieb．&Zucc．)Planch．哉Miq．)花药紫黑色，花较小 ，直径 1(3111左右 ，花白 

色；花序中花的数 目一般 5～7个以上。有长短枝之分 ，叶枕明显隆起。果实较大，一般直径 2～3o'no叶片长圆 

形居多 ，基部多心形 、横脉不明显。分布区范围近于木天蓼。 

图 1 狗枣子的分布图 

Fig． 1 The distribution of Actinidia kolomikta 

四数猕猴桃 (Aainidia t,etFolllel'a Maxim．)花 药黄色 ，花较小 ，直径 1 cm左 右 ，花白色少有 浅红色 ； 

花序中一般 1—7花，数目变化较大。本种是净果组中唯一冬芽外露的种 (尤其顶芽)，幼枝皮孔显著隆 

起、开裂似嘴唇状；果实近球形，直径约 1 cm，比较容易同其他种分别。分布于环四川盆地周围的高 

山，在西部形成连续分布，可达青海东南部 ；在东部过渡为零星斑块状分布 。一年生茎髓全为褐色片层 

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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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key to A．ko／om／kta and its related印豳  

1．Anthers purple to black．．．．．．．．．．．．．．．．．．．．．．．．．．．．．．．．．．．．．．．．．．．．．．．．．．．．．．．．．．．．．．A ．arguta 

1．An thers yellow． 

2．Pith white and solid．．．．．．．．．．．．．．．．．．．．．．．．．．．．．．．．．．．．．．．．．．．．．．．．．．．．．．．．．．．．A．to0,gat,~ 

2．Pith brown an d lamellate． 

3．Terminal buds exposed of axils．1eaf vein white barbate abaxially⋯ ⋯ ⋯ ⋯ ⋯ ⋯ ⋯ ．A ．tel~ ／'a 

3．Terminal buds included of axils．1eaf vein usually not hairy⋯ ⋯ ⋯ ．⋯ ⋯ ⋯ ⋯ ⋯ ．A ．ko／om／kta 

致谢 本文研究过程中，PE，IBK，NAS，IBSC，HNWP，WUK各标本馆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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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文本文件 (．txt)，并附清样 2份，或 “北大方正”排版的文件。(来稿中若提供插图文件，线条图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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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直接引用的参考文献必须全部列出，不编号，附于文末。未公开发表的资料勿列入 (不包括学位 

论文)。作者应对文献的准确性负责。文献著录按 “著者一出版年”制。即在正文引用处，酌情用 “吴 

征镒 (1979)或 (吴征镒，1979)的形式；对多著者文献，用 (王文采等，1990)，(Smith等，198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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