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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首次发现大戟科植物小叶大戟 (Euphorbia mak inoi )、斑地锦 (E .maculata )、匍根大戟 (E . serpens)在广西分

布 , 3种植物与容易混淆药用植物千根草 (E . thymif olia Linn. )、匍匐大戟 (E . prostrata Ait. )的茎、叶、子房的形

态、颜色、毛被着生情况等方面有着明显、稳定的区别。这些区别点可以作为鉴别 5种植物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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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uphorbia makinoi ,E. maculata and E. serpens are first found in Guangxi. They are easily

confused with E. th ym if olia and E. prostrata . The morphology, colour and hairs of shoots, leaves

and ova ries of above five species of plant are obviously and steadily dif ferent. Their dif ferences can

discriminate among above five species of plant.

Key words: new records, discrimination, Euphorbia makinoi , E.maculata, E. serpens , E.

thymi f olia, E. prostrata.

　　 2007年 11～ 12月作者在实地调查过程中 ,首次

发现大戟科植物小叶大戟 (Euphorbia makinoi )、斑地

锦 ( E.maculata)、匍根大戟 (E. serpens )在广西南宁

市北郊有分布。其中小叶大戟还分布在市内的一些

校园、公园或宿舍区。我们已经采集到标本 ,并经形

态 (包括花粉 )等方面鉴别确认。本文特予报道。小叶

大戟、匍根大戟的药用价值未见文献记载 ;斑地锦有

清热利湿 ,凉血解毒 ,催乳的功效 ,习用于华东地

区
[1 ]
,未见有文献记载其在广西有分布或作药用。我

们在调查中还发现这 3种植物与广西常用的两种中

药“千根草” ( E. th ymi f olia Linn. )、“匍匐大戟” ( E.

prostrata Ait. ,广西民间称为“铺地草”、“小奶汁草”

) [2 ]同为“地锦草组 Sect.”
[3 ]植物 ,亲缘关系极近 ,形

态酷似 ,混杂生长于平地、路旁 ,较难分辨。为了避免

误采误用 ,确保药用的准确性以及安全有效 ,本文特

地将 5种植物的主要区别特征作比较介绍 ,供采集或

鉴定时参考。

1　广西新记录植物

1. 1　小叶大戟 (台湾植物志 )

Euphorbia makinoi Hayata in Journ. Coll. Sc.

Imp. Univ. Tokyo, 30 ( 1): 262, 1911; H. Keng in

Taiw ania, 6: 44, 1955; 台湾植物志 , 3: 463, 1977;

J. S. Ma & C. Y. Wu in Collect. Bot. 21: 106,

1992.—— Chamaesyce makinoi ( Hayata ) Hara in

Journ. Jap. Bot. , 16: 356, 1938; Lin et al.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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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 Bull. Acad. Sin, 32: 241. f. 16, 1991,台湾植物志 ,

ed. 2, 3: 442, pl. 230, 1993;中国植物志 , 44( 3): 47,图

版 10: 1～ 4, 1997.

广西南宁市北郊路边、庭院 , 2007年 11月 6日曾

静、韦 , GX0701( GXCM );同地 2007年 11月 10日曾

静、韦 、何报作 , GX0702( GXCM)。

分布于日本琉球群岛至菲律宾 ;产于江苏、浙

江、福建、广东、香港、台湾 [1, 3 ]、广西。广西为首次记

录。其中有些特征在以往的文献中未见记载: 茎多分

枝 ,长可超过 20cm ,节间略呈“之”字型曲折 ;叶对生 ,

茎节上的一侧叶腋内着生一长一短 2个分枝 ,有时仅

有 1个分枝 ,邻节分枝互生。叶椭圆状卵形、椭圆形 ,

少为卵状圆形、圆形 ;叶边缘多呈明显红色。托叶明

显 ,长约 1. 2mm,近轴面的托叶唇齿状 ,微红色 ,上缘

不规则分裂 ;远轴面的托叶三角形 ,淡绿色 ,先端撕

裂。总苞具腺体 4～ 5枚 ,近椭圆形或长肾形 ,具狭窄

的附属物 ,淡红色或近白色 ,边缘呈齿状 ,有时全缘。

见图 1。

文献载花果期 5～ 10月
[ 3]
,本次调查在 12月仍然

采到花果。

图 1　小叶大戟

Fig. 1　 Euphorbia mak inoi

a.示主枝 , b.示花序、毛被和叶片

a. Main shoo ts, b. Inflorescence, hairs and leaves

1. 2　斑地锦 (湖北植物志 )

Euphorbia maculata Linn. Sp. Pl. 455. 1753;

Boiss. in DC. Prodr. , 15 ( 2 ): 46, 1862; Ohwi,

Fl. Jap. 839, 1978; 湖北植物志 , 2: 386, 1979.——

E. supina Raf. Amer. Month. M ag , 2: 119, 1817;

Ohwi, Fl. Jap. 840, 1978;江苏植物志 , 2: 412,图 1407,

1982; J. S. Ma & C. Y. Wu in Collect. Bot. , 21: 106,

1992.—— Chamaesyce maculata ( Linn. ) Small,

Fl. S. E. U. S. 713, 1903; Lin et al. in Bot. Bull. Acad.

Sin. , 32: 240. f. 15, 1991;台湾植物志 , ed 2, 3: 439,

pl. 229, 1993.—— C. supina ( Raf. ) Moldenke,

Annot. Class. List. Moldenke Coll. , 135, 1939;中国植

物志 , 44( 3): 53,图版: 12: 1～ 5, 1997.

广西南宁市北郊路边 , 2007年 11月 10日曾静、韦

、何报作 , GX0703( GX CM );同地 , 2007年 11月 22日

曾静、韦 GX0704( GXCM )。

原产北美 ,归化于欧亚大陆 ;分布于江苏、江西、

浙江、湖北、河南、河北、台湾 [1, 3 ]、广西。广西为首次

记录。其中有些特征在以往的文献中未见记载:主枝

近直伸或稍弯曲 ,各节具 1小分枝 ,邻节分枝互生。叶

长圆形或卵状长圆形 ,长 0. 5～ 1cm,宽 0. 3～ 0. 5cm ,

先端钝圆或钝尖 ,上面几无毛 ,下面被稀疏白柔毛 ;

边缘有时呈淡红色 ;托叶狭三角形、条形 ,长约 1mm ,

常 2～ 3分裂 ,具睫毛。总苞具腺体 4枚 ,土黄色 ,椭圆

形 ,边缘具淡红色附属物 ,附属物较腺体长大 ,全缘

或具 2～ 3钝齿。子房除背缝线凹沟外 ,全体表面贴生

短柔毛。见图 2。

文献载花果期 4～ 9月 [3 ] ,本次调查在 12月仍然采

到花果。

图 2　斑地锦

Fig. 2　 E .maculata

a.示主枝 , b.示花序、毛被和叶片

a. Main shoots, b. Inflo rescence, hairs and leaves

1. 3　匍根大戟 (植物学汇刊 )

Euphorbia ser pens H. B. K. Nov. Gen. Sp. 2: 52,

1817; Boiss. in DC. Prodr. 15( 2): 29, 1862; Wheeler in

Rhodora, 43: 198. pl. 661: C. 1941; J. S. Ma &

C. Y. Wu in Collect. Bot. 21: 105, 1992.—— Cham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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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ce serpens ( H. B. K. ) Small, Fl. S. E. U. S. 709,

1903; Lin et al. in Bot. Bull. Acad. Sin. , 32: 245. f. 19,

1991;台湾植物志 , ed 2, 3: 445, pl. 232, 1993;中国植

物志 , 44( 3): 45,图版: 9: 7～ 12, 1997.

广西南宁市北郊路边 , 2007年 11月 22日曾静、韦

, GX0705( GXCM)。

原产北美热带和亚热带 ;分布台湾 [3 ]、广西。广西

为首次记录。其中有些特征在以往的文献中未见记

载:茎节间略呈“之”字型曲折 ;叶对生 ,茎节上的一

侧叶腋内着生一长一短 2个分枝 ,有时仅有 1分枝 ,邻

节分枝互生。叶长圆形、宽卵形或卵形 ,少为圆形 ,长

1. 5～ 5mm ,宽 1～ 4mm, 先端钝圆或平截、微凹 ,偶

凸尖。总苞的腺体附属物较窄 ,微红色、淡绿色 ,具

齿 ;子房基部无花被片。见图 3。

文献载花果期 3～ 5月
[3 ]
,本次调查在 12月仍然采

到花果。

图 3　匍根大戟
Fig. 3　 Euphorbia serpens

a.示主枝 , b.示花序、毛被和叶片
a. Main shoo ts, b. Inflorescence, hairs and leaves

2　与易混淆中药千根草、匍匐大戟的区别

经比较发现小叶大戟 ,斑地锦 ,匍根大戟与千根

草 ,匍匐大戟在茎、叶、子房的形态、颜色、毛被着生

情况等方面有着明显、稳定的区别。

2. 1　小叶大戟

　　主枝略呈之字型曲折 ;茎节上对生叶的一侧叶

腋内着生一长一短 2个分枝 ,有时仅有 1分枝。茎红～

紫红色 ,光滑无毛。叶椭圆状卵形、椭圆形 ,少为卵状

圆形、圆形。先端钝圆或微凹 ,偶见小型叶片的先端

尖。上面灰绿色 ,无毛 ;下面浅灰绿色或微带紫红色 ,

中脉常呈紫色 ,无毛。入秋后叶片紫红色常加深。边

全缘 ,通常红色。花序单生于叶腋 ,少 2个簇生。杯状

总苞外面光滑无毛 ;子房柄明显 ,伸出总苞外 ,向下

弯曲或直伸 ,无毛 ;子房三棱状 ,光滑无毛。

2. 2　斑地锦

　　主枝近直伸或稍弯曲 ,各节具 1小分枝。茎淡红

色 ,近轴面被白色长柔毛。叶长圆形或卵状长圆形。

先端钝圆或钝尖。上面黄绿色 ,中部沿中脉方向常有

一狭长紫色斑 ,几无毛 ;下面浅灰绿色 ,有时微带紫

红色 ,被白疏柔毛 ,少数叶片有紫斑。入秋后叶片紫

红色稍加深。叶边基部以上具不明显的细齿 ,有时边

缘呈淡红色。花序单生于叶腋。杯状总苞外面被白柔

毛 ;子房柄明显 ,伸出总苞外 ,下弯或直伸 ,被贴生短

柔毛 ;子房三棱状 ,除背缝线凹沟外 ,被贴伏短柔毛。

2. 3　匍根大戟

　　主枝略呈之字型曲折 ;茎节上对生叶的一侧叶

腋内着生一长一短 2个分枝 ,有时仅有 1分枝。茎淡绿

色 ,光滑无毛。叶长圆形或宽卵形或卵形 ,少为圆形。

先端钝圆或平截或微凹 ,偶凸尖。上面浅绿色 ,无毛 ;

下面浅灰绿色 ,无毛。边全缘。花序单生于叶腋。杯状

总苞外面光滑无毛 ;子房柄明显 ,伸出总苞外 ,下弯 ,

无毛 ;子房三棱状 ,光滑无毛。

2. 4　千根草

　　主枝直伸或稍弯曲 ,各节具 1小分枝。茎浅红色 ,

近轴面被白色开展绒毛或疏柔毛。叶长圆形、卵状长

圆形或椭圆形 ,少为圆形。先端圆或钝尖。上面黄绿

色 ,几无毛 ;下面浅灰绿色 ,被疏柔毛。有时两面微带

紫红色 ;入秋后叶片紫红色稍加深。叶边基部以上具

不明显的细齿 ,少为上部 1 /3以上具齿 ,以下全缘 ,边

缘常呈淡红色。花序单生或 2到数个簇生于叶腋。杯

状总苞外面被短柔毛 ;子房柄短 ;子房三棱状 ,被伏

贴短柔毛 ,不完全伸出总苞之外。

2. 5　匍匐大戟

　　主枝直伸或稍弯曲 ,各节具 1小分枝。茎紫红～

淡紫红 ,近轴面被白色伏短柔毛 ,毛常倒向 ,或几无

毛。叶椭圆形或倒卵状椭圆形 ,少为倒卵形、圆形。先

端钝圆 ,少数钝尖 ,偶凹。上面灰蓝绿色 ,有时微带紫

红色 ,无毛 ;下面浅灰绿色或微带紫红色 ,中脉常呈

紫色 ,无毛或偶见疏毛。入秋后叶片常变为红紫色。

叶边基部以上具不明显的细齿 ,可见睫毛 ,边缘有时

呈淡红紫色。花序多单生于叶腋 ,少数为 2到数个簇

生。杯状总苞外面常无毛 ,有时被疏柔毛 ;子房柄明

显 ,伸出总苞外 ,下弯 ,被白色短柔毛 ;子房三棱状 ,

除棱脊上被白色柔毛外 ,余无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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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小叶大戟 ,斑地锦 ,匍根大戟为首次在广西被发

现。文献 [4]曾经提及广西南部有斑地锦分布 ,但是编

者未见标本。本次调查获得了标本 ,确实证明其在广

西有分布。

3种广西新记录植物各自的形态特征明显 ,与千

根草和匍匐大戟的区别亦很明晰 ,可以作为鉴别的依

据。为了便于读者鉴别 ,特地列出 5种植物的分种检索

表如下。
分种检索表

1. 全株光滑无毛 ;叶全缘。

　 2.茎红色或紫红色 ;花序单生于叶腋 ,少 2个簇

生 小叶大戟 E.makinoi Hayata………………………

　 2.茎淡绿色 ;花序单生于叶腋 ………………

匍根大戟 E. serpens H. B. K.……………………

1.茎被毛或几无毛 ;子房有毛 ;叶缘多少具明显

或不明显的细锯齿。

　 3.茎近轴面被白色长柔毛 ;叶上面具紫色斑 ;

子房柄及子房 (除背缝线凹沟外 )被贴伏短柔毛。 …

斑地锦 E. maculata Linn.…………………………

　 3.茎近轴面被白色开展绒毛或疏柔毛 ;叶上面

黄绿色 ;子房被伏贴短柔毛 …………………………

千根草 E. thymi f olia Linn.………………………

　 3.茎近轴面被白色伏短柔毛 ,毛常倒向 ,或几

无毛 ;叶缘具睫毛 ;子房柄被白色短柔毛 ; 子房除棱

脊上被白色柔毛外 ,余无毛。…………………………

匍匐大戟 E. prostrata 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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