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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苔藓植物8个新记录种*

唐启明,韦玉梅**,刘 演,韦 霄,唐健民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广西喀斯特植物保育与恢复生态学重点实验室,广西桂林 541006)

摘要:对广西乐业县大石围天坑洞穴群及其周边的苔藓植物进行调查研究,发现8个广西苔藓植物新记录种,
分别为芽胞赤藓(Syntrichia

 

gemmascens)、薄囊藓(Leptobryum
 

pyriforme)、拟黑茎黄藓(Distichophyllum
 

subnigricaule)、直叶灰石藓(Orthothecium
 

intricatum)、粗裂地钱凤兜亚种(Marchantia
 

paleacea
 

subsp.dip-
tera)、脆叶羽苔(Plagiochila

 

debilis)、尖叶疣鳞苔(Cololejeunea
 

pseudocristallina)以及疣瓣疣鳞苔(Colole-
jeunea

 

subkodamae);同时,寒藓科 Meesiaceae和灰石藓属Orthothecium 也是广西首次记录的科属。本文描

述了这些物种的主要识别特征,并提供彩色形态图版。
关键词:苔藓植物 天坑 洞穴 新记录 广西 乐业 大石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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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广西地处我国西南部(20°54'-26°24'
 

N,104°
28'-112°04'

 

E),区内丰富的生物资源奠定了广西在

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重要地位[1]。苔藓植物是仅次

于被子植物的第二大类群,是高等植物物种多样性的

重要组分[2]。自20世纪30年代起广西便开始苔藓

植物多样性的调查活动,我们近期开展了广西苔藓植

物多样性阶段性总结工作,首次全面修订及总结

2017年5月以来的广西苔藓植物多样性现状,报道

苔藓植物103科326属1
 

230种,极大地改变了广西

地区苔藓植物多样性整体数据模糊不清的局面[3]。

在随后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广西苔藓植物新记

录[49]陆续被报道,物种数量增至1
 

287种。
  笔者于2018-2019年在广西乐业县开展了大石

围天坑洞穴群苔藓植物多样性调查工作,获取苔藓植

物标本1
 

000余号。经室内标本鉴定,确认其中8种

苔藓植物为广西新记录,这一发现可为广西苔藓植物

多样性研究增添新的资料。凭证标本存放于广西植

物标本馆(IBK)。

1 材料与方法

  研究区域主要位于广西西北部的乐业县天坑群

以及洞穴群范围,分布海拔为900-1
 

300
 

m,地表森

林多处破碎化,以山头的蕨丛破碎森林为主要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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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苔藓物种生境照片使用Canon
 

G16相机现场

拍摄,植物显微特征在江南JSZ5B解剖镜、奥林巴斯

BX43显微镜下拍摄。

2 新记录物种

2.1 芽胞赤藓(图1)

  Syntrichia
 

gemmascens
 

(P.C.Chen)
 

R.H.
Zander

 

  图1 芽胞赤藓:(a)植株,(b)叶片,(c)芽胞,(d)茎横切

面,(e)叶中部细胞,(f)叶基部,(g)叶尖部,(i)叶横切面

  Fig.1 Syntrichia
 

gemmascens
 

(P.C.Chen)
 

R.H.

Zander:(a)plant,(b)leaves,(c)gemmae,(d)transverse
 

section
 

of
 

stem,(e)median
 

leaf
 

cells,(f)leaf
 

base,(g)leaf
 

apex,(i)tr

ansverse
 

section
 

of
 

leaf

  研究标本:乐业县同乐镇刷把村垒荣屯白洞天

坑,海拔1
 

020
 

m,树干生,24°48'37.11″
 

N,106°28'
45.29″

 

E,唐启明
 

20180609238;广西乐业县雅长乡

草王山,海拔
 

113
 

m,腐木生,24°44'3.69″N,106°20'
52.55″E,唐启明

 

&
 

张仕艳
 

20181002278。

  分布:北京、广东、甘肃、贵州、云南、河北、四川、
西藏[1011],广西首次记录。

  芽胞赤藓隶属于丛藓科赤藓属,本种常见于树干

上,是丛藓科中不常见的生境类型。该种叶倒卵圆

形,下部全缘,背卷,上部具细齿;叶上部细胞密生多

数C型疣;叶尖或叶上部具多细胞构成的芽胞体,芽
胞多为椭圆形或长椭圆形,以及茎横切面无中轴为主

要识 别 特 征。显 微 形 态 上 该 种 接 近 于 北 美 赤 藓

(Syntrichia
 

amphidiacea),不同的是前者叶边缘上

部具齿而后者全缘,另外,前者茎横切面无中轴而后

者具中轴。本次于广西乐业发现的芽胞赤藓在叶边

缘齿上与国内原有记载[12]略有差别,乐业标本的叶

上部边缘多具单细胞凸起构成的细齿,与《日本藓类

志》[13]的描述一致,而国内原有记载多呈现为1-3
个细胞构成的细尖齿,这一差别很可能是其种内存在

一定的形态变化。

2.2 薄囊藓(图2)

  Leptobryum
 

pyriforme
 

(Hedw.)
 

Wilson
 

  图2 薄囊藓:(a)生境,(b)植株,(c)叶片,(d)叶横切面,
(e)茎横切面,(f)蒴齿

  Fig.2 Leptobryum
 

pyriforme
 

(Hedw.)
 

Wilson:
(a)habitat,(b)plant,(c)leaves,(d)transverse

 

sections
 

of
 

leaf,
(e)transverse

 

section
 

of
 

stem,(f)perist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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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标本:乐业县同乐镇刷把村马蜂洞洞穴中

部,海拔1
 

289
 

m,钙华土生,24°48'28.69″
 

N,106°26'
49.21″

 

E,唐启明2017102033。乐业县广西雅长兰

科植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蓝家湾天坑,海拔1
 

236
 

m,潮湿土生,24°50'01.42″
 

N,106°22'40.82″
 

E,唐启

明
 

&
 

韦玉梅
 

20191019331。

  分布:河北、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中国广

布[10]。广西首次记录。

  薄囊藓隶属寒藓科
 

Meesiaceae,该科也为广西首

次记录科。薄囊藓属全世界现有3个种,中国仅有薄

囊藓1种[11]。该种顶叶长而丛集,具有宽的中肋,尤
其中上部叶面几乎全部为中肋所占据,孢蒴多长梨

形,倾垂,台部明显等形态特征易于识别。薄囊藓在

中国分布很广,在生长环境上,常见于林下溪边湿润

处及园艺苗圃之花盆土中,本次于马蜂洞洞穴中部的

三叠纪层湿润钙华土壁上发现,增加了其在洞穴生境

的记录。

2.3 拟黑茎黄藓(图3)

  Distichophyllum
 

subnigricaule
 

Broth.

  研究标本:广西乐业县大槽天坑外部,24°47'
08.67″

 

N,106°30'37.10″
 

E,1
 

235
 

m,钙华表层,唐启

明
 

201706131;广西乐业县同乐镇刷把村中洞洞穴

底部,海拔1
 

184
 

m,钙华石生,24°48'28.50″N,106°
26'49.18″E,唐启明

 

2017102155。

  分布:重庆、贵州、海南、云南[11,14],广西首次

记录。

  拟黑茎黄藓隶属于小黄藓科黄藓属,该种叶片阔

倒卵形,先端圆钝,具弱尖,叶边具1-2列线形细胞

构成的分化边缘,叶细胞圆六边形,疏松,直径大于

30
 

μm,各部位细胞大小近乎一致的特征可明显区别

于属内其他种,与其海南亚种(Distichophyllum
 

sub-
nigricaule

 

var.hainanensis)的区别也在于其海南亚

种的近叶边缘1-2列细胞较小,而原变种细胞大小

同形。在以往的报道中,拟黑茎黄藓多发现于湿石和

腐木上[11,14],而乐业县大槽天坑外部的岩石钙华表

层以及中洞洞穴内部滴水钙化层上的发现,增加了该

种在钙华生境的记录。

图3 拟黑茎黄藓:(a)植株,(b-c)叶片,(d)叶尖部,(e)茎横切面

Fig.3 Distichophyllum
 

subnigricaule
 

Broth.:(a)plant,(b-c)leaves,(d)leaf
 

apex,(e)transverse
 

section
 

of
 

stem

2.4 直叶灰石藓(图4)

  Orthothecium
 

intricatum
 

(Hartm.)
 

Schimp.
  研究标本:乐业县刷把村竹林坝屯梭子洞洞穴底

部,海拔1
 

184
 

m,石生,24°48'30.82″
 

N,106°29'
17.87″

 

E,唐启明
 

2017101953;乐业县刷把村神木天

坑至家当槽天坑沿路洞穴中部,海拔1
 

252
 

m,石生,

24°48'4.23″
 

N,106°27'24.17″
 

E,唐启明
 

20171020
15;乐业县广西雅长兰科植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蓝家

湾天坑底部洞穴,海拔1
 

124
 

m,石生,24°50'17.18″

N,106°22'25.27″E,唐启明
 

&
 

韦玉梅20191019393。

  分布:贵州、内蒙古、山东、山西、四川、新疆、西
藏、云南、浙江[11,15],广西首次记录。

  直叶灰石藓隶属棉藓科灰石藓属,该属也为广西

首次记录属。2015年,马倩等[15]对中国灰石藓属植

物进行细致的研究,提供了3种灰石藓属植物的详细

形态描述和图版。直叶灰石藓植物体纤细,叶卵状长

披针形,无褶皱可区别于另外两种。直叶灰石藓通常

生于悬崖或陡坡边的石灰岩潮湿缝隙处或潮湿冻土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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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石灰岩洞穴内也偶有发现[1516]。分布上,该种属

于北半球广布种,但主要集中分布于纬度>30°N的

高纬度地区,当前已知的最高纬度分布可达西伯利亚

阿纳巴尔高原[17]、芬兰库萨莫[18]等地,低纬度地区

(<30°N)目前已知云南、贵州、浙江、尼泊尔有分布;
而广西乐业特殊负地形的发现,是该种目前已知地理

分布的最南端。

  图4 直叶灰石藓:(a)生境,(b)叶片,(c)叶中部细胞,
(d)茎横切面,(e)叶基部细胞,(f)叶尖部细胞

  Fig.4 Orthothecium
 

intricatum
 

(Hartm.)
 

Schimp.:
(a)habitat,(b)leaves,(c)median

 

leaf
 

cells,(d)transverse
 

sec-
tion

 

of
 

stem,(e)basal
 

leaf
 

cells,(f)apical
 

leaf
 

cells

2.5 粗裂地钱凤兜亚种(图5)

  Marchantia
 

paleacea
 

subsp.diptera
 

(Nees
 

&
 

Mont.)
 

Inoue
  研究标本:广西乐业县下六村洞穴外部100

 

m,

24°48'52.35″
 

N,106°31'02.66″
 

E,958
 

m,土生,唐启

明
 

20180417830;广西乐业县雅长兰科植物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逻家田屯,1
 

343
 

m,土生,24°46'01.59″
N,106°21'40.33″E,唐启明

 

20190521421。

  分布:重庆、福建、贵州、广东、湖南、湖北、江苏、
四川、台湾、香港、云南、浙江[11],广西首次记录。

  粗裂地钱凤兜亚种隶属于地钱科地钱属。该种

雌托深裂,其中一对为大卵圆形裂瓣,两侧对称,其他

裂瓣明显较小,向一侧伸展,非常易于识别。在缺失

雌托情况下,粗裂地钱凤兜亚种外形极近似于粗裂地

钱原亚种,不同在于粗裂地钱凤兜亚种的腹鳞片附器

是圆形至椭圆形,全缘,而后者附器先端圆形至1-3
个细胞长尖,边缘全缘至具不规则钝齿。

2.6 脆叶羽苔(图6)

  Plagiochila
 

debilis
 

Mitt.
  研究标本:广西乐业县同乐镇刷把村垒荣屯,白
洞天坑底部,海拔1

 

132
 

m,树干,24°49'55.29″
 

N,

106°29'37.95″
 

E,唐启明等
 

20180808178B。

  分布:四川、西藏、云南[10],广西首次记录。

  脆叶羽苔隶属于羽苔科羽苔属,其叶片疏生,易
碎,常2裂至叶长的1/3-1/2,叶细胞三角体不明

显,易与该属其他种相区别。该种目前主要记录于

1
 

450-4
 

000
 

m海拔范围的石生、树生生境,国外仅

不丹、印度、尼泊尔[11]有分布,我国主要分布在较高

海拔的西南地区,华南地区为首次发现。

2.7 尖叶疣鳞苔(图7a-d)

  Cololejeunea
 

pseudocristallina
 

P.C.Chen
 

&
 

P.C.Wu
  研究标本:乐业县同乐镇刷把村垒荣屯神木天

坑,24°48'39.52″
 

N,106°28'08.46″
 

E,海拔1
 

274
 

m,
叶附生,唐启明

 

20180609184C。

  分布:贵州、广东、湖北、香港、云南[11,19],广西首

次记录。

  尖叶疣鳞苔隶属于细鳞苔科疣鳞苔属,该种植物

体小(带叶宽仅0.4-0.6
 

mm);叶斜卵形,边缘具刺

疣状齿;腹瓣顶端截形,无明显中齿和角齿,腹面密被

刺疣;附体单细胞等为主要识别特征。2016年报道

的该种在乐业天坑的分布[20]
 

系粗柱疣鳞苔
 

(Colole-
jeunea

 

ornata)的误订[3],尖叶疣鳞苔与粗柱疣鳞苔

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附体为多细胞且腹瓣顶端中齿

明显,本次采集重新确认尖叶疣鳞苔在乐业天坑以及

广西的分布。

2.8 疣瓣疣鳞苔(图7e-g)

  Cololejeunea
 

subkodamae
 

Mizut.
  研究标本:广西乐业县雅长兰科植物国家级自然

保护 区 黄 猄 洞 天 坑 口,24°48'34.37″
 

N,106°22'
16.54″

 

E,海拔1
 

095
 

m,叶附生,唐启明
 

20180612
320E。

  分布:安徽、福建、贵州、湖南、四川、浙江[11,21],
广西首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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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粗裂地钱凤兜亚种:(a)植株体带雌生殖托,(b)植株体带雄生殖托,(c)鳞片,(d)附器

  Fig.5 Marchantia
 

paleacea
 

subsp.diptera
 

(Nees
 

&
 

Mont.)
 

Inoue:(a)female
 

plant,(b)male
 

plant,(c)median
 

scale,
(d)appendage

 

of
 

median
 

scale

图6 脆叶羽苔:(a)植株,(b-c)叶片,(d)叶中部细胞,(e)茎横切面

Fig.6 Plagiochila
 

debilis
 

Mitt.:(a)plant,(b-c)leaves,(d)median
 

leaf
 

cells,(e)transverse
 

section
 

of
 

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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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 尖叶疣鳞苔:(a)植株,(b)植株一段(腹面),(c)植株一段(背面),(d)腹瓣;疣瓣疣鳞苔:(e)植株,(f)植株一段(腹面),
(g)腹瓣

  Fig.7 Cololejeunea
 

pseudocristallina
 

P.C.Chen
 

&
 

P.C.Wu:(a)plant,(b)portion
 

of
 

shoot,ventral
 

view,(c)portion
 

of
 

shoot,dorsal
 

view,(d)leaf
 

lobule;Cololejeunea
 

subkodamae
 

Mizut.:(e)plant,(f)portion
 

of
 

shoot,ventral
 

view,(g)leaf
 

lobule

  疣瓣疣鳞苔隶属于细鳞苔科疣鳞苔属,该种叶细

胞具刺疣,叶边缘具刺疣状齿,腹瓣腹面常或多或少

具刺状的突起,顶端的中齿和角齿常交叉伸展而易于

识别。与相似种拟单胞疣鳞苔(Cololejeunea
 

ko-
damae)的差别在于疣瓣疣鳞苔顶端角齿为狭长椭圆

形而后者为近方形,且后者的中齿和角齿远离伸展,
不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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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ght
 

New
 

Recorded
 

Species
 

of
 

Bryophytes
 

in
 

Guangxi

TANG
 

Qiming,WEI
 

Yumei,LIU
 

Yan,WEI
 

Xiao,TANG
 

Jianmin
 

(Guangxi
 

Key
 

Laboratory
 

of
 

Plant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Ecology
 

in
 

Karst
 

Terrain,Guangxi
 

Institute
 

of
 

Botany,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and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Guilin,Guangxi,541006,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bryophytes
 

in
 

and
 

around
 

the
 

caves
 

of
 

Dashiwei
 

Tiankeng
 

groups
 

in
  

Leye
 

County
 

of
 

Guangxi,eight
 

species
 

are
 

newly
 

recorded
 

in
 

Guangxi,including
 

Syntrichia
 

gemmascens,

Leptobryum
 

pyriforme,Distichophyllum
 

subnigricaule,Orthothecium
 

intricatum,Marchantia
 

paleacea
 

subsp.diptera,Plagiochila
 

debilis,Cololejeunea
 

pseudocristallina
 

and
 

C.subkodamae.
 

At
 

the
 

same
 

time,

the
 

family
 

Meesiaceae
 

and
 

the
 

genus
 

Orthothecium
 

are
 

also
 

report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Guangxi.The
 

main
 

recognizable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species
 

are
 

described
 

and
 

color
 

morphological
 

pictures
 

are
 

provided
 

in
 

this
 

article.
Key

 

words:bryophytes,tiankeng,cave,new
 

records,Guangxi,Leye,Dashi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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