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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藓类植物新纪 录属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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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报道了分布于秦岭南坡的藓类植物 5个新纪录属、13个新记录种和 1个新纪录亚种。5个新 

记录属为耳平藓属、雉尾藓属、明叶藓属、同叶藓属和长灰藓属，l3个新记录种和一个新纪录亚种 

为毛尖紫萼藓、长柄缩叶藓、尖叶耳平藓、粗蔓藓、短齿平藓、短肋雉尾藓、毛尖青藓、蜜叶美喙藓、喜 

马拉雅小锦藓、全缘小锦藓、纤细同叶藓、暖地明叶藓、齿边长友藓和四川真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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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是我 国长江与黄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和南 

北气候的分界线 。位于秦岭南坡的佛坪国家级 自然 

保护区，是秦岭南坡的一个代表性地区，年平均气温 

为 l1．4℃，年平均降雨量为 943 mm，地势西北高、 

东南低，秦岭主峰太白山位于该区的西北面 ，与秦岭 

的其他高大山峰一起共同阻挡了冬季南下的寒流， 

因此在该地区形成 了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温暖湿润 

的气候，该 区地处秦岭的深山区，人为干扰较少，自 

然植被保存较为完整。特殊的地理位置，独特的自然 

环境使这里孕育了较为丰富的藓类植物。现将产于 

该 区的属于秦岭藓类植 物新记 录的属和种报道如 

下．所有凭证标本均保存于 wNU及佛坪国家级 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植物标本宜 。 

1．紫萼藓属 Grimmia Ehrh．Ex Hedw．(紫萼藓科 

Grimmiaceae) 

毛尖紫萼藓 

Grimmia pitifera P．Beauv．+Prodr．1 805．58． 

该种与文献[1]中记载的该属其他种的主要区 

别是 ，蒴柄短于孢蒴，直立；孢蒴 内隐于孢叶中。 

见于佛坪县三官庙 ，王玛丽 967069：生于海拔 

约 2 700m 干燥 的石头上。 

2．真藓属 Bryum Hedw．(真藓科 Bryaeeae) 

四川真藓 

Bryum blandum ssp．handelii(Broth．) 0ehi 

Tottori Uaiv．，Nat．Sci．1985．34(2)：41—96．—— 

Bryum setsch723an̂ “m Broth．in Sitzuagsber．Ak． 

W iss．W lea Math．Nat．K1．1923．1 31 1 2I3． 

本种与文献[1]中记载的该属其他种的区别是， 

叶片近舌形，先端钝圆或微有尖突 +中肋不至顶。 

见于佛坪县三官庙，王玛丽 967022；生于海拔 

2 000 m 以上的林下水沟边石上 

3．缩叶裤属 Ptychomitrtum Furnr．(缩叶藓科 Pty． 

chomiitrlaceae) 

长柄缩叶藓 

Ptychomitrium gardne~ Lesq．Mem．Calif．Ae． 

Sc． 1 868．1：l6． —— Ptychomitrlum longisetum 

Relm．et Sak．；n Pot．Jahrb．1931．64：54 1． 

本种与文献[1]记载的该属其他 3种的区别是， 

蒴柄长 7～12 mm．明显高出苞叶。 

见于佛坪县三官庙，王玛丽 967082；生于海拔 

2 000 m 左右的山坡干燥 石面上 。 

4．耳平藓属 Calyptothecium Mitt．(蕨藓科 Ptero． 

bryaceae) 

秦岭分布新记录属 在蕨藓科中，秦岭已记载 

的只有小蔓藓属(Meteorie )．两属的区别在于：前 

者植株常粗大，叶片多具单中肋或无中肋，后者植株 

较短小，叶片具双中肋。本属植物分布于热带、亚热 

带地区，垒世界约有 40种，我国有 5种．秦岭有 1种。 

尖叶耳平 藓 

Calyptothecium hookeri(Mitt．)Broth．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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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l期 王玛丽等 t秦jl争藓类植物新纪录属种 75一 

Pf1．1906．1(3)：839． 

本 种与我国产其他 4种 的区别在于 ：枝茎被叶 

扁平 ，背面及腹面的叶片多少明显向左或向右斜列 。 

叶基部具明显波曲的叶耳，尖端圆钝或钝尖 

见于佛坪县三官庙 ，生于海拔 1 200 m 的山地 

湿林 区，悬挂于树梢上 。 

5．粗蔓藓属 MeteoriopMs Fleisch．ex Broth．(蔓藓 

科 Meteoriaceae) 

本属在文献[1]中无记载，文献[33记载秦岭有 

分布。 

粗蔓藓 

Meteoriopsis squarrosa (Hook．)Fleisch．in 

Broth．，Nat．Pf1．1 906．1(3)：826．—— Meteoriopsis 

squat'rosa(Hook．)Fleiseh．var．Longicuspis Nog． 

in．Journ．Hattori Bot．Lab．1976：41：334．f．44． 

本种与文献[1]记载反叶粗蔓藓( ．reclblata) 

主要区别在于 ，前者叶细胞具单疣 ．叶尖宽短；后者 

叶细胞具 1～2个疣 ，叶尖细长 ，呈毛状尖 ，常弯曲。 

见于佛坪县三官庙 ，王 玛丽 967038；生 于海拔 

1 200 m左右的林内树枝上。 

6．平藓属 Neckera Hedw．(平藓科 Neckeraceae) 

短齿平藓 

Neckero yezoona Besch． in Aiq_n． Sej． Nat． 

Bot．1873．7(17)：358． 

本种与文献[1]记载其他种的主要区别在于，计 

具单 中肋，长达叶片 中部 上 ，其他种均具 2条短中 

肋或无中肋。 

见于佛坪县三官庙 ，王玛丽 967077f附生于海 

拔 1 200 m的树干上 。 

7、雉尾藓属Cyathophorella(Broth．)Fleisch．(孔雀 

藓科 Hyp。pterygiaceae) 

秦岭分布新记录属 该属属于该科的雉尾藓亚 

科 (Cyathophoreila)，该亚科共 2属，我国仅有雉尾 

藓属，本属的主要特征为，植物体单一，外观不呈树 

形和孔雀尾形 ；蒴柄短，孢蒴长卵形或球形 ，多直立。 

本属约有 20种，分布于温暖湿润地 区。我国有 

5种，秦岭有 1种 。 

短肋雉尾藓 

Cyathophorella hookeHana(Griff．)Fleiseh．， 

Muse．FI．Buitenzorg 1908．3：1 094．— — Neckera 

hoOk 日H日Grift．，Notu1．P1．As．1849．2：48．f．2 A． 

本种的主 要特征为叶缘具微齿，由狭长细胞构 

成明显的分化边缘，侧叶两侧不对称，中肋单一或分 

叉，腹叶小，对称，具一短中肋。 

见 于佛 砰县三官庙 ，王 玛丽 967091；附生 于海 

拔 2 000m 一带林下树上及石上。 

8．青藓属 Brachythecium B．S．G．(青藓科 Brach— 

ytheciaceae) 

毛生青辉 

Brac tJ~ecium piligerumCard． in Bul1． Soc． 

Bot．Genev~．1 911．2(3)：240． 

本种以枝叶强烈内凹，甚少皱褶，具细长渐尖的 

先端与秦岭产同属其他种相区别。 

见于佛 呼县 三官庙 ，王玛丽 967102；生 于海拔 

2 000m 左右的林中石上。 

9．美喙藓属 Eurhynchium B．S．G．(青藓科 Brac— 

hytheciaceae) 

密叶美喙藓 

EurhyncMum savotieri Sehimp． ex Beseh． 

Ann． Sc． Nat． Bot． 1893 7 (17)：378．—一  

Oxyrrhynchium savatierl(Besch．)Broeh． in Nat． 

Pf1．1909．1(3)：1 154． 

本种与： 献[13记载的种的主要区别是，叶在茎 

上扁平排列，叶先端细胞菱形，中部细胞狭长菱形或 

长 四边形。 

见 于佛．咩县三官庙 ．王玛丽 967091；生 于海拔 

2 500m左右林下石上。 

lO．小锦藓属 Brotherella Loesk．ex Fleisch．(锦 藓 

科 Sematophyllaceae) 

1)喜马拉雅小锦藓 

Brotherella himalayana Chen，珠 穆 朗玛 峰地 

区科学考察报告 】962．233． 

本属仅 己载了东亚小锦藓(B．yokohamae)1 

种-l ，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叶外观侧生二列，向腹面 

偏斜，叶缘平滑；后者植物体较纤细，叶向一侧偏斜 ， 

中上部具微齿。 

见于佛坪 县三官庙 ，王玛丽 967007：附 生于海 

拔 2 000 m一带林下树上及石上。 

2)全缘小锦藓 

B．integrifolia Broth．in Ann．Bryo1．1 928．1： 

24． 

本种 以叶基细胞大型 ，壁薄与同属其 他种相区 

别。 

见于佛坪县三官庙，王玛丽 967112；生 于海拔 

2 100 m林下树干上。 

11．同叶 藓 属 I$opterygium Mitt．(灰 藓 科 Hyp— 

naceae) 

秦岭分布新记录属 该属的主要特征为枝具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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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呈扁平状 ，叶片两侧对称，p-[ 细胞平滑 。内外蒴齿 

具疣 。 

本属约 1 70种，多分布于热带或亚热带地区，我 

国产 12种，秦岭产 1种。 

纤细同叶薛 

lsopterygium tenerutn(Sw．)Mitt． in Joarn． 

I inn．Soc．Bot．1896．12：499．—— ttypnum tenerum 

Sw．，Fl_Ind．Oec．1860．3：1 817． 

本种植物体纤细．叶先端急尖 ，中部内凹，基部 

角细胞分化 明显，叶边全缘或具微齿，具 2条短 中肋 

等特征与同属其他种相区别。 

见于佛 坪县 三官庙 ，王玛 丽 967073；生于海拔 

l 200～2 000 m 的林下树皮上。 

l2．明叶藓屠 Vesicularia【c．MiHI．)C．Mlll1．(灰 藓 

科 tIypnaeeae) 

秦岭分布新记 录属 本属 以叶片具大 型_走边 

形、透明的细胞，以及边缘 由一列长方形细胞构成不 

明显的分化边而区别于屙科其他属。 

本属约有 130种，分布于热带及亚热带地 区，我 

国现知有 1O种 ，秦岭产 1种 。 

暖地明叶藓 

Vesicularia rr (Card．et Th6r．)Brotk．in 

Not．Pf1．1 909．1(3)：l 237．—— Ectropothecium 

rriel Card．et Ther．in Dul1．Ac．Int．Geogr．Bot． 

参考文献 

1908．18：ll1． 

本种的主要特征为具叶的枝呈扁平状，叶卵形， 

两侧略不对称，具短尖．叶缘平展，仅尖端具不明显 

的齿突。 

见于佛坪县三官庙，王玛丽 967028；生于海拔 

2 900 m 处林下树干上或土壤上。 

l3．长 灰 藓 属 Herzogiella Broth．(灰 藓 科 Hyp— 

ncicl!ae) 

秦岭分布新记录属 该届的主要特征是叶基下 

延部分有 1～2个长方形和透 明的薄壁细胞 ，叶片基 

部两侧不对称。 

本届约4种，分布于北温带较温和地区，高山寒 

地稀见。我国现知 2种 ，秦岭有 1种。 

齿边长灰薛 

Herzogiella perrobusta (Broth．et Card．)I— 

wats．in Journ．Hattori Bot．Lab．1 970．33 337 

Isopterygium perrobustum Broth．ct Card．in Bull+ 

Soc．B0t．Geneve 1929．4：387． 

本种与长灰藓(S．seligeri)的主要区别是 ，该种 

叶边从基部到叶尖均具细齿．叶塾下延部分不明显， 

基部两侧略不对称；长灰藓仅是盱尖具细齿 ，叶基下 

延部分 j显，基部两侧对称 。 

见于佛坪县三官庙，王玛丽 967002；生于海拔 

2 000～2 500 nl一带常绿林下树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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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ly recorded genera and species of musci from Qinling moutains 

WANG Ma—Li ，REN Yi ，ZHANG Man—xiang2，Li Zhi—XDaD 

(1．College of Life Science．Northwest Universlty．Xi aN 710069，Chinaj 2．Xi all Botanical Garden r Xi。an 710061，China) 

Abstract：There are 5 genera and 1 3 species and 1 subspecies of newly recorded mosses from Qinling Moun— 

tains reported．The newly recorded genera are Calyptothecium r Cyathophorella，Vesicularia r Isopterygium 

and Herzogiella．The newly recorded species and subspecies are Grimmia pilifera，Ptychomitrium gardner- 

i，Calyptothecium hookeri，Meteoriopsis squarrosa，Neckera yezoan-2，Cyathophorella hookeriana，Brachytheci一 

“ piligP “州,Eurhynchium savatieri，Brotherella himalayana，B．integrifolia，Isopterygium￡ 邶 ‘“州，Vesic— 

Maria je i ，Herzogiella perrobusta and Bryum blandum ssp．i'-[andeZii． 

Key words：Q[nling Mounta[ns；mosses；new 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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