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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 ［基金项目］　国家基本药物所需中药原料资源调查和监测项目 （财社 ［２０１１］７６号）；我国代表性区域特色中药资源保护
利用（２０１２０７００２）；广西林业科技计划资助项目（桂林科字 ［２０１４］１３号）；广西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桂科
ＡＢ１６３８００６１）。

 ［通信作者］　张自斌，博士，工程师，研究方向：兰科植物保育；Ｅｍａｉｌ：ｃａｎｄｏｕ１５４＠１２６ｃｏｍ

广西石杉属药用植物新记录———南岭石杉
△

陆昭岑１，２，李述万１，２，辛荣仕３，张自斌４

（１广西植物功能物质研究与利用重点实验室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科学院 广西植物研究所，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６；
２广西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４；

３广西雅长兰科植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广西　百色　５３３２０９；
４广西农业科学院 花卉研究所，广西　南宁　５３０００７）

［摘要］　报道了广西石杉属Ｈｕｐｅｒｚｉａ一新记录种———南岭石杉 ＨｕｐｅｒｚｉａｎａｎｌｉｎｇｅｎｓｉｓＹＨＹａｎ＆ＮＳｈｒｅｓｔｈａ。该
种茎上部及叶基部呈紫色；营养叶椭圆状披针形，较细长，革质，近轮生并分层；孢子叶钻形，反折下弯，全缘或

具浅锯齿。该种的植株形态接近蛇足石杉，民间常与蛇足石杉混淆而被采挖药用。

［关键词］　南岭石杉；石杉科；药用植物；新记录；广西

ＨｕｐｅｒｚｉａｎａｎｌｉｎｇｅｎｓｉｓＨｕｐｅｒｚｉａｃｅａｅ，ＡＮｅｗＲｅｃｏｒｄ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ＰｌａｎｔｓｆｒｏｍＧｕａｎｇｘｉ
ＬＵＺｈａｏｃｅｎ１，２，ＬＩＳｈｕｗａｎ１，２，ＸＩＮＲｏｎｇｓｈｉ３，ＺＨＡＮＧＺｉｂｉｎ４

（１Ｇｕａｎｇｘｉ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ｈｙ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Ｇｕａｎｇｘｉ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Ｂｏｔａｎｙ，
ＧｕａｎｇｘｉＺｈｕａｎｇ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Ｇｕｉｌｉｎ５４１００６，Ｃｈｉｎａ；

２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Ｌｉｆ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Ｇｕａｎｇｘｉ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ｉｌｉｎ５４１００４，Ｃｈｉｎａ；
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ＹａｃｈａｎｇＯｒｃｈｉ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ｒｖｅ，Ｂａｉｓｅ５３３２０９，Ｃｈｉｎａ；

４Ｆｌｏｗｅｒ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Ｇｕａｎｇｘｉ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Ｎａｎｎｉｎｇ５３０００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ＨｕｐｅｒｚｉａｎａｎｌｉｎｇｅｎｓｉｓＹＨＹａｎ＆ＮＳｈｒｅｓｔｈａ，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ａｓａｎｅｗｒｅｃｏｒｄｆｏｒｍ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Ｇｕａｎ
ｇｘｉＨｎａｎｌｉｎｇｅｎｓｉｓｉｓｓｉｍｉｌａｒｔｏＨｓｅｒｒａｔａ（Ｔｈｕｎｂ）Ｔｒｅｖｉｓｉｎｔｈｅｈａｂｉｔ，ｂｕｔｄｉｆｆｅｒｓｉｎｉｔｓｐｕｒｐｌｅｃｏ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ｔｔｈｅｔｉｐａｎｄｂａｓｅ
ｏｆｌｅａｖｅｓ；ｔｒｏｐｏｐｈｙｌｌ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ｓｌｅｎｄｅｒ，ｌｅａｔｈｅｒｙ，ｓｕｂ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ｅａｎｄｌａｙｅｒｅｄ；ｓｐ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ｓｕｂｕｌａｔｅ，ｒｅ
ｆｌｅｘｅｄ，ｍａｒｇｉｎｓｅｎｔｉｒｅｏｒｓｌｉｇｈｔｌｙｓｅｒｒａｔｅＨｎａｎｌｉｎｇｅｎｓｉｓｗａｓｕｔｉｌｉｚｅｄ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ｌｙｆｏｒ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ｐｌａｎｔ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ｍｉｓ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ｎａｎｌｉｎｇｅｎｓｉｓ；ｈｕｐｅｒｚｉａｃｅａ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ｐｌａｎｔ；ｎｅｗｒｅｃｏｒｄ；Ｇｕａｎｇｘｉ
ｄｏｉ：１０．１３３１３／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４８９０．２０１７．５．００４

石杉属（Ｈｕｐｅｒｚｉａ）隶属于石杉科（Ｈｕｐｅｒｚｉａｃｅａｅ），
是小型或中型土生蕨类植物。植株矮小，茎直立；

具原生中柱或星芒状中柱，二叉分枝，枝上部常有

芽苞。叶为小型叶，仅具中脉，一型；线形或披针

形，螺旋状排列，常草质，无光泽，全缘或具锯齿。

孢子叶较小，孢子囊生在全枝或枝上部孢子叶腋，

肾形，２瓣开裂。本属约１００种，广布于世界各地。
我国现知２７种，主产西南地区［１２］。

广西是我国植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之一，近年

来随着野外调查工作的深入，所记录到的石杉属植

物不断增加。２０１０年出版的 《广西植物名录》仅记

载了２种石杉属植物［３］，即：昆明石杉Ｈｕｐｅｒｚｉａｋｕｎ
ｍｉｎｇｅｎｓｉｓ和蛇足石杉 Ｈｓｅｒｒａｔａ，至 ２０１３年出版的
《广西植物志》第六卷则记录到５种［４］，增加了南

川石杉 Ｈｎａｎｃｈｕａｎｅｎｓｉｓ、锡金石杉 Ｈｈｅｒｔｅｒｉａｎａ、四
川石杉Ｈｓｕｔｃｈｕｅｎｉａｎａ。而作者最近在广西西北部的
广西雅长兰科植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外考察中，

又发现１种较为特别的石杉属植物。经查阅相关资
料后发现［１５］，该种石杉属植物为２０１４年才正式发
表的稀有物种———南岭石杉 Ｈｕｐｅｒｚｉａｎａｎｌ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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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ＨＹａｎ＆ＮＳｈｒｅｓｔｈａ。南岭石杉原来仅分布于广
东和湖南，为广西新记录物种，特此报道。引证标

本藏于广西植物标本馆（ＩＢＫ）。
南岭石杉

ＨｕｐｅｒｚｉａｎａｎｌｉｎｇｅｎｓｉｓＹＨＹａｎ＆ＮＳｈｒｅｓｔｈａ．ｉｎ
Ｐｈｙｔｏｔａｘａ１７３（１）：７３２０１４

多年生土生植物，高２０～３５ｃｍ。茎直立，粗约
３ｍｍ，１～３回二叉分枝，基部匍匐，上部呈紫色。
叶明显二型；营养叶椭圆状披针形，长２０～３０ｍｍ，
宽３～５ｍｍ，向上弯弓，革质，两面光滑，尖端和
基部呈荧光绿色并略带紫色，有主脉，近轮生并分

层，茎基部营养叶常脱落，顶端尖锐，基部楔形，

有柄，叶片边缘锯齿形；孢子叶钻形，长２～４ｍｍ，
基部宽０５ｍｍ，螺旋状排列，无柄，反折下弯，革
质，叶片边缘全缘或浅锯齿形，茎基部孢子叶常宿

存。孢子囊生在孢子叶腋，肾形，呈穗状，螺旋

排列。

南岭石杉与蛇足石杉 Ｈｕｐｅｒｚｉａｓｅｒｒａｔａ在植株形
态上较相似，但南岭石杉茎上部及叶基部呈紫色，

营养叶披针形，长２０～３０ｍｍ，宽３～５ｍｍ，向上
弯弓，革质，近轮生并分层；孢子叶钻形，长 ２～
４ｍｍ，基部宽０５ｍｍ，反折下弯，全缘；孢子囊肾
形，螺旋排列，与其有明显的区别（见封三）。

标本引证：广西（Ｇｕａｎｇｘｉ）：乐业县逻沙乡塘英
村盘古王山，海拔 １７３０ｍ，２０１５０３１８，陆昭岑等
ＹＣ１８５６（ＩＢＫ）。

生境：阔叶林林下，黄棕壤。伴生植物：秃叶

黄檗 Ｐｈｅｌｌ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ｖａｒｇｌａｂｒｉｕｓｃｕｌｕｍ、木莲
Ｍａｎｇｌｉｅｔｉａｆｏｒｄｉａｎａ、红果黄肉楠 Ａｃｔｉｎｏｄａｐｈｎｅｃｕｐｕ
ｌａｒｉｓ、灯台树Ｃｏｒｎｕｓ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ａ、弯蕊开口箭 Ｃａｍｐｙ
ｌａｎｄｒａｗａｔｔｉｉ、七叶一枝花Ｐａｒｉｓ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镰羽贯众
Ｃｙｒｔｏｍｉｕｍｂａｌａｎｓａｅ、豪猪刺Ｂｅｒｂｅｒｉｓｊｕｌｉａｎａｅ、含笑属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ｓｐ、海桐花属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ｕｍｓｐ等。

分布：广东（乳源县）；湖南（宜章县）；广西首

次记录，仅产于乐业县。

保护状况及利用：南岭石杉生长于保护区盘古

王山山坡阔叶林林下，海拔在１７００ｍ左右，受人类
活动影响较小，所处植被保护状况较好。尽管其生

长环境未受到较大的破坏，但仍有部分当地居民把

其当成蛇足石杉而进行采挖使用。调查发现南岭石

杉在盘古王山上零星分布，目前仅发现 ２个居群，
每个居群的个体数量不足２０株，资源量极为稀少，
应加强保护。

南岭石杉最早发现于广东、湖南两省的交界区

域，该区域属于我国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域之一

的南岭山地。而广西乐业县雅长兰科植物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位于广西西北部，地处云贵高原东南麓，

属于桂西黔南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因此，南

岭石杉在乐业县的发现，不仅增加了广西石杉属植

物的物种多样性，也为研究南岭山地和桂西黔南地

区间的植物区系地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石杉属植物药用价值较高，尤其是蛇足石杉，

是传统中草药，全草入药，有清热解毒、生肌止血、

散瘀消肿的功效；常用于跌打损伤、瘀血肿痛、坐

骨神经痛、内伤出血；外用治痈疖肿毒、毒蛇咬伤、

烧烫伤等［４，６］。现代医学研究表明，石杉属植物含有

石杉碱甲等生物碱，而石杉碱甲可有效地改善老年

人的记忆功能，临床上用来治疗老年痴呆症，效果

明显，且具有毒副作用小、高效、作用时间长等优

点［７８］。正因如此，形态相近的石杉属植物均被广泛

受到采挖和过度利用，多数物种野生资源面临枯竭

威胁。目前虽然也对蛇足石杉采用扦插［９１０］、组织

培养［１１１３］等方法开展人工繁殖，但相关研究［１４１６］表

明石杉属资源还是供不应求，对野生资源还是掠夺

性利用。南岭石杉的发现为石杉属植物研究与开发

利用提供了新资源，但资源贮量有限，目前急需加

强石杉属所有物种野生资源的保护，并通过人工培

育满足市场需要，确保珍稀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致谢：广西植物研究所刘演研究员协助鉴定标本，广西

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陈海玲、方振名等人参与野外调查，广

西雅长兰科植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对调查工作给予大

力支持，谨致以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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