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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野外调查和标本鉴定ꎬ发现西藏野生兰科植物新记录 ６ 种ꎬ分别为蜂腰兰(Ｂｕｌｌｅｙｉ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Ｓｃｈｌｔｒ.)、
四川虾脊兰(Ｃａｌａｎ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ａｎａ Ｋｉｎｇ ｅｔ Ｐａｎｔｌ.)、旗唇兰〔Ｋｕｈｌｈａｓｓｅｌｔｉａ ｙａｋｕｓｈｉｍｅｎｓｉｓ (Ｙａｍａｍｏｔｏ) Ｏｒｍｅｒｏｄ〕、雅长山兰

(Ｏｒｅｏｒｃｈｉｓ ｙａｃｈ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Ｚ. Ｂ.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Ｂ. Ｇ. Ｈｕａｎｇ)、黄花线柱兰〔Ｚｅｕｘｉｎｅ ｆｌａｖａ (Ｗａｌｌ. ｅｘ Ｌｉｎｄｌ.) Ｔｒｉｍｅｎ〕和芳线柱兰

〔Ｚｅｕｘｉｎｅ ｎｅｒｖｏｓａ (Ｌｉｎｄｌ.) Ｔｒｉｍｅｎ〕ꎬ其中蜂腰兰属(Ｂｕｌｌｅｙｉａ Ｓｃｈｌｔｒ.)为西藏新记录属ꎮ 凭证标本保存于西藏农牧学

院植物标本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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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ｒｍｅｒｏｄꎬ Ｏｒｅｏｒｃｈｉｓ ｙａｃｈ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Ｚ. Ｂ.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Ｂ. Ｇ. Ｈｕａｎｇꎬ Ｚｅｕｘｉｎｅ ｆｌａｖａ (Ｗａｌｌ. ｅｘ Ｌｉｎｄｌ.) Ｔｒｉｍｅｎ ａｎｄ Ｚｅｕｘｉｎｅ
ｎｅｒｖｏｓａ (Ｌｉｎｄｌ.) Ｔｒｉｍｅｎꎬ ａｎｄ Ｂｕｌｌｅｙｉａ Ｓｃｈｌｔｒ. ｉｓ ａ ｎｅｗｌｙ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ｇｅｎｕｓ ｆｒｏｍ Ｔｉｂｅｔ. Ｖｏｕｃｈｅｒ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ａｒ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ｅｄ ｉｎ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ｏｆ Ｔｉｂｅ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ｏｆ Ｔｉｂｅｔꎻ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ꎻ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ꎻ ｎｅｗ ｒｅｃｏｒｄ

　 　 全球分布有兰科(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植物约 ８００ 属 ２.７５ 万种以

上ꎬ其中ꎬ中国分布有兰科植物 ５ 亚科 １９５ 属 １ ６００ 多种ꎬ集中

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森林以及草原地区ꎬ尤其是雨量和热量

较为充沛的山地雨林生态系统[１] ꎮ 受巨大的海拔高差和印度

洋暖流的影响ꎬ西藏东南部地区的气候类型复杂多样ꎬ是中国

野生兰科植物丰富度较高的区域ꎬ仅雅鲁藏布大峡谷就分布

有兰科植物约 ４００ 种[１－２] ꎮ
掌握兰科植物分布的本底资料对研究植物区系地理有重

要意义ꎬ对西藏东南部地区兰科植物的调查有助于了解青藏

高原兰科植物资源的分布现状及植物区系概况ꎬ并因此受到

人们的关注[３] ꎬ一些新分布和新记录类群被陆续报道[４－７] ꎮ 据

１９８７ 年出版的«西藏植物志:第五卷» [８] 记载ꎬ西藏仅分布有

兰科植物 ６４ 属 １９３ 种ꎬ而截至 ２０１８ 年ꎬ西藏分布的野生兰科

植物数量已增加至 ８９ 属 ３３６ 种(含变种) [９] ꎬ且这一数量仍在

持续增加[１] ꎮ
为全面了解西藏兰科植物的分布现状ꎬ作者于 ２０１９ 年至

２０２０ 年对西藏东南部地区进行了野生兰科植物资源调查ꎬ经

过文献查阅和标本鉴定ꎬ确定西藏兰科植物新记录 ６ 种(含
１ 新记录属)ꎬ凭证标本保存于西藏农牧学院植物标本馆ꎬ各种

类的形态特征见图 １ꎮ
１)蜂腰兰 Ｂｕｌｌｅｙｉ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Ｓｃｈｌｔｒ. (蜂腰兰属 Ｂｕｌｌｅｙｉａ

Ｓｃｈｌｔｒ.)(图 １－ＡꎬＢ)
产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墨脱县ꎬ附生于树干上ꎻ分布

于云南 西 北 部 至 东 南 部[１０]４０７－４０９ꎮ 蜂 腰 兰 属 为 单 种

属[１０]４０７ꎬ[１１]３４１－３４２ꎬ该属也为西藏野生兰科植物分布的新记录属ꎮ
蜂腰兰的主要特征为假鳞茎狭卵形ꎻ叶 ２ 枚ꎬ坚纸质ꎬ先端渐尖ꎻ
花葶长 ３０~６６ ｃｍꎬ总状花序长 ６~ １６ ｃｍꎬ苞片淡红绿色ꎬ宽卵

形ꎬ革质ꎻ花白色ꎬ唇瓣淡褐色ꎬ药帽红褐色ꎮ 易于鉴定ꎮ
凭证标本:王伟 ＭＴ２０１９１２２０００５ꎬ２０１９－１２－２０ꎻ西藏自治

区林芝市墨脱县背崩乡格林村ꎬ东经 ９５°１０′、北纬 ２９°１２′ꎬ海
拔 １ ８００ ｍꎮ

２)四川虾脊兰 Ｃａｌａｎ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ａｎａ Ｋｉｎｇ ｅｔ Ｐａｎｔｌ.(虾脊兰属

Ｃａｌａｎｔｈｅ Ｒ. Ｂｒ.)(图 １－ＣꎬＤ)
产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波密县ꎬ生于阔叶林下ꎻ分布于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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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北部至西南部[１０]２８７ꎬ[１１]２９８－２９９ꎮ 本种主要特征为总状花序ꎬ具
１０~２０ 朵花ꎻ萼片和花瓣淡黄色ꎬ开放后反折ꎻ唇瓣黄白色ꎬ肾
形ꎬ不裂ꎮ 本种与近缘种剑叶虾脊兰(Ｃ. ｄａｖｉｄｉｉ Ｆｒａｎｃｈ.)形态

相似ꎬ但前者唇瓣轮廓为肾形ꎬ先端裂片极浅ꎻ后者唇瓣深裂ꎬ
裂片极为明显ꎬ易于区分ꎮ 四川虾脊兰的模式标本采自印度

(锡金)ꎬ在西藏东南部发现该种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种从

印度(锡金)至中国(四川)可能存在连续分布ꎮ
凭证标本:王伟 ＢＭ２０１９１２１８００８ꎬ２０１９－１２－１８ꎻ西藏自治

区林芝市波密县易贡乡通麦村ꎬ东经 ９５°０５′、北纬 ２９°１２′ꎬ海
拔 ２ １００ ｍꎮ

３)旗唇兰 Ｋｕｈｌｈａｓｓｅｌｔｉａ ｙａｋｕｓｈｉｍｅｎｓｉｓ (Ｙａｍａｍｏｔｏ) Ｏｒｍｅｒｏｄ
(旗唇兰属 Ｋｕｈｌｈａｓｓｅｌｔｉａ Ｊ. Ｊ. Ｓｍ.)(图 １－ＥꎬＦ)

产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波密县ꎬ生于阔叶林下ꎻ分布于陕

西、安徽、浙江、台湾、湖南和四川[１１]６３ꎬ[１２]１７４－１７６ꎬ旗唇兰在西藏

东南部的分布点是该种地理分布的最西端ꎮ 本种主要特征为

总状花序带粉红色ꎬ被疏柔毛ꎻ花苞片和萼片粉红色ꎬ中萼片

长圆状卵形ꎬ侧萼片斜镰状长圆形ꎻ花瓣白色ꎬ具紫红色斑块ꎻ
唇瓣白色ꎬ呈“Ｔ”形ꎮ 旗唇兰属国产仅旗唇兰 １ 种ꎬ易于鉴定ꎮ

凭证标本:王伟 ＢＭ２０１９１２１８００３ꎬ２０１９－１２－１８ꎻ西藏自治

区林芝市波密县易贡乡通麦村ꎬ东经 ９５°０４′、北纬 ２９°１２′ꎬ海
拔 ２ ２００ ｍꎮ

４)雅长山兰 Ｏｒｅｏｒｃｈｉｓ ｙａｃｈ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Ｚ. Ｂ.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Ｂ. Ｇ.
Ｈｕａｎｇ(山兰属 Ｏｒｅｏｒｃｈｉｓ Ｌｉｎｄｌ.)(图 １－ＧꎬＨ)

产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墨脱县ꎬ生于阔叶林下ꎻ本种为

２０１６ 年发表的新种ꎬ模式标本产自广西雅长兰科植物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１３]ꎮ 本种花较小ꎬ花瓣与萼片黄色ꎬ唇瓣具紫色斑点ꎬ
中裂片先端 ２ 裂ꎻ近缘种山兰〔Ｏ. ｐａｔｅｎｓ (Ｌｉｎｄｌ.) Ｌｉｎｄｌ.〕的花呈

黄褐色至淡黄色ꎬ唇瓣白色并有紫斑ꎬ唇瓣 ３ 裂ꎬ易于区分ꎮ
凭证标本:王伟 ＭＴ２０１９１２２１００２ꎬ２０１９－１２－２１ꎻ西藏自治

区林芝市墨脱县仁钦崩寺ꎬ东经 ９５° ２１′、北纬 ２９° １８′ꎬ海拔

１ ６００ ｍꎮ
５)黄花线柱兰 Ｚｅｕｘｉｎｅ ｆｌａｖａ (Ｗａｌｌ. ｅｘ Ｌｉｎｄｌ.) Ｔｒｉｍｅｎ (线

柱兰属 Ｚｅｕｘｉｎｅ Ｌｉｎｄｌ.)(图 １－ＩꎬＪ)
产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墨脱县ꎬ生于林下ꎻ分布于云南东

南部[１１]７４－７５ꎬ[１４ꎬ１５] ꎮ 本种叶片中肋无白色条纹ꎬ唇瓣黄色且先

端横向扩大呈“ Ｔ”形ꎬ花黄色ꎻ而其近缘种白花线柱兰〔Ｚ.
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ａ (Ｒｉｄｌ.) Ｓｅｉｄｅｎｆ.〕唇瓣白色ꎬ二者易于区分ꎮ

凭证标本:赵佳敏 ＭＴ２０２００４１６００６ꎬ２０２０－０４－１６ꎻ西藏自

治区墨脱县达木乡达木村后山ꎬ东经 ９５°１５′、北纬 ２９°２９′ꎬ海
拔 １ ７００ ｍꎮ

６)芳线柱兰 Ｚｅｕｘｉｎｅ ｎｅｒｖｏｓａ ( Ｌｉｎｄｌ.) Ｔｒｉｍｅｎ(线柱兰属

Ｚｅｕｘｉｎｅ Ｌｉｎｄｌ.)(图 １－ＫꎬＬ)
产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墨脱县ꎬ生于林下阴湿处ꎻ分布于

台湾和云南[１２]１９７ꎮ 本种叶中肋无条纹ꎬ叶在花期不凋萎或下

垂ꎻ花序具 ３ 朵及以上花ꎬ苞片背面被毛ꎻ花较小ꎬ萼片长 ４ ~
８ ｍｍꎻ花瓣呈偏斜的卵形ꎬ前部扩大ꎬ２ 裂ꎻ唇瓣呈“Ｙ”形ꎮ 本

种与其近缘种线柱兰〔Ｚ. ｓｔｒａｔｅｕｍａｔｉｃａ (Ｌｉｎｎ.) Ｓｃｈｌｔｒ.〕易于区

分ꎬ后者的唇瓣呈“Ｔ”形ꎬ前部扩大不明显ꎬ不裂或 ２ 浅裂ꎮ

ＡꎬＢ. 蜂腰兰 Ｂｕｌｌｅｙｉ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Ｓｃｈｌｔｒ.: Ａ. 花序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ꎻ Ｂ. 植株 Ｐｌａｎｔ. ＣꎬＤ. 四川虾脊兰 Ｃａｌａｎ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ａｎａ Ｋｉｎｇ ｅｔ Ｐａｎｔｌ: Ｃ. 花 Ｆｌｏｗｅｒｓꎻ Ｄ. 叶
片 Ｌｅａｖｅｓ. ＥꎬＦ. 旗唇兰 Ｋｕｈｌｈａｓｓｅｌｔｉａ ｙａｋｕｓｈｉｍｅｎｓｉｓ (Ｙａｍａｍｏｔｏ) Ｏｒｍｅｒｏｄ: Ｅ. 花 Ｆｌｏｗｅｒꎻ Ｆ. 植株 Ｐｌａｎｔ. ＧꎬＨ. 雅长山兰 Ｏｒｅｏｒｃｈｉｓ ｙａｃｈ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Ｚ. Ｂ.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Ｂ. Ｇ. Ｈｕａｎｇ: Ｇ. 花部分解 Ｆｌｏｗｅｒ 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ꎻ Ｈ. 花序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ＩꎬＪ. 黄花线柱兰 Ｚｅｕｘｉｎｅ ｆｌａｖａ (Ｗａｌｌ. ｅｘ Ｌｉｎｄｌ.) Ｔｒｉｍｅｎ: Ｉ. 花 Ｆｌｏｗｅｒｓꎻ
Ｊ. 叶片和生境 Ｌｅａｖｅｓ ａｎｄ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ＫꎬＬ. 芳线柱兰 Ｚｅｕｘｉｎｅ ｎｅｒｖｏｓａ (Ｌｉｎｄｌ.) Ｔｒｉｍｅｎ: Ｋ. 花 Ｆｌｏｗｅｒꎻ Ｌ. 叶片 Ｌｅａｖｅｓ.

图 １　 西藏兰科植物新记录 ６ 种的形态特征
Ｆｉｇ. １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ｓｉｘ ｎｅｗｌｙ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ｉｂｅｔ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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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芳线柱兰在中国分布于海拔 ２００ ~ ８００ ｍ 的林下阴湿

处[１２]１９８ꎬ但在印度则分布于海拔 ２０~ １ ９００ ｍ 的区域[１６] ꎻ产于

西藏东南部的芳线柱兰分布于海拔 １ ７００ ｍ 的区域ꎬ扩大了芳

线柱兰在中国的垂直分布范围ꎮ
凭证标本:赵佳敏 ＭＴ２０２００４１６００６ꎬ２０２０－０４－１６ꎻ西藏自

治区林芝市墨脱县达木乡达木村后山ꎬ东经 ９５° １５′、北纬

２９°２９′ꎬ海拔 １ ７００ ｍꎮ
兰科植物的保护工作是近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

点[１７] ꎮ 由于区域本底资料的掌握不仅是兰科植物保护和研

究的前提ꎬ同时对兰科植物区系研究也有着重要的意义ꎬ近年

来兰科植物新记录陆续有报道[１８－２０] ꎮ 本次发现的西藏兰科新

记录种ꎬ主要以地生兰为主ꎬ且均分布在藏东南植被茂盛的区

域ꎬ其原因可能与生活型有关ꎮ 在植物生长季植被繁茂ꎬ多数

地生兰由于植株相对矮小且无明显特点而不易被发现ꎻ而在

非生长季ꎬ多数地生兰科植物因无地上部分则更不易被发现ꎮ
因此ꎬ在未来西藏的兰科植物调查中ꎬ藏东南常绿阔叶林区的

地生兰科植物应给予重点关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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