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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苔藓植物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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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江西九岭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苔藓植物野外调查及标本采集过程中，发现了江西苔藓植物新记录

5种，即暖地带叶苔（Pallavicinia levieri）、上海羽苔（Plagiochila shangaica）、弯瓣耳叶苔（Frullania linii）、红丛管口苔

（Solenostoma rubripunctatum）和芽胞同叶藓（Isopterygium propaguliferum）。该文对上述 5种植物的主要形态学特征

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提供了相应的图版，为江西苔藓植物及其区系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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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collection of bryophytes in Jiulingsha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Jiangxi，five bryophyte species are newly reported from Jiangxi province，including Pallavicin⁃
ia levieri，Plagiochila shangaica，Frullania linii，Solenostoma rubripunctatum and Isopterygium propagu⁃
liferum. In this article，the authors describe the main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species and
provide its morphological images. These new records will provide new evidence for the study of bryo-
phytes flora in Jiangxi.
Key words Bryophytes；Newly recorded；Jiangxi；Jiulingsha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苔藓植物是一类由水生向陆生过渡的高等植

物类群，其结构相对简单，不具真正的根、茎、叶的

分化，被称为假根、拟茎、拟叶，大多数种类为单层

细胞，主要通过叶片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对环境变

化比较敏感，常作为检测环境污染的指示物［1-3］。据

陈凤彬等记录，江西苔藓植物共有 103科 314属

1 141种，其中藓类植物 60科 223属 771种，苔类植

物 43科 91属 365种，角苔类植物 3科 4属 5种［4］。笔

者对江西九岭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苔藓植物野外

调查及标本采集时，发现了江西苔藓植物新记

录5种。

九岭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连罗霄山脉，东北

西三面与武夷山脉、大别山脉、武陵山脉隔水相望，

其地理坐标为东经 115°03'25"～115°24'23"，北纬

28°49'06"～29°3'19"［5］。该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

候，主要特点是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无霜期长，雨

量充沛，光照充足。年平均气温一般在 14.4～
27.0℃，年降水量约 1 426.0～2 197.9 mm［5］。其气候

条件非常适合苔藓植物生长。

2020年 9月至 12月，笔者对江西九岭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苔藓植物进行了野外调查及标本采集，

野外调查共 20 d，采集苔藓植物标本 562号。查阅

《中国苔藓志》、《云南植物志》、《广东植物志》等资

料［6-11］对标本鉴定后，发现所采集标本中暖地带叶

苔（Pallavicinia levieri）、上海羽苔（Plagiochila shan⁃
gaica）、弯瓣耳叶苔（Frullania linii）、红丛管口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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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enostoma rubripunctatum）和芽胞同叶藓（Isopter⁃
ygium propaguliferum）为江西首次记录。凭证标本

保存于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标本馆（LBG），南昌

科研中心。

1 新记录种

1. 1 暖地带叶苔

Pallavicinia levieri Schiffn.图1：A-G
主要特征：叶状体中等大，宽带状，密集或稀疏

丛生，绿色或深绿色，匍匐，少分枝或叉状分枝，边

齿不明显或缺；中轴不明显分化，中部细胞长方形

或长六边形。壁薄，油体纺锤形，每个细胞超过 10
个，雌雄同体。孢子体未见。

生境：溪边石生；海拔：306～421 m；分布：中国

（云南省、湖南省、广西省、台湾省、江西省）与日

本［11］；凭证标本：孙宇-168。
1. 2 上海羽苔

Plagiochila shangaica Steph.图1：H-N
主要特征：植物中等大小，柔弱。深灰绿色，无

光泽。茎长 4~6 cm，宽 3~6 mm，分枝少，顶生型，无

横茎，假根少；茎横切面 0.28~0.35 mm，皮部细胞 3~
4层，壁甚厚，（16~20）μm ×（10~12）μm，中部细胞

14~16层，壁薄，（16~21）μm ×（21~30）μm，叶片疏

生或毗邻，平展，卵圆形，背部基部下延，稍内卷，腹

缘不扩大呈弧形，基部稍下延，全缘或具 1~2个细

齿。叶边细胞（15~20）μm ×（24~30）μm，细胞壁

薄，三角体细小；角质层平滑。腹叶退失。孢子体

未见。

生境：生于石面、树干上或湿土上；海拔：20～
2 060 m；分布：中国（广西省、贵州省、江苏省、上海

市、江西省）与日本［9］。凭证标本：陈春发-92。
1. 3 弯瓣耳叶苔

Frullania linii S. Hatt.图1：O-V
主要特征：植物体大，密集平铺垫状生长，深棕

色或红棕色。茎匍匐，不规则羽状分枝，长 2.5~3.5
cm，直径 0.18~0.2 mm，连叶宽 1.6~2.2 mm，分枝短而

斜伸。侧叶紧密覆瓦状排列；背瓣宽卵形，内凹，长

1.5~1.6 mm，宽 1~1.1 mm，顶端宽圆形，常内卷，全

缘，基部两侧不对称，背侧下延裂片大，舌形，腹侧

近于平直不下延；腹瓣紧贴茎着生，盔形，宽大于

长，长 0.28~0.3 mm，宽 0.44~0.53 mm，口部向下弯

曲，具发育好的喙状尖，内弯；副体丝状，4~5个细胞

长；腹叶紧贴茎，圆肾形，长 0.45~0.52 mm，宽 0.5~
0.57 mm，顶端 2裂达叶长的 1/6~1/7，裂角狭，裂瓣三

角形，急尖或钝，边缘平展，基部着生线稍呈波形。

叶细胞圆方形或椭圆形，壁呈波曲状，节状加厚，渐

向基部角体变大，近于红棕色，透明，边缘细胞（15~
18）μm ×（13~15）μm，基部细胞（36~47）μm ×（15~
18）μm。雌雄异株。孢子体未见。

生境：生于石壁、树皮、树干上；海拔：218～
1 172 m；分布：中国（广西省、广东省、福建省、西藏

自治区、云南省、湖北省、广东省、江西省），特有

种［10］。凭证标本：陈春发-98、陈春发-156。
1. 4 红丛管口苔

Solenostoma rubripunctatum （S. Hatt.） R. M.
Schust.图2：A-I

主要特征：植物体小，长 0.5~0.7 cm，带叶宽

0.7~1.2 mm，淡绿色，常呈红色，小垫状。茎直立，粗

约 0.2 mm，分枝，具有直的鞭状枝。芽胞圆形 1个细

胞，18 μm，多数在鞭状枝的顶端或叶的边缘，紫红

色。假根长，散生，紫红色。叶小，疏覆瓦状，近横

生，宽卵形或圆形，长 0.6~0.9 mm，宽 0.6~1 mm。叶

边缘细胞（20~40）μm ×（22~35）μm，中部细胞（36~
60）μm ×（27~35）μm，基部细胞（40~70）μm ×（22~
35）μm，薄壁或相等加厚，三角体小或缺；油体每个

细胞 1~2个，常常在许多细胞中缺少油体。雌雄异

株。孢子体未见。

生境：生于林下树生和腐木、路边土生、溪边石

生；海拔：126～1 097 m；分布：中国（广西省、福建

省、重庆市、湖南省、云南省、江西省），日本及朝

鲜［6，8］。凭证标本：陈春发-144、孙宇-136、孙宇-
144、孙宇-204、孙宇-223。
1. 5 芽胞同叶藓

Isopterygium propaguliferum Toyama图2：J-P
主要特征：植物体中等大小，黄绿色，具光泽。

茎匍匐，近羽状分枝；具假根；分枝较短，直立或倾

立，单一；芽胞棍棒状，长 40~65 μm，多数丛集成头

状着生于枝顶。叶直立开展，卵圆形或卵状披针

形，突趋狭呈细尖，长 0.7~1.0 mm，宽 0.3~0.35 mm，
内凹；叶边平直，具细齿，基部边缘通常背卷；无中

肋。叶中部细胞狭长线形，长 40~45 μm，宽约 4.5
μm，厚壁，多少具壁孔；叶上部细胞与中部细胞相

似；叶下部细胞较宽，厚壁；叶尖为一列椭圆形或长

方形细胞，稍具壁孔，透明厚壁；角细胞形小，长方

形或长圆形。孢子体未见。

生境：竹林枯木、溪边腐木，稀见于林地；海拔：

360～850 m；分布：中国（广西省、福建省、海南省、

云南省、江西），日本及越南［7］。凭证标本：陈春发-
139、孙宇-186、孙宇-283、孙宇-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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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期 陈春发，等：江西苔藓植物新记录

图1 新记录植物

Fig. 1 Newly recorded plants
注：A-G：暖地带叶苔Pallavicinia levieri；A：叶状体背面；B：叶状体腹面；C-D：部分叶状体（腹面）；E：假根；F：叶边缘细胞；G：叶中部细胞。H-
N：上海羽苔Plagiochila shangaica；H：植株；I：部分植株（腹面）J：部分植株（背面）；K：叶片；L：叶中部细胞；M：叶基部细胞；N：叶尖细胞。O-V：
弯瓣耳叶苔Frullania linii；O：植株（背面）；P：植株（腹面）；Q-R：叶；S：叶基部细胞；T：腹瓣；U：叶边缘细胞；V：叶中部细胞。

图2 新记录植物

Fig. 2 Newly recorded plants
注：A-I：红丛管口苔Solenostoma rubripunctatum；A：植株；B：部分植株（背面）；C：部分植株（腹面）；D-E：芽胞；F：叶片；G：叶基部细胞；H：叶中

部细胞；I：叶尖细胞。J-P：芽胞同叶藓 Isopterygium propaguliferum；J：植株；K-L：芽胞；M-N：叶片；O：叶基部细胞；P：叶尖细胞。

（下转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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