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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标本观察和野外调查的基础上，对西藏的嵩草属 :$#%+*-" 植物进行了分类学修订，共确认了 $K
种和 ! 亚种。更正了 K 个类群的学名，它们正确的名称是 : ; +*+/#+.<--，: ; (-**-=34,-*，: ; =",,-+-，: ;
3-&&3+0"3+-，: ; ,’$*4%$-0+* 88HG #-*&",-/"&" 和 : ; 2"=-/$*"。有 !$ 个名称，即 : ; "/=4*&"，: ; .+%.$*&".7’* >6= G
."?-33".+"，: ; .3"%<+"/"，: ; .4%&-.+?* >6= G =’-%$/=+/*-*，: ; 0+"*’-，: ; =3"4.-($3-"，: ; 7$$<+%-，: ; /40-."%?"，: ;
?%"-/-- >6= G +33-?&-."，: ; *+&-.43,-*，: ; *&+/$."%?"，: ; *&+/$."%?" >6= G *-,?3+@ 和 : ; A-33-",*-- 处理为异名，其

中 : ; ?%"-/-- >6= G +33-?&-."，: ; =3"4.-($3-" 和 : ; *&+/$."%?" >6= G *-,?3+@ 为新异名。发现了西藏分布的一个

新记录种密穗嵩草 : ; 7"/0+3>,"BB+&&--。还收录了最近发表的假钩状嵩草 : ; ?*+404/.-/$-0+* 和阔鳞嵩草

: ; A$$0--。此外，重新编制了西藏嵩草属分种和亚种检索表，并较为详细地登记了各类群在西藏的分布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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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草属 :$#%+*-" L2DD? G（莎草科）主要分布于北半球温带，多数集中在喜马拉雅地区和

中国的西南部（M,JJA0/0，!##N）。根据《中国植物志》记载，全世界有嵩草属植物 O" 余种，

中国产 P# 种 Q 变种，其中 $N 种 $ 变种在西藏有分布（李沛琼，R"""）。《西藏植物志》收录

嵩草属植物 $Q 种 R 变种（杨永昌，!#NO）。可见，中国是嵩草属植物的主要分布区，而西藏

是其在中国的主要产区。嵩草属植物是组成青藏高原高寒地区植被的主要成分，以该属

一些植物为建群种的嵩草草甸是青藏高原一种主要的植被类型。嵩草属植物也是优良的

! R""Q-"R-!N 收稿，R""Q-"Q-"N 收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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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草。西藏地形复杂、生境多样、气候严酷，使嵩草属植物的外部形态受到环境的影响，在

种间和种内产生复杂的变异，因此造成许多分类问题。《中国植物志》和《西藏植物志》对

西藏产嵩草属植物的记载，无论是类群的划分，还是类群名称的应用，都有许多相互矛盾

之处；而且在《中国植物志》和《西藏植物志》中，有个别分类群被遗漏。

因为可用于分类的形态性状较少，而且这少数性状在类群内和类群间存在复杂的变

异，所以嵩草属的分类一直比较混乱。一些莎草科专家认为该属亟待进行世界性的分类

学修订（!"##$%&%，’(()；*+,-.+%/+01 2 3.-+，’((’）。青藏高原是嵩草属的分布和分化中

心（张树仁等，’((4），也是分类上疑难类群比较集中的地区，对西藏的嵩草属进行分类学

修订，澄清其种及种下等级的分类学问题，是进行中国乃至世界嵩草属分类学修订的必不

可少的一步。

作者在广泛深入地研究了国内外标本馆收藏的嵩草属标本，以及多次赴西藏进行野

外实地考察之后，修订了西藏嵩草属植物的分类，确认了 56 种和 ’ 亚种，重新编制了西藏

嵩草属分种和亚种检索表，并较为详细地登记了各类群在西藏县级的分布地点。

嵩草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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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生草本，丛生，稀散生。根状茎短缩，少数伸长而为匍匐状。秆三棱形至圆柱形，

其基部宿存有干枯的叶鞘。叶基生或近基生，叶片扁平、对折或内卷。花序顶生，由小穗

组成，穗状或圆锥状。小穗生于鳞片腋内，单性单花或两性多花而为雄雌顺序；雌性和两

性小穗为一先出叶所包。先出叶边缘分离而为鳞片状，或合生而成囊状。小坚果双凸状

至三棱状。柱头 5 枚，少 > 枚。退化小穗轴存在于雌性小穗中。

分种和亚种检索表

’9 植株散生，根状茎细长，匍匐状；柱头通常 > 枚。

>9 叶片扁平；先出叶小，膜质，边缘分离；小坚果近圆形 ’9 大花嵩草 !) *(+$(,-.(⋯⋯⋯⋯⋯⋯⋯

>9 叶片边缘内卷；先出叶大，厚纸质或近革质，边缘相互叠压；小坚果矩圆形

>9 匍茎嵩草 !) &-"/",’0%$(
⋯⋯⋯⋯⋯⋯⋯⋯⋯⋯

⋯⋯⋯⋯⋯⋯⋯⋯⋯⋯⋯⋯⋯⋯⋯⋯⋯⋯⋯⋯⋯⋯⋯⋯⋯⋯⋯⋯⋯⋯

’9 植株丛生，根状茎通常不为匍匐状（如为匍匐状则柱头 5 枚）；柱头通常 5 枚，稀 > 枚。

59 花序通常为圆锥状，偶为穗状。

=9 先出叶呈囊状，边缘完全合生或合生至中部以上。

49 先出叶较大，长 4 GG 以上。

69 花序圆锥状或穗状；先出叶厚纸质或革质，卵形 59 膨囊嵩草 !) ’,0/(-(⋯⋯⋯⋯⋯⋯⋯⋯

69 花序圆锥状；先出叶草质或膜质，长圆形、椭圆形、披针形或线形。

Q9 具短的匍匐根状茎 =9 根茎嵩草 !) 1(**’%’⋯⋯⋯⋯⋯⋯⋯⋯⋯⋯⋯⋯⋯⋯⋯⋯⋯⋯

Q9 根状茎短缩，不为匍匐状。

)9 秆较粗壮；苞片鳞片状；先出叶狭披针形，长 6 Y ’?94 GG，表面常被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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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钩状嵩草 !" #$%&$’&()*⋯⋯⋯⋯⋯⋯⋯⋯⋯⋯⋯⋯⋯⋯⋯⋯⋯⋯⋯⋯⋯⋯⋯⋯⋯

#" 秆纤细；苞片叶状；先出叶长圆形、椭圆形或线形，长 ! $ % &&，表面无毛。

’" 先出叶狭长，线形，褐色至红褐色 %" 疏穗嵩草 !" +,-,⋯⋯⋯⋯⋯⋯⋯⋯⋯⋯⋯⋯

’" 先出叶较宽，长圆形或椭圆形，淡绿色 (" 黑麦嵩草 !" +’+&,%),⋯⋯⋯⋯⋯⋯⋯⋯

!" 先出叶较小，长 ) && 以内。

*+" 鳞片草质或厚膜质，褐色至淡褐色；先出叶具锈色点线 #" 囊状嵩草 !" ./,0&+&*⋯⋯⋯⋯

*+" 鳞片膜质，黄绿色；先出叶无锈色点线 ’" 弧形嵩草 !" %#/1,2,⋯⋯⋯⋯⋯⋯⋯⋯⋯⋯⋯

)" 先出叶不为囊状，边缘完全分离或仅基部合生。

**" 秆粗 * $ , &&；基部干枯叶鞘浅褐色无光泽；鳞片长 - $ )"! &&，先出叶长 - $ ) && ⋯⋯⋯

*+" 喜马拉雅嵩草 !" /’3+),$,⋯⋯⋯⋯⋯⋯⋯⋯⋯⋯⋯⋯⋯⋯⋯⋯⋯⋯⋯⋯⋯⋯⋯⋯⋯

**" 秆粗 , $ ) &&；基部干枯叶鞘褐色至黑褐色有光泽；鳞片长 ! $ %"! &&，先出叶长 )"! $ ( &&。

*," 花序分枝明显；鳞片通常具长芒 **" 假钩状嵩草 !" 4*)#(#$%&$’&()*⋯⋯⋯⋯⋯⋯⋯⋯⋯

*," 花序分枝不明显；鳞片通常无芒或具短芒 *," 甘肃嵩草 !" 5,$*#)$*&*⋯⋯⋯⋯⋯⋯⋯⋯

-" 花序通常为穗状。

*-" 侧生小穗通常两性，基部具 * 枚雌花，上部具 * 至数枚雄花。

*)" 先出叶囊状，边缘合生至中部以上。

*!" 植株粗壮，秆粗 *"! $ - &&；干枯叶鞘黄褐色有光泽；叶片边缘内卷，呈针状；先出叶宽椭圆

形，长 %"! $ *+ &&；小坚果长 ) $ ! && *-" 粗壮嵩草 !" /’6#*2,⋯⋯⋯⋯⋯⋯⋯⋯⋯⋯

*!" 植株较纤细，秆粗 * && 以下；干枯叶鞘红褐色、褐色或浅褐色；叶片扁平；先出叶狭长圆

形，长 , $ )"! &&；小坚果长 , $ ,"! && *)" 线形嵩草 !" (#27&)&⋯⋯⋯⋯⋯⋯⋯⋯⋯⋯

*)" 先出叶不为囊状，边缘分离或 * . - 处以下合生。

*%" 叶片扁平或有时对折，外层的干枯叶片宿存。

*(" 植株柔软，秆粗 +" ! && 以下；花序线形；小穗具 , 朵花；小坚果狭长圆形，三棱形，喙长，

成熟时伸出先出叶之外；柱头 - *!" 蕨状嵩草 !" .&+&%&$,⋯⋯⋯⋯⋯⋯⋯⋯⋯⋯⋯⋯⋯

*(" 植株坚挺，秆粗约 * &&；花序长圆形；小穗具 - $ ! 朵花；小坚果倒卵形，扁，喙很短，成熟

时不伸出先出叶；柱头 , 或 -。

*#" 柱头 - *%" 矮生嵩草 !" 7#8&+&*⋯⋯⋯⋯⋯⋯⋯⋯⋯⋯⋯⋯⋯⋯⋯⋯⋯⋯⋯⋯⋯⋯

*#" 柱头 , *(" 高原嵩草 !" 4#*&++,⋯⋯⋯⋯⋯⋯⋯⋯⋯⋯⋯⋯⋯⋯⋯⋯⋯⋯⋯⋯⋯⋯

*%" 叶片边缘内卷，呈针状或丝状，外层的干枯叶片脱落而叶鞘宿存。

*’" 植株粗壮，秆粗 * && 以上。

,+" 先出叶厚膜质，具 , 脊，脊明显而粗糙，脊间具数条脉 *#" 截形嵩草 !" %#$),2,⋯⋯

,+" 先出叶薄膜质，无脊或具不明显的脊，脊间无脉。

,*" 先出叶从 * . - 处以下合生 *’" 普兰嵩草 !" 6#/,$0)$*&*⋯⋯⋯⋯⋯⋯⋯⋯⋯⋯⋯

,*" 先出叶边缘完全分离或仅基部合生。

,," 秆基部干枯叶鞘黄褐色至红褐色，有光泽，不撕裂；先出叶不为透明膜质；小坚果

倒卵形，三棱状 ,+" 赤箭嵩草 !" *%7’)$’&()*⋯⋯⋯⋯⋯⋯⋯⋯⋯⋯⋯⋯⋯⋯⋯

,," 秆基部干枯叶鞘暗褐色，无光泽，稍呈纤维状撕裂；先出叶透明膜质；小坚果长圆

形，扁三棱状 ,*" 西藏嵩草 !" 2&6)2&%,⋯⋯⋯⋯⋯⋯⋯⋯⋯⋯⋯⋯⋯⋯⋯⋯⋯

*’" 植株纤细，秆粗 * && 以下。

,-" 叶鞘边缘红褐色膜质；穗状花序呈圆锥状，狭披针形，侧生小穗雄花达 % 枚以上 ⋯⋯

,," 密穗嵩草 !" 7,$()+98,::)22&&⋯⋯⋯⋯⋯⋯⋯⋯⋯⋯⋯⋯⋯⋯⋯⋯⋯⋯⋯⋯⋯

,-" 叶鞘边缘不为红褐色膜质；穗状花序棍棒状，线形，侧生小穗具雄花 * $ % 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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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侧生小穗具 ! 朵花；鳞片小，长 ! $ % &&；小坚果长圆形，长 ’#( $ !#% && ⋯⋯⋯⋯

!%# 二蕊嵩草 !" #$%&’(%)*+& ))*# ,)&-.#)/.-.⋯⋯⋯⋯⋯⋯⋯⋯⋯⋯⋯⋯⋯⋯⋯

!"# 侧生小穗 % $ + 朵花；鳞片大，长 %#, $ + &&；小坚果倒卵形，长 !#, $ %#, &&。

!,# 秆基部干枯叶鞘浅褐色；花序浅褐色，基部鳞片通常具长芒 ⋯⋯⋯⋯⋯⋯⋯⋯

!"# 四川嵩草 !" &+-&012./+/&)&⋯⋯⋯⋯⋯⋯⋯⋯⋯⋯⋯⋯⋯⋯⋯⋯⋯⋯⋯⋯

!,# 秆基部干枯叶鞘黑褐色；花序暗褐色，基部鳞片无芒或有时具短芒 ⋯⋯⋯⋯⋯

!,# 线叶嵩草 !" 0.3)44)5%4).⋯⋯⋯⋯⋯⋯⋯⋯⋯⋯⋯⋯⋯⋯⋯⋯⋯⋯⋯⋯⋯⋯

’%# 侧生小穗通常单性，仅具 ’ 枚雌花。

!+# 先出叶不为囊状，边缘分离或中部以下合生。

!-# 植株矮小，常为垫状，秆高 ’ $ + .&；花序短小，长 ’ .& 以下；小坚果较小、较宽，倒卵形，长 ’
&& !+# 高山嵩草 !" 3$6#.+.⋯⋯⋯⋯⋯⋯⋯⋯⋯⋯⋯⋯⋯⋯⋯⋯⋯⋯⋯⋯⋯⋯⋯⋯⋯

!-# 植株较高或高大，秆高 %#, $ ,/ .&；花序长 ’#, .& 以上；小坚果较大、较窄，狭椭圆形、狭长

圆形、倒披针形或线形，长 %#, $ ,#, &&。

!(# 叶片扁平，既不对折也不内卷。

!0# 先出叶线形或线状长圆形，包裹小坚果，幼小的先出叶有时完全合生，成熟时从顶部

分裂至中部以下，! 脊明显而粗糙；小坚果的果柄不明显 ⋯⋯⋯⋯⋯⋯⋯⋯⋯⋯⋯⋯

!-# 三脉嵩草 !" +&+/,+07))⋯⋯⋯⋯⋯⋯⋯⋯⋯⋯⋯⋯⋯⋯⋯⋯⋯⋯⋯⋯⋯⋯⋯⋯

!0# 先出叶狭椭圆形或长圆形，不包裹小坚果，边缘完全分离，无脊或具不明显的脊；小坚

果具明显的果柄 !(# 柄果嵩草 !" 5)&&)64’#)&⋯⋯⋯⋯⋯⋯⋯⋯⋯⋯⋯⋯⋯⋯⋯⋯

!(# 叶片对折或部分对折，或者边缘内卷而为丝状。

%/# 花序两性，雄雌顺序，无雄花序 !0# 尾穗嵩草 !" 0+(0%&-.01$&⋯⋯⋯⋯⋯⋯⋯⋯⋯⋯

%/# 花序通常单性，雄雌花序常共存同一植株，偶尔雌雄异株。

%’# 植株和花序纤细 %/# 发秆嵩草 !" 8.6)/%&.⋯⋯⋯⋯⋯⋯⋯⋯⋯⋯⋯⋯⋯⋯⋯⋯

%’# 植株和花序粗壮。

%!# 基部干枯叶鞘纤维状撕裂，无光泽；鳞片较小、较窄，长 , $ + &&，宽 ’#, $ ! &&；先

出叶小，长 , $ + && %’# 禾叶嵩草 !" 6(.#)/)5%4).⋯⋯⋯⋯⋯⋯⋯⋯⋯⋯⋯⋯

%!# 基部干枯叶鞘不撕裂，略有光泽；鳞片较大、较宽，长 +# , &&，宽 " &&；先出叶大，

长 - $ 0 && %!# 阔鳞嵩草 !" 2%%*))⋯⋯⋯⋯⋯⋯⋯⋯⋯⋯⋯⋯⋯⋯⋯⋯⋯⋯

!+# 先出叶囊状，边缘合生至中部以上。

%%# 先出叶大型，长 , && 以上。

%"# 先出叶狭长，线状长圆形，草质或膜质 %%# 尼泊尔嵩草 !" /+3.4+/&)&⋯⋯⋯⋯⋯⋯⋯⋯

%"# 先出叶较宽，三角状卵形或卵形，厚纸质或近革质。

%,# 叶片扁平或部分对折；花序长 ! $ % .&；退化小穗轴较长，长于小坚果，有时顶端具雄花

%# 膨囊嵩草 !" )/54.-.⋯⋯⋯⋯⋯⋯⋯⋯⋯⋯⋯⋯⋯⋯⋯⋯⋯⋯⋯⋯⋯⋯⋯⋯⋯⋯

%,# 叶片边缘内卷成针状；花序长约 ’ &&；退化小穗轴很短，约为小坚果的 ’ 1 " ⋯⋯⋯⋯

%"# 亚东嵩草 !" $.*%/6+/&)&⋯⋯⋯⋯⋯⋯⋯⋯⋯⋯⋯⋯⋯⋯⋯⋯⋯⋯⋯⋯⋯⋯⋯

%%# 先出叶较小，长 ! $ , &&。

%+# 基部干枯叶鞘褐色至暗褐色，有光泽，不撕裂；鳞片的中肋明显，绿色，宽为鳞片的 ’ 1 % 左

右 %,# 短轴嵩草 !" 8)*’.⋯⋯⋯⋯⋯⋯⋯⋯⋯⋯⋯⋯⋯⋯⋯⋯⋯⋯⋯⋯⋯⋯⋯⋯⋯⋯

%+# 基部干枯叶淡褐色，无光泽，纤维状撕裂；鳞片的中肋不明显，淡黄色或淡黄绿色，宽不

及鳞片的 ’ 1 %。

%-# 植株较粗壮，秆粗 ’ $ ’#, &&；花序较大，雌花序长 ’# , $ " .&，宽 ! $ % &&，雄花序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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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宽 ( $ ) ’’ %*" 康藏嵩草 !" #$%%#&’(#&$⋯⋯⋯⋯⋯⋯⋯⋯⋯⋯⋯⋯⋯⋯

%#" 植株较纤细，秆粗 ! ’’ 以内；花序较小，雌花序长 ! $ + &’，宽 + $ % ’’，雄花序长 ," *
$ !"% &’，宽 + $ ) ’’ %#" 不丹嵩草 !" )*($+$$⋯⋯⋯⋯⋯⋯⋯⋯⋯⋯⋯⋯⋯⋯⋯⋯

!&, %- .)&/$&. (+’ .01.)&/$&.

!" -./012 2&/113435；46789’32 2.30534 /05 3.90:/13，219.907;349<2；217:’/2 +"
+ " =3/; >./532 ;./1；?49?6@..2 2’/..34，’3’>4/09<2，’/4:70 ;433；0<1.312 03/4.@ 49<0535 ⋯⋯⋯⋯⋯⋯⋯⋯

!"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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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0;.9432&30&32 ?/07&<./13 94 2?7&/13；?49?6@..2 167&B.@ &6/41/&39<2 94 &947/&39<2，9A/13 ⋯⋯⋯⋯⋯

%" !" $+4#(%(⋯⋯⋯⋯⋯⋯⋯⋯⋯⋯⋯⋯⋯⋯⋯⋯⋯⋯⋯⋯⋯⋯⋯⋯⋯⋯⋯⋯⋯⋯⋯⋯⋯

*" D0;.9432&30&32 ?/07&<./13；?49?6@..2 634>/&39<2 94 ’3’>4/09<2，9>.90:，3..7?17&，./0&39./13 94 .703/4 "
# " F6789’32 3.90:/13，26941.@ 219.907;349<2 (" !" 5(22$&$⋯⋯⋯⋯⋯⋯⋯⋯⋯⋯⋯⋯⋯⋯⋯

#" F6789’32 26941，091 219.907;349<2"
G " H<.’2 49><21；>4/&12 :.<’/&39<2；?49?6@..2 0/449E.@ ./0&39./13，* $ !,") ’’ .90:，9;130 6/74@

)" !" 0+/$+-$’&.⋯⋯⋯⋯⋯⋯⋯⋯⋯⋯⋯⋯⋯⋯⋯⋯⋯⋯⋯⋯⋯⋯⋯⋯⋯⋯⋯⋯⋯

G" H<.’2 2.30534；>4/&12 .3/;@；?49?6@..2 9>.90:，3..7?17& 94 .703/4，) $ * ’’ .90:，:./>49<2"
I " -49?6@..2 0/449E34，.703/4，>49E0 19 4355726 >49E0 *" !" #(6(⋯⋯⋯⋯⋯⋯⋯⋯⋯⋯⋯

I" -49?6@..2 >49/534，9>.90: 94 3..7?17&，?/.3 :4330 #" !" #-#$(/&(⋯⋯⋯⋯⋯⋯⋯⋯⋯⋯

)" -49?6@..2 2’/..34，.322 16/0 ( ’’ .90:"
!," J.<’32 634>/&39<2 94 167&B.@ ’3’>4/09<2，>49E0 19 ?/.3 >49E0；?49?6@..2 E716 ;344<:7039<2 2?912 /05

.7032 G" !" 4*(5$#$.⋯⋯⋯⋯⋯⋯⋯⋯⋯⋯⋯⋯⋯⋯⋯⋯⋯⋯⋯⋯⋯⋯⋯⋯⋯⋯⋯⋯⋯⋯

!," J.<’32 ’3’>4/09<2，@3..9E726 :4330；?49?6@..2 E7169<1 ;344<:7039<2 2?912 /05 .7032 ⋯⋯⋯⋯⋯

I" !" /0*7(%(⋯⋯⋯⋯⋯⋯⋯⋯⋯⋯⋯⋯⋯⋯⋯⋯⋯⋯⋯⋯⋯⋯⋯⋯⋯⋯⋯⋯⋯⋯⋯⋯

(" -49?6@..2 091 <147&<./13，’/4:70 ;433 94 90.@ &900/13 /1 >/23"
!!" H<.’2 ! $ + ’’ E753；>/2/. 263/162 ?/.3 >49E0 /05 5<..；:.<’32 % $ (") ’’；?49?6@..2 % $ ( ’’ ⋯

!," !" *-,#&(+(⋯⋯⋯⋯⋯⋯⋯⋯⋯⋯⋯⋯⋯⋯⋯⋯⋯⋯⋯⋯⋯⋯⋯⋯⋯⋯⋯⋯⋯⋯⋯⋯

!!" H<.’2 + $ ( ’’；>/2/. 263/162 >49E0 19 5/4BC>49E0 /05 2670@；:.<’32 ) $ *") ’’；?49?6@..2 ( ") $ #
’’"

!+" D0;.9432&30&32 9>A79<2.@ >4/0&635；:.<’32 <2</..@ .90: /E035 !!" !" ).&0’0+/$+-$’&.⋯⋯⋯⋯

!+" K4/0&632 9; 70;.9432&30&3 091 9>A79<2；:.<’32 <2</..@ /E0.322 94 26941.@ /E035 ⋯⋯⋯⋯⋯⋯⋯

!+" !" 8(+.0&+.$.⋯⋯⋯⋯⋯⋯⋯⋯⋯⋯⋯⋯⋯⋯⋯⋯⋯⋯⋯⋯⋯⋯⋯⋯⋯⋯⋯⋯⋯⋯

%" D0;.9432&30&32 <2</..@ 2?7&/13"
!%" =/134/. 2?7B32 <2</..@ >723L</. E716 / >/2/. ;3’/.3 ;.9E34 /05 ! 19 23A34/. 5721/. ’/.3 ;.9E342"

!(" -49?6@..2 <147&<./13，’/4:70 &900/13 ;49’ >/23 19 />9A3 6/.;E/@"
!)" -./012 49><21，&<.’2 !") $ % ’’ E753；>/2/. 263/162 @3..9E726 >49E0 /05 2670@；.3/; >./532 70A9.<13，

0335.3C.7B3；?49?6@..2 >49/5.@ 3..7?17&，*") $ !, ’’ .90:；0<1.312 ( $ ) ’’ .90:
!%" !" *-10.%(
⋯⋯⋯⋯⋯⋯

⋯⋯⋯⋯⋯⋯⋯⋯⋯⋯⋯⋯⋯⋯⋯⋯⋯⋯⋯⋯⋯⋯⋯⋯⋯⋯⋯⋯⋯⋯

!)" -./012 2.30534，&<.’2 .322 16/0 ! ’’ E753；>/2/. 263/162 4355726 >49E0，>49E0 94 ?/.3 >49E0；.3/;
>./532 ;./1；?49?6@..2 0/449E.@ 9>.90:，+ $ (") ’’；0<1.312 + $ +") ’’ !(" !" ’0%3$&$⋯⋯⋯

!(" -49?6@..2 091 <147&<./13，’/4:70 ;433 94 &900/13 70 .9E34 ?/41 "
!*" =3/; >./532 ;./1 94 29’317’32 ;9.535，9<134 54@ .3/A32 ?342721301 "

!#" -./012 29;1，&<.’2 .322 16/0 ,") ’’ E753；70;.9432&30&32 .703/4；2?7B32 +C;.9E3435；0<1.312 0/44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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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1+$ 2,&)’+；*&(%2,* 3 456 !" #$%$&$’(⋯⋯⋯

476 8#,$&* ’(%(.，9)#2* 9,6 4 22 0(.+；($:#!’+*9+$9+* !"#!$%；*;(-+* 0(&1 3 < 5=:#!0+’+.；$)&#+&* !"!=
>,&+，9!2;’+**+.，>+’? *1!’&#? "+,-+.，$!& +/*+’&+. 01+$ 2,&)’+；*&(%2,* @ !’ 36

4A6 B&(%2,* )*),##? 3 4C6 !" )*+$%$,⋯⋯⋯⋯⋯⋯⋯⋯⋯⋯⋯⋯⋯⋯⋯⋯⋯⋯⋯⋯⋯⋯

4A6 B&(%2,* )*),##? @ 476 !" -*,$%%(⋯⋯⋯⋯⋯⋯⋯⋯⋯⋯⋯⋯⋯⋯⋯⋯⋯⋯⋯⋯⋯⋯⋯

4C6 D+,: "#,.+* ($>!#)&+，$++.#+=#(-+ !’ :(#(:!’2，!)&+’ .’? *1+,&1* ;+’*(*&+$& ")& 0(&1!)& #+,: "#,.+*6
4E6 8#,$&* ’!")*&，9)#2* 2!’+ &1,$ 4 22 0(.+6

@F6 8’!;1?##* &1(9-#? 2+2"’,$!)*，@=-++#+.，-++#* ;’!2($+$& ,$. *9,"’(.，>+($+. "+&0++$ &1+ -++#*
4A6 !" &*’.(/(⋯⋯⋯⋯⋯⋯⋯⋯⋯⋯⋯⋯⋯⋯⋯⋯⋯⋯⋯⋯⋯⋯⋯⋯⋯⋯⋯⋯⋯

@F6 8’!;1?##* &1($#? 2+2"’,$!)*，0(&1!)& -++#* !’ -++#* )$9!$*;(9)!)*，>+($#+**6
@46 8’!;1?##* 9!$$,&+ ($ #!0+’ 4 G 3 ;,’& 4E6 !" 0*1(’2.’,$,⋯⋯⋯⋯⋯⋯⋯⋯⋯⋯⋯⋯⋯

@46 8’!;1?##* !;+$ 9!2;#+&+#? !’ 9!$$,&+ !$#? ,& ",*+6
@@6 H,*,# .’? *1+,&1* ?+##!0(*1 "’!0$ &! ’+..(*1 "’!0$，*1($?，$!& *;#(&；;’!;1?##* $!& 1?,#($+；

$)&#+&* !"!>,&+，&’(%!$!)* @F6 !" ,&)3.’3$4.,⋯⋯⋯⋯⋯⋯⋯⋯⋯⋯⋯⋯⋯⋯⋯⋯⋯

@@6 H,*,# .’? *1+,&1* .,’- "’!0$，.)##，*#(%1&#? *;#(& ($&! :("+’*；;’!;1?##* 1?,#($+；$)&#+&* !"=
#!$%，:#,&#? &’(%!$!)* @46 !" /$0./$&(⋯⋯⋯⋯⋯⋯⋯⋯⋯⋯⋯⋯⋯⋯⋯⋯⋯⋯⋯⋯

4E6 8#,$&* *#+$.+’，9)#2* #+** &1,$ 4 22 0(.+6
@36 B1+,&1 2,’%($ ’+..(*1 "’!0$，2+2"’,$!)*；*;(9,&+ ($:#!’+*9+$9+* ;,$(9#+=#(-+，$,’’!0#? #,$9+!=

#,&+；#,&+’,# *;(-+* 0(&1 2!’+ &1,$ C 2,#+ :#!0+’* @@6 !" )(’4.%5+(66.//$$⋯⋯⋯⋯⋯⋯⋯

@36 B1+,&1 2,’%($ $!& ’+..(*1 "’!0$，$!& 2+2"’,$!)*；*;(9,&+ ($:#!’+*9+$9+* 9#,>,&+，#($+,’；#,&+’,#
*;(-+* 0(&1 4 < C 2,#+ :#!0+’*6

@I6 D,&+’,# *;(-+* @=:#!0+’+.；%#)2+* *2,##+’，@ < 3 22 #!$%；$)&#+&* !"#!$%，46A < @63 22 #!$%
@36 !" +73,*13$4., **;6 0$,/(+$’(/(⋯⋯⋯⋯⋯⋯⋯⋯⋯⋯⋯⋯⋯⋯⋯⋯⋯⋯⋯

@I6 D,&+’,# *;(-+* 0(&1 3 < C :#!0+’*；%#)2+* #,’%+’，365 < C 22 #!$%；$)&#+&* !"!>,&+，@65 < 365
22 #!$%6

@56 H,*,# .’? *1+,&1* ;,#+ "’!0$；($:#!’+*9+$9+* ;,#+ "’!0$；",*,# %#)2+ )*),##? #!$% ,0$+.
@I6 !" ,./,&)8(’.’,$,⋯⋯⋯⋯⋯⋯⋯⋯⋯⋯⋯⋯⋯⋯⋯⋯⋯⋯⋯⋯⋯⋯⋯⋯

@56 H,*,# .’? *1+,&1* "#,9-(*1 "’!0$；($:#!’+*9+$9+* .,’- "’!0$；",*,# %#)2+ ,0$#+** !’ *1!’&#?
,0$+. @56 !" &(-$%%$#3%$(⋯⋯⋯⋯⋯⋯⋯⋯⋯⋯⋯⋯⋯⋯⋯⋯⋯⋯⋯⋯⋯⋯⋯

436 D,&+’,# *;(-+* )*),##? )$(*+/),#，!$#? 0(&1 , :+2,#+ :#!0+’6
@C6 8’!;1?##* $!& )&’(9)#,&+，2,’%($ :’++ !’ 9!$$,&+ "+#!0 2(..#+ ;,’& 6

@76 8#,$&* *1!’&，!:&+$ ;)#>($,&+，9)#2* 4 < C 92 #!$%；($:#!’+*9+$9+* *1!’&，#+** &1,$ 4 92 #!$%；$)&#+&*
*2,##，"’!,.+’，!"!>,&+，4 22 #!$% @C6 !" -72+(.(⋯⋯⋯⋯⋯⋯⋯⋯⋯⋯⋯⋯⋯⋯⋯⋯

@76 8#,$&* &,##+’，9)#2* 36 5 < 5F 92；($:#!’+*9+$9+* 2!’+ &1,$ 46 5 92 #!$%；$)&#+&* "(%%+’，$,’’!0+’，
$,’’!0#? !"#!$% &! #($+,’，365 < 565 22 #!$%6

@A6 D+,: "#,.+* :#,&，$+(&1+’ :!#.+. $!’ ($>!#)&+6
@E6 8’!;1?##* #($+,’ !’ #($+,’=!"#!$%，0’,;;($% $)&#+&*，*!2+&(2+* 9!2;#+&+#? 9!$$,&+ 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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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 .,.’0.&9$$⋯⋯⋯⋯⋯⋯⋯⋯⋯⋯⋯⋯⋯⋯⋯⋯⋯⋯⋯⋯⋯⋯⋯⋯⋯⋯⋯

@E6 8’!;1?##* $,’’!0#? +##(;&(9 !’ !"#!$%，$!& 0’,;;($% $)&#+&*，2,’%($ :’++，0(&1!)& -++#* !’ -++#*
)$9!$*;(9)!)*；*&,#- !: $)&#+& !">(!)* @A6 !" #$,,$2%*+$,⋯⋯⋯⋯⋯⋯⋯⋯⋯⋯⋯⋯⋯

@A6 D+,: "#,.+* :!#.+. !’ ;,’&#? :!#.+.，!’ :(#(:!’2 ,$. 2,’%($ ($>!#)&+6
3F6 J$:#!’+*9+$9+* "(*+/),#，,$.’!%?$!)*，0(&1!)& 2,#+ ($:#!’+*9+$9+ @E6 !" &.1&3,/(&)7,⋯⋯

3F6 J$:#!’+*9+$9+* )*),##? )$(*+/),#，!:&+$ 2!$!+9(!)*，!99,*(!$,##? .(!+9(!)*6
346 8#,$&* ,$. ($:#!’+*9+$9+* *#+$.+’ 3F6 !" :(2$’3,(⋯⋯⋯⋯⋯⋯⋯⋯⋯⋯⋯⋯⋯⋯⋯

346 8#,$&* ,$. ($:#!’+*9+$9+* ’!")*& 6
3@6 H,*,# .’? *1+,&1* *;#(& ($&! :("+’*，.)##；%#)2+* *2,##+’ ,$. $,’’!0+’，5 < C K 465 < @ 22；

;’!;1?##* *2,##+’，5 < C 22 #!$% 346 !"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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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期 张树仁：西藏嵩草属（莎草科）的修订 4EE



!"#!$%&&’ &(")*"，+ , - .. &#/) 012 !" #$$%&&⋯⋯⋯⋯⋯⋯⋯⋯⋯⋯⋯⋯⋯⋯⋯

132 4"#!$%&&’ 56"785&(6*，.(")7/ 8#//(6* 9"#. :(’* 6# (:#;* .7<<&* !("6 2
002 4"#!$%&&’ &(")*"，.#"* 6$(/ = .. &#/)2

0>2 4"#!$%&&’ /(""#? (/< &#/)，&7/*("@#:&#/)，$*":(8*#5’ #" .*.:"(/#5’ 002 !" ’()*+(’,&,⋯⋯⋯

0>2 4"#!$%&&’ :"#(<*"，6"7(/)5&("@#;(6* #" #;(6*，6$78A&% 8$("6(8*#5’ #" /*("&% 8#"7(8*#5’2
0=2 B*(9 :&(<*’ 9&(6 #" !("6&% 9#&<*<；7/9&#"*’8*/8*’ 1 , 0 8. &#/)；"(8$7&&( &#/)*" 6$(/ /56&*6 (/<

’#.*67.*’ ?76$ .(&* 9&#?*"’ (6 6#! 02 !" &’-+*.*⋯⋯⋯⋯⋯⋯⋯⋯⋯⋯⋯⋯⋯⋯⋯⋯

0=2 B*(9 :&(<*’ /**<&*@&7A*，.(")7/ 7/;#&56*；7/9&#"*’8*/8*’ 8(2 C .. &#/)；"(8$7&&( ’$#"6，(:#56 (’
&#/) (’ C D > #9 /56&*6 0>2 !" /*%$’0(’,&,⋯⋯⋯⋯⋯⋯⋯⋯⋯⋯⋯⋯⋯⋯⋯⋯⋯⋯⋯

002 4"#!$%&&’ ’.(&&*"，1 , = .. &#/)2
032 E(’(& ’$*(6$’ :"#?/ 6# <("A :"#?/，’$7/%，/#6 ’!&76；)&5.*’ .7<"7: #:;7#5’，)"**/，(’ ?7<* (’ C D 0

#9 )&5.* 0=2 !" 1&%2*⋯⋯⋯⋯⋯⋯⋯⋯⋯⋯⋯⋯⋯⋯⋯⋯⋯⋯⋯⋯⋯⋯⋯⋯⋯⋯⋯

032 E(’(& ’$*(6$’ !(&* :"#?/，<5&&，’!&76 7/6# 97:*"’；)&5.*’ .7<"7: 5/8#/’!785#5’，!(&* %*&&#? #" !(&*
%*&&#?7’$ )"**/，&*’’ 6$(/ C D 0 #9 )&5.* ?7<6$2

0+2 4&(/6’ ( &766&* "#:5’6，85&. C , C2= .. 6$78A；7/9&#"*’8*/8*’ &(")*"，9*.(&* #/* C= , >F G 1 , 0
..，.(&* #/* C+ , 0F G > , = .. 032 !" +&..+(%*+(&⋯⋯⋯⋯⋯⋯⋯⋯⋯⋯⋯⋯⋯⋯⋯

0+2 4&(/6’ ’&*/<*"，85&. &*’’ 6$(/ C .. 6$78A；7/9&#"*’8*/8*’ ’.(&&*"，9*.(&* #/* CF , 1F G 1 , 0
..，.(&* #/* 3 , C0 G 1 , = .. 0+2 !" )3*&’&&⋯⋯⋯⋯⋯⋯⋯⋯⋯⋯⋯⋯⋯⋯⋯⋯

4 " 大花嵩草

!$53(,&* 6*73*’.8* E#*8A2，H%!*" 2 I#;2 C：0- 2 CJJJ；K2 H2 K(/) 7/ H2 K2 L5，M& 2
N7O(/)2 =：0JJ 2 C-J+，!2 ! 2；42 H2 B7 7/ M& 2 P*7! 2 4#!2 Q7/ 2 C1：1= 2 1FFF 2 ——— !"#$%&’
()*+, %)(*)-./)（E#*8A2）R;(/2 7/ E#6 2 S5"/2 QQQP 1>：=F1 2 C-0- 2 T%!*：H$7/(2 N7O(/)（西

藏）：L76$#56 !"*87’* &#8(&76%，Q8$&()7/6?*76 C0>>（U！）2
0&1*+$2) -342()*5)（K2 H2 K(/)）Q2 P2 V$(/) 7/ W86( 4$%6#6(X 2 Q7/ 2 00：C3F 2 C--= 2

——— 0 6 %)(*)-./) ;(" 2 -342()*5)（K2 H2 K(/)）42 H2 B7 7/ M& 2 P*7! 2 4#!2 Q7/ 2 C1：13 2
1FFF 2 ——— !"#$%&()*+, -342()*5) K2 H2 K(/) 7/ W86( E#6 2 K5//(/2 >：01= 2 C-J1 2 T%!*：
H$7/(2 Y7/)$(7（青海）：V$7<#7（治多），B2 Z2 V$#5（周立华）>03（$#&#6%!*，ZIL4！）2

R;(//#;(（C-0-）认为该种具有匍匐根状茎、柱头 1 和具有果柄，与嵩草属其他种类明

显不同，因而将其分出，建立了扁穗薹属 !"#$%&()*+,。杨永昌和黄荣福（C-J1）依据数量分

类的结果，支持扁穗薹属的建立；另外又在该属下发表一新种，裸果扁穗薹 ! 6 -342()*5)
K2 H2 K(/)。但是，张树仁等（C--=）认为大花嵩草花序和小穗的特征与嵩草属一致，而且

嵩草属中并非仅仅该种具有匍匐根状茎、柱头 1 和具有果柄，所以不应将其另立新属，同

时将裸果扁穗薹组合到嵩草属中，作出组合裸果嵩草 0 6 -342()*5)（K2 H2 K(/)）Q2 P2
V$(/)。裸果嵩草与大花嵩草的惟一区别便是鳞片脱落，果实裸露，根据作者对大花嵩草

标本和活植物的观察，鳞片脱落正是其果实成熟时的特性，因此裸果嵩草应该作为大花嵩

草的异名。

分布于喀拉昆仑和喜马拉雅地区及中国西藏、四川、青海、甘肃和新疆；生于开阔沙

地；海拔 1=FF , >JFF .。

98&’*" :&;*’0（西藏）：H#[\/（措勤），U2 K2 B(/)（郎楷永）CF0C-（IL4，U]I，

4^）；_("（噶尔），R/’6 2 E7#& 2 N7O(/) ^X!*<2（生物所西藏队）0->J（ZIL4）；_\"O\（改则），

R/’62 E7#& 2 N7O(/) ^X!*<2（生物所西藏队）>0>0（ZIL4），U2 K2 B(/)（郎楷永）CF11J
（ZIL4）；‘#.<(（江达），R/’6 2 E7#& 2 N7O(/) ^X!*<2（生物所西藏队）11F>（ZIL4）；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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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黎），!" !" #$%（陶德定）&’()*（+,-），&’(./（0-12）；34$5$（拉萨），6" #" 74$89 :
+" 6" 3$89（张永田，郎楷永）&//;，&))(，&.<&，==;/，=/*;（2>）；34$?@（拉孜），A " 1"
B4$89（张 经 纬）=*&=（2>）；C$DE$F（芒 康），GH894$HIJH?$89 >KLMN"（青 藏 队）&&*=(

（0-12）；CHO4$ 2$55（米拉山口），6" #" 74$89 : +" 6" 3$89（张永田，郎楷永）&(*&
（2>）；-$9$D?@（浪卡子），P" J" QR（傅国勋）(..（2>）；-9$FDH89（昂仁），A " 1" B4$89
（张经纬）=)&/，=)/(，=*’(（2>）；-RSD$，TU4O$9H8VWMHV =’&.（+）；-XH89U4H（林芝），6" Y"
3R% : T" Z" B4$89（罗毅波，张树仁）&<（2>），JH?$89 0MDS" CMN" >KLMN"（西藏中草药普

查队）<’))（0-12，2>）；G$FN%（昌都），[85V " YH%O " JH?$89 >KLMN"（生物所西藏队）=&*(
（0-12）；ZRV%9（日土），[85V " YH%O " JH?$89 >KLMN"（生物所西藏队）</&.（0-12）；T$9$
（萨嘎），GH894$HIJH?$89 >KLMN"（青藏队）)**/（0-12），GH894$HIJH?$89 >KLMN"（青藏队）

*=*’（+,-，2>）；T> JH?$89，3RNO%W MV $O " ((/)（YC）；T%9 JH$8（索县），A " #" 1$89（王金

亭）<=’*，<<;<（2>）；#H89DH（定日），JH?$89 [85V " YH%O " 2O " >KLMN"（西藏生物所植物组）

&/&，&;<（JB）；#%S$（妥坝），6" 1" 7RH（崔友文）/(=)（2>）；J$H8?$（申扎），!" !" #$%
（陶德定）&’*&/（+,-）；JH9$?@（日喀则），A " 1" B4$89（张经纬）=)<;（2>）；6$N%89（亚

东），6" Y" 3R% : T" Z" B4$89（罗毅波，张树仁）.&（2>）；B$8N$（札达），GH894$HIJH?$89
>KLMN"（青藏队）*)I.’*&（+,-）；B4%89S$（仲巴），GH894$HIJH?$89 >KLMN"（青藏队）)(&)

（0-12，2>）"
! " 匍茎嵩草

#$%&’()* (+$,$-).’&* 6" 7" #$89 MK 2" 7" 3H H8 \UV$ 24XV%V$K " TH8 " <*：&/( " &;;;；2" 7"
3H H8 QO " ZMHL " 2%L" TH8 " &=：<. " =’’’ " #XLM：74H8$" JH?$89（西藏）：Y$H89%H8（班戈），A "
#" 1$89（王金亭）<))/（4%O%VXLM，2>！）"

!"#$%&’( )(*$(+,-( $RUV " 8%8 Y%MUE"：6" 7" 6$89 H8 7" 6" 1R，QO " JH?$89" /：<.. "
&;.*，L" L "

2> 和 0-12 收藏的该种标本，曾被定名为大花嵩草 ! . )(*$(+,-(，而部分大花嵩草

的标本定为 /01&)"*($%2 +34’*($5(。匍茎嵩草因叶片边缘内卷呈细丝状，鳞片与先出叶较

大，先出叶质厚且包裹小坚果，小坚果大而为矩圆形，与大花嵩草明显不同。

分布于中国西藏、青海和甘肃；生于沙地或沙砾地；海拔 <=’’ ] (;’’ F。

/0)-*" 1)2*-3（西藏）：Y$H89%H8（班戈），+" 6" 3$89（郎楷永）;(<)（2>，+,-），

;(((（0-12，+,-，2>），A " #" 1$89（王金亭）</((，</<*，<))/（2>）；YRD$89（普兰），

[85V " YH%O " JH?$89 >KLMN"（生物所西藏队）(&*(（0-12，2>），GH894$HIJH?$89 >KLMN"（青藏

队）)(.=（0-12，+,-，2>）；7%^@8（措勤），+" 6" 3$89（郎楷永）&’=..（0-12，+,-，

2>），GH894$HIJH?$89 _M9MV " >KLMN"（青藏队植被组）&=/.(（2>）；P$D（噶尔），GH894$HI
JH?$89 _M9MV " >KLMN"（青藏队植被组）&<=’;（2>）；P@’9X$H（革吉），GH894$HIJH?$89 _M9MV "
>KLMN"（青藏队植被组）&</&(（2>）；P@D?@（改则），+" 6" 3$89（郎楷永）&’&<.（0-12，

2>），&’&.*（2>），&’=..（+,-，2>）；-X$O$F（聂拉木），JH?$89 [85V " YH%O " 2O " >KLMN"（西

藏生物所植物组）&’<（JB）；T$’9X$（萨迦），A " #" 1$89（王金亭）<(**，</=(（2>）；

T4R$894R（双湖），+" 6" 3$89（郎楷永）;)<<，;);;（+,-），;.=(（0-12，+,-，2>）；

J$H8?$（申扎），+" 6" 3$89（郎楷永）&’&=’（0-12，2>），A " #" 1$89（王金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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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达），’(%)*$(+,(-$%) ./)/0 1 "23/&1（青藏队植被组）4564（!"），’(%)*$(+
,(-$%) "23/&1（青藏队）67+6895（:;<!，=>;，!"）；#*?%)@$（仲巴），’(%)*$(+,(-$%) "2+
3/&1（青藏队）7A5A，7AA7（:;<!，=>;，!"），7B57（:;<!，!"），’(%)*$(+,(-$%) ./)/0 1
"23/&1（青藏队植被组）B8C5（!"）1
! " 膨囊嵩草

#$%&’()* )+,-*.* !1 D1 E( (% FG0$ H?0 1 IJ%%$%1 45：47 1 4KKC；!1 D1 E( (% LM 1 N/(3 1
!?31 O(% 1 45：BC 1 5CCC 1 PQ3/：D*(%$1 ,(-$%)（西藏）：#$QR（察隅），’(%)*$(+,(-$%) "23/&1

（青藏队）4C6C9（*?M?0Q3/，!"！）1
分布于中国西南；生于高山沙砾坡地；海拔 97CC S A7CC T。

/0)+*" 1)2*+3（西藏）：#$QR（察隅），D1 <1 <$%)（王启无）77C54（=>;），’(%)*$(+
,(-$%) "23/&1（青藏队）4C6C9（!"）1
4 " 根茎嵩草

#$%&’()* 3*55)’) D1 H1 DM$UV/ (% HJMM 1 W(XG 1 Y%Z?UT1 =/[1 F&&1 O/U 1 8：78 1 4KC8；

\*(M&Q$M (% ] 1 "G?%1 P$21 H?0 1 8：A7K 1 4K85 1 PQ3/：O(VV(T1 <(0*?J0 3U/G(X/ M?G$M(0Q，\$TT(/
X 1 % 1（(X?XQ%0Q3/，DFE）1

!"#$%&’( )’**’(+&’’ =?Q$T$ (% H?0 1 W$)1 P?VQ? 87（4CCA）：56K，0 1 9 1 4K69；I1 D1 I$%)
(% D1 I1 <J，LM 1 ,(-$%)1 B：9KC 1 4K86；!1 D1 E( (% LM 1 N/(3 1 !?31 O(% 1 45：45 1 5CCC 1
PQ3/：;/3$M 1 F@?^/ O/%) =*?M$，O0$(%0?% /0 $M 1 95BB（*?M?0Q3/，HW！）1

该种在《中国植物志》和《西藏植物志》中，都定名为 ! , )’**’(+&’’ =?Q$T$。但是 ;?M0(/
（4KK9）认为 ! , )’**’(+&’’ 是 ! , -(++’%’ 的异名。作者研究了 ! , -(++’%’ 的原始文献

（DM$UV/，4KC8）和 \*(M&Q$M（4K87）的补充描述，以及 ! , )’**’(+&’’ 的模式标本（O0$(%0?%，

OQV/X _ <(MM($TX 95BB，HW），二者确为同种植物，因而赞同 ;?M0(/（4KK9）的观点。

分布于尼泊尔、不丹、锡金和中国西南；生于山坡、悬崖、水边、冷杉林中；海拔 977C S
AA5C T。

/0)+*" 1)2*+3（西 藏）：;Q$M$T（聂 拉 木），’(%)*$(+,(-$%) "23/&1（青 藏 队）74BK
（!"）1
6 " 钩状嵩草

#$%&’()* 7+8)+$)9’(（H??00）D1 H1 DM$UV/ (% :??V1 Z 1，LM 1 HU(0 1 Y%&1 7：7K8 1 48KA；/0 (%
HJMM 1 W(XG 1 Y%Z?UT1 =/[1 F&&1 O/U 1 8：496 1 4KC8；=RV/%0*1 (% "%)M 1，!ZM$%-/%U/(G*，98（Y.，

5C）：A7 1 4KCK；I1 D1 I$%) (% D1 I1 <J，LM 1 ,(-$%)1 B：9KC，0 1 554 1 4K86；!1 D1 E( (% LM 1
N/(3 1 !?31 O(% 1 45：4B 1 5CCC 1 ——— .($%/ 012’1"’3%& H??00，YMMJX0U 1 .($%/ 4：8，0 1 59 1 48B8 1
PQ3/：O(VV(T1 "1 :(T$M$Q$，] 1 ‘1 :??V/U X 1 % 1（*?M?0Q3/，=！）1

分布于东喜马拉雅地区和横断山；生于高山草甸、灌丛、林缘；海拔 5KCC S A88C T。

/0)+*" 1)2*+3（西藏）：D?%$（错那），’(%)*$(+,(-$%) ./)/0 1 "23/&1（青藏队植被组）

57K5（!"）；W$(%M(%)（米林），’(%)*$(+,(-$%) ./)/0 1 "23/&1（青藏队植被组）576B（!"），

,(-$%) :/U@1 W/&1 "23/&1（西藏中草药普查队）9884（:;<!，!"）；O ,(-$%)，=(%&?%+<$U&
44867（HW）；I$&?%)（亚 东），’(%)*$(+,(-$%) "23/&1（青 藏 队）6A+5976（:;<!，!"），

6BC5BC（:;<!），] 1 <1 #*$%)（张经纬）5A7C（!"）；#$QR（察隅），’(%)*$(+,(-$%)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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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队）!"!#"，!"$%&（’(），)* +* +,-.（王启无）$//$"，$/&0!（’(）*
! " 疏穗嵩草

#$%&’()* +*,* 1223 4- +4.56，)7-6849 * :76 * ;-<* !!0 * !%=#；>* )* >,-. 4- )* >* +?，

@A * B4C,-.* /：=0! * !0%&；’* )* D4 4- @A * E24F * ’7F* G4- * !H：!! * H""" * IJF2：12F,A * +465K
7?6 F82L432 A7L,A46J，E7JA2 !!0（?-322-）*

分布于克什米尔地区和喜马拉雅山西部到中部；生于潮湿石壁上、沟边；海拔 H$/" M
=/"" N。

-.)/*" 0)1*/2（西藏）：OJ487-.（吉隆），P4-.5,4KB4C,-. Q2.26 * (RF2<*（青藏队植被

组）/=""（’(）；1J,A,N（聂拉木），G* E* S5,-.（张树仁）==/（’(）*
3 " 黑麦嵩草

#$%&’()* +$+)*4’* +,-. T I,-. 2R ’* )* D4 4- UL6, :76 * >?--,-* !H：!= * !00"；’* )* D4
4- @A * E24F * ’7F* G4- * !H：!! * H""" * IJF2：)54-,* G4L5?,-（四川）：>,-J?,-（盐源），P4-.K
5,4KB4C,-. (RF2<*（青藏队）!H"$/（57A76JF2，’(！）*

分布于中国西南；生于山坡、路边、草地；海拔 =H"" M =#"" N。

-.)/*" 0)1*/2（西藏）：S,JV（察隅），)* +* +,-.（王启无）$//$"9（’(）*
5 " 囊状嵩草

#$%&’()* 6&*2)+)( )* :* )A,8W2 4- X * D4--* G7L* :76 * =$：H$& * !0"=；>* )* >,-. 4- )*
>* +?，@A * B4C,-.* /：=0H * !0%&；’* )* D4 4- @A * E24F * ’7F* G4- * !H：0 * H""" * ———

!"#$%&$’()#(*+ ,-./(0(1（)* :* )A,8W2）)* :* )A,8W2 4- :?AA * Y43L * ;-Z78N* [2\* U<<* G28 * %：

$& * !0"% * IJF2：)54-,* G4L5?,-（四川）：[,-.<4-.（康定），G7?A4] &=!（57A76JF2，[！）*
2 3 "0.-4%.&.（[VW2-65*）[VW2-65* 4- (-.A *，’ZA,-C2-824L5，=%（;Q，H"）：#% * !0"0；’*

)* D4 4- @A * E24F * ’7F* G4- * !H：0 * H""" * ——— !"#$%&$’()#(*+ "0.-4%.&*+ [VW2-65* 4- :?AA *
^289* :7433 * 328 * H，#：#0 * !0"# * IJF2：G4WW4N* )57KA2KA,，[4-.’3 L7AA2L678（[！）*

2 3 "*-5("%)1（)* :* )A,8W2）[VW2-65* _,8 * /6(-$&/%&1(1 >* )* >,-. 4- )* >* +?，@A *
B4C,-.* /：=0! * !0%& * IJF2：)54-,* B4C,-.（西藏）：OJ487-.（吉隆），B4C,-. ^289* Y2<* (RK
F2<*（西藏中草药普查队）$"0（57A76JF2，^1+’！）*

杂穗嵩草 2 3 "0.-4%.&. 和吉隆嵩草 2 3 "*-5("%)1 _,8 * /6(-$&/%&1(1 与囊状嵩草的形态性

状没有明显的间断，而它们小坚果的微形态特征也不存在明显的区别，它们应该作为相同

的种（张树仁，H""H）。

分布于尼泊尔、锡金、不丹和中国西南、甘肃和青海；生于山坡灌丛、草地、林下；海拔

H/0" M #H&" N。

-.)/*" 0)1*/2（西藏）：OJ487-.（吉隆），P4-.5,4KB4C,-. Q2.26 * (RF2<*（青藏队植被

组）/==0（’(），B4C,-. ^289* Y2<* (RF2<*（西藏中草药普查队）$"0（^1+’）；[7-.97，
D?<A7\ 26 ,A * #/!&（:Y）；D5,3,（拉萨），>* I* )5,-. T [* >* D,-.（张永田，郎楷永）!$0&

（’(）；Y,4-A4-.（米林），P4-.5,4KB4C,-. (RF2<*（青藏队）&/%=H（^1+’）；1J4-.L54（林芝），

X * B* >,-.（杨金祥）H=#H（^1+’），>* I* )5,-. T [* >* D,-.（张永田，郎楷永）（’(）；

>,<7-.（亚东），O* B* @? T X* +* S5,-.（傅国勋，张经纬）!"00（’(）；S,JV（察隅），)*
+* +,-.（王启无）$//$"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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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弧形嵩草

#$%&’()* +,&-*.* !" #" !$%&’( )* #+$$ " ,)-. " /*01&2" 3(4" 566" 7(& " 8：98 " :;<8；="
!" =%*> )* !" =" ?+，@$ " A)B%*>" C：D;E " :;8F；G" !" H) )* @$ " I()J " G1J" 7)* " :E：:K "
E<<< " LMJ(：7)’’)2" ?)NO1+N J&(.)-( $1.%$)NM，P " Q" R11’(& - " * "（$(.N1NMJ(，3！）"

弧形嵩草曾被归并在囊状嵩草 ! " #$%&’(’) 中（S1$N)(，:;;D，:;;K）。但其鳞片和先出

叶无锈色点线而与后者不同，而且两者小坚果表皮的微形态性状截然不同，因此应该处理

为两个独立的种（张树仁，E<<E）。

分布于尼泊尔、锡金和中国西藏；生于山坡草地、灌丛、路边、溪边；海拔 EF<< T KEF<
2。

/0)1*" 2)3*14（西藏）：SM%$%2（聂拉木），7" I" UO%*>（张树仁）DDK（GV）；=%61*>
（亚东），=" #" H+1 W 7" I" UO%*>（罗毅波，张树仁）9;，F:%，FE（GV），X)*>O%)YA)B%*>
VZJ(6"（青藏队）FKYECED（GV），G" !" L-11*>（钟补求）FDCK，FDK;（GV）"
56 " 喜马拉雅嵩草

#$%&’()* &$78’*1*（S((-）#1(.’" )* H)**%(% D;：8 " :8FC；=" !" =%*> )* !" =" ?+，@$ "
A)B%*>" C：D;9，0 " EEC " :;8F；G" !" H) )* @$ " I()J " G1J" 7)* " :E：:8 " E<<< " ——— *$’(+,’)
$-.(+%/% S((- )* H)**%(% ;：D<C " :8DK " LMJ(：S(J%$ " ?)NO1+N J&(.)-( $1.%$)NM，I1M$( ::;（H/[）"

!-0$+)’% )1+/-2%$,%（3%&" W 3)& "）7N(+6"，7M*1J" G$ " \$+2" E：EK9 " :8CK；G" !" H) )*
@$ " I()J " G1J" 7)* " :E：ED " E<<< " ——— 3(./% )1+/-2%$,% 3%&" W 3)& " )* #+$$ " 71. " S%N "
,1-." :C：CE9 " :8KE " LMJ(：3%B%’O-N%*" 5$%N%+，3%&($)* W 3)&)$14 C:（O1$1NMJ(，HV）"

!-0$+)’% )1+/-2%$,%（3%&" W 3)& "）7N(+6" ]%& " )’4,(+5 =" !" =%*> )* !" =" ?+，@$ "
A)B%*>" C：D;C " :;8F，-M*" *1]" LMJ(：!O)*%" A)B%*>（西藏）：#)&+（比如），Q" Q" L%1（陶

德定）::DFF（O1$1NMJ(，RS?G；)-1NMJ(-，3^S！，GV！）"
!-0$+)’% 2%$’2’/% %+.N " *1* ?)$$6 "：G" !" H) )* @$ " I()J " G1J" 7)* " :E：ED " E<<< "
!-0$+)’% ,+$)’2% %+.N " *1* 3_’(*NO " W #1&*2"：=" !" =%*> )* !" =" ?+，@$ " A)B%*>" C：

DF; " :;8F；G" !" H) )* @$ " I()J " G1J" 7)* " :E：DC " E<<< "
本种的形态性状变异很大，花序从大型而复杂到较小而简单，小穗从两性多花到单性

单花，小坚果的喙从较短到较长，均呈现为具有一系列过渡类型的连续变异。窄果嵩草

! " )1+/-2%$,% 及其变种 ]%& " )’4,(+5 均在喜马拉雅嵩草的变异幅度之内，应与后者合并。

薹穗嵩草 ! " 2%$’2’/%（ ‘ ! " )’4,(’2’6)26(%），为环北极分布，产于欧亚和北美的北部，我国

没有其分布。《中国植物志》中收录的薹穗嵩草为错误鉴定，实际应为喜马拉雅嵩草小穗

单性的类型。波斯嵩草 ! " ,+$)’2% 分布于高加索地区、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和帕米尔地

区，与矮生嵩草 ! " 764’(’) 为同种植物（3_’(*NO%$，:;<;；7(&>)(]-’%M%，:;DC；Q).’1&a，
:;;C；3+’’1*(*，:;;8）。《西藏植物志》和《中国植物志》中记载的波斯嵩草应为喜马拉雅

嵩草花序简单的变异类型。

分布于中亚至喜马拉雅山脉和中国西部；生于湿润处、高山或亚高山草甸、沼泽、灌丛

中；海拔 EF<< T CE<< 2。

/0)1*" 2)3*14（西藏）：?)NO1+N J&(.)-( $1.%$)NM，5*1*M21+- ::F（GV），/*-N " #)1$ " A)B%*>
VZJ(6"（生物所西藏队）DKKF，DF:;（RS?G），G" !" L-11*>（钟补求）CEDF，CK9K（G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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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多），%& ’& ()*（秦志业）+,,-.，+,,/,（0123），()*456)78)96*4 :;$9<* =$)> ?<47
<@ & ABC<#&（青藏冻土植被队）+D，EF（0123），G & 8& ’6*4（杨金祥）+D,/，+D,E（0123，

HI1）；J6)*4$)*（班戈），H& ’& K6*4（郎楷永）D/L,，DM+F（0123，HI1，3A），N& N& O6$
（陶德定）+,M.F（HI1，0123）；J6B$)（八宿），()*456)78)96*4 ABC<#&（青藏队）+LLLFP
（HI1），+LL/L6，F-7+-+D（HI1，3A）；J);Q（比如），N& N& O6$（陶德定）++-FF（HI1，

3A）；JQ;6*4（普兰），R*S@ & J)$> & 8)96*4 ABC<#&（生物所西藏队）/,F,，/+DF（0123，3A），

()*456)78)96*4 ?<4<@ & ABC<#&（青藏队植被组）+--EM（3A）；T$"6)（措美），()*456)78)96*4
?<4<@ & ABC<#&（青藏队植被组）L,LL（3A）；T$*6（错那），()*456)78)96*4 ABC<#&（青藏队）

DL,（3A），()*456)78)96*4 ?<4<@ & ABC<#&（青藏队植被组）L--E（3A）；N649U（达孜），’& %&
26*4（汪永泽）FD,.E（8%），’& O& T56*4 V H& ’& K6*4（张永田，郎楷永）L-E.，L-FL

（HI1，3A）；N)*44WU（定结），8)96*4 ABC<#&（西藏队）+MDE，+EL-（3A）；X$*4P$’4W6"#6
（工布江达），T& T& 1)（倪志诚）+/（3A）；XW6Y6（加查），’& J& KQ$ V =& Z& %56*4（罗毅

波，张树仁）ML（3A），()*456)78)96*4 ABC<#&（青藏队）FM,FLD（0123，HI1，3A）；XW);$*4
（吉隆），()*456)78)96*4 ABC<#&（青藏队）ELL+（HI1）；K56;)（嘉黎），N& N& O6$（陶德定）

+,/+/，+,//,（HI1，3A），+,/EF（3A）；K56S6（拉萨），KQ#>$[ V =5<;;)\\ .F+/（J]），()*47
56)78)96*4 ?<4<@ & ABC<#&（青藏队植被组）+.D+（3A），Z)Y56;#S$* +ME（J]），’& O& T56*4 V
H& ’& K6*4（张永田，郎楷永）LEM,（HI1，3A），3& T& OS$$*4（钟补求）FL-M（3A）；K569U

（拉孜），X& 8& :Q（傅国勋）-DD（3A）；K5^*9U（隆子），G & 2& %56*4（张经伟）++D/（3A）；

K5^*95QP（林周），X& 8& :Q（傅国勋）L+/（3A）；]6)95$_Q*446;（墨竹工卡），X& 8& :Q（傅

国勋）+LE（3A），()*456)78)96*4 ABC<#&（青藏队）F-F.（0123，HI1）；]6;_6"（芒康），

()*456)78)96*4 ABC<#&（青 藏 队）+L,,D（0123），T& ’& 2Q <@ 6> &（吴 征 镒 等）/DD.P
（HI1）；164‘Q（那曲），N& N& O6$（陶德定）+,M/L（HI1），T& ’& 2Q <@ 6> &（吴征镒等）

FM7L.F（0123，HI1，3A）；16">)*4（南木林），()*456)78)96*4 ABC<#&（青藏队）F/-.，F/F-
（0123，HI1）；146";)*4（昂仁），G & 2& %56*4（张经纬）LEDF（3A）；1 $\ =;)*4) 0<[6>，
X6;#*<; EDE（J]）；1W6)*;$*4（聂荣），N& N& O6$（陶德定）+,M,.（0123，HI1），+,M+,，

+,M++（HI1）；1W6>6"（聂拉木），T& T& 1) <@ 6> &（倪志诚等）L,F-（8%），()*456)78)96*4
ABC<# &（青藏队）M.,D（0123，HI1，3A），M.EF（0123，HI1），M.FD（HI1），E+FD，EL+/

（HI1，3A），8)96*4 R*S@ & J)$> & 3> & ABC<#&（西藏生物所植物组）-.，/+（8%），’& O& T56*4
V H& ’& K6*4（张永田，郎楷永）-D+-，/,-M，/MD.（HI1，3A），/,,E（3A）；1W)*4Y5)（林

芝），’& J& KQ$ V =& Z& %56*4（罗毅波，张树仁）--，LM（3A），()*456)78)96*4 ABC<#&（青

藏队）F/7-MMD（HI1，3A），()*456)78)96*4 ?<4<@ & ABC<#&（青藏队植被组）+.,+（3A），’&
O& T56*4 V H& ’& K6*4（张永田，郎楷永）+L,/（3A）；]@& ($"$>6*4"6（珠穆朗玛峰），

!*$*W"$QS LFE（3A）；ZQ@$4（日土），()*456)78)96*4 ABC<#&（青藏队）FE7.FD+（0123，

HI1，3A），FE7D,F,（HI1，3A），+-+F-（0123）；=646（萨嘎），()*456)78)96*4 ABC<#&（青

藏队）F+,-（0123，HI1，3A），FLFE（HI1）；=5)‘Q6*5<（狮泉河），’& 0& 2Q（吴玉虎）

+-EL（0123）；O)*4;)（定日），8)96*4 R*S@ & J)$> & 3> & ABC<#&（西藏生物所植物组）+-M，

+//，L-/（8%），’& O& T56*4 V H& ’& K6*4（张永田，郎楷永）-EML（3A）；=5Q6*45Q（双

湖），H& ’& K6*4（郎楷永）DF-D，D.EL（0123，HI1，3A）；ICC<; ]6*46 T5Q，])<5<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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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0），*+,-.,( ./ ( /（0）；$’%(&’（申扎），1(.2 / !%,3 / $%&’()
45678/（生物所西藏队）9:;<（=4），> / */ #’()（王金亭）:?<;（=4）；$%)’&@（日喀则），

A/ $/ BC（傅国勋）D:<<（=4），=/ E/ *.,,()（钟补求）FGF9（=4）；H’8,()（亚东），H/ !/
IC, J K/ L/ M+’()（罗毅波，张树仁）FF（=4），N%()+’%O$%&’() 45678/（青藏队）F?P:G;，

F?P:9F（QR#=，0SR）；M’(8’（札达），1(.2 / !%,3 / $%&’() 45678/（生物所西藏队）:<D<
（QR#=，=4），:<GD（=4），N%()+’%O$%&’() 45678/（青藏队）F;OGG:<（=4），F;OFF:<，F;O
F<FP，F;O<PP:（QR#=，0SR，=4），F;OFF9G（QR#=，=4），F;OF<GT（QR#=，0SR，=4），

N%()+’%O$%&’() U7)72 / 45678/（青藏队植被组）DGF:?，DGF<:（QR#=）；M’VW（察隅），N%()O
+’%O$%&’() 45678/（青藏队）DP?T:（=4），F:O9;:（0SR，=4）；M+,()X’（仲巴），N%()+’%O
$%&’() 45678/（青藏队）;9D?，;?;9（QR#=，0SR，=4）/
!! " 假钩状嵩草

#$%&’()* +(’,-,./).$)-’( R,32%7 %( 48%(X/ > / !,2 / ?P（D）：9F，Y / DZ [ A/ DTT: / *V67：
!+C2’(/ K+%()X7，"7 I’，IC83,\ 72 ’3 / GPFG?（+,3,2V67，!"！）/

《中国植物志》中未收录本种。R,32%7（DTT:）认为本种与钩状嵩草 ! " #$%&$’&()* 近似，

但通过对本种标本（包括模式标本，IC83,\ 72 ’3 / GPFG?，!"）的研究，发现其应与甘肃嵩草

! " +,$*#)$*&* 0W]7(2+/最近缘。R,32%7（个人通信）认为本种花序、鳞片与先出叶较大型，鳞

片具芒，主要分布在喜马拉雅地区，而与主要分布在甘肃和青海的甘肃嵩草不同。但是，

在四川和云南存在两种间的过渡类型，它们在形态变异和地理分布上，似乎都是连续的；

这两个种究竟应该如何划分尚需进一步研究。

分布于尼泊尔、不丹和中国西藏东南；生于山坡灌丛草地、溪边、沼泽；海拔 :<DP [
99GP -。

01).*" 2)3*.4（西藏）：*.’^% K’-’，I’(),()，K4 *%X72，IC83,\ 72 ’3 / ??9<（!"）/
!5 " 甘肃嵩草

#$%&’()* 6*.(,’.()( 0W]7(2+/ %( Z_2’ Q,^2 / A,2+,X/ ?：:< / DT:P；H/ E/ H’() %( E/ H/
#C，B3 / $%&’()/ ?：:T:，Y / GG: / DT<F；=/ E/ I% %( B3 / L7%6 / =,6/ K%( / DG：GD / GPPP / *V67：
E+%(’/ K%_+C’(（四川）：QC’()O_+’7(O]C’(，Q’^^V K-%2+ 9P;F（RH！，0！）/

分布于甘肃、青海、四川、云南和西藏；生于阴湿处、沼泽、灌丛、高山草甸、山坡、水边；

海拔 :PPP [ 9FPP -。

01).* " 2)3*.4（西藏）：=/ E/ *.,,()（钟补求）:D:，?DT9（=4）；A,()X,’)V’-8’（工布

江达），E/ H/ #C 72 ’3 /（吴征镒等）9TT9（0SR）；K,) $%’(（索县），> / */ #’()（王金亭）

:9G;（=4）；M’VW（察隅），E/ #/ #’()（王启无）;?;<D，;?T?T（=4），H/ #/ *.C%（崔友

文）?GFD（=4），K/ $/ >%’（贾慎修）:<<（=4）/
!7 " 粗壮嵩草

#$%&’()* &$%,(8* "’5%-/ %( "73 / !%,3 / DD：<;: / D<<:；H/ E/ H’() %( E/ H/ #C，B3 /
$%&’()/ ?：:F:，Y / GPF / DT<F；=/ E/ I% %( B3 / L7%6 / =,6/ K%( / DG：:T / GPPP / *V67：E+%(’/
A’(.C（甘肃）：#%2+,C2 6^7_%.7 3,_’3%2V，=^&7\’3.]% . / ( /（%.,2V67.，0！，=4！）/

!’-.)*&, *,./)$0&,$, Q7-.3 / %( > / I%((/ K,_/ !,2 / :P：D:T / D<T9；R,32%7，B3 / !+C2’( :
（D）：:9?，Y / ::)/ DTT9 / ——— !’-.)*&, .’-#*0, "’5%-/ ‘’^ / *,./)$0&,$,（Q7-.3 /）0W]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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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34）：/5 % 6747 % 89:*：;.,"(% <("#=)*>,("# .*(?@A(=*+（//BC/D
E，76B/6D!），F% F% GH->.,$$ I % " %（.H$H=9:*，J！）%

本种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与分布于西喜马拉雅地区的亮绿嵩草 ! " #$%&#’ ;% K%
;$(+>* 最近缘。1L(""HL(（67/7）报道西藏分布有亮绿嵩草，但未见到标本，本文暂不收录。

分布于青藏高原；生于沙地、沙丘、山坡、灌丛；海拔 3074 M C344 N。

!"#$%& ’#(%$)（西藏）：F,=.HO= :+*-,I* $H-($,=9，P*(I9’I !Q:*?% =H 8,R*= 0/CS（J）；

T,"#.(,@U,)("# !Q:*?%（青藏队）V5@05V4（WEF&），&% ;% 8IHH"#（钟补求）VCV6（&!）；

SN?H（安多），X% <% T,"（秦志业）644V/（WEF&），T,"#.(,@U,)("# Y+H)*" ZH,$ 2*#*= % !Q@
:*?%（青藏冻土植被队）C/（WEF&），[ % U% <("#（杨金祥）67\4（WEF&，J]E）；K(,"#H,"

（班戈），J% <% ^("#（郎楷永）7C//，7CV5（WEF&，J]E，&!），T,"#.(,@U,)("# !Q:*?%（青

藏队）00@3V4V（WEF&），T,"#.(,@U,)("# 2*#*= % !Q:*?%（青 藏 队 植 被 组）66V4/，66V0V
（&!），[ % 8% F("#（王金亭）/C\C，/C\5，/5\3（&!）；KO+("#（普兰），1"I= % K,H$ % U,)("# !Q@
:*?%（生物所西藏队）\3V4（WEF&，&!），T,"#.(,@U,)("# !Q:*?%（青藏队）V5@03\/，V5@
03CC，V5@0C\/（WEF&，J]E，&!），T,"#.(,@U,)("# 2*#*= % !Q:*?%（青藏队植被组）6/4\4，

6//C6（&!）；_(+（噶尔），T,"#.(,@U,)("# !Q:*?%（青藏队）V5@V753（WEF&，J]E，&!），

T,"#.(,@U,)("# 2*#*= % !Q:*?%（青藏队植被组）6/34\，6/363（&!）；_‘’#9(,（革吉），T,"#@
.(,@U,)("# !Q:*?%（青藏队）V5@0CV4（J]E），T,"#.(,@U,)("# 2*#*= % !Q:*?%（青藏队植被组）

6/\VV（&!）；_‘+)‘（改则），1"I= % K,H$ % U,)("# !Q:*?%（生物所西藏队）\/\C（WEF&）；

E(#aO（那曲），P% P% 8(H（陶德定）64CV7（J]E，&!）；&>% THNH$("#N(（珠穆朗玛峰），

S"H"9NHOI C7/（&!）；GO=H#（日土），T,"#.(,@U,)("# !Q:*?%（青藏队）V5@74C3（WEF&，

J]E，&!），T,"#.(,@U,)("# 2*#*= % !Q:*?%（青藏队植被组）6/6VV（WEF&，&!）；Z(’#9(（萨

迦），[ % 8% F("#（王金亭）/C3C（&!）；Z.,aO(".*（狮泉河），<% W% FO（吴玉虎）6/C\
（WEF&）；Z.O("#.O（双湖），J% <% ^("#（郎楷永）6446C，7V6V，7767，77C0（WEF&，

J]E，&!），7550（WEF&，J]E），T,"#.(,@U,)("# 2*#*= % !Q:*?%（青藏队植被组）633C7，

6330\（&!）；8,"#+,（定日），T,"#.(,@U,)("# 2*#*= % !Q:*?%（青藏队植被组）\666，\6/3，

\6\C，\6\0（&!）；8O"(，KH+ b G(N 340\3（J）；U(,")(（申扎），J% <% ^("#（郎楷永）64637
（WEF&，J]E，&!）；X("?(（札达），1"I= % K,H$ % U,)("# !Q:*?%（生物所西藏队）/V0C，/07V
（WEF&，&!），T,"#.(,@U,)("# !Q:*?%（青藏队）V5@V7CC（WEF&，J]E），V5@0V00（&!）；

X.H"#R(（仲巴），T,"#.(,@U,)("# !Q:*?%（青藏队）5\33，V3//（WEF&，J]E，&!），T,"#.(,@
U,)("# 2*#*= % !Q:*?%（青藏队植被组）V\\7（&!）%
*+ & 线形嵩草

,-./01#% 234"#0# ;% K% ;$(+>* ," WHH>% ’ %，Y$ % K+,= % 1"?% 5：57V % 607\；<% ;% <("# ,"
;% <% FO，Y$ % U,)("#% C：/V7 % 670V；&% ;% ^, ," Y$ % G*,: % &H:% Z," % 63：\6 % 3444 % 89:*：
1"?,( % JON(H" b _O+A.($，PO=.,* /\56，547/，547\，C456（I9"=9:*I，Kc！，J！）%

分布于喜马拉雅山至中国西南；生于岩石上，干燥、开阔的石质山坡；海拔 /744 M \544
N。

!"#$%& ’#(%$)（西藏）：E9($(N（聂拉木），T,"#.(,@U,)("# !Q:*?%（青藏队）\37（&!）；

<(?H"#（亚 东），T,"#.(,@U,)("# !Q:*?%（青 藏 队）V\@3/CV（J]E，&!）；X(9d（察 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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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藏队）01234（5*），6 / 7/ 8%&#$ 9 :/ 8%-#$（张经纬，郑度）0;4<
（5*）/
!" # 蕨状嵩草

$%&’()*+ ,*-*.*/+（=/ >/ =?&@A-）=/ >/ =?&@A- "# BCCA/ D /，E? / >@"F / G#./ 2：2H2 / 03HI；

5/ =/ J" "# E? / K-", / 5C,/ L"# / 04：II / 4111 / ——— !"#$%&’"( )$*$%$+& =/ >/ =?&@A- "# 6 /
J"##/ LCM/ >CF / 41：<3I / 033< / NO,-：P7 B"Q&?&O&，N/ N%CQRC# R/ # /（%C?CFO,-，S！）/

分布于喜马拉雅山东部至中国西南；生于林下、干河床、岩石上；海拔 4H11 T I111 Q。

01*/+# 2*3+/4（西藏）：8&OU（察隅），!"#$%&"’(")&#$ *+,-./（青藏队）01;;0，01;;4，

01;3H（5*）/
!5 # 矮生嵩草

$%&’()*+ 167*-*)（=/ V/ W-O/ -+ N@&XFY /）L-@$ / "# SCQ/，E? / ZLLK <：000 / 0H<;；5/
=/ J" "# E? / K-", / 5C,/ L"# / 04：<; / 4111；[/ =/ [&#$ "# =/ [/ 7X，E? / (")&#$/ ;：<\3 /
0H3\，,/ , / ——— ,-.’"/$& ’-0*"&+&（P--R）>C-MA/ Y&@ / 12#$*$/（=/ V/ W-O/ -+ N@&XFY /）
SUA-#F%/ "# *#$? /，5D?&#)-#@-"M%，<3（G]，41）：I2 / 0H1H，-+M? / ,? / B"Q&? / NO,-：:RM%"??A&@&’
$&"，LM%@-#A R/ # /（?-MFCFO,- &#. "RC?-MFCFO,-，J*）/

分布于中亚和中国新疆；生于阳坡、高山草甸；海拔 4;11 T I111 Q。

01*/+# 2*3+/4（西藏）：L%"^X&#%-（狮泉河），[/ B/ 7X（吴玉虎）0<24（BP75）/
!8 # 高原嵩草

$%&’()*+ 96)*--+ GY&#/ "# >CF / _X@#/ LLLK 4I：IH2 / 0H<H；5/ =/ J" "# E? / K-", / 5C,/
L"# / 04：<\ / 4111 / NO,-：=%"#&/ * (")&#$（西藏）：7"F%CXF ,@-M"R- ?CM&?"FO，J&.O$"# 01（%C?C’
FO,-，J*）/

,-.’"/$& 12#$*$/ &XMF / #C#（=/ V/ W-O/ -+ N@&XFY /）L-@$ /：[/ =/ [&#$ "# =/ [/ 7X，E? /
(")&#$/ ;：<\3 / 0H3\，,/ , /

杨永昌（0H\2）认为本种与矮生嵩草 , 3 12#$*$/ 很难区分，应为同种植物。在《西藏植

物志》中，本种被定名为矮生嵩草（杨永昌，0H3\）。李沛琼（4111）在《中国植物志》中承认

高原嵩草和矮生嵩草分别为独立的种，前者柱头 4，以青藏高原为分布中心；后者柱头 <，

以中亚为分布中心。在研究了国内外大量标本之后，作者同意李沛琼的观点。

分布于中国北部和西部；生于开阔的干燥山坡、高山草甸、阴湿处、沼泽；海拔 0<11 T
;<11 Q。

01*/+# 2*3+/4（西 藏）：7"F%CXF ,@-M"R- ?CM&?"FO，[/ 7/ NRX"（崔 友 文）;4H3，;2H3
（5*），‘/ (/ EX（傅国勋）0H1（5*），6 / N/ 7&#$（王金亭）<I\<，<\31（5*）；VQ.C（安

多），8/ [/ !"#（秦志业）011I0（BP75）；>&+C"（八宿），=/ =/ P" -F &? /（倪志诚等）

04I1a（(8）；=CQ&"（措美），!"#$%&"’(")&#$ ]-$-F / *+,-./（青藏队植被组）4104（5*）；

‘C#$aC’$O&Q.&（工布江达），!"#$%&"’(")&#$ *+,-./（青藏队）\I’410I（5*）；J%&R&（拉萨），

[/ N/ =%&#$ 9 S/ [/ J&#$（张永田，郎楷永）0IHH，4123，4<23（5*）；W&@A&Q（芒康），

!"#$%&"’(")&#$ *+,-./（青藏队）003IIa（SZP），003I;（BP75，SZP，5*）；P&$^X（那曲），

!"#$%&"’(")&#$ *+,-./（青藏队）01;I4（5*）；PO&"#@C#$（聂荣），!"#$%&"’(")&#$ *+,-./（青

藏队）01;00（5*）；PO&?&Q（聂拉木），[/ N/ =%&#$ 9 S/ [/ J&#$（张永田，郎楷永）I0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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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迦），’ ( )( *$+%（王金亭）,-.-（!"）；#/% 01$+（索县），’ ( )( *$+%（王

金亭）,2.,3，,245，,2,5，,,67（!"）(
!" # 截形嵩草

$%&’()*+ ,-.(+/+ 89:;+<=( 1+ >?<$ @/A< ( B/<=/3( C：,. ( D.,4；E( F( E$+% 1+ F( E(
*G，HI ( 01J$+%( C：,7C，K ( 24. ( D.57；!( F( L1 1+ HI ( M;1N ( !/N( #1+ ( D2：26 ( 2444 ( )&N;：
F=1+$( #1?=G$+（四川）：#/+%N$+（松藩），@$AA& #O1<= ,727（8！）(

分布于中国西南；生于高山灌丛草甸、高山沼泽草甸、湿润山坡；海拔 ,444 P -7C4 O。

01*.+# 2*3+.4（西藏）：Q$R/1（八宿），S+T< ( Q1/I ( 01J$+% "RN;U(（生物所西藏队）

D,6D，D,5D（@V*!）；Q/O1（波密），)( #( E1+% W X( E( @/+%（应俊生，洪德元）6C4562
（!"）；E$U/+%（亚东），Y1+%=$1Z01J$+% "RN;U(（青藏队）7C4,,C（!"）；[$&9（察隅），Y1+%Z
=$1Z01J$+% "RN;U(（青藏队）D4654，D46.6（!"），7,Z-4D（8\V，!"），F( *( *$+%（王启

无）6C.64（!"），664CC（8\V，!"）(
!5 # 普兰嵩草

$%&’()*+ &-’+.4(.)*) E( F( E$+% 1+ F( E( *G，HI ( 01J$+%( C：,7-，K ( 245 ( D.57；!(
F( L1 1+ HI ( M;1N ( !/N( #1+ ( D2：-D ( 2444 ( )&N;：F=1+$( 01J$+%（西藏）：QGA$+%（普兰），

Y1+%=$1Z01J$+% "RN;U( 76Z5C22（=/I/<&N;，!"！；1T/<&N;T，@V*!！，8\V！）(
本种各形态性状与赤箭嵩草 ! " #$%&’(&)*’#（F( >( ];&(）#<;GU(相符，但先出叶合生

至 D ^ 2 处而不同。其模式标本花序各部分均较幼嫩，先出叶的性状是否可靠尚需要有成

熟的标本来验证。

分布于西藏西部；生于山坡草地；海拔 C444 O。

01*.+# 2*3+.4（西藏）：QGA$+%（普兰），Y1+%=$1Z01J$+% "RN;U(（青藏队）76Z5C22（!"，

8\V，@V*!）(
67 # 赤箭嵩草

$%&’()*+ ),1%(.%*8()（F( >( ];&(）#<;GU(，#&+/NT( F&N;A ( 2-6 ( D5CC；E( F( E$+% 1+
F( E( *G，HI ( 01J$+%( C：,76 ( D.57，;R?I ( T&+(；!( F( L1 1+ HI ( M;1N ( !/N( #1+ ( D2：D5 (
2444 ( ——— +,-(. #$%&’(&)*’# F( >( ];&(，_;AJ;1?=+( !KI ( F$G?( 2. ( D5,D ( )&N;：F$G?$TGT，
F( >( ];&;A -,（L"）(

!&/0’#). *’.#-) F( Q( FI$A:; 1+ QGII ( ]1T? ( S+K/AO( >UU( #;A ( 5：65 ( D.45；E( F( E$+%
1+ F( E( *G，HI ( 01J$+%( C：,7C ( D.57；!( F( L1 1+ HI ( M;1N ( !/N( #1+ ( D2：25 ( 2444 (
)&N;：F=1+$( 01J$+%（西藏）：*1<=/G< NA;?1T; I/?$I1<&，X;$T& 5,.（=/I/<&N;，8！）(

!&/0’#). 1.2)0&.,.)$. S‘$+( 1+ Q/< ( aGA+( ###M 2-：-5D ( D.,. ( ——— ! " 1.2)0.,.)$.
S‘$+( 1+ #?=A;U;A，HI ( \J3;:( D：,-7，C-4 ( D.-D ( )&N;：*1<=/G< NA;?1T; I/?$I1<&，#( 8/AT=1+T:&
C,7-（L"）(

!&/0’#). #’13.3&(&*&#. 8/&$O$ 1+ >?<$ !=&</<$R ( B;/3/< ( 8&/</ D6：D65 ( D.C6 ( )&N;：
8$A$:/A$O，#( V$:$+/ T ( + (（=/I/<&N;，8Eb！）(

!&/0’#). 4,.5$)6&,). *$+% W )$+% ;R !( F( L1 1+ >?<$ !=&</<$R ( #1+ ( ,7：DC,，K1% ( D (
D...；!( F( L1 1+ HI ( M;1N ( !/N( #1+ ( D2：25 ( 2444，T&+( +/‘( )&N;：F=1+$( 01J$+%（西藏）：

V&$I$O（聂拉木），Y1+%=$1Z01J$+% _;%;< ( "RN;U(（青藏队植被组）-22.（=/I/<&N;，!"！）(

, 期 张树仁：西藏嵩草属（莎草科）的修订 24.



!"#$%&’( )’**))%+()%’ !"#$ % &’& (% )% (*!+,-：.% (% .!&/ 0& (% .% 1"，2* % 304!&/% 5：

677 % 89:;，<% < %；=% (% >0 0& 2* % ?-0< % =’<% @0& % 8A：6B % ACCC，<% < %
赤箭嵩草及其近缘类群的分类是嵩草属中最困难、最复杂的问题之一。 DE!&&’E!

（8969）认为狭义的赤箭嵩草只局限于高加索，而产于帕米尔高原至喜马拉雅山脉的植物

则被命名为许多不同的种，如：! , +%(&-’ (% )% (*!+,-，! , .)(/0’1")’( 1!&/ F G!&/ -H =% (%
>0，! , 2(3’$"()(’0( DE!&%，! , &%2*(*"4"+"&( I’J!K! 等等；青藏高原的有些植物还被错误地

定为 ! , )’**)%+()%’（参看 LM!&/，8999! 及本文康藏嵩草 ! , )’**)%+()%’ 下的讨论）。根据作者

对标本的研究和野外的观察，青藏高原的赤箭嵩草形态变异幅度极大，株高可从 A N 6 #K
到 8 K 以上，花序从较宽而有分枝到较窄而简单穗状，鳞片和先出叶从较宽大到较窄小等

等。这些变异与气候条件、生长周期、生长环境及被牲畜啃食的程度等因素密切相关，很

难确定其分类学意义，也无法用这些变异来区分不同的类群。最近一些学者对赤箭嵩草

的处理，均采用了广义的概念（O’*$0-，899B；P0#,’+Q，8995；I",,’&-&，899:）。

分布于高加索到青藏高原；生于沼泽、高山沼泽草甸、水边、阴湿处；海拔 A5CC N 579C
K。

!"#$%& ’#(%$)（西藏）：10$M’"$ <+-#0R- *’#!*0$J，S&’&JK’"R 88C，88:BB（=T），P-!RJ’R
TH<-U % $’ G0V-$ :69（I），W % P% X’’,-+ R % & %（I），D&R$ % )0’* % 304!&/ TH<-U%（生物所西藏队）

67C5（XO1=），Y0&/M!0Z304!&/ TH<-U%（青藏队）;A58，75ZC6C6（XO1=），GM’KR’& R% & %
（I），GM’KR’& R% & %（I），GM’KR’& R% & %（I），GM’KR’& R% & %（I），=% (% GR’’&/（钟补求）

56A8（=T），(% .% 1" -$ !* %（吴征镒等）;CBC（I[O）；SKU’（安多），W % 3% .!&/（杨金祥）

89C5（XO1=，I[O），89A:（I[O）；)!0&/’0&（班戈），I% .% >!&/（郎楷永）9BCA（=T），

9BC6，958;（XO1=，I[O，=T），I% .% >!&/（郎楷永）9;CA（XO1=，I[O）；)!H’0（八宿），

Y0&/M!0Z304!&/ TH<-U%（青藏队）8AAA7!（I[O，=T），8AABAV（I[O）；)"+!&/（普兰），Y0&/Z
M!0Z304!&/ \-/-$ % TH<-U%（青藏队植被组）86A:7（XO1=）；(’K!0（措美），Y0&/M!0Z304!&/
\-/-$ % TH<-U%（青藏队植被组）ACA:，AC76，AC9C，A8CC，A878（=T）；(’&!（错那），Y0&/M!0Z
304!&/ \-/-$ % TH<-U%（青藏队植被组）A669（=T）；P!KH"&/（当雄），?% 2% X"!&/（黄荣

福）:9Z869（XO1=），Y0&/M!0Z304!&/ \-/-$ % TH<-U%（青藏队植被组）;897，7B8A（=T），D&R$ %
)0’* % 304!&/ TH<-U%（生物所西藏组）6（XO1=），O!0$’ -$ !* % 86:;（=T）；P0&//J]（定结），

Y0&/M!0Z304!&/ TH<-U%（青藏队）578B（XO1=，I[O，=T），Y0&/M!0Z304!&/ \-/-$ % TH<-U%
（青藏队植被组）6989，69A6，69BC（=T）；̂ ]’/J!0（革吉），Y0&/M!0Z304!&/ TH<-U%（青藏队）

7;Z:;7C（=T）；^]+4]（改则），D&R$ % )0’* % 304!&/ TH<-U%（生物所西藏组）B657（XO1=），

Y0&/M!0Z304!&/ \-/-$ % TH<-U%（青藏队植被组）8A56A（=T）；^J0+’&/（吉隆），304!&/ X-+V%
_-U% TH<-U%（西藏中草药普查队）7B5（XO1=，=T）；̂ J!&/4]（江孜），=% (% GR’’&/（钟补

求）7A6B（=T）；>M!+0（嘉黎），Y0&/M!0Z304!&/ TH<-U%（青藏队）8CB8:（=T），P% P% G!’（陶

德定）8CB9A（I[O，=T），89B8:（I[O）；>M!4]（拉孜），304!&/ D&R$ % )0’* %（西藏生物所植

物组）65;（3L）；>M‘&4]（隆子），Y0&/M!0Z304!&/ TH<-U%（青藏队）9;6（=T），=% (% I"’ F
1% .% 1!&/（郭本兆，王为义）AABAB（XO1=）；>M‘&4M"V（林周），̂ % 3% 2"（傅国勋）AAB

（=T）；_!04M’,"&//!+（墨竹工卡），.% )% >"’ F @% ?% LM!&/（罗毅波，张树仁）B（=T）；

_!+,!K（芒 康），Y0&/M!0Z304!&/ TH<-U%（青 藏 队）88:BB!，889C6（XO1=，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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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穆朗玛峰），(&"&)#"*+ ,-（./），0*#1234)+ 567-（89）；:%’%3;<（浪卡子），

= > ?> @2%&’（张经纬）,57A（./）；:%’B*（那曲），C> D> ?* 4E %$ >（吴征镒等）F5G,6A
（./），F5G,H7（IJ:，./），F5GA6A（0:?.，IJ:）；: "K .%3%&’ .%++，L1MEM，LN2$%’M&EO4ME + >
& >（I）；:)%$%#（聂拉木），(&"&)#"*+ !AP，!Q6，!Q-，!Q5（./），!M&’2%MGRM;%&’ /S14T>

（青藏队）5HFH（0:?.，IJ:），7,-5（IJ:，./），!M&’2%MGRM;%&’ U4’4E > /S14T>（青藏队植

被组）Q-7H（./），Q,,P（./），RM;%&’ V&+E > 8M"$ > .$ > /S14T>（西藏生物所植物组）-H，-6F
（R@），D> W> C2%&’ X I> D> Y%&’（张永田，郎楷永）AP65，APPQ，Q6-H，Q7,H（./），D> W>
C2%&’ X I> D> Y%&’（张永田，郎楷永）Q66Q，Q--7（IJ:，./）；!*+*#（曲松），D> 8> Y*"
X L> Z> @2%&’ 5F[，76（./）；Z%&’%（然嘎），C> D> ?* 4E %$ >（吴征镒等）F5GF,Q（IJ:，

./）；Z*E"’（日土），V&+E > 8M"$ > RM;%&’ /S14T>（生物所西藏组）AQAP（0:?.），A76H（0:G
?.，./）；L%’%（萨嘎），!M&’2%MGRM;%&’ /S14T>（青藏队）F6PQ（0:?.，IJ:）；L%’’)%（萨

迦），\> R> ]*（傅国勋）H,6（./），= > W> ?%&’（王金亭）AQP,（./）；L2*%&’2*（双湖），

I> D> Y%&’（郎楷永）P7AA（0:?.，./）；L"’ RM%&（索县），= > W> ?%&’（王金亭）A,PA，

A,PP（./）；WM&’3M（定 日），9"*&E C$M#[M&’ /S14T>（登 山 科 考 队）,AH（0:?.），LM&"G
=%1%&4+4 /S14T>（中日考察队）W5H5，WFA,，WH56，WH5P，WH7A（./），Z> ]> 0*%&’（黄荣

福）HPGF7Q（0:?.），D> W> C2%&’ X I> D> Y%&’（张永田，郎楷永）A75A（./）；R%M&;%（申

扎），V&+E > 8M"$ > RM;%&’ /S14T>（生物所西藏组）QA7F（0:?.），̂ > ^> W%"（陶德定）-6FQQ
（IJ:，./）；D%T"&’（亚 东），8"3 X Z%# -PA-Q（I），!M&’2%MGRM;%&’ /S14T>（青 藏 队）

F56AA5（0:?.），.> C> W+""&’（钟补求）FA76，F,HQ（./），\> R> ]* X => ?> @2%&’（傅国

勋，张经纬）-65,（./），D> 8> Y*" X L> Z> @2%&’（罗毅波，张树仁）F7（./），!M&’2%MG
RM;%&’ /S14T>（青藏队）-Q5H（./），F56,A,，F56,A5（0:?.，IJ:），F56AA5（IJ:）；@%&T%

（札达），!M&’2%MGRM;%&’ /S14T>（青藏队）F7GFFA,，F7GFH,F，F7GFHFA（0:?.，IJ:，./），

F7GFFH-（IJ:，./），!M&’2%MGRM;%&’ U4’4E > /S14T>（青藏队植被组）-,FAP（0:?.）；@%)_
（察隅），C> ?> ?%&’（王启无）75P-F（./）；@2"&’[%（仲巴），!M&’2%MGRM;%&’ /S14T>（青藏

队）7F66（0:?.，IJ:），!M&’2%MGRM;%&’ U4’4E > /S14T>（青藏队植被组）5Q,5（./）>
!" # 西藏嵩草

$%&’()*+ ,*&(,*-+ 9%SM#> M& 94$ > 8M"$ > --：H7Q > -HHA；D> C> D%&’ M& (NE% .2)E"E%S >
LM& > -Q（-）：Q5，K > Q > -PF7；.> C> YM M& ]$ > Z4M1 > ."1> LM& > -,：AA > ,666 > ——— !"#$%&’(
)(*’++’,"+’(（^4N&4>）C> 8> C$%3‘4 a%3 > -’#%-’)(（9%SM#>）I_‘4&E2> M& /&’$ >，.K$%&;4&34MN2，AH

（VU，,6）：A7 > -P6P > W)14：C2M&%> \%&+*（甘肃）：?ME2"*E 134NM+4 $"N%$ME)，.3;4O%$+‘) + > & >
（M+"E)14+，I！，./！）>

!"#$%&’( +’--++%.(+%’ %*NE > &"& C> 8> C$%3‘4：C> 8> C$%3‘4 M& 8*$$ > 9M+N > V&K"3#> I4O>
(TT> L43 > H：7F > -P6H，1> 1 >，B*"%T +14N> D"*&’2*+[%&T A7 >

!"#$%&’( &)/"%0"’.%& %*NE > &"& LE4*T>：D> C> D%&’ M& C> D> ?*，]$ > RM;%&’> 5：AF7 >
-PHF，1> 1 >

杨永昌（-PHF）曾将该种与赤箭嵩草 ! 1 &)/"%0"’.%& 合并，但其干枯叶鞘无光泽，花序

各部分均较小，先出叶透明膜质且无脉无脊，小坚果扁三棱状矩圆形，而与赤箭嵩草不同。

分布于中国西部；生于高山沼泽草甸、沼泽、河边；海拔 ,556 b Q7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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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八宿），&’ (’ )*+%（崔友文）,-.-，,--/，,--0（12），

3’ 3’ 4% 56 "7 ’（倪志诚等）89/:"（12，;<）；=>"?"（加查），&’ !’ @+$ A B’ C’ <D"EF（罗

毅波，张树仁）,,（12）；GD"HI" J$EF，)%I56 KL$E6%5L，&$+ED+*I"EM N.（!O）；O"LP"H（芒

康），Q%EFD"%R;%S"EF 2#T5M’（青藏队）88--8!（GU4，12）；Q+*+H（曲松），&’ !’ @+$ A B’
C’ <D"EF（罗毅波，张树仁）,-I（12）’
** & 密穗嵩草

+,-./0#% "%$1/234%((/55## VW"E’ %E !$6 ’ X+LE’ BBBC 9/：/0/ ’ 80N0 ’
!"#$%&’( )*%)%+,-(.’(+( "+?6 ’ E$E Y"EM’ RO"SS ’：1’ 3’ @% %E K7 ’ C5%T ’ 1$T’ B%E ’ 89：9: ’

9:::，T’ T ’
!"#$%&’( ,*+’/(,( "+?6 ’ E$E Y"EM’ RO"SS ’：1’ 3’ @% %E K7 ’ C5%T ’ 1$T’ B%E ’ 89：9/ ’ 9:::，

T’ T ’
本种在《中国植物志》中作为玉龙嵩草 ! 0 ,*+’/(,( Y"EM’ RO"SS ’的异名。根据作者对

玉龙嵩草模式标本（Y"EM57RO"SS566% N,9,，(）的研究，其小穗单性，叶片禾叶状，与禾叶嵩

草非常相似，而与本种相去甚远。本种和宁远嵩草 ! 0 )*%)%+,-(.’(+( 都不常见，标本很

少，而且这两种在形态上也非常相似，不同仅在于宁远嵩草的根状茎斜向伸长并被披针形

鳞片（宁远嵩草目前仅见到一份模式标本，Y"EM57RO"SS566% 8NZ,，(），很可能为同种。

分布于横断山地区；生于湖滨草甸；海拔 N0:: H。

!"#$%& ’#(%$)（西藏）：!"#$%（八宿），3’ 3’ 4% 56 "7 ’（倪志诚等）89/:?（;<）’
*6 & 二蕊嵩草

+,-./0#% 47,08.,#1/0（[%77 ’）K%$L% **T ’ -#05%4#$%5%（(’ <’ \% A O’ J ’ <D$EF）B’ C’
<D"EF %E 4$W$E 0：/,N ’ 8000 ’ ——— ! 0 #’&,(1’+(,( (’ <’ \% A O’ J ’ <D$EF %E ]?6" !$6 ’
!$L ’ R^??%M ’ B%E ’ .（/）：9Z, ’ 80-. ’ )>T5：3D%E"’ 45% O$EF$7（内蒙古），O6’ Y57"E*D"E（贺

兰山），4$L6D_5*6 UE%W ’ 2#T5M’ 6$ Y57"E*D"E .:,8（D$7$6>T5，(4U！）’
!"#$%&’( 12"&*$"’3%& "+?6 ’ E$E（[%77"*）K%$L%：1’ 3’ @% %E K7 ’ C5%T ’ 1$T’ B%E ’ 89：N9 ’

9:::，T’ T ’
!"#$%&’( #%..($3’’ "+?6 ’ E$E（]77 ’）\5F7 ’：&’ 3’ &"EF %E 3’ &’ (+，K7 ’ ;%S"EF’ ,：N-8 ’

80-Z ’
嵩草 ! 0 12"&*$"’3%& **T’ 12"&*$"’3%& 从北极地区分布到欧洲和我国北部的高山及北

美的落基山脉；二蕊嵩草则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的北缘（甘肃、青海和新疆南部），在四川、

云南和西藏较少见（<D"EF，8000I）。

分布于喀拉昆仑到中国西部；生于高山草甸、高山灌丛中；海拔 98:: ‘ /,:: H。

!"#$%& ’#(%$)（西藏）：]HM$（安多），<’ &’ Q%E（秦志业）8:8Z,（Y4(1）；\%EFF>a
（定结），Q%EFD"%R;%S"EF 2#T5M’（西藏队）8.9/（12）；Y5%D5 \%*6L ’（黑河区），J ’ )’ ("EF
（王金亭）NZ-0（12）；4>"7"H（聂拉木），;%S"EF VE*6 ’ !%$7 ’ 17 ’ 2#T5M’（西藏生物所植物

组）8N:（;<）’
*9 & 四川嵩草

+,-./0#% 0/50:";%$/$0#0 Y"EM’ RO"SS ’，B>HI’ B%E ’ Z：89,/ ’ 80N.；&’ 3’ &"EF %E 3’ &’
(+，K7 ’ ;%S"EF’ ,：NZ0，b ’ 989 ’ 80-Z；1’ 3’ @% %E K7 ’ C5%T ’ 1$T’ B%E ’ 89：90 ’ 9::: ’ )>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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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盐源），,%$-./01%22.33# 4564（7！）&
分布于中国西部；生于山坡草地、高山草甸、沼泽草甸、疏林下；海拔 4899 : 6899 ;。

!"#$%& ’#(%$)（西藏）：<+#=>$?（吉隆），@#$?"%#0A#2%$? BCD.-&（青藏队）E496（FGH，

IB），@#$?"%#0A#2%$? BCD.-&（青藏队）E59EJK（,H7I，FGH）；1%#$/#$?（米林），L$>$+;>)M
8ENO（,H7I），A#2%$? ,.=P& 1.-& BCD.-&（西藏中草药普查队）8N66（,H7I），A#2%$?
,.=P& 1.-& BCD.-&（西藏中草药普查队）8ENO（IB）；1%=Q%;（芒康），@#$?"%#0A#2%$? R.?0
.3 & BCD.-&（青藏队植被组）K8K8（IB）；F>$?P>，S)-/>T .3 %/ & 8K9E（U1，B），5NKN（U1）；

H+#$?("#（林芝），A#2%$? ,.=P& 1.-& BCD.-&（西藏中草药普查队）8N66（IB），*& U& S)> V
’& W& X"%$?（罗毅波，张树仁）NE（IB）；Y#$?=#（定日），@#$?"%#0A#2%$? R.?.3 & BCD.-&（青藏

队植被组）（IB）；*%->$?（亚东），*& U& S)> V ’& W& X"%$?（罗毅波，张树仁）KJ（IB）；

X%+Z（察隅），@#$?"%#0A#2%$? BCD.-&（青藏队）N9OJ4（IB）；X>?%$?（左贡），@#$?"%#0A#2%$?
BCD.-& NN9O4（IB）&
*+ & 线叶嵩草

,-./01#% 2%3#44#5-4#%（[.($.&）!& U& !/%=Q. #$ \ & S#$$& ’>(& U>3 & 49：8EK & NKK8；*& !&
*%$? #$ !& *& 7)，]/ & A#2%$?& 5：8EJ，^ & 4N8 & NJKE；I& !& S# #$ ]/ & W.#D & I>D& ’#$ & N4：

8N & 4999 & ——— !"#$% &%’(""()*"(% [.($.& #$ \%(_).;& R>+& U>3 & 6：NE8 & NK66 & Y+D.：？F)0
$%T)=，\%(_).; N5JK&

+*,-./(% &%’(""()*-0(/ ‘a%$& #$ U>3 & b)=$& ’’’W 46：6K6 & NJ8J & Y+D.：F#=?"#2#%，-#M3= &
cM("&，c& F$>==#$? E88（SB）&

分布于高加索至中国西部；生于干燥的开阔山坡、草地、林间草地；海拔 4999 : 6K99
;。

!"#$%& ’#(%$)（西藏）：L;->（安多），@#$?"%#0A#2%$? ]=>2.$ ’>#/ R.?.3 & BCD.-&（青藏

冻土植被队）6，EO（,H7I），\ & Y& 7%$?（王金亭）8E9E（IB），\ & A& *%$?（杨金祥）4465
（,H7I）；U%=% S%3M% I%MM 3> YM%/%，’D#3#，’("/%?#$3T.#3 46E4（U1）；U#=)（比如），\ & Y& 7%$?
（王金亭）8656（IB）；<>$?P>’?+%;-%（工布江达），*& U& S)> V ’& W& X"%$?（罗毅波，张

树仁）N4（IB）；H+%#$=>$?（聂荣），[& [& Y%>（陶德定）N95N4（FGH）；H+#$?("#（林芝），

A#2%$? ,.=P& 1.-& BCD.-&（西藏中草药普查队）8NN9（IB）；’%?%（萨嘎），@#$?"%#0A#2%$?
BCD.-&（青藏队）EN99（,H7I，FGH）；’>? A#%$（索县），\ & Y& 7%$? 84N8，864K（IB）；7
Y#P.3，Y">;M>$ M& $ &（U1），Y">;M>$ M& $ &（F），Y">;M>$ M& $ &（F）；X%+Z（察隅），@#$?"%#0
A#2%$? BCD.-&（青藏队）E80659（FGH，IB）；X%$-%（札达），@#$?"%#0A#2%$? R.?.3 & BCD.-&

（青藏队植被组）N4K6J（,H7I）；X">$?P%（仲巴），@#$?"%#0A#2%$? BCD.-&（青藏队）O6OK
（,H7I，FGH，IB）&
*6 & 高山嵩草

,-./01#% 37)8%0%（!& U& !/%=Q.）!& U& !/%=Q. #$ ,>>Q& ^ &，]/ & U=#3 & ‘$-& O：OJO &
NKJ6；*& !& *%$? #$ !& *& 7)，]/ & A#2%$?& 5：8K4，^ & 4N6 & NJKE；I& !& S# #$ ]/ & W.#D &
I>D& ’#$ & N4：6E & 4999 & ——— 1.0(&%-.2 ’#30%.% !& U& !/%=Q. #$ \ & S#$$& ’>(& U>3 & 49：

8K8 & NKK8 & Y+D.：!"#$%& 7 A#2%$?（西藏西部）：Y">;M>$ M& $ &（">/>3+D.，F！）&
分布于喜马拉雅山地区到中国西部和北方；生于干燥开阔的草地、高山草甸；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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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西藏）：’()*+,) -./0(1/ 2+032()4，56 76 8,（傅国勋）!9!（:;）；<&=+
（安多），>6 ?6 @(A（秦志业）!""9B（CD’:），@(AE*3(F7(G3AE 8.+G/A H+(2 I/E/) 6 ;J-/=6（青

藏冻土植被队）$B（CD’:），K 6 L6 ’3AE（王金亭）MNBO（:;），K 6 76 ?3AE（杨金祥）!9P"3
（QRD），!9$9（CD’:，QRD）；S3(A3AE（白朗），7(G3AE ;J-/=6（西藏队）!$9"（:;）；S3(AF
E+(A（班戈），Q6 ?6 T3AE（郎楷永）9P"B（QRD，:;），9$!O（:;），U6 U6 L3+（陶德定）

!"N!9（QRD），K 6 L6 ’3AE（王金亭）MPNB，M$!N（:;）；S3J+(（八宿），V6 ?6 ’, /) 32 6（吴

征镒等）P%BN（QRD），WA1) 6 S(+2 6 7(G3AE ;J-/=6（生物所西藏队）!M$%（CD’:）；S+X(AE
T3Y/（博清湖），7(G3AE ;J-/=6（西藏队）!PON（:;）；S,.3AE（普兰），@(AE*3(F7(G3AE ;J-/=6

（青藏队）%PBN（QRD，CD’:，:;），N%FOB"O（QRD，:;）；V+XZA（措勤），Q6 ?6 T3AE（郎

楷永）!"MB$（QRD，:;）；U3EGZ（达孜），?6 L6 V*3AE [ Q6 ?6 T3AE（张永田，郎楷永）

BP!!（:;）；U(AEE4Z（定结），@(AE*3(F7(G3AE ;J-/=6（青藏队）$N!N（CD’:，QRD，:;），

7(G3AE ;J-/=6（西藏队）!%BN，!%PB（:;）；8++) +\ D43(AXZA)3AE2*3 H*3A：D3()+ /) 32 6 !MN!
（:;）；5Z’E43(（革吉），@(AE*3(F7(G3AE ;J-/=6（青藏队）N%FO%BO（:;）；5Z.GZ（改则），WA1) 6
S(+26 7(G3AE ;J-/=6（生物所西藏队）PM$$（CD’:），Q6 ?6 T3AE（郎楷永）!"BP9（QRD，

:;）；54303（加查），?6 S6 T,+ [ H6 ]6 >*3AE（罗毅波，张树仁）$P（:;）；543AEGZ )+
D3E3.GZ（江孜至浪卡子），K 6 ’6 >*3AE（张经纬）B%"%（:;）；:Y6 @+&+23AE&3（珠穆朗玛

峰），C,&-*./41 $"!B（S^，Q），D3A_(AE RA(‘ 6（南京大学）$N$（:;）；T*3.(（嘉黎），U6 U6
L3+（陶德定）!"PN9（CD’:，QRD，:;），!"P9%（CD’:，QRD）；T*313（拉萨），?6 L6
V*3AE [ Q6 ?6 T3AE（张永田，郎楷永）B""M，B!MP，B!M%（:;）；̂ 3(G*+Y,AEE3.（墨竹工卡），

V6 ?6 ’, /) 32 6（吴征镒等）P999（QRD），?6 S6 T,+ [ H6 ]6 >*3AE（罗毅波，张树仁）O
（:;），?6 L6 V*3AE [ Q6 ?6 T3AE（张永田，郎楷永）BNM%（:;）；D3&2(AE（南木林），K 6 ’6
>*3AE（张经伟）B%"N（:;）；D3AE 7(3A（朗县），7(G3AE C/.a6 ^/=6 ;J-/=6（西藏中草药普

查队）PPOM（CD’:，:;）；DE3&.(AE（昂仁），K 6 ’6 >*3AE（张经伟）B%$M，B%%!（:;）；

D4323&（聂拉木），^(/*/ !PBO（S^），?6 L6 V*3AE [ Q6 ?6 T3AE（张永田，郎楷永）M9!!，

P"BM（:;）；D4(AE0*(（林芝），7(G3AE C/.a6 ^/=6 ;J-/=6（西藏中草药普查队）M!!"（:;）；

:3,Eb3，H 7(G3AE，^(/*/ !$BO，!%N"，!NB9（S^）；@3&=+（昌都），:6 V6 L1++AE（钟补求）

$B!O（:;）；@,1,&（曲松），?6 S6 T,+ [ H6 ]6 >*3AE（罗毅波，张树仁）$O0（:;）；]3AE3
（然嘎），V6 ?6 ’, /) 32 6（吴征镒等）N$FNB!（QRD，CD’:，:;）；](Aa,AE（仁布），7(G3AE
;J-/=6（西藏队）!P9P（:;），WA1) 6 S(+2 6 7(G3AE ;J-/=6（生物所西藏队）M$P%（CD’:）；

H3’E43（萨迦），K 6 L6 ’3AE（王金亭）MPNB（:;）；H3E3（萨嘎），@(AE*3(F7(G3AE ;J-/=6（青

藏队）NB%P（CD’:，QRD，:;），K 6 L6 ’3AE（王金亭）M$!N（:;）；H+E 7(3A（索县），U6 U6
L3+（陶德定）!"9!$（CD’:，:;），!"9!%（QRD），K 6 L6 ’3AE（王金亭）MBMN（:;）；’
7(G3AE，L*+&1+A 16 A 6（Q）；L(AE.(（定日），H(A+FK3-3A/1/ ;J-/=6（中日考察队）LNM%，LO%9

（:;），7(G3AE WA1) 6 S(+2 6（西藏生物所植物组）!9B，B"$，B!9，B%N（7>），?6 L6 V*3AE [ Q6
?6 T3AE（张永田，郎楷永）M%%B，M%%P，MNOB（:;），MNN$（QRD，:;）；?3=+AE（亚东），

U,AEa++ 1 6 A 6（Q），?6 S6 T,+ [ H6 ]6 >*3AE（罗毅波，张树仁）OM（:;），@(AE*3(F7(G3AE
;J-/=6（青藏队）NPFB%!"（QRD，:;），NPFB%NN，N$"MP9（CD’:，QRD，:;）；>3A=3（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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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 &’() % *’+,"- ./012%（生物所西藏队）3455（6789，9.），:’"-;,’<*’+,"- ./012%
（青藏队）=><==3>（9.），:’"-;,’<*’+,"- ?1-1$ % ./012%（青藏队植被组）5@=4A（6789）；

B,CD（察隅），E% 8% 8,"-（王启无）>>FA>（GH7，9.）；B;("-I,（仲巴），:’"-;,’<*’+,"-
./012%（青藏队）>JJJ（6789，GH7，9.）%
!" # 三脉嵩草

$%&’()*+ ()(,&(-.**（GK"$;）7()$’1 ’" .2’"I% L % &($ % JF（5）：A3 % 5MM3 % ——— !"#$%&’(
%&%)#%*+’’（GK"$;）8,"- N O,"- 1/ 9% E% P’ ’" 8% O% 8,"-，?,#Q% 9) % 61"-2K," R(K"$ % @：

@3J@ % 5MMA；9% E% P’ ’" S) % T1’0 % 9(0% U’" % 5@：J3 % @FFF %——— ,($%- %&%)#%*+’’ GK"$;，

."KV% 9) % @：J@@ % 543= % ——— !"#$%&’( .$’)%$/’&（711#）&(1QW% ’" P’"",1, 3M：A % 54=J；X%
E% X,"- ’" E% X% 8K，S) % *’+,"-% J：34@ % 5M4= % ——— 0%1’*($%- .$’)%$/’&（711#）E% &%
E),YW1 ’" L % P’""% U(Q% &($ % @F：34@ % 5443，1/Q) % #C"% ,($%- 2’)%($’& &(($$ 1$ , 3 /’45( &(($$
1/ E% &% E),YW1 ——— ,($%- .$’)%$/’& 711# ’" 8’-;$，E("$Y’I % &($ % !"2% 5@F % 543A，"(" Z1-) %
54F= % OC01：8’$;(K$ 0Y1Q’#1 )(Q,)’$C，T(C)1 534 0% 0 %（’#($C01，P!?）%

!"#$%&’( &%.’*521’& &(1QW% ’" P’"",1, 3M：3 % 54=J；9% E% P’ ’" S) % T1’0 % 9(0% U’" % 5@：

AJ % @FFF，0% 0 % OC01：U’WW’V% P,Q;1"，L % Z% 6((W1Y # % " %（)1Q$($C01，G！）%
!"#$%&’( 6""+%$’ &(1QW% ’" P’"",1, 3M：A % 54=J；X% E% X,"- ’" E% X% 8K，S) % *’+,"-%

J：34@ % 5M4= % OC01：U’WW’V% P,Q;1"，L % Z% 6((W1Y # % " %（)1Q$($C01，G！）%
!"#$%&’( ()75&.( E% &% E),YW1 ’" 6((W% [ %，S) % &Y’$ % !"2% >：>MJ % 54MA；X% E% X,"- ’"

E% X% 8K，S) % *’+,"-% J：34@ % 5M4=，0% 0 %；9% E% P’ ’" S) % T1’0 % 9(0% U’" % 5@：J@ % @FFF，

0% 0 % OC01：U’WW’V% UK"2KW0;((，E% &% E),YW1 3AMM5（#C"$C01，G！）%
该种的形态变异幅度很大，所以分类一直比较混乱。7()$’1（5MM3）比较详细地研究了

该种及相关类群，认为前人所依据的分类性状，如花序单性或雄雌顺序、雌雄异株或同株

等在各类群中均有较大变异，不能作为分种的区别性状；同时 7()$’1 还澄清了一些命名和

命名模式的混乱。他将坚挺嵩草 ! 3 &%.’*521’&、细序嵩草 ! 3 ()75&.( 和露果嵩草 ! 3 6""+8
%$’ 都合并在该种中。作者根据对大量标本的研究及野外的观察，同意 7()$’1 的处理意见。

分布于喜马拉雅地区至中国西南；生于潮湿岩石上、石壁缝中、山坡草地、湖边和树

上；海拔 @4FF \ A3FF V。

/0*,+# 1*2+,3（西藏）：E(",（错那），:’"-;,’<*’+,"- ?1-1$ % ./012%（青藏队植被组）

@>=4（9.）；Z’"--C]（定结），:’"-;,’<*’+,"- ./012%（青藏队）JA=@（GH7）；̂ C’Y("-（吉隆），

:’"-;,’<*’+,"- ./012%（青藏队）>3>=（9.），>3>M（GH7）；G("-I(，PK2)(_ 1$ ,) % A=@=，J@FA
（&R）；7C,),V（聂拉木），:’"-;,’<*’+,"- ./012%（青藏队）J===（GH7，9.），X% O% E;,"-
N G% X% P,"-（张永田，郎楷永）A@@3（9.）；O’"-Y’（定日），U’"(<L,0,"1#1 ./012%（中日考

察队）O=3F（9.）；X,2("-（亚东），X% &% PK( N U% T% B;,"-（罗毅波，张树仁）>A，4F
（9.）；B,CD（察隅），:’"-;,’<*’+,"- ./012%（青藏队）5F3F=（9.）%
!4 # 柄果嵩草

$%&’()*+ 5*))*3678*) E% &% E),YW1 ’" 6((W% [ %，S) % &Y’$ % !"2% >：>M> % 54MA % ——— !"#$%8
&’( %&%)#%*+’’（GK"$;）7()$’1 ‘,Y % 9’&&’7251’&（E% &% E),YW1）7()$’1 ’" .2’"I% L % &($ % JF（5）：

A3 % 5MM3 % OC01：8 710,) % 8’$;(K$ 0Y1Q’#1 )(Q,)’$C，ZK$;’1 >FM@（;()($C0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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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0 0& 1* % 2-03 % .’3% 40& % 56：76 % 6888，

3% 3 %
! " ’)(*+&,-*’ !"#$ % &’& )’-#,%：.% (% /0 0& 1* % 2-03 % .’3% 40& % 56：97 % 6888，3% 3 %
:’*$0-（5;;<）将该种降为三脉嵩草 ! " )’)$.)+/** 的变种，但该种鳞片钝，先出叶边缘

完全分离且无脉无脊，具有明显的果柄，而不同于三脉嵩草，应为一独立的种。

分布于喜马拉雅中部至横断山地区；生于山坡、石上和石壁上；海拔 <688 = 9<88 >。

!"#$%& ’#(%$)（西藏）：?0$@’"$ 3+-#0A- *’#!*0$B，)% 4% /0 -$ !* %（李勃生等）CC65（.D）；

:B!*!>（聂拉木），E0&F@!0GH0I!&F DJ3-K%（青藏队）C5<8（LM:，.D）%
*+ & 尾穗嵩草

,-./01#% 20/2-13%2"41（1+!&#@%）(% )% (*!+,- 0& N % /0&&% 4’#% )’$ % <C：6CO % 5;8<，

3% 3 %，-J#* % A3-#0>% .+!$$ O95；P% (% P!&F 0& (% P% ?"，1* % H0I!&F% 7：<Q< % 5;QO；.% (%
/0 0& 1* % 2-03 % .’3% 40& % 56：9Q % 6888 % ——— 0#1)2 +)1+3’(#+45’ 1+!&#@% 0& )"** % 4’# % .@0*’>%
.!+0A Q，O：6O % 5Q;7 % RB3-：(@0&!% P"&&!&（云南）：D+B"!&（洱源），S-*!T!B <98<（L！）%

!3.1)’*# ’(*).1*(6*#$# U!&K% GV!II % 0& 40$I"&FAW% X,!K% ?0AA % ?0-&% V!$@% G:!$ % 7O：79 %
5;68 % RB3-：(@0&!% P"&&!&（云南）：Y@’&FK0!&（中甸），U!&K-*GV!II-$$0 9O<9（?！）%

该种植株高矮粗细、花序和小穗等都有较大变异。花序基部有时具分枝，基部小穗有

时具退化的雄花，发育良好的植株花序较粗壮，发育较差的植株花序较细弱。

分布于喜马拉雅东部和中国西南；生于流石滩、高山灌丛、岩石上和高山草甸；海拔

<C88 = 7888 >。

!"#$%& ’#(%$)（西藏）：)’>0（波密），H0I!&F Z&A$ % )0’* % .* % 2-A’"+#- DJ3-K%（西藏生

物所植物资源队）<C<Q（HY）；(’&!（错那），E0&F@!0GH0I!&F [-F-$ % DJ3-K%（青藏队植被组）

67Q<（.D）；\B!#!（加查），E0&F@!0GH0I!&F DJ3-K%（青藏队）O7596<（U:?.，.D），O759<6
（LM:）；L’&FW’，/"K*’] -$ !* % 9C56（)V）；Y!B^（察隅），E0&F@!0GH0I!&F DJ3-K%（青藏队）

58CO;（.D），(% ?% ?!&F（王启无）C7CC;，C7CO7，C7CQ6，C7;9C，C7;9Q（.D），(% ?%
?!&F（王启无）C7;9Q（LM:），CC86C（LM:，.D）；Y’F!&F（左贡），E0&F@!0GH0I!&F DJ3-K%

（青藏队）55897（.D）%
56 & 发秆嵩草

,-./01#% 7%)#$-1% (% )% (*!+,- 0& U’’,% _ %，1* % )+0$ % Z&K% C：C;7 % 5Q;9 % ——— !3.1)’*#
$)7#,)$’*’（:--A）L^,-&$@% T!+ % 8#%*$3’#（(% )% (*!+,-）L^,-&$@% 0& D&F* %，._*!&I-&+-0#@，<Q

（Z[，68）：98 % 5;8;，3% 3 %，-J#* % 3* % L!A@>0+ % ——— !3.1)’*# $)7#,)$’*’（:--A）L^,-&$@% AA3 %
8#%*$3’#（(% )% (*!+,-）L’B!>! 0& U!+! -$ !* %，D&">% 1* % .* % :-3!* 5：55< % 5;OQ % RB3-：
40,,0>% V’>!B，N % S% U’’,-+ A % & %（@’*’$B3-，L！）%

!3.1)’*# +)1+3’(#+45’（1+!&#@%）(% )% (*!+,- T!+ % +#7*,,#+)# .% (% /0 0& X#$! )’$ % P"&G
&!& % 56：5O % 5;;8；-$ 0& 1* % 2-03 % .’3% 40& % 56：9; % 6888 % RB3-：(@0&!% H0I!&F（西藏）：

Y!B （̂察隅），E0&F@!0GH0I!&F DJ3-K% 586<;（@’*’$B3-，.D！）%
本种与尾穗嵩草 ! " +)1+3’(#+45’ 最接近，但以花序通常单性，雌雄花序同株或异株而

不同。

分布于喜马拉雅东部至横断山中部；生于干燥山坡、高山草甸中的岩石上；海拔 9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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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西藏）：&’()*()+（米林），,- .- /( 01 ’* -（李勃生等）23$#，2344，

2252，2253（67）；8’9:（察隅），;()+<’(=>(?’)+ 7@A0B-（青藏队）4$5CD（67）-
*+ & 禾叶嵩草

,-./01#% )/%2#$#3-4#% E- ,- E*’FG0 () H - /())- .IJ- ,I1 - C3：53# - 4D$C；K- E- K’)+ ()
E- K- LM，N* - >(?’)+- 2：C#C - 4D#O；6- E- /( () N* - P0(A - 6IA- .() - 45：2$ - 5$$$ - Q9A0：
E<()’- .<’’)@(（陕西）：&1- &(’IR’)+S<’)（庙王山），TM+< S- ) -（<I*I19A0，,&！）-

分布于中国西南和西北的部分省区；生于山坡草地、灌丛、石上和高山草甸；海拔

C4$$ ! "O$$ %。

!"#$%& ’#(%$)（西藏）：&UBI+（墨脱），V)S1 - ,(I* - >(?’)+ 7@A0B-（生物所西藏队）

4#CD（TWL6）-
*5 & 阔鳞嵩草

,-./01#% 6--7## WI*1(0 () 7B()X- H - ,I1 - 2$（4）："#，Y - 4T ! /- 4DDC - Q9A0：,<M1’)-
Q<(%A<M Z(S1F(J1，LIIB 22C"’（<I*I19A0，7！）-

《中国植物志》未收录本种，近于禾叶嵩草 ! " #$%&’(’)*+’%，但鳞片和先出叶较宽大。

英国邱皇家植物园标本馆有一份标本采自 E<M%X( [’**09，应在我国西藏亚东境内。

分布于喜马拉雅山脉中部南麓；生于高山草甸；海拔 CC$$ ! "#$$ %。

!"#$%& ’#(%$)（西藏）：E<M%X( [’**09，YII1 IY W’1M*’，,IF \ P’% 5$23"（]）-
** & 尼泊尔嵩草

,-./01#% $08%40$1#1（W00S）]:G0)1<- () 7)+* -，6Y*’)?0)F0(J<，C#（V^，5$）："$，Y - D -
4D$D；K- E- K’)+ () E- K- LM，N* - >(?’)+- 2：C#" - 4D#O；6- E- /( () N* - P0(A - 6IA- .() -
45："D - 5$$$ - ——— ,(-’(’% (./%+.(0’0 W00S () L(+<1，EI)1F(X - ,I1 - V)B- 45D - 4#C" - Q9A0：
W0A’* - L(1<IM1 AF0J(S0 *IJ’*(19，PI9*0 4"O（M)S00)）-

本种植株的高矮粗细和花序的大小也有较大变异。

分布于西喜马拉雅至中国西南；生于高山流石滩、湿润石壁和高山灌丛草甸；海拔

C3$$ ! "3$$ %。

!"#$%& ’#(%$)（西藏）：L(1<IM1 AF0J(S0 *IJ’*(19，6- E- QSII)+（钟补求）2D"2，3#DD
（67）；EI)’（错 那），;()+<’(=>(?’)+ ^0+01 - 7@A0B-（青 藏 队 植 被 组）5CC2，5CC#，5CO3
（67）；Z’%@M)+（当雄），_- >- NM（傅国勋）43"（67）；_9(FI)+（吉隆），>(?’)+ T0FX- &0B-
7@A0B -（西藏中草药普查队）2D#（TWL6）；W9’*’%（聂拉木），;()+<’(=>(?’)+ 7@A0B-（青藏

队）2#5O（]‘W，67），;()+<’(=>(?’)+ ^0+01 - 7@A0B-（青藏队植被组）"5C"（67）；K’BI)+
（亚东），K- ,- /MI \ .- P- 8<’)+（罗毅波，张树仁）3C（67），;()+<’(=>(?’)+ 7@A0B-（青藏

队）O"=5C#3（TWL6，67），O2$522（]‘W）；8’9:（察隅），;()+<’(=>(?’)+ 7@A0B-（青藏队）

4$2$2，4$2#D，4$2D4，4$3#$（67），E- L- L’)+（王启无）323$O（67）；8I+’)+（左贡），

;()+<’(=>(?’)+ 7@A0B-（青藏队）44$34（67）-
*9 & 亚东嵩草

,-./01#% :%7-$)0$1#1 K- E- K’)+ () E- K- LM，N* - >(?’)+- 2：C##，Y - 54D - 4D#O；6-
E- /( () N* - P0(A - 6IA- .() - 45：2C - 5$$$ - Q9A0：E<()’- >(?’)+（西藏）：K’BI)+（亚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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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藏队）0123（%45467,-，89:;；"<467,-，=>9！）/
作者仅见到包括模式标本在内的 1 号该种标本。其中采自聂拉木的标本（西藏生物

所植物组，0? 号）与模式标本稍有差异，花序与粗壮嵩草 ! " #$%&’() 几无区别，而且具有两

性的小穗。尽管观察到的标本植株极度矮化，花序很小，但它们营养器官和生殖器官的一

些特征与粗壮嵩草近似，应与其近缘，也可能是其在高海拔恶劣环境中发育不完全的类

型。

分布于中国西藏南部；生于高山草甸；海拔 20@3 A @B@3 C。

!"#$%& ’#(%$)（西藏）：97&5&C（聂拉木），(")&#$ D#<6 / E"45 / ;5 / *+,-./（西藏生物所

植物组）0?（(F）；G"#$H"（定日），(")&#$ D#<6 / E"45 / ;5 / *+,-./（西藏生物所植物组）I01
（(F）；J&.4#$（亚东），!"#$%&"’(")&#$ *+,-./（青藏队）0123（ =>9）/
*+ & 短轴嵩草

,-./01#% 2#34%（E4466 -+ K/ E/ K5&HL-）=ML-#6%/ "# *#$5 /，;N5&#)-#H-"O%，1?（DP，I3）：

23 / BQ3Q；;/ K/ R" "# S5 / T-", / ;4,/ U"# / BI：@2 / I333 / ——— *)#+, -./&) E4466 -+ K/ E/
K5&HL- "# 844L/ N /，S5 / EH"6 / D#./ V：0B1 / B?Q2 / G7,-：U"LL"C/ R&O%-#，W / X/ 844L-H < / # /

（%45467,-，=！）/
!$%#+’.) 0#)((.. K/ E/ K5&HL- "# W / R"##/ U4O/ E46 / 1V：IV? / BQ31；J/ K/ J&#$ "# K/ J/

:Y，S5 / (")&#$/ @：1?@，N / IB0 / BQ?0 / G7,-：K%"#&/ U"O%Y&#（四川）：=&#$."#$（康定），

;H&66 022（%45467,-，=！）/
9456"-（BQQ1）曾比较详细地讨论了 ! " 0#)((.. 和 ! " -./&) 的关系，认为它们为同种植

物。根据对其模式标本和其他标本的研究，作者同意 9456"- 的意见，将 ! " 0#)((.. 作为 ! "
-./&) 的异名。

分布于喜马拉雅地区至中国西部；生于山坡草地、高山草甸、岩石上和灌丛中；海拔

1333 A @B33 C。

!"#$%& ’#(%$)（西 藏）：EYH&#$（普 兰），!"#$%&"’(")&#$ *+,-./（青 藏 队）0V’?IV2
（=>9）；K%YCZ"6%&#$，E4H [ T&C BQVVI（=）；\4#$Z4’$7&C.&（工布江达），J/ E/ RY4 [ U/
T/ F%&#$（罗毅波，张树仁）BB（;*）；\7&O&（加查），J/ E/ RY4 [ U/ T/ F%&#$（罗毅波，张

树仁）@1（;*）；]&HL&C（芒康），!"#$%&"’(")&#$ *+,-./（青藏队）BB??B （̂;*）；]"5%& ;&<<
（米拉山口），F/ J/ :Y -6 &5 /（吴征镒等）2QQ?&（=>9），J/ E/ RY4 [ U/ T/ F%&#$（罗毅

波，张树仁）B3（;*）；97&5&C（聂拉木），!"#$%&"’(")&#$ P-$-6 / *+,-./（青藏队植被组）

2IQ0（;*）；97"#$O%"（林芝），!"#$%&"’(")&#$ *+,-./（青藏队）02’1@@?（;*）；;&$H"（帕里），

XY#$Z44 < / # /（=）；!&C.4（昌都），!"#$%&"’(")&#$ *+,-./（青藏队）02’1@Q0（=>9，;*）；

!Y<YC（曲松），J/ E/ RY4 [ U/ T/ F%&#$（罗毅波，张树仁）@?&（;*）；U&$&（萨嘎），!"#$’
%&"’(")&#$ P-$-6 / *+,-./（青藏队植被组）@VV?（;*）；U&’$7&（萨迦），W / G/ :&#$（王金

亭）12Q1（;*）；U4$ ("&#（索县），W / G/ :&#$（王金亭）113@（;*）；G"#$H"（定日），U"#4’
W&,&#-<- *+,-./（中日考察队）G0IQ，G@Q3（;*）；J&.4#$（亚东），J/ E/ RY4 [ U/ T/ F%&#$

（罗毅波，张树仁）0?（;*），!"#$%&"’(")&#$ *+,-./（青藏队）0@3I@V，0@3I@0（8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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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康藏嵩草

$%&’()*+ ,*--,(.+,(* !" #" !$%&’( )* #+$$ " ,)-. " /*01&2" 3(4" 566" 7(& " 8：9: " ;<=8；7"
>" ?@%*A )* B%C1* D8：;9 " ;<<< " BEF(：!@)*%" ! G)H%*A（西藏）：I)JJ$(6%$( - " * "（$(.J1JEF(，
3！）"

!"#$%&’( )$(’*’’ %+.J " *1* 3K’(*J@ "：L" !" L%*A )* !" L" M+，N$ " G)H%*A" O：P89 "
;<8:，F" F "；Q" !" I) )* N$ " >()F " Q1F" 7)* " ;R：OO " R===，F" F "

!$%&’(（;<=8）发表该种时引证了两号标本，未指定主模式。根据对原始文献和模式

标本的研究，?@%*A（;<<<%）选定 I)JJ$(6%$(（无号）采自西藏中部的标本作为本种的后选模

式，而 !$%&’( 引证的另一号标本（L1+*A@+-S%*6 P9）应该为西藏嵩草 ! + ,’#%,’-(。/T%**1T%
（;<P<）曾把 ! + .’,,.%/(.%’ 这一名称作为西藏嵩草的异名，而我国有的植物学家将这一名称

错误地用于赤箭嵩草 ! + &-0"%*"’/%& 秆粗壮、叶坚挺的类型（杨永昌，;<8:；李沛琼，R===）。

本种花序单性，小穗单性单花，先出叶囊状，与西藏嵩草和赤箭嵩草差异显著，而与不丹嵩

草 ! + )$(’*’’ 3K’(*J@"最近缘，但植株较高而粗壮，花序各部分较大而不同。

分布于中国的四川（道孚）和西藏；生于高山草甸和高山灌丛草甸；海拔 DP== U OP==
2。

/0*1+# 2*3+14（西藏）：M)J@1+J F&(.)-( $1.%$)JE，G)H%*A VCF(6"（西藏队）;D:<（QV）；

#+&%*A（普兰），W)*A@%)XG)H%*A Y(A(J " VCF(6"（青藏队植被组）;PPPP（Z[MQ）；\11*)*A
Y%$$(E，.(*J&%$ G)H%*A，I)JJ$(6%$( - " * "（3）；\E)&1*A（吉隆），W)*A@%)XG)H%*A VCF(6"（青藏

队）9RP:（Z[MQ，3][，QV）；I@%-%（拉萨），,)(@( ;RR<（#,），W)*A@%)XG)H%*A VCF(6"（青

藏队）;8D8（QV）；I@%-% J1 [E)*A.@)（拉萨至林芝），W)*A@%)XG)H%*A VCF(6"（青藏队）:DX
P9<<（QV）；,%)H@1’+*AA%&（墨竹工卡），L" B" !@%*A ^ 3" L" I%*A（张永田，郎楷永）;DD:

（QV）；[%2$)*A（南 木 林），W)*A@%)XG)H%*A Y(A(J " VCF(6"（青 藏 队 植 被 组）9=9;（QV）；

[E%$%2（聂拉木），,)(@( ;P8;（#,），G)H%*A /*-J " #)1$ " Q$ " VCF(6"（西藏生物所植物组）

;=8，;=<（G?）；W+-+2（曲松），L" #" I+1 ^ 7" >" ?@%*A（罗毅波，张树仁）O:%（QV），

W)*A@%)XG)H%*A Y(A(J " VCF(6"（青藏队植被组）RR;P（QV）；7%A%（萨嘎），W)*A@%)XG)H%*A VCX
F(6"（青藏队）:P=;（Z[MQ，3][），W)*A@%)XG)H%*A Y(A(J " VCF(6"（青藏队植被组）O9O8

（QV）；B)*A&)（定日），5*1*E21+- =<D（QV），G)H%*A /*-J " #)1$ " Q$ " VCF(6"（西藏生物所植物

组）R:;（G?），L" B" !@%*A ^ 3" L" I%*A（张永田，郎楷永）P:=:，P:P9（QV）；?@1*AS%（仲

巴），W)*A@%)XG)H%*A VCF(6"（青藏队）9RPD（QV），W)*A@%)XG)H%*A Y(A(J " VCF(6"（青藏队植

被组）O8;O，:OPO（QV）"
!5 # 不丹嵩草

$%&’()*+ 6’+*1** 3K’(*J@" )* #+$$ " Z(&S" #1)-- " -_& " R，D：O= " ;<=P；L" !" L%*A )* !"
L" M+，N$ " G)H%*A" O：P89 " ;<8:，F" F "；Q" !" I) )* N$ " >()F " Q1F" 7)* " ;R：OO " R===，F"
F " BEF(：#@+J%*" 3E11 I%，‘+*AS11 RRD（3！）"

!"#$%&’( )$(’*’’ 3K’(*J@" T%& " %..’),’-( L" !" L%*A )* !" L" M+，N$ " G)H%*A" O：P8:，0 "
R;: " ;<8:，-E*" *1T" BEF(：!@)*%" G)H%*A（西藏）：[%2$)*A（南木林），W)*A@%)XG)H%*A VCX
F(6"（青藏队）:DP:（@1$1JEF(，Z[MQ；)-1JEF(，3][！）"

南木林嵩草 ! + )$(’*’’ T%& " %..’),’-( 除了植株较高，其他性状均与不丹嵩草一致；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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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将其归并在不丹嵩草中。

分布于喜马拉雅山地区；生于高山草甸和多石的山坡草地；海拔 !!"# $ "%## &。

!"#$%& ’#(%$)（西 藏）：’()*+,（普 兰），-.+,/*.01.2*+, 345678（青 藏 队）9%0:%;<
（=3），-.+,/*.01.2*+, >6,6? 8 345678（青藏队植被组）@!!":（ABC=，=3）；DEFG+（措勤），

H8 I8 J*+,（郎楷永）@#!@%（HKB，=3）；L*,M(+, ?E D/.,( DE（打隆至哲古错），N 8 C8
O/*+,（张经纬）;":;（=3）；PQ.)E+,（吉隆），-.+,/*.01.2*+, 345678（青藏队）9;#%（HKB）；

J/*R*（拉萨），I8 S8 D/*+, T H8 I8 J*+,（张永田，郎楷永）@%%"，;@!:，;"%;（=3）；J/*R*
?E BQ.+,U/.（拉萨至林芝），-.+,/*.01.2*+, 345678（青藏队）9<0!%VV（HKB）；J/*2G（拉孜），

1.2*+, W+R? 8 ’.EM 8 =M 8 345678（西藏生物所植物组）!;:，!!!（1O）；J.+&*?*+,，D/(&X. Y*M0
M6Q，’E) T Z*& ;#9:V（H）；B*&M.+,（南木林），-.+,/*.01.2*+, 345678（青藏队）9<!9，9<"#，

9<%9，9<9@（HKB），-.+,/*.01.2*+, >6,6? 8 345678（青藏队植被组）%@!;（=3）；BQ*M*&（聂

拉木），1.2*+, W+R? 8 ’.EM 8 =M 8 345678（西藏生物所植物组）@@<（1O），I8 S8 D/*+, T H8 I8
J*+,（张永田，郎楷永）!V#9（=3）；=*,).（帕里），J65U/* R 8 + 8（H），-.+,/*.01.2*+, 345678

（青藏队）9<0;%@<（ABC=，HKB，=3），=8 D8 SREE+,（钟补求）"9%;，9;:!（=3）；[*,*（萨

嘎），-.+,/*.01.2*+, 345678（青藏队）9;9;（ABC=，=3）；S.+,).（定日），1.2*+, W+R? 8 ’.EM 8
=M 8 345678（西藏生物所植物组）@V@，;#9，;@:（1O）；1*.+2*（申扎），-.+,/*.01.2*+, 340
5678（青藏队）9";!（ABC=，HKB）；I*7E+,（亚东），P8 18 \(（傅国勋）V%!（=3）；O/E+,0
X*（仲巴），-.+,/*.01.2*+, 345678（青藏队）;%"9（=3），%<@9（ABC=，HKB，=3），%"9#，

%9@%，9;!9（ABC=，HKB，=3）8

排除的种 *+,-#,. /0-123,3

@ 8 长轴嵩草 !"#$%&’( )’*$"+,"*-’.（C*/M6+X8）S*+, T C*+, 64 I8 D8 I*+, ] /($%0 )’1
*$"+,"*-’. C*/M6+X8

; 8 小嵩草 !"#$%&’( 2($3(（B66R）S*+, T C*+, 64 I8 D8 I*+, ] /($%0 2($3( B66R8
《西藏植物志》中记载的上述 ; 种应该归属于薹草属，详见 ^/X* 6? *M 8（@VV@）和张树

仁等（@VV"）。

致谢 感谢 ’_、D‘B、DL’W、D_、3、ABC=、H、HKB、HI^、JOK、_^、BI、=3、C、CBK、CKH
和 1O（西藏高原生物研究所标本室）等国内外植物标本馆的大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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