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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分布新记录'

本种与浙江有产的圆盖阴石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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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别在于$ 本种叶片基部为三回羽状& 孢子

囊群盖阔杯形% 高长于宽% 向上部变宽% 两侧边几全部!至少
,V0

"着生于叶面& 圆盖阴石蕨叶片三至四

回羽状深裂% 孢子囊群盖近圆形% 高与宽几相等% 仅基部一点附着% 余与叶面均分离' 地理分布的区别

在于本种呈点状分布于印度北部( 云南西北部和台湾& 圆盖阴石蕨则广泛分布于越南北部( 老挝和中国

西南( 华南至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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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竹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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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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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植物志
!/

0"TH ,2L0

&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补编
!/ !!3H ,2L0

& 江苏植物志
$

$

,30H ,2L0

& 北京植物志
%

$

0,MH

图

01,H ,2LM

& 河北植物志
!/ M0,H ,2L"

& 山东植物志
!/ ,,"3H ,22T

& 广东植物志
&/ L,H ,22,

& 广西植物志

%/ 3,"H ,22,

& 云南植物志
'/ 0M"H ,223

& 中国植物志
&'/ M,MH ,22"

&

+KH W>'%$ "/ ,TMH 0TT,H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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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市!

5'%&96

"% 象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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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在宁波镇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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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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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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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洞头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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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拍摄到本种的照片' 多生于海岛或滨海山地岩坡( 沙滩内侧草

丛中'

本种原知为中国北方原产& 俄罗斯西伯利亚和朝鲜也有分布& 现各地普遍栽培% 品种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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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

江分布新记录'

在以往的植物分类学资料中% 均记载本种在中国唯北方原产% 南方则为栽培或逸生% 事实上本种在

浙江沿海及岛屿实属野生' 首先% 浙江所产者与园林中习见栽培的石竹在形态上存在原生种的诸多性

状$ 花较小% 单瓣% 花色多呈粉红或淡紫% 花瓣先端裂齿较浅钝% 花的近中心有一圈深紫色斑纹& 其

次% 从生境看% 它多生于岩质海岸岩缝( 砂质海岸潮上带附近% 尤其是在一些远离大陆的无人岛上较为

常见& 第三% 从地理分布上来看% 韩国有石竹及其白花变型###白花石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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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b0T

*

' 浙江分布新记录'

本种顶生小叶特别大% 多呈菱状卵形% 通常不规则三裂% 基部绝非心形而极易与其原变种圆齿碎米

傅晓强等$ 发现于宁波的
1

种浙江新记录植物 ,T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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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较为接近" 但后者的茎生叶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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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小叶生于叶柄基部" 无柄" 顶生小叶

近肾圆形或宽卵形" 先端钝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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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 鄞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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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化市*

51)6'(-

%及杭

州市*

W-)6@'2(

%的临安市*

X<)-)

%也拍摄到本种的照片(

分布于贵州*江口县%) 台湾! 日本) 朝鲜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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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别为' 本种叶片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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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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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面具长达
G% ?

的匍匐茎" 节上生不定根和芽! 秆直径
H]E ??

" 具

!%]!O

节" 节长
H]GG 9?

" 叶鞘长
GG]G^ 9?

! 叶舌边缘具短纤毛! 叶片长
!E]7E 9?

" 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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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

端渐尖" 缘具细小锯齿( 圆锥花序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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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下垂! 小穗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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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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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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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花" 带紫色( 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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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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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于

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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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序标本%! 另外在鄞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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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发现有该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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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为' 植株较小" 秆较细瘦! 叶片灰绿色" 绿期较

长! 具发达) 曲折伸展的匍匐茎" 节上被毛!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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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别在于' 后者植株远较高大"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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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秆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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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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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状或近网状! 叶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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