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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自云南省开远市碑格乡!生于海拔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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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常绿阔叶林下!群落郁闭度较大!林下湿润'标本主要形态学特征

为总状花序长约
,73

!花排列稀疏!管状!下垂!浅棕色!花被筒顶端
$

裂!苞片宿存!地下茎小'该种此前记录产于中

国台湾及日本'该发现在中国大陆尚属首次!加强了中国云南植物区系与中国台湾以及日本植物区系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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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分布于旧世界热带(亚热带(温带以至寒温

带山地!从马达加斯加经锡兰(印度至喜马拉雅山南

各国!东南亚诸国至新几内亚(澳大利亚(新西兰(新

喀里多尼亚(小笠原群岛(日本(朝鲜(中国以及苏联

远东地区'相关文献记录中国国产天麻属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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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云南省东南部

红河州开远市碑格乡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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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湿润常绿阔叶

林下采集到天麻属植物的标本!经过仔细解剖和鉴

定!确定为细天麻!属于中国大陆新记录种'本种的

发现不仅丰富了中国大陆兰科植物区系内容!也进



一步加强了中国云南植物区系与中国台湾(日本植

物区系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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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状茎略肥厚!多少块茎

状!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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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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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质!棕褐色'茎直立!

淡黄色!无绿叶!下部疏生鳞片状鞘'总状花序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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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花&花苞片椭圆形!长
%

"

'33

&花

梗和子房长
%

"

(33

&花下垂!浅棕色&萼片和花瓣

合生成的花被筒近圆筒状钟形!上部略宽于下部!顶

端具
$

枚裂片!但两枚侧萼片合生处的裂口较深!深

达筒长度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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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的基部向前方凸出&外轮裂片

"萼片离生部分#较大!中央的
#

枚最大&内轮裂片

"花瓣离生部分#明显小于外轮裂片&唇瓣边缘波状!

上面有纵脊和极小的乳头状突起!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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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侧有翅'

以上形态特征与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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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细天麻的特征描述

相吻合!故定为细天麻'

调查所见细天麻生于湿润的常绿阔叶林下!所

处地坡向为西坡!坡位中上部!坡度平缓!土壤为棕

壤!枯落叶层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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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落郁闭度较大!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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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天麻及其生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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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落中的细天麻数量不多!仔细搜寻后见到
$

株!时值
(

月中旬!正处于盛花期!其分布区周围有

丢荒地和耕地!人为活动频繁!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其种群能够在此环境中生存下来!实属不易!但也有

随时被开垦的可能'因此!应给予高度关注!必要时

可采取迁地保护&另外!应对其生物学特征开展更多

的调查研究!发现更大的种群!扩大其种群范围!以

便更好地对其加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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