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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日益恶化的喀斯特环境下叶附生苔类植物的分布状况，对广西中越边境喀斯特地区叶附生苔类植物多样性展开

调查。结果表明，广西中越边境喀斯特地区有叶附生苔类植物 5 科 15 属 43 种，其中，九洲疣鳞苔(Cololejeunea yakusimensis)、

巴氏薄鳞苔(Leptolejeunea balansae)、斯氏唇鳞苔(Cheilolejeunea streimannii)、麦氏细鳞苔(Lejeunea micholitzii)、巨齿细鳞苔

(L. kodamae)和纤细细鳞苔(L. exilis)为广西苔藓植物新记录。该地区叶附生苔类植物区系具有热带性质和东亚分布特点。与

邻近地区比较，该地区叶附生苔类植物与贵州茂兰的亲缘关系和区系关系最紧密。该地区叶附生苔类植物分布随海拔增加呈

增加趋势。那坡老虎跳保护区、龙州和宁明弄岗保护区以及靖西龙邦镇风水林是叶附生苔类植物分布最丰富的地区，因此，

建议应对这些地区的叶附生苔类植物进行优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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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reveal the distribution of epiphyllous liverworts in the fragile karst environment, the 

diversity of epiphyllous liverworts were investigated in karst region of Guangxi-Vietnam Bord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forty-three species of epiphyllous liverworts, belonging to 15 genera and 5 families in the 

karst region. Among them, six species, such as Cololejeunea yakusimensis, Leptolejeunea balansae, 

Cheilolejeunea streimannii, Lejeunea micholitzii, L. kodamae and L. exilis, are newly recorded from Guangxi. The 

epiphyllous liverworts flora of the karst region showed strong tropical and East Asian distribution character. There 

were the highest similarity between the karst region and Maolan Nature Reserve in species diversity and floristic 

relationship among seven neighbor areas. The distribution of epiphyllous liverworts in the karst region increased 

along the altitude. The species diversity of epiphyllous liverworts was rich in Laohutiao Nature Reserve, 

Nonggang Nature Reserve, and the Fengshui forests in Longbang Town, Jingxi County. Therefore, it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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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ed that these areas would be priority protected for epiphyllous liverworts diversity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Epiphyllous liverwort; Guangxi-Vietnam Border; Karst region; Species diversity; Bryoflora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1–2]，中越

边境是保护国际(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CI)确定

的全球 34 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热点地区之一[3]。广西

中越边境岩溶十分发达，发育了类型复杂的岩溶地

质景观和各种各样独特的小生境，为不同生态习性

的物种提供了有利生存条件，造就了较高的物种多

样化现象，使得该区在广西物种多样性特别是岩溶

植物多样性中占有重要地位[4]。然而，由于历史时

期对森林的过度砍伐，广西中越边境喀斯特地区植

被遭受严重破坏，局部甚至呈现石漠化的生态系统

退化景观，加上近年来为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 

天然植被不断地被农作物和人工林取代，使得本就有

限的森林植被被切割成斑块状，导致了野生动植物栖

息地的丧失和破碎化，其生存面临严峻的威胁[5]。 

叶附生苔类植物(以下简称叶附生苔)作为一类

附生在维管植物叶片表面的苔藓植物，适应于降雨

量大、空气湿度高、雨雾频繁以及直射光较弱的森

林环境，在热带、亚热带湿润森林中广泛存在[6–7]。

附着植物叶片的生长习性使其高度依赖于森林植

被，而通过大气汲取营养和水分的生活方式，使其

对环境变化的响应要比维管植物更敏感，在生境的

破碎化和环境的恶化下，这类植物将首当其冲受到

影响[8–9]。 

广西作为物种多样性较高的省份之一[10]，却鲜

有对叶附生苔的研究报道。1981 年，胡舜士等[11]

报道花坪林区2种叶附生苔：刺疣鳞苔[Cololejeunea 

spinosa (Horik.) Pandé & R. N. Misra]和单胞疣鳞苔

(C. kodamae Kamim.)，这是广西叶附生苔最早的报

道。此后很长时间广西叶附生苔的研究一直停滞不

前。2001 年，朱瑞良等发表了专著 Epiphyllous Liver- 

worts of China
[12]，记载中国叶附生苔 168 种，广西

仅有 7 种，提出广西是中国叶附生苔研究最薄弱的省

份。此后，广西也仅对十万大山和猫儿山进行过系统

的叶附生苔的调查研究[13–14]，广西叶附生苔调查和研

究的薄弱性仍未改变，而且这些研究也仅限于广西的

非喀斯特地区，对于占全区总面积达到 37.78%的喀

斯特区域来说，相关叶附生苔研究仍为空白。 

基于当前广西中越边境喀斯特地区面临的严

峻生态环境问题，优先开展叶附生苔的调查研究是

非常必要且紧迫的。因此，本研究首次对广西中越

边境喀斯特地区叶附生苔物种多样性展开调查，探

讨其区系特征以及与邻近地区的亲缘关系，分析资

源分布状况，为中国叶附生苔多样性研究增加新资

料，同时也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提供数据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广西中越边境喀斯特地区位于广西西南部, 22° 

07′~23°08′ N，105°33′~107°05′ E，北起那坡县百都

乡，往南依次经过靖西、大新、龙州和宁明 4 县。

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海拔落差超 1 000 m。那坡

县、靖西县平均海拔在 700 m 以上，其中，那坡县

妖皇山可达 1 603 m，大新县海拔为 300~500 m, 龙

州县、宁明县最低，约为 200~350 m。各县边境喀

斯特区域主要以峰丛、谷地、洼地等岩溶地貌为主，

并部分为石漠化区域；植被类型以石灰岩季雨林为

主，还有次生林及灌、草丛，那坡县还兼有沟谷季

雨林和常绿阔叶林成分；总体年均温为 20.5℃ ~ 

22.3℃，那坡县、靖西县因高海拔而年均温为 19℃ ~ 

20℃。气候主要受热带北缘季风气候影响，年均降

雨量 1 300 mm，雨季集中于 5-9 月，占全年降雨量

的 70%以上，干湿季节分明[6,15]。同时，各县边境均

设立植被保存较好的喀斯特保护区，如那坡县的老

虎跳自然保护区(自治区级)、靖西县的邦亮长臂猿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大新县下雷水源林保护区(自治区

级)和跨越龙州县、宁明县的弄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方法 
 

2.1 野外考察 

于2008-2009年和2012-2015年对广西中越边

境喀斯特地区进行了 10 余次野外考察和标本采集，

采集地点位于那坡、靖西、宁明、大新、龙州县的

喀斯特地区，调查范围涵盖边境线的保护区(老虎

跳、邦亮、下雷、弄岗)以及边境村屯的喀斯特原始

林、次生林(图 1)。 

 

2.2 标本鉴定 

调查共采集了 438号叶附生苔植物标本，分别

存放于广西植物研究所标本馆(IBK)和华东师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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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广西中越边境喀斯特地区叶附生苔采集示意图 

Fig. 1 Collection map of epiphyllous liverworts in karst region of Guangxi-Vietnam Border 

 

学生物博物馆(HSNU)。标本鉴定均于解剖镜和光学

显微镜下镜检，并参考 Epiphyllous Liverworts of 

China
[12]、《广东苔藓志》[16]、《云南植物志》第 17

卷[17]、《中国植物志》第 10 卷[18]等，种的拉丁学名

以世界苔类、角苔类植物名录[19]为参考，中文名称

以《中国生物物种名录》第 1 卷[20]为参考，并参照

种子植物分布区类型[21]对物种进行区系划分。 

 

2.3 相似性分析 

相似性系数[22]用于比较两地区植物区系的相

似性程度，反映区系间在地理上、发生上、亲缘程

度上的关系[22]。采用科、属、种(去除世界广布科、

属、种)相似性系数来确定广西中越边境喀斯特地区

与其它地区之间的相关程度，系数越高，表明两地

区叶附生苔物种组成越相似。Sperensen 相似性系

数 =2c/(a+b)，其中，a 为地区 A 的种(科、属)数, b

为地区 B 的种(科、属)数，c 为地区 A 和 B 的共有

种(科、属)数。 

 

2.4 植物区系的分析 

植物区系是植物界在一定的自然历史环境中发

展演化和时空分布的综合反映[21]。采用马克平等[23]

的方法，区系成分比率 FER=(FEi /T)×100%，式中，

FEi为某区系中 n种区系成分的第 i个区系成分的属

数或种数；T 为某区系各种区系成分的属数或种数

(世界分布类型不作统计)。 

3 结果和分析 
 

3.1 叶附生苔的物种多样性 

 

根据采集的叶附生苔植物标本，共鉴定出 5 科

15 属 43 种(附录)，其中 6 种为广西首次报道，包括

叶附生苔中较为广布的九洲疣鳞苔[Cololejeunea 

yakusimensis (S. Hatt.) Mizut.]和巴氏薄鳞苔(Lepto- 

lejeunea balansae Steph.)，以及越南特有种斯氏唇鳞

苔(Cheilolejeunea streimannii Pócs et Ninh)、海南的

麦氏细鳞苔(Lejeunea micholitzii Mizut.)、贵州的巨

齿细鳞苔(L. kodamae Ikegami et Inoue)和仅报道于

海南和台湾的纤细细鳞苔[L. exilis (Reinw., Blume & 

Nees) Grolle]。从表 1 可见，细鳞苔科(Lejeuneaceae)

为该地区叶附生苔的优势科，有 35 种，占总种数

的 81.4%；优势属为疣鳞苔属(Cololejeunea, 15 种)，

细鳞苔属(Lejeunea, 9 种)次之，分别占总种数的

34.88%和 20.93%。 

 

3.2 与邻近地区叶附生苔的相似性 

为了解广西中越边境喀斯特地区与邻近地区

叶附生苔的相似性，本研究选取热带、亚热带气候

范围内 6 个邻近地区与中越边境喀斯特地区进行比

较。大围山自然保护区[24]位于 103°39′~103°51′ E, 

22°28′~22°45′ N，海拔为 400~2 300 m, 为非喀斯特

地貌，南亚热带气候，植被类型为热带、亚热带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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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广西中越边境喀斯特地区叶附生苔的统计 

Table 1 Statistics of epiphyllous liverworts in karst region of Guangxi-Vietnam Border  

科 

Family 

种数 

Noumber of species 
% 

 属 

Genera 

种数 

Number of species 
% 

细鳞苔科 Lejeuneaceae 35 81.40  疣鳞苔属 Cololejeunea 15 34.88 

耳叶苔科  Frullaniaceae 3 6.98  细鳞苔属 Lejeunea 9 20.93 

羽苔科 Plagiochilaceae 2 4.65  唇鳞苔属 Cheilolejeunea 3 6.98 

扁萼苔科 Radulaceae 2 4.65  耳叶苔属 Frullania 3 6.98 

    薄鳞苔属 Leptolejeunea 2 4.65 

    羽苔属 Plagiochila 2 4.65 

    扁萼苔属 Radula 2 4.65 

 

绿阔叶林；猫儿山自然保护区[14]位于 110°20′~110° 

35′ E，25°48′~25°58′ N，海拔为 400~2 141.5 m, 为

非喀斯特地貌，中亚热带季风气候，植被类型为常

绿阔叶林；霸王岭自然保护区[25]位于 108°53′~109° 

12′ E，18°53′~19°20′ N，海拔为 350~1 350 m，为

非喀斯特地貌，热带气候，植被类型为热带山地雨

林、常绿林等；茂兰自然保护区[26]位于 107°52′~108° 

06′ E，25°09′~25°21′ N，海拔为 430~1 078.6 m, 为

喀斯特地貌，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植被类型为

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越南 Bidoup-Nui Ba 国家

公园[27]位于 108°21′~108°44′ E，12°00′~12°19′ N, 

海拔为 700~2 200 m，为非喀斯特地貌，高海拔热

带气候，植被类型为常绿阔叶林为主；十万大山自

然保护区[13]位于 107°32′~108°14′ E，21°43′~22°04′ 

N，海拔为 650~1 400 m，为非喀斯特地貌，热带

北缘季风气候，植被类型为北热带季雨林。 

从图 2 可见，广西中越边境喀斯特地区的叶附

生苔与 6 个邻近地区的亲缘关系较近，与 6 个地区

的科、属相似性系数均在 50%以上，反映广西中越

边境喀斯特地区的叶附生苔与这 6 个地区有明显的

亲缘性。物种水平上，与贵州茂兰的相似性系数最

高，达 46.88%，其次是十万大山(40.91%)，而与

Bidoup-Nui Ba 国家公园(24.72%)、猫儿山(21.05%)

的较低。 

 

 

图 2 广西中越边境喀斯特地区与邻近 6个地区叶附生苔的相似系数。DWS: 大围山自然保护区; MES: 猫儿山自然保护区; BWL: 霸王岭自然保护区; 

ML: 贵州茂兰自然保护区; ZYBJ: 广西中越边境喀斯特地区; BNB: Bidoup-Nui Ba国家公园; SWDS: 十万大山自然保护区。以下图表同。 

Fig. 2 Similarity coefficient of epiphyllous liverworts between karst region of Guangxi-Vietnam Border and other six regions. DWS: Daweishan Nature Reserve; 

MES: Maoershan Nature Reserve; BWL: Bawangling Nature Reserve; ML: Maolan Nature Reserve; ZYBJ: Guangxi-Vietnam Border karst region; BNB: 

Bidoup-Nui Ba National Park; SWDS: Shiwandashan Nature Reserve. The same is following Table and Figure. 

 

3.3 叶附生苔的区系特点 

广西中越边境喀斯特地区叶附生苔区系可划分

为 7 个类型(表 2)，包括 1 个世界广布成分、5 个热带

成分和 1 个东亚成分。热带成分占 87.18%，其中热

带亚洲成分最高(46.15%)，与 6 个邻近地区相同，均

以热带亚洲成分为主导，其他热带成分并存的热带区

系特点。此外，东亚成分在广西中越边境喀斯特地区

也较为突出，占 12.82%，表明其东亚分布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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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广西中越边境喀斯特地区与邻近 6 个地区的叶附生苔区系类型 

Table 2 Areal-types of epiphyllous flora in karst region of Guangxi-Vietnam Border and other six regions 

区系类型 Areal-type DWS MES BWL ZYBJ SWDS BNB ML 

1 世界广布成分 Cosmoplitan 1(-) 1(-) 3(-) 4(-) 2(-) 2(-) 1(-) 

2 泛热带成分 Pantropic 3(7.32%) 1(5.56%) 5(9.09%) 4(10.26%) 5(16.13%) 7(14.00%) 4(16.00%) 

3 热带亚洲至热带美洲洲际间断成分
Trop. As. to Trop. Amer. disjunct 

     1(2.00%)  

4 旧世界热带成分 OW Trop. 2(4.88%) 2(11.11%) 3(5.45%) 3(7.69%) 4(12.9%) 4(8.00%) 2(8.00%) 

5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成分  

Trop. As. to Trop. Oce. 

7(17.07%) 3(16.67%) 16(29.09%) 7(17.95%) 5(16.13%) 9(18.00%) 5(20.00%) 

6 热带亚洲和热带非洲成分  

Trop. As. to Trop. Afr. 

2(4.88%)  2(3.64%) 2(5.13%)    

7 热带亚洲成分 Trop. As. 24(58.54%) 9(50.00%) 25(45.45%) 18(46.15%) 14(45.16%) 27(54.00%) 11(44.00%) 

14 东亚成分 E. As. 2(4.88%) 3(16.67%) 2(3.64%) 5(12.82%) 3(9.68%)  3(12.00%) 

15 特有成分 Endemic        

15.1 中国特有成分 Endemic to China 1(2.44%)  2(3.64%)     

15.2 越南特有成分 Endemic to Vietnam      2(4.00%)  

 

区系谱分析反映了 7 个邻近地区间叶附生苔的

区系关系(图 3)。聚类结果表明，位于热带北缘至中

亚热带气候区的广西中越边境喀斯特地区的叶附

生苔与贵州茂兰、广西十万大山、广西猫儿山的聚

为一支，其中，与同为喀斯特地貌的贵州茂兰叶附

生苔区系关系最紧密，其次为非喀斯特地区的十万

大山、猫儿山；位于南亚热带至热带气候区的海南

霸王岭、云南大围山和越南 Bidoup-Nui Ba 国家公

园聚为一支，与广西中越边境喀斯特地区叶附生苔

区系关系相对较远。 

 

 

图 3 7个地区叶附生苔基于区系成分 FER的聚类图 

Fig. 3 Cluster diagram based on FER of epiphyllous liverworts in seven regions 

 

3.4 叶附生苔植物资源分布状况 

广西中越边境喀斯特地区地形复杂，由于地形

切割、植被立地条件、小尺度水文环境等因素差异，

导致叶附生苔在中越边境喀斯特地区有着特殊分

布情况。从表 3 可见，那坡县(33 种)、靖西县(24

种)的叶附生苔物种最丰富，其次为龙州县(19 种),

宁明县(12 种)和大新县(10 种)较低。各县叶附生苔

物种多样性均以细鳞苔科植物为优势分布物种，其

中，拟疣鳞苔(Cololejeunea raduliloba Steph.)、单体

疣鳞苔[C. trichomanis (Gottsche) Besch.]、日本疣鳞

苔[C. ceratilobula (P. C. Chen) R. M. Schust.]、巴氏

薄鳞苔(Leptolejeunea balansae Steph.)、狭瓣细鳞苔

(Lejeunea anisophylla Mont.) 、 暗 绿 细 鳞苔 (L. 

obscura Mitt.)等是最为常见的种类；其他科的物种

数量多为 1~2 种。总体上本地区叶附生苔物种主要

由细鳞苔科植物为主，数量表现为高海拔地区(那坡

县、靖西县)多于低海拔地区(大新县、龙州县、宁

明县)，呈现随海拔升高而物种多样性增加的趋势。 

进一步对研究区内叶附生苔在自然保护区内 

 

表 3 广西中越边境喀斯特地区叶附生苔物种多样性分布 

Table 3 Distribution of epiphyllous liverworts diversity in karst region of 

Guangxi-Vietnam Border 

 
那坡 

Napo 

靖西 

Jingxi 

大新 

Daxin 

龙州 

Longzhou 

宁明 

Ningming 

细鳞苔科 

Lejeuneaceae 

26 20 10 15 8 

耳叶苔科 

Frullaniaceae 

3 2   1 

扁萼苔科 

Radulaceae 

1 2  2 2 

叉苔科 

Metzgeriaceae 

1     

羽苔科 

Plagiochilaceae 

2   2 1 



486 热带亚热带植物学报           第 26 卷 

 

外分布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保护区中，以老

虎跳保护区的叶附生苔分布数量最多，达 31 种, 其

次为弄岗保护区(17 种)，两者明显高于邦亮保护区

(9 种)和下雷保护区(7 种)。除靖西县邦亮长臂猿保

护区外，各县份其他保护区内的叶附生苔物种多样

性明显高于非保护区。非保护区中，靖西县的叶附

生苔数量最多(23 种)，且高于该县的邦亮保护区, 

而那坡、大新、龙州和宁明县分布的叶附生苔数量

分别为 10、4、7 和 7 种。靖西县非保护区叶附生

苔主要集中分布于龙邦镇风水林(18 种)和古龙山次

生林(13 种)。龙邦镇风水林是中越边境喀斯特非保

护区中叶附生苔最丰富的地方，甚至高于弄岗保护

区。因此，广西中越边境喀斯特地区较高的叶附生

苔物种多样性体现在那坡县老虎跳保护区、弄岗保

护区和靖西县龙邦镇风水林。 

 

4 讨论 

 

广西中越边境喀斯特地区叶附生苔物种多样

性丰富，共 5 科 15 属 43 种，其中，6 种为广西首

次报道，主要是一些广布种类和地区特有种类，这

些新发现充分说明广西叶附生苔类植物资源的丰

富，有必要继续发掘。广西中越边境喀斯特地区叶

附生苔的优势科为细鳞苔科，优势属为疣鳞苔属, 

这体现了典型叶附生苔类植物的组成结构。 

广西中越边境喀斯特地区叶附生苔区系特点

为以热带亚洲成分为主，东亚成分丰富。这与前人

对中越边境藓类植物区系[28]和广西石灰岩蕨类植

物区系[29]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在与 6 个邻近地区叶附生苔的相似性和区系关

系研究上，广西中越边境喀斯特地区叶附生苔均体

现了与同为喀斯特地貌的贵州茂兰较为密切的关

系。广西中越边境与贵州茂兰的气候类型和植被略

有差异，但两者同属亚热带喀斯特区，发育的岩溶

植被是一种非地带性植被，主要不是受到气候的制

约，而是受地域性环境如地质的影响[30]，叶附生苔

虽是附生于植物叶片，但生存上并不依赖于地表, 

而依赖于森林环境，喀斯特所形成的独特漏斗洼

地、峰丛洼地、谷地等复杂负地形及山地小气候特

点促使其森林环境要比其他非喀斯特地区更为相

似。因此，在 6 个邻近地区中尽管十万大山在地理

位置上与本研究区最为接近，且均受热带北缘季风

气候影响，但两地区的物种相似性及区系关系仍不

及与贵州茂兰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喀斯特

地貌背景对叶附生苔物种分布和区系建成的重要

影响。 

广西中越边境喀斯特地区各县的年均降雨量

相差不大(那坡县 1 394 mm，靖西县 1 363 mm，大

新县 1 362 mm，龙州县及宁明县 1 150~1 550 mm)，

但各县的海拔不同，那坡县、靖西县多数地区海拔

在 700 m 以上，其它 3 县为 150~500 m，那坡县、

靖西县叶附生苔多样性较高的结果，与前人认为叶

附生苔最适生长海拔 700~1 600 m 的观点相符[12]。

因此，广西中越边境喀斯特地区叶附生苔物种多样

性分布表现为高海拔地区(那坡县、靖西县)多于低

海拔地区(大新县、龙州县、宁明县)，呈现随海拔

升高而物种多样性增加的趋势。 

对广西中越边境喀斯特地区叶附生苔分布的

分析表明，其较高的叶附生苔物种多样性体现在那

坡县老虎跳保护区、龙州和宁明弄岗保护区以及靖

西县龙邦镇风水林中，保护区仍是其主要集中分布

区。老虎跳保护区海拔 800~1 600 m，是叶附生苔

最适生长海拔范围，区内发育的沟谷季雨林、石山

季雨林、常绿落叶阔叶林等复杂森林植被，为叶附

生苔提供了较好的生存条件；弄岗保护区海拔

150~500 m，并不属于叶附生苔最适生长的区域, 

但其区内保存着目前最好的北热带石灰岩季雨林, 

且峰丛洼地、峰丛谷地发育良好，其底部在森林植

被覆盖下可形成湿热环境，为叶附生苔提供良好的

生存环境。因此，老虎跳保护区和弄岗保护区的叶

附生苔物种多样性较为突出。另外，在本研究中, 非

保护区的龙邦镇风水林具有较高的叶附生苔物种

多样性，是除保护区外的一个宝贵叶附生苔资源

区。风水林是当地村民民俗习惯自发形成的一类

保护性原生植被，是居住地附近的小片茂盛森林，

其蕴含了丰富的林木资源，被认为是难得的生物

物种基因库[31–32]，因此，龙邦镇风水林具有如此

丰富的叶附生苔资源并不奇怪。但值得注意的是，

保护区由于保存了较大面积的完整的森林植被往

往可以得到较好的重视与保护，而分散的小面积

风水林则很容易被忽略。鉴于老虎跳、弄岗保护

区以及龙邦镇风水林是广西中越边境喀斯特地区

叶附生苔的主要集中区域，建议在未来对叶附生

苔类植物多样性进行保护过程中，老虎跳保护区、

弄岗保护区, 尤其龙邦镇风水林应考虑作为优先

保护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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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 广西新记录; **: 中国新记录。 

羽苔科 Plagiochilaceae 

1. 裂叶羽苔 Plagiochila furcifolia Mitt. 那坡、龙州、宁明 

2. 刺叶羽苔 P. sciophila Nees 那坡、龙州 

扁萼苔科 Radulaceae 

3. 尖舌扁萼苔 Radula acuminata Steph. 那坡、靖西、龙州、宁明 

4. 阿萨密扁萼苔 R. assamica Steph. 靖西、龙州、宁明 

耳叶苔科 Frullaniaceae 

5. 皱叶耳叶苔 Frullania ericoides (Nees) Mont. 那坡、靖西、宁明 

6. 列胞耳叶苔 F. moniliata (Reinw., Blume & Nees) Mont. 那坡 

7. 盔瓣耳叶苔 F. muscicola Steph. 那坡、靖西 

细鳞苔科 Lejeuneaceae 

8. 南亚瓦鳞苔 Acrolejeunea sandvicensis (Gottsche) Steph. 宁明 

9. 肾瓣尾鳞苔 Caudalejeunea reniloba (Gottsche) Steph. 龙州、宁明 

10. 圆叶唇鳞苔 Cheilolejeunea intertexta (Lindenb.) Steph. 那坡 

11. 
**斯氏唇鳞苔(新拟) C. streimannii Pócs & Ninh 那坡、龙州、宁明 

12. 粗茎唇鳞苔 C. trapezia (Nees) Kachroo & R. M. Schust. 那坡 

13. 薄叶疣鳞苔 Cololejeunea appressa (A. Evans) Benedix 那坡 

14. 日本疣鳞苔 C. ceratilobula (P. C. Chen) R. M. Schust. 那坡、大新、

龙州、宁明 

15. 陈氏疣鳞苔 C. chenii Tixier 大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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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线瓣疣鳞苔 C. desciscens Steph. 那坡、靖西 

17. 密刺疣鳞苔 C. haskarliana (Lehm.) Schiffn. 那坡 

18. 瓣疣鳞苔 C. lanciloba Steph. 那坡、靖西、龙州 

19. 阔瓣疣鳞苔 C. latilobula (Herzog) Tixier 那坡、靖西、龙州 

20. 鳞叶疣鳞苔 C. longifolia (Mitt.) Benedix ex Mizut. 那坡、靖西、大

新、龙州 

21. 大苞疣鳞苔 C. madothecoides (Steph.) Benedix 那坡、靖西 

22. 粗齿疣鳞苔 C. planissima (Mitt.) Abeyw. 那坡、靖西、大新、龙州 

23. 拟疣鳞苔 C. raduliloba Steph. 那坡、靖西、大新、龙州、宁明 

24. 锯齿疣鳞苔 C. serrulata Steph. 那坡、靖西、龙州 

25. 岩生疣鳞苔 C. sintenisii (Steph.) Pócs 靖西 

26. 单体疣鳞苔 C. trichomanis (Gottsche) Besch. 那坡、靖西、大新、龙

州、宁明 

27. 
*九洲疣鳞苔 C. yakusimensis (S. Hatt.) Mizut. 那坡 

28. 叶生角鳞苔 Drepanolejeunea foliicola Horik. 那坡、靖西、龙州 

29. 狭瓣细鳞苔 Lejeunea anisophylla Mont. 那坡、靖西、大新、龙州、

宁明 

 

 

 

 

 

 

 

 

 

 

 

 

 

 

 

 

 

 

 

 

 

 

 

 

 

 

30. 瓣叶细鳞苔 L. cocoes Mitt. 那坡 

31. 神山细鳞苔 L. eifrigii Mizut. 大新 

32. 
*纤细细鳞苔 L. exilis (Reinw., Blume & Nees) Grolle 靖西 

33. 黄色细鳞苔 L. flava (Sw.) Nees 那坡 

34. 
*巨齿细鳞苔 L. kodamae Ikegami & Inoue 那坡 

35. 
*麦氏细鳞苔 L. micholitzii Mizut. 那坡、靖西 

36. 暗绿细鳞苔 L. obscura Mitt. 那坡、靖西、大新、龙州 

37. 疣萼细鳞苔 L. tuberculosa Steph. 靖西 

38. 
*巴氏薄鳞苔 Leptolejeunea balansae Steph. 那坡、靖西、大新、龙州、

宁明 

39. 尖叶薄鳞苔 L. elliptica (Lehm. & Lindenb.) Besch. 那坡、靖西 

40. 褐冠鳞苔 L. subfusca (Nees) Schiffn. 那坡 

41. 斑叶细鳞苔 Microlejeunea punctiformis (Taylor) Steph. 靖西 

42. 皱萼苔 Ptychanthus striatus (Lehm. & Lindenb.) Nees 龙州 

叉苔科 Metzgeriaceae 

43. 平叉苔 Metzgeria conjugata Lindb. 那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