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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eties parasitized on what host plant families is tabulated． 

Key words： Fungi；M eliolales；Floristic composition；Hosts；China 

小煤 炱 目Meliolales真 菌是寄生于高等植物上的一类专性寄生菌 ，种类较 多。已知有 

2 240多种【I' 。有关研 究见于 Hansford[“、Hosagoudar等【’】和 Hawskworth等【3】。中国小煤炱 

目的研究主要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 ，在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等 资助下 ，胡炎兴等 ’ 】和 

宋斌等 】对中国小煤炱 目进行了全面深 入的系统调查和系统 分类 学研究。本文是在上 

述研 究基础上结合有关文献资料 ，对中国小煤炱 目的种类组成 、生态分布和寄主进行 了 

统计分析，按照小煤炱 目属或种的分布型资料分析 了该类群的区系地理成分 。 

1材料和方法 

材料 研究材料均是采 自中国的小煤炱 目标本及其研 究资料⋯ 。标本绝大部分 

保存在广 东省微生物 研究所(HIMGD)，部 分保存在 中国科学 院微生物研究所菌物标本馆 

(HMAS)。 

方法 小煤炱菌的鉴定依据 Hansford[。 和 胡炎兴等 的方法。种类组成、生态分布 

及寄主等 以作者观察过 的标本为基础进行统计分析 。所有分类 单元 (属、种 )的区系地 

理成分依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加 以确定。 

2 结果和讨论 

2．1 种类组成 

研究资料表 明，中国小煤炱 目 (仅有一个科 ，小煤 炱科 Meliolaceae)有 7属 341种和 

变种 (表 1)，占全世 界该类群的 15％，与印度 的种数相接近，是世界最多小煤炱菌的国 

家[i,2,i61。近年来发现新种或新变种 5O个，国内新记录种 170个 ，新记录属 1个，新组合种 

2个 ，占国内该类群的 65％以上。 

2．2 生态分布 

表 1可知 ，中国小煤炱 目以广 东的种类最 多，有 7属 169种和变种 ：其次是海南 (5 

属 124种和变种 )；台湾和云南并列第三 (7属 105种和变种)；以后依 次是福建 (5属 58 

种和变种 )、广 西 (4属 36种和变种 )、安徽 (4属 l2种和变种 )、浙江 (4属 1 1种和变 

种 )、江 西和湖南 (4属 l0种和 变种 )、贵州 (3属 7种 和变种 )、四川 (3属 4种 和变 

种)、湖北最少 (1属 1种 )。在纬度 35。N 以上的省区，作者经过十多年调查，至今仍 未 

收集到有关标本或分布记录 。显然，中国小煤炱 目主要分布在热带亚热带地区 ，种类随 

着纬度的增加而减少。同时还发现 ，在 同一地区，小煤炱 目出现 的频度随海拔高度 的变 

化而变化，这种现象在高纬度且在海拔 1 500 m 以上的地区表现尤其明显【17]，这可能是 

同一区域里不同的垂直 自然带水热条件和植被类型差异的影响。 

2．3 寄主 

根据统计，中国小煤炱目的寄主植物有 98科 280多属 620多种和变种。按照吴征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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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小煤炱 目各属的分布 

Table I Distribution of genera in Meliolales in China 

⋯  

种数 (Number ofspecies) 品Z
．Kd~ 

J、株  目 ／fill ⋯ ⋯ 。 

Genera 中国 世界 占世界比例 Distribution in China 

China W orld ％ ofworld species 

双孢炱属 2 46 4~／o GX(2)、HN(I)、TW(I)、GD(I)、YN(I) 

Anutzonia 

附丝壳属 22 56 39％ GD(12)、TW(I 1)、FJ(7)、HN(5)、GX(3)、JX(3)、YN(2)、AH(2)、 

Appemlix：ulella HUN(1) GZ(1)、zJ(1)、sc(1) 

明孢炱属 5 10 50*／, TW(3)、GD(3)、YN(1)、FJ(I)、An(I)、 (1) 

ArgglO／~／／a 

小光壳炱属 54 361 15％ GD(31)、,nq(i7)、HN(16)、TW(10)、FJ(10)、JX(3)、AH(3)、 

A sw．ridiella (2)、GZ(1) 

针壳炱属 16 140 I1％ GD(9)、HN(6)、Y (6)、TW(2)、GX(2)、FJ(2)、JX(I)、sc(I) 

lrenopsls 

小煤炱属 239 1625 l5％ GD(I 12)、HN(96)、YN(77)、TW(75)、FJ(38)、GX(29)、HUN(9)、 

Meliola ZJ(7)、AH(6)、GZ(5)、JX(3)、SC(2)、HUn(1) 

毛丝炱属 3 4 75％ TW(3)、GD(1)、YN(1) 

Prataprajella 

总计 341 2242 l5％ GD(169)、HN(124)、TW(105)、YN(105)、FJ(58)、GX(36)、 

Total AH(12)、 (I1)、Jx(10)、HUN(10)、GzC7)、SC(4)、HUB(1) 

AH：安徽 Anhui；FJ：福 建 Fujian：GD：广 东 Guangdong：GX：广 两 Guangxi；GZ：贵 州 Guizhou：HN；海 南 

Hainan；HUB：湖 北 Hubei；HUN：湖 南 Hunan：JX：江 西 Jiangxi；SC： 川 Sichuan：Tw：台湾 Taiwan；YN：云南 

Yunnan： ZJ：浙江 Zhejiang。 括 内的数字表示该地 L父所发现的小煤炱菌种数 Numbers in parentheses indicate the 

number of species where distributed． 

方法【I8 对寄主属进行划分 ，其 中热带成分 的有 215属 (占 76．8％以上 )，世 界分布 的有 5 

属 (占 1．8％)，东亚分布 l3属 (占 4．6％)，中国特有属 3属 (占 1．1％)，温带及其它约 

44属 (占 15．7％)。说 明中国小煤炱 目的寄主植物属是 以热带成分为主。 

中国小煤 炱 目种类 主要集 中在 壳斗科 (4属 25种 )、樟科 (4属 25种 )、蝶形花科 

(1属 l7种 )和大戟科 (4属 l3种 )中 (表 2)。在这 4个寄主科 (占总寄主科 的 4．1％) 

中，寄生了 23．5％的小煤炱菌，可见小煤 炱菌对寄主具有一定的选择性 。 

在属级单位中，小煤炱菌对寄主也具有一定的选择性 。如 明孢炱属 5种全部寄主在 

樟科植物上 。双孢炱属 2种分别寄生在卫茅科和紫金牛科上。毛丝炱属 3种分别寄生在 

壳斗科和省沽油科上。针壳炱属 l6种分布在 l1个寄主科上，在梧桐科 (3种)、锦葵科 

(3种 )、大戟科 (2种 )中就有 8个种 ，占 50％，其余 8种均分在 8科 中。附丝壳属 22种 

分布在 l4个寄主科上 ，在壳斗科 (5种 )、蔷薇科 (3种 )、胡桃科 (2种 )、樟科 (2种 ) 

中有 l2种 ，占 54．5％，其余 l0种均分在 l0个科中。小光壳炱属 54种和变种有寄主植物 

44科 ，其中壳斗科 (3种 )、忍冬科 (3种 )、大戟 科 (2种 )、蔷薇科 (2种 )、杨梅 科 (2 

种 )、芸香科 (2种 )、木兰科 (2种 )、杜鹃花科 (2种)和茶科 (2种 )有 小煤炱菌 20种 ， 

占 37．0％，其余 34种均分在 35科 的寄主 中。小煤 炱属 239种和变种寄生在 78科植物 

上，樟科 (17种)、蝶形花科 (17种)、壳斗科 (15种 )、茜草科 (9种 )、大戟科 (8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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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床科 Acanthaceae 
馘科 Aceraceae 

龙舌兰科 Agavaceae 

八角枫科 Alangiaceae 

漆树科 Anacardiaceae 

番荔枝科 Annonaccac 

夹竹桃科 Apocynaceae 

冬青科 Aquifoliaceae 

大南星科 Araccac 

五加科 Araliaceae 

萝摩科 Asclepiadaceac 

紫葳科 Bignoniaceae 

橄榄科 Burseraceae 

云实科 caesa1piniaceae 

白花菜科 Capparidaceae 

忍冬科 Caprifoliaceae 

卫茅科 Cclastraceae 

菊科 Compositae 

牛栓藤科 Connaraceae 

旋花科 Convolvulaceae 

山茱萸科 Comaceae 

葫芦科 Cucurbitaceae 

莎草科 Cyperaceae 

交让木科 DaphniphyIlaceae 

五桠果科 Dilleniaceae 

薯蓣科 Dioscoreaceae 

柿树科 Ebenaceae 

杜英科 Elaeocarpaceae 

杜鹃花科 Erlcaceae 

鼠刺科 Escalloniaceae 

大戟科 Euphorbiaceae 

壳斗科 Fagaceae 

大风了科 Flacourtiaceae 

买麻藤科 Gnetaceae 

禾本科 Gramineae 

藤黄科 Guttiferae 

金缕梅科 Hamamelidaceae 

莲叶桐科 Hcmandiaceae 

绣球花科 Hydrangeaccae 

金丝桃科 Hypericaceae 

茶茱萸科 lcacinaceae 

八角科 llliclaccac 

胡桃科 Juglandaceae 

樟科 Lauracea~ 

马钱科 Loganiaceae 

桑寄生科 Loranthaceae 

木兰科 Magnollaceae 

金虎尾科 Malplghiaceae 

锦葵科 Malvaceae 

l 

5 

l 

2 

2 5 

3 

l 

l 

I 

I 

(I) 

2 

2 

l 

3 

l 7 

4 

l 

l 

2 
． ． ．  

6  6  7  3 ． 6  4 ． ． 5 ． 5  3  2 ． 3 ． ． ． 2 ． ． 2  3 ．  2 ． 7  3  6  2  2 ． ． ． 3  2  4 ． 3  

● ● ●

6  6  7  2 ● 6  4  ● 5 ● 2 ●  ● 3  ● 2  ● ● 8  ● ● 7  3  4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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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Continued) 

寄主科 
HostFam 

双孢炱属 附丝壳属 明孢炱属 小光壳炱属 针壳 炱属 小煤炱属 毛丝炱属 合计 

A mazoniH Apt~endb：ul mI A rmat nn As 『ifl nn l T“Jt sis MPlio } mf巾r删eHn Total 

野牛十丹科 Melastomataceae 

楝科 Meliaceae 

防已科 Menispermaceae 

含羞草科 Mimosaceae 

桑科 Moraceae 

杨梅科 Myricaceae 

肉豆蔻科 Myristicaceae 

紫金牛科 Myrsineaceae l 

桃金娘科 Myrtaceae 

紫茉莉科 Nyctaginaceae 

木犀科 Oleaceae 

山柚子科 Opiliaceae 

棕榈科 Palmae 

露兜树科 Pandanaceae 

蝶形花科 Papilionaceae 

列木科 Pentaphylacaceae 

海桐花科 Pittosporaceae 

罗汉松科 Podocarpaceae 

山龙眼科 Proteaceae 

毛良科 Ranunculaceae 

鼠李科 Rhamnaceae 

蔷薇科 Rosaceae 

茜草科 Rubiaceae 

芸香科 Rutaceae 

清风藤科 Sablaceae 

天料木科 samydaceae 

檀香科 Santalaceae 

无患子科 Sapindaceae 

山榄科 Sapotaceae 

五昧子科 Schizandraceae 

玄参科 Scrophulariaceae 

卷柏科 Selaginellaceae 

菝葜科 Smilacaceae 

茄科 Solanaceae 

海桑科 Sonneratiaceae 

旌节花科 Stachyuraceae 

省沽油科 Staphyleaceae 

梧桐科 Sterculiaceae 

安息香科 Styracaceae 

山矾科 Symplocaceae 

紫杉科 Taxaceae 

杉科 Taxodiaceae 

山茶科 Theaceae 

椴树科 Tiliaceae 
榆科 Ulmaceae 

越桔科 Vacciniaceae 

马鞭草科 Verbenaceae 

葡萄科 Vitaceae 

合计 Total 2 

I 

I(I) 

l 

l 

l 

2 

l 

1 

l 

54(2) 6 

3 

I 

2 

I 

5 

2 

239(I) 

6 

3 

34I(3) 

括号中的种为可疑种 Numbers in parentheses arethe numberofuncertain species 

5  4  2  4  5  2  2  4  7 ● 7 ● 3 ●  ． ． ． 2 ． ． 7  

m 7 ． ． 3 8 2 2 ． ． ． ． ． 2 4 5 5 ． ． 5 2 3 4 

4  4  2  3  3  ● 3  6 ● 6 ● 3 ●  ● ● ● 2 ● l  2  9  5  3  7 _ - _ _ - - ● l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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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本科 (7种 )、夹竹桃科 (7种 )、无 患子科 (7种 )、木犀 科 (6种 )、桃金娘科 (6种 )、 

番荔枝科 (6种 )、漆树科 (6种 )、五加科 (6种 )、云实科 (5种 )、马鞭 草科 (5种 )、芸 

香科 (5种 )、萝蘼科 (4种 )、马钱科 (4种 )、野牡丹科 (4种 )、楝科 (4种 )、山矾 科 (4 

种 )和金缕梅科 (4种 )中的小煤炱就有 156种，占 65．3％，其余的种分布在 56科寄主 中。 

在种级 单位 ，如外 来双孢 炱 Amazonia peregrina Syd．、美座 附丝 壳 Appendiculella 

calostroma(Desm．)Hoehnel、不全 小光壳 炱 Asteridiella m,011,Ca(El1．et Mart．)Hansf．、无 花 

果针壳炱 Irenopsis ben．gueter~ds Stev．et Rold．ex Hansf．、鼠刺小煤 炱 Meliola cylinArophora 

Rehm、桢楠小煤炱 Meliola machili Yam．等在各 自寄主科上对 寄主 的选择较广泛 ；有 一 

些种则混生在 同一寄主甚至在 同一片叶上，如壳斗科 的许多小煤炱菌都有混生『4' 。这种 

现象值得进一步研 究。 

2．4 区 系地理 成 分 

2．4．1属的分析 

真菌的区系地理成分是按照属或种 的分布型划分 。目前对小煤炱 目各属种 的现代分 

布区还 了解不多 ，资料较少。本文根据现有的资料 ，对中 国小煤炱 目 1科 7属 341种和变 

种的区系地理成分进行初步分析研究 。。 

中国小煤炱 目的属主 要分为三个类型：(1)热带成分或热带成分为主 的属，如 

Appendiculella，Armatellh，Asteridiella，Irenofisis和 Meliola 5属 ，占 71．4％；(2)美洲 、亚洲 和 

非洲成分的属，如A171 Jlzol'l,~‘a：(3)热带亚洲成分的属，妞 印raiella仅在中国和印度有分布。 

2．4．2 种的分析 

参照庄剑云【 】和臧穆[2o】的方法，可以将中国小煤炱目341种和变种的区系地理成分 

分成 1 1种类 型 (El-El 1)。以下缩 写 (Amazonia)、 App．(Appendiculella)、 Ar． 

rmatella)、A ． steridiella)、Ir．(IrenopsZq、M．(Meliola)、Pr．f 叩rajella)。 

(1)广布成分 (E1) 指在世界各大洲都有分布但没有特殊的分布中心的种。在中 

国只有 ．calostroma 1种，占总种数的 0-3％。 

(2)泛热 带成 分 (E2) 指主 要分 布于 南北 半球 热 带的种 ，有些 种可 达亚 热 带 

至 温 带 。属 于 此 成 分 的 中 国 小 煤 炱 菌 有 3属 25种 ，占总 种 数 的 7．3％。 它 们 是 

Ast． melcL~tomatocearttm，Ast． entebbeenM~，Ast． 'tremae，lr． aciculosa，lr． molleriana，M
． 

praeterv~~a，M． knowhoniae， M． polytricha，M． bicorn~~，M． galactiae，M． teramnii， M． 

caper~is，M． brachyodonta，M． m讲 ，M ．simillima，M ．psychotriae，M ． tunkiaen,d M
． 

solani， M． woodiana,M． clayulata,M． malacotricha,M． clerodemtricola．M． elaeidis．M ． 

panici，M ．i~etariae。 

(3)热带亚洲、热带美洲成分 (E3) 指间断分布于美洲和亚洲 热带地 区的种 ，有 

些种可达两洲 的亚热带地区。属于这种成分 的有 3属 31种 ，占总种数的 9．1％。它们为 

Ast．werderma~nii，Ast．fidetZ~，Ast．glabra var．isertiae，Ast．n，Tzc ，】 o en，Ast．， e，_帆n， 

Ast． cecropiicola，Ast． tersa，Ast． ．~opotacearum，Ast． err~l~q
， Ir．triumfettae，Ir．sidicoZn． 

Ir．p纰 Ze ，Ir． senecionis
， M．m．isantecae，M．saccardoi，M．singaporen．~is，M．actwiaru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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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dbe 伽 ，M． denticulata，M． cisCOll,a，M． celtidum，M． c rri，M． mac．ropoda，M． 

parenzhymatica，M ．1an ra，M． weigeltii，M． vaccinii，M ．styracaceaerum，M． m~tyapeicola， 

M ．1aevipoda，M ．smilac~~。 

(4)旧世界热带成分 (E4) 指分布于东半球 (亚洲 、非洲和大 洋洲地 区及邻近 

岛屿 )的种 。属于这成分的只有 M．arumtinis 1种 ，占总种数的 0．3％。 

(5)热带亚洲 、热带大洋洲成分 (E5) 指分布于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的种 。中 

国的小煤 炱菌属于这成分的有 2属 7种 ，占总种数的 2．1％。它们 是 App．后 ，M． 

eugeniae-jamboloid~vat． ￡ ， M．1eptospermi，M．schefflerae，M．diosp9Ticola，M． 

melodini，M． m~erenhoutiamt。 

(6)热带亚洲、热带非洲成分 (E6) 指从热 带非洲分布至热带亚洲的种 。中国 

的小煤 炱菌属于此成分 的有 4属 55种 ，占总种数 的 16．1％。它们是 A pergrina,A航 

deightonii，A t．syzygii，Ast．e，】．ze66ee， ，Ast．scabra,Ast．myricicola，lr．triumfettae vat． 

vanderystii，lr．byttneriicola,lr．m,o~oJ"Hll,g(1e，M．artabotrydis M．borneen．~is，M．btHneens vat． 

ugandae，M． cleistopholid~ M．kupren ，M． popowiae va~．mon0也)rne，M． uncitricha,M． 

capparidi．~， ot 如 ， heudelotii， garciniae， mammeicola,M． triplochiton~，M． 

jfln|n e ，M．aethiops vat．minor，M．erythrophloei，M．desm~dii·laxiflori，M．indigoferae，M． 

celtidis vat．prantlii，M．osyrid~，M．bakeri，M．fisrcata var．major，M．trichiliae，M．doidgeae，M． 

geniculata，M．agelaeae，M．butyrospermi，M．maesicola,M．myrsinacearum，M．strychnicola,M． 

warneckei，M．petiolaris，M．1ittoralis，M．heteroseta,M．gemellipoda,M．oleicola，M．alstoniae， 

M．a~clepiadacearum，M．cookeana vat．viticis，M．dracaenicola,M．palmicola var． (1nn，M． 

panici vat．panicicola等 。 

(7)热带亚洲成分 (E7) 指分布范围包括印度 、斯里兰卡 、中南半 岛、印度尼 西亚 

和菲律 宾的种 。此成分 的中国小煤炱菌有 4属 ll6种 ，占总种数的 34．O％。它们是 Ar． 

katumotoi，A r． 1itseae，Ast． knemae，Ast． thwaitesii，Ast． co agosa，Ast． nudloticola,Ast． 

verrucosa,Ast．pygei，Ast．cyclobalanopsicola,Ast．quercina，Ast．gymnosporiae，Ast．obesa var。 

clail~en,oe，Ast．meliosm,ae，Ast．rhododendri，Ast．vacciniicola,Ast．1in~cieriae，Ast．ebuli，Ast． 

viburni，Ast．thunbergio~，A t．Jbrmosen．~is，lr．tjiboden．~e，lr．bengueten．~is，lr．1eeae var． 

"／．qis，lr． s 如 ， actin~daphnes， acut~~eta,M． antioquen,~is，M． beilschmiediae 

var．cinnam~mi，M． drepamwhaeta var． sign ， M． 1inderae，M． 1itseae，M． 1itseae var． 

rotundipoda,M．machili，M．neolitseae，M．teradeniae，M．illiger(1e，M
． p~oniae，M．hydnocarpi． 

M．schimicola,M．theacearum，M．eugeniae-jaraboloidis，M．eugeniicola,M．myrtacearum，M． 

mediniUae，M． memecyli，M．alchorneicola,M． brnch pod M．glochidii，M．glochidiicola,M． 

ram~sii，M．sauropicola,M．cylindropb~ra,M．form,sen,~is M．rubiella,M．robin．~onii，M． 

6 em ， caesalpiniicola, abrupta, 6帆 r’ em ， 6帆 f册  
， 

clitoriae， 

heterocephala,M． in,carpi， M． i'n,ll~unlTa vaF
． hirsutae，M． zoUingeri，M． symingtoniae，M． 

quercina,M． bangaloren．~is，M． microtricha,M． 1ophopetali，M
．
charapereiae，M． butleri，M． 

]I瓣 i丽 蕊 _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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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M．tenella,M． ceriopsidi~，M． opposita,M．parvula, M． capemis var．euphoriae，M． 

commixta,M． erioglossi，M． otophorae，M． opaz~ M． rdangii，M．pectinata，M． diospyri，M． 

symplocaceaerum，M．symplocicola,M． flefle，M．petchii，M．ja~minh'ola,M．araboinen．~is，M． 

trachelospermi，M．hoyae，M．telosnu~，M．telosmae var．tylophorae，M．ixortte，M．prdmt,anen．d．~， 

M．viburni，M．erycibes，M．callicarpae，M．callicarpicola,M．1ivistoniae，M．juttingii，M． 

bcunbtame，M．boedijnirma，M．oloctuiae，M．phyllostachyd~，Pr．turpiniae等 。 

(8)北温带成分 (E8) 此成分指广泛分布于欧洲 、亚洲和北美洲温带地区的种 

类 ，个别种 由于历史和地理原 因可 向南达南半球热带甚至温带 ，但分布 中心仍在北温带 

的种 。此成分 的中国小煤炱菌只有 M．niessletm~和 M．，)n l属 2种，占总种数的 

0．6％ 。 

(9)东亚 一北美洲成分 (E9) 指间断分布于东亚和北美 的种。中国的小煤炱菌 

属于这成分的仅有 M．osmanthi 1种 ，占总种数的 0．3％。 

(10)东亚成分 (El0) 指主要分布于亚洲东部的种 。属于这成分的中国小煤炱 

菌有 3属 6种，占总种数的 1．7％。如 A rI litseae var．bonineensis，Ast． u6 ， koae， 

dichotoma,M．boninem i~，M．ard~iae。 

(11)中国特有成分 (E11) 指 目前仅在 中国发现 的种 。属于这 一成分 的有 7属 

96种 ，占总种数 的 28．2％。它们 是 Am．celtutri，App．photiniicola,App．ar~anemis，App． 

ca．~tanopsifoliae，App．koni~hii，App．1ittmcarpicola，App． Il e ，App．engelhardtiae，App． 

m )，伽  ， App． styracicola, App． styracicola vaE minor, App． cunninghamiae， App． 

micheliicola,App．ctueariicola,App．stemhyuri,App．engelhardtiicola,A r．form,,．~na,A r． 

1ongi．~pora,Ast．hydrangeae，Ast．rosae，Ast．pitheceUobii，Ast．cr f删  ，A f．1on&erae，A f． 

iUicii，Ast．ktuL~uricola,Ast．eutinandricola,Ast．cratoxylicola,Ast．stachyuri，Ast．acronychiae
． 

Ast．tapi~ciicola,Ast．engelhardtiicola,Ast．gaffu．~saciae var．craibiodendri，Ast．blunteicola,lr． 

1oramhi，lr． hiptages，M． keutsurae，M． micheliae，M． beilschmiediae，M． sempeierr~ ，M
．  

perictunpyli，M．cameUiicola，M ．kt e ，M．pileostegiae，M．euchrestae，M．ctutanopsina
, 

M．cnstmmps ．M．cyclobalan~psina,M．cyclobalanopsina var．globopodia, M．kawakwnii, M． 

kiraiem ~ M．kodaihoemi~ M． ramulicola, M．shiiae． M．subpellucida, M． taityuen．~is
， M． 

taiwaniana, M． ilicicola, M． suisyaens~， M．ventilagini~， M． aceris， M． acanthopanci~
， M． 

araliicola, M． flln hyl M． styracis， M． symploci， M． symplocicola var． chinen．~  M． 

mephitidiae， M．garciniicola, M． mnm ns ， M．mappianthicola, M． dendrotrophicola, M
． 

cyclobalanopsina var．globopodia,M．1ithocarpina 伽 r． ngyfln 
， M．yuanjiangerrds M． 

hainmaensis，M．rhodoleiicola,M．tapi~ciicola, M．1oropetdicola, M
． gneticola, M．dualmngae． 

舱 lianchangen．~ ， mitragynicola var．wendlandiicola, M
．
altingiae， cnn，arii．albi， M． 

讲igericola, M． knemicola var． minor， M．pentaphyli~
。 M．podocarpicola, M．sapiicola, M． 

scb~epfiae， tinomi~ciicola,Pr．f~ pora,Pr．subacumin~ta等。 

中国小煤炱 目的热带成分有 7属 235种 ，lh-了 68．9％。中国特 有成 分有 7属 96种， 

f鎏蠢噩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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