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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栽培牡丹多元发生的观点，同时也出现了 ! " #$%%&$’()*#+“是牡丹组数种植物复合体”的说法。本文

在详细论述 ! " #$%%&$’()*#+ 复合体分类历史的基础上，根据我们自己对野生类型和栽培类型的考察研

究，认为观赏栽培牡丹的形成是多元的，并且包含几个物种；! " #$%%&$’()*#+ 有明确的概念，它是观赏栽培

牡丹的组成部分，而不代表栽培牡丹的全部，更不是数种植物的复合体。我们认为应根据形态特征正确

鉴定观赏栽培牡丹，不应把它们一概鉴定为 ! " #$%%&$’()*#+。通过文献和标本引证，文中界定了 ! " #$%,
%&$’()*#+ 的范围。此外，把 ! " -(./(.01$2+.（!" #" $%&’，(" #" )*& + ," -" ./0）1" 2" 340& 作为 ! "
#$%%&$’()*#+ 556" -(./(.01$2+. !" #" $%&’，(" #" )*& + ," -" ./0 的异名，并且认定 ! " -(./(.01$2+.（!"
#" $%&’，("#" )*& + ," -" ./0）1" 2" 340& 556" 34.+.4.#(#（!" #" $%&’，(" #" )*& + ," -" ./0）1" 2"
340& 是不合法名称。

关键词 牡丹；牡丹复合体；栽培牡丹；界定；分类鉴定

沈保安（7889）最近关于芍药属牡丹组 !+4*.(+ :" 50;< " 5*$’+. !="的文章，有两点引

起了我们的注意：其一是文中提出了许多新等级和新组合，并有明显的命名法规错误。其

二是他认为，牡丹 ! " #$%%&$’()*#+ 2&>?0@5“是牡丹组（50;< " 5*$’+.）数种植物的复合体（杂

交复合而成）”。他认为洪德元等（9AAB）描述的银屏牡丹 ! " #$%%&$’()*#+ 556" -(./(.01$2+.
!" #" $%&’，(" #" )*& + ," -" ./0 是野生的，因而作为牡丹 ! " #$%%&$’()*#+ 2&>?0@5 的一

个亚种是不妥的，应提升为种。于是他作了新等级处理，! " -(./(.01$2+.（!" #" $%&’，
(" #" )*& + ," -" ./0）1" 2" 340&（沈保安，7889）。3<0?&（9ACD）和潘开玉（9AEA）的 ! "
#$%%&$’()*#+ 包括分布于我国西南（云南、西藏和四川西南部）以外的所有栽培的和野生的

牡丹。自 78 世纪 A8 年代起，这一类群中好几个新种被描述并被承认（洪德元，潘开玉，

9AAAF）。那么，对于一些学者，特别是从事药材和花卉研究的学者，就可能产生一个问题，

! " #$%%&$’()*#+ 2&>?0@5 究竟是什么？它的范围和界限如何？对栽培牡丹如何进行分类鉴

定？本文就上述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并对有关的名称做了处理。

$*@（7889）对我们关于牡丹组的一系列研究（洪德元，潘开玉，9AAD；洪德元等，9AAB；

$%&’，9AAE；$%&’ + )*&，9AAA*）予以肯定，但他认为 ! " #$%%&$’()*#+ 是一个杂种，并认为

! " #$%%&$’()*#+ 556" +’+6+（1?G4H）3" I" $*@ + :*J0&0? 是一个存疑分类群。对他提出的问

题，我们将另文讨论。

! 历史回顾和分析

3<0?&（9ACD）把 芍 药 属 牡 丹 组 当 时 承 认 的 C 个 种（ ! " 247+6+-( K?*&;4"、! " 7$’4+
!0H*L*M 0N K?*&;4"、! " /*’+.(.( (%O" 和 ! " #$%%&$’()*#+ 2&>?0@5）归为两个亚组，其中 ! "
#$%%&$’()*#+ 被归入革质花盘亚组 5JF50;< " 8+0(.+’+4 3<0?&；其余 P 个种（全部产于中国西

南）被归为肉质花盘亚组 5JF50;< " 947+6+-+.+4 3<0?&。我们在多年野外调查和室内研究的

基础上，确认牡丹组共有 B 个种，即大花黄牡丹 ! " 7$27*:((（Q*MH%? + 3<0?&）!" #" $%&’、
滇牡丹 ! " 247+6+-( K?*&;4"、四川牡丹 ! " 24)*1/*#(’+ $*&>" RS*TT "、紫斑牡丹 ! " &*);((

（3" I" $*@ + :*J0&0?）Q" $%&’ + U" U " :/ 0N !" #" $%&’、牡丹 ! " #$%%&$’()*#+ 2&>?0@5、卵

叶牡丹 ! " <($( #" :" )0/ + !" #" $%&’、矮牡丹 ! " =(#3+.4.#(# Q" $%&’ + -" ," ,4*% 和凤

丹 ! " *#’(( Q" $%&’ + U" ," ,4*&’（洪德元，潘开玉，9AAAF）。我们认为这 B 个种可清楚地

分为三类。大花黄牡丹 ! " 7$27*:(( 和滇牡丹 ! " 247+6+-( 为一类，相当于 3<0?&（9ACD）的

7ED 植 物 分 类 学 报 C7 卷



!"#!$%& ’ !"#$%$&$’$"；四川牡丹 ( ) *"+,-.,/01$ 为第二类，以它的花盘革质，仅半包心皮，

心皮无毛，且不总是 ( 数，而与其他种类区别明显；其余 ( 个种为第三个自然的群，花盘

革质，花期全包心皮，心皮几乎总是 ( 数，密被绒毛。第三群的野生类型分布于河南、湖

北、甘肃、陕西、四川、山西和安徽，并广泛栽培作药用或观赏。本文要阐述的就是这个群

的种类，相当于 )&$*+（,-./）的牡丹组革质花盘亚组 !$%& ’ 2,31$’ !"#!$%& ’ 4$50’$1$" 或

01+2 和 34+（,---4）的牡丹复合体（( ) /3667310+,/$ %1567$8）。

牡丹 ( ) /3667310+,/$ 9+:*$;!（,<=.）的模式是一幅彩图（>1& ’ ?$6’ /：& ’ @A@，,<=.）（参

见 01+2 B 34+，,---4）。9+:*$;! 依据的植物是由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生 9’ C"+%4+ 于

,A<A 年从广州带给英国 D ’ >4+E! 爵士的。此图表明，牡丹的花粉红色，重瓣，小叶 - 枚，顶

生小叶 @ 深裂，顶生裂片 @ 浅裂，侧生小叶卵圆形或椭圆形，F G @ 裂。国际植物命名法规

F==, 版（圣路易斯法规）< ’, 条规定“一个种或种下分类群名称的模式⋯⋯是一份保存在

标本馆或其他收藏处或研究机构的标本，或是一幅插图”（H*$"&$*，F==,）。因此，9+:*$;!
（,<=.）的 ( ) /3667310+,/$ 为有效和合格发表，此图即为模式。)&$*+（,-./）对这一模式显然

研究不够，对这一类群也缺乏全面的观察和研究。他认为“( ) /3667310+,/$ 这一名称囊括了

中国和日本所有花大的栽培牡丹类型”。现在人们对 ( ) /3667310+,/$ 概念和范围的误解，

看来与 )&$*+（,-./）专著中的错误不无关系。)&$*+（,-./）对 ( ) /3667310+,/$ 的描述，依据的

是 D ’ I’ ?1%E 采自甘肃卓尼的种子培育的植物。该植物花白色，有紫斑。显然他对 ( )
/3667310+,/$ 的描述符合后来描述的紫斑牡丹( ) 7,+800（)’ H’ 04; B J4"$+$*）K’ 01+2 B D’
D ’ JL $8 C’ M’ 01+2（洪涛等，,--F；洪德元，,--<）的特征，而与 9+:*$;! 的 ( ) /3667310+,/$
的特征相差甚远。他在 ( ) /3667310+,/$ 下引证的标本可以说是一个大杂烩。采自甘肃的

标本是紫斑牡丹 ( ) 7,+800；采自西藏和不丹的标本经考证也是紫斑牡丹，极可能是从陕西

太白山引入的（01+2，,--A）；采自四川康定（K4&!L$+N7"）的标本（3*4&& A/<）是四川牡丹 ( )
*"+,-.,/01$。奇怪的是他引证的标本中没有一号符合 9+:*$;! 的 ( ) /3667310+,/$。?$O:$*

（,-F=）第一次正式记载了栽培牡丹的野生类型 ——— ( ) /3667310+,/$ P4* ’ /.,’1$’"$ ?$O:$*，
所依据的标本采自陕西延安和太白山。我们检查了存于哈佛大学的合模式（!Q+&Q6$!，R’
3"*:15 @@< 采自延安），发现 ?$O:$*（,-F=）记载的变种是一个混合体，来自太白山的实际

上是 ( ) 7,+800，所以我们把采自延安的标本指定为 P4* ’ /.,’1$’"$ ?$O:$* 的后选模式标本

（01+2 B 34+，,---4）。方文培（,-(<）依据 )&$*+（,-./）的 ( ) /3667310+,/$ 的概念也是混杂

的。《中国高等植物图鉴》（9+1+Q51"!，,-AF：/(F，SL2 ’,@=@）中 ( ) /3667310+,/$ 的图符合 9+N
:*$;! 的模式，而且 ( ) /3667310+,/$ P4* ’ /.,’1$’"$ 的图也是基于正确的鉴定。

紫斑牡丹广泛栽培，又有野生类型，它在分类学上有一段有趣而复杂的历史。洪德

元和潘开玉（,---#）对紫斑牡丹的发现过程有过简短的描述。英国人 ?’ I4**$* ,-,@ 年在

甘肃南部采集标本时，在一个山坡上发现了紫斑牡丹，该种花大、白色，花瓣基部有一块大

紫斑。他的标本存于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标本馆（T）。,-F( G ,-F/ 年美国人 D ’ I’
?1%E 在甘肃卓尼的喇嘛庙里也发现了紫斑牡丹。他采的种子后来在美国、加拿大、瑞典

和英国等地繁殖，被称为“?1%E’! P4*L$&Q”。对于这种植物，)&$*+（,-./）把它鉴定为 ( ) /369
67310+,/$，并且他对 ( ) /3667310+,/$ 的描述主要就是依据 ?1%E 的标本。自 ,-@= 年郝景盛从

甘肃武都采集到紫斑牡丹后，中国人陆续从甘肃的舟曲和子龙山，以及陕西的太白山采到

@ 期 洪德元等：($",’0$ /3667310+,/$ 9+:*$;! 的界定，兼论栽培牡丹的分类鉴定问题 FAA



该种植物，但当时并未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方文培（!"#$）接受 %&’()（!"*+）的处理，把

紫斑牡丹和 ! " #$%%&$’()*#+ 混为一谈，也把 ! " ,+,+-.&+).+ 作为 ! " #$%%&$’()*#+ 的异名。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01，!"23：+#3 4 567 4 !898）正确地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种处

理，首次称之为紫斑牡丹，其形态和分布的描述也是正确的，但遗憾的是，用的学名是 ! "
,+,+-.&+).+。潘开玉（!"2"）对它的描述也是正确的，用的学名是 ! " #$%%&$’()*#+ :;( 4 ,+/
,+-.&+).+（,)<(’=1）>’()’(。! " ,+,+-.&+).+ ,)<(’=1 是有效和合格发表的种名（,)<(’=1，
!$92），附图（& 4 *+8）就是这一种名的模式。此图依据的标本是 !$93 年从广州引入英国

?’(&5-(<1@6(’ 郡 ,4 ?0/’ 爵士花园中的植物。他指出其特点是花重瓣，花瓣白色、基部有

一紫斑。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和《中国植物志》的作者们无法看到

! " #$%%&$’()*#+ 和 ! " ,+,+-.&+).+ 的模式，又可能被 ,)<(’=1 描述的“紫斑”所误导，用错了

学名，这不足为怪。其实，按 ,)<(’=1 的模式（& 4 *+8），! " ,+,+-.&+).+ 花瓣斑块紫红色，

而不是深紫色，花丝、花盘和柱头均为紫红色，而不为黄色。显然它与自然分布于甘肃、陕

西、四川北部等地的紫斑牡丹不是同种。洪德元和潘开玉（?-)7 A B;)，!""";）经考证和

研究认为 ! " ,+,+-.&+).+ ,)<(’=1 是经紫斑牡丹 ! " &*)0(( 和矮牡丹 ! " 1(#2+3.3#(# 杂交而

来的栽培和半野生（延安）类型，应称为 ! " C ,+,+-.&+).+ ,)<(’=1。! " 4+3+3.3#(# D4 ?-)7
A E4 F4 G6 就是它的异名。这样，在 39 世纪 "9 年代以前，紫斑牡丹在分类上尚未有正确

的名称。?;= 和 G;0’)’(（!""9）首次认识到 ! " #$%%&$’()*#+（复合体）的异质性，把它划分

为 8 个亚种，即 11H4 #$%%&$’()*#+（牡丹）、11H4 #,*3’+3.+（矮牡丹）和 11H4 &*)0((（紫斑牡丹）。

因此，是他们首次用拉丁学名命名紫斑牡丹。当然，他们把牡丹、矮牡丹和紫斑牡丹放在

一个种内是不恰当的。它们在形态上界限分明，在自然界中也未见有杂交现象。虽然如

此，他们的工作仍然是牡丹复合体分类上的一大进步。

此后，该类群的分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洪涛等（!""3）发表了 8 个新种：杨山牡丹

! " *#’(( D4 ?-)7 A I4 J4 K@;)7、稷山牡丹 ! " 1(#2+3.3#(# D4 ?-)7 A L4 K4 K@;- 和延安牡

丹 ! " 4+3+3.3#(# D4 ?-)7 A E4 F4 G6。他们还把 ! " #$%%&$’()*#+ 11H4 &*)0(( %4 M4 ?;= A
G;0’)’( 提升为种。但遗憾的是，他们未指出基名的具体页码，按照最新版的国际植物命

名法规（M(’0&’(，3999），此名为无效发表。使这一名称成为有效发表的是洪德元（!""$）。

因此，紫斑牡丹的正确学名是 ! " &*)0((（%4 M4 ?;= A G;0’)’(）D4 ?-)7 A I4 I 4 G6 ’N O4
P4 ?-)7。两年后，洪涛和 Q1&6（!""*）发表了一个新亚种 ! " &*)0(( 11H4 5(34+3#2+3(( D4 ?-)7
A M4 G4 Q1&6（ R ! " &*)0(( 11H4 &*)0((），同时把 ! " #$%%&$’()*#+ :;( 4 #,*3’+3.+ F’@<’( 提升为

种 ——— ! " #,*3’+3.+（F’@<’(）D4 ?-)7 A L4 K4 K@;-，而把 ! " 1(#2+3.3#(# D4 ?-)7 A L4
K4 K@;- 作为其异名。按照国际植物命名法规，不同等级没有优先权可言，! " 1(#2+3.3#(#
D4 ?-)7 A L4 K4 K@;- 发表在先，因而 ! " #,*3’+3.+（F’@<’(）D4 ?-)7 A L4 K4 K@;- 就成

了多余名。裴颜龙和洪德元（!""#）也描述了一个新种，即卵叶牡丹 ! " 6($( P4 G4 B’6 A
O4 P4 ?-)7，其模式标本采自湖北神农架。这是一个野生种，生长于神农架林下悬崖上。

沈保安（!""2）在 ! " *#’(( 之下描述了一个新变种，! " *#’(( :;( 4 5(#2(72.3(( S4 ,4 %@’)。同

一年，洪涛和戴振伦（!""2）依据湖北保康县的标本，描述了两个新种———! " &(85.4( K4 G4
O;6 A D4 ?-)7 和 ! " 9+*0+3:.3#(# K4 G4 O;6 A D4 ?-)7。对 这 两 个 新 种，?-)7 和 B;)

（!""";）已做了处理，认为前者是 ! " 6($( 的多余名，后者是紫斑牡丹和卵叶牡丹的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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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随后，洪德元及其同事描述了两个新亚种，即银屏牡丹 ! " #$%%&$’()*#+ !!"# ,(-.(-/0$1
2+- $# %# &’()，*# %# +,( - .# /# 012（洪德元等，3445）和太白山紫斑牡丹 ! " &*)3((
!!"# ’+(4+(#5+-()+ $# %# &’()（洪德元，3445）。

基于 ! " #$%%&$’()*#+ 复合体的分类在 67 世纪 47 年代发生的巨大变化，也基于多年的

野外考察和对模式标本的考证，&’() 和 +,(（3444,）对这一复合体的分类作了全面的修

订。我们认为，产于安徽巢湖银屏山的牡丹的叶特征与 ! " #$%%&$’()*#+ 8(9:2;! 的模式完

全吻合（请对照 &’() 和 +,(（3444,）的图 3 和图版 3），小叶 4 枚，无毛，顶生小叶卵形，< 深

裂，裂片 6 = < 裂，侧生小叶 6 = < 浅裂，偶不裂，花白色。植株生长于巢湖银屏山这一丘陵

地带的悬崖上，悬崖高约 377 >，植株离地面约 ?7 >，显然它是野生的类型。河南嵩县木

植街乡石磙坪杨惠芳先生宅旁的牡丹也有上述特征，只不过花淡粉紫色，看来也可能是

! " #$%%&$’()*#+ 的野生类型。! " 6(#5+-7-#(# @# &’() - /# .# .A,’［异名：! " #$%%&$’()*#+
B,: # #.*-’+-7+ C2A92: D ! " #.*-’+-7+（C2A92:）@# &’() - /# .# .A,’］是分布于山西、陕西

和河南（济源）的野生类型，和 ! " #$%%&$’()*#+ 不同，它的小叶虽也是 4 枚，但所有小叶扁圆

形或圆形，均 < 深裂，裂片再 6 = < 裂，下面总是多少被长柔毛；花单瓣，全为白色，但有时

基部和边缘有红晕。! " 8($( %# E# +21 - $# %# &’() 虽也具有 4 枚小叶，但其小叶主脉

腋处密生绒毛，上面带红色，顶生小叶 6 = < 裂，裂片全缘，侧生小叶卵形至宽椭圆形，全

缘；花瓣淡粉色，基部常有红色斑块。显然它与 ! " #$%%&$’()*#+ 和 ! " 6(#5+-7-#(# 最近缘。

! " *#’(( 和 ! " &*)3(( 的下部叶都为羽状，与其余 < 种有别。! " *#’(( 花白色或淡粉红色，无

斑，下部叶二回羽状，侧生小叶大多披针形至长卵形，全缘，叶上面在主脉基部被多细胞

毛，下面无毛。! " &*)3(( 的下部叶常为三回羽状复叶，侧生小叶多全缘（原亚种），或多分

裂（太白山紫斑牡丹），叶上面无毛，下面总有长柔毛。该种的主要特征是花大，多白色，少

浅粉红色，基部具大块深紫斑；花丝、花盘和柱头全为黄色，与其他 ? 种均有显著差异。下

面是 ! " #$%%&$’()*#+ 复合体 F 个种的分种检索表。

3# 下部叶为二回三出复叶；小叶通常 4 枚。

6# 小叶背面主脉腋处密生绒毛，上面常带红色；顶生小叶 6 = < 浅裂，裂片全缘；侧生小叶卵形至宽椭

圆形，大多全缘；花瓣基部带有红色斑块 卵叶牡丹 !" #$%$⋯⋯⋯⋯⋯⋯⋯⋯⋯⋯⋯⋯⋯⋯⋯⋯⋯

6# 小叶背面无毛或脉上有绒毛，上面绿色；小叶绝大多数分裂，顶生小叶的裂片再浅裂；花瓣基部无

斑块。

<# 叶背面无毛；顶生小叶卵形至卵圆形，< 深裂，裂片常 6 = < 浅裂，侧生小叶椭圆形，常 6 = < 裂，少

全缘，浅裂片顶端急尖 牡丹 !" &%’’(%)$*+&,⋯⋯⋯⋯⋯⋯⋯⋯⋯⋯⋯⋯⋯⋯⋯⋯⋯⋯⋯⋯⋯⋯

?# 花重瓣；栽培 牡丹（栽培）!" &%’’(%)$*+&, !!"# &%’’(%)$*+&,⋯⋯⋯⋯⋯⋯⋯⋯⋯⋯⋯⋯⋯⋯⋯

?# 花单瓣；野生 银屏牡丹 !" &%’’(%)$*+&, !!"# -$./$.01%2,.⋯⋯⋯⋯⋯⋯⋯⋯⋯⋯⋯⋯⋯⋯⋯

<# 叶背面主脉上被绒毛；小叶圆形至扁圆形，全部小叶 < 深裂，裂片再浅裂，浅裂片顶端急尖至圆钝

矮牡丹 !" 3$&4,.5.&$&⋯⋯⋯⋯⋯⋯⋯⋯⋯⋯⋯⋯⋯⋯⋯⋯⋯⋯⋯⋯⋯⋯⋯⋯⋯⋯⋯⋯⋯⋯⋯

3# 下部叶二至三回羽状复叶；小叶多于 4 枚，长卵形至披针形，多数全缘，较少卵圆形而多数分裂。

F# 下部叶二回羽状复叶；小叶不超过 3F 枚，长卵形至披针形，大多全缘，下面无毛，上面主脉基部通常

多少有多细胞毛；花瓣白色或浅粉红色，无斑块；花丝、花盘和柱头红色或紫色 凤丹 !" +&)$$⋯⋯⋯

F# 下部叶为三回（少二回）羽状复叶；小叶 3G = << 枚，披针形至卵状披针形，大多全缘或卵形至卵圆形

而多数分裂，下面被柔毛，上面无毛；花瓣基部具大的深紫色斑块；花丝、花盘和柱头黄色 ⋯⋯⋯

< 期 洪德元等：!+7*-(+ #$%%&$’()*#+ 8(9:2;! 的界定，兼论栽培牡丹的分类鉴定问题 6G4



紫斑牡丹 !" #$%&’’⋯⋯⋯⋯⋯⋯⋯⋯⋯⋯⋯⋯⋯⋯⋯⋯⋯⋯⋯⋯⋯⋯⋯⋯⋯⋯⋯⋯⋯⋯⋯⋯⋯

!" 小叶披针形至卵状披针形，大多全缘 紫斑牡丹（原亚种）!" #$%&’’ ##$" #$%&’’⋯⋯⋯⋯⋯⋯⋯⋯

!" 小叶卵形至卵圆形，大多分裂 太白山紫斑牡丹 !" #$%&’’ ##$" ()’*)’+,)-’%)⋯⋯⋯⋯⋯⋯⋯⋯⋯

./0 ($ (,/ +1/%’/+ )-2 +3*+1/%’/+ $4 (,/ !"#$%&" ’())*(+&,$’" %$516/7

%" &’()* +),-)# ./0)*1,0)；+),2+)0# 3#3,++4 5 /1 136.)*"
7 " &),2+)0# 8)1#)+4 $/+’#) ,0 ,9/+# ’2 6,/1 -)/1# .)1),0:，3#3,++4 *)88/#: ,.’-)；0)*6/1,+ +),2+)0# 7 ; <=+’.)8，

+’.)# )10/*)；+,0)*,+ +),2+)0# ’-,0) 0’ .*’,8+4 )++/$0/>，6’#0+4 )10/*)；$)0,+# ’20)1 (/0: , *)8 ’* *)88/#: .+’0>: ,0
.,#) !" 8’3’⋯⋯⋯⋯⋯⋯⋯⋯⋯⋯⋯⋯⋯⋯⋯⋯⋯⋯⋯⋯⋯⋯⋯⋯⋯⋯⋯⋯⋯⋯⋯⋯⋯⋯⋯⋯

7" &),2+)0# ?+,.*’3# ’* $/+’#) ,+’1? -)/1# .)1),0:，?*))1 ,.’-)；+),2+)0# 6’#0+4 +’.)8；0)*6/1,+ +’.)# +’.)8 ,?,/1；

$)0,+# (/0:’30 , .+’0>: ,0 .,#)"
< " &),-)# ?+,.*’3# .)1),0:；0)*6/1,+ +),2+)0# ’-,0) 0’ ’-,0)=’*./>3+,*，<=#)?6)10)8，#)?6)10# ’20)1 7 ; <=

+’.)8，+,0)*,+ +),2+)0# )++/$0/>，’20)1 7 ; <=+’.)8，+)## 2*)@3)10+4 )10/*)，+’.)# ,>30) ,0 ,$)9 ⋯⋯⋯⋯⋯

!" +344#3(’%$+)⋯⋯⋯⋯⋯⋯⋯⋯⋯⋯⋯⋯⋯⋯⋯⋯⋯⋯⋯⋯⋯⋯⋯⋯⋯⋯⋯⋯⋯⋯⋯⋯⋯⋯

A" B+’()*# 8’3.+)；>3+0/-,0)8 !" +344#3(’%$+) ##$" +344#3(’%$+)⋯⋯⋯⋯⋯⋯⋯⋯⋯⋯⋯⋯⋯⋯⋯⋯

A" B+’()*# #/1?+)；(/+8 !" +344#3(’%$+) ##$" 0’-1’-9532)-⋯⋯⋯⋯⋯⋯⋯⋯⋯⋯⋯⋯⋯⋯⋯⋯⋯

<" &),-)# $/+’#) ,+’1? 6,/1 -)/1# .)1),0:；+),2+)0# ’*./>3+,* 0’ 2,1=#:,$)8，,++ <=#)?6)10)8，#)?6)10# +’.)8，

+’.)# ,>30) 0’ ’.03#) ,0 ,$)9 !" :’+,)-/-+’+⋯⋯⋯⋯⋯⋯⋯⋯⋯⋯⋯⋯⋯⋯⋯⋯⋯⋯⋯⋯⋯⋯⋯

%" &’()* +),2+)0# ./= ’* 0*/=$/11,0)；+),2+)0# 6’*) 0:,1 5 /1 136.)*，’-,0) 0’ +,1>)’+,0) ,18 6’#0+4 )10/*)，’* +)## 2*)=
@3)10+4 ’-,0)=’*./>3+,* ,18 6’#0+4 +’.)8"
C " &’()* +),-)# ./$/11,0)；+),2+)0#!%C /1 136.)*，’-,0) 0’ +,1>)’+,0)，6’#0+4 )10/*)，?+,.*’3# .)1),0:，3#3,++4

6’*) ’* +)## >’-)*)8 (/0: 63+0/>)++3+,* :,/*# ,0 .,#) ’2 6,/1 -)/1# ,.’-)；$)0,+# (:/0) ’* $,+) *’#)，(/0:’30 ,
.+’0>:；2/+,6)10#，8/#> ,18 #0/?6,0, *)8 ’* $3*$+) !" $+(’’⋯⋯⋯⋯⋯⋯⋯⋯⋯⋯⋯⋯⋯⋯⋯⋯⋯⋯⋯

C" &’()* +),-)# 0*/=（*,*)+4 ./=）$/11,0)；+),2+)0# %D ; << /1 136.)*，+,1>)’+,0) 0’ ’-,0)=+,1>)’+,0) ,18 6’#0+4 )1=
0/*)，’* ’-,0) 0’ ’-,0)=’*./>3+,* ,18 6’#0+4 +’.)8，$/+’#) .)1),0:，?+,.*’3# ,.’-)；$)0,+# (/0: , +,*?) ,18 8,*E=
$3*$+) .+’0>:；2/+,6)10#，8/#> ,18 #0/?6,0, 4)++’( !" #$%&’’⋯⋯⋯⋯⋯⋯⋯⋯⋯⋯⋯⋯⋯⋯⋯⋯⋯⋯

!" &),2+)0# +,1>)’+,0) 0’ ’-,0)=+,1>)’+,0)，6’#0+4 )10/*) !" #$%&’’ ##$" #$%&’’⋯⋯⋯⋯⋯⋯⋯⋯⋯⋯⋯⋯

!" &),2+)0# ’-,0) 0’ ’-,0)=’*./>3+,*，6’#0+4 +’.)8 !" #$%&’’ ##$" ()’*)’+,)-’%)⋯⋯⋯⋯⋯⋯⋯⋯⋯⋯⋯

如检索表所示，从形态上看，牡丹 ! " #$%%&$’()*#+ 复合体的野生类型划分为 C 个种是

合理的。我们于 7FF7 年考察了四川彭州、河南洛阳以及甘肃兰州及其他地点的栽培牡

丹，愈加感到由于牡丹组的生物学特性和我国悠久的栽培历史，栽培牡丹的遗传背景非

常复杂，用上述检索表难以鉴定到所有品种。

; 牡丹 ! - ’())*(+&,$’" 的界定和栽培牡丹的分类鉴定

裴颜龙（%55<）和成仿云（%55!）在他们的博士论文中都提出了栽培牡丹多元发生的观

点。李嘉珏（%55G）也认为栽培牡丹是多元发生的，并提出品种群的概念。我们同意栽培

牡丹多元起源的观点。例如因药用价值栽培的牡丹（凤丹）与为观赏而栽培的牡丹来源不

同，不属于同一个种。前者是 ! " *#’((，和它的野生类型非常相似，单瓣。我们认为，观赏

栽培牡丹的形成不是单一途径。首先，古人把牡丹通过引种驯化由野生变栽培，并通过人

工选择，培育出观赏价值高的品种。另一途径是有意无意地使不同牡丹种类杂交。牡丹

组植物的染色体全为 71 H %F，种间核型分化程度很小（洪德元等，%5GG）。种间杂种的减数

分裂应是正常的。因而种间杂种，特别是 ! " #$%%&$’()*#+ 复合体内的种间杂种应是能育

的。我们在湖北保康县后坪镇洪家院村的舒远志家院中和祁新华宅旁均发现 ! " ,($( 和

! " &*)-(( 之间新近发生杂交产生的杂种，是这两个当地野生种被引种相遇后自然杂交形

成的（I’1? J K,1，%555,）。我们知道，园艺家通过嫁接和分株对牡丹进行无性繁殖，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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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在牡丹品种的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根据我们的形态学观察，参与观赏栽培牡丹形

成的主要有 ! 个野生种（亚种），即银屏牡丹 ! " #$%%&$’()*#+ ""#$ ,(-.(-/0$1+-、矮牡丹 ! "
2(#3+-4-#(#、紫斑牡丹 ! " &*)5(( 和凤丹 ! " *#’((。! " 6($( 是否参与观赏栽培牡丹的形成有

待进一步研究。

面对观赏栽培牡丹这样的实际情况，我们是否还是像过去那样，把它们统统定为 ! "
#$%%&$’()*#+ %&’()*"，使之成为栽培牡丹的代名词，或者像沈保安（+,,-）认为的那样，! "
#$%%&$’()*#+“是牡丹组数种植物的复合体”，因而应该使之成为空名？我们在这里明确指

出，把 ! " #$%%&$’()*#+ 说成是“数种植物的复合体”是不正确的。我们曾用过一词，即“! "
#$%%&$’()*#+ ./0#1)2”（牡丹复合体）（3/&4 5 67&，-8887），它指的是 ! " #$%%&$’()*#+ 和与它关

系密切的近缘种组成一个分类尚待澄清的复合体。“./0#1)2”（复合体）是分类学上常用

的词，一般指分类关系尚未澄清的一群植物，或种或属。经我们研究，发现牡丹复合体由

9 个种组成（3/&4 5 67&，-8887），! " #$%%&$’()*#+ 是其中的一个种。这与说 ! " #$%%&$’()*#+
是“数种植物的复合体”有着根本不同的含义。! " #$%%&$’()*#+ 有明确的概念，它的模式就

是 %&’()*" 的图“:/; $ <)#$ =：; $ >?>”（参见 3/&4 5 67&，-8887），银屏牡丹是它的野生近

亲。根据形态，银屏牡丹和 ! " #$%%&$’()*#+ 模式显然属于同一种。! " #$%%&$’()*#+ 在引入栽

培后，和近缘种杂交，参与观赏栽培牡丹的形成。但不能因此认为 ! " #$%%&$’()*#+ 变成了

“数种植物的复合体”。应该说，牡丹 ! " #$%%&$’()*#+ 是观赏栽培牡丹大家族的成员；其他

成员还有 ! " *#’((、! " 2(#3+-4-#(# 和 ! " &*)5(( 等。

遵照国际植物命名法规，我们必须承认 ! " #$%%&$’()*#+ 这一名称的合法性，并在野生

类型和栽培类型中确定它的范围。凡是类似于 %&’()*" 的模式图的野生类型都应定为

! " #$%%&$’()*#+ ""#$ ,(-.(-/0$1+-，由它衍生的栽培品种应定为 ! " #$%%&$’()*#+ ""#$ #$%%&$’(7
)*#+。凡是由 ! " 2(#3+-4-#(# 和 ! " &*)5(( 直接培育的以及形态接近它们的，都应鉴定为 ! "
2(#3+-4-#(# 或 ! " &*)5((。对于通过现代杂交衍生的杂种，我们可以用标示杂种的方式指出

它们的来源（3/&4 5 67&，-8887）。

下面我们通过文献引证、模式标定和引证部分标本来界定 ! " #$%%&$’()*#+ %&’()*" 的

范围。

牡丹

!"#$%&" ’())*(+&,$’" %&’()*" @& :/; $ <)#$ =：; $ >?> $ -A,!；B;)(&，B;C’$ D)&$ !+4*-(+
!, $ -8!=，EC/7’ &/0$；F$ 6$ G7&4 @& %.;7 6HI;/;72 $ B@& $ ?：>-> $ -89A，#$ # $ )2.1 $ "I&$ ! "
.+.+84&+)4+ %&’()*" ); ! " 14)*0.*#(’+ 37&’$ JK7LL $；M$ N$ 67& @& G1 $ <)@# $ 6/#$ B@& $ +?：

!- $ -8?8，#$ # $ )2.1 $ "I&$ ! " 14)*0.*#(’+ 37&’$ JK7LL $；O$ N$ 3/&4 5 M$ N$ 67& @& P/(’$
Q $ :/; $ -8：+8-，#1 $ - $ -888 $ RI#)：%&’()*"’#17;)，:/; $ <)#$ =：; $ >?> $ -A,!（！）$

按照我们的意见，本种可分为两个亚种，即栽培的牡丹和野生的银屏牡丹。

牡丹（栽培亚种）

!"#$%&" ’())*(+&,$’" %&’()*" ""#$ ’())*(+&,$’"
!+4*-(+ +&9*&4+ O/&&$，3/(;C" S7&;7T(@4，)’$ >，-,+ $ -A,!，&/0$ &C’$
!+4*-(+ #$%%&$’()*#+ U7( $ .$&.$&4+ %&’()*" @& :/; $ <)#$ ?：; $ !!A $ -A,? $ RI#)：;H)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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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0：( + 1123 + 1454 + 6789：(:9 8;-(9 <"(9=（！）+
!"#$%&" *(%%"%#%+&+ >-?. "? @<(- A:7(*(-B + !"? + C：D5E，8;$ + E1，E/ + 1024 + 6789：%:"?-+

F&??-?（云南）：G"H"-?.（丽江），6+ 6+ F&（俞德浚）413D（:*;*(789，IJK！）+
花总是重瓣，颜色不一，白色或粉紫色。全为栽培类型，栽培历史达千年以上，有成百

个品种，它的直接野生近亲是银屏牡丹（洪德元等，1004）。它们直接由银屏牡丹驯化并选

育而成；有的品种则可能有 ! , -&+."%#%+&+、! , /$01&& 以及 ! , $+)&& 等物种的基因渗入。

!89<"#9?$ 9B-#"?9=（查阅过的标本）。

!"#$%& ’($%$（河南）：G&*7-?.（洛阳），L+ F+ M*?. 9( -; +（洪德元等）M5/5/C（品种：

葛巾紫）（AN），M5/5D3（品种：银粉金鳞）（AN），M5/5D4（品种：王红）（AN），M5/53/（品种：

朱砂垒）（AN），M5/53D（品种：胭脂红）（AN），M5/53C（品种：状元红）（AN），M5/534（品种：

酒醉杨妃）（AN），M5/522（品种：赵紫）（AN），M5/524（品种：娇容三变）（AN），M5/5E5（品

种：紫云仙）（AN）。)#*"+%$（四川）：A9?.O:*&（彭州），L+ F+ M*?. 9( -; +（洪德元等）

M5/552（品种：金腰楼）（AN）；(:9 $-#9 ;*<-;"(7，L+ F+ M*?. 9( -; +（洪德元等）M5/51D（品

种：红丹兰）（AN），M5/513（品种：泼墨紫）（AN）。

银屏牡丹（亚种）

,%(-$#% .+//0+1#*-.% @?=’9P$ $$8+ 2#$3#$45+6%$ L+ F+ M*?.，I+ F+ A-? Q R+ S+ T"9
"? @<(- A:7(*(-B + !"? + DE：210 + 1004 + ——— !"#$%&" *&%2&%3’(4"%（L+ F+ M*?.，I+ F+ A-? Q
R+ S+ T"9）)+ @+ !:9? "? G"$:"O:9? ,9="<"?9 -?= ,-(9’"- ,9="<- U9$9-’<: 1/：DD5 + /551，

$7?+ ?*V+ 6789：%:"?-+ @?:&"（安徽）：%:-*:&（巢湖），,(+ F"?8"?.（银屏山），*? <;"WW，100CX
53X/4，I+ F+ A-? Q R+ S+ T"9 0C51（:*;*(789，AN！）

我们从未发表过或在标本上写过任何等级的 .#%"%#%+&+ L+ F+ M*?.，I+ F+ A-? Q R+
S+ T"9，因而沈保安的 ! , *&%2&%3’(4"%（L+ F+ M*?.，I+ F+ A-? Q R+ S+ T"9）)+ @+
!:9? $$8+ .#%"%#%+&+（L+ F+ M*?.，I+ F+ A-? Q R+ S+ T"9）)+ @+ !:9?（; + < + D55 + /551）

是不合法的名称。

除了上述模式标本外，我们还在河南嵩县木植街乡发现一株银屏牡丹，栽于杨惠芳先

生宅旁，据杨先生介绍是在 /5 世纪 E5 年代初从附近山上引来的。其花为粉紫色，与花白

色的模式不同。但我们认为花色变异在芍药属的许多种中存在（如 ! , $5$6")" ,-B"#+、
! , 7"0)&87$/" A-;; +、! , 4#7"6"*& >’-?<:+、! , 4"(/&0" @?=’9P$ 和 ! , ’"+0(7"（G+）,";; +等）。

仅仅依据两株之间花色的不同就分为两个亚种显然是不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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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YZ[ 7洪德元 ; R L,+ <Z[ 7潘开玉 ; R \-# Ẑ& 7谢中稳 ; ’ DSSM’ [-+F-+>6$1,+R %I# C-/1 "#/,%-H# .2 %I#

A-+> .2 2/.C#":R !"#$%&" ’())*(+&,$’" G+1"#C:’ G4%, LIJ%.%,K.+.6-4, 8-+-4, 7植物分类学报 ; XO? NDN P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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