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ꎬ ２０２３ꎬ ３２(５): ５１－６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３－０５－３１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３２０６０２６４)ꎻ 西藏自治区 ２０２３ 年科技计划项目(ＸＺ２０２３０１ＺＹ００４１Ｇ)ꎻ 西藏农牧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学科建设

项目(２０２３)
作者简介: 马和平(１９７７—)ꎬ男ꎬ甘肃陇西人ꎬ博士ꎬ教授ꎬ主要从事苔藓植物生态学方面的研究ꎮ
①通信作者 Ｅ￣ｍａｉｌ: ２８５４７７８８９＠ ｑｑ.ｃｏｍ

引用格式: 马和平ꎬ 司孟鑫ꎬ 王　 彪ꎬ 等. 西藏墨脱典型区域藓类植物的物种组成及区系特征初步研究[Ｊ] .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ꎬ ２０２３ꎬ ３２(５):
５１－６１.

西藏墨脱典型区域藓类植物的物种组成及
区系特征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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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研究西藏墨脱典型区域藓类植物的多样性和区系特征ꎬ采用线路采集和普采的方法对该地区藓类植物进

行调查、标本采集、物种鉴定和区系分析ꎮ 结果表明:墨脱典型区域共有藓类植物 ４３ 科 １６９ 属 ４１２ 种(含亚种、变种

和变型ꎬ下同)ꎬ共有 １２ 个优势科、１４ 个优势属和 １３ 个优势种ꎮ 其中ꎬ优势科分别为珠藓科(Ｂａｒｔｒａｍｉａｃｅａｅ)、青藓科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ａｃｅａｅ)、真藓科(Ｂｒｙａｃｅａｅ)、曲尾藓科(Ｄｉｃｒａｎａｃｅａｅ)、绢藓科(Ｅｎｔｏｄｏｎｔａｃｅａｅ)、紫萼藓科(Ｇｒｉｍｍｉａｃｅａｅ)、
灰藓科(Ｈｙｐｎａｃｅａｅ)、蔓藓科(Ｍｅｔｅｏｒｉａｃｅａｅ)、提灯藓科(Ｍｎｉａｃｅａｅ)、金发藓科(Ｐｏｌｙｔｒｉｃｈａｃｅａｅ)、丛藓科(Ｐｏｔｔｉａｃｅａｅ)和
羽藓科(Ｔｈｕｉｄｉａｃｅａｅ)ꎬ这 １２ 个优势科含 １０２ 属 ３０４ 种ꎬ分别占该地区藓类植物总科数、总属数和总种数的 ２７.９％、
６０.３％和 ７４.０％ꎻ优势属分别为扭口藓属(Ｂａｒｂｕｌａ Ｈｅｄｗ.)、青藓属(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ｕｍ Ｂ. Ｓ. Ｇ.)、真藓属(Ｂｒｙｕｍ Ｈｅｄｗ.)、
对齿藓属(Ｄｉｄｙｍｏｄｏｎ Ｈｅｄｗ.)、绢藓属(Ｅｎｔｏｄｏｎ Ｍüｌｌ. Ｈａｌ.)、美喙藓属(Ｅｕｒｈｙｎｃｈｉｕｍ Ｂ. Ｓ. Ｇ.)、紫萼藓属(Ｇｒｉｍｍｉａ
Ｅｈｒｈ. ｅｘ Ｈｅｄｗ.)、灰藓属(Ｈｙｐｎｕｍ Ｈｅｄｗ.)、泽藓属 (Ｐｈｉｌｏｎｏｔｉｓ Ｂｒｉｄ.)、匐灯藓属 (Ｐｌａｇｉｏｍｎｉｕｍ Ｔ. Ｋｏｐ.)、棉藓属

(Ｐｌａｇｉｏｔｈｅｃｉｕｍ Ｂ. Ｓ. Ｇ.)、小金发藓属(Ｐｏｇｏｎａｔｕｍ Ｐ. Ｂｅａｕｖ.)、丝瓜藓属(Ｐｏｈｌｉａ Ｈｅｄｗ.)和羽藓属(Ｔｈｕｉｄｉｕｍ Ｂ. Ｓ.
Ｇ.)ꎬ这 １４ 个优势属含 １４４ 种ꎬ占该地区藓类植物总种数的 ３５.１％ꎮ 墨脱典型区域藓类植物区系划分为 １０ 个分布

区类型ꎬ以东亚分布、温带分布、中国特有分布和热带亚洲分布为主ꎬ所含种数分别占该地区藓类植物总种数的

３０.１％、２５.２％、１０.４％和 ８.５％ꎬ说明该地区藓类植物区系以温带成分为主ꎬ兼具热带性质ꎮ 综上所述ꎬ墨脱典型区域

藓类植物丰富ꎬ具有热带—温带过渡区的特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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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ｏｓｓꎻ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ꎻ ｆｌｏｒａꎻ Ｍｅｄｏｇ

　 　 苔藓植物是自然植物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重要

组成部分[１]ꎬ在森林生态系统、高山草甸、苔原及荒

漠等生态系统中所起的生态作用不容忽视ꎻ苔藓植物

在 ＣＯ２固定、水土保持、涵养水源、营养物质的循环和

贮存以及森林更新等方面也有重要的生态功能[２]ꎬ
但由于个体细小、种类繁多、野外采集及分类鉴定困

难ꎬ其多样性保护成为整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中较为薄

弱的一环[３]ꎮ
一些学者相继对中国苔藓植物区系进行了研究ꎮ

周徐平等[４] 的研究结果表明:六盘水娘娘山国家湿

地公园共有苔藓植物 ５１ 科 １０６ 属 ２６６ 种(含 １２ 变

种)ꎻ该国家湿地公园的苔藓植物区系以北温带分布

(１７.３７％)占优势ꎬ其次是热带亚洲分布(１４.８３％)ꎬ
表现出暖温带向中亚热带过渡的特点ꎮ 孙世峰等[５]

研究了江西水浆自然保护区苔藓植物的区系地理特

征ꎬ并与邻近 １２ 个自然保护区进行比较ꎬ结果表明:
该保护区苔藓植物区系的主要成分为东亚成分、热带

亚洲成分和北温带成分ꎬ在该保护区分布的中国特有

苔藓植物中ꎬ多数物种的分布符合喜马拉雅及邻近地

区起源和传播的理论ꎬ少数物种呈邻近分布、传播的

状态ꎮ 陈春发等[６]研究了江西九岭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苔藓植物区系地理特征ꎬ认为该保护区的苔藓植

物区系成分复杂ꎬ区系成分以东亚分布占比最高ꎬ且
温带成分略高于热带成分ꎬ具有明显的过渡性ꎮ 田雅

娴[７]２３－２７认为ꎬ西藏墨脱苔藓植物区系成分复杂ꎬ热
带亚洲分布和温带分布是该区系的主要组成部分ꎮ

墨脱县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东端的南坡ꎬ气候和森

林植被垂直分布明显而完整ꎬ几乎包括了北半球气候

带和森林植被类型[８]２１０ꎮ 由于墨脱地区范围广、苔藓

植物调查难度大ꎬ已有调查尚未涵盖该地区苔藓植物

的全貌特征ꎮ 基于此ꎬ作者所在研究团队于 ２０２０ 年

和 ２０２１ 年对墨脱典型区域藓类植物进行调查ꎬ研究

墨脱典型区域藓类植物的多样性和区系特征ꎬ以期为

墨脱地区藓类植物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基础数据ꎮ

１　 研究区概况和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西藏自治区墨脱县的地理位置为东经 ９３°４４′ ~
９６°０８′、北纬 ２７°３３′~２９°４９′ꎮ 地势三面高山环列ꎬ北
高南低ꎬ属于典型的半封闭高山峡谷区ꎬ高山深谷ꎬ山
峦重叠ꎬ坡面高差极大ꎮ 该地区的气候基带主要为亚

热带ꎬ但由于山体高耸、印度洋暖湿气流的沿谷北上

和北面高山的屏障作用等ꎬ气候差异较大[８]１７６－１７７ꎮ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标本采集和鉴定　 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至 １２ 月及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至 ７ 月ꎬ以藓类植物和环境变化为主线ꎬ
采用线路采集和普采的方法ꎬ对墨脱典型区域藓类植

物开展调查研究ꎮ 调查地点从背崩乡西让村开始至

嘎隆拉隧道口结束ꎮ 使用南京尼康江南光学仪器有

限公司生产的 ＳＭＺ７４５Ｔ 体视显微镜和 Ｎｉｋｏｎ Ｅ２００ 正

置生物显微镜对采回的标本进行物种鉴定ꎬ疑难标本

请相关专家鉴定ꎬ以确保藓类植物标本采集及鉴定的

充分性和准确性ꎮ 标本鉴定和数据统计参照«中国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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苔藓志» [９－１６]和«西藏苔藓植物志» [１７]ꎮ 整理墨脱典

型区域藓类植物名录ꎮ
１.２.２　 区系分析　 参考文献[１８－１９]对墨脱典型区

域藓类植物进行区系地理划分ꎮ
１.３　 数据处理

利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 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和

分析ꎮ

２　 结果和分析

２.１　 西藏墨脱典型区域藓类植物的物种组成

２.１.１　 科、属、种的组成　 对采集于墨脱典型区域的

８ ０００ 余份藓类植物标本的初步鉴定结果(表 １ 和附

录Ⅰ)表明:墨脱典型区域共有藓类植物 ４３ 科 １６９ 属

４１２ 种(含亚种、变种和变型ꎬ下同)ꎬ分别占«西藏苔

藓植物志» [１７] 中记载藓类植物科数、属数、种数的

１００.０％、７９.３％和 ６３.９％ꎬ占«中国苔藓志» [９－１６] 中记

载藓类植物科数、 属数、 种数的 ８７.８％、 ７６. ８％ 和

６０.１％ꎬ占«中国生物物种名录» [２０] 中记载藓类植物

科数、属数和种数的 ７０.５％、６８.１％和５７.１％ꎮ
２.１.２　 优势科分析　 将墨脱典型区域含 １０ 种及以上

藓类植物的科定义为优势科ꎮ 结果(表 １ 和表 ２)显
示:墨脱典型区域藓类植物优势科分别为珠藓科

(Ｂａｒｔｒａｍｉａｃｅａｅ)、青藓科(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ａｃｅａｅ)、真藓科

( Ｂｒｙａｃｅａｅ )、 曲 尾 藓 科 ( Ｄｉｃｒａｎａｃｅａｅ )、 绢 藓 科

(Ｅｎｔｏｄｏｎｔａｃｅａｅ)、紫萼藓科 ( Ｇｒｉｍｍｉａｃｅａｅ)、灰藓科

(Ｈｙｐｎａｃｅａｅ )、 蔓 藓 科 ( Ｍｅｔｅｏｒｉａｃｅａｅ )、 提 灯 藓 科

(Ｍｎｉａｃｅａｅ )、 金 发 藓 科 ( Ｐｏｌｙｔｒｉｃｈａｃｅａｅ )、 丛 藓 科

(Ｐｏｔｔｉａｃｅａｅ)和羽藓科(Ｔｈｕｉｄｉａｃｅａｅ)ꎬ这 １２ 个优势科

含 １０２ 属 ３０４ 种ꎬ分别占该地区藓类植物总科数、总
属数和总种数的 ２７.９％、６０.３％和 ７４.０％ꎬ组成了该地

区藓类植物的主体ꎮ 青藓科为最大的优势科ꎬ含 ８ 属

４１ 种ꎬ分别占优势科总属数和总种数的 ７. ８％ 和

１３.５％ꎬ占该地区藓类植物总属数和总种数的 ４.７％和

１０.０％ꎮ 第 ２ 大优势科为真藓科ꎬ含 ７ 属 ３９ 种ꎬ分别

占优势科总属数和总种数的 ６.９％和１２.８％ꎬ占该地区

藓类植物总属数和总种数的 ４.１％和 ９.５％ꎮ 第 ３ 大

优势科为蔓藓科ꎬ含 １５ 属 ３５ 种ꎬ分别占优势科总属

数和总种数的 １４.７％和 １１.５％ꎬ占该地区藓类植物总

属数和总种数的 ８.９％和 ８.５％ꎮ
２.１.３　 优势属分析　 将墨脱典型区域含 ６ 种及以上

藓类植物的属定义为优势属ꎮ 结果(表 ３)显示:墨脱

典型区域藓类植物优势属分别为扭口藓属(Ｂａｒｂｕｌａ
Ｈｅｄｗ.)、青藓属 (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ｕｍ Ｂ. Ｓ. Ｇ.)、真藓属

(Ｂｒｙｕｍ Ｈｅｄｗ.)、对齿藓属(Ｄｉｄｙｍｏｄｏｎ Ｈｅｄｗ.)、绢藓

属(Ｅｎｔｏｄｏｎ Ｍüｌｌ. Ｈａｌ.)、美喙藓属(Ｅｕｒｈｙｎｃｈｉｕｍ Ｂ. Ｓ.
Ｇ.)、紫萼藓属 ( Ｇｒｉｍｍｉａ Ｅｈｒｈ. ｅｘ Ｈｅｄｗ.)、灰藓属

(Ｈｙｐｎｕｍ Ｈｅｄｗ.)、泽藓属(Ｐｈｉｌｏｎｏｔｉｓ Ｂｒｉｄ.)、匐灯藓

属(Ｐｌａｇｉｏｍｎｉｕｍ Ｔ. Ｋｏｐ.)、棉藓属(Ｐｌａｇｉｏｔｈｅｃｉｕｍ Ｂ.
Ｓ. Ｇ.)、小金发藓属(Ｐｏｇｏｎａｔｕｍ Ｐ. Ｂｅａｕｖ.)、丝瓜藓属

(Ｐｏｈｌｉａ Ｈｅｄｗ.)和羽藓属(Ｔｈｕｉｄｉｕｍ Ｂ. Ｓ. Ｇ.)ꎬ这 １４
个优势属含 １４４ 种ꎬ占该地区藓类植物总种数的 ３５.１％ꎮ

表 １　 西藏墨脱典型区域藓类植物科、属、种的统计结果１)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ꎬ ｇｅｎｅｒａꎬ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ｍｏｓｓｅｓ ｉｎ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Ｍｅｄｏｇ ｏｆ Ｔｉｂｅｔ１)

科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ｇ ｎｓ 科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ｇ ｎｓ 科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ｇ ｎｓ
柳叶藓科 Ａｍｂｌｙｓｔｅｇｉａｃｅａｅ ３ ３ 塔藓科 Ｈｙｌｏｃｏｍｉａｃｅａｅ ６ ９ 蕨藓科 Ｐｔｅｒｏｂｒｙａｃｅａｅ ２ ３
牛舌藓科 Ａｎｏｍｏｄｏｎｔａｃｅａｅ ２ ２ 灰藓科 Ｈｙｐｎａｃｅａｅ １１ ３０ 缩叶藓科 Ｐｔｙｃｈｏｍｉｔｒｉａｃｅａｅ １ ３
珠藓科 Ｂａｒｔｒ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５ １６ 孔雀藓科 Ｈｙｐｏｐｔｅｒｙｇｉａｃｅａｅ ３ ４ 金灰藓科 Ｐｙｌａｉｓｉａｃｅａｅ １ ４
青藓科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ａｃｅａｅ ８ ４１ 船叶藓科 Ｌｅｍｂ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１ １ 毛锦藓科 Ｐｙｌａｉｓｉａｄｅｌｐｈａｃｅａｅ ２ ２
真藓科 Ｂｒｙａｃｅａｅ ７ ３９ 薄罗藓科 Ｌｅｓｋｅａｃｅａｅ ２ ２ 卷柏藓科 Ｒａｃｏｐｉｌａｃｅａｅ １ １
隐蒴藓科 Ｃｒｙｐｈａｅａｃｅａｅ ４ ５ 白发藓科 Ｌｅｕｃｏｂｒｙａｃｅａｅ ２ ３ 粗石藓科 Ｒｈａｂｄｏｗｅｉｓｉａｃｅａｅ １ ２
曲尾藓科 Ｄｉｃｒａｎａｃｅａｅ １２ １９ 白齿藓科 Ｌｅｕｃｏｄｏｎｔａｃｅａｅ １ ５ 垂枝藓科 Ｒｈｙｔｉｄｉａｃｅａｅ １ １
小曲尾藓科 Ｄｉｃｒａｎｅｌｌａｃｅａｅ １ ５ 蔓藓科 Ｍｅｔｅｏｒｉａｃｅａｅ １５ ３５ 蝎尾藓科 Ｓｃｏｒｐｉｄｉａｃｅａｅ １ １
牛毛藓科 Ｄｉｔｒｉｃｈａｃｅａｅ ４ ７ 提灯藓科 Ｍｎｉａｃｅａｅ ５ ２０ 锦藓科 Ｓｅｍａｔ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６ ８
大帽藓科 Ｅｎｃａｌｙｐｔａｃｅａｅ １ ４ 平藓科 Ｎｅｃｋｅｒａｃｅａｅ ６ ８ 泥炭藓科 Ｓｐｈａｇｎａｃｅａｅ １ ２
绢藓科 Ｅｎｔｏｄｏｎｔａｃｅａｅ ３ １１ 木灵藓科 Ｏｒｔｈｏｔｒｉｃｈａｃｅａｅ ３ ４ 壶藓科 Ｓｐｌａｃｈｎａｃｅａｅ １ １
凤尾藓科 Ｆｉｓｓｉｄｅｎｔａｃｅａｅ １ １ 棉藓科 Ｐｌａｇｉｏｔｈｅｃｉａｃｅａｅ ２ ７ 羽藓科 Ｔｈｕｉｄｉａｃｅａｅ ８ ２０
葫芦藓科 Ｆｕｎａｒｉａｃｅａｅ ２ ３ 金发藓科 Ｐｏｌｙｔｒｉｃｈａｃｅａｅ ７ ２８ 扭叶藓科 Ｔｒａｃｈｙｐｏｄａｃｅａｅ ３ ５
紫萼藓科 Ｇｒｉｍｍｉａｃｅａｅ ４ １４ 丛藓科 Ｐｏｔｔｉａｃｅａｅ １７ ３１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６９ ４１２
油藓科 Ｈｏｏｋ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１ １ 拟薄罗藓科 Ｐｓｅｕｄｏｌｅｓｋｅａｃｅａｅ １ １

　 １) ｎｇ: 属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ꎻ ｎｓ: 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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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西藏墨脱典型区域藓类植物优势科的统计结果１)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ｏｆ ｍｏｓｓｅｓ ｉｎ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Ｍｅｄｏｇ ｏｆ Ｔｉｂｅｔ１)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Ｐ１ / ％ Ｐ２ / ％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Ｐ１ / ％ Ｐ２ / ％

珠藓科 Ｂａｒｔｒ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４.９ ３.０ 　 ５.３ ３.９
青藓科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ａｃｅａｅ ７.８ ４.７ １３.５ １０.０
真藓科 Ｂｒｙａｃｅａｅ ６.９ ４.１ １２.８ ９.５
曲尾藓科 Ｄｉｃｒａｎａｃｅａｅ １１.８ ７.１ ６.２ ４.６
绢藓科 Ｅｎｔｏｄｏｎｔａｃｅａｅ ２.９ １.８ ３.６ ２.７
紫萼藓科 Ｇｒｉｍｍｉａｃｅａｅ ３.９ ２.４ ４.６ ３.４
灰藓科 Ｈｙｐｎａｃｅａｅ １０.８ ６.５ ９.９ ７.３
蔓藓科 Ｍｅｔｅｏｒｉａｃｅａｅ １４.７ ８.９ １１.５ ８.５
提灯藓科 Ｍｎｉａｃｅａｅ ４.９ ３.０ ６.６ ４.９
金发藓科 Ｐｏｌｙｔｒｉｃｈａｃｅａｅ ６.９ ４.１ ９.２ ６.８
丛藓科 Ｐｏｔｔｉａｃｅａｅ １６.７ １０.０ １０.２ ７.５
羽藓科 Ｔｈｕｉｄｉａｃｅａｅ ７.８ ４.７ ６.６ ４.９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００.０ ６０.３ １００.０ ７４.０

　 １) Ｐ１: 各优势科所含属(种)数占优势科总属(种)数的百分比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ｆａｍｉｌｙ
ｔｏ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ｆａｍｉｌｙꎻ Ｐ２:
各优势科所含属(种)数占该地区藓类植物总属(种)数的百分比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ｆａｍｉｌｙ ｔｏ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ｍｏｓ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ｅａ.

表 ３　 西藏墨脱典型区域藓类植物优势属的统计结果１)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ｇｅｎｅｒａ ｏｆ ｍｏｓｓｅｓ ｉｎ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Ｍｅｄｏｇ ｏｆ Ｔｉｂｅｔ１)

属 Ｇｅｎｕｓ ｎ Ｐ１ / ％ Ｐ２ / ％

扭口藓属 Ｂａｒｂｕｌａ 　 ７ 　 ４.９ １.７
青藓属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ｕｍ ２１ １４.６ ５.１
真藓属 Ｂｒｙｕｍ ２５ １７.４ ６.１
对齿藓属 Ｄｉｄｙｍｏｄｏｎ ６ ４.２ １.５
绢藓属 Ｅｎｔｏｄｏｎ ９ ６.２ ２.２
美喙藓属 Ｅｕｒｈｙｎｃｈｉｕｍ ７ ４.９ １.７
紫萼藓属 Ｇｒｉｍｍｉａ ７ ４.９ １.７
灰藓属 Ｈｙｐｎｕｍ １１ ７.６ ２.７
泽藓属 Ｐｈｉｌｏｎｏｔｉｓ １０ ６.９ ２.４
匐灯藓属 Ｐｌａｇｉｏｍｎｉｕｍ １０ ６.９ ２.４
棉藓属 Ｐｌａｇｉｏｔｈｅｃｉｕｍ ６ ４.２ １.５
小金发藓属 Ｐｏｇｏｎａｔｕｍ １２ ８.３ ２.９
丝瓜藓属 Ｐｏｈｌｉａ ６ ４.２ １.５
羽藓属 Ｔｈｕｉｄｉｕｍ ７ ４.９ １.７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４４ １００.０ ３５.１

　 １) ｎ: 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ꎻ Ｐ１: 各优势属所含种数占优势属总种
数的百分比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ｇｅｎｕｓ ｔｏ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ｇｅｎｅｒａꎻ Ｐ２: 各优
势属所含种数占该地区藓类植物总种数的百分比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ｇｅｎｕｓ ｔｏ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ｍｏｓ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ｅａ.

真藓属为最大的优势属ꎬ含 ２５ 种ꎬ占优势属总种数的

１７.４％ꎬ占该地区藓类植物总种数的 ６.１％ꎮ 第 ２ 大优

势属为青藓属ꎬ含 ２１ 种ꎬ占优势属总种数的 １４.６％ꎬ

占该地区藓类植物总种数的 ５.１％ꎮ 此外ꎬ小金发藓

属和灰藓属在该地区也有大量分布ꎬ分别含 １２ 和

１１ 种ꎮ
２.１.４　 优势种分析 　 参照文献[２１]的判断依据ꎬ墨
脱典型区域藓类植物优势种 １３ 个ꎬ分别为侧枝匐灯

藓 ( Ｐｌａｇｉｏｍｎｉｕｍ ｐｌａｇｉｏｍｎｉｕｍ Ｔ. Ｋｏｐ.)、 刺叶真藓

(Ｂｒｙｕｍ ｌｏｎｃｈｏｃａｕｌｏｎ Ｍüｅｌｌ. Ｈａｌ.)、大羽藓〔Ｔｈｕｉｄｉｕｍ
ｃｙｍｂｉｆｏｌｉｕｍ (Ｄｏｚｙ ｅｔ Ｍｏｌｋ.) Ｄｏｚｙ ｅｔ Ｍｏｌｋ.〕、倒齿泽藓

(Ｐｈｉｌｏｎｏｔｉｓ ｒｕｎｃｉｎａｔａ Ｃ. Ｍüｅｌｌ. ｅｘ Ａｏｎｇｓｔｒ.)、东亚泽藓

(Ｐｈｉｌｏｎｏｔｉｓ ｔｕｒｎｅｒｉａｎａ Ｍｉｔｔ.)、反叶粗蔓藓短尖变种

(Ｍｅｔｅｏｒｉｏｐｓｉｓ ｒｅｃｌｉｎａｔａ ｖａｒ. ｓｕｂｒｅｃｌｉｎａｔａ Ｆｌｅｉｓｃｈ.)、卷叶

湿地藓〔Ｈｙｏｐｈｉｌａ ｉｎｖｏｌｕｔａ (Ｈｏｏｋ.) Ｊａｅｇ.〕、扭叶反叶

藓〔Ｔｏｌｏｘｉｓ ｓｅｍｉｔｏｒｔａ (Ｃ. Ｍüｌｌ.) Ｂｕｃｋ〕、平叶偏蒴藓

〔Ｅｃｔｒｏｐｏｔｈｅｃｉｕｍ ｚｏｌｌｉｎｇｅｒｉ (Ｃ. Ｍüｅｌｌ.) Ｊａｅｇ.〕、细叶小

羽藓〔Ｈａｐｌｏｃｌａｄｉｕｍ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Ｈｅｄｗ.) Ｂｒｏｔｈ.〕、新
丝藓〔Ｎｅｏｄｉｃｌａｄｉｅｌｌａ ｐｅｎｄｕｌａ (Ｓｕｌｌ.) Ｂｕｃｋ〕、芽胞银藓

(Ａｎｏｍｏｂｒｙｕｍ ｇｅｍｍｉｇｅｒｕｍ Ｂｒｏｔｈ.) 和硬叶小金发藓

〔Ｐｏｇｏｎａｔｕｍ ｎｅｅｓｉｉ (Ｃ. Ｍüｅｌｌ.) Ｄｏｚｙ〕ꎮ
２.２　 西藏墨脱典型区域藓类植物的区系地理成分

西藏墨脱典型区域藓类植物种的分布区类型见

表 ４ꎮ 结果显示:西藏墨脱典型区域藓类植物划分为

１０ 个分布区类型ꎮ
２.２.１　 世界分布　 属于该分布区类型的藓类植物有

３５ 种ꎬ如大羽藓、灰藓(Ｈｙｐｎｕｍ ｃｕｐｒｅｓｓｉｆｏｒｍｅ Ｌｉｎｎ. ｅｘ
Ｈｅｄｗ.)、平锦藓 〔 Ｐｌａｔｙｇｙｒｉｕｍ ｒｅｐｅｎｓ ( Ｂｒｉｄ.) Ｂ. Ｓ.
Ｇ.〕、 金 发 藓 ( Ｐｏｌｙｔｒｉｃｈｕｍ ｃｏｍｍｕｎｅ Ｈｅｄｗ.)、 泽 藓

(Ｐｈｉｌｏｎｏｔｉｓ ｆｏｎｔａｎａ Ｂｒｉｄ.) 和 美 喙 藓 〔 Ｅｕｒｈｙｎｃｈｉｕｍ
ｐｕｌｃｈｅｌｌｕｍ (Ｈｅｄｗ.) Ｊｅｎｎ.〕等ꎮ
２.２.２　 泛热带分布　 属于该分布区类型的藓类植物

有 ２９ 种ꎬ如鳞叶藓〔Ｔａｘ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ｔａｘｉｒａｍｅｕｍ (Ｍｉｔｔ.)
Ｆｌｅｉｓｃｈ.〕、拟扭叶藓(原变种)〔Ｔｒａｃｈｙｐｏｄｏｐｓｉｓ ｓｅｒｒｕｌａｔａ
ｖａｒ. ｓｅｒｒｕｌａｔａ (Ｐ. Ｂｅａｕｖ.) Ｍ. Ｆｌｅｉｓｃｈ.〕、薄壁卷柏藓

( Ｒａｃｏｐｉｌｕｍ ｃｕｓｐｉｄｉｇｅｒｕｍ Ａｏｎｇｓｔｒ.)、 小 金 发 藓

〔Ｐｏｇｏｎａｔｕｍ ａｌｏｉｄｅｓ (Ｈｅｄｗ.) Ｐ. Ｂｅａｕｖ.〕、倒齿泽藓、
毛状真藓(Ｂｒｙｕｍ ａｐ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Ｓｃｈｗａｅｇｒ)和暖地大叶藓

(Ｒｈｏｄｏｂｒｙｕｍ ｇｉｇａｎｔｅｕｍ Ｐａｒ.)等ꎮ
２.２.３　 古热带分布　 属于该分布区类型的藓类植物

有 ６ 种ꎬ包括丝带藓〔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ｒｉａ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 (Ｄｏｚｙ ｅｔ
Ｍｏｌｋ.) Ｍ. Ｆｌｅｉｓｃｈ.〕、 绒 叶 青 藓 〔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ｕｍ
ｖｅｌｕｔｉｎｕｍ (Ｈｅｄｗ.) Ｂ. Ｓ. Ｇ.〕、小片藓 〔 Ｃｉｒｃｕｌｉｆｏｌｉｕｍ
ｅｘｉｇｕｕｍ (Ｂｏｓｃｈ ｅｔ Ｓａｎｄｅ Ｌａｃ.) Ｓ. Ｏｌｓｓｏｎꎬ Ｅｎｒｏｔｈ ｅｔ Ｄ.
Ｑｕａｎｄｔ〕、 红毛细羽藓 〔 Ｃｙｒｔｏ￣ｈｙｐｎｕｍ ｖｅｒｓｉｃｏｌｏｒ ( Ｃ.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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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üｌｌ.) Ｂｕｃｋ ｅｔ Ｃｒｕｍ〕、宽叶短月藓 ( Ｂｒａｃｈｙｍｅｎｉｕｍ
ｃａｐｉｔｕｌａｔｕｍ Ｋｉｎｄｂ.)和短月藓(Ｂｒａｃｈｙｍｅｎｉｕｍ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ｅ
Ｈｏｏｋ.)ꎮ
２.２.４　 热带亚洲分布　 属于该分布区类型的藓类植

物有 ３５ 种ꎬ如灰羽藓〔Ｔｈｕｉｄｉｕｍ ｐｒｉｓｔｏｃａｌｙｘ (Ｃ. Ｍüｌｌ.)
Ｊａｅｇ.〕、美丽细羽藓〔Ｃｙｒｔｏ￣ｈｙｐｎｕｍ ｃｏｎｔｏｒｔｕｌｕｍ (Ｍｉｔｔ.)
Ｗｕꎬ Ｃｒｏｓｂｙ ｅｔ Ｈｅ 〕、 南 亚 同 叶 藓 〔 Ｉｓｏ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ｂａｎｃａｎｕｍ ( Ｌａｃ.) Ｊａｅｇ.〕、黑茎黄藓 (Ｄｉｓｔｉｃｈ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ｓｕｂｎｉｇｒｉｃａｕｌｅ Ｂｒｏｔｈ.)、 拟木毛藓 ( Ｐｓｅｕｄｏｓｐｉｒｉｄｅｎｔｏｐｓｉｓ
ｈｏｒｒｉｄａ Ｆｌｅｉｓｃｈ.)、 川 滇 蔓 藓 〔 Ｍｅｔｅｏｒｉｕｍ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ｉｉ
(Ｂｒｉｄ.) Ｂｒｏｔｈ.〕、散生细带藓 〔 Ｔｒａｃｈｙｃｌａｄｉｅｌｌａ ｓｐａｒｓａ
(Ｍｉｔｔ.) Ｍ. Ｍｅｎｚｅｌ 〕、 悬藓 〔 Ｂａｒｂｅｌｌａ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ｒａｍｅａ
(Ｒｅｎａｕｌｄ ｅｔ Ｃａｒｄｏｔ) Ｍ. Ｆｌｅｉｓｃｈ.〕和扭叶反叶藓等ꎮ
２.２.５　 东亚分布　 属于该分布区类型的藓类植物有

１２４ 种ꎬ如虫毛藓〔Ｂｏｕｌａｙａ ｍｉｔｔｅｎｉｉ (Ｂｒｏｔｈ.) Ｃａｒｄ.〕、
东亚小羽藓〔Ｈａｐｌｏｃｌａｄｉｕｍ ｓｔｒｉｃｔｕｌｕｍ (Ｃａｒｄ.) Ｒｅｉｍ.〕、
细叉羽藓(Ｌｅｐｔｏｐｔｅｒｉｇｙｎａｎｄｒｕｍ ｔｅｎｅｌｌｕｍ Ｂｒｏｔｈ.)、卷叶

偏蒴藓(Ｅｃｔｒｏｐｏｔｈｅｃｉｕｍ ｏｈｏｓｉｍｅｎｓｅ Ｃａｒｄ. ｅｔ Ｔｈéｒ.)、美
丽拟鳞叶藓 〔Ｐｓｅｕｄｏｔａｘ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ｄｉｓｔｉｃｈａｃｅｕｍ (Ｍｉｔｔ.)
Ｚ. Ｉｗａｔｓ.〕、大灰藓〔Ｃａｌｏｈｙｐｎｕｍ ｐｌｕｍｉｆｏｒｍｅ (Ｗｉｌｓｏｎ)
Ｊａｎ Ｋｕ ｅｒａ ｅｔ Ｉｇｎａｔｏｖ 〕、 齿 边 长 灰 藓 〔 Ｈｅｒｚｏｇｉｅｌｌａ
ｐｅｒｒｏｂｕｓｔａ ( Ｂｒｏｔｈ. ｅｘ Ｃａｒｄ.) Ｉｗａｔｓ.〕、 斯 氏 悬 藓

〔Ｂａｒｂｅｌｌａ ｓｔｅｖｅｎｓｉｉ (Ｒｅｎａｕｌｄ ｅｔ Ｃａｒｄｏｔ) Ｍ. Ｆｌｅｉｓｃｈ.〕、
悬藓 〔 Ｂａｒｂｅｌｌａ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ｒａｍｅａ ( Ｒｅｎ. ｅｔ Ｃａｒｄ.) Ｍ.
Ｆｌｅｉｓｃｈ.〕、鞭枝悬藓(Ｂａｒｂｅｌｌａ ｆｌａｇｅｌｌｉｆｅｒａ Ｎｏｇｕｃｈｉ)、多
疣假悬藓(Ｐｓｅｕｄｏｂａｒｂｅｌｌａ ｎｉｉｔａｋａｙａｍｅｎｓｉｓ Ｎｏｇ.)、四川

丝带藓(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ｒｉａ ｓｅｔｓｃｈｗａｎｉｃａ Ｂｒｏｔｈ.)和日本匐灯

藓(Ｐｌａｇｉｏｍｎｉ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Ｔ. Ｋｏｐ.)等ꎮ
２.２.６　 东亚和南亚分布　 属于该分布区类型的藓类

植物 有 ６ 种ꎬ 包 括 粗 蔓 藓 〔 Ｍｅｔｅｏｒｉｏｐｓｉｓ ｓｑｕａｒｒｏｓａ
( Ｈｏｏｋ.) Ｆｌｅｉｓｃｈ. ｅｘ Ｂｒｏｔｈ.〕、 隐 松 萝 藓

〔Ｃｒｙｐｔｏｐａｐｉｌｌａｒｉａ ｆｕｓｃｅｓｃｅｎｓ (Ｈｏｏｋ.) Ｍ. Ｍｅｎｚｅｌ〕、疏叶

丝带藓 〔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ｒｉａ ｗａｌｋｅｒｉ ( Ｒｅｎａｕｌｄ ｅｔ Ｃａｒｄｏｔ )
Ｂｒｏｔｈ.〕、 卵 叶 毛 扭 藓 ( Ａｅｒｏｂｒｙｉｄｉｕｍ ａｕｒｅｏ￣ｎｉｔｅｎｓ
Ｂｒｏｔｈ.)、毛扭藓(Ａｅｒｏｂｒｙｉｄｉｕｍ ｆｉｌａｍｅｎｔｏｓｕｍ Ｆｌｅｉｓｃｈ. ｅｘ
Ｂｒｏｔｈ.)和南亚丝瓜藓(Ｐｏｈｌｉａ ｇｅｄｅａｎａ Ｇａｎｇ.)ꎮ
２.２.７　 温带分布　 属于该分布区类型的藓类植物有

１０４ 种ꎬ如多毛灰藓 〔Ｈｙｐｎｕｍ ｒｅｃｕｒｖａｔｕｍ ( Ｌｉｎｄｂ. ｅｔ
Ａｒｎ.) Ｋｉｎｄｂ.〕、黄灰藓〔 Ｊｏｃｈｅｎｉａ ｐａｌｌｅｓｃｅｎｓ (Ｈｅｄｗ.)
Ｈｅｄｅｎäｓꎬ Ｓｃｈｌｅｓａｋ ｅｔ Ｄ. Ｑｕａｎｄｔ〕、尖叶灰藓(Ｈｙｐｎｕｍ
ｃａｌｌｉｃｈｒｏｕｍ Ｂｒｉｄ.)、 明 叶 藓 〔 Ｖｅｓｉｃｕｌａｒｉａ ｍｏｎｔａｇｎｅｉ
(Ｂｅｌ.) Ｂｒｏｔｈ.〕、匐灯藓 (Ｐｌａｇｉｏｍｎｉｕｍ 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ｕｍ Ｔ.

Ｋｏｐ.)、钝叶匐灯藓(Ｐｌａｇｉｏｍｎｉｕｍ ｒｏｓｔｒａｔｕｍ Ｔ. Ｋｏｐ.)、
小叶藓(Ｅｐｉ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ｔｏｚｅｒｉ Ｌｉｎｄｂ.)和扭叶小金发藓

〔Ｐｏｇｏｎａｔｕｍ ｃｏｎｔｏｒｔｕｍ (Ｂｒｉｄ.) Ｌｅｓｑ.〕等ꎮ
２.２.８　 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　 属于该分布区类型的

藓类 植 物 有 ２７ 种ꎬ 如 绿 羽 藓 〔 Ｔｈｕｉｄｉｕｍ ａｓｓｉｍｉｌｅ
(Ｍｉｔｔ.) Ｊａｅｇ.〕、多疣细羽藓〔Ｃｙｒｔｏ￣ｈｙｐｎｕｍ ｐｙｇｍａｅｕｍ
(Ｓｃｈｉｍｐ.) Ｂｕｃｋ ｅｔ Ｃｒｕｍ〕、山羽藓〔Ａｂｉｅｔｉｎｅｌｌａ ａｂｉｅｔｉｎａ
( Ｈｅｄｗ.) Ｆｌｅｉｓｃｈ.〕、 拳 叶 灰 藓 ( Ｈｙｐｎｕｍ ｃｉｒｃｉｎａｌｅ
Ｈｏｏｋ.)、圆叶毛灯藓(Ｒｈｉｚｏｍｎｉｕｍ ｎｕｄｕｍ Ｔ. Ｋｏｐ.)、异
蒴 藓 ( Ｌｙｅｌｌｉａ ｃｒｉｓｐａ Ｒ. Ｂｒｏｗｎ )、 宽 叶 美 喙 藓

〔Ｅｕｒｈｙｎｃｈｉｕｍ ｈｉａｎｓ (Ｈｅｄｗ.) Ｌａｃ.〕、土生真藓(Ｂｒｙｕｍ
ｔｕｂｅｒｏｓｕｍ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ｅｔ Ｄａｍａｎｈｕｒｉ )、 异 芽 丝 瓜 藓

( Ｐｏｈｌｉａ ｌｅｕｃｏｓｔｏｍａ Ｆｌｅｉｓｃｈ.) 和 鹅 头 对 齿 藓

(Ｄｉｄｙｍｏｄｏｎ ａｎｓｅｒｉｎｏ￣ｃａｐｉｔａｔｕｓ Ｒ. Ｈ. Ｚａｎｄｅｒ)等ꎮ
２.２.９　 旧世界温带分布　 属于该分布区类型的藓类

植物有 ３ 种ꎬ包括叉羽藓(Ｌｅｐｔｏｐｔｅｒｉｇｙｎａｎｄｒｕｍ ａｕｓｔｒｏ￣
ａｌｐｉｎｕｍ Ｃ. Ｍüｅｌｌ.)、瘤根真藓 ( Ｂｒｙｕｍ ｂｏｒｎｈｏｌｍｅｎｓｅ
Ｗｉｎｋｅｌｍ. ｅｔ Ｒｕｔｈｅ ) 和 扁 平 棉 藓 ( Ｐｌａｇｉｏｔｈｅｃｉｕｍ
ｎｅｃｋｅｒｏｉｄｅｕｍ Ｂ. Ｓ. Ｇ.)ꎮ
２.２.１０　 中国特有分布 　 属于该分布区类型的藓类

植物有 ４３ 种ꎬ如卷叶叉羽藓 ( Ｌｅｐｔｏｐｔｅｒｉｇｙｎａｎｄｒｕｍ
ｉｎｃｕｒｖａｔｕｍ Ｂｒｏｔｈ.)、 密 枝 偏 蒴 藓 ( Ｅｃｔｒｏｐｏｔｈｅｃｉｕｍ
ｗａｎｇｉａｎｕｍ Ｃｈｅｎ )、 云 南 毛 灰 藓 ( Ｈｏｍｏｍａｌｌｉｕｍ
ｙｕｅｎｎａｎｅｎｓｅ Ｂｒｏｔｈ.)、 狭 叶 假 悬 藓 ( Ｐｓｅｕｄｏｂａｒｂｅｌｌａ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 Ｎｏｇ.)、长尖提灯藓 (Ｍｎｉｕｍ ｌｙｃｏｐｏｄｉｏｉｄｅｓ
Ｓｃｈｗäｇｒ.)、云南立灯藓(Ｏｒｔｈｏｍｎｉｏｎ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ｅ Ｔ. Ｋｏｐ.)、
双珠小金发藓(Ｐｏｇｏｎａｔｕｍ ｐｅｒｇｒａｎｕｌａｔｕｍ Ｃｈｅｎ)、宽果

异蒴藓(Ｌｙｅｌｌｉａ 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ｐａ Ｃａｒｄ. ｅｔ Ｔｈéｒ.)和疣边泽藓

(Ｐｈｉｌｏｎｏｔｉｓ ｐａｐｉｌｌａｔｏ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ａ Ｌｏｕ ｅｔ Ｗｕ)等ꎮ

表 ４　 西藏墨脱典型区域藓类植物种的分布区类型１)

Ｔａｂｌｅ ４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ｍｏｓｓｅｓ ｉｎ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Ｍｅｄｏｇ
ｏｆ Ｔｉｂｅｔ１)

分布区类型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 ｎ Ｐ / ％

世界分布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３５ ８.５
泛热带分布 Ｐａｎｔｒｏｐｉｃ ２９ ７.０
古热带分布 Ｐａｌａｅｏｔｒｏｐｉｃ ６ １.５
热带亚洲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３５ ８.５
东亚分布 Ｅ. Ａｓｉａ １２４ ３０.１
东亚和南亚分布 Ｅ. Ａｓｉａ ＆ Ｓ. Ａｓｉａ. ６ １.５
温带分布 Ｔｅｍｐ. １０４ ２５.２
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 Ｅ. Ａｓｉａ ＆ Ｎ.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２７ ６.６
旧世界温带分布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ｅｍｐ. ３ ０.７
中国特有分布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４３ １０.４

　 １) ｎ: 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ꎻ Ｐ: 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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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和结论

３.１　 物种多样性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墨脱典型区域共有藓类植物 ４３
科 １６９ 属 ４１２ 种(含亚种、变种和亚型ꎬ下同)ꎮ 与

«西藏苔藓植物志» [１７]、«中国苔藓志» [９－１６] 以及田雅

娴[７]４８－１０４的研究相比较ꎬ新增加藓类植物 ２４１ 种ꎮ 究

其原因ꎬ墨脱县北部的南迦巴瓦峰高达 ７ ７５６ ｍꎬ南部

海拔仅数百米ꎬ属典型的半封闭高山峡谷ꎮ 来自印度

洋的暖湿气流和独特的地理条件造就了该地区热带

和亚热带湿润气候、完整的植被垂直带谱和丰富的物

种多样性ꎮ 墨脱境内雅鲁藏布江和金珠曲贯穿其中ꎬ
森林覆盖面积大ꎬ沟壑交错ꎬ坡陡难行ꎬ林深雾重ꎬ气
候潮湿ꎬ特殊的生境为藓类植物的生长提供了机会ꎬ
在地面、护坡、岩面(甚至陡峭的岩面)、树干和腐木

等生境都广泛分布着各种各样的藓类植物ꎮ 总体上

看ꎬ墨脱特殊的自然环境造就了该地区丰富的藓类

植物ꎮ
３.２　 优势科、优势属和优势种分析

对墨脱典型区域藓类植物优势科、优势属和优势

种的分析结果显示:该地区藓类植物优势科有 １２ 个ꎬ
其中ꎬ排名前 ３ 位的优势科分别为青藓科、真藓科和

蔓藓科ꎬ这 ３ 个优势科含 ３０ 属 １１５ 种ꎬ分别占该地区

藓类植物总属数和总种数 １７. ７％和 ２８. ０％ꎮ 田雅

娴[７]２０的研究结果显示:墨脱藓类植物优势科有８ 个ꎬ
包括丛藓科、青藓科、灰藓科、提灯藓科、蔓藓科、平藓

科(Ｎｅｃｋｅｒａｃｅａｅ)、真藓科和塔藓科(Ｈｙｌｏｃｏｍｉａｃｅａｅ)ꎬ
与本研究共同的优势科有 ６ 个ꎬ分别为丛藓科、青藓

科、提灯藓科、蔓藓科、灰藓科和真藓科ꎮ 说明墨脱典

型区域藓类植物优势科的优势性突出ꎬ在该地区的藓

类植物中占有重要地位ꎬ构成了该地区藓类植物的主

要类群ꎮ
田雅娴[７]２１的研究结果显示:墨脱藓类植物优势

属分别为真藓属(１４ 种)、凤尾藓属(Ｆｉｓｓｉｄｅｎｓ Ｈｅｄｗ.)
(１４ 种)、曲尾藓属(Ｄｉｃｒａｎｕｍ Ｈｅｄｗ.) (９ 种)和青藓

属(９ 种)ꎮ 本研究中ꎬ墨脱典型区域藓类植物优势属

有 １４ 个ꎬ所含种数 １４４ 种ꎬ占该地区藓类植物总种数

的 ３５.１％ꎮ 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是ꎬ田雅娴[７]２１将含

２３ 种及以上的属定义为优势属ꎬ而本研究则将含６ 种

及以上的属定义为优势属ꎮ 与田雅娴[７]２１ 的研究结

果相比较ꎬ本研究与其共同的优势属为真藓属和青

藓属ꎮ
本研究中ꎬ墨脱典型区域藓类植物优势种有 １３

个ꎬ分别是侧枝匐灯藓、刺叶真藓、大羽藓、倒齿泽藓、
东亚泽藓、反叶粗蔓藓短尖变种、卷叶湿地藓、扭叶反

叶藓、平叶偏蒴藓、细叶小羽藓、新丝藓、芽胞银藓和

硬叶小金发藓ꎬ构成了该地区藓类植物的主体ꎮ
３.３　 区系地理成分分析

与田雅娴[７]２３的研究结果相比较ꎬ墨脱地区藓类

植物相同的分布区类型有 ８ 个ꎬ分别为世界分布、泛
热带分布、古热带分布、热带亚洲分布、东亚分布、东
亚和南亚分布、温带分布和中国特有分布ꎮ 前者研究

的藓类植物分布区类型还包括跨太平洋分布、热带亚

洲至热带澳洲分布、亚洲至澳洲分布和东亚至印度马

来分布ꎬ而本研究中则包含了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以

及旧世界温带分布ꎮ
田雅娴[７]２７认为ꎬ墨脱苔藓植物区系中热带成分

占优势ꎬ东亚成分与温带成分并存ꎬ中国特有成分丰

富ꎮ 而本研究认为ꎬ墨脱典型区域藓类植物区系以温

带成分为主ꎬ兼具热带性质ꎬ主要分布区类型是东亚

分布、温带分布、中国特有分布和热带亚洲分布ꎬ所含

种数分别占该地区藓类植物总种数的 ３０.１％、２５.２％、
１０.４％和 ８.５％ꎮ 推测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包括 ２ 个

方面:１)调查区域不同ꎮ 前者的调查区域主要集中

在背崩周边、果果塘、县城附近、德兴、仁钦崩、格当、
波弄贡以及扎墨公路 ８０Ｋ、６２Ｋ、５２Ｋ 等地[７]５ꎬ其中ꎬ
８０Ｋ 位于 ６２Ｋ 和达果大桥之间ꎬ是墨脱温带气候和亚

热带气候的分界线ꎬ背崩至 ８０Ｋ 这一段区域属于热

带至亚热带气候ꎬ５２Ｋ 区域属于寒温带气候ꎻ而本研

究的调查范围除了上述区域外ꎬ还包括嘎隆拉隧道至

５２Ｋ 这一段ꎬ而这一段区域属于温带至寒温带气候ꎬ
导致温带至寒温带气候区的藓类植物标本数量增多ꎬ
从而增加了该地区藓类植物区系中东亚分布和温带

分布的比例ꎮ ２)研究对象不同ꎮ 前者的研究对象包

含角苔类植物、苔类植物和藓类植物ꎬ而本文的研究

对象仅为藓类植物ꎮ 此外ꎬ与墨脱典型区域相同纬度

的江西九岭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苔藓植物区系相比

较ꎬ江西九岭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苔藓植物的温带成

分略高于热带成分ꎬ表现出明显的热带成分向温带成

分的过渡性[６]ꎮ
本研究较好地反映了墨脱热带—温带过渡区的

藓类植物多样性ꎬ但整个墨脱地区藓类植物的多样性

和区系特征还需进一步进行更广范围的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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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Ⅰ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Ⅰ
柳叶藓科 Ａｍｂｌｙｓｔｅｇｉａｃｅａｅ

细湿藓属 Ｃａｍｐｙｌｉｕｍ
多态细湿藓 Ｃａｍｐｙｌｉｕｍ ｐｒｏｔｅｎｓｕｍ∗

牛角藓属 Ｃｒａｔｏｎｅｕｒｏｎ
牛角藓 Ｃｒａｔｏｎｅｕｒｏｎ ｆｉｌｉｃｉｎｕｍ

镰刀藓属 Ｄｒｅｐａｎｏｃｌａｄｕｓ
钩枝镰刀藓长枝变型 Ｄｒｅｐａｎｏｃｌａｄｕｓ
ｕｎｃｉｎａｔｕｓ ｆ. ｌｏｎｇｉｃｕｓｐｉｓ∗

牛舌藓科 Ａｎｏｍｏｄｏｎｔａｃｅａｅ
牛舌藓属 Ａｎｏｍｏｄｏｎ

牛舌藓 Ａｎｏｍｏｄｏｎ ｖｉｔｉｃｕｌｏｓｕｓ∗
羊角藓属 Ｈｅｒｐｅｔｉｎｅｕｒｏｎ

羊角藓 Ｈｅｒｐｅｔｉｎｅｕｒｏｎ ｔｏｃｃｏａｅ∗
珠藓科 Ｂａｒｔｒ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刺毛藓属 Ａｎａｃｏｌｉａ
中华刺毛藓 Ａｎａｃｏｌ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珠藓属 Ｂａｒｔｒａｍｉａ
直叶珠藓 Ｂａｒｔｒａｍｉａ ｉｔｈｙｐｈｙｌｌａ∗
梨蒴珠藓 Ｂａｒｔｒａｍｉａ ｐｏｍｉｆｏｒｍｉｓ∗

热泽藓属 Ｂｒｅｕｔｅｌｉａ
仰叶热泽藓 Ｂｒｅｕｔｅｌｉａ ｄｉｃｒａｎａｃｅａ∗
折叶热泽藓 Ｂｒｅｕｔｅｌｉａ ｓｕｂｄｅｆｌｅｘａ∗

泽藓属 Ｐｈｉｌｏｎｏｔｉｓ
小泽藓 Ｐｈｉｌｏｎｏｔｉｓ ｃａｌｏｍｉｃｒａ∗
毛尖泽藓 Ｐｈｉｌｏｎｏｔｉｓ ｃａｐｉｆｏｒｍｉｓ
泽藓 Ｐｈｉｌｏｎｏｔｉｓ ｆｏｎｔａｎａ
柔叶泽藓 Ｐｈｉｌｏｎｏｔｉｓ ｍｏｌｌｉｓ
疣边泽藓 Ｐｈｉｌｏｎｏｔｉｓ ｐａｐｉｌｌａｔｏ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ａ
罗氏泽藓 Ｐｈｉｌｏｎｏｔｉｓ ｒｏｙｌｉｉ
倒齿泽藓 Ｐｈｉｌｏｎｏｔｉｓ ｒｕｎｃｉｎａｔａ∗
细叶泽藓 Ｐｈｉｌｏｎｏｔｉｓ ｔｈｗａｉｔｅｓｉｉ
东亚泽藓 Ｐｈｉｌｏｎｏｔｉｓ ｔｕｒｎｅｒｉａｎａ
粗尖泽藓 Ｐｈｉｌｏｎｏｔｉｓ ｙｅｚｏａｎａ∗

平珠藓属 Ｐｌａｇｉｏｐｕｓ
平珠藓 Ｐｌａｇｉｏｐｕｓ ｏｅｄｅｒｉ∗

青藓科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ａｃｅａｅ
青藓属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ｕｍ

灰白青藓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ｕｍ ａｌｂｉｃａｎｓ∗
密枝青藓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ｕｍ ａｍｎｉｃｏｌａ∗
勃氏青藓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ｕｍ ｂｒｏｔｈｅｒｉ∗
多褶青藓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ｕｍ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ｉｉ
斜枝青藓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ｕｍ ｃａｍｐｙｌｏｔｈａｌｌｕｍ∗
尖叶青藓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ｕｍ ｃｏｒｅａｎｕｍ∗
台湾青藓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ｕｍ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ｕｍ∗

圆枝青藓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ｕｍ ｇａｒｏｖａｇｌｉｏｉｄｅｓ∗
石地青藓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ｕｍ ｇｌａｒｅｏｓｕｍ∗
粗枝青藓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ｕｍ ｈｅｌｍｉｎｔｈｏｃｌａｄｕｍ
皱叶青藓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ｕｍ ｋｕｒｏｉｓｈｉｃｕｍ∗
柔叶青藓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ｕｍ ｍｏｒｉｅｎｓｅ
毛尖青藓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ｕｍ ｐｉｌｉｇｅｒｕｍ∗
羽枝青藓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ｕｍ ｐｌｕｍｏｓｕｍ
青藓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ｕｍ ｐｕｌｃｈｅｌｌｕｍ∗
弯叶青藓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ｕｍ ｒｅｆｌｅｘｕｍ
溪边青藓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ｕｍ ｒｉｖｕｌａｒｅ∗
长叶青藓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ｕｍ ｒｏｔａｅａｎｕｍ∗
褶叶青藓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ｕｍ ｓａｌｅｂｒｏｓｕｍ∗
林地青藓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ｕｍ ｓｔａｒｋｅｉ∗
绒叶青藓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ｕｍ ｖｅｌｕｔｉｎｕｍ∗

燕尾藓属 Ｂｒｙｈｎｉａ
燕尾藓 Ｂｒｙｈｎｉａ ｎｏｖａｅ￣ａｎｇｌｉａｅ∗

毛尖藓属 Ｃｉｒｒ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匙叶毛尖藓 Ｃｉｒｒ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ｃｉｒｒｏｓｕｍ
毛尖藓 Ｃｉｒｒ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ｐｉｌｉｆｅｒｕｍ

美喙藓属 Ｅｕｒｈｙｎｃｈｉｕｍ
尖叶美喙藓 Ｅｕｒｈｙｎｃｈｉｕｍ ｅｕｓｔｅｇｉｕｍ∗
小叶美喙藓 Ｅｕｒｈｙｎｃｈｉｕｍ ｆｉｌｉｆｏｒ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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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叶美喙藓 Ｅｕｒｈｙｎｃｈｉｕｍ ｈｉａｎｓ∗
扭尖美喙藓 Ｅｕｒｈｙｎｃｈｉｕｍ ｋｉｒｉｓｈｉｍｅｎｓｅ∗
疏网美喙藓 Ｅｕｒｈｙｎｃｈｉｕｍ ｌａｘｉｒｅｔｅ
美喙藓 Ｅｕｒｈｙｎｃｈｉｕｍ ｐｕｌｃｈｅｌｌｕｍ∗
密叶美喙藓 Ｅｕｒｈｙｎｃｈｉｕｍ ｓａｖａｔｉｅｒｉ

同蒴藓属 Ｈｏｍａｌｏｔｈｅｃｉｕｍ
密叶同蒴藓 Ｈｏｍａｌｏｔｈｅｃｉｕｍ ｐｅｒｉｍｂｒｉｃａｔｕｍ∗

尖喙藓属 Ｏｘｙｒｒｈｙｎｃｈｉｕｍ
密叶尖喙藓 Ｏｘｙｒｒｈｙｎｃｈｉｕｍ ｓａｖａｔｉｅｒｉ∗

细喙藓属 Ｒｈｙｎｃｈｏｓｔｅｇｉｅｌｌａ
日本细喙藓 Ｒｈｙｎｃｈｏｓｔｅｇｉｅｌｌ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光柄细喙藓 Ｒｈｙｎｃｈｏｓｔｅｇｉｅｌｌａ ｌａｅｖｉｓｅｔａ∗
细肋细喙藓 Ｒｈｙｎｃｈｏｓｔｅｇｉｅｌｌａ ｌｅｐｔｏｎｅｕｒａ∗

长喙藓属 Ｒｈｙｎｃｈｏｓｔｅｇｉｕｍ
长喙藓 Ｒｈｙｎｃｈｏｓｔｅｇｉｕｍ ｃｏｎｆｅｒｔｕｍ∗
缩叶长喙藓 Ｒｈｙｎｃｈｏｓｔｅｇｉｕｍ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ｍ
斜枝长喙藓 Ｒｈｙｎｃｈｏｓｔｅｇｉｕｍ 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ｕｍ∗
卵叶长喙藓 Ｒｈｙｎｃｈｏｓｔｅｇｉｕｍ ｏｖａｌｉｆｏｌｉｕｍ
水生长喙藓 Ｒｈｙｎｃｈｏｓｔｅｇｉｕｍ ｒｉｐａｒｉｏｉｄｅｓ∗

真藓科 Ｂｒｙａｃｅａｅ
银藓属 Ａｎｏｍｏｂｒｙｕｍ

高山银藓 Ａｎｏｍｏｂｒｙｕｍ ｃｏｎｃｉｎｎａｔｕｍ∗
芽胞银藓 Ａｎｏｍｏｂｒｙｕｍ ｇｅｍｍｉｇｅｒｕｍ

短月藓属 Ｂｒａｃｈｙｍｅｎｉｕｍ
宽叶短月藓 Ｂｒａｃｈｙｍｅｎｉｕｍ ｃａｐｉｔｕｌａｔｕｍ∗
短月藓 Ｂｒａｃｈｙｍｅｎｉｕｍ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ｅ∗

真藓属 Ｂｒｙｕｍ
狭网真藓 Ｂｒｙｕｍ ａｌｇｏｖｉｃｕｍ∗
高山真藓 Ｂｒｙｕｍ ａｌｐｉｎｕｍ
毛状真藓 Ｂｒｙｕｍ ａｐ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极地真藓 Ｂｒｙｕｍ ａｒｃｔｉｃｕｍ∗
真藓 Ｂｒｙｕｍ ａｒｇｅｎｔｅｕｍ
红蒴真藓 Ｂｒｙｕｍ ａｔｒｏｖｉｒｅｎｓ
卵蒴真藓 Ｂｒｙｕｍ ｂｌｉｎｄｉｉ∗
瘤根真藓 Ｂｒｙｕｍ ｂｏｒｎｈｏｌｍｅｎｓｅ∗
丛生真藓 Ｂｒｙｕｍ ｃａｅｓｐｉｔｉｃｉｕｍ∗
细叶真藓 Ｂｒｙｕｍ 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ｅ∗
蕊形真藓 Ｂｒｙｕｍ ｃｏｒｏｎａｔｕｍ
刺叶真藓 Ｂｒｙｕｍ ｌｏｎｃｈｏｃａｕｌｏｎ∗
卷尖真藓(原变种)Ｂｒｙｕｍ ｎｅｏｄａｍｅｎｓｅ ｖａｒ.
ｎｅｏｄａｍｅｎｓｅ∗
圆叶卷尖真藓 Ｂｒｙｕｍ ｎｅｏｄａｍｅｎｓｅ ｖａｒ.
ｏｖａｔｕｍ∗
灰黄真藓 Ｂｒｙｕｍ ｐａｌｌｅｎｓ∗
黄色真藓 Ｂｒｙｕｍ ｐａｌｌｅｓｃｅｎｓ∗
近高山真藓 Ｂｒｙｕｍ ｐａｒａｄｏｘｕｍ
拟三列真藓 Ｂｒｙｕｍ ｐｓｅｕｄｏｔｒｉｑｕｅｔｒｕｍ∗
弯叶真藓 Ｂｒｙｕｍ ｒｅｃｕｒｖｕｌｕｍ
橙色真藓 Ｂｒｙｕｍ ｒｕｔｉｌａｎｓ∗
拟大叶真藓 Ｂｒｙｕｍ ｓａｌａｋｅｎｓｅ∗

卷叶真藓 Ｂｒｙｕｍ ｔｈｏｍｓｏｎｉｉ
土生真藓 Ｂｒｙｕｍ ｔｕｂｅｒｏｓｕｍ∗
球蒴真藓 Ｂｒｙｕｍ ｔｕｒｂｉｎａｔｕｍ∗
垂蒴真藓 Ｂｒｙｕｍ ｕｌｉｇｉｎｏｓｕｍ∗

缺齿藓属 Ｍｉｅｌｉｃｈｈｏｆｅｒｉａ
喜马拉雅缺齿藓 Ｍｉｅｌｉｃｈｈｏｆｅｒｉａ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ａ∗

丝瓜藓属 Ｐｏｈｌｉａ
小丝瓜藓 Ｐｏｈｌｉａ ｃｒｕｄｏｉｄｅｓ∗
丝瓜藓 Ｐｏｈｌｉａ ｅｌｏｎｇａｔａ∗
疣齿丝瓜藓 Ｐｏｈｌｉａ ｆｌｅｘｕｏｓａ∗
南亚丝瓜藓 Ｐｏｈｌｉａ ｇｅｄｅａｎａ∗
异芽丝瓜藓 Ｐｏｈｌｉａ ｌｅｕｃｏｓｔｏｍａ
拟长蒴丝瓜藓 Ｐｏｈｌｉａ ｌｏｎｇｉｃｏｌｌｉｓ

拟丝瓜藓属 Ｐｓｅｕｄｏｐｏｈｌｉａ
拟丝瓜藓 Ｐｓｅｕｄｏｐｏｈｌｉａ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大叶藓属 Ｒｈｏｄｏｂｒｙｕｍ
暖地大叶藓 Ｒｈｏｄｏｂｒｙｕｍ ｇｉｇａｎｔｅｕｍ∗
阔边大叶藓 Ｒｈｏｄｏｂｒｙｕｍ ｌａｘｅｌｉｍｂａｔｕｍ

隐蒴藓科 Ｃｒｙｐｈａｅａｃｅａｅ
隐蒴藓属 Ｃｒｙｐｈａｅａ

卵叶隐蒴藓 Ｃｒｙｐｈａｅａ ｏｂｏｖａｔｏｃａｒｐａ
残齿藓属 Ｆｏｒｓ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丝状残齿藓 Ｆｏｒｓ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ｆｉｌｉｆｏｒｍｉｓ∗
匐枝残齿藓 Ｆｏｒｓ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ａ∗

毛枝藓属 Ｐｉｌｏｔｒｉｃｈｏｐｓｉｓ
毛枝藓 Ｐｉｌｏｔｒｉｃｈｏｐｓｉｓ ｄｅｎｔａｔａ

球蒴藓属 Ｓｐｈａｅｒｏｔｈｅｃｉｅｌｌａ
球蒴藓 Ｓｐｈａｅｒｏｔｈｅｃｉｅｌｌａ ｓｐｈａｅｒｏｃａｒｐａ∗

曲尾藓科 Ｄｉｃｒａｎａｃｅａｅ
昂氏藓属 Ａｏｎｇ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东亚昂氏藓 Ａｏｎｇ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青毛藓属 Ｄｉｃｒａｎｏｄｏｎｔｉｕｍ

粗叶青毛藓 Ｄｉｃｒａｎｏｄｏｎｔｉｕｍ ａｓｐｅｒｕｌｕｍ∗
丛叶青毛藓 Ｄｉｃｒａｎｏｄｏｎｔｉｕｍ ｃａｅｓｐｉｔｏｓｕｍ∗
毛叶青毛藓 Ｄｉｃｒａｎｏｄｏｎｔｉｕｍ ｆｉｌｉｆｏｌｉｕｍ∗
全缘青毛藓 Ｄｉｃｒａｎｏｄｏｎｔｉｕｍ
ｓｕｂｉｎｔｅｇ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锦叶藓属 Ｄｉｃｒａｎｏｌｏｍａ
直叶锦叶藓 Ｄｉｃｒａｎｏｌｏｍａ ｂｌｕｍｉｉ∗

卷毛藓属 Ｄｉｃｒａｎｏｗｅｉｓｉａ
南亚卷毛藓 Ｄｉｃｒａｎｏｗｅｉｓｉａ ｉｎｄｉｃａ∗

曲尾藓属 Ｄｉｃｒａｎｕｍ
双齿曲尾藓 Ｄｉｃｒａｎｕｍ ｄｉｐｌｏｓｐｉｎｉｆｅｒｕｍ∗
无齿曲尾藓 Ｄｉｃｒａｎｕｍ ｇｙｍｎｏｓｔｏｍｕｍ
钩叶曲尾藓 Ｄｉｃｒａｎｕｍ ｈａｍｕｌｏｓｕｍ∗
东亚曲尾藓 Ｄｉｃｒａｎｕｍ ｎｉｐｐｏｎｅｎｓｅ∗

小毛藓属 Ｍｉｃｒｏｄｕｓ
梨蒴小毛藓 Ｍｉｃｒｏｄｕｓ ｂｒａｓｉｌｉｅｎｓｉｓ∗

曲背藓属 Ｏｎｃｏｐｈｏｒｕｓ

大曲背藓 Ｏｎｃｏｐｈｏｒｕｓ ｖｉｒｅｎｓ∗
曲背藓 Ｏｎｃｏｐｈｏｒｕｓ ｗａｈｌｅｎｂｅｒｇｉｉ

山毛藓属 Ｏｒｅａｓ
山毛藓 Ｏｒｅａｓ ｍａｒｔｉａｎａ∗

直毛藓属 Ｏｒｔｈｏｄｉｃｒａｎｕｍ
鞭枝直毛藓 Ｏｒｔｈｏｄｉｃｒａｎｕｍ ｆｌａｇｅｌｌａｒｅ∗

拟白发藓属 Ｐａｒａｌｅｕｃｏｂｒｙｕｍ
长叶拟白发藓 Ｐａｒａｌｅｕｃｏｂｒｙｕｍ
ｌｏｎｇｉｆｏｌｉｕｍ∗

无齿藓属 Ｐｓｅｕｄｏｃｈｏｒｉｓｏｄｏｎｔｉｕｍ
瘤叶无齿藓 Ｐｓｅｕｄｏｃｈｏｒｉｓｏｄｏｎｔｉｕｍ
ｍａｍｉｌｌｏｓｕｍ∗

长蒴藓属 Ｔｒｅｍａｔｏｄｏｎ
长蒴藓 Ｔｒｅｍａｔｏｄｏｎ ｌｏｎｇｉｃｏｌｌｉｓ

小曲尾藓科 Ｄｉｃｒａｎｅｌｌａｃｅａｅ
小曲尾藓属 Ｄｉｃｒａｎｅｌｌａ

短颈小曲尾藓 Ｄｉｃｒａｎｅｌｌａ ｃｅｒｖｉｃｕｌａｔａ∗
南亚小曲尾藓 Ｄｉｃｒａｎｅｌｌａ ｃｏａｒｃｔａｔａ
疏叶小曲尾藓 Ｄｉｃｒａｎｅｌｌａ ｄｉｖａｒｉｃａｔｕｌａ∗
小曲尾藓 Ｄｉｃｒａｎｅｌｌａ ｇｒｅｖｉｌｌｅａｎａ
多形小曲尾藓 Ｄｉｃｒａｎｅｌｌａ ｈｅｔｅｒｏｍｌｌａ

牛毛藓科 Ｄｉｔｒｉｃｈａｃｅａｅ
角齿藓属 Ｃｅｒａｔｏｄｏｎ

角齿藓 Ｃｅｒａｔｏｄｏｎ ｐｕｒｐｕｒｅｕｓ
对叶藓属 Ｄｉｓｔｉｃｈｉｕｍ

对叶藓 Ｄｉｓｔｉｃｈｉｕｍ ｃａｐｉｌｌａｃｅｕｍ
斜蒴对叶藓 Ｄｉｓｔｉｃｈｉｕｍ 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ｕｍ∗
小对叶藓 Ｄｉｓｔｉｃｈｉｕｍ ｈａｇｅｎｉｉ∗

牛毛藓属 Ｄｉｔｒｉｃｈｕｍ
黄牛毛藓 Ｄｉｔｒｉｃｈｕｍ ｐａｌｌｉｄｕｍ
细叶牛毛藓 Ｄｉｔｒｉｃｈｕｍ ｐｕｓｉｌｌｕｍ

丛毛藓属 Ｐｌｅｕｒｉｄｉｕｍ
丛毛藓 Ｐｌｅｕｒｉｄｉｕｍ ｓｕｂｕｌａｔｕｍ∗

大帽藓科 Ｅｎｃａｌｙｐｔａｃｅａｅ
大帽藓属 Ｅｎｃａｌｙｐｔａ

大帽藓 Ｅｎｃａｌｙｐｔａ ｃｉｌｉａｔａ∗
尖叶大帽藓 Ｅｎｃａｌｙｐｔａ ｒｈａｐｔｏｃａｒｐａ∗
西藏大帽藓 Ｅｎｃａｌｙｐｔａ ｔｉｂｅｔａｎａ∗
钝叶大帽藓 Ｅｎｃａｌｙｐｔａ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绢藓科 Ｅｎｔｏｄｏｎｔａｃｅａｅ
绢藓属 Ｅｎｔｏｄｏｎ

柱蒴绢藓 Ｅｎｔｏｄｏｎ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ｒｉ
绢藓 Ｅｎｔｏｄｏｎ ｃｌａｄｏｒｒｈｉｚａｎｓ∗
厚角绢藓 Ｅｎｔｏｄｏｎ ｃｏｎｃｉｎｎｕｓ
广叶绢藓 Ｅｎｔｏｄｏｎ ｆｌａｖｅｓｃｅｎｓ∗
长柄绢藓 Ｅｎｔｏｄｏｎ ｍａｃｒｏｐｏｄｕｓ
钝叶绢藓 Ｅｎｔｏｄｏｎ ｏｂｔｕｓａｔｕｓ∗
锦叶绢藓 Ｅｎｔｏｄｏｎ ｐｙｌａｉｓｉｏｉｄｅｓ
陕西绢藓 Ｅｎｔｏｄｏｎ ｓｃｈｅｎｓｉａｎｕｓ∗
绿叶绢藓 Ｅｎｔｏｄｏｎ ｖｉｒｉｄｕｌｕｓ∗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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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齿藓属 Ｍｅｓｏｎｏｄｏｎ
斜齿藓 Ｍｅｓｏｎｏｄｏｎ ｆｌａｖｅｓｃｅｎｓ

腋苞藓属 Ｐｔｅｒｉｇｙｎａｎｄｒｕｍ
腋苞藓 Ｐｔｅｒｉｇｙｎａｎｄｒｕｍ ｆｉｌｉｆｏｒｍｅ∗

凤尾藓科 Ｆｉｓｓｉｄｅｎｔａｃｅａｅ
凤尾藓属 Ｆｉｓｓｉｄｅｎｓ

网孔凤尾藓 Ｆｉｓｓｉｄｅｎｓ ｐｏｌｙｐｏｄｉｏｉｄｅｓ
葫芦藓科 Ｆｕｎａｒｉａｃｅａｅ

葫芦藓属 Ｆｕｎａｒｉａ
葫芦藓 Ｆｕｎａｒｉａ ｈｙｇｒ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立碗藓属 Ｐｈｙｓｃｏｍｉｔｒｉｕｍ
日本立碗藓 Ｐｈｙｓｃｏｍｉｔｒｉ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立碗藓 Ｐｈｙｓｃｏｍｉｔｒｉｕｍ ｓｐｈａｅｒｉｃｕｍ∗

紫萼藓科 Ｇｒｉｍｍｉａｃｅａｅ
无尖藓属 Ｃｏｄｒｉｏｐｈｏｒｕｓ

黄无尖藓 Ｃｏｄｒｉｏｐｈｏｒｕｓ ａｎｏｍｏｄｏｎｔｏｉｄｅｓ
紫萼藓属 Ｇｒｉｍｍｉａ

近缘紫萼藓 Ｇｒｉｍｍｉａ ａｆｆｉｎｉｓ∗
卷边紫萼藓 Ｇｒｉｍｍｉａ ｄｏｎｎｉａｎａ∗
卷叶紫萼藓 Ｇｒｉｍｍｉａ ｉｎｃｕｒｖａ∗
高山紫萼藓 Ｇｒｉｍｍｉａ ｍｏｎｔａｎａ∗
卵叶紫萼藓 Ｇｒｉｍｍｉａ ｏｖａｌｉｓ∗
垫丛紫萼藓 Ｇｒｉｍｍｉａ ｐｕｌｖｉｎａｔａ∗
南欧紫萼藓 Ｇｒｉｍｍｉａ ｔｅｒｇｅｓｔｉｎａ∗

长齿藓属 Ｎｉｐｈｏｔｒｉｃｈｕｍ
硬叶长齿藓 Ｎｉｐｈｏｔｒｉｃｈｕｍ ｂａｒｂｕｌｏｉｄｅｓ∗
长枝长齿藓 Ｎｉｐｈｏｔｒｉｃｈｕｍ ｅｒｉｃｏｉｄｅｓ

砂藓属 Ｒａｃｏｍｉｔｒｉｕｍ
长枝砂藓 Ｒａｃｏｍｉｔｒｉｕｍ ｅｒｉｃｏｉｄｅｓ
异枝砂藓 Ｒａｃｏｍｉｔｒｉｕｍ ｈｅｔｅｒｏｓｔｉｃｈｕｍ∗
东亚砂藓 Ｒａｃｏｍｉｔｒｉ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多枝砂藓 Ｒａｃｏｍｉｔｒｉｕｍ ｌａｅｔｕｍ

油藓科 Ｈｏｏｋ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黄藓属 Ｄｉｓｔｉｃｈ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黑茎黄藓 Ｄｉｓｔｉｃｈ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ｓｕｂｎｉｇｒｉｃａｕｌｅ∗
塔藓科 Ｈｙｌｏｃｏｍｉａｃｅａｅ

星塔藓属 Ｈｙｌｏｃｏｍｉａｓｔｒｕｍ
喜马拉雅星塔藓 Ｈｙｌｏｃｏｍｉａｓｔｒｕｍ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ｕｍ
星塔藓 Ｈｙｌｏｃｏｍｉａｓｔｒｕｍ ｐｙｒｅｎａｉｃｕｍ

薄壁藓属 Ｌｅｐｔｏｃｌａｄｉｅｌｌａ
薄壁藓 Ｌｅｐｔｏｃｌａｄｉｅｌｌａ ｐｓｉｌｕｒａ∗

假蔓藓属 Ｌｏｅｓｋｅｏｂｒｙｕｍ
假蔓藓 Ｌｏｅｓｋｅｏｂｒｙｕｍ ｂｒｅｖｉｒｉｓｔｒｅ∗

南木藓属 Ｍａｃｒｏｔｈａｍｎｉｕｍ
四川南木藓 Ｍａｃｒｏｔｈａｍｎｉｕｍ
ｓｅｔｓｃｈｗａｎｉｃｕｍ∗

赤茎藓属 Ｐｌｅｕｒｏｚｉｕｍ
赤茎藓 Ｐｌｅｕｒｏｚｉｕｍ ｓｃｈｒｅｂｅｒｉ

拟垂枝藓属 Ｒｈｙｔｉｄｉａｄｅｌｐｈｕｓ

仰尖拟垂枝藓 Ｒｈｙｔｉｄｉａｄｅｌｐｈ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拟垂枝藓 Ｒｈｙｔｉｄｉａｄｅｌｐｈｕｓ ｓｑｕａｒｒｏｓｕｓ
大拟垂枝藓 Ｒｈｙｔｉｄｉａｄｅｌｐｈｕｓ ｔｒｉｑｕｅｔｒｕｓ∗

灰藓科 Ｈｙｐｎａｃｅａｅ
拟腐木藓属 Ｃａｌｌｉｃｌａｄｉｕｍ

拟腐木藓 Ｃａｌｌｉｃｌａｄｉｕｍ ｈａｌｄａｎｉａｎｕｍ∗
偏蒴藓属 Ｅｃｔｒｏｐｏｔｈｅｃｉｕｍ

钝叶偏蒴藓 Ｅｃｔｒｏｐｏｔｈｅｃｉｕｍ ｏｂｔｕｓｕｌｕｍ∗
卷叶偏蒴藓 Ｅｃｔｒｏｐｏｔｈｅｃｉｕｍ ｏｈｏｓｉｍｅｎｓｅ
大偏蒴藓 Ｅｃｔｒｏｐｏｔｈｅｃｉｕｍ ｐｅｎｚｉｇｉａｎｕｍ
密枝偏蒴藓 Ｅｃｔｒｏｐｏｔｈｅｃｉｕｍ ｗａｎｇｉａｎｕｍ
平叶偏蒴藓 Ｅｃｔｒｏｐｏｔｈｅｃｉｕｍ ｚｏｌｌｉｎｇｅｒｉ

长灰藓属 Ｈｅｒｚｏｇｉｅｌｌａ
齿边长灰藓 Ｈｅｒｚｏｇｉｅｌｌａ ｐｅｒｒｏｂｕｓｔａ∗

毛灰藓属 Ｈｏｍｏｍａｌｌｉｕｍ
东亚毛灰藓 Ｈｏｍｏｍａｌｌｉｕｍ ｃｏｎｎｅｘｕｍ
贴生毛灰藓 Ｈｏｍｏｍａｌｌｉ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ｏ￣
ａｄｎａｔｕｍ∗
细叶毛灰藓细茎变种 Ｈｏｍｏｍａｌｌｉｕｍ
ｌｅｐｔｏｔｈａｌｌｕｍ ｖａｒ. ｔｅｒｅｔｉｃａｕｌｅ∗
云南毛灰藓 Ｈｏｍｏｍａｌｌｉｕｍ ｙｕｅｎｎａｎｅｎｓｅ∗

灰藓属 Ｈｙｐｎｕｍ
尖叶灰藓 Ｈｙｐｎｕｍ ｃａｌｌｉｃｈｒｏｍ∗
拳叶灰藓 Ｈｙｐｎｕｍ ｃｉｒｃｉｎａｌｅ∗
灰藓 Ｈｙｐｎｕｍ ｃｕｐｒｅｓｓｉｆｏｒｍｅ∗
密枝灰藓 Ｈｙｐｎｕｍ ｄｅｎｓｉｒａｍｅｕｍ∗
东亚灰藓 Ｈｙｐｎｕｍ ｆａｕｒｉｅｉ∗
美灰藓 Ｈｙｐｎｕｍ ｌｅｐｔｏｔｈａｌｌｕｍ∗
南亚灰藓 Ｈｙｐｎｕｍ ｏｌｄｈａｍｉｉ
黄灰藓 Ｈｙｐｎｕｍ ｐａｌｌｅｓｃｅｎｓ
大灰藓 Ｈｙｐｎｕｍ ｐｌｕｍａｅｆｏｒｍｅ
多毛灰藓 Ｈｙｐｎｕｍ ｒｅｃｕｒｖａｔｕｍ∗
直叶灰藓圆枝变型 Ｈｙｐｎｕｍ ｖａｕｃｈｅｒｉ ｆ.
ｔｅｒｅｔｉｃａｕｌｉｓ∗

同叶藓属 Ｉｓｏ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南亚同叶藓 Ｉｓｏ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ｂａｎｃａｎｕｍ∗

平锦藓属 Ｐｌａｔｙｇｙｒｉｕｍ
平锦藓 Ｐｌａｔｙｇｙｒｉｕｍ ｒｅｐｅｎｓ∗

拟鳞叶藓属 Ｐｓｅｕｄｏｔａｘ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美丽拟鳞叶藓 Ｐｓｅｕｄｏｔａｘ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ｄｉｓｔｉｃｈａｃｅｕｍ∗

毛梳藓属 Ｐｔｉｌｉｕｍ
毛梳藓 Ｐｔｉｌｉｕｍ ｃｒｉｓｔａ￣ｃａｓｔｒｅｎｓｉｓ

鳞叶藓属 Ｔａｘ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细尖鳞叶藓 Ｔａｘ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ａｏｍｏｒｉｅｎｓｅ∗
鳞叶藓 Ｔａｘ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ｔａｘｉｒａｍｅｕｍ

明叶藓属 Ｖｅｓｉｃｕｌａｒｉａ
暖地明叶藓 Ｖｅｓｉｃｕｌａｒｉａ ｆｅｒｒｉｅｉ∗
明叶藓 Ｖｅｓｉｃｕｌａｒｉａ ｍｏｎｔａｇｎｅｉ

孔雀藓科 Ｈｙｐｏｐｔｅｒｙｇｉａｃｅａｅ

雉尾藓属 Ｃｙａｔｈｏｐｈｏｒｕｍ
短肋雉尾藓 Ｃｙａｔｈｏｐｈｏｒｕｍ ｈｏｏｋｅｒｉａｎｕｍ
雉尾藓 Ｃｙａｔｈｏｐｈｏｒｕｍ ｓｐｉｎｏｓａ∗

树雉尾藓属 Ｄｅｎｄｒｏｃｙａｔｈｏｐｈｏｒｕｍ
树雉尾藓 Ｄｅｎｄｒｏｃｙａｔｈｏｐｈｏｒｕｍ ｄｅｃｏｌｙｉ

孔雀藓属 Ｈｙｐｏ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黄边孔雀藓 Ｈｙｐｏ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ｆｌａｖｏｌｉｍｂａｔｕｍ

船叶藓科 Ｌｅｍｂ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新悬藓属 Ｎｅｏｂａｒｂｅｌｌａ

新悬藓 Ｎｅｏｂａｒｂｅｌｌａ ｃｏｍｅｓ∗
薄罗藓科 Ｌｅｓｋｅａｃｅａｅ

细枝藓属 Ｌｉｎｄｂｅｒｇｉａ
细枝藓 Ｌｉｎｄｂｅｒｇｉａ ｂｒａｃｈｙｐｔｅｒａ∗

异齿藓属 Ｒｅｇｍａｔｏｄｏｎ
齿边异齿藓 Ｒｅｇｍａｔｏｄｏｎ ｓｅｒｒｕｌａｔｕｓ∗

白发藓科 Ｌｅｕｃｏｂｒｙａｃｅａｅ
曲柄藓属 Ｃａｍｐｙｌｏｐｕｓ

辛氏曲柄藓 Ｃａｍｐｙｌｏｐｕｓ ｓｃｈｉｍｐｅｒｉ
青毛藓属 Ｄｉｃｒａｎｏｄｏｎｔｉｕｍ

粗叶青毛藓 Ｄｉｃｒａｎｏｄｏｎｔｉｕｍ ａｓｐｅｒｕｌｕｍ
青毛藓 Ｄｉｃｒａｎｏｄｏｎｔｉｕｍ ｄｅｎｕｄａｔｕｍ∗

白齿藓科 Ｌｅｕｃｏｄｏｎｔａｃｅａｅ
白齿藓属 Ｌｅｕｃｏｄｏｎ

高山白齿藓 Ｌｅｕｃｏｄｏｎ ａｌｐｉｎｕｓ∗
陕西白齿藓 Ｌｅｕｃｏｄｏｎ ｅｘａｌｔａｔｕｓ∗
偏叶白齿藓 Ｌｅｕｃｏｄｏｎ ｓｅｃｕｎｄｕｓ∗
中华白齿藓 Ｌｅｕｃｏｄｏｎ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西藏白齿藓 Ｌｅｕｃｏｄｏｎ ｔｉｂｅｔｉｃｕｓ∗

蔓藓科 Ｍｅｔｅｏｒｉａｃｅａｅ
灰气藓属 Ａｅｒｏｂｒｙｏｐｓｉｓ

膜叶灰气藓 Ａｅｒｏｂｒｙｏｐｓｉｓ ｍｅｍｂｒａｎａｃｅａ
灰气藓 Ａｅｒｏｂｒｙｏｐｓｉｓ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ｉ∗

毛扭藓属 Ａｅｒｏｂｒｙｉｄｉｕｍ
卵叶毛扭藓 Ａｅｒｏｂｒｙｉｄｉｕｍ ａｕｒｅｏｎｉｔｅｎｓ
毛扭藓 Ａｅｒｏｂｒｙｉｄｉｕｍ ｆｉｌａｍｅｎｔｏｓｕｍ

悬藓属 Ｂａｒｂｅｌｌａ
悬藓 Ｂａｒｂｅｌｌａ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ｒａｍｅａ∗
鞭枝悬藓 Ｂａｒｂｅｌｌａ ｆｌａｇｅｌｌｉｆｅｒａ
斯氏悬藓 Ｂａｒｂｅｌｌａ ｓｔｅｖｅｎｓｉｉ∗

拟悬藓属 Ｂａｒｂｅｌｌｏｐｓｉｓ
拟悬藓 Ｂａｒｂｅｌｌｏｐｓｉｓ ｔｒｉｃｈｏｐｈｏｒａ

垂藓属 Ｃｈｒｙｓｏｃｌａｄｉｕｍ
垂藓 Ｃｈｒｙｓｏｃｌａｄｉｕｍ ｒｅｔｒｏｒｓｕｍ

隐松萝藓属 Ｃｒｙｐｔｏｐａｐｉｌｌａｒｉａ
扭尖隐松萝藓 Ｃｒｙｐｔｏｐａｐｉｌｌａｒｉａ ｆｅａｅ
隐松萝藓 Ｃｒｙｐｔｏｐａｐｉｌｌａｒｉａ ｆｕｓｃｅｓｃｅｎｓ

无肋藓属 Ｄｉｃｌａｄｄｉｅｌｌａ
无肋藓 Ｄｉｃｌａｄｄｉｅｌｌａ ｔｒｉｃｈｏｐｈｏｒａ∗

丝带藓属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ｒｉａ
丝带藓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ｒｉａ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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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丝带藓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ｒｉａ ｓｅｔｓｃｈｗａｎｉｃａ
疏叶丝带藓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ｒｉａ ｗａｌｋｅｒｉ

粗蔓藓属 Ｍｅｔｅｏｒｉｏｐｓｉｓ
反叶粗蔓藓(原变种)Ｍｅｔｅｏｒｉｏｐｓｉｓ ｒｅｃｌｉｎａｔａ
ｖａｒ. ｒｅｃｌｉｎａｔａ
反叶粗蔓藓锡兰变种 Ｍｅｔｅｏｒｉｏｐｓｉｓ ｒｅｃｌｉｎａｔａ
ｖａｒ. ｃｅｙｌｏｎｅｎｓｉｓ
反叶粗蔓藓短尖变种 Ｍｅｔｅｏｒｉｏｐｓｉｓ ｒｅｃｌｉｎａｔａ
ｖａｒ. ｓｕｂｒｅｃｌｉｎａｔａ
粗蔓藓(原变种)Ｍｅｔｅｏｒｉｏｐｓｉｓ ｓｑｕａｒｒｏｓａ ｖａｒ.
ｓｑｕａｒｒｏｓａ
粗蔓藓长尖变种 Ｍｅｔｅｏｒｉｏｐｓｉｓ ｓｑｕａｒｒｏｓａ ｖａｒ.
ｌｏｎｇｉｃｕｓｐｉｓ

蔓藓属 Ｍｅｔｅｏｒｉｕｍ
东亚蔓藓 Ｍｅｔｅｏｒｉｕｍ ａｔｒｏ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ｕｍ
川滇蔓藓 Ｍｅｔｅｏｒｉｕｍ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ｉｉ
细枝蔓藓 Ｍｅｔｅｏｒｉｕｍ ｐａｐｉｌｌａｒｉｏｉｄｅｓ
粗枝蔓藓(原亚种)Ｍｅｔｅｏｒｉｕｍ
ｓｕｂｐｏｌｙｔｒｉｃｈｕｍ ｓｕｂｓｐ. ｓｕｂｐｏｌｙｔｒｉｃｈｕｍ
粗枝蔓藓毛尖亚种 Ｍｅｔｅｏｒｉｕｍ
ｓｕｂｐｏｌｙｔｒｉｃｈｕｍ ｓｕｂｓｐ. ｈｏｒｉｋａｗａｅ∗

新丝藓属 Ｎｅｏｄｉｃｌａｄｉｅｌｌａ
鞭枝新丝藓 Ｎｅｏｄｉｃｌａｄｉｅｌｌａ ｆｌａｇｅｌｌｉｆｅｒａ
新丝藓 Ｎｅｏｄｉｃｌａｄｉｅｌｌａ ｐｅｎｄｕｌａ

松萝藓属 Ｐａｐｉｌｌａｒｉａ
细尖松萝藓 Ｐａｐｉｌｌａｒｉａ ｃｈｒｙｓｏｃｌａｄａ

假悬藓属 Ｐｓｅｕｄｏｂａｒｂｅｌｌａ
狭叶假悬藓 Ｐｓｅｕｄｏｂａｒｂｅｌｌａ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
短尖假悬藓 Ｐｓｅｕｄｏｂａｒｂｅｌｌａ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ａ∗
假悬藓 Ｐｓｅｕｄｏｂａｒｂｅｌｌａ ｌｅｖｉｅｒｉ
多疣假悬藓 Ｐｓｅｕｄｏｂａｒｂｅｌｌａ ｎｉｉｔａｋａｙａｍｅｎｓｉｓ

反叶藓属 Ｔｏｌｏｘｉｓ
扭叶反叶藓 Ｔｏｌｏｘｉｓ ｓｅｍｉｔｏｒｔａ

细带藓属 Ｔｒａｃｈｙｃｌａｄｉｅｌｌａ
细带藓 Ｔｒａｃｈｙｃｌａｄｉｅｌｌａ ａｕｒｅａ
散生细带藓 Ｔｒａｃｈｙｃｌａｄｉｅｌｌａ ｓｐａｒｓａ

提灯藓科 Ｍｎｉａｃｅａｅ
小叶藓属 Ｅｐｉ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小叶藓 Ｅｐｉ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ｔｏｚｅｒｉ∗
提灯藓属 Ｍｎｉｕｍ

尖叶提灯藓 Ｍｎｉｕｍ 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ｕｍ∗
平肋提灯藓 Ｍｎｉｕｍ ｌａｅｖｉｎｅｒｖｅ∗
长尖提灯藓 Ｍｎｉｕｍ ｌｙｃｏｐｏｄｉｏｉｄｅｓ
钝叶提灯藓(原变型) Ｍｎｉｕｍ ｒｏｓｔｒａｔｕｍ ｆ.
ｒｏｓｔｒａｔｕｍ∗
钝叶提灯藓小叶变型 Ｍｎｉｕｍ ｒｏｓｔｒａｔｕｍ ｆ.
ｍｉｃｒｏｏｖａｌｅ∗

立灯藓属 Ｏｒｔｈｏｍｎｉｏｎ
云南立灯藓 Ｏｒｔｈｏｍｎｉｏｎ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ｅ∗

匐灯藓属 Ｐｌａｇｉｏｍｎｉｕｍ

皱叶匐灯藓 Ｐｌａｇｉｏｍｎｉｕｍ ａｒｂｕｓｃｕｌｕｍ
匐灯藓 Ｐｌａｇｉｏｍｎｉｕｍ 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ｕｍ∗
阔边匐灯藓 Ｐｌａｇｉｏｍｎｉｕｍ 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ｕｍ∗
全缘匐灯藓 Ｐｌａｇｉｏｍｎｉｕｍ ｉｎｔｅｇｒｕｍ
日本匐灯藓 Ｐｌａｇｉｏｍｎｉ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侧枝匐灯藓 Ｐｌａｇｉｏｍｎｉｕｍ ｍａｘｉｍｏｖｉｃｚｉｉ
具喙匐灯藓 Ｐｌａｇｉｏｍｎｉｕｍ ｒｈｙｎｃｈｏｐｈｏｒｕｍ
钝叶匐灯藓 Ｐｌａｇｉｏｍｎｉｕｍ ｒｏｓｔｒａｔｕｍ
大叶匐灯藓 Ｐｌａｇｉｏｍｎｉｕｍ ｓｕｃｃｕｌｅｎｔｕｍ
圆叶匐灯藓 Ｐｌａｇｉｏｍｎｉｕｍ ｖｅｓｉｃａｔｕｍ

毛灯藓属 Ｒｈｉｚｏｍｎｉｕｍ
圆叶毛灯藓 Ｒｈｉｚｏｍｎｉｕｍ ｎｕｄｕｍ∗
小毛灯藓 Ｒｈｉｚｏｍｎｉｕｍ ｐａｒｖｕｌｕｍ∗
毛灯藓 Ｒｈｉｚｏｍｎｉｕｍ ｐｕｎｃｔａｔｕｍ

平藓科 Ｎｅｃｋｅｒａｃｅａｅ
片藓属 Ｃｉｒｃｕｌｉｆｏｌｉｕｍ

小片藓 Ｃｉｒｃｕｌｉｆｏｌｉｕｍ ｅｘｉｇｕｕｍ∗
扁枝藓属 Ｈｏｍａｌｉａ

扁枝藓 Ｈｏｍａｌｉａ ｔｒｉｃｈｏｍａｎｏｉｄｅｓ∗
树平藓属 Ｈｏｍａｌ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树平藓 Ｈｏｍａｌ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ｆｌａｂｅｌｌａｔｕｍ
平藓属 Ｎｅｃｋｅｒａ

八列平藓 Ｎｅｃｋｅｒａ ｋｏｎｏｉ∗
扁枝平藓 Ｎｅｃｋｅｒａ ｎｅｃｋｅｒｏｉｄｅｓ∗
平藓 Ｎｅｃｋｅｒａ ｐｅｎｎａｔａ

截叶藓属 Ｎｅｃｋｅｒｏｍｎｉｏｎ
东亚截叶藓 Ｎｅｃｋｅｒｏｍｎｉｏｎ ｃａｌｃｉｃｏｌａ∗

拟平藓属 Ｎｅｃｋｅｒｏｐｓｉｓ
东亚拟平藓 Ｎｅｃｋｅｒｏｐｓｉｓ ｃａｌｃｉｃｏｌａ

木灵藓科 Ｏｒｔｈｏｔｒｉｃｈａｃｅａｅ
蓑藓属 Ｍａｃｒｏｍｉｔｒｉｕｍ

福氏蓑藓 Ｍａｃｒｏｍｉｔｒｉｕｍ ｆｅｒｒｉｅｉ
木灵藓属 Ｏｒｔｈｏｔｒｉｃｈｕｍ

木灵藓 Ｏｒｔｈｏｔｒｉｃｈｕｍ ａｎｏｍａｌｕｍ
卷叶藓属 Ｕｌｏｔａ

卷叶藓 Ｕｌｏｔａ ｃｒｉｓｐａ
大卷叶藓 Ｕｌｏｔａ ｒｏｂｕｓｔａ

棉藓科 Ｐｌａｇｉｏｔｈｅｃｉａｃｅａｅ
拟同叶藓属 Ｉｓｏｐｔｅｒｙｇｉｏｐｓｉｓ

美丽拟同叶藓 Ｉｓｏｐｔｅｒｙｇｉｏｐｓｉｓ ｐｕｌｃｈｅｌｌａ∗
棉藓属 Ｐｌａｇｉｏｔｈｅｃｉｕｍ

棉藓 Ｐｌａｇｉｏｔｈｅｃｉｕｍ ｄｅｎｔ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直叶棉藓 Ｐｌａｇｉｏｔｈｅｃｉｕｍ ｅｕｒｙｐｈｙｌｌｕｍ
直叶台湾棉藓 Ｐｌａｇｉｏｔｈｅｃｉｕｍ ｆｏｒｍｏｓｉｃｕｍ
ｖａｒ. ｒｅｃｔｉａｐｅｘ∗
扁平棉藓 Ｐｌａｇｉｏｔｈｅｃｉｕｍ ｎｅｃｋｅｒｏｉｄｅｕｍ
圆叶棉藓 Ｐｌａｇｉｏｔｈｅｃｉｕｍ ｐａｌｅａｃｅｕｍ
毛尖棉藓 Ｐｌａｇｉｏｔｈｅｃｉｕｍ ｐｉｌｉｆｅｒｕｍ∗

金发藓科 Ｐｏｌｙｔｒｉｃｈａｃｅａｅ
仙鹤藓属 Ａｔｒｉｃｈｕｍ

狭叶仙鹤藓 Ａｔｒｉｃｈｕｍ ａｎｇｕｓｔａｔｕｍ∗
小仙鹤藓 Ａｔｒｉｃｈｕｍ ｃｒｉｓｐｕｌｕｍ
卷叶仙鹤藓 Ａｔｒｉｃｈｕｍ ｃｒｉｓｐｕｍ∗
小胞仙鹤藓 Ａｔｒｉｃｈｕｍ ｒｈｙｓｔ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薄壁仙鹤藓 Ａｔｒｉｃｈｕｍ ｓｕｂｓｅｒｒａｔｕｍ∗

异蒴藓属 Ｌｙｅｌｌｉａ
异蒴藓 Ｌｙｅｌｌｉａ ｃｒｉｓｐａ
宽果异蒴藓 Ｌｙｅｌｌｉａ 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ｐａ∗

树发藓属 Ｍｉｃｒ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树发藓 Ｍｉｃｒ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ｓｉｎｅｎｓｅ∗

小赤藓属 Ｏｌｉｇｏｔｒｉｃｌｕｍ
镰叶小赤藓 Ｏｌｉｇｏｔｒｉｃｈｕｍ ｆａｌｃａｔｕｍ
钝叶小赤藓 Ｏｌｉｇｏｔｒｉｃｈｕｍ ｏｂｔｕｓａｔｕｍ∗
半栉小赤藓 Ｏｌｉｇｏｔｒｉｃｈｕｍ ｓｅｍｉｌａｍｅｉｌａｔｕｍ∗

小金发藓属 Ｐｏｇｏｎａｔｕｍ
小金发藓 Ｐｏｇｏｎａｔｕｍ ａｌｏｉｄｅｓ
刺边小金发藓 Ｐｏｇｏｎａｔｕｍ ｃｉｒｒａｔｕｍ
扭叶小金发藓 Ｐｏｇｏｎａｔｕｍ ｃｏｎｔｏｒｔｕｍ∗
暖地小金发藓 Ｐｏｇｏｎａｔｕｍ ｆａｓｔｉｇｉａｔｕｍ∗
东亚小金发藓 Ｐｏｇｏｎａｔｕｍ ｉｎｆｌｅｘｕｍ
小口小金发藓 Ｐｏｇｏｎａｔｕｍ ｍｉｃｒｏｓｔｏｍｕｍ
硬叶小金发藓 Ｐｏｇｏｎａｔｕｍ ｎｅｅｓｉｉ
川西小金发藓 Ｐｏｇｏｎａｔｕｍ ｎｕｄｉｕｓｃｕｌｕｍ
双珠小金发藓 Ｐｏｇｏｎａｔｕｍ ｐｅｒｇｒａｎｕｌａｔｕｍ∗
全缘小金发藓 Ｐｏｇｏｎａｔｕｍ ｐｅｒｉｃｈａｅｔｉａｌｅ
南亚小金发藓 Ｐｏｇｏｎａｔｕｍ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ｕｍ∗
半栉小金发藓 Ｐｏｇｏｎａｔｕｍ ｓｕｂｆｕｓｃａｔｕｍ

拟金发藓属 Ｐｏｌｙｔｒｉｃｈａｓｔｒｕｍ
拟金发藓 Ｐｏｌｙｔｒｉｃｈａｓｔｒｕｍ ａｌｐｉｎｕｍ∗
厚栉拟金发藓 Ｐｏｌｙｔｒｉｃｈａｓｔｒｕｍ ｅｍｏｄｉ∗

金发藓属 Ｐｏｌｙｔｒｉｃｈｕｍ
金发藓 Ｐｏｌｙｔｒｉｃｈｕｍ ｃｏｍｍｕｎｅ∗
桧叶金发藓 Ｐｏｌｙｔｒｉｃｈｕｍ ｊｕｎｉｐｅｒｉｎｕｍ∗
黄尖金发藓 Ｐｏｌｙｔｒｉｃｈｕｍ ｘａｎｔｈｏｐｉｌｕｍ∗

丛藓科 Ｐｏｔｔｉａｃｅａｅ
扭口藓属 Ｂａｒｂｕｌａ

鹅头叶扭口藓 Ｂａｒｂｕｌａ ａｎｓｅｒｉｎｏ￣ｃａｐｉｔａｔａ∗
小扭口藓 Ｂａｒｂｕｌａ ｉｎｄｉｃａ
长肋扭口藓 Ｂａｒｂｕｌａ ｌｏｎｇｉｃｏｓｔａｔａ
黑扭口藓 Ｂａｒｂｕｌａ ｎｉｇｒｅｓｃｅｎｓ∗
溪边扭口藓 Ｂａｒｂｕｌａ ｒｉｖｉｃｏｌａ∗
狭叶扭口藓 Ｂａｒｂｕｌａ ｓｕｂｃｏｎｔｏｒｔａ
拟溪边扭口藓 Ｂａｒｂｕｌａ ｓｕｂｒｉｖｉｃｏｌａ

复边藓属 Ｃｉｎｃｌｉｄｏｔｕｓ
复边藓 Ｃｉｎｃｌｉｄｏｔｕｓ ｆｏｎｔｉｎａｌｏｉｄｅｓ∗

链齿藓属 Ｄｅｓｍａｔｏｄｏｎ
链齿藓 Ｄｅｓｍａｔｏｄｏｎ 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ｕｓ∗

对齿藓属 Ｄｉｄｙｍｏｄｏｎ
鹅头对齿藓 Ｄｉｄｙｍｏｄｏｎ ａｎｓｅｒｉｎｏ￣ｃａｐｉｔａｔｕｓ∗
红对齿藓 Ｄｉｄｙｍｏｄｏｎ ａｓｐｅｒｉｆｏｌｉｕｓ∗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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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叶对齿藓 Ｄｉｄｙｍｏｄ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ｉｃｔｕｓ
长肋对齿藓 Ｄｉｄｙｍｏｄｏｎ ｌｏｎｇｉｃｏｓｔａｔｕｓ∗
狭叶对齿藓 Ｄｉｄｙｍｏｄｏｎ ｓｕｂｃｏｎｔｏｒｔａ∗
土生对齿藓 Ｄｉｄｙｍｏｄｏｎ ｖｉｎｅａｌｉｓ

净口藓属 Ｇｙｍｎｏｓｔｏｍｕｍ
净口藓 Ｇｙｍｎｏｓｔｏｍｕｍ ｃａｌｃａｒｅｕｍ

石灰藓属 Ｈｙｄｒｏｇｏｎｉｕｍ
拟石灰藓 Ｈｙｄｒｏｇｏｎｉｕｍ ｐｓｅｕｄｏ￣ｅｈｒｅｎｂｅｒｇｉｉ

立膜藓属 Ｈｙｍｅｎｏｓｔｙｌｉｕｍ
橙色立膜藓 Ｈｙｍｅｎｏｓｔｙｌｉｕｍ ｒｅｃｕｒｖｉｒｏｓｔｒｕｍ
ｖａｒ.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ｕｍ

湿地藓属 Ｈｙｏｐｈｉｌａ
卷叶湿地藓 Ｈｙｏｐｈｉｌａ ｉｎｖｏｌｕｔａ
芽胞湿地藓 Ｈｙｏｐｈｉｌａ ｐｒｏｐａｇｕｌｉｆｅｒａ

薄齿藓属 Ｌｅｐｔｏｄｏｎｔｉｕｍ
齿叶薄齿藓 Ｌｅｐｔｏｄｏｎｔｉｕｍ ｈａｎｄｅｌｉｉ∗

酸土藓属 Ｏｘｙｓｔｅｇｕｓ
酸土藓 Ｏｘｙｓｔｅｇｕｓ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ｕｓ

曲喙藓属 Ｒｈａｍｐｈｉｄｉｕｍ
粗肋曲喙藓 Ｒｈａｍｐｈｉｄｉｕｍ ｃｒａｓｓｉｃｏｓｔａｔｕｍ∗

买氏藓属 Ｓｃｏｐｅｌｏｐｈｉｌａ
剑叶藓 Ｓｃｏｐｅｌｏｐｈｉｌａ ｃａｔａｒａｃｔａｅ∗

赤藓属 Ｓｙｎｔｒｉｃｈｉａ
芽胞赤藓 Ｓｙｎｔｒｉｃｈｉａ ｇｅｍｍａｓｃｅｎｓ∗
山赤藓 Ｓｙｎｔｒｉｃｈｉａ ｒｕｒａｌｉｓ∗
高山赤藓 Ｓｙｎｔｒｉｃｈ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反纽藓属 Ｔｉｍｍｉｅｌｌａ
反纽藓 Ｔｉｍｍｉｅｌｌａ ａｎｏｍａｌａ

纽藓属 Ｔｏｒｔｅｌｌａ
折叶纽藓 Ｔｏｒｔｅｌｌａ ｆｒａｇｉｌｉｓ

墙藓属 Ｔｏｒｔｕｌａ
长蒴墙藓 Ｔｏｒｔｕｌａ ｌｅｐｔｏｔｈｅｃａ∗

毛口藓属 Ｔｒｉｃｈｏｓｔｏｍｕｍ
酸土藓 Ｔｒｉｃｈｏｓｔｏｍｕｍ ｔｅｎｕｉｒｏｓｔｒｅ

拟薄罗藓科 Ｐｓｅｕｄｏｌｅｓｋｅａｃｅａｅ
多毛藓属 Ｌｅｓｃｕｒａｅａ

弯叶多毛藓 Ｌｅｓｃｕｒａｅａ ｉｎｃｕｒｖａｔａ∗
蕨藓科 Ｐｔｅｒｏｂｒｙａｃｅａｅ

耳平藓属 Ｃａｌｙｐｔｏｔｈｅｃｉｕｍ
急尖耳平藓 Ｃａｌｙｐｔｏｔｈｅｃｉｕｍ ｈｏｏｋｅｒｉ
次尖耳平藓 Ｃａｌｙｐｔｏｔｈｅｃｉｕｍ ｗｉｇｈｔｉｉ

小蔓藓属 Ｍｅｔｅｏｒｉｅｌｌａ
小蔓藓 Ｍｅｔｅｏｒｉｅｌｌａ ｓｏｌｕｔａ

缩叶藓科 Ｐｔｙｃｈｏｍｉｔｒｉａｃｅａｅ
缩叶藓属 Ｐｔｙｃｈｏｍｉｔｒｉｕｍ

多枝缩叶藓 Ｐｔｙｃｈｏｍｉｔｒｉｕｍ ｇａｒｄｎｅｒｉ∗

狭叶缩叶藓 Ｐｔｙｃｈｏｍｉｔｒｉｕｍ ｌｉｎｅａ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中华缩叶藓 Ｐｔｙｃｈｏｍｉｔｒｉｕｍ ｓｉｎｅｎｓｅ∗

金灰藓科 Ｐｙｌａｉｓｉａｃｅａｅ
金灰藓属 Ｐｙｌａｉｓｉａ

东亚金灰藓 Ｐｙｌａｉｓｉａ ｂｒｏｔｈｅｒｉ∗
弯叶金灰藓 Ｐｙｌａｉｓｉａ ｆａｌｃａｔａ∗
丝灰藓 Ｐｙｌａｉｓｉａ ｌｅｖｉｅｒｉ∗
金灰藓 Ｐｙｌａｉｓｉａ ｐｏｌｙａｎｔｈａ∗

毛锦藓科 Ｐｙｌａｉｓｉａｄｅｌｐｈａｃｅａｅ
小锦藓属 Ｂｒｏｔｈｅｒｅｌｌａ

赤茎小锦藓 Ｂｒｏｔｈｅｒｅｌｌａ 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ａｕｌｉｓ
毛锦藓属 Ｐｙｌａｉｓｉａｄｅｌｐｈａ

暗绿毛锦藓 Ｐｙｌａｉｓｉａｄｅｌｐｈａ ｔｒｉｓｔｏｖｉｒｉｄｉｓ∗
卷柏藓科 Ｒａｃｏｐｉｌａｃｅａｅ

卷柏藓属 Ｒａｃｏｐｉｌｕｍ
薄壁卷柏藓 Ｒａｃｏｐｉｌｕｍ ｃｕｓｐｉｄｉｇｅｒｕｍ

粗石藓科 Ｒｈａｂｄｏｗｅｉｓｉａｃｅａｅ
合睫藓属 Ｓｙｍｂｌｅｐｈａｒｉｓ

大合睫藓 Ｓｙｍｂｌｅｐｈａｒｉｓ ｏｎｃｏｐｈｏｒｏｉｄｅｓ∗
南亚合睫藓 Ｓｙｍｂｌｅｐｈａｒｉｓ ｒｅｉｎｗａｒｄｔｉｉ∗

垂枝藓科 Ｒｈｙｔｉｄｉａｃｅａｅ
垂枝藓属 Ｒｈｙｔｉｄｉｕｍ

垂枝藓 Ｒｈｙｔｉｄｉｕｍ ｒｕｇｏｓｕｍ∗
蝎尾藓科 Ｓｃｏｒｐｉｄｉａｃｅａｅ

三洋藓属 Ｓａｎｉｏｎｉａ
三洋藓 Ｓａｎｉｏｎｉａ ｕｎｃｉｎａｔａ∗

锦藓科 Ｓｅｍａｔ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顶胞藓属 Ａｃｒｏｐｏｒｉｕｍ

狭叶顶胞藓 Ａｃｒｏｐｏｒｉｕｍ ｏｘｙｐｏｒｕｍ
小锦藓属 Ｂｒｏｔｈｅｒｅｌｌａ

赤茎小锦藓 Ｂｒｏｔｈｅｒｅｌｌａ 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ａｕｌｉｓ
喜马拉雅小锦藓 Ｂｒｏｔｈｅｒｅｌｌａ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ａ∗
全缘小锦藓 Ｂｒｏｔｈｅｒｅｌｌａ ｉｎｔｅｇｒｉｆｏｌｉａ∗

细锯齿藓属 Ｒａｄｕｌｉｎａ
细锯齿藓 Ｒａｄｕｌｉｎａ ｈａｍａｔａ∗

锦藓属 Ｓｅｍａｔ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矮锦藓 Ｓｅｍａｔ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ｓｕｂｈｕｍｉｌｅ

裂帽藓属 Ｗａｒｂｕｒｇｉｅｌｌａ
裂帽藓 Ｗａｒｂｕｒｇｉｅｌｌａ ｃｕｐｒｅｓｓｉｎｏｉｄｅｓ∗

刺枝藓属 Ｗｉｊｋｉａ
毛尖刺枝藓 Ｗｉｊｋｉａ ｔａｎｙｔｒｉｃｈａ∗

泥炭藓科 Ｓｐｈａｇｎａｃｅａｅ
泥炭藓属 Ｓｐｈａｇｎｕｍ

长叶泥炭藓 Ｓｐｈａｇｎｕｍ ｆａｌｃａｔｕｌｕｍ
锈色泥炭藓 Ｓｐｈａｇｎｕｍ ｆｕｓｃｕｍ∗

壶藓科 Ｓｐｌａｃｈｎａｃｅａｅ

壶藓属 Ｓｐｌａｃｈｎｕｍ
壶藓 Ｓｐｌａｃｈｎｕｍ ｖａｓｃｕｌｏｓｕｍ∗

羽藓科 Ｔｈｕｉｄｉａｃｅａｅ
山羽藓属 Ａｂｉｅｔｉｎｅｌｌａ

山羽藓 Ａｂｉｅｔｉｎｅｌｌａ ａｂｉｅｔｉｎａ∗
锦丝藓属 Ａｃｔｉｎｏｔｈｕｉｄｉｕｍ

锦丝藓 Ａｃｔｉｎｏｔｈｕｉｄｉｕｍ ｈｏｏｋｅｒｉ
虫毛藓属 Ｂｏｕｌａｙａ

虫毛藓 Ｂｏｕｌａｙａ ｍｉｔｔｅｎｉｉ∗
麻羽藓属 Ｃｌａｏｐｏｄｉｕｍ

细麻羽藓 Ｃｌａｏｐｏｄｉｕｍ ｇｒａｃｉｌｌｉｍｕｍ∗
纤枝细羽藓属 Ｃｙｒｔｏ￣ｈｙｐｎｕｍ

美丽细羽藓 Ｃｙｒｔｏ￣ｈｙｐｎｕｍ ｃｏｎｔｏｒｔｕｌｕｍ∗
尖毛细羽藓 Ｃｙｒｔｏ￣ｈｙｐｎｕｍ ｆｕｓｃａｔｕｍ∗
多疣细羽藓 Ｃｙｒｔｏ￣ｈｙｐｎｕｍ ｐｙｇｍａｅｕｍ∗
红毛细羽藓 Ｃｙｒｔｏ￣ｈｙｐｎｕｍ ｖｅｒｓｉｃｏｌｏｒ∗

小羽藓属 Ｈａｐｌｏｃｌａｄｉｕｍ
细叶小羽藓 Ｈａｐｌｏｃｌａｄｉｕｍ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东亚小羽藓 Ｈａｐｌｏｃｌａｄｉｕｍ ｓｔｒｉｃｔｕｌｕｍ∗

叉羽藓属 Ｌｅｐｔｏｐｔｅｒｉｇｙｎａｎｄｒｕｍ
叉羽藓 Ｌｅｐｔｏｐｔｅｒｉｇｙｎａｎｄｒｕｍ ａｕｓｔｒｏ￣
ａｌｐｉｎｕｍ∗
卷叶叉羽藓 Ｌｅｐｔｏｐｔｅｒｉｇｙｎａｎｄｒｕｍ
ｉｎｃｕｒｖａｔｕｍ∗
细叉羽藓 Ｌｅｐｔｏｐｔｅｒｉｇｙｎａｎｄｒｕｍ ｔｅｎｅｌｌｕｍ∗

羽藓属 Ｔｈｕｉｄｉｕｍ
绿羽藓 Ｔｈｕｉｄｉｕｍ ａｓｓｉｍｉｌｅ
大羽藓 Ｔｈｕｉｄｉｕｍ ｃｙｍｂｉｆｏｌｉｕｍ
短肋羽藓 Ｔｈｕｉｄｉｕｍ ｋａｎｅｄａｅ∗
细羽藓 Ｔｈｕｉｄｉｕｍ ｍｉｎｕｔｕｌｕｍ
毛尖羽藓 Ｔｈｕｉｄｉｕｍ ｐｈｉｌｉｂｅｒｔｉｉ∗
灰羽藓 Ｔｈｕｉｄｉｕｍ ｐｒｉｓｔｏｃａｌｙｘ∗
钩叶羽藓 Ｔｈｕｉｄｉｕｍ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ｕｍ∗

扭叶藓科 Ｔｒａｃｈｙｐｏｄａｃｅａｅ
拟木毛藓属 Ｐｓｅｕｄｏｓｐｉｒｉｄｅｎｔｏｐｓｉｓ

拟木毛藓 Ｐｓｅｕｄｏｓｐｉｒｉｄｅｎｔｏｐｓｉｓ ｈｏｒｒｉｄａ
拟扭叶藓属 Ｔｒａｃｈｙｐｏｄｏｐｓｉｓ

拟扭叶藓(原变种)Ｔｒａｃｈｙｐｏｄｏｐｓｉｓ ｓｅｒｒｕｌａｔａ
ｖａｒ. ｓｅｒｒｕｌａｔａ
拟扭叶藓卷叶变种 Ｔｒａｃｈｙｐｏｄｏｐｓｉｓ ｓｅｒｒｕｌａｔａ
ｖａｒ. ｃｒｉｓｐａｔｕｌａ

扭叶藓属 Ｔｒａｃｈｙｐｕｓ
扭叶藓 Ｔｒａｃｈｙｐｕｓ ｂｉｃｏｌｏｒ
小扭叶藓 Ｔｒａｃｈｙｐｕｓ ｈｕｍｉｌｉｓ

　

∗: «西藏苔藓植物志»«中国苔藓志»«西藏墨脱苔藓植物多样性研究»未报道的在墨脱分布的藓类植物 Ｔｈｅ ｍｏｓｓｅ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Ｍｅｄｏｇ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ｉｎ Ｂｒｙｏｐｈｙｔｅ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Ｔｉｂｅｔꎬ Ｂｒｙｏｐｈｙｔ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ａｎｄ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Ｂｒｙｏｐｈｙｔｅｓ ｏｆ Ｍｏｔｕｏꎬ Ｘｉｚ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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