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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産ヒカゲノカズラ科の分布　1

大塚孝一＊・里見信生＊

Distribution　Maps　of　Lycoρo吻c6αεin　Japan　I

　　　Koichi　OTsuKA＊・Nobuo　SAToMI＊

　日本産ヒカゲノカズラ科は現在までに22種が知られている。日本のヒカゲノカズラ科の研究に

おいては，古く1784年に　THuNBERGが　Lッ60ρ04ψ〃2　sε％伽〃2　THuNB．と　L夕coρ04‘μ〃2

ノ砂oηπ％初THuNB．を発表している。その後，牧野（1898），中井（1925），小泉（1932），田川（1939，

1951，1958）などの短報的な研究が発表されてきた。良くまとめられたものは，北海道産を扱っ

た武田（1909）の報告があり，近年，田川（1959）により日本産のヒカゲノカズラ科が整理され

た。日本産の22種類の分類について，外国産のものと同一かどうかという議論は別にしても，種

の段階では，今のところ異論のないものと思う。しかし，変種，品種といった下位分類群につい

ては，様々な取り扱いがあり，確定していない。また，広い分布をもったヒカゲノヵズラ科の研

究は，外国産の種類との比較研究が必要である。筆者らは日本産の種類について，種の変異，分

布域を把握しておきたいと考えてきた。ここにあげる分布図は次の標本庫の標本を基に作成した

ものである。東北大学理学部生物学教室（TUS），山形県立博物館（YAM），東京大学理学部植物

学教室（TI），同農学部森林植物学教室（TOFO），国立科学博物館（TNS），静岡大学教育学部

生物学教室（SHIZ），信州大学教養部生物学教室（SHIN），金沢大学理学部生物学教室（KAN），

京都大学理学部植物学教室（KYO），鹿児島大学農学部林学教室（KAG），琉球大学理工学部生物

学教室（RYU）。分布図は標本産地を（●）で示し，足らない部分を文献産地により（○）で補い，

主要標本産地をあげた。標本数が足らず，不十分な部分があるが，現状把握のできるものを，漸

次載せていきたい。発表にあたり，標本の閲覧をお許しいただいた，各標本庫の関係各位に感謝

致します。

1．ヒメスギラン（Map　1，　Fig．1）

　　1．ycopodium　chinense　CHRIsT，　Nuov．　Giorn．　Bot．　Ita1．　Nuov．　Ser．4：101．1897；TAKEDA，

B．M．　T．23：204．1909；MIYABE＆KuDo，　Flora　Hokkaido＆Sah．52．1930；HARA，　B．　M．　T．

48：704．1934；MAsAMuNE，Mem．　Fac．　Sci．　Agr．　Taihoku　Univ．11：114．1934；TAGAwA，　C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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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Jap．　Pterid．8＆228．1959；SuGIMoTo，　Keys　P1．　Jap．　Pterid．84．1966；KAwANo，　J．　Coll．

Lib．　Arts　Toyama　Univ．5：97．1972；SHIMuRA，　Photo．　Ecol．　Guide　Jap．　Pterid．7．1972．

　　L夕τoヵ04‘醐〃めノo∫吻〃％沈MAKINo，　B．　M．　T．12：36．1898．

　　L夕ooヵ04‘〃彿s吻go　L　var．〃⑳os万αημ吻（MAKINo）MAKINo，　B．　M．　T．16：199．1900；

MATsuM．　Index　P1．　Jap．1：359．1904；OHwl，　Flora　Jap．　Pterid．　rev．　ed．7．1972．

　　σγo吻6吻s6万ηεηsε（CHRIsT）HERT．：MAsAMuNE，　Sci．　Rep．　Kanazawa　Univ．1：33．1951．

　　Distr．　Hokkaido，　Honshu，　Shikoku，　Kyushu，　Saghalien，　Kuriles，　Korea　and　China．

　本種は全国的に広く分布するが稀。温帯～亜寒帯性。南限：屋久島。L夕εoカ04‘〃吻sθZαgoL．に

よく似るが，葉はより細く，薄い。生態的にも，ムsε吻goL．が高山帯の陽地に自生するのに対し，

本種は亜高山帯～低山帯の陰湿地にあることで異なる。以前，L．8θZαgoL．の変種とされたことが

あったが，現在のように独立種として扱われるのが良い。

　北海道：北見滝上（岡本省吾，1950，KYO），同斜内（大井次三郎，1934，　KYO），知床斜里岳

（鳴橋直弘，1965，KAN），摩周湖畔（岡本，1954，　KYO），大雪山黒岳（岩槻邦男，1956，　KYO），

層雲峡（志村義雄，1962，志村所蔵），富良野岳（岡本，1956，KYO），夕張岳（大井，1934，　KYO），

エサオマントッタベツ～札内岳（古池博，1955，KAN），日高アポイ岳（奥山春季，1941，　TNS），

札幌藻岩山（小泉源一，？，KYO），手稲山（玉木靖一，1914，　KYO），羊蹄山（村田源，1955，　KYO），

ニセコアンヌプリ（桑原，1955，志村所蔵），室蘭市水元町（柏木民次郎，？，TOFO），浜益村

（高橋務，1963，TNS），厚沢部町乙部岳（小山博滋，1963，　KYO）。

　本州：青森県八甲田大岳（岩槻1959，KYO），下北縫道石山（吉岡＆金子，1964，　TUS）。秋

田県駒ガ岳（小林新，1937，TNS）。岩手県岩手山（室井緯，1935，　KYO），早池峰山（北村＆村

田，1952，KYO），五葉山（小山＆堀田，1967，　TNS）。11」形県鳥海山（加藤信英，1962，　TOFO），

月山（加藤信英，1959，TOFO），蔵王山不動滝（大塚孝一，1976，　KAN），朝日岳（加藤元助，

1931，KYO），飯豊山（加藤信英，1959，　TOFO），以東岳（伊藤洋，1961，　YAM）。福島県旭岳

（奥山，1958，TNS）。新潟県佐渡ドンデン山（Y．　NAKAMuRA，1960，　KYO），駒ガ岳（奥山，

1939，TNS），安塚町菱ガ岳（倉俣武男，1967，　TOFO），妙高山（倉俣，1965，　TOFO）。群馬県

尾瀬至仏山（中井源，1946，KYO）。長野県戸隠山（岩槻，1968，　KYO），菅平根子岳（芹沢俊介，

1968，TNS），烏帽子岳角間沢（大塚，1975，　KAN），八ガ岳（桜井半二郎，1906，　TNS），木曾

御岳山（水島正美，1952，TI），上片桐村念常岳（村田源，1952，　KYO）。山梨県仙丈岳（杉野辰

雄，1931，KYO），白峰間ノ岳（田川基二，1932，　KYO），広河原峠（梅原友愛，1950，　TNS），

甲武信岳（大井一夫，1930，KYO），大菩薩嶺（小島俊郎，1959，　TOFO）。埼玉県秩父雲取山（原

寛，1955，TI）。神奈川県箱根双子山（西尾和子，1957，　TNS；田代信二，1959，　TOFO）。岐阜

県乗鞍岳（田代善太郎，1929，KYO）。富山県立山（進野久五郎，1926，　KYO，　TI），毛勝山（S．

NAGAI，1956，　TI）。福井県大野郡荒島岳（蟹本信雄，1950，　KYO；渡辺定路，1966，　TOFO）。滋

賀県永源寺町（？，1962，KYO）。三重県御在所山（岩槻＆北川，1958，　KYO），釈迦岳（福岡誠

行，1963，KAN），三重郡風峠（安井真康，1940，　TNS），大杉谷（田川＆岩槻，1957，　K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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菰野山（伊藤篤太郎，1891，TNS）。奈良県大台ガ原（田川，1956，　KYO），吉野山上ガ岳（堀田

満，1962，KYO）。兵庫県氷ノ山（荒木英一，1937，　KYO；田川，1952，　KYO）。鳥取県大山（清

末忠人，1959，TNS；A．　TANAKA，1961，　KYO）。

　四国：徳島県剣山（阿部近一，1948，TI）。愛媛県ニツ岳（山中三男，1958，　TUS），筒上山（岩

槻，1956，KYO）。

　九州：大分県祖母山（田代善太郎，1911，KYO），傾山（羽田野正義，1942，　TOFO），由布岳

（田代，1916，KYO）。長崎県雲仙岳（堀田満，1957，　TOFO；松林文作，1961，　TOFO），普賢

山（T．TAKAHAsHI，1956，　TNS），大村地方（？，1924，　SHIN）。熊本県市房山（城戸正幸，

1969，TOFO）。宮崎県大崩山（堀田，1961，　KYO），霧島韓国岳（南谷忠志，1972，　TOFO）。鹿

児島県霧島山（日置正臣，1952，KYO），桜島（田代，1910，　KYO）。屋久島宮ノ浦岳（井上康彦，

1970，TOFO），八重岳（Y．　NAKANo，1909，　KYO），永田岳（田川，1933，　KYO）。

　　〔文献産地〕

　栃木県那須（那須の植物誌1972）。和歌山県新宮（伊藤洋，日本シダの会々報vo1．2no．29：5，

1977）。

2．ヤチスギラン（Map　2，　Fig．2）

　　Lycopodium　inundatum　L．，　Sp．　Pl．2：1102．1753；MATsuMuRA，　Index　Pl．　Jap．1：358．

1904；TAKEDA，　B．　M．　T．231210．1909；MIYABE＆KuDo，　Flora　Hokkaido＆Sah．54．1930；

TAGAwA，　Col．111．　Jap．　Pterid．14＆229．1959；SuGIMoTo，　Keys　Pl．　Jap．　Pterid．86．1966；

OHwl，　Flora　Jap．　Pterid．　rev．　ed．9．1972；SHIMuRA，　Photo．　Ecol．　Guide　Jap．　Pterid．13．1972．

　　Distr．　Hokkaido，　Honshu，　China，　Europe　and　N．　America．

　北海道，近畿以北の本州に分布し，湿原地帯に自生する。南限：三重県上野市。西限：京都府

須知町。本種の胞子は直径約55μ（敦賀池の河内産，大塚4337）あり，ヒカゲノカズラ科では最

も大きいものである。イヌヤチスギランでも同様であるが，湿原に生ずる種類で胞子が大きいと

いうことは，生活形と関連しているようであり，興味深い。

　北海道：浜頓別町（大井次三郎，1934，KYO），亀田郡七飯町じゅん菜沼（U．　FAuRIE，

1907，KYO），岩見沢市幌向（R．　ENDo，1914，　TNS）。

　本州：青森県八甲田谷地（細井幸兵衛，1963，KAN）。秋田県秋田市手形山（村松七郎，

1929，TUS）。岩手県金ガ崎町（細井，1962，　TOFO，　TNS，　TUS）。山形県酒田市鷹尾山（加藤

信英，1959，TNS），同三千坊谷地（加藤信英，1959，　TOFO），小松町（加藤元助，1934，　KYO），

鳥海山（加藤元助，1921，KYO），西置賜郡葉山（小形利吉，1966，　TNS），北村山郡亀井田村海

谷沼（結城嘉美，1932，TNS，　KYO）。福島県磐梯山（田代善太郎，1937，　KYO），南会津宮床温

泉（戸田重一，1969，TNS）。新潟県上条村福山（古瀬義，1952，　KAN，　KYO，　TNS）。群馬県尾

瀬ケ原（小林＆岡本，1950，KAN），大峰山大峰湖（若名東一，1953，　TNS）。長野県戸隠中社（飯

柴永吉，1908，TNS），大町市居谷里（奥原弘人，1962，　KAN），霧ガ峰（村田源，1952，　K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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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ガ岳（P，1911，SHIN）。岐阜県高根村日和田（武田敏治，1975，大塚所蔵）。愛知県段戸山駒

ガ原（鳥居喜一，1952，KAN，　TNS），作手村岩波長根山（鳥居，1956，　KYO，　TNS），東春井郡

品野町上半田川（加藤秀次郎，1941，TNS），猿投山白ガ谷（加藤，　P，TNS）。滋賀県高島町天

頑山（瀬戸剛，1963，TNS，　KYO），比良山武奈岳（田代善太郎，1925，　KYO，　TNS），同八重ガ

原（布藤昌一，1956，SHIN），伊香郡沓掛（渡辺定路，1964，　KAN，　TOFO），近江八幡市布施池

（谷岡浩，1952，TNS），鎌掛村（橋本忠太郎，1952，　TNS），三国山（田代，1927，　KYO）。福

井県敦賀市池ノ河内（田川基二，1961，KYO）。京都府船井郡須知町蒲生（荒木英一・，ユ940，　TNS），

京都市上賀茂深泥池（三木茂，1924，TNS；北村＆村田，1963，　KYO）。三重県ヒ野市法花（岩

槻邦男，1957，KYO），同市センザイ（TsuTsuMI，1960，　KYO），員弁郡多度山（田代，1929，　KYO）。

3．タカネヒカゲノカズラ（Map　3，　Fig．3）

　　Lycopodium　sitchense　RupR．　var．　nikoense（FR．　et　SAv．）TAKEDA，　B．　M．　T．23：221．

1909；MIYABE＆KuDo，　Flora　Hokkaido＆Sah．59．1930；MAsAMuNE，　Mem．　Fac．　Sci．　Agr．

Taihoku　Univ．11：117．1934；TAGAwA，　Col．　Ill，　Jap．　Pterid．13＆230．1959；SuGIMoTo，　Keys

Pl．　Jap．　Pterid．89．1966；KAwANo，　J．　Coll．　Lib．　Arts　Toyama　Univ．5：103．1972；OHwl，

Flora　Jap．　Pterid．　rev．　ed．10．1972．

　　L夕coρo∂励η2㌘んoεη∫θFR．　et　SAv．，　Enum．　Pl．　Jap．2：198．1879．

　　L夕60カo∂‘κ勿αφ仇〃〃2var．ηゴんoεηsεFR．　et　SAv．，　op．　cit．2：613．1879．

　　Ly6ψ04仇ηz∫α励αφ1‘〃彿var．　s〃cWκsεsubvar，η伽εκ∫ε（FR．　et　SAv．）KolDz．，　B．　M．　T．

40：330．1926．

　　Distr．　Hokkaido，　Honshu，　Kyushu（Yaku－is1．）and　Kuriles．

　北海道，中部以北の本州と屋久島に分布する。亜寒帯～寒帯性。屋久島は南限産地。コスギラ

ンも本種と全く同様な分布型をしており，屋久島に隔離分布している。これは遺存的な分布であ

ると考えられる。母種との差異は子のう穂が無柄である点にある。

　北海道：大雪山（奥山春季，1941，TNS），同黒岳（M．　HIRoE，1951，　KYO），ペテガリ山（小

山＆福岡，1970，KYO，　TNS），夕張岳（鳴橋直弘，1969，　KYO），富良野岳（岡本省吾，1956，　KYO），

羊蹄ll」（小泉源一，？，KYO），岩雄岳（河田槙，1932，　TNS），ポロシリ岳（小山博滋，1971，　TNS），

十勝岳（小泉源一，？，KYO），帯広トッタベツカール（小山et　a1，1971，　TNS）。

　本州：青森県岩木山（植松栄次郎，1907，KYO；桜井半二郎，1899，　TNS），八甲田大岳～井

戸岳（Y．FuJIMoTo，1966，　KYO）。秋田県鹿角郡焼山（村松七郎，1928，　KYO，　TUS），駒ガ岳（小

林新，1937，KYO；直江義雄，1963，　TNS），八幡平（逸見操，1932，　TNS）。岩手県岩手山（細

井幸兵衛，1956，KAN），焼石岳（小ll」＆近田，1966，　TNS）。山形県鳥海山（R．　ENDo，1915，　TUS），

蔵王山（加藤信英，1959，TOFO），月山（布施隆，1972，　YAM），飯豊連峰（高橋和吉，1968，　YAM），

以東岳（伊藤洋，1961，YAM），大朝日岳（伊藤，1960，　YAM），吾妻連峰姥ガ原（斎藤慧，

1969，TOFO）。宮城県栗駒山（三木茂，1927，　KYO；奥山春季，1952，　TNS）。福島県一切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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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莞爾，1893，TNS），磐梯山沼の平（T．　ORIKAsA，1964，　TNS）。栃木県那須三木槍岳～大峠

（村田源，1963，SHIN），三本槍岳（関本平八，1934，　TNS）。群馬県白根山（奥山春季，1942，　TNS），

清水峠（冨樫誠，1938，TNS），尾瀬至仏山（Y．　NAKAI，1964，　KYO）。新潟県苗場山（岡本省吾，

1958，TNS），笹ガ峰高谷池（佐久間瑛二，1962，　TOFO），黒沢岳（池上，1948，志村所蔵）。長

野県岩菅山（Y．NAKAJIMA．1913，　TUS），菅平四阿山（田川＆岩槻，1965，　KYO），根子岳（大塚

孝一，1972，TOFO），黒姫山（？，SHIN），白馬岳（村田章，1973，　TOFO），餓醜岳（H．　FuJIMoRI，

1925，SHIN），穂高岳（清水建美，1970，　SHIN），木曾駒ガ岳（伊東博，1951，　KAN），赤石岳

（小泉源一，～，KYO），小河内岳（久保田秀夫，1933，TNS）。山梨県白峰間ノ岳（奥山，1939，　TNS）。

静岡県椹島～赤石岳（天野茂，1951，SHIZ），易老岳（戸田英雄，1951，　SHIZ）。富山県立山浄

土山（田中佐知子，1964，KAN），五色ガ原（布藤昌一，1955，　KYO），清水岳（大井次三郎，

1935，KYO）。石川県白山（橋本光政，1966，　KAN）。福井県大野市三ノ峰（渡辺定路，1961，　TOFO）。

　九州：屋久島宮ノ浦岳（山口＆長尾1917，KYO），八重岳（田代善太郎，1918，　KYO），花ノ

江河（岩槻＆加藤，1970，KYO）。

　　〔文献産地〕

　北海道の産地（S．KAwANo，　Studies　on　the　Alpine　flora　of　Hokkaido，　Japan　II，　J．　Coll．　Lib．

Arts　Toyama　Univ　5：89－127，1972）

4．スギラン（Map　4，　Fig．4）

　　Lycopodium　cryptomerinum　MAxlM．，　BulL　Acad．　Sci．　St．－Petersb．15：231．1870；

MATsuMuRA，　Index　Pl．　Jap．1：358．1904；TAKEDA，　B．　M．　T．23：208．1909；MIYABE＆KuDo，

Flora　Hokkaido＆Sah．53．1930；HARA，　B．　M．　T．481706．1934；MAsAMuNE，　Mem．　Fac．

Sci．　Agr．　Taihoku　Univ．11：115．1934；TAGAwA，　Col．　Ill．　Jap．　Pterid．10＆228．1959；

SuGIMoTo，　Keys　Pl．　Jap．　Pterid．85．1966；OHwl，　Flora　Jap．　Pterid．　rev．　ed．8．1972；SHIMuRA，

Photo．　Ecol．　Guide　Jap．　Pterid．10．1972．

　　σγo吻6吻sc触ro勿θ物術（MAxlM．）HERT．：MAsAMuNE，　Sci．　Rep．　Kanazawa　Univ．1：33．

1951．

　　Distr．　Hokkaido，　Honshu，　Shikoku，　Kyushu　and　Korea．

　主に西南日本に分布する暖帯～温帯性の種類であるが，より北方にも稀に分布する。樹幹や岩

上に着生する。南限：屋久島。北限：北海道日高。

　九州：屋久島八重岳（田代善太郎，1918，KYO，　TNS），永田岳～栗生（迫静男，1966，　KAG）。

鹿児島県開聞岳（田代，1925，TNS），高隈山（田代，1913，　KYO），高山町甫与志岳（光田重幸，

1971，TOFO），内ノ浦町稲尾岳（田川＆岩槻，1956，　KYO），垂水市（迫静男，1966，　KAG），

霧島山栗野岳（内藤喬，1926，KAG）。宮崎県西霧島韓国岳（伊藤籠太郎，1894，　TNS），北方村

ウドナイ谷（堀田満，1961，KYO），椎葉村大河内（初島＆迫，1968，　KAG），東臼杵郡大崩山（堀

田，1961，SHIN）。熊本県八代郡泉村小俣（別府壌，1973，　TOFO），阿蘇小国（兼田広，1940，　T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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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江村大河内（大塚孝一，1974，大塚所蔵）。大分県祖母山（楢木野金作，1916，KYO），久住山

田野（田代善太郎，1921，KYO），立石山（矢野信雄，1938，　TOFO）。福岡県御前岳（益村聖，

1970，KAG）。対島上県郡御岳（原友一郎，？，　TNS；原，1910，　KYO）。

　四国：愛媛i県宇和島市滑床（光田重幸，1971，TOFO），面河渓（岩槻1956，　KYO）。高知県

池川町安居～筒上山（岩槻，1956，KYO），幡多郡（山口兵太郎，　P，KYO），横倉山（奥山春季，

1943，TNS），安芸郡伊尾木（田川，1930，　KYO）。徳島県剣山（二階重楼，1909，　TNS）。

　本州：広島県三段峡（佐藤和韓鶉，1933，KAN），鳥取県三国山（A．　TANAKA，1958，　KYO），

三朝町三徳～俵原（S．IsHlzAwA，　KYO）。兵庫県温泉町扇ノ山（細見末男，1969，　KYO），音水谷

（岩谷成彦，1968，TNS）。京都府京大芦生演習林（土肥尚，1967，　KAN），船井郡mt．　Tyoro（田

川＆岩槻，1956，KYO），佐々野峠（光田重幸，1971，　TOFO）。和歌山県那智山（U．　Ohta，1916，

KYO），本宮町中小屋谷（真砂久哉，1972，大塚所蔵），大塔村宇井郡（宮崎芳信，1944，　TNS），

大塔山（S．SAKAGucHI，1928，　KYO），清水町オキリダニ（田川＆岩槻1955，　KYO）。三重県南牟

婁郡飛鳥村小又（小出哲夫，1929，KYO），尾鷲市又口柳の谷（樋口雄一，1955，　KYO），高見峠

（桜井半二郎，1888，TNS）。奈良県大台ガ原（小泉源一・，1922，　KYO；大井次三郎，1929，　TNS）。

愛知県段戸山（鳥居喜一，1951，KYO），棚山（鳥居，1950，　KYO）。静岡県水窪町（佐竹健三，

1966，TOFO），同地頭（繁高宣博，1965，　TNS），富士山（橋本梧郎，1933，　TNS），足高山（志

村義雄，1956，SHIZ），伊豆河津町沼ノ川（倉田悟，1959，　TOFO），天城峠（冨樫誠1938，　TNS），

神奈川県箱根（桜井半二郎，1884，TNS），丹沢山（西尾和子，1959，　TNS）。東京都大嶽山（河

越，1907，KAG），倉沢（奥山春季，1943，　TNS）。山梨県身延山（1．　MINE，1930，　TOFO），富河

（小島俊郎，1957，TOFO）。長野県木沢村西沢尾根（村松光喜，1956，　TNS），和田村本高森山

（村松，1952，TNS），天竜村高瀬川（村松，1957，　TNS），木曾谷（奥原弘人，奥原所蔵）。富

山県黒部渓谷猫又（進野久五郎，1934，KYO）。石川県白峰村大杉谷（福島司，1973，　KAN）。山

形県東置陽郡和田村裏山（石黒長次，1936，KYO）。秋田県上小阿仁（松田孫治，1962，　TNS），

仙北町朝日岳（村松七郎，1932，TUS），駒ガ岳（村松，1928，　TUS），河辺町岩見（村松，1931，　TUS）。

　〔文献産地〕

　北海道亀田郡恵山（函館植物誌，1932），アポィ岳（HARA，　B．　M．　T．48：706．1934）。青森県三

厩村増川岳（斎藤信夫，津軽植物13－2，1975），奥入瀬渓谷（細井幸兵衛，日本シダの会々報vol．

1．no　100：16－17）。岩手県零石町葛根田（岩手県植物誌1970）

5．ナンカクラン（Map　5，　Fig．5）

　　1．ycopodium　hamiltonii　SpRING，　Syst．　Veg．5：429．1828；JoTANI＆OHBA，　Sci．　Rep．

Yokosuka　City　Mus．14：51．1968；OHBA，　Sci．　Rep．　Tohoku　Univ．　IV．36：77．1971；

HATusHIMA，　Flora　Ryukyus　rev．　ed．867．1975；SERIzAwA，　Sci．　Rep．　Takao　Mus．7：3．1975．

　　Lッεoρ04i〃勿ノリz∂ゴ‘BAK．，　Fern　Allies　17：1887；TAGAwA，　A．　P．　G．8：20．1939；TAGAwA，

oP．　cit．14：137．1952；TAGAwA，　Col．　Ill．　Jap．　Pterid．10＆228．1959；SuGIMoTo，　Keys　P1．　J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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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erid．86．1966．；SHIMuRA，　Photo．　Ecol．　Guide　Jap．　Pterid．11．1972；OHwl，　Flora　Jap．

Pterid．　rev．　ed．8．1972；WALKER，　Flora　Okinawa＆S．　Ryukyu　36．1976．

　　L夕60ρo吻〃2s〃b硫τ励μ〃2　MAKINo，　B．　M．　T．12：37．1898；MATsuMuRA，　Index　Pl．　Jap．1：

360．1904；MAsAMuNE，　Mem．　Fac．　Sci．　Agr．　Taihoku　Univ．11：117．1934；MAsAMuNE，　Sci．

Rep．　Kanazawa　Univ．1：34．1951．

　　Distr．　Honshu，　Izu－isles，　Shikoku，　Kyushu，　Ryukyu，　Taiwan，　and　China　to　India．

　西南日本に分布する。熱帯～亜熱帯性。樹幹や岩上に着生する。本種は変異が多く，いくつか

の名がつけられたが，ひとつにまとめて扱われる。北限：伊豆。屋久島からは本種とヨウラクヒ

バの中間的な形態をしたものが採集されている（津田・村田，1975）。

　本州：静岡県伊豆河津町釜滝（本田鉱一，1962，志村所蔵）。伊豆諸島御蔵島（常谷幸雄，

1934，TNS），八丈島大賀郷東山（桜井半二郎，1887，　TNS），同南原（大場達之，1953，　TOFO）。

三重県南島町新桑ウオン谷（児玉務，1965，TNS），六双谷（奥山春季，1961，　TNS），尾鷲（布

藤昌一一，1950，志村所蔵）。和歌山県古座川（倉田悟，1970，TOFO），白浜町東富田蛭底谷（榎

本正，1965，TNS），庄川（山本虎夫，1962，　KYO）。

　四国：愛媛県一本松町正木（宮内俊美，1962，TNS），宇和島市薬師谷（光田重幸，1973，　TOFO），

南宇和郡大久保山（宮内俊美，1959，KYO），北宇和郡津南町（宮内，1959，志村所蔵）。徳島県

牟岐町奥屋敷（阿部近一，1960，TNS），鈴ケ峯（里見信生，1955，里見所蔵）。

　九州：長崎県西彼杵村松（松林文作，1961，TOFO）。熊本県人吉市内の浦（乙益正隆，

1959，TNS），吉尾村（K．　MAYEBARA，1925，　KYO）。宮崎県北郷村猪八重（田川＆岩槻，1956，　KYO），

北郷町杉谷（田代善太郎，1910，KYO），西都市三納（滝一郎，1963，　TNS）。鹿児島県高隈山（田

川＆岩槻，1956，KYO），内ノ浦町辺塚（光田重幸，1971，　TOFO），甫与志岳（前田，1953，　TOFO），

佐多町木場岳（光田，1971，TOFO），串木野市冠岳（春田正直，1960，　TOFO）。種子島住吉（田

代，1921，KYO），鍋割（大井他，1953，　TNS）。屋久島尾之間（近田文弘，1970，　KYO），永田

岳（K．KAwANABE，1959，　KAG）。甑島尾岳（K．　KAwANABE、1958，　KAG），下甑島（布藤昌一，

1960，KYO），黒島（迫静男，1957，　KAG）。トカラ列島中ノ島（内藤，1933，　KAG）。

　琉球：奄美大島湯湾岳（岩槻，1959，KYO），住用村住用川（井上康彦，1969，　TOFO），新村

（杉野辰雄，1955，TOFO），竜郷村大勝（岩槻，1959，KYO）。徳ノ島天城山（田川＆岩槻，1958，　KYO；

島袋敬一，1974，RYU），井ノ川岳（田川＆岩槻1958，　KYO；宮城康一，1970，　RYU），三京（迫

静男，1970，KAG）。沖縄与那覇岳（田川＆岩槻，1961，　KYO；山田哲夫，1971，　KAN），タニュ

ウ岳（園原咲也，1951，KAG），恩納岳（K．　NAKAMuRA，1957，　RYU），羽根地村真嘉屋（仲嶺盛

仁，1954，TNS）。石垣島於茂登岳（田川＆岩槻，1961，　KYO；島袋敬一一，1974，　RYU）。西表島

稲葉（田川＆岩槻，1961，KYO），古見岳（NAKAHARA，1969，　RYU）。

　　〔文献産地〕

　高知県，大分県（奥山春季，日本野外植物図譜7巻6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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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ヒモラン，リュウキュウヒモラン（Map　6，　Fig．6）

　　Lycopodium　sieboldii　MIQ．，　Ann．　Lugd．　Bot．3：184．1867；MAsAMuNE，　Mem．　Fac．　Sci．

Agr．　Taihoku　Univ．11：116．1934；TAGAwA，　Co1．　Il1．　Jap．　Pterid．11＆230．1959；SuGIMoTo，

Keys　Pl．　Jap．　Pterid．89．1966；SHIMuRA，　Photo．　Ecol．　Guide　Jap．　Pterid．19．1972；OHwl，

Flora　Jap．　Pterid．　rev．　ed．8．1972．ヒモラン

　　Distr．　Honshu，　Shikoku，　Kyushu　and　Korea．

　　Var．　christensenianum（CHRIsT　et．　HERT．）TAGAwA，　A．　P．　G．14：137．1952；HATusHIMA，

Flora　Ryukyus　rev．　ed．122．1975；SERIzAwA，　Sci．　Rep．　Takao　Mus．7：4．1975．

　　L夕60ρ04㌦勿s励o／磁auct．　non．　MIQ．：TAGAwA，　A．　P．　G．8：229．1939；MAsAMuNE，　Sci．

Rep．　Kanazawa　Univ．1：34．1951；WALKER，　Flora　Okinawa＆S．　Ryukyu　36．1976．　リュゥ

キュウヒモラン

　　Distr．　Kyushu　and　Ryukyu．

　西南日本に分布し，暖帯～亜熱帯性。樹幹や岩上に着生する。北限：対馬。東限：千葉県清澄

山。ヒモランは葉が鱗片状で茎に密着する。リュウキュウヒモランは葉がやや針状で，茎の下部

で著しく開出する。両者で移行型もあるが，分布も分れる傾向にあり，区別しうるものである。

　ヒモラン

　本州：千葉県清澄山（山下一夫，1905，YAM）。静岡県佐久間町浅戸口（大場俊司，1972，志

村所蔵），水窪町戸中山（平沢勝一，1957，SHIZ），河津町（守矢淳一一，1965，　TNS），天城山猫

越峠（鈴木義元，1931，KYO）。三重県赤目渓谷（田川基二，1954，　KYO）。和歌山県東牟婁郡本

宮町（真砂久哉，1972，大塚所蔵）。島根県隠岐島（小泉源一，1924，KYO），隠岐西ノ島（木村

康信，1960，志村所蔵）。

　四国：高知県大杉（？，1934，TNS）。

　九州：熊本県水俣石坂川（兼田広，1935，KYO），岡原村黒原山（乙益正隆，1957，　TNS）。宮

崎県霧島山（K．CHIBA，1906，　KAN），北郷町猪八重（岩槻邦男，1962，　KYO），東米良村（滝一一

郎，1950，KYO），須木村（徳久佑，1925，KYO）。鹿児島県大口市田代荒川内（倉田悟，1959，　TOFO），

高隈山（里見信生，1957，KAN），鹿屋市甫与志岳（田川＆岩槻，1956，　KYO），花瀬（福岡誠行，

1961，SHIN），内ノ浦町辺塚（城戸正幸，1960，　TOFO）。種子島古田国有林（初島住彦，1952，　KAG）。

屋久島栗生（K．KAwANABE，1959，　KYO），タチュー（冨樫誠，1956，　KAN），楠川～小杉谷（田

川，1933，KYO）。

　リュウキュウヒモラン

　九州：宮崎県南那珂郡酒谷村（清水大典，1952，TNS），西都市吹山（志村義雄，1966，大塚所

蔵），北郷村猪八重（里見信生，1965，大塚所蔵），霧島山（K．CHIBA，1906，　KYO）。熊本県久木

野村（兼田広，1935，KYO），矢岳（松本邦夫，1941，　TNS）。屋久島平内（乙益正隆，1959，　TOFO），

宮ノ浦（里見，1965，大塚所蔵），尾之間～割石（田川，1957，KYO）。

　琉球：奄美大島湯湾岳（小泉源一，1923，KYO；初島＆迫，1958，　KAG），住用村住用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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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康彦，1969，TOFO）。徳ノ島井之川岳（迫静男，1970，　KAG；島袋敬一，1974，　RYU）。沖縄

与那覇岳（初島住彦，1955，KAG；宮城康一，1974，　RYU），東村伊湯岳（金城鉄郎，1938，　KYO）。

　〔文献産地〕一ヒモラン

　愛媛県，高知県，大分県，福岡県，対馬（奥山春季，日本野外植物図譜5巻174P）。静岡県瀬

戸山（伊藤洋，日本シダの会々報vol．2．　no．29：5，1977）。神奈川県奥湯河原（大谷茂，神奈川県

の羊1歯植物（1）一横須賀市博物館研究報告no．12：35，1966）。

7．ヒモズル（Map　7，　Fig．7）

　　Lycopodium　casuarinoides　SpRING，　Momogr．　Lycopod．1：94．1842；TAGAwA，　Col．　Ill．

Jap．　Pterid．15＆228．1959；SuGIMoTo，　Keys　Pl．　Jap．　Pterid．84．1966；OHwl，　Flora　Jap．

Pterid．　rev．　ed．9，1972；SHIMuRA，　Photo．　Eco1．　Guide　Jap．　Pterid．5．1972．

　　Lycoρ04‘醐αお妬吻o緬θs　var．吻o耽醐NAKAI，　B．　M．　T．46：63．1932；SATo，　J．　J．　B．

12：827．1936；MAsAMuNE，　Sci．　Rep．　Kanazawa　Univ．1：35．1951；OGATA，　A．　P．　G．14：163．

1952．

　　Distr．　Honshu（Prefs．　Mie　and　Wakayama），　Kyushu（Prefs．　Fukuoka，　Kumamoto，

Kagoshima　and　Yaku－isl．），　Taiwan，　China　and　Philippines　to　India．

　西南日本にごく限られた分布をする。亜熱帯～熱帯性。北限：和歌山県鳥屋ノ城（絶滅したと、

いわれる）。東限：三重県御浜町。

　本州：三重県御浜町阿田和（渡司清文，1965，KYO；宇井＆堀，1961，　KYO）。和歌山県有田

郡鳥屋ノ城（小川由一，1948，KYO）。

　九州：・福岡県稗田村（吉岡重夫，1931，KYO；同，1936，　TNS），同御所ガ原（吉永虎馬，

1934，KYO；田代善太郎，1934，　KYO，　TNS）。長崎県長崎市（牧野富太郎，1932，　KAN，　KYO）。

熊本県天草上島（今江正知9337，KAN），本渡市食場（城戸正幸，1968，　TNS），浦村念珠岳（谷

山民治，KYO）。鹿児島県大口市田代冷水（城戸2242，　KYO），同羽月（城戸1546，　TOFO）。屋

久島小杉谷（田川8215，KYO）。

　　〔文献産地〕

　長崎県西彼杵郡西彼町（外山三郎，植物研究雑誌48：146，1973）。同県稲佐岳（伊藤洋，日

本シダの会々報vol．2．　no．29：5，1977）。

8．ヨウラクヒバ（Map　8，　Fig．8）

　　Lycopodium　phlegmaria　L．，　Sp．　Pl．2：1101．1753；MATsuMuRA，　Index　Pl．　Jap．1：359．

1904；MAsAMuNE，　Mem．　Fac．　Sci．　Agr．　Taihoku　Univ．11：115．1934；TAGAwA，　Col．　Ill．　Jap．

Pterid．11＆229．1959；SuGIMoTo，　Keys　P1．　Jap．　Pterid．88．1966；OHwl，　Flora　Jap．　Pterid．

rev．　ed．8．1972；SHIMuRA，　Photo．　Ecol．　Guide　Jap．　Pterid．15．1972；SERIzAwA，　Sci．　Rep．

Takao　Mus．7：4．1975；HATusHIMA，　Flora　Ryukyus　rev．　ed．123．1975；WALKER，　Fl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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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inawa＆S．　Ryukyu　36．1976．

　　Distr．　Kyushu（Sata－cape，　Yaku－isl．　and　Tanegashima－isl．），　Ryukyu，　Taiwan　to　the

tropics　and　subtropics　of　the　Old　World．

　九州から琉球にかけて稀に分布する。樹幹や岩上に着生する。熱帯～亜熱帯性。北限：大隅半

島佐多岬。

　九州：鹿児島県大隅半島佐多岬（滝本留市，1930，KAG）。屋久島安房（冨樫誠，1956，　KAN），

屋久町中瀬川（岩槻＆加藤，1970，KYO），永田～永田岬（岩槻1957，　KYO）。種子島住吉岳（田

代善太郎，1920，KYO）。

　琉球：奄美大島湯湾岳（小泉源一，1923，KYO），住用村新村（新敏夫，1956，　TOFO）。沖縄

那覇奥野山（小泉源一，1923，KYO），中頭（小泉，1923，　KYO），国頭佐手（小泉，1923，　KYO）。

石垣島於茂登岳（初島住彦，1955，KAG；岡国夫，1959，　TOFO），カラヤマ岳（田川＆岩槻

1961，KYO）。西表島古見（島袋敬一，1972，　RYU），浦内川上流（宮城康一，1967，　RYU），仲

間川上流（初島住彦，1973，R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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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Map　1　ヒメスギラ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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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Map　2．ヤチスギラ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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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Map　3．タカネヒカゲノカズ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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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Map　4．スギラ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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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Map　5．ナンカクラン

　Z∠ソτoφ04㌦η2吻〃2‘〃oη∬SPRING

　．．・’

．．…品≡’、

℃8



16

Distribution　Ma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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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Map　7．ヒモズ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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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Map　8．ヨウラクヒ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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