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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天津植物志》是记载天津植物资源和鉴定天津植物种类的主要参考书和工

具书。

全书共一卷(分上、下两册)，记载天津市野生及习见栽培的高等植物共4门：

苔藓植物门、蕨类植物门、裸子植物门和被子植物门，计163科748属l 365种6亚·

种127变种及18变型。内容有天津市的自然概况，科、属、种等的特征记载及检索

表，并有种的文献引证、产地、生境、分布、用途和插图(1 186幅)，在卷末附有中文

名及拉丁文名索引。

本书可供有关生产、科研、教学等单位及从事农、林、牧、副、渔、医药、植物等

工作者参考。

本书所包括的地区范围为天津市内的和平区、河北区、河东区、河西区、南开

区、红桥区和市郊的东丽区、津南区、西青区、北辰区、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武

清区、宝坻区、蓟县、静海县、宁河县共18个区、县。个别标本为邻近地区植物，如

河北省遵化东陵，因蓟县可能有分布，故编入以供参考。

排列系统：蕨类植物门各科按秦仁昌教授1954年发表的系统(略有改动)排

列；裸子植物门和被子植物门各科按恩格勒和笛尔士(Engler—Diets)1936年出版

的(Syllabus der pnenzenfamilien}第11版的系统排列，并按习惯将双子叶植物纲放在

单子叶植物纲的前面。属、种排列一般按检索表中出现次序先后排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前 言

天津是我国重要的直辖市和沿海城市之一．境内有中山、低山、丘陵和坦荡的

平原．地形复杂．植物种类繁多。可利用的植物资源丰富。蕴藏量较大。为合理开

发、利用本市的植物资源。我们着手编纂了这部旨在确定天津地区植物种类．介绍

天津地区重要野生植物的经济价值和用途．为天津经济发展规划和资源的合理利

用。为农业和环保事业等的发展提供基本资料和科学依据的《天津植物志》。

本书编写的准备工作。是从1957年开始的。笔者结合教学与科研。历时近20

年。对天津各地的植物种类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野夕卜考察，采集了大量的植物标

本。经过对标本的整理、研究与鉴定。于1976年编写出版了油印本的《天津植物名

录》。这是《天津植物志》的最原始的雏型。

1977年我们天津自然博物馆的植物学工作者在天津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同行

的积极参与协助下。以《天津植物名录》为基础。开始筹划编写《天津植物志》。并得

到1977年天津市科委的立项资助。初稿于1979年底完成．1986年在初稿基础上

整理定稿并绘制插图。但因出版资金困难。未能出版。

之后。又经过历年对天津植物资源的不断深入调查，补充采集和记录了不少

过去未曾采到的植物标本。截至1994年。初步统计在天津地区发现和记录的各种

植物较之1976年编写的油印版本《天津植物名m-)．增加了9科117属336种。随

着《中国植物志》、《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以及一些专科专属研究专著的出版，笔者

又对《天津植物名录》中天津植物有些属种的地位、分布范围和过去误定的名称。

一一作了充实和补正。并于1995年8月出版了《天津植物名录》的正规版本。不

过。以辞条形式所做的各种植物的介绍。仍显得过于简单。雷同。

本次编写《天津植物志》即是对1995年《天津植物名录》的进一步增补与整理。

在增加了一些科、属、种的同时。对各科、属、种植物全部进行了重新描述。并引证

以正名的原始文献：增加了多幅插图，除笔者亲手绘制之夕卜．还从《中国高等植物

图鉴》及各种植物志书上借用了一些。以臻精美、完善。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的出版得到天津市科协自然科学学术专著基

金和天津市文化局的大力资助：更得到天津市文化局方伯敬局长、天津自然博物

馆孙景云馆长、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胡振泰社长等同志和业内同行们的积极支持

与帮助．谨此对Ie．．9'7以及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心血的所有人士。致以衷心地感谢。

限于我们的业务7K平和编写经验。加之时间短促．调查、采集和研究仍有不够

深入之处．一定会有遗漏、缺点和错误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著者 于天津自然博物馆

200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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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

天津市自然概况

天津市位于华北平原的东北部，介于北纬38033’一40015’及东经116042’～118。03’之间，东

临渤海，北依燕山，西北距北京137公里，素有首都北京门户之称。天津海岸线长126．5公里，

地跨海河南北，南运河、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汇入海河，贯穿市区，逶迤71公里，向

东南流人渤海。大沽口北岸建有我国北方最大的人工海港——天津新港。京哈、京沪等铁路

在市区交会，公路四通八达，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天津市辖15个区和3个县。

总面积为11 305姘，其中市区面积为154km2。

地质与地形

天津市是一个大部分被新生代松散沉积物覆盖的平原区，北部山区仅占很小的面积。平

原区下面岸石的基底构造情况比上部的地表形态要复杂得多。在大地构造上系燕山东西向构

造带与新华夏构造体系的交接部位。天津地区原为华北古陆块的一部分。晚前寒武纪时曾经

强烈下沉，以蓟县为中心沉积了厚约10 000m的海相地层。蓟县晚前寒武纪地层剖面连续出

现，保存完好，为中外地质专家所注目。古生代时，早期为海相沉积，晚期则为海陆交互相及陆

相沉积。至中生代后期的燕山运动，使天津地区北部发生断裂、褶皱并伴有花岗岩体侵入活

动，蓟县北部山地形成。而以天津市为中心的大部分地区，则表现为断裂下沉，形成中生代的

断陷盆地，奠定了天津平原地区的地质基础。新生代时期，继续表现为不等量的下沉，与此同

时，周围山地复经河流冲刷切割，将大量松散物质搬运到断陷盆地中堆积，造成了巨厚的新生

代沉积物。

天津市的地势特点是北高南低，西北高东南低。最高峰海拔l 052m，位于蓟县、兴隆县交

界处。最低点位于大沽口零点。山区狭小，面积仅有755km2，占全市总面积的6．68％；平原广

阔低平，面积10 550km2，占93．3％。平原绝大部分在海拔5m以下，坡度1／5 000—1／10 000，非

常低平。平原上河渠纵横交错，洼淀星罗棋布。由于河道变迁和冲淤关系，使坦荡的平原起伏

不平，加上堤坝的修筑，形成多数封闭洼地。在天津市区东面的滨海平原上，分布着三道古海

岸的遗迹——贝壳堤，成为盐土平原的奇观。上述地势特点，直接影响着地表径流走向、地下

水位高低、土壤水分状况、盐分积累和运动规律。平原盐渍化地区，小地形对植被的影响尤为

明显，在不同的地貌区域，分布着不同的植被。表现在植物生态学特点上，亦有显著差异。

气候

天津市位于北半球中纬度欧亚大陆东岸，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型气候，冬寒晴燥，夏热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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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春旱多风沙，秋季冷暖适宜。天津年平均气温11～12．3℃，一月最低平均气温为一5．8℃，

七月最高平均气温为26．8'E，年较差32．6"C。初霜冻平均在lO月中至11月初，终霜期平均在

4月中旬，无霜期为185。210天；热量丰富，积温较高，大于10％的积温多在4 000"以上，植物

长期适应这种热量条件变化，在本区发育着夏绿植被和二年三熟农作物。

全年降水量为560．690mm。但季节分配不均匀，夏季最多，占全年的75％以上，雨热同季

是植物生长的有利条件。冬季雨雪量少，只有全年的2％。春季、秋季降水不足，各占10％左

右。又因春温较高且风多，造成蒸发量大，春旱便成了本区气候的一个突出特点。因此，发展

灌溉对本区农业生产显得十分重要。

天津地区年蒸发量平均为1 100—1 200ram，是降水量的两倍左右。由于强烈的蒸发，使滨

海地区高矿化度的地下水沿毛细管上升，加剧了土壤的盐渍化现象，严重地影响着植物生长。

这也是天津滨海地区为什么普遍呈现盐生植被景观的主要原因。

土壤

天津市除北部蓟县山区外，绝大部分为平原，随地势的高度与距海远近的不同变化，土壤

水分和盐分等状况亦不同。由山地到平原，土壤发生很大差异：按山地棕壤——山地淋溶褐土

——褐±——潮土——滨海盐土等的顺序有规律地分布着。值得提出的是，由于天津地区多

系地上河流，河床高于地面，加之地下水的径流、渗透聚积和移动等水文地质作用，引起盐分的

淋溶和移动，就更加速了土壤的盐渍化现象。而盐渍土又因区内地势起伏不平呈斑点状分布。

与之相应的，植被亦随土壤的不同而有规律地变化着。

在西青区和北辰区，永定河故道被风力搬运形成沙土地区，因地势较高，地下水埋藏深度

大都在2．5。3．0m，矿化度2—39／L，土壤没有或很少有盐渍化现象。土壤多为沙土，持水力

弱，保水、保肥力差，因而促进了沙生植物的发育。

植物区系祷点

天津市的植被

天津植物种类，根据野外调查，迄今已知的高等植物，共有1 359种，分属于158科，742

属，6亚种，127变种，18变型。其中蕨类植物18科，20属，35种；裸子植物7科，10属，11种，4

变种；被子植物133种，712属，l 313种。植物区系的初步分析，被子植物中菊科种类最多，142

种，为种总数的10．8％；豆科86种，占6．5％；禾本科94种，占7．1％；百合科58种，占4．4％；蔷

薇科57种，占4：3％；十字花科32种，占2．4％；莎草科32种，占2．4％；蓼科28种，占2．1％；唇

形科32种，占2．4％；毛茛科20种，占1．5％；藜科21种；玄参科20种；木犀科18种；石竹科15

种；萝蘼科14种；苋科11种，其他各科种类少，最少为单属科。从上述分析可明显看出，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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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地上河流，河床高于地面，加之地下水的径流、渗透聚积和移动等水文地质作用，引起盐分的

淋溶和移动，就更加速了土壤的盐渍化现象。而盐渍土又因区内地势起伏不平呈斑点状分布。

与之相应的，植被亦随土壤的不同而有规律地变化着。

在西青区和北辰区，永定河故道被风力搬运形成沙土地区，因地势较高，地下水埋藏深度

大都在2．5。3．0m，矿化度2—39／L，土壤没有或很少有盐渍化现象。土壤多为沙土，持水力

弱，保水、保肥力差，因而促进了沙生植物的发育。

植物区系祷点

天津市的植被

天津植物种类，根据野外调查，迄今已知的高等植物，共有1 359种，分属于158科，742

属，6亚种，127变种，18变型。其中蕨类植物18科，20属，35种；裸子植物7科，10属，11种，4

变种；被子植物133种，712属，l 313种。植物区系的初步分析，被子植物中菊科种类最多，142

种，为种总数的10．8％；豆科86种，占6．5％；禾本科94种，占7．1％；百合科58种，占4．4％；蔷

薇科57种，占4：3％；十字花科32种，占2．4％；莎草科32种，占2．4％；蓼科28种，占2．1％；唇

形科32种，占2．4％；毛茛科20种，占1．5％；藜科21种；玄参科20种；木犀科18种；石竹科15

种；萝蘼科14种；苋科11种，其他各科种类少，最少为单属科。从上述分析可明显看出，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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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区系是较典型的北温带性质。同时由于人为的乱砍滥伐等破坏，木本植物区系不发达，而

草本植物区系却占据优势地位。另由于苦木科的臭椿(Ailanthus ahissima)，豆科的合欢，无患

子科的栾树(Koelreuteria pa．ieulata)，鼠李科的酸枣(ziziphus jujIlba val"．spinosa)，椴树科的扁担

木(Grewia biloba v缸．parvifloa)，马鞭草科的荆条(Vitex negundo vat．heter ophylla)，芸香科的黄檗

(Phellodendron amuIense)，柿树科的柿树(Diospyros kaka)、黑枣(君迁子)(D／ospyms．10tus)，茜草

科的薄皮木(Leptodermis oblonga)，禾本科的黄背草(营草)(Themeda japonica)，檀香科的百蕊草

(Thesium chinense)，金粟兰科的银线草(Chloranthus iaponicus)，苦苣苔科的牛耳草(Boea hysro．

metrica)等热带、亚热带属种的出现，说明本植物区系有着更为喜暖的祖先。

天津植物区系属泛北极植物区的中国日本植物亚区。起源于北极第三纪。这个区从白垩

纪以来改变不大，同时在冰期内没有受到冰川的侵蚀，受中亚干燥化的影响不深，是第三纪植

物区系的直接后裔。如栎(Que黜sp．)、桦(Betula sp．)、榆(UL,nus sp．)、槭(Acer sp．)等都是第

三纪植物的主要成分，种类成分复杂，残余种类多，如构树(Broussonetia papyrifera)、臭椿、栾

树等。

植物区系的地理成分以华北成分为主，如臭椿、毛白杨(Populus tomentosa)、榆、桑(Morns

sp．)、酸枣、胡枝子(kpedeza bicolor)、地肤(Kochia scoparia)、滨黎(Atriplex sp．)等，还有二月兰

(Orychophragmug violaceus)、独根草(Oresitrophe mpifraga)、溲疏(Deutzia sp．)、泥胡菜(Hemistepta

lyrata)、蚂蚱腿子(Myripnois dioiea)、薄皮木、雀儿舌头(Leptopus chinensis)、猫眼草(Euphorbia

pekinensis)、徐长卿(Cynanchum paniculatum)、斑种草(Bothriospermum chinense)、知母(Anemar

rhena asphodeloides)等华北特产植物；东北成分有北五昧子(Sehisandra ehinensis)、裂叶榆(ULrlIu$

laciniata)、胡桃楸(Juglans mandshurica)、白桦(Betula platyphylla)等；蒙古草原成分有羊草、隐子

草(Cleistogenes sp．)等；西伯利亚成分有地梢瓜；中亚植物经蒙古丽进入的有西伯利亚白刺(Ni．

1_raria sibirica)、宽叶独行菜(Lepidium latifolium var．attlne)；经喜马拉雅山与华南北上的植物有牛

耳草、薄皮木等；外来种已驯化又沦为野生的如辣子草(Galinsoga parviflora)。

植被型及植物群落

一个地区的植被是当地植物区系与地形、气候、土壤等自然因素及人为干扰影响的综合反

映。本区植被属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滨海平原盐生草甸植被，兼温性针叶林及次生灌草丛类

型。由北往南共划分为9种植被型及14个群落，从山区到平原有规律地分布着。

(一)落叶阔叶林植被型

1．栓皮栎(Ouereus variabilis)、荆条、羊胡子草(Carex humilis var．腮m)群落

主要分布在蓟县古强峪、太平沟、黑水河、西水厂等地，海拔500。600m，坡向$250～600W

或SIOOE，坡度230 60。，为淋溶褐土，pH6．6，富含沙砾，冲刷严重。本群落除少数人工栽培外，

均为天然次生林，优势种明显，种类成分单纯，其他附属种极少。

2．臭檀吴茱萸(Euodia daniellii)、坚桦(Betula chinensis)、照山白(Rhododen-

dron micranthum)群落

分布在蓟县海拔800m以上的八仙桌子、洋楼山顶、盘山顶阳坡山沟，环境条件较差。土

壤贫瘠，岩石裸露，富含石砾，pH5．9—6．7，于l 000m以上，局部出现棕壤。此群落系原有森林

破坏后形成的次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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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针、阔叶混交林型

3．油松(Pinus tabulaefonmis)、栓皮栎、花木兰(Indigofera Kirilowii)群落‘

分布在盘山、太平沟、西水厂一带，海拔260—650m的阳坡，土壤为淋溶褐土，pH6．39～

6．46，有机质含量3．5％，群落生长发育良好，100m2平均有乔木34株，生命力旺盛。

4．油松、槲树(Quercus dentata)、绣线菊(Spiraea sp．)群落

分布在小港后方医院西山头，海拔450—600m处半阳坡，坡度20。～300，地面起伏不平，有

流水沟通过。槲树由于砍伐萌蘖枝多，极似灌木状，林木价值降低。

(三)针叶林植被型

5．油松、多花胡枝子(Lespedeza floribunda)群落

多分布在八仙桌子、西水厂、盘山等中山地带，太平沟、黑水河等阴坡或半阴坡。海拔

360。820m，土层较厚，土壤有机质及水分良好，为淋溶褐土。群落外貌四季葱绿，结构简单。

在海拔较高处，尚有油松老林。

6．侧柏(Platycladus orientalis)、多花胡枝子群落

本群落仅分布在西水厂、柏树沟一带，海拔420m，面积不大，但系天然林。群落所在地环

境条件较差，岩石裸露，多为矽质白云岩，土壤瘠薄，水土流失严重，侧柏多生长在石缝中。

(四)灌草丛植被型

7．荆条、酸枣、黄背草、白羊草(Bothriochloa ischaemum)群落

在蓟县北部山区下营一带，面积较大，多分布在海拔200～800m处的低山丘陵地区。土层

一般瘠薄，石砾量大，土壤水分差，为淋溶褐土或褐土，植被生长稀疏，为森林经反复砍伐破坏

后出现的次生植被型。

(五)杂草草地植被型

8．白茅(Imperata cylindrica var．major)、狗尾草(Setaria viridis)、虎尾草

(Chloris virgata)群落

分布在宝坻小白庄、尔王庄一带，地势低洼平坦，土壤为褐色草甸土，一般不含盐分或带微

盐。系洼地失水后，由沼泽植被演替而成。因土壤干旱龟裂，由耐旱植物构成。

(六)沙生植被型

9．刺沙蓬(Salsola ruthenica)、软毛虫实(Corispermum puberulum)、刺穗藜

(Chenopodium aristatum)群落

分布在北辰区青光一带，面积不大，为永定河故道受风力搬运形成。由于人为干扰，完整

的群落结构已遭破坏，仅有少数沙生植物种类稀疏分布。

(七)盐生植被型

10．盐地碱蓬(Suaeda satsa)群落

分布在滨海地带近海区域，直接、间接受海水和海潮浸泡，土壤盐分高，有的达4．6％，往

往形成单优势群落，外貌呈一片紫红，显示着特殊景色。是滩涂的先锋群落，也是改造盐土地

理环境的先驱植物。

11．盐角草(Sailcornia europaea)群落

盐角草和盐地碱蓬一样，是专性盐土植物，也是盐渍土先锋种之一。它的生态幅十分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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