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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池县地域广阔，气候多变。植物资源非常丰富。为

了摸i菏于E县柿物资源的底了．．发掘有用植物．为我县经济

建没服务。从1992年4月开始，在学校的统一领导下．我

们带领生物兴趣小坌n的学生进行标本采集。至1994年，

已采集标本500多份．并完成了<华池县植物种类初步调

查》沦文的撰写．获“庆阳地区教育科研成果”三等奖、甘肃

省“青少年生物百项活动”一等奖、全国“青少年生物百项

活动”二等奖。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从细、从全要求，

按照气候类J硼别⋯i个币：点采集点．f!IJ东部湿润Ⅸn，J林

镇、南部、I，湿润地区的城壕、北部干旱区的乔川，于1995

年义采集标本460份。至此．共采集标本960多份．基本囊

括了华池的植物种类。之后，经过查阅、描述、整理等工

作．终于丁1996年1月编成了这本书。

木⋯5【我了f产池境内n，J人部分野生及小部分栽培植

物，共87科265属378种。包括苔藓植物2科2属2种；

蕨类植物3科3属4种；裸子植物2科3属3种；被子植物

80科247属369种。其巾有药用价伉的植物179种．禾本

ff【物72种。I勺容彳f o产池县自然慨况，每种植物的特征、分

彳li、乍境、川途的描述千1J插图(138幅)，并还有部分科的特



征描述及科、属、种分类的检索表。可供有关生产、教学及

从事农、牧、医药等的工作人员参考。

本书插图大部分插图仿<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科学出

版社1980年)，种的形态特征描述及检索表的编制也参

考了此书。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庆阳师专生物系刘立品教授协助

鉴定了标本和提供了大量资料．县文教局、科委、草原站、

水利局、卫生局、林业局、宣传部、畜牧局等甲位在经费上

给予了大力援助．我们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

由于时间仓促和我们水平所限．错误和不妥之处一定

不少，希望能够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编行

一九九六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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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池县自然概况

一、地理位置 ，

-一华池县地处}j‘肃省东部，庆f；兀地区东：I匕部。位于东经

107。29’——108。33 7，北纬36607’～36。5l’之间。北部与陕西

省志丹、吴旗、定边三县接壤，西部、南部与tjJ肃环县、庆阳县

相连，东南部与¨‘肃合水县毗邻。、 ．，

二、地质和地形

我县地势北高南低，最高海拔在西北部乔川乡境内中Ifl

粱、高稚为1781．6米。最低海拔征县境f钶部悦乐镇境内林沟

口，为ul(J米，高低棚差671．6米。
‘

华池县属黄土高原沟壑区。黄土高原是大漫长的地质演

变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陇东黄土高原在地质史上属q-国华北

陆台西北部鄂尔多斯地块。它的基底由中生代白垩纪基本近

于水·严状态的紫乡I：色砂岩、页岩组成。新生代第三纪，由于受

西面六盘⋯上升的隆⋯运动所影响，鄂尔多斯台地下陷为盆

地，接纳r第三纪红土层的沉积，成为县内红胶土成土母质的

来源，至第四纪更新世，在长达七、八千万年的下沉运动中，由

于地貌外营力、风力和水力的作用，鄂尔多斯盆地堆积厂厚达

100—2《J0多米厚的黄土及黄土状：七(早更新世为年城黄土堆

积．。{f更新卅为离石黄上堆积．晚更新附为I』兰黄i：堆j!!!，县

境主要是离石黄上)。更新世末．由于地貌内营力新构造中度

隆升运动，隆升幅度达数百至上千米以上，鄂尔多斯台地f妇下

沉变为上升，原来低平的黄土堆移l盆地，被抬升为高起的、表

面完整统一的黄上高原。进入全新世以至现代．一方面由于

内营力新构造中度挠曲隆升运动不断作用，使古老的白垩纪

·l·



产生倾斜，出现自南向北的挠起(华池东函两面分别隆起

乔I【I和横岭⋯脉)；另一方面由于外营力、风力、水力的继续作

用，黄土不断受到风化、剥蚀，形态完整的高原逐渐解体。风

力吹送的搬运，黄土被抬升越来越高。同时，从全新世开始气

候转暖转湿。在承袭老的流水网络的基础上。流水侵蚀作用JJ|I

强，形成许多现代侵蚀沟。黄土木身质地疏松，易湿易陷。JJlI

上近晚期人类活动的影响，许多现代侵蚀沟不仅切割．r堆积

于古代侵蚀沟底部的黄土层，而且切穿J『第三纪沉积的红上

层，达于中生代白垩纪的水平基岩上。终于形成现今千沟万

壑、梁峁栩问，塬、梁、峁自南而北发育的地貌形态。

我县地貌主要有以下三利-类型：

1．黄土梁峁丘陵：梁峁地形遍布全县，较为集中的是东

部和北部地区。海拔多在1400一1500米之问。东部以梁状

地形为主，粱面多呈鱼脊状，由西北向东南倾斜，长数公里，为

天然次生林和森林草原覆盖。北部以峁状地形为主，起伏多

变，土地瘠薄，植被稀疏。梁峁顶部坡度5—9度。区内沟谷

极为发育，切深250—360米，沟壑密度为1145公里／平方公

里，沟谷有规模不等的滑波、崩塌、陡崖。北部地区大部分阻

坡、谷掌、沟咀、平缓梁峁已被垦耕，其余为天然牧场。

2．黄土残塬沟壑：主要分布在上里塬、王咀子、悦乐、城

壕、温台、李良子等乡镇。海拔多在1350—1450米之问。较

大塬面有上里塬、井子塬、马登塬、井家塬等。最大残塬上里

塬，塬面总面积10200亩。全部被垦种，草被稀少。

3．河川阶地：分布在元城川及其支流白马川、柔远川，城

壕川，二将川及，}￡支流荔园堡川、大风川、豹子川I等河谷Jlf道

上。特点是多数为一级阶地，沿河床两岸不埘称分布。宽度

变化较大，一般在中下游较宽，上游阶地窄小。海拔：元城川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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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至上游为11lo一1400米，i)-LIL落差290米；二将川F游

．至上游为12(J5—1455米，落差250米。阶而多数较jF担l，坡

度2—5度，多为冲积黄土，垦植指数100％。

三、气候

．我县属夫陆性气候，境内flj了：地形．卡I：【被的不同，气候拒

地域分布上和‘着明显的差异。东部子午岭林区植被良好，较

为湿润．Pq：lt部植被稀疏，又受环县、陕北T旱地区的影响，所

以气候干燥。县内气候总的特点是：光照充足，冬、春、夏季气

温高，}々续时问短，雨季来f‰迟，秋季降水集I{f，初霜期来怖

早，元霜期短。全县年平均气温8"C左右，由市向北递减，绝

刈最高气温36．60℃，绝对最低气温一22．5℃。多年jF均降

水星45{}--550毫米，多集中在7、8、9三个月，约占年降雨量

的62％左右。年蒸发量1565毫米，无霜jlf】145—165灭左

右，年平均U照2244／J、时，≥lO℃稳定积温152—177天，

260(}--3100t2；干燥指数在I．65—2．19之间。全县主要地区

气候特征如下表：

项目 北部 L}I南部 东部

元城 悦乐 县城 林镇

年平均气温(℃) 7．O 8．5 8．(J 5．7

H照州’数 2350 2250 2244 2200

年降水量(FFIl'lI) 475 530 5l() 550

年蒸发量(rnm) 16(】() 145(】 1550 140()

兀霜期(U) 151 167 165 145

干燥指数 2．19 1．78 1．98 1．65

· 3 ·



四、土壤 、

我县主要土壤类型有黄绵土、黑垆上、厌褐上、冲私{黄上j

草甸土、次生盐碱土、红胶土等。其成土母质，前六种与第pq

纪黄土有关．后一种与第三纪粘土层有关，与白垩纪基岩无直

接联系。 。

1．主要土壤分布；我县土地类型复杂多样，气候、生物分

布各异，上壤分布的区域性和垂直差异都比较明湿。以土壤

植被条件，全县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土壤类型区：

东部灰褐土区：包括紫坊、柔远、温台、定汉以东地区。主

要土壤足灰褐土、黄绵土、黑垆土、草甸土。灰褐上广泛分布

在天然次生林覆盖下的粱峁谷坡上；黑垆土分布于河道沟谷

坡根地段，草甸土只足在草被较好的沟谷底部及主要JiI道河

漫滩地上有少量分布；川道阶地和部分坡地由于林线退缩，分

布着由灰褐土经长期垦植，侵蚀而演变成的黄绵土羽l镓黄土。

南部黄绵土一黑垆土区：包括柔远、五蛟以南地区。为森

林草原向半干旱草原过渡地带的植被土壤类型。主要土壤有

黄绵土、黑垆土冲积黄土、红胶土、白胶土及五花上等。．黄绵

土广泛分布在塬、梁、峁顶部，阳坡和I!【j坡中上部；黑垆土主要

分布于阴坡的梁咀下段，沟掌及部分冲积阶地j二，以上里塬：I匕

部为多；冲积黄土分布于各河Jil一级基座阶地上；在长期灌溉

的防地上分布有次生盐碱士；在流水侵蚀崩塌剧烈的深沟陡

坡地段。分布有碳酸盐胶结坚硬的原始黄土沉积层，露头风化

成白胶上；在沟谷红黄胶泥土露面地段，分布有分化的坡干j{乡r

胶土；流水切割到底部沙岩和紫色板岩地段的沟口洪_}!!!扇台

地上分布有“五花土”．区植被一i被结构系统的特点是，多为

阳坡黄绵土和阳坡黑垆土组成的复域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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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黄绵土区：包括紫坊乡以西，柔远镇五蛟乡以北地

区。区内被黄土广泛覆盖，植被为干旱草原环境。黑垆土在

海拔1500米以上正阴坡谷地有局部性分布；主要河川阶地有

冲积黄土分布，深沟沟底有风化坡积红胶土分布。

2．主要土壤特征：

黄绵土：是耕作熟化形成的。剖面发育不够明显，颗粒细

小、疏松，结构较好。易于渗水，保墒性差。性熟，口松，粘性

小，利于耕作。抗蚀性随降雨程度而异，中、小雨：肓减轻水土

流失作用；在大、暴雨情况下，水土流失严重，有机质含量低，

一般在0．7％左右。含氮量亦低，在0．04一O．15％之问。含

钾量较高，在1．5—2．5％之间。

黑垆土：是古老的耕作土壤。土层深厚肥沃，腐殖层深达

8I)一100履米．有机质含量较多，在l一1．5％左右；含氮量在

0．03—0．1％之问；含磷量0．15—0．17％之问，但多为难溶性

的酸钙，作物仍处严重的缺磷状态；岔钾量丰富，为1．6—

2．0％。耕层呈强石灰反应，结构良好，为团粒和块状，疏松透

水，绵松质轻，性热易耕，生物活动活跃，是优质土壤。

灰褐土：在森林覆盖下形成。土质疏松，矿物质的风化和

有机质的转化较强。土层剖面以褐色为主，向下色凋变浅，在

一定深度有碳酸钙积层，表层腐殖质含量高且集中，肥力较

好，是农、林邹适宜的优质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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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池县植被类型及分布

我县植被可划分为森林、草原、沼泽及水生植被、．栽培值

被四种类型。植物集中分布在东南部，由南向北，种类逐渐稀

少，以森林为主逐渐转为以草原和栽培植被为主。

一、森林：主要集中在林镇、南梁“¨庄干¨定汉，为次生阔

叶林。乔木树种主要有白桦(Bctula platyphylla)、辽东栎

(Quercus liao tungensid)、小叶杨(Populus simonii)、杜梨

(Pyrus betulaefolia)等。灌木有白刺花(Sophora viciifolia)、沙

棘(Hippophae rhamnoides)、构子(Cotoneaster)、鼠李(Rham．

nus)、葱皮忍冬(Lonicera ferdinandii)等。

二、草原：由委陵菜(Potentilla)、锦鸡JL(Caragana)、胡枝

子(Lespedeza)、阿尔泰狗娃仡(1-[eteropappusa ahaicas)、紫花

野菊(Dendranthema zawaddski)、蒿(Artemisia)、披碱g-(Ely．

mus dahuricus)、羊草(Leymus chinensis)、大针茅(Stipa gran—

dis)、长芒草(Stipa bumgeana)等构成。主要分布在南部残塬

沟壑区8乡镇及：|匕部梁峁陵区7乡。

三、沼泽有水生植被：由j呱屈藻(Myrioplyllum spicatum)、

格草(Scirpus)、槽杆荸荠(Eleocharis valleculosaf)、灯：卷草

(Juncus)、狭叶香卉行(Typha angustifolia)、黑三棱(Sparganium

stoloniferum)、眼子菜(Potamogeton)等构成，分布于南梁、山

庄、林镇的溪流、池塘、水边。

四、栽培植被：包括农作物、花卉及人工林。各地都有，但

南部半干旱区和，It部干旱区以栽培植被为主，这两区的人工

林主要是杏(Prumus armeniacfl)干¨汕松(Pinus tabulaeforo—

nis)，东部湿润区的人工林主要是湖北⋯楂(crataegus hupe—

hensis)和l华．j匕落ufl松(Larix princiI)isrupprecht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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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池县高等植物分门检索表 ，

1．植物无花、无种子、以孢子繁殖。

2．小型绿色值物，结构简单。仅有茎n1‘之分或有时仅为

扁平的叶：队体，不具真正的根和维管束⋯⋯⋯．，．⋯⋯⋯⋯⋯

⋯⋯⋯⋯⋯⋯⋯⋯⋯⋯⋯⋯⋯⋯苔藓植物门Bryophyta

2．通常为中型或大型草本，很少为禾本植物，分化为根、

茎、叶，并有维管束⋯⋯⋯⋯⋯⋯⋯蕨类植物门Pteridophyta

1．棺物有花，以种子繁殖。

3．肘!株裸露，不包于子房内⋯⋯⋯⋯⋯⋯⋯⋯⋯⋯⋯

⋯⋯⋯⋯⋯⋯⋯⋯⋯⋯⋯⋯裸子植物f‘J Gymnospermae

3．目1i±朱色于子房fJj⋯⋯⋯被子ffI物f J Angiospormae

苔藓植物门

BRYOPHYTA

分利．检索表

1．叶片细胞不贝疣或乳头，叶细胞菱形或狭长形⋯⋯

⋯⋯⋯⋯⋯⋯⋯⋯⋯⋯⋯⋯⋯⋯’⋯一、真藓科Bryaceae

1．『lI．片细胞j鞫j{谢，坛，叶片上部细胞圆形或不规|J!IJ肜

⋯⋯⋯⋯⋯⋯⋯⋯⋯⋯⋯⋯⋯⋯二、羽藓科Thuidiaceae

一、真藓科Bryaceae

本科华池有1属1种。

1．大叶藓属Rhodobyyum(Schimp)I lamp

j．火fIf|茧#(图1)
· _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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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odobryum roseum(Hedw)Limpr

植物体稀疏

丛生，鲜绿色或

深绿色。茎具地

下横走茎和地上

直立茎；地下茎

部分不生叶，生

假根，类似种子

植物的主根；地

上茎高达5

(3)一10厘米，

分枝或不分枝，

下部叶小鳞片

状，上部叶片大，

顶生丛状。成蔷
图1大nI氆#

薇花形。顶端生叶片长椭圆形或锹形，渐尖；下部叶缘内卷。

上部叶缘平直或波状具锐齿；中肋粗。达于11I‘尖终止或略突

出；叶片基部细胞长方形，上部细胞六边菱形，薄壁，具壁孑L。

雌雄异株。雄株顶端头状花序形。孢蒴生于紫红色蒴们上，

一个雌苞中常生2～3或多个孢子体，具短蒴合部，长牲形，略

弯曲，悬垂；蒴盖高凸形，具短圆锥形尖；环带宽，自行脱落。

齿片黄色，边宽，部分透明，具疣；内蒴齿的齿条宽；齿毛长，节

状部分具钩状突起。孢子黄绿色；成熟于秋季。

分布于华池东南部；东北、华北、华东，西南也有分布；朝

鲜、日本、苏联远东及西伯利弧地区，欧洲、北美洲、非洲也有。

生荫湿沟底土壤或岩面上。
‘

· 8 ·

●

●

●

N@．。多，飞∥飞．一X00-少一．纱。卜j辨¨U一



●

●

二、羽藓科Thuidiaceae

本科华池有1属1种

1．羽藓属Thuittium

1．大羽藓

Thuidium cymbifolium(doz。ef molk)13．S．G

形较大，黄绿色，无光泽，错综交织成片。茎长1()厘米左

右，1—3回羽状分枝，分枝长5—8毫米；茎与枝密被分枝鳞

毛。茎叶与枝叶异形，干燥时紧贴，湿润uJ倾立。茎叶基部卵

状心形，上渐成狭长毛尖；边缘具细齿，略背卷；中肋较壮，突

出于n14尖；nt匈1胞卵形或多边形。具单尖疣。枝叶形小，倒卵

形；中肋达叶中部消失。雌雄异株。内雌苞片披针形，边缘具

长纤毛。劝柄细长。孢蒴长卵形．略呈弓形弯曲。蒴盖圆锥

形，具斜喙。蒴帽兜形，1I￡滑。
‘

产东华池，广布南：化各省区；越南、印度尼西亚和1．j本也

有。生于林地或j毒i：的石板边缘。

蕨类植物门

PTERIOOPHYTA

分科检索表

1．茎细长跚十卜形，直立，无：占正的fJf．，有明娃的侈，币茎

或在宵上有轮生枝，L{·空，节问表面钉纵沟脊，各节被轮生管

状而何锯出的鞘所围绕；孢子囊多数，生于盾状鳞片形的孢子

叶的下面，在枝顶上形成荦独脯圆形的孢子叶球⋯⋯⋯⋯⋯

⋯⋯⋯⋯⋯⋯⋯⋯⋯⋯⋯⋯⋯⋯⋯术贼科Eguisetaceae

1．11}远较茎为发达，币．11r或复叶；孢子睫通常生于正常
·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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