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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从1979年5月开始，在山西

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的研究。

这是实现农业现代化重要的基础工作。

在山西省和各级政府的领导下，省农业区划委员会动

员和组织了全省地、市、县各有关部门的专家和科技人员，

对全省土地、土壤、气候、地面水、地下水、植被、森林、

牧坡、农作物品种、家畜家禽品种、树木种类、害虫天敌

等项农业自然资源进行普查；在查清资源的基础上，进行

县一级和省一级的农业区划。为了把这项重要的科研技术

成果分别记录和保存下来，作为今后指导农业生产和进一

步开展科学研究的依据，特编纂<山珏树木图志>，并分

册出版，供各级领导干部和农林科技与教学人员参考。

山西省农业区划委员会

199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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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婀省地处我国美j：高原东

部，华北大平原之两，介F东

经 1 10。14’6”一l 14。33’4”． 北纬

34。34’8”一4(J043’4。之间，属f中纬

度暖温带地域。南北纵长，横跨

6。09’地理纬度。全省总土地匝积

15 6万多平方公里，境内⋯地、丘

陵占总t地面积的百分之八十，大部

分地区在海拔1000米以1-．。东侧自北

向南有恒山、五台山(主峰北台海拔

3058米／和太行山：晤侧自此向南有

管涔l J J r主峰芦芽山海拔2900米)、关

帝⋯、8梁山：中Ih】为狭长的汾河

地矩，太岳山f霍山、绵⋯、石膏山、

灵蝰山，位f中部，中条山ft于南部。

Jt'l"l组成Ih西高原。由j二这蝗山脉尢

序切割，使山西高原地形地貌更为复

杂。山势峻峭．沟谷纵横，梁峁连绵，

地表流水侵蚀，使山两气雠、上壤、

植破等南北有显著差异，同时为区域

性小气候提供r特定的条件．形成有

剃f各类树术隹息、繁衍的环境。

山婀具有明显的大陆性气候，其

特征为：四季分明，春季f早多风，

夏季暖热多雨，秋季短暂阴湿，冬季

寒冷F燥。气温南北差异较大，冬季

{Il口一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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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气温IO。C以下)：在北部和一

蝗⋯区，延续时间长达7个月，在南

部约5个月。夏季(平均气温22。C以

r)：由北I『ii南i个月至3个月。1月

份半均气温北部为-22。C。南部

为-2。C；7月份平均气温北部

约22"C．南部为26℃以J二，年平均气

温由北lfIi南4～12。C之间。全年无霜

期北部约15()天(较高山区为75一110

天)，南部则为220天以上。日平均

气温≥lO。C，年积温由北而南

从2200。C递升到44000c。年降水量

4lH卜_65【)毫米，总的情况是由西北部、

北部向东南部、南部递增。6—8月降

水毓占全年的60％以七，植物在整个

生长期内，需水蹙基本能够得到满足。

南北气候的变化，是树木种类差别的

主要原因所在。

土壤是植物生存的另一个重要因

索。由于地形复杂．本省土壤的水平分

布：北部、西北部及内长城以北，主要

为粟钙土；内长城以南，吕梁山以东。主

要为褐土；内长城以南，吕梁山以西，

主要是黄绵土。垂直分布：以五台山为

例，在海拔3000米以上为贬高山草甸

土：海拔26(X卜3000米，为山地草甸
土：海拔2400--2600米。为山地草原

草甸土；海拔1联K卜24()o米，为山地
棕壤：海拔1600米以下为山地褐土。

此外，隐域性土壤有风沙土、沼泽土、

盐碱土、草甸土，局部地域还有呈复

区存在的土壤。从整个土壤类型来看。

反映了华北地区较干燥的特点。

全省植被概括分为3-t-区。

一、晋北、晋西北森林草原区：

包括恒山山脉以北及内长城以北。吕

梁山山脉西侧及紫金山以北的黄土丘

陵。植被以草原为主。天然林稀少；

人工林以捋树鞍多，部分地区栽种的

乡土树种油松和引进的樟子松生长较

好。

=、晋中落叶阏叶林区：包括恒

山山脉及内长城以南、吕梁山山脉及紫

金山以南．中条山山脉以北至太行山

山脉南段(半顺县以北)的广大地

域，也是山西森林主要分布区域，森

林类型有：

自杆、青杆、华北落叶松林：分

蓬滋

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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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于恒山、五台山、管涔山和关帝山，

多生于海拔16()【卜2700米的阴坡、半
阴坡，还有与白桦、山杨组成针阔叶

混交林。

油松林：是主要代表类型，全区

均有分布，以五台山、关帝山、太行

山和太岳IJJ更为集中，形成纯林或与

山杨、白桦和栎类的混交林。

自皮松林：分布于太行山、吕梁山

‘带．多生于海拔81)(卜1700米以石
灰岩为主的阳坡，彤成稀疏纯林。

山杨、桦木林：足分布最广的类

型．为天然次生林的先锋树种，多生f

海拔I(X)O一2(X)O米的山地阴坡、半阴

坡。

栎类林：主要分布于太岳山、太

口皿

刖

管潜山的白杆#



前言

行i』J及H梁iII，种类有辽东栎、蒙古

栎、柞栎、栓皮栎等，形成稀疏纯林

或混交林。

_三、晋南阔叶林区：包括太行山

南段、中条山山脉及其以南直至与河

南省接壤地带。是三个区域中面积最

小的‘个，但又是树木种类最丰富的

地域。由干纬度偏南，气候温暖，降水

较充足，为树木生息、繁衍提供适宜

条件。地带性森林植被虽然是落叶阔

叶林，但。些半常绿、常绿和喜暖的哑

热带植物区系成分在本区域出现，如

南方红豆杉、匙叶栎、异叶榕、连香

树、领春木、三桠乌药、山疆、山胡

椒、术姜r．、山白树、木通马兜铃、

华中五味f．、山桐子、四照花、竹叶

椒、构桔、省沽油、膀胱果、叶底珠、

鸡矢藤、猬实、野茉莉、郁香野茉莉、

老鹅铃、窄叶紫珠、盐映本、臭檀、

泡花树、山茱萸、络石、黄连木、麻

栎等树种。其中有一些树种是这次编

写本图志过程中，调查树种资源时。

新发现的种类及山西省分布的新记

录。还有一些树种，过去仅在一处采集

到．偶见少量分布，经过这次普查才

知分布甚广，如南方红豆杉，过去仅

在阳城发现几株，现己知在中条山南

部和太行山南段的陵川县有成片的天

然林分布。

本区域虽然温带区系成分占绝对

优势，但还保留若干亚热带区系成分．

这为树木引种提供了科学依据。近

× 太岳山的白桦林

年引进水杉、杉木、柳杉、乌桕、油

桐、毛竹、淡竹、筠竹等亚热带树术

种类．均生长较好。

由于山西省具有悠久的地质历史

和有利于树木生存的多种小气候，致

使山西省擅物区系具有以下五个显著

特点。

L丰富的温带各类木本植物。

2．区系的双重性．即具暖温带树

种与诬热带树种。

3．起源古老，主要是起源于第三

纪古热带植物区系的后裔和彳遗，或

者起源于更老的成分。

4．含有较多的中国特有树种。

5．省内南北分布的树种差异较

大。

山西省树木资源丰富．早在1876

年已开始有人来此采集标本．此后国内

外不少植物学家也相继来山西考察，

但多是播交通线进行。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些科研、教学单位对山西树木

资源的调查和采集工作做出了很大贡

献。但由于历史条件关系，对山西树

木进行全面系统深入调查仍很不够．

至今尚无一部完整的山西树木资源方

碰的著作。为了进‘步摸清山西树木

资源，进ffl『合理开发利用，发挥更大

的经济效益，山西省农业区划委员会

组织撰写《山西树木图志》f为山睡

省农业区划成果资料的一部分)．反

映了山西树木种类丰富多彩和区系特

点。全书分三册出版，编排次序是依

据《中国高等植物科属检索表》

(1979)。《山西树木图志》第·册．

内容包括裸子植物和部分被子植物．

共计27科，58属。135种和30变种、



变型．以及近700幅彩色图片，每种

树木图片多系在野外实地和自然生态

环境拍摄而成。真实地反映了树木的

原有色彩和它们的自然爿性。每种树

木都有扼要的文字说明．描述其主要

形态特征、地理分布、生态习性和经

济价值。为便于区分届、种，还有分

属、分种榆索表。以及形态解剖特写

原色图片。

全书系统地反映了Ill两树木种

类，为开发利用山西树木资源和为林

业、果树、水j：保持、荒⋯绿化、城

乡环境美化等，提供了科学资料。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中国科学院

植物研究所，中国林业科学院林业研

究所，山西省生物研究所．Ill婀省农业

遥感应用研究所，Ⅲ两省林业研究所，

山西大学，IIl阿农业大学，llIl『t『师范

大学，【J|婀运城师范专科学校．⋯睡省

林业学校，山婀省林业Jf，⋯两省中条

IIj、太岳fJJ、戈帝I“、管涔山、日梁IIJ、

黑茶山、太行山和五台III森林经营局．

复县、乎陆县林业局等单位有荚同志

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文稿和标本，曾

得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俞德浚、

王文采、博宦国、洪德元教授，中国科

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吴征镒教授．中国

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方振富、

赵士ifl司教授，中I』J大学张宏达教授等

初审和鉴定．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业务水平所限，难免存在缺点和

错误．希望r．大读者指正。

正文中有木号者表示在山西省分

布的新纪录树种。

刖舌

太岳山的油松林



分科检索表

分科检索表

1．花无真n三的花被，单性。胚珠裸露．不包于子房内⋯⋯⋯⋯-⋯⋯·㈠裸子植物Gymnospermae

2．乔木或灌木，小枝无明显的节；花无假花被。

3．叶扇形⋯⋯⋯⋯⋯⋯⋯⋯⋯⋯⋯⋯⋯⋯⋯⋯⋯⋯⋯⋯-⋯·⋯⋯-1．银杏科Ginkgoaceae

3．叶针形、条形、披针形、钻形或鳞形。

4．雌球花发育成球果；种f生于种鳞内。

5叶及种鳞均为螺旋状排列，或叶为簇生。

6．种鳞与苞鳞分离．每种鳞腹瞬具2种子⋯⋯⋯⋯⋯⋯⋯⋯⋯2．松科Pinaceae

6．种鳞与苞鳞合生．每种鳞腹面具2—9种子⋯⋯⋯⋯⋯-3．杉科Taxodiaceae

5．叶及种鳞均为对生或轮生⋯⋯⋯⋯⋯⋯⋯⋯⋯⋯·⋯⋯⋯4．柏科Cupressaceae

4．雌球花不发育成球果；种子生于假种皮内⋯⋯⋯⋯⋯⋯⋯⋯··5．红豆杉科Taxaceae

2．灌木或哑灌木，小枝有明显的节；花具假花被⋯⋯⋯⋯⋯⋯⋯⋯⋯6．麻黄科Ephedraceae

1．花通常有花被，单性或两性，胚珠包于房子内⋯⋯⋯⋯⋯⋯⋯⋯⋯·㈢被子植物Angiospermae

7．茎有明显的髓或年轮；叶通常具网状脉：花常为5出或4出数；f叶2⋯⋯⋯⋯⋯⋯⋯⋯·

⋯⋯⋯⋯⋯⋯⋯⋯⋯⋯⋯-⋯⋯⋯⋯⋯⋯⋯⋯⋯⋯⋯⋯⋯⋯1．双子叶植物纲Dicotyledoneae

8．花瓣分离或缺，或有的花瓣仅基部连合⋯⋯⋯⋯⋯-(1)原始花被亚纲ArchIchIamydeae

9．花无真正的花冠，花萼有或无，或花萼呈花瓣状。

10．花雌雄同株或异株，花序柔荑状、头状或隐头状。

11．雌雄异株，无花被⋯⋯⋯⋯⋯⋯⋯⋯⋯⋯⋯⋯⋯·

11．雌雄同株．有花被。

12．奇数羽状复叶⋯⋯⋯⋯⋯⋯⋯⋯⋯⋯⋯·⋯⋯·

12．单叶。

13．峰果。

14果实包于果苞中．或为有翅的小坚果-·

14．果实包干针刺状或鳞片状的壳斗中⋯--

13．浆果、聚花果或隐花果。

15．乔木或灌木：叶瓦生：聚花果或隐花果

15．半寄生灌木：叶对生；浆果⋯⋯⋯⋯··

7．杨柳科Salicaceae

8．胡桃科Juglandaceae

9．桦术科Betulaceae

1 0．壳斗科Fagaceae

⋯⋯⋯·12．桑科Moraceae

1 3．桑寄生科Loranthaceae

X



分科检索表

10．花两性，雌雄『fj：l株或异株，花序不为柔荑状。

16．子房卜位。

17．叶埘生。

18．乔木；花雌雄异株：果为瞢羹果⋯⋯⋯⋯⋯··

18．灌木；花两性：果为瘦果⋯⋯⋯⋯⋯⋯⋯⋯

17．叶互生。

19．小坚果、核果或翅果。

20．小坚果、核果或翅果：花瓣缺，仅具花簿

20．翅果；花被缺⋯⋯⋯⋯⋯⋯⋯⋯⋯⋯⋯⋯

19．浆果、朔果、核果或瞢菱果。

21．掌状或垌状复叶⋯⋯⋯⋯⋯⋯⋯⋯⋯⋯⋯

21．单叶、稀复叶。

22．花两性。

23．小枝常其刺⋯⋯⋯⋯⋯⋯⋯⋯⋯⋯

23．小枝无刺。

24．植物体具樟脑气味；叶二出脉、

16．连香树科CercidiphyIlaceae

⋯。22．蜡梅科caIycanthaceae

-⋯⋯⋯”．榆科Ulmaceae

1 5．领春木科Eupteleaceae

18．木通科Lardizabalaceae

⋯⋯·1 9．小檗科Berberidaceae

离基三出脉或羽状脉⋯⋯⋯⋯⋯⋯⋯

⋯⋯⋯⋯⋯⋯⋯⋯23．樟科Lauraceae

24．植物体不具樟脑气味：叶掌状脉或网状脉。

25．单叶或复叶，掌状或羽状分裂⋯⋯⋯⋯17．毛茛科Ranunculaceae

25．单叶，全缘，稀有分裂⋯⋯⋯⋯⋯⋯⋯·21．木兰科Magnoliaceae

22．花雌雄异株⋯⋯⋯⋯⋯⋯⋯⋯⋯⋯⋯⋯⋯⋯⋯-·20．防己科MenisDermaceae

16．J：房F位、半下位或上位。

26．花两性；果为浆果或蒴果。

27．藤本；叶全缘或3—5裂⋯⋯⋯⋯⋯⋯⋯⋯⋯⋯⋯⋯··14．马兜铃科Aristolochiaceae

27乔木或灌木：叶缘有锯齿⋯⋯⋯⋯⋯⋯⋯⋯⋯⋯⋯⋯··24．虎耳草科Saxifragaceae

26．花单性，稀两性；果为聚花果、翅果或蒴果。

28．花单生、簇生或为总状、穗状、头状花序；果为}蒴果或翅果。

29．雌雄同株，有花被或无花瓣，雄蕊4—5．f房2宅；蒴果⋯⋯⋯⋯⋯⋯⋯⋯⋯·

⋯⋯⋯⋯⋯⋯⋯⋯⋯⋯⋯⋯⋯⋯⋯·⋯⋯⋯⋯⋯·25．金缕梅科Hamamelidaceae

29．雌雄异株，无花被．雄蕊4一lo，子房1室：翅果⋯⋯⋯⋯⋯⋯⋯⋯⋯⋯⋯⋯⋯··

⋯⋯⋯⋯⋯⋯⋯⋯⋯⋯⋯⋯⋯⋯⋯⋯⋯⋯⋯⋯⋯⋯26．杜仲科Eucommiaceae

28．花序为球形头状花序；果为聚花果．由多数小坚果组成⋯⋯⋯⋯⋯⋯⋯⋯⋯⋯⋯⋯-

⋯⋯⋯-⋯⋯⋯⋯⋯⋯⋯⋯⋯⋯⋯⋯⋯⋯⋯⋯⋯⋯⋯⋯⋯27．悬铃木科Platanaceae

9．花有花冠和花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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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雄蕊多数。10枚以上，超过花瓣的2倍。

3l_子房下位、半下位或上位⋯⋯⋯⋯⋯⋯⋯⋯·⋯⋯⋯⋯⋯⋯⋯

31．子房上位。

32．下位花，不形成萼筒．花托至少在果时扁平或凸起。

33．心皮少数至多数，分离。

34．花显著．两性⋯⋯⋯⋯⋯⋯⋯⋯⋯⋯⋯⋯·⋯⋯⋯‘

34．花小、单性⋯⋯⋯⋯⋯⋯⋯⋯⋯⋯⋯⋯⋯⋯⋯⋯⋯

33．心皮单一或结合成复子房。

35．叶具透明油点⋯·⋯⋯⋯⋯⋯⋯⋯⋯⋯⋯⋯⋯⋯⋯-

35．叶不具透明油点。

36．雌蕊具1心皮：荚果⋯⋯·⋯⋯⋯⋯·⋯⋯⋯⋯⋯

36．雌蕊具2心皮；不为荚果。

37．单体雄蕊。

38．花药2室，具退化雄蕊，花瓣缺；瞢荚果

38．花药l室。无退化雄蕊，有花瓣；蒴果··

37．雄蕊分离或成数束。

39．乔木或灌木；蒴果或核果⋯⋯⋯⋯⋯⋯‘

39．藤本；浆果⋯⋯⋯⋯-⋯⋯⋯⋯⋯⋯⋯⋯

28．蔷薇科Rosaceae

-·17．毛茛科RanuncuIaceae

20．防已科MenisDermaceae

30．芸番科Rutaceae

·⋯⋯··29．豆科Leguminosae

46．梧桐科Sterculiaceae

⋯45．锦葵科Malvaceae

⋯⋯⋯44．椴树科Tiliaceae

47．猕猴桃科Actinidiaceae

32．周位花，形成萼筒，花托杯状、管状、盘状或壶状。

40．叶互生，单叶或复叶．有锯齿或裂片；花瓣不呈皱褶状⋯⋯⋯··28．蔷薇科Rosaceae

40．叶对生，单叶，全缘；花瓣具细爪，边缘呈皱褶状的波纹或流苏状⋯⋯⋯⋯⋯⋯⋯·‘

⋯⋯．⋯⋯⋯⋯⋯⋯⋯⋯⋯⋯⋯⋯⋯⋯⋯⋯⋯·⋯⋯⋯⋯⋯⋯··52．千屈菜科Lythraceae

30．雄蕊10或更少，不超过其花瓣的2倍。

41．能育雄蕊和花瓣同数并对生。

42．心皮3至多数，离生。

43．掌状复叶或羽状复叶；瞢荚果或浆果

43．单叶；核果⋯⋯⋯⋯⋯⋯⋯⋯⋯⋯。‘

42．心皮l至多数．合生。

44．子房1室。

45．寄生植物：子房上位·⋯⋯⋯⋯⋯

45．非寄生植物：子房上位⋯⋯⋯⋯·

44．子房2至数室。

46．雄蕊合生成单体⋯⋯⋯⋯⋯⋯⋯‘

46．雄蕊分离，或基部合生成管状。

1 8．木通科Lardizabalaceae

20．防己科MenisDermaceae

1 3．桑寄生科Loranthaceae

·1 9．订、檗科Berbendaceae

46．梧桐科StercuIj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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