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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 1068 幅，并附有影图 97 幅。 全书内容翔实、图文并茂，是研究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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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山位于山东省中部、鲁中丘陵的东缘，处临胸、沂水、沂源三县交界，南北绵延

50公里，东西宽约 21公里，总面积约 650平方公里。主峰玉皇顶海拔 1032米，大致位于

北纬 360 12'、东经 118038'，处临胸县境内，是省内有名的大山。沂山地处暖温带季风气

候区，气候温暖湿润，属国家 AAAA 级旅游区、国家级森林公园、山东省风景名胜区。

《沂山植物志》的及时问世:①为该地区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提供了科学的依

据:②对同类地域的植物成分、区系、生态的研究都有着一定的学术价值:③它本身既

是该地区旅游资源中的一道人文景观，也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反映旅游区植物资源的

"志";④为各大专院校师生在沂山实习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指导书。

该书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过全体编辑人员辛勤劳动、艰苦奋斗而成。全书收

录了沂山植物 145 科 610 属 1057 种 5 亚种 41 变种 9 变型及 7 栽培变种，达到了摸清沂

山植物种类、种群数量、分布范围、珍稀濒危物种和重点保护对象的编写目的，而且发

现了一些山东省新记录种，这一重要成果对沂山今后的环境保护、生态恢复、植被建设、

生物资源开发利用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全书配有插图 1068 幅，并附有彩图 97 幅。全

书内容翔实、图文并茂，是研究沂山乃至雄坊地区的植物资源、生物多样性、自然保护

等重要参考资料(上、下卷)0 <<沂山植物志》是一本很好的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际意义的

区域性植物志，相信一定会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期待更多区域性植物志的诞生。

ji~管
山东植物学会理事长

中国植物学会常务理事

山东师范大学教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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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山，有五岳之分，又有五镇之别。泰山为东岳，沂山为东镇。古称一方的主

山为镇"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为其州之镇"。位于临胸县南部的沂山，海拔 1032 米，

跨越南北 50 多公里，东西 20 多公里，覆压数百平方公里。在主峰玉皇顶的周围，屹立

着 29 座不同姿态的奇峰，便为鲁中一地之镇了。古人曾称它是"鬼展磅睛，与岱坪尊，

表镇东方而萃秀，实齐东之巨镇也"。故素有"泰山为五岳之首，沂山为五镇之首"之

说。左思《齐都赋》云"神岳造天，唯此山可以当之。"由于沂山独居鲁中，巍然耸立，

山峦重叠，群峰竞秀，松林茂密，风景秀丽，历代在此设关、建庙、立祠、树碑之事甚

多。名人墨客来此游览，倾慕其雄伟奇秀，留下了不少诗句题咏，文化遗迹比比皆是。

明吏部尚书乔宇赋诗赞曰:平生溪山颇登防，如此名山初见之。徘徊尽日不忍去，似觉

岩整生春姿。

沂山雨量充沛，空气湿润，土质肥沃，光照充足。优越的地理位置，独特的自然环

境，使其植物资源非常丰富。沂山出产丹参等 800 余种中药材，是山东省中药材的重要

产区，所产的槐花蜜、板栗等产品远销海外;这里的各种食用菌、金针菜营养丰富、美

味可口。沂山植被丰茂，树木葱宠，茫茫林海中分布稀有树种，如水榆花揪、三槌乌药、

盐肤木、杜仲、紫珠、山胡椒等。沂山因多花卉，故有"花山"之喻，自早春至初冬，

映山红、锦带花、山丹等上百种草木花卉相继竞放，将沂山装点得万紫千红。

沂山丰富的植物资源是大自然留下的珍贵遗产。自沂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成立以

来，坚持走风景名胜区的可持续发展之路，非常重视对沂山植物多样性的研究和保护。

自 1981 年以来，原昌橄师范专科学校生物系在张妇江老师组织下对沂山植物进行了全

面系统的调查，采集了大量标本，对沂山的植物种类及其分布有了比较清楚、翔实的了

解，并组织了《沂山植物》的编写工作，于 1992 年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沂山植物》的出版成为了沂山地区植物资源研究、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最主要工

具书。但由于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沂山地域广阔、野外考察时间明显不足，加之编排

时间紧促等原因以及随着后期考察研究的不断深入，发现存在植物收集不全、植物分布

地域没有记载、科下分属或属下分种没有检索表、一些植物种类的特征描述不完整、植

物中文名前后不一致以及一些植物图谱不准确等问题，不仅给使用者带来不便，甚至产

生误导。然而，沂山成为自然保护区后，迫切需要开展野生资源调查与评价，整合植物

区系的基本信息，为沂山自然资源遗产的保护、数字化管理以及特色植物资源的合理开

发利用奠定基础。

在沂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下，我们自 2004 年开始对沂山植物资源进行

了重新调查，经过 7 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完成了《沂山植物志》的编篡工作。《沂山植

物志》分为上、下两卷出版。上卷包括沂山自然概况、沂山植物概况、藏类植物门、裸

子植物门和被子植物门(金粟兰科一五加科) ;下卷包括被子植物门(伞形科一一兰科)。

-1 ·1 ·l 



前言

全书计有沂山及雄坊市各公园常见栽培维管植物 145 科 610 属 1057 种 5 亚种 41 变种 9

变型及 7 栽培变种，配有插图 1068 幅，井附有彩图 97 幅 。

《沂山植物志》将为沂山的植物资源、生物多样性、自然景观的保护和研究提供翔

实可靠的植物资料，同时为植物学、农学、林学、中药学、环境学等院校的教学和科学

研究提供参考资料。

《沂山植物志》的编写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 。 本志中的插图部分引自 《中

国高等植物图鉴》、《山东植物志》、《中国植物志》等著作，部分内容引自河南植物检索

网、《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等，由于篇幅有限，恕不一一列举。

山东植物学会理事长、山东师范大学李法曾教授在百忙之中为本志撰写序。 山东师

范大学赵遵田教授、障坊学院张;昭江教授审定全部书稿。本志所有工作由滩坊学院生物

与农业工程学院 2007 级学生张克亮协助完成， 2003 级至 2010 级的部分学生做了大量的

标本采集和整理工作 2010 级学生孔维光、原宇、王秀秀协助校稿。在此，我们对曾为

沂山植物研究作出贡献的前辈和同事们表示敬意，对支持我们工作的单位和个人以及本

志所引证著作的编者们表示感谢!

本志的出版由沂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和山东省临胸县农村信用联社提供大力支持，

同时得到雄坊学院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领导的帮助和鼓励，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IV 

由于水平有限， ((沂山植物志》难免有疏漏和不当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沂山植物志》编辑委员会

2011 年 9 月



编写说明

1.本志记载了沂山野生及栽培植物和雄坊市内各公园习见栽培植物。 全志分为上、

下两卷。 上卷内容包括沂山自然概况、沂山植物概况、藏类植物门、裸子植物门和被子

植物门(金粟兰科一五加科) ;下卷内容包括被子植物门(伞形科一兰科) 。 各门有分科检

索表，各科有分属、分种检索表。 科、属、种有形态描述:种，除形态描述外，还简要

叙述了其在沂山的产地、生境以及国内分布和主要用途。 为了便于识别和比较，还附有

一定数量的植物线条图和部分彩色图。

2. 本志种类所用中文名及拉丁名，以《中国植物志》用名为依据。 植物的拉丁名正

名列中文名之下，用黑体表示。

3. 本志种类型态描述中的测量数据如植株高度、叶的长宽度、花的直径、花各部的

长宽度以及花果期等，主要依据植物在山东沂山的生长状况，并参考《中国植物志》、《山

东植物志》及各临近地区植物志来确定。

4. 引种时间短、数量少、变动大、稀见的花卉植物， 一般未编入本志。

5. 各类植物排列系统，藏类植物各科按秦仁昌教授(1978 年)的系统排列。裸子植

物各科按郑万钧教授的《中国植物志》第七卷(1978 年)系统排列。被子植物各科按恩格

勒(A. Engler) 系统(1964 年)排列，单子叶植物纲列在双子叶植物纲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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