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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卷记载天目山野生和习见栽培的被子植物60科，266属，558种，8亚种，66变种，7变

型，21栽培品种；其中包括本志作者最近发表的新种2个，浙江分布新记录3个。每种植物有

名称、形态特征、产地、生长环境、分布及经济用途等，并附有插图587幅以及彩照50帧。

本志可供植物学、林业、农业、园艺、医药、环保以及有关部门研究人员、教师和学生参考。

SUMMARY

This volume contains 60 families，266 genera，558 species，8 sub—species，66 varieties，

7 forms and 2 1 cultivarieties of Angiosperms，which grown wildly or cultivated commonly in

Tianmu Mountain．It should be noted that 2 species and 3 distributions as new data tO Zhe—

jiang by the authors are recorded．Each species with its botanical name，habit，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locality，environment，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uses iS．described．There

are 587 figures and 50 color photographs included．

The flora iS available for research workers，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he fields of bota—

ny，forestry，agriculture，horticulture，medicine and pharmacy，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other related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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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植物志》和各省市地方植物志已相继编写完成，这为查清我国植

物物种多样性的家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分类学工作者。近些年来，这一批

年轻人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地区和特殊生境的植物物种及资源的进一步调查和研究，取得了宝

贵的第一手资料，编写出版了许多有意义的志书和报告，为将来《中国植物志》的进一步修订作

出了贡献。《天目山植物志》就是其中一本有重要价值的区域性植物志书。我对丁炳扬、李根

有、傅承新、陈征海、张方钢、于明坚、金水虎等数十位中青年植物学者的辛勤工作和取得的成

果感到高兴，对培养了像金孝锋’、赵云鹏、赵明水、张宏伟等一批有作为的年轻的分类学者感到

欣慰。我的导师钟补求和他的父亲钟观光先生，以及我国其他第一代植物分类学家如秦仁昌、

胡先辅、郑万钧、钱崇澍等人和后来的方云亿、郑朝宗、章绍尧、张若蕙等学者都为今天《天目山

植物志》的编纂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天目山是我国较早建立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丰富的植物多样性和古老的植物种类，以及

植物区系的南北交汇特点，使它成为中外植物学家关注的热点之一，是研究东亚植物区系的重

要场所。．目前，天目山已成为华东地区乃至全国许多高校、研究院所生物多样性学习和研究的

重要基地，2008年成为国家级的“生物学野外实习基地”。本书的编写出版既是几代人数十年

考察、普查、采集和研究工作很好的总结，为植物学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基础资料，亦为高校教

学提供了一套重要的实习工具书。

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启动《天目山植物志》的编撰工作是有远见的。我从《天

目山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的组成单位(浙江大学、浙江林学院、温州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

森林资源监测中心、浙江自然博物馆、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浙江中医药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等)和编著者看到了浙江省植物分类学工作后继有人，相信不远的将来定能看到一套更完美

的、更富有科学意义的新版《浙江植物志》，更相信浙江省的植物分类学家会走在全国各省市的

前列，为全国的植物分类学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植物学会理事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

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馋掩烈’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2009年4月18 Et于浙大



序二

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一个以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森林生态系统为重点的野生植物类

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又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人与生物圈保护区(MAB)网络成员。该保

护区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独特，区内生物多样性突出，生物资源极其丰富，它既是人类认识、利

用和改造自然的科学研究基地，也是保护、发展和研究野生生物资源的主要场所，对于保护生

物多样性和促进科研、宣教、科普等事业的发展，促进特色经济的形成和区域经济的发展，都具

有重要的作用。

自然保护区建立以来，先后有中国科学院相关院所及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南京大学、南京林业大学、苏州大学、浙江林学院等100余所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以，及美国、

德国、匈牙利、越南、波兰、澳大利亚、日本等10余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前来考察研究。天目山

已真正成为当今世界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热点区域，及国内外科研院所探索古生物、古地质、植

被演替及环境资源合理利用等多方面研究的重要科研基地。特别是近些年，保护区在科学管

理、濒危物种保护、社区经济持续发展等研究领域有了重大的突破，使天目山保护区的科研价

值越来越引起世界科学界的重视。

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于1987—1989年间完成第一次本底资源调查，出版了《浙江天

目山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综合考察报告》。时隔多年，为更好地发挥本地区的地理区位、自然

环境、生物资源优势，更好地完善科研、科教、科普基地功能，更好地提供国际和地区间的合作

与交流平台，经主管部门、多家大专院校与科研单位的共同策划、精心组织及众多专家学者的

实地调查、文献查阅研究，历时三年，完成了《天目山植物志》编著工作。

《天目山植物志》的正式出版，不仅标志着天目山国家级示范保护区建设迈出了崭新的一

步，更为天目山这一全球生物界学者普遍关注的特殊区域收录了较为完整的植物信息；而且也

为更好地保护天目山多样、典型的生态系统及珍稀、古老的物种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

浙江省林业厅厅长

2009年6月



说 明

一、本志对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周边野生或常见栽培的维管束植物进行了系统记

录。科的概念和排列顺序与《浙江植物志》一致，即：蕨类植物采用秦仁昌1978年系统，裸子植

物采用郑万钧1978年系统，被子植物采用恩格勒1964年系统。但科下属和种的排列顺序则

按照检索表中出现的顺序编排。

二、本志共分四卷：第一卷包括概论(含天目山自然概况、研究简史、植物区系、植物资源

等)、各论中的蕨类植物门、裸子植物门和被子植物门的三白草科至樟科；第二卷包括罂粟科至

山茱萸科；第三卷包括鹿蹄草科至菊科；第四卷为单子叶植物，并附有天目山珍稀植物与古树

名木、采自天目山的植物模式标本、天目山植物研究文献题录等。

三、本志所记载的科、属、种系以历年来在天目山所采集的标本为主要依据，仅有文献记载

而未见标本的在描述后加以说明。对过去误定或有争论的种类予以订正或加以讨论。

四、本志所记载的科和属均有名称、形态特征、所含属种数、地理分布，并有分属或分种检

索表，但仅有2属的科或2种的属则在第2属或种的描述后写出两者的区别。每种植物均有

名称、形态特征、产地、生长环境、分布及用途，除少数种类外均附有插图。

五、本志中的植物名称一般采用《中国植物志》(中文版)、《Flora of China))(中国植物志英

文版)、《浙江种子植物检索鉴定手册》上的名称，上述书中不一致的，由承担任务的作者考证后

选用较合适的。学名的异名仅列出其中最常见的或与天目山有关的，正名用黑体，异名用

斜体。

六、本卷彩照由李根有、张水利、马丹丹、程爱兴、陈征海、杨淑贞、金孝锋、金水虎、赵明水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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