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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成德达材地，四时草木香。新楼环水丽，明训映池湟。”2008年7月，明德中

学新校区全面竣工并投入使用，新校园绿化率达42％。有如春风化雨，谷雨催苗，

《明德中学校园植物志》和大家见面了。这是新校区建成的结果，这是新的教学理

念进一步实施的结果。

“环境育人”，一直是明德中学的育人特色。学校以校园整体搬迁为契机，全面

提升了校园环境建设的理念。环境建设的功能不仅仅在美化环境，更重要的是要

以环境来体现学校的办学理念和特色、体现育人作用、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上个世纪20年代，辛树帜在明德中学担任生物教师，他带领一批明德学生三

次赴大瑶山进行植物考察，写成了学术著作《大瑶山考察记》，登载在明德学生主

编的《明德校刊》上，后又被转载于《大英皇家学报》上。正是这样的一些教学活

动，让师生走近自然、走进科学，从而造就了辛树帜这样的一代大师，同时，也为明

德的历史成就了一大批农学家、生物学家。中学素质教育如何进行，成才之路、大

师之路如何走，以上的历史事实不是很好的答案吗?

新的历史时期，学校倡导“文化立校、特色办学”的办学理念，开设了校本活动

课程，通过活动课程的学习，激发学生的科学兴趣和艺术情趣，让每一位明德学子

带着一门特长走出学校。为此，生物教研组刘新华老师组织了“校园植物鉴定小

组”，在每周活动课时间组织学生参观并初步认识校园内植物，熟悉植物分布，将

具备种特征的植物器官如花、果实、种子、茎、叶采集下来，指导学生制作成标本。

利用课余时间，上图书馆或上网查阅资料，获取各类植物的相关资料(种名、科名、

习性与特点等)。在全体生物教研组老师的指导下，对资料进行全面整理、筛选、分

类。经过统计，我校校园内共有植物34科46属59种。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了

《明德中学校园植物志》。这无疑是一份献给新校落成的厚重礼物，无疑是一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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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在的科研成果，无疑是一次成材的探索之路。

我相信，随着《明德中学校园植物志》的出版，学校的办学理念将进一步得到

彰显和弘扬，教师离名师又靠近了一步，学生离科学的殿堂又走近了一步。愿明德

中学成为一个百花盛开的大花园，愿花园里鲜花更妍，大树参天!

是为序!

陶旅枫

2009年9月

(序言作者陶旅枫系省自然资源学会常务理事、省地理学会常务理事、省地理

教研会常务理事、长沙市地理学会理事长，明德中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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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傩树(别名：香樟、鸟樟、栳樟、樟仔

生名：Cinnan,omu,n叫m岫r，m

国家二级保护磕物．季撑为长，，市甲簪

形态特征】

樟附足槲J’樟剃n0常绿陀乔小为优秀的【，目林绿化林术W应幼时绿色．平甜；老时渐变

为韭褐也或灰褐色纵裂冬芽!i|j⋯形川薄*质，卵形或椭I*I状卯形，衄端艇尖或近恺尖，』^

祁侧形，脓腋有腺点花黄缘色．柞人J1：，Ⅲ锥花睁腋⋯，义小卫多

【生长习性】

樟树辑光，稍耐目j；辑黼暖湿润。L候，耐寒陛小_j虽．时上壤要求4：严，较耐水泓．仉不耐l

‘#精薄和‰碱上主根发达，深根№能抗风

【应 用】

泼树种枝⋯艘密．碰犬_|『『浓，树姿雄伸能啦娴滞小、涵柞水源、I州1．阱沙和艾化环境，足城

H绿化n々优良树种．J_泛作为庭m树、f r道忖、防护林技M懿林

【校园分布】

校Ⅲ川J-q⋯墒内侧、乐触一#婀侧等广泛分们



2、垂柳(别名：杨柳

学名：Sailx babylonica L

【形态特征】

科属：杨柳科柳属

树冠倒广卵彤，小枝细比F垂，淡黄褐色。叶札生，披引形或条状披钳形，先端渐长尖，基

部契形，无毛或幼叫微有毛，具细铞脚，托Nt戗引形。花丝分离，花药黄色。雌花子膀尢柄二

【生长习性】

喜光，喜温暖湿润气候及潮湿深厚之酸忡及中阽十壤。较耐球，特耐水湿，但亦能佳于十

层深厚之}_燥地区．萌芽力强，根系发达，生k迅速。

【应 用】

垂柳枝条细长，柔软F垂，随风飘舞，姿态优美潇洒，植j二河岸及湖池边最为理想，粱条依

依拂水，别有风致，自lI即为重要的庭园观赏树：亦可用作道树、庭荫树、固岸护堤树搜f原造

林树种。

【校园分布】

埘f湖衅州M楚韵心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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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芭蕉(别名：绿天，扇仙，甘蕉，板蕉)

学名：Musab删00

形态特征】

科属：芭蕉科芭蕉属

常绿大型多年生草术。茎高达3～4米，不分枝．丛生，叶大，长可达3米，呈长椭圆形，有

j}i大的主脉，两侧具有平行脉，叶表面浅绿色，叶背粉白色。“扶疏似树，质则非木，高舒垂荫”，

是前人对芭蕉的形、质、姿的形象描绘。

【生长习性】

性喜温暖耐寒力弱，茎分生能力强，耐’仁荫，适应性较强。生长较快。

【应 用】

芭焦最适宜植于小型庭院的一角或窗前墙边，假山之衅。不宦成行栽植，宜散点或几株丛

植，绿荫如盖，炎复中令人顿生清凉之感。芭焦和香蕉同属～科，外形相似，果实可以食用。

【校园分布】

四箴堂西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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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金桂(别名：桂花)

学名：Osmamthus fragrans var thunbergii 科属：木犀科木犀属

(形态特征】

金桂是常绿性小乔木，树冠圆球形；树势强健，枝条挺拔，十分紧密。树皮灰色，皮孔圆或

椭圆形，数量中等。叶色深绿．革质，富有光泽；叶片椭圆形，叶面不平整，叶肉凸起；叶缘微波

曲，反卷明显；全缘，偶先端有锯齿；叶尖短尖至长尖；叶基宽楔形，两边常不对称．并与叶柄连

生。花色黄；有浓香，不结实。

【生长习性】

“金桂”适应性强，比较耐阴。秋季开花，花柠檬黄淡至金黄色。

f应 用J

多用作观赏植物。

I校园分布】

成德楼南、乐诚堂东丹桂飘香广场等。

d



5、银桂(别名：九龙桂、旱银桂、晚银桂、白洁)

学名：Osmanlhusfragrans vat latifolius 科属：木犀科术犀属

【形态特征】

常绿灌木。叶瓦生，K椭圆形，全缘或锯齿缘。总状花序顶生或腋m，桂冠四裂，乳白色，

小而清香。秋季开花。性喜温暖，耐高温。银桂花朵颜色较白，稍带微黄，叶片较薄。

【生长习性】

棒花喜温暖，抗逆性强，既耐高温，也较耐寒，在我同秦岭、淮河以陌的地区均可露地越冬。

桂花较喜阳光，亦能耐阴，在令光照下其枝叶生长茂盛，开花繁密，在|{『1处生妊枝叶稀疏、花

稀少。

【应 用】

庭园树、绿绱、盆栽、花可晒千泡茶、作香料。

【校园分布】

乐减堂|j仃丹桂飘香广场等。



6、月月桂(别名：桂花)

学名：Osmanthusfragransvar semperflorens 科属：木犀科木犀属

【形态特征】

月月桂属常绿小乔木，树冠卵圆形，分枝较低，小枝绿色，全体有香气。四季开花，以秋季

为多。叶互生，革质，广披针形，边缘波状，有醇香。核果椭圆状球形，熟时呈紫褐色。

【生长习性】

喜温暖湿润气候，喜光，亦较耐阴，稍耐寒，可耐短时一8。C至一6℃低温。耐干旱，怕水涝。

适生于土层深厚，排水良好的肥沃湿润的沙质壤土，不耐盐碱，萌生力强，耐修剪。

【应 用】

月月桂四季常青，树姿优美，有浓郁香气，适于在庭院、建筑物前栽植，其斑叶者，尤为美

观。住宅前院用作绿墙分隔空间，隐蔽遮挡，效果也好。

【校园分布l

乐诚堂楼栋问、篮球场东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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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女贞球(别名：蜡树、女桢、桢木或将军树)

学名：Ligustrum lueldum

【形态特征】

科属：木犀科女贞属

叶革质而脆，卵形、宽卵形、椭圆形或卵状披针形，无毛。圆锥花序长12—20厘米。核果

矩圆形，紫蓝色。常绿乔术，树冠卵形。树皮灰绿色，平滑不开裂。

【生长习性】

女贞耐寒性好，耐水湿，喜温暖湿润气候，茧圯耐阴。为深根性树种，须根发达，乍长快，萌

芽力强，耐修剪，但不耐瘠薄。对大7t污染的抗性较强，也能忍受较高的粉尘、煳坐打染。

【应 用】

女贞四季婆娑，枝干扶疏，枝叶茂密，树形整齐．是园林·f，常用的观赏树种，可于庭院孤植

或丛植，亦作为行道树。崮其适应性强，生长快义耐修剪，也州作绿篱。

【校园分布】

学，L公寓之|11】赏心苑内、乐减堂阴侧等。



8、大叶女贞(别名：蜡树)

学4：Ligustrun lueidum Air

【形态特征】

科属：木犀科女贞属

常绿大灌木或乔木，树皮灰褐色，光滑不裂。叶长8—12厘米，革质光泽，凌冬青翠，是温

带地区不可多得的常绿阔叶树，树干直立或二、三干同出，枝斜展，成广卵形圆整的树冠。

【生长习性】

在微酸性土壤生长迅速，中性、微碱性土壤亦能生长。萌芽力强，适应范围广。具有滞尘

抗烟的功能，能吸收二氧化硫，适应厂矿、城市绿化，是少见的北方常绿阔叶树种之一。

【应 用】

大叶女贞是优良的绿化树种，用途广，可作为行道树或庭院树，也可作为绿篱。树冠圆整

优美，树叶清秀，终年常绿，适应城市气候环境。

I校园分布】

膳食堂西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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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金叶女贞(别名：冬青、蜡叶树)

学名：Ligustrum lucidum CV

【形态特征】

科属：木犀科女贞属

金叶女贞足山加州金边女贞‘：f睡≈洲女贞杂交育成的。叶片较大叶女贞稍小，尊叶对牛，椭

嘲形或卯状椭圆形。核粜阔椭唰形，会叶女贞叶色会黄，尤其在春秋两季色泽更加璀璨亮丽。

【生长习性】

会叶女贞适应性强，对上壤要求小严格，在我同长江以南及黄河流域等地的气候条件均能

适应．生K良好。性喜光，稍耐阴，耐寒能力较强，冬季nf以保持币落叶，它抗病力强，很少有

病虫危害。

【应 用】

用于绿地广场的组字或图案，还可以用于小庭院装饰。金叶女贞‘E长快，叶片革质，表面

有蜡质层，对有害气体如二氧化硫、氯气等有较强的抗性。

【校园分布】

乐减堂南桥南侧、乐诚堂东侧J牛桂飘香广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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