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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序

O

绚丽多彩的植物界是真正可再生的资源，是一切生命之本，是自然

赋予人类的最宝贵的财富。通过调查研究，弄清植物的种类、产地、生

境、分布和用途等基本状况，编纂各种区域性的植物志，这是对区域植

物科学研究基本资料的积累，也是植物区系研究和生物多样性信患系

统的基础。它对于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植物资源，改善环境，促进经济

繁荣和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湖北省位于华中腹地，在全国地形第二台阶的边缘，尤其是长江三

峡地带，处于中国植物区系的核心部分，东西渗透、南北交汇的过渡地

带，自然条件优越，蕴藏有十分丰富的中国特有植物和植物资源，是中

国具有东亚特色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

研究所植物分类学研究室的科技人员，在傅书遐教授(1916～1986)的

指导和主持下，经过多年的辛勘劳动，在全省进行野外考察调查，采集

了大量的标本，收集了丰富的资料，通过与有关单位的合作，编纂出了

《湖北植物志》1～4卷，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湖北植物的本底面貌，

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为我国植物科学事业做出了贡献。

《湖北植物志》作为湖北植物种类的分类学专著，内容丰富，资料翔

实，有着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应用价值。它不仅为湖北植物的分类和植

物区系的研究以及全国植物志的编写和中国植物区系的研究提供了重

要参考资料，而且为植物学其它分支学科，如植物地理学、植物生态学

与地植物学、植物资源学等有关工作提供了大量基本资料，为农、林、

牧、园艺、医药、环保各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信息及科学依据。相信

该志的问世，必将对植物学研究、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植物资源与

生物多样性、振兴国民经济等诸多方面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大自然的广袤与奥秘，永远值得人们去探索、去追求。湖北区域辽

阔，地貌地形复杂多样，不少地方仍需深入调查研究。目前，该所新一

代科研人员正在抓紧工作，编纂湖北蕨类植物和《湖北植物志》l～4卷

补编，以求达到精益求精、更加完善的地步，这符合个人的希望，也是人

民的希望，是为序。

吴征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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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序

湖北省地处我国中部二级阶梯和三级阶梯之间的过渡地带，在东

西方向上是云贵高原植物区系向华东植物区系过渡的地区，在南北方

向上则是位于我国亚热带植物区北缘、临近华北的温带植物区系的地

区，拥有十分丰富、复杂的植物区系，包含许多古老的孑遗植物，如举世

闻名的水杉，以及巴东木莲、玉兰、水青树、马蹄香、猫儿屎、杜仲、珙桐

等。在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植物采集者络绎不绝地进入我国各地，采集

并引种了不少我国植物。自1869年起到20世纪初，一些西方采集者

也来到了湖北，其中以英国采集者A．Henry(1885～1888)和美国采集

者E．H．Wilson(1900)的采集最为丰富，有多数新发现。我国近代植物

分类学研究起步较晚，在20世纪初，钱崇澍、胡先辅、陈焕镛等教授自

国外学习结束返国，成立了植物学研究机构，在大学里培养了学生，我

国这门学科的研究才开始开展起来，大大落后于欧美各国，比东邻日本

也落后了数十年。对湖北植物的采集工作，在建国前有钱崇澍、陈焕

镛、秦仁昌(1920)，钟观光(1921)，周鹤昌(1934)，王作宾(1939)，王战

(1944)，薛纪如(1945～1946)，华敬灿(1947～1948)，郑万钧、华敬灿、

曲桂龄(1948)等学者的采集工作，均限于湖北西部；建国后，武汉大学

生物系、武汉植物研究所、湖北药品检验所等研究机构在湖北省内进行

了深入广泛的采集，积累了大量植物标本。1958年，我国著名植物分

类家傅书遐教授(1916～1986)自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调到武汉植物

研究所(当时的武汉植物园)工作，他对地方植物志极为重视，在编写我

国景天科志的同时，开始了《湖北植物志》的编写工作，在搜集、考证文

献、鉴定标本等方面均做了大量工作，并与其他有关同事一起分别于

1976年和1979年完成、出版了该志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当时我国各

省区的植物志很少列入研究计划，只有东北、广州、海南、北京、江苏等

不多的地方植物志出版，所以，<湖北植物志》的出版对全国地方植物志

的编写起了促进作用。遗憾的是由于出版资金问题，使《湖北植物志>

第三、四卷的出版受到影响。在推迟近20年之后，最近得知有关出版

资金已经得到，这两卷即可付印，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一个省的植物

志是开发该省植物资源的科学依据，对该省的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也是该省植物区系研究以及《中国植物志》编著的重要基本资料。

因此，《湖北植物志》的全部出版定会对湖北省植物资源的进一步合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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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利用，以及湖北植物区系的研究、植物学教学等方面起到积极的

促进作用。前面曾谈到我国近代植物分类的研究起步较晚，至今只有

80余年的历史，我国植物的调查采集阶段还未完成，还有不少空白地

区等待调查。对有复杂地貌的湖北省来说，这个调查采集阶段恐怕也

未完成，所以，为了搞清湖北省的全部植物种类，我想提出：在湖北省的

植物调查采集方面，以及不断补充、修改已出版的志书等方面都需继续

做出努力。这些意见，我想湖北省的同事们可能早已考虑到了。

主文采

1998年3月12日



前 言

湖北省位于中国中部、长江中游，地处南北过渡地带，地理位置为

东经108。21’～116。07’，北纬29。05’～33。207，属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

候区。周围与河南、陕西、四川、湖南、江西、安徽六省接壤。全省东西

长740．6公里，南北宽470．2公里，总面积185 900平方公里，其中山

地占55．5％，丘陵占24．5％，平原占20％。广大山区，群山连绵，森林

茂盛；辽阔的江汉平原，湖泊星罗密布，水草繁生。湖北省自然条件得

天独厚，是中国植物资源和植物种类最丰富的省区之一，长期以来，深 ；

受中外植物学界及有关人士的关注和瞩目。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创建于1956年秋[前身中国科学院武

汉植物园(1956～1971)，湖北省植物研究所(1972～1977)]，从1958年

开始，在陈封怀教授和傅书退教授的领导与指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组

织有关科技人员在湖北各地进行植物资源与植物区系的调查采集工

作。1962年，由当时植物分类研究室主任傅书遐教授主持着手编纂

《湖北植物志》，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努力，至1978年底，本所标本馆拥有

植物标本约13万份，总括湖北省种子植物的植物志第1～4卷的书稿

已全部编写完成。

《湖北植物志》第1～4卷共记载湖北野生及常见栽培种子植物3

928种(合种下等级，下同)，分隶于170科、1 140属。其中有傅书遐、

俞德浚、吴征镒、郑万钧、王文采、洪德元等十多位先生研究、发表或尚

未正式发表的湖北植物新种80余种。在编排上，裸子植物采用郑万钧

系统，被子植物基本上采用恩格勒系统。所记载的各科、属、种均有中

文名、拉丁名、形态特征、产地、生境、分布及重要经济用途等，不少种类‘

的中文名后列有湖北省的地方名。为了便于识别和比较，除在科、属下

。列有检索表外，绝大多数的种都附有植物形态插图。

《湖北植物志》第1卷包括裸子植物各科及被子植物中双子叶植物

三白草科至樟科，共计48科、195属、752种，插图678幅；第2卷包括

罂粟科至清风藤科，共计35科、229属、851种，插图782幅；第3卷包

括凤仙花科至川续断科，共计62科、364属、1 258种，插图1 076幅；第

4卷包括葫芦科至菊科及单子叶植物各科，共计25科、352属、1 067

种，插图963幅。第l卷和第2卷已分别于1976年2月和1979年8

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湖北植物志》第1卷曾获湖北省1978年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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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奖及湖北省科学大会奖。根据计划，蕨类植物及第1～4卷的

补编，将作为《湖北植物志》第5卷编写和出版。

《湖北植物志》第1～4卷，可以说是从19世纪70年代直到20世

纪80年代中期的100余年来，中外学者对湖北植物考察调查、采集研

究结果的总汇，堪称湖北植物的总“户口簿”。它不仅为正确地识别植

物种类、研究湖北植物区系及植物学其他分支学科、研究湖北植物资源

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以及寻找新的资源植物所必需，而且对其他有

关学科和部门，如农、林、牧、副、园艺、中草医药、轻工业、珍稀濒危植物

及环境保护等也是一本基本的应用工具书。

本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湖北省科委、林业厅，各地、市、州、县有

关单位和部门领导以及广大群众的关怀与支持，得到了武汉大学、华中

师范大学、湖北中医学院、湖北省林业科学研究所、湖北省药品检验所、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陕西省中国科学

院西北植物研究所、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林业大学、北

京中医药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单位的指导与帮助，中国科学院植物研

究所王文采先生、傅立国先生、郑斯绪先生参加协作编写第1卷的裸子

植物各科及桦木科、榛科、毛莨科，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现在，

《湖北植物志》第1卷、第2卷的再版和第3卷、第4卷的出版，得到了

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新闻出版局领导的重视和资助以及湖北

科学技术出版社领导和编审人员的关照，承蒙我国著名植物学家、中国

科学院资深院士吴征镒教授和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文采教授为本志赐

序，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湖北植物志》第1卷原版的插图由夏杏平、

蒋祖德、董佩萱绘制，第2卷原版和第3卷、第4卷的插图由蒋祖德、夏

杏平、陈革新、程玉绘制。这次第1卷和第2卷再版的插图由蒋祖德、

陈革新、程玉重绘。他们为本志的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

“极目楚天舒”，“今日得宽馀”。改革开放给我国科技事业的繁荣

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值此《湖北植物志》再版与出版之际，

让编著者同仁竭诚地将《湖北植物志》奉献给湖北人民，奉献给中国植

物科学事业。与此同时，我们思念的陈封怀先生和傅书遐先生亦必定

含笑于九泉之下矣!

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本志必然会存在缺点和错误，谨请读者批

评指正。

郑重

1998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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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植物门SPERMATOPHYTA

J． 一、裸子植物亚门GYMNOSPERMAE

木本植物。木质部几乎全部由管胞组成，极少数有导管。花单性，雄花常排成雄球花，

胚珠裸生．胚具有二至多数子叶，胚乳丰富。现代的裸子植物有12科，68属，约600种。

我国有12科，39属，234种，35变种及20变型，其中引入栽培的有2科，5属，20种。本

书记入湖北7科，23属，37种及5变种，其中栽培的3属，3种。

1．叶为扇形；落叶乔木⋯⋯⋯⋯⋯⋯⋯⋯⋯⋯⋯⋯⋯⋯⋯⋯⋯⋯⋯⋯⋯⋯⋯⋯⋯1．银杏科Ginkgoaceae

1．叶为针形、线形、鳞形、刺形；常为常绿乔木，少数为灌木。

2．胚珠位于组成球果的每个种鳞上，球果成熟后木质化，少数为浆果状。

3．球果的种鳞与苞鳞离生，每种鳞上有2种子 ⋯⋯⋯⋯⋯⋯⋯⋯⋯⋯⋯⋯⋯⋯⋯2．松科Pinaceae

3．球果的种鳞与苞鳞合生。

，4．叶互生(水杉属№协seqloia为对生)；常绿或落叶；每珠鳞上有胚珠2—9，胚珠直生或倒生⋯
⋯⋯⋯⋯⋯⋯⋯⋯⋯⋯⋯⋯⋯⋯⋯⋯⋯⋯⋯⋯⋯⋯⋯⋯⋯⋯⋯⋯⋯⋯⋯⋯3．杉科Taxodiaceae

4．叶对生或3．4叶轮生，少数为互生；常绿；每珠鳞(杂性的)上有胚珠2～6，少数为1或多数，

胚珠直生⋯⋯⋯⋯⋯⋯⋯⋯⋯⋯⋯⋯⋯⋯．．．⋯⋯⋯⋯⋯⋯⋯⋯⋯⋯⋯⋯4．柏科Cupressaceae

2．胚珠一或数颗。但仅一颗发育为核果状种子。

5．雄蕊有2花粉囊，花粉粒有气囊，胚珠通常倒生⋯⋯⋯⋯⋯⋯⋯⋯⋯5．罗汉松科Podocarpaceae

5．雄蕊有3—9花粉囊，花粉粒无气囊，胚珠通常直生。
‘

6．雌球花柄显著⋯⋯⋯⋯⋯⋯⋯⋯⋯⋯⋯⋯⋯⋯⋯⋯⋯⋯⋯⋯⋯⋯6．三尖杉科Cephalotaxaceae

6．雌球花无柄或近于无柄⋯⋯⋯⋯⋯⋯⋯⋯⋯⋯⋯⋯⋯⋯⋯⋯⋯⋯⋯⋯⋯7．红豆杉科Taxaceae

1．银杏科GINKGOACEAE

落叶乔木。枝有长枝及短枝。叶扇形，有长柄，叶脉叉状平列，叶在长枝上螺旋状排

列，互生，在短枝上簇生状。雌雄异株，少数同株，球花生在短枝顶端的叶腋及苞腋；雄球

花有梗，柔荑花序状，雄蕊多数，螺旋状着生，每雄蕊有2花药，花丝短；雌球花有长梗，

顶端生两个或一个珠座，每一珠座生l直生胚珠；种子核果状，胚有2子叶。现仅有1属，

1种，我国有野生林木及栽培大树。

银杏属Ginkgo L．

属的形态特征同科。

银杏(图1)

Ginkgo biloba L．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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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银杏Ginkgo biloba

落叶乔木，高达40m。树皮灰褐色，深纵

裂，一年生长枝淡褐色，两年生以上灰色，短

枝黑灰色，冬芽卵圆形，钝尖。叶革质，扇

形，聚生在短枝上或互生在长枝上，宽约5一

‰，有时中央浅裂或深裂，基部楔形，具二叉
状叶脉；叶柄长l一9amo种子椭圆形或倒卵圆

形，长2．5—3．5咖，成熟时黄色或橙黄色，外被

白粉，外种皮肉质，有臭味。花期3月下旬至4

月中旬，种子9～10月成熟。

银杏为我国特产。湖北有栽培。浙江天目山

有野生林木。朝鲜、日本及欧、美各国都有栽

培。阳性树，深根性，生长缓慢，性喜湿润、肥

沃、排水良好的土壤，在干燥瘠薄或过度潮湿的

地方，生长不良或不易成活。材质软，不翘不

裂，富弹性，可供建筑、器具、雕刻等用。果有

小毒，不宜多食，可供药用，有润肺效能。又为我国珍贵的庭荫树或行道树。

2．松科PINACEAE

常绿或落叶乔木，少数为灌木，多具轮生枝，常形成尖塔形树冠。叶线形，扁平，簇生

或螺旋状散生，或针形，2—5针成一束。花单生，雌雄同株；雄球花圆柱形，有多数螺旋

状排列的雄蕊，每雄蕊有2花药；雌球花由多数螺旋状排列的珠鳞与苞鳞所组成，每珠鳞的

腹(上)面有两个倒生胚珠，背(下)面托以一个分离(仅基部合生)的苞鳞。花后珠鳞发

育成种鳞，每种鳞有种子2；种子通常有翅，胚有子叶2—15。本科有11属，约230种，多

分布在北半球，北自北极圈，南至热带地区。我国有10属，110余种(包括栽培的31种)，

分布几乎遍及全国。本书记入湖北8属，18种及2变种。

1．叶线形，扁平，螺旋状排列，或簇生于短枝顶端，均不成柬。

2．营养枝仅一种类型，没有特殊的短枝；叶在枝条上螺旋状排列；球果当年成熟。

3．叶上面中脉通常凹下；球果腋生，种鳞脱落⋯⋯⋯⋯⋯⋯⋯⋯⋯⋯⋯⋯⋯⋯⋯⋯1．冷杉属Abies

3．球果生枝顶，种鳞宿存。

4．球果直立而大，通常圆柱形，少数为长卵形，种子连同种翅几乎与种鳞等长；叶扁平，上面中

脉隆起；雄球花簇生枝顶⋯⋯⋯⋯⋯⋯⋯⋯⋯⋯⋯⋯⋯⋯⋯⋯⋯⋯⋯⋯⋯2．油杉属Keteleeria

4．球果通常下垂，少数为直立，种子连同种翅较种鳞为短；叶扁平，上面中脉凹下或微凹，少数

平，间或四棱形；雄球花单生叶腋。

5．小枝有微隆起的叶枕或叶枕不明显；叶扁平，有短柄，上面中脉凹下或微凹，少数平而不凹，

仅下面有气孔带。

6．球果较大，苞鳞伸出于种鳞之外，先端3裂；叶有2侧生树脂管，位于两端靠近下表皮；

小枝没有或稍有粗糙的叶枕⋯⋯⋯⋯⋯⋯⋯⋯⋯⋯⋯⋯⋯⋯⋯⋯⋯3．黄杉属Pseudotsum

6．球果较小，苞鳞不鳝出或微露出，先端不裂或有2裂；叶内维管束鞘下有一树脂管；小枝



松． 科 3

粗糙，有隆起的叶枕⋯⋯⋯⋯⋯⋯⋯⋯⋯⋯⋯⋯⋯⋯⋯⋯⋯⋯⋯⋯⋯⋯⋯4．铁杉属TSugI

5．小枝有显著隆起的叶枕；叶横切面四方形、菱形或扁菱形，或扁平，无柄，四面有气孔线，

或仅上面有气孔线⋯⋯⋯⋯⋯⋯⋯⋯⋯⋯⋯⋯⋯⋯⋯⋯⋯⋯⋯⋯⋯⋯⋯⋯⋯5．云杉属Pieea

2．枝分长、短枝；叶在长枝上螺旋状排列，在短枝上簇生；球果l一2年成熟。

7．叶扁平线形，落叶性；球果一年成熟⋯⋯⋯⋯⋯⋯⋯⋯⋯⋯⋯⋯⋯⋯⋯⋯6．金钱松属P9甘Idob瞅

7．叶针形，常绿性；球果两年成熟(栽培)⋯⋯⋯⋯⋯⋯⋯⋯⋯⋯⋯⋯⋯⋯⋯⋯⋯7．雪松属CodnJs

1．叶针形，2—5针一束，常绿性，生于鳞状苞片(退化的原生叶)的腋部；球果两年成熟，种鳞背部上方

有鳞盾及鳞脐⋯⋯⋯⋯⋯⋯⋯⋯⋯⋯⋯⋯⋯⋯⋯⋯⋯⋯⋯⋯⋯⋯⋯⋯⋯而⋯⋯⋯⋯⋯⋯8．松属Pinus

1．冷杉属Abies Mill．

常绿乔木，树冠尖塔形。小枝上叶脱落后在枝上留有圆形不隆起的叶痕。叶线形，扁

平，稍有短柄，上面中脉凹下，下面中脉隆起，两侧有粉白色气孔带，有时白粉不明显。雌

雄同株；雄球花单生叶腋，长椭圆形或圆柱形，下垂；雌球花直立，卵圆形或长圆形，苞鳞

大于珠鳞。球果当年成熟，直立，长卵圆形、长圆形或圆柱形，种鳞木质，球果成熟时苞鳞

与种鳞共同脱落；种子卵状或长卵圆形，上部有宽翅。本属50余种。分布亚洲、欧洲、北

美洲、拉丁美洲北部及非洲北部的高山地区。我国有18种，分布西南、华中、西北、东北、

台湾等各省(区)的高山上。本书记入湖北2种。

1．小枝色深，一年枝褐色、红褐色或淡褐色；叶内树脂管皆为中生；球果成熟后紫黑色、蓝黑色或紫色，

苞鳞先端露出或微露出⋯⋯⋯．．．⋯⋯⋯⋯⋯⋯⋯⋯⋯⋯⋯⋯⋯⋯⋯⋯⋯⋯⋯1．巴山冷杉Abies fargesii

1．小枝色浅，一年枝淡黄色、灰色、淡褐黄色；果枝上叶的树脂管中生或近中生，营养枝上的叶则为边

生；果成熟后褐色，苞鳞先端不露出⋯⋯⋯⋯⋯⋯⋯⋯⋯⋯⋯⋯⋯⋯⋯⋯2．秦岭冷杉#J嘶es ch朗s蛔ns皓

1．巴山冷杉 (图2)

／№ies fa叼鹊ii Franch．——A6洒船托var．sutchuenens／s Franch．——A6泌sutchtwnem／s

(Franch．)Rehd．et Wils．

乔木，高达40m。小枝红褐色，或带紫色，微有凹槽，无毛，冬芽近圆形或卵圆形，有

树脂。叶线形，直伸或弯镰状，上面深绿色，下面沿中

脉每侧有10。14条粉白色气孔线，横切面有两个中生树

脂管。球果淡紫色或红褐色，卵状圆柱形或圆柱形，长

5—8cm，中部种鳞肾形或扇状肾形，宽1．5～2cm，上部

宽厚，边缘薄，内曲，苞鳞倒卵状楔形，上部近圆形，

边缘有不整齐的细缺齿，先端急尖，露出，直伸或向外

反曲。花期4—5月：球果9—10月成熟。，t

产巴东、兴山等县。分布四川东北部、河南西部、陕

西南部、甘肃南部。生长在海拔l 500．3哟n的高山地带。
为耐阴树种，喜湿润的气候，抗寒力强，生长慢。木材可

供建筑、造纸、电杆、矿柱、室内装饰及木纤维工业用。

树皮与叶可提松节油及松脂。树皮又可提栲胶。

2．秦岭冷杉

Abi∞ch朗sie陷is v锄Ti咄．
· 图2 巴山冷杉Ab髓l：a，9es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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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木，高达40m。枝条开展，一年枝淡灰黄色或淡褐黄色，无毛或凹槽内有疏生细毛，

二、三年枝淡黄灰色或灰色，冬芽圆锥形，微具树脂。叶线形，‘长1．5—5cm，上面深绿色，

有光泽，下面有两条灰绿色气孔带，无白粉，果枝的叶先端尖或钝，横切面有两个中生或近

中生的树脂管，营养枝及幼树上的叶排成2列，长度常不等，先端2裂或微凹，树脂管边

生。球果成熟前绿色，成熟后褐色，圆柱形或卵状圆柱形，长7～1lcm，直径3—4cm，几乎

无梗，中部种鳞肾形，长约1．5cm，宽约2．5cm，鳞背露出部分除边缘外密生短毛，苞鳞不

露出，长约为种鳞的3／4；种子倒三角状椭圆形，长约8mm，种翅上端宽约lcm，淡黑褐色，

有光泽。

产房县(参见<中国树木学>)。分布陕西南部及甘肃南部。生长在海拔2 300—3 000m

的地带。木材轻软，可作建筑、家具用。树皮可提栲胶。

2．油杉属Keteleeria Carr．

常绿乔木，树皮纵裂。小枝基部有宿存芽鳞，冬芽无树脂。叶线形，扁平，两面中脉隆

起，上面绿色，有时有气孑L线，下面有两条宽气孔带，横切面两端的下侧有两个边生树脂

管。雌雄同株；雄球花4～8个簇生侧枝顶端，间或腋生，有短梗；雌球花单生侧枝顶端。

球果当年成熟，直立，圆柱形，种鳞近木质，宿存，苞鳞长约为种鳞的1／2至3／5，不外露，

或微露出，先端3裂；种子顶端有翅，几乎与种鳞等长。本属有11种，分布我国及越南。

我国有9种，分布长江以南、秦岭以南各省(区)。本书记入湖北1种。

铁坚杉 (图3)

Keteleeria davidiana(Bertr．)Beissn．——只抛面如哪day／J／aria Bear．

乔木，高达50m，胸径2．5m。树皮粗糙， 暗灰色，深纵裂，小枝淡黄色或灰色’，有毛

或无毛。小树及萌芽枝上的叶线形或线状披针

形，先端锐尖，老树的叶线形，先端有凹缺或

微钝，上面无气孔线或先端有少数气孔带，下

面淡绿色，沿中脉两侧各有气孔线lO—16条，

微有白粉。球果圆柱形，长8—21cm，直径

3．5～6cm，成熟后栗褐色，种鳞卵形或斜方卵

形，上部边缘微向外反曲，有细齿或近全缘；

种子不规则三角形，连翅在内长1．5—3．5cm，

种翅中部较宽，先端钝。花期4月，球果10

月成熟。

产恩施、利川、兴山、长阳等县(市)。

分布贵州、四川、湖南、陕西、甘肃。生长在

海拔600—1 500m的酸性黄壤、红壤或石灰岩

山地及微钙质土地区。木材有树脂，耐用，供

建筑、枕木、矿柱、家具等用。种子可榨油，

为不干性油，可制肥皂、油漆、油墨、油纸、

油布、点灯、润滑车辆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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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杉属Pseudotsuga Can"．

常绿乔木。枝条不规则的轮生，树皮粗糙，深纵裂，小枝有微隆起的叶枕，冬芽褐红色，无树脂。叶

线形，扁平，排成两列，上面中脉凹下，下面中脉微隆起，有2条白色气孔带。雌雄同株；雄球花单生

叶腋，雌球花单生侧枝顶端。种鳞木质，蚌壳状，宿存，苞鳞显著外露，先端3裂，中裂片窄长，渐尖；

种子连翅较种鳞为短。本属有19种，分布亚洲东部及北美洲。我国有5种，分布云南、贵州、四川、

广西、湖南、湖北、安徽、福建、浙江、台湾等省(区)。本书记入湖北1种。

黄杉(图4)

PsexJotsuga sinensis I)ode

乔木，高达45m。树皮深灰色，裂成不规

则的厚块片，一年枝淡黄色，干时呈褐色，二、

三年枝灰色，通常主枝无毛或几乎无毛，侧枝

被褐色短毛。叶线形，排成两列，长1．3—

3cm，一般为2—2．5咖，宽约2ram，先端有凹

缺，基部楔形，渐窄成短柄，上面绿色或淡黄

绿色，下面有2条白色气孔带。球果卵圆形

或椭圆状卵圆形，长4．5—6咖，间或长达

8哪，直径3—4．5咖，熟时褐色，种鳞近扇形或

扇状斜方形，上部宽圆，基部宽楔形，两侧有

凹缺，露出部分密生褐色短毛，苞鳞露出部分

长6～9II聃，中裂较长，侧裂钝圆，种翅较种子

为长，种子连翅稍短于种鳞。花期4月，种子

成熟期10一11月。

产利川、建始、鹤峰等县(市)。分布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生长在海拔800—1∞嘶的山地。

幼龄稍耐荫，喜温和湿润气候，能耐冬春干旱。木材可用于建筑、地板、家具、枕木等。在鄂西产区，

可选用造林。

。4．铁杉属Tsuga CaIr．

常绿乔木。小枝有隆起的叶枕，冬芽无树脂。叶线形，扁平，辐射伸展或排成两列状，有短柄，

上面中脉凹下，或平，或微凹，有气孔线，有的没有，下面中脉每边有1气孔带，全缘，或有微齿。雌雄

同株；雄球花单生叶腋；雌球花单生于侧枝顶端。球果下垂或直立，当年成熟，卵圆形或圆柱形，苞鳞

短小不露出，或较长而先端微露出，每种鳞有2种子，种子上部有翅，种子连翅较种鳞为短，子叶3—

6。本属约有14种，分布亚洲东部及北美洲。我国有5种及3变种，分布秦岭以南、长江流域以南各

省(区)山地。本书记入湖北2种及2变种。 。

，

1．种鳞靠近上部边缘不增厚，成熟后无隆起的弧脊。

2．球果的种鳞不呈长圆形，而为近圆方形、五角状圆形，鳞背露出部分较短。 ．．

3．种鳞背面外露部分光滑无毛，苞鳞无凸尖；老叶背面气孔带无白粉⋯⋯⋯⋯⋯⋯⋯⋯⋯⋯⋯⋯⋯⋯+?。

⋯⋯⋯⋯⋯⋯⋯⋯⋯⋯⋯⋯⋯⋯⋯⋯⋯⋯⋯⋯⋯⋯⋯⋯⋯⋯⋯⋯⋯⋯⋯⋯⋯1．铁杉Tsuga d_Iir帕惜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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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种鳞背面外露部分及边缘有短粗毛，苞鳞有凸尖；老叶背面气孔带有白粉⋯⋯⋯⋯⋯⋯⋯⋯⋯⋯⋯⋯

⋯⋯⋯⋯⋯⋯⋯⋯⋯⋯⋯⋯⋯⋯⋯⋯⋯⋯⋯⋯⋯⋯⋯⋯⋯⋯1a．大果铁杉1鼬舛china篙is憎．rDI)嘞
2．球果的种鳞长圆形，鳞背露出部分较长；老叶背面气孔带无白粉⋯⋯⋯⋯⋯⋯⋯⋯⋯⋯⋯⋯⋯⋯⋯⋯⋯

⋯⋯⋯⋯⋯⋯⋯⋯⋯⋯⋯⋯⋯⋯⋯⋯⋯⋯⋯⋯⋯⋯⋯1b．长鳞铁杉1．乳Iga曲inerBis vat．abIo懒la眦舾
1．种鳞靠近上部边缘微增厚，成熟后沿边缘常有微隆起的弧状脊⋯⋯⋯⋯⋯⋯⋯⋯2．丽江铁杉1勤驴删i

1．铁杉 (图5) ，

1§u驴chi怕惜is(Franch．)Pritz．——舶洳dumo∞(D．

乔木，高达50m。树皮暗灰色，浅纵裂，

块片脱落，大枝平展，枝稍微下垂，一年枝

细，淡黄色或淡褐黄色，有纵槽，槽内有短

毛。叶线形，两列，全缘，间或中上部有细锯

齿，先端凹缺，长1．2—2．7cm，宽2—3nffin，

上面光绿色，下面淡绿色，中脉隆起无凹槽，

幼叶下面有白粉，后脱落成灰绿色。球果卵

形，长1．5—3．4cm，直径1—1．5cm，有短梗，

熟时光褐色，中部种鳞五角状圆形，少数近方

形或近圆形，长9—1知m，宽8—11n厦n，苞鳞

甚小，倒三角形、楔形或斜方形，先端2裂，

种子连翅长7—9ram，种翅上部稍窄。花期4

月。种子成熟期lO月。

产鹤峰、巴东、兴山、房县等县。分布贵

州、四川、河南、陕西、甘肃。生长在海拔

1 000一3 300n1、雨量多、云雾多、气候凉润、

土壤酸性、排水良好的山坡地带混交林中。生

长缓慢。木材硬度适中，耐久用，可供建筑、飞机、家具、枕木、木纤维工业等用。树皮含单

宁。为森林更新和荒山造林的主要树种。

．1a．大果铁杉 (图6)

脚chi撇(Franch．)Pritz．V趾．to-
bljsIa C№甥et L．K．Fu

与铁杉的区别在于：球果较大，较粗壮，呈

长圆状圆柱形，基部圆，种鳞质地较厚，中部的

种鳞圆方形，鳞背露出部分及边缘有短粗毛，苞

鳞宽倒卵形，上部宽圆，中央有凸尖；老叶下面

气孔带的白粉不脱落。

产巴东县。生长在海拔l踟嘶的山梁阔叶

林中。

1b．长鳞铁杉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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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tJcja chinerlsis(Fr{mch．)Pritz．v骶．d)IongisqI嗣眦(1meng e1．L．K．Fu

与铁杉的区别在于：球果中部的种鳞长圆形，鳞背外露部分通常较长。

产巴东县。分布四川、甘肃。常沿溪流两侧生长。用途与铁杉相同。

图7长鳞铁杉1如驴chinemis Villi"．

∞Ior98q旧懈a 图8丽江铁杉Tsuga fcxreslii

2．丽江铁杉 (图8)

TstJCja forrostii洲r甄够脚Downi@
乔木，高达30m。树皮粗糙，灰褐色，深纵裂，小枝有毛或几乎无毛，一年生枝红褐色。叶

线形，两列，全缘或上部有细锯齿，先端钝，有凹缺，长1—2．Sere，上面光绿色，下面有两条灰

白色或粉白色气孔带。球果锥状卵圆形或长卵圆形，长2—4era，直径1．5—3era，种鳞靠近上部边

缘处微加厚，常有微隆起的弧状脊，背面露出部分无毛，扁圆方形、方圆形或长方圆形，长1．2—

1．5era，苞鳞倒卵状斜方形，先端2裂，种子连翅长9—12nlno花期4月，球果lO月成

熟。 ．

产巴东县。分布云南、四JII、贵州。生长在海拔2 l(1]m的山坡疏林中。用途与铁杉相

同。

5．云杉属picea Dielr．
6～

常绿乔木。树皮裂成薄或厚的鳞状块片，小枝上有显著的叶枕，叶枕顶端突起，下部下延，

冬芽有树脂或无。叶螺旋状排列，线形或钻状四棱形，无柄，横切面四方形、菱形或扁菱形，四

面均有气孔线，或扁平，上下两面中脉隆起，仅上面中脉两边有气孔线，下面无气孔线。雌雄同

株；雄球花单生叶腋；雌球花单生枝顶。球果下垂，当年秋季成熟，木质，苞鳞形小，不露出；

种子倒卵圆形，上部有膜质长翅，+种翅常成倒卵形。本属有46种，分布北半球。我国有挖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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