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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安徽省湿地2918．804公顷，占全省国土面积的21％，是全国湿地资源最

丰富的省份之一，南北长而东西窄，介于北纬290～340，长江、淮河横贯
其中，天然地将全省分为淮北、江淮和江南三个地区，湖泊、河流、水

塘、汐流，星罗棋布。湖泊水域集中在沿江两岸，天然永久性湖泊19处，
面积约234．450公顷，有本省最大的湖泊巢湖，位于江淮之间。其他湖泊如
龙感湖(宿松)、黄大湖(宿松)、武昌湖(望江)、泊湖(太湖)、破
罡湖、石塘湖(安庆)、菜子湖、白荡湖(枞阳)、陈瑶湖(庐江)、升
金湖(池州)、南漪湖(宣城)等湿地湖泊。升金湖已列为国家级湿地自
然保护区，其主要保护对象是冬候鸟类。这些湿地湖泊、水塘、汐流，水

生植物资源特别丰富，作者曾先后实地调查，于1960年对白荡湖(枞阳)
调查；1962年对巢湖水域调查l 1980-1981年省渔业厅长江流域湖泊渔业
资源调查l淮河流域水域渔业资源调查；1999-2000年世界自然基金资助

“安庆沿江湿地资源调查”。特别是2006-2007年升金湖湿地自然保护区水
生植物资源本底调查和参与中国林科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的国家

林业局948项目“淡水森林湿地植被恢复和管理技术引进” (2006-4-

04)资助研究，拍摄了大量水生植物照片，本书稿在此基础上结合收集其
他同志拍摄的照片，汇集编著而成，作为对安徽湿地植物种类多样性的总
结，为人们进行水生植物种类资源开发利用调查研究提供参考，另一方面
普及湿地水生植物知识，引起人们重视高等水生植物在湿地生态系统中的
作用，了解种类分布和生境用途。

本书为湿地高等植物彩色图谱，其中收集安徽境内湿地植物111种，拍

摄111种实物(群落或标本)照片。水生蕨类5种，被子植物106种，隶属于
70属，42科。有安徽地理分布新记录类群6种(在正文中注明)和2个科

(沟繁缕科、杉叶藻科)。每种实物或标本配有照片1—2幅，由整体观和特
征放大两部分构成。每种照片均注明拍摄人姓名及特征描述、生境分布、

简单用途等，一种一图文；经选用收集照片139幅，书中简述了水生植物与
人类关系。书末还附有中文名和拉丁学名索引。本书虽仅有110多种，然而
却是集体劳动的成果。

特别致谢：升金湖自然保护区调查过程中得到保护区管理局全体同志
的帮助和经费上的支持；还得到国家林业局948项目“淡水森林湿地植被恢
复和管理技术引进” (2006-4-04)的支持，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书中有些图片取自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图库，书中引入了城市公园栽培
的睡莲属种类图片，由汪小全同志提供，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由于水平所限，书中如出现疏漏、错误，敬请读者指正。

邵建章
20lO年10月3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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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植物与人类关系

水生植物与人类生活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它们提供绘人类粮

食、蔬菜、医药、纸张、人造纤维、手工业编织原料、禽膏饲料、

人类农业生产肥料。如芦苇是造纸的好原料，5吨芦苇可以代替20立

方米的木材．造二吨凸版印捌纸或1吨粘腔纤维，能织16500尺(1尺

=O 333米)布。相当于2500斤(1,5-=0．5千克)皮棉，可以代替

25亩棉田，芦苇还可以编织芦蓐，建房屋t白色的根状茎，含丰富

的淀粉、蛋白质和糖，可以人药．芦苇还有净化污水体的作用。

作蔬莱的水生植物如莲，其根状茎称藕，蘸菜佳品，又可提取

藕粉，也可生食，种子称莲子，是滋补健胃的中药，为人甘】所喜

食。莲心．藕节．莲须(雄蕊)均为中药．莲叶可作荼用，清凉解

热有减肥作用。此外菱角可食．提淀粉，。菱粉”；制菜肴．酿

酒。茎叶可作饲料和肥辩。可作蔬菜的还有芡宴、菰(茭白)、豆

瓣幕、慧菇，荸荠等。

许多承生植物可作饲料，如浮萍、紫萍、木车前、苦草，黑藻

等．特捌是水葫芦(凤眼莲)，各地都有栽培，据文献报道．其植

株含有粗蛋白20．38％，粗纤维o．91％，粗灰分o．760／,．无氟浸出物

3．％．还有磷、钙等无机盐，营井丰富．且生长快，作猪的饲料．

而且还可药用，有清凉解毒、祛风热的功效。

大多数水生植物，都是很好的绿肥．捞出后直接埋在旱田中作

绿肥，固其纤维台木分多．易腐烂，释放氨、磷、钾等有机肥科。

增加土壤有机质，可为绿色有机农业、无化学污染农业产品提供了

基础保证．

水生植物虽有较强的抗污染能力．能净化水体，但它们也是积
累和传递有毒物质的媒介。涅地中，有许多水生植物。包括挺水、

浮水和沉木植物。它们能够在其组织中富集重金属的浓度比周圈水

中浓度高出万倍吼上．许多植物还台有能与重盒属链结的物质，从

而参与重金属解毒过程，如香蒲、芦苇、凤眼莲等。

许多江河、湖泊的永生植物在人为干扰下．其生存与发展受到

影响，从调查中发现，一些胡泊原来水生植物丰茂，又无周边工业



废水污染，则其本质就有利于渔业的发展，如果人们不当利用水

体．造成水域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力水生植物在物种数量上、种群

类型上减少和改变，那么就破坏了鱼虾类栖息、繁殖、觅食环境。

而且进一步对候鸟觅食、栖息产生影响，尤其是自然保护区，如果

严重的工业污水进入湖泊，过度养殖，造成鱼虾绝代，水质变劣，

首先影响的是湿地生物。因此，为了人类自身生存，合理利用水

体，实行科学养殖，在以水体为自然保护区的地方，为了保护水生

植物资源多样性，规划好水域的利用。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持续

发展的生态环境尤为重要。

高等水生植物生态类群检索表

1．整体植株漂浮水面或仅叶片浮于水面

2．全株漂浮水面 浮水植物

2．仅叶片浮于水面，根生于水底泥中 浮叶植物

1．全株沉没于水中或仅下部沉没于水中

3．垒株沉没于水中(或仅花及少部花亭挺出水面) 沉水植物

3．植株基部或下部沉没于水中，上部茎叶挺出水面 挺水植物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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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枝水蕨(“alopteri．。ptelqoide,～lItook j Hieron

阻地如肆精物

囡■蠲

【科私】水鲅科Cernlopteridaceae

【特觚】 年乍水生怛书。离30—90 J!ll米，绿也 多i|。根状吝

姗而^^，以颓枞明若干淤抛巾。叭．型，M’It，九e；营锌ii卜I{

立片状或潍浮，ii¨；长咖肜年挟K圆肜， ．争凹川，J目裂，纠”，i

’{·．未酬裂片掖刨彤’。K酬状披引Jf；；孢fiif较凡．K叫肜戒郫状

‘舶形， ：争：川椿柏裂，术川裂¨线彤，iif缘J互卷，拘粜状；叫|

脒州删的小棘联外-成刚状尤内械小咏；iil软卓J贡．光滑丘色。也

了囊无M，叭l彤．疏生j。孢fiil裂“『、Ⅲ的叫】曲两删，幼时为J互卷

的ii|．缘所艘盖，成熟后多少张jF；孢f叫flf『型。

【唯崦1牛1。池洲、水沟、乐刚·h升金湖叶】湖、1’湖、沱湖_fr

零里’k长。

I”J选】仝草入药；嫩叫食川。

圈1 m摊m蔗 赵乳惜





2．水蕨Ceratoptel’“thalictroides(L．)Brongn

泓地高等lI!【物

『旦■匠蠹

【科名】水蕨科ce川opter】daccae

I特征】 ‘年m卓_本。叫?型，不宵叶直征或幼时漂浮，单n¨^J

质，柔软，叶羽状深裂，裂”3—7枚，叶柄长，小膨胀。孢j，‘Ⅱt较

人，长阻l形成卵状二角形， ：至多回；H状细铿，术同裂片条形，角

果状．叶‘咏阳状，庀内簸小脉。抱了囊无柄，圆Jf≥，}f}网脉疏牛，

幼时为反卷I叶边覆盖，成熟后张)l：；孢]二圆形，具多数同心柱的环

纹。

【生境】计会湖j二湖燕窝沟渠I^J、龙感湖湖边、黄犬湖南岸边、

芜湖三⋯镇长江边、破忙湖内。

【用途】嫩叶ir作蔬装．为治疮、伤草药，可散血拔毒。

图3 m蕨 程i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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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岛等聃物

l垦■丘萄

可

3．槐叶苹Sah，inia MmH’(I，inn．)A

【科名】槐叶苹科Salviniaceac

【犄札l漂浮植物。攀细K．横_走，无根．密被褐色节状短毛。

叶3片轮生，两片漂浮水面，一片任水中形成假根，密生有节的粗

毛；水面叶在茎两删紧密排列，形如槐叶；11}片长圆形或椭圆形，

先端圆钝头，基部圆形或略甓心形，中脉明显，删脉约20X,?，脉问

有5—94"突起，突起r隹一簇短粗毛，全缘，r面绿色，I；面灰褐

色，生柯节的短#【毛。孢子果4—8枚聚生于水下叶的基部，有大小

之分，大孢予果小，大孢子囊各含大孢f-1个；小孢子果略夫、牛多

数县长柄的小孢_r囊，各有64个小孢子。

【小境】q：F水田、湖泊边缘和静水溪河内。升金湖老母猪墩挺

水植物问大面积生长，黄大湖、龙感湖、泊湖、破罡湖、陈瑶湖常

见。

【川途】全草入药；作饲料。

目4槐0f苹 镕云{}摄



4．满江耋l=．4z．olla imblic·ata(Roxb．)Nakai

澎地高等姐物

『旦_E；习

【科彳；】满江红科Azollaceae

【特征】小形漂浮丰fl【物。_}lI【株劂肜或i角形．直径近I厘水。根状

茎横止，刊状分枝，m水下小出须根。叶吐生，覆瓦状排成2列；厄

柄，近长，J形或卵形，氏约1毫米，先端截形或图肜，全缘；11|!

裂．J二裂”浮1‘水而，肉质，绿色，秋后变JJ曼红紫色，?￥光合作

Hj，}二面槽生乳★状突起，卜面{J宅脖，含胶质，f¨旋藻、念珠凛

共牛；下裂片透明膜恹，沉没水L{I．营啦收f{·川。人孢f粜小，}，

卵彤；小抱}果略大，球形；小孢r球形成近球形。

【，E境】生r淮河以』萄沿iI=两岸的水⋯、池塘、静水沟架的水而

上。丁卜会湖卜湖l‘湖梢、下湖医挺水植物问、尼感洲、黄人湖、武

昌湖等湖m常见。

【用途】绿肥；饲料；药川。

蹩鍪簟

”一——7—1=j

。、 j

墨■固●■嘲
厅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