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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吾

崂山位于山东省青岛市东部的黄海之滨，素以“海上名山第一”的美誉，其主峰巨峰险

峻高耸，海拔1132．7米，是中国大陆18 000千米海岸线上最高的山峰。崂山不仅以山海

奇观闻名，更以悠久的道教文化著称于世，千余年来许多文人墨客、高僧名道慕名登崂山，

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产。1982年崂山风景区成为国务院首批审定公布的国家重点

风景名胜区。1992年崂山被林业部批准为国家森林公园。2000年崂山又被建设部评为

4A级风景区。

崂山地形复杂，气候多样，植物资源非常丰富，吸引了众多植物学家来崂山进行考察

研究或采集植物标本。据文献记载，早在1889年德国人T．Loesener就对崂山的高等植

物作过调查，发表了Prodromuz Florae Tsingtauensis(1919)。1925年原青岛农林事务所刊印

了《青岛栽培植物名录》。1930年日本人木多静六在《山东省林相变化与国运之消长》一

文中对崂山下清宫一带被子植物进行了描述。1919年国内学者李继侗的《青岛的松林》

是关于青岛及崂山森林植被研究的最早文献。1935年李顺卿在对崂山植被进行研究后，

发表了《山东崂山植物环象之初步观察》。新中国成立后，华东农林部所组织的农林调查

队在195(}--1952年对胶东和鲁中南的森林进行了调查，并写出了调查报告。1950---1956

年，陈倬在对青岛种子植物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青岛种子植物名录》。1980年崂

山林场曹俊训在对崂山林木资源多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写了《崂山木本植物》。自

1950年以来，国家有关科研院所、省内大专院校对崂山植物作过大量调查，获得了大批标

本资料，吴征镒(1977)、李建秀(1983)、李法曾(1985)、臧得奎(1992)等相继报道了崂山植

物的新物种，陈汉斌、郑亦津、李法曾等编著了《山东植物志》(1990、1997)，为崂山植物多

样性研究和保护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崂山丰富的植物资源是大自然留下的珍贵遗产。自1989年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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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重视对崂山植物多样性研究和保

护。199卜2001年，崂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和山东师范大学组成了联合科研组，对崂山植
物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采集了大量标本，进行了深入研究，对崂山的植物种类及其分

布有了比较清楚、翔实的了解，完成了“崂山植物多样性及其保护的研究”课题，并组织了

《崂山植物志》的编写工作。

《崂山植物志》分为上、下两卷出版。上卷包括崂山的自然概况、植物概况、蕨类植物

门、裸子植物门和被子植物门(金粟兰科一锦葵科)；下卷包括被子植物门(梧桐科一兰

科)。全书计有崂山及青岛市各公园常见栽培维管植物160科．734属，1422种，8亚种，

114变种，5变型及13栽培变种，配有植物插图1370幅，并附有彩图72幅。

《崂山植物志》将为崂山的植物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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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崂山植物志》的编写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在完成“崂山植物多样性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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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的研究”课题时，山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学专业部分研究生及生物科学专业

96级、98级的部分同学做了大量采集、整理标本的工作。《崂山植物志》的编写工作得到

了山东省教育厅项目“山东省改革试点专业——生物科学(师范类)”和山东师范大学出版

基金的支持。本志中的插图，部分引自《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和《山东植物志》等著作。在

此，我们对曾对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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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于水平所限，《崂山植物志》难免有遗漏和不当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崂山植物志》编辑委员会

2002年10月



编写说明

1．本志记载了崂山野生及栽培植物和青岛市内各公园习见栽培植物。全志分为上、

下两卷。上卷内容包括崂山的自然概况、植物概况、蕨类植物门、裸子植物门和被子植物

门(金粟兰科一锦葵科)；下卷内容包括被子植物门(梧桐科一兰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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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简要叙述了其在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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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植物的主要拉丁名异名列在正名之下，用斜体字表示，两者

均不列文献。

3．本志种类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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崂山的生长状况，并参考《中国植物志》、《山东植

物志》及各邻近地区植物志来确定的。

4．拉丁名索引中正名用正体表示，异名用斜体表示；中名索引中以汉语拼音顺序排

列。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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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各类植物排列系统，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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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