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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卷收载广东及海南野生和习见栽培的维管束植物59科，254属，889

种，力变种，2变型。书中对各科、属的特征均有简要的描述，并对每种植

物的形态、产地、分布、用途作了较详细的介绍，附有插图259幅。书末附

有中文名及拉丁学名索引，便于读者查对。

本志可供生物、农业、园艺、医药等教学、科研和生产单位有关人员参

考。

(本志第一、二卷完稿于海南建省之前，因此海南植物亦收载其中。为

了保持本志内容的连贯性，海南植物仍将继续收载于本志各卷，特此说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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蕨类植物门PTE砌DOPI肌～

以孢子繁殖的维管植物，多为草本，少数呈高大树形。世代交替中的有性世代和无性世代分明。孢

子体通常有根、茎、叶的分化，茎有分化为木质部与韧皮部的输导系统。配子体形体简单，雌雄同株或

异株。

本门约12000种，分隶5亚门，广布全世界。中国约有2 000种，主要分布于西南和华南；广东及

海南产4亚门，58科，159属，582种，25变种及2变型。另未确定种46种。

本门的科属范围和序列采用秦仁昌(1978)系统(见吴兆洪，秦仁昌．中国蕨类植物科属志。科学

出版社，1991)，但略有变动。

1．叶退化或细小，远不如茎那样发达，鳞片形、钻形或披针形，通常不分裂，少有二叉；孢子囊单独生于能育叶的腋

间，或生于枝顶的孢子叶球内。

2．茎细长，直立，中空，有明显的节，无真正的叶，单茎或在节上具轮生枝，节间表面有纵沟脊，各节为管状的鞘

所围绕；孢子囊多数，生于变质的盾状能育叶的下面，在枝顶上形成单独的椭圆形孢子囊穗⋯⋯⋯⋯⋯⋯⋯⋯

⋯⋯⋯⋯⋯⋯⋯⋯⋯⋯⋯⋯⋯⋯⋯⋯⋯⋯⋯⋯⋯⋯⋯⋯⋯⋯⋯⋯⋯⋯⋯⋯⋯⋯⋯⋯Ⅲ．楔叶蕨亚门Sphenordaytina

2．植物体完全不同上述；茎细长并为二歧分枝，有真正的叶，叶退化或细小；孢子囊生于能育叶的基部上面(腋

生)。

3．植株无根；枝为三棱形，多回等位二歧分枝；叶退化为二叉小钻形，几无叶绿素；孢子囊圆球形，3室

⋯⋯⋯⋯⋯⋯⋯⋯⋯⋯⋯⋯⋯⋯⋯⋯⋯⋯⋯⋯⋯⋯⋯⋯⋯⋯⋯⋯⋯⋯⋯⋯⋯⋯⋯I．松叶蕨亚门Psilophytina

3．植株具根；枝为圆形，一至多回二歧分枝，等位或不等位；叶小而正常；孢子囊扁肾形，1室⋯⋯⋯⋯⋯⋯

⋯⋯⋯⋯⋯⋯⋯⋯⋯⋯⋯⋯⋯⋯⋯⋯⋯⋯⋯⋯⋯⋯⋯⋯⋯⋯⋯⋯⋯⋯⋯⋯⋯⋯⋯⋯lI．石松亚门Ly,硇yana
1．叶远较茎发达，单叶或复叶；孢子囊生于正常叶的下面或边缘，聚生成圆形、椭圆形或线形的孢子囊群，或满布于

能育叶片下面⋯⋯⋯⋯⋯⋯⋯⋯⋯⋯⋯⋯⋯⋯⋯⋯⋯⋯⋯⋯⋯⋯⋯⋯⋯⋯⋯⋯Ⅳ．真蕨亚门FilimpIlyti腿

I．松叶蕨亚门Psilophytina

无根，气生茎二歧分枝i叶小，鳞片状，无主脉。孢子囊2—3枚聚生；孢子同型。现仅存松叶蕨目

Psilotales、松叶蕨科Psilotaceaeo

1．松叶蕨科Psilotaceae

土生或附生，无根，茎直立或向下弯垂，下部不分枝，上部二歧分枝，绿色，不被鳞片或毛。单叶，

细小，无柄。孢子囊圆球形，2～3枚腋生；孢子同型。

本科有2属，我国仅产1属。

松叶蕨属Psilotmn Sw．

根状茎多回二歧分枝，无根；气生茎具棱角，基部匍匐，上部直立或下垂。单叶，细小或退化，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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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脉，无柄，疏生，二形。孢子囊圆球形，腋生；孢子椭圆形。

本属有2种，分布于热带及亚热带。我国仅产1种；广东及海南亦产。

松叶蕨(图1)

Psilobam mldmn(ram．)Beauv．

Lycopodium nudum Iinn．

P．打幻瑚妒啪Sw．
植株高15一印咖。无根，茎直立或下垂，上部为多回等位二歧分枝；小枝三棱形，绿色。叶小，疏

生于枝的棱角上，鳞片状，长2—3 mm，草质，无毛；能育叶卵形，顶端二叉。孢子囊圆球形，通常3

枚着生于能育叶的叶腋。

产地：乐昌、新丰、广州、云浮、博罗(罗浮山)、惠东、深圳及海南儋州、昌江、东方、三亚、保

亭、白沙、琼中。生于岩壁、墙壁或树干上。

分布：华东、华南及西南。全球热带及亚热带地区。

图I松叶藏Iamotnm ntahlm(Iinn．)Be：tulv．

1．植株全形；2．未开裂的孢子囊；3．开裂的孢子囊。(邓盈丰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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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石松亚门Lycophytina

土生或附生。根状茎具根，分枝。叶小型，二形或近二形。孢子囊单生于能育叶腋间。现仅存2目：

石松目Lyc0刚al鹤及卷柏目Selaginetlales。

1．茎辐射对称，无根托。叶一形，少为二形，钻形或披针形，螺旋状排列，或少为鳞片形，交互对生，扁平；叶基部

不具叶舌；孢子同型⋯⋯⋯⋯⋯⋯⋯⋯⋯⋯⋯⋯⋯⋯⋯⋯⋯⋯⋯⋯⋯⋯⋯⋯⋯⋯⋯⋯⋯⋯⋯A．石松目Lycopodiales

1．茎有背腹之分，常有根托。叶通常为鳞片形，二形叶螺旋状互生而呈4行排列，扁平，或为钻形、一形叶直角交叉

四行排列，罕有螺旋状排列；叶基部有叶舌；孢子异型⋯⋯⋯⋯⋯⋯⋯⋯⋯⋯⋯⋯⋯B．卷柏目selaginellal∞

A．石松目Lycopodiales

多年生草本或亚灌木。主茎直立或横走，并以一定的间隔生出短侧枝。叶小，通常螺旋状排列，无

叶脉或仅具主脉。孢子囊生于能育叶的基部腋内，通常组成穗状囊穗。孢子同型。

本目有3科，广布全世界。我国有2科；华南均产。

1．茎短而直立或斜升，有规则地一至多回等位二歧分枝，各回小枝等长；孢子囊生于能育叶的腋内，通常不成明显的

穗状囊穗；能育叶与不育叶同形或较小⋯⋯⋯⋯⋯⋯⋯⋯⋯⋯⋯⋯⋯⋯⋯⋯⋯⋯⋯⋯⋯⋯⋯1．石杉科／-／uperAaceae

1．茎长而水平匍匐，以一定的间隔生出直立或斜升的短侧枝；通常为不等位的二歧分枝，少有不分枝；孢子囊集生于

枝顶而成明显的穗状囊穗；能育叶与不育叶不同形，不为绿色⋯⋯⋯⋯⋯⋯⋯⋯⋯⋯⋯2．石松科bo叩0cba。e”

1．石杉科Huperziaceae

附生或土生。根生于主茎基部。主茎短，二歧分枝，能育叶与不育叶同形或多少异形。孢子囊腋生，

横肾形，分布于茎的各部或生于枝的顶部；孢子具穴状纹饰。

本科有2属，约150种，广布全球。我国2属均产；广东及海南亦产。

1．植株矮小，主茎短，直立或斜升；能育叶和不育叶同形同大；囊穗直立。不分枝或少分枝，同不育部分无明显区别

⋯⋯⋯⋯⋯⋯⋯⋯⋯⋯⋯⋯⋯⋯⋯⋯⋯⋯⋯⋯⋯⋯⋯⋯⋯⋯⋯⋯⋯⋯⋯⋯⋯⋯⋯⋯⋯⋯⋯⋯⋯1．石杉属Hllpe幽
1．植株通常高大，老时多少下垂；能育叶与不育叶的形状大小通常明显不同；囊穗下垂，往往多回二歧分枝，同不育

部分有明显差别 ⋯⋯I 911 6I⋯⋯⋯⋯⋯⋯⋯⋯⋯⋯⋯⋯⋯⋯⋯⋯⋯⋯⋯⋯⋯⋯2．马尾杉属PIII删t-Ⅻ

1．石杉属Huperzia Bemh．

植株矮小，直立，多少二歧分枝。叶通常草质，螺旋状排列；能育叶与不育叶同形同大。孢子囊生

于能育叶腋间，分布于茎枝各部或上部，形成无柄的直立囊穗，同不育部分无明显区别。孢子三棱形。

本属约100种，广布全世界。我国约有20种，各地均产，主产西南；广东及海南有2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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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叶缘有不整齐的尖锯齿⋯⋯⋯⋯⋯⋯⋯⋯⋯⋯⋯⋯⋯⋯⋯⋯⋯⋯⋯⋯⋯⋯⋯⋯⋯⋯⋯⋯⋯1．蛇足石杉H．帅扭
1．叶缘无锯齿 ⋯⋯⋯⋯⋯⋯⋯⋯⋯⋯⋯⋯⋯⋯⋯⋯⋯⋯⋯⋯⋯⋯⋯⋯⋯⋯⋯⋯2．华南石杉H．amuooiniea

1．蛇足石杉别名：千层塔(图2)

Ituper面a鳃n吼a(Thunb．)Trey．

Lympod／um j日n倒枷Thunb．
￡．serra／v／n var．如戚料萌Makino

植株高lO。40咖。茎直立或下部斜升，不分

枝或多回二歧分枝，先端常具芽孢。不育叶螺旋状

排列，有短柄或近无柄，披针形，长1—2．3咖，

宽2～5 iIlm，先端渐尖，基部楔形，边缘有不整齐

的尖锯齿；主脉明显；叶纸质；能育叶与不育叶同

形。孢子囊肾形，黄色，生于叶腋。

产地：增城、博罗、龙门、五华、紫金、乐

昌、阳山、连州、乳源、封开、信宜及海南各地。

常生于海拔200—1 400m的林下或潮湿的沟谷岩石

上。

分布：广布全国各地。广布于亚洲东部、东南

部、南部和大洋洲北部。

图2蛇足石杉llUlMnia∞m纽(1llunb．)Trw．
2·华南石杉

1．植株全形；2．叶片的背面及腹面；3．孢子囊。

Huperzia棚周踟鲫∞L胁I唱 (引自<中国蕨类植物科属志)，邓盈丰绘)

植株高15—25 cm。茎簇生，直立，纤弱，一

至二回二歧分枝。叶稀疏，不育叶椭圆形，下部的长6—10 nnTl，宽约3一，钝头或急尖头，基部变狭，
有明显的短柄，全缘；叶薄纸质，略有光泽，干后绿色；主脉下面明显；能育叶与不育叶同形或略较狭。

孢子囊肾形，腋生。

产地：乳源、连州、阳山。生于林下。

分布：香港、广西、贵州及四川南部。

鉴于石杉属和马尾杉属的分合仍未取得统一的认识，因此对华南石杉的分类位置亦时有争议。1981

年秦仁昌发表该新种时曾指出，华南石杉的能育叶与不育叶同形或较狭，孢子囊向下分布达主枝的上部，

不成顶生的囊穗，因此暂归入石杉属。笔者同意这一看法并按此处理。

2．马尾杉属l'hlegmariurw(Herter)Holub

附生，老时多少下垂。茎短而簇生，初直立，后伸长下垂，多回二歧分枝。叶革质，螺旋状排列，

由于基部扭曲而常呈2列，不育叶与能育叶通常一形。孢子囊穗长线形，下垂，通常多回二歧分枝，同

不育部分有明显差别，能育叶较小；孢子囊横肾形，腋生；孢子三角形。

本属约40种，广布于世界热带。我国约有19种；广东及海南有5种。

1．枝连叶宽约6 n”，绳索状。叶小，坚硬，覆瓦状排列，背面隆起或呈显著的龙骨状⋯1．龙骨马尾杉P．earinatua

1．枝连叶宽约2一，扁平或近扁平。叶一般较大，向两侧开展，背部扁平。
2．能育叶与不育叶的形状大小截然不同，突然退化成小苞片状，组成长线形的下垂长囊穗，状如马尾。

3．不育叶卵状披针形，基部心形，柄明显(长l一1．5 film)，向两侧直角平展 ⋯⋯⋯⋯2．马尾杉P．pIIl钾m血

3．不育叶披针形，基部楔形，无柄，向两侧斜展⋯⋯⋯⋯⋯⋯⋯⋯⋯⋯⋯⋯⋯3．广东马尾杉P．目Ⅷ8d讲1护商8

2．能育叶与不育叶的形状相同或渐变小，囊穗非长线形。

3．不育叶披针形，宽2．3咖，成长叶基部下延，植株下部的叶片多少抱茎，无明显的叶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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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华南马尾杉P．fonlii

3．不育叶线状披针形。宽1．2一1．8哪，成长叶基部渐狭而收缩成短柄 ⋯⋯⋯5．闽浙马尾杉P．mingchegemis

1．龙骨马尾杉

rhlegmariunls carimms(Desv．)Ching

Lyco础,-n car／nature Desv．

茎下垂，长30一70 cm，三至五回二歧分枝，连叶粗5—6哪，圆柱形，略呈四棱形，绳索状。不育
叶披针形，长8—10 noml，宽1．5—2 IYffl]，质硬，有光泽，伏生，指向上，覆瓦状排列，主脉仅可见；能

育部分长5—15 cm，四棱形，易与不育部分区别，能育叶卵形，长约为不育叶的2／3，宽度则大于不育

叶，主脉隆起。

产地：阳春、云浮、茂名及海南万宁、乐东、儋州、琼海、三亚、陵水、琼中、保亭。生于海拔

100。600 m的山谷疏阴处。

分布：台湾、广西及云南东南部。热带亚洲。

2．马尾杉别名：细穗石松

l瑚egmarlurus O,legnarh(Linn．)Holub

Lycopodium—汲学眺IJmn．
1tuperzia—圾猡腕Rothm．

茎开展，长而下垂，长40～∞cln，三至四回二歧分枝，枝粗l一2．5 ilffn，连叶宽1—1．5 cln，侧枝等

长。不育叶绿色，密接，以直角向两侧平展，卵状披针形，长10—15咖，基部宽3—4 ll'ffn，心脏形并有

明显的短柄(长l～1．5 nffn)，先端锐尖，主脉明显；能育部分明显不同于不育部分。孢子囊穗簇生，线

形。多回二叉分枝，长10～12咖，粗1．5—2姗，下垂，能育叶密集，圆三角形或卵状披针形，与孢子
囊等长或较短，长约1 1Yffn，革质，背面有皱纹；孢子囊扁圆形。

产地：高要、英德、海丰、茂名、阳江及海南三亚、乐东、陵水、琼中、保亭。生于海拔100—

1 000m的树林树干上。

分布：广西、云南南部。广布于全球的热带地区。

3．广东马尾杉

nde删Im璃guangdongensis Chins

巧唧妇∥慨Qlillg，1964，咖Roxb．1844．
与马尾杉的区别在于：不育叶为披针形，长约10 ITlln，中部宽2 mm，先端渐尖，基部楔形，无柄，

向两侧斜展，每枝顶的囊穗数少而疏(2—4条)。

产地：信宜、封开、罗定及海南琼中(五指山)。生于海拔1 000—1 600 m的岩石上。

4．华南马尾杉(图3)

n岫毋咖觚fordii(Bak．)Chlng
易唧洳加蒯Bak．
P．—搬理捌西硫C．Y．Yang

附生，植株柔弱，下垂，长达40 c'In。茎簇生，一至二回二歧分枝或单一，瘦长，不育部分连叶宽

1．1．7 c．in，不育叶披针形。长1～1．5咖，宽2。3．5 mm，先端渐尖，基部楔形，下延并多少抱茎，全

缘，主脉明显。叶厚纸质至革质，有光泽；上部的叶逐渐向能育叶过渡，能育部分明显渐变狭而伸长成

尾状，细瘦，通常不分枝，能育叶与不育叶同形，但较小。孢子囊圆肾形，生于叶腋。

产地：惠阳、博罗、连平、和平、新丰、始兴、蕉岭、信宜。附生于树干上或岩壁上。

分布：香港、台湾、福建、浙江、江西、广西及西南各省区。日本。

本种形体颇近于美丽马尾杉Phlegnariums pulch硎_m,,．s(wall．ex Hook．et Grey．)Love et Love，二者时

有混淆，但后者的叶线形，有明显的柄，囊穗短而不伸长，可资辨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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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3华南马尾杉瑚铝衄Iriu删fordU(Bak．)0Iing
1．植株全形；2．茎上部一段，示能育叶。(邓盈丰绘)

5．闽浙马尾杉别名：闽浙石松

H山智m舡慨皿in掣h曜汹(Clang)Chir唱
L归opodium m跏c^唾阿粥Ching

植株高8—10 cnl。茎直立或上部略下弯，单一或一至多回二歧分枝，不育部分连叶宽1．3。2锄。不
育叶线状披针形，长l～1．5 cnl，中部宽1．2一1．8 lllrll，先端渐尖，基部渐狭并略成短柄，全缘；主脉明

显，下面突起；叶厚纸质，略有光泽；上部的叶逐渐成为能育叶，能育叶与不育叶同形而略小。孢子囊

肾形，单生于叶腋，集生于茎枝的上部。

产地：乐昌、阳山、新丰、封开、德庆、海丰。附生于海拔700—1 000 m的树林树上。

分布：福建、江西、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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