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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涵盖了精神文化和物质文

化两大部分。 建设生态校园就是建设校园物质文化最基本的工作。

生态文化又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最新取向，教育作为社会大系统的

子系统，同样需要致力于校园生态文化的构建。

绍兴文理学院在校园建设过程中，坚持"环境育人"思想，

打造生态校园，构建和谐优美的校园环境，校园清幽雅致，绿树

成荫，鸟语花香。 春有桃红柳绿梧桐抽叶，夏有棍子流馨绿草如

茵，秋有银杏飘黄丹桂飘香，冬有红梅吐恶翠竹傲雪，各种各样

绿色生命的存在，洋溢着无限的自然情趣，为校园增添了一份和

谐的自然气息。 丰富多彩的植物世界，构成了师生身边的植物园，

把校园装扮得生机勃勃，分外美丽;同时，一花一草一世界也融

入师生的日常生活，寄托了师生的缕缕情思。

2014 年年底，我校入选全省文化校园建设试点单位。 为深入

推进文化校园建设，加深师生对校园的熟悉喜爱，丰富校园文化，

同时拓展师生与自然相关的知识视野，增进对自然的了解与保护，

引领绿色文明，学校以党委宣传部为主开展了"生态人文校园"

活动。

本次活动一是与校友办合作，在图书馆旁的杉树林挂牌"校

友林"二是以"生态校园·人文校园"为主题，以各校区不变动

花木为对象，开展"植物志"调研梳理活动 。 "植物志"活动采



用校园实地踏看和考察为主的方式，运用鉴别植物的方法，摸底

校园植物，寻访古树嘉木，梳理校园植物图谱，深入校团生态，

普及植物知识，分享生态校园魅力 。

经过近一年的工作，校党委宣传部完成了校园植物调查梳理，

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并给集为这本校国植物图谱 《绍兴文理学院

植物志》。 本书收集了校园 74 种植物，一一分门别类，并配以植

物介绍、生长习性、主要价值、校园分布位直等植物名片 。 希望

藉此，促进生态校园建设，提升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校园文化，

增进师生对校园生态的爱护、对校园文化的认同 。 不足之处，敬

请批坪指正。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录

-
A
q
J

乓
J

叮
I
Q
J
1

且
飞

d

q
J

寸
'
Q
J
1
A

句
3

气

u
7
·
Q
J
1
A

句
3

，
、J

寸
'
Q
J

'
i
'
i
t
-
-
1
'
1

叮
，，缸
叮
，

，"
叮

，
中

呵
''』
叮
，

，
缸
句

3

鸣
、
"
句
、
"
句

3

句
3

松

H

IT--
户
年b
'

松
五
·
·
·

兰
兰

·
揪

兰

·
栓

一
花
·
草

杏
地
本
松
杉
柏
玉
玉
笑
掌
玉
梅
天
球
竹
酱
薇
榴
桐
梅

银
湿
日
雪
水
龙
'
日
广
含
鹅
紫
香
南
绣
石
昨
紫
石
海
茶



茶花………………………........……………….........………. 41 

金丝桃…………………………………………………………… 43

秃瓣杜英……….........……...............…........…….......… 45

木撞 ……………………………………………………………… 47

垂丝海棠........…………..... ..….... .. ........... . ...............… 49

红叶石楠……………………………….............................. 51 

火棘……………. .................... ... ........ ..... .. ................. . 53 

楞木石楠………………………………………………………… 55

批把……….........……………….........……..................... 57 

日本晚樱……………........….....................................… 59

日本早樱.............................................….................. 61 

桃..............….........….........………………………………. 63 

紫叶李………........……………………….........……………. 65 

蜡梅........................................................................ 67 

紫藤 ........................................................................ω

龙爪槐………………………·……..............................….. 71 

合欢……………………………………………………………… 73

黄杨…………………….......…………….......….........……. 75 

二球悬铃木 ……………………………………………………… 77

垂柳……………………………………………………………… 79

朴树........……….........………………………………………. 81 

桦树........................................................................ 83 

无花果..................................................................... 85 

桑........…………………………………………………………. 87 

龟甲冬青……........…….........…………….........…………. 89 

拘骨……........…….........……………………………………. 91 

冬青卫矛…………………………………………………………归
金边冬青卫矛……................. . .....…............... ... ....... . .. 95 

2 . 



叮
I
n
y
-
-
1
d
F

、
J

叮
I
O
Y
-
-
1
d

气
时
叮

J
O
Y
'
1
1

ν

，
、J

瓦
U
O
O
A
U

呵
''
』
A

叶
瓦

U

。
o
n
U

句
J

M
A

叶
正

U

n
y
n
y
n
u
n
U
A
U
O
U
n
u
-
-
'
I
t
i
t
i
'
1

呵
，，"
呵

4

吨
，，缸
呵
，
，"
呵
，
中
句

3

句
3

句
3

句
3

句
3
A

叶

A

峙-
A
ι
T
A

『

藤

U
H

…

馨
春

期
盘
鹊

U
H

贞
…
贞
素
长

·
-
u
·

草
木

子
枫
械
珊
金
杜
·
·
女
·
女
黄
蔓
子
树

υ

菊
风
槌
·
草
·
·
竹

子
树
患
毛

爪

金
角
绣

花
贞
森
蜡
叶
南
叶
据
湖
莲

寿
吴

花

蕉
阶
树

榈
顺

袖
奕
元
羽
鸡
洒
八
锦
桂
女
金
小

金
云
花

水
珊

英
万
大
红
芭
沿
铁
棕
孝

. 3 . 



银杏

银杏，学名 Ginkgo biloba ， 又称自果、公孙树，银杏科银杏

属，落叶乔木，胸径可达 4 米，幼树树皮近平滑，浅灰色，大树

之皮灰褐色，不规则纵裂，粗糙;有长枝与生长缓慢的距状短枝。

叶互生，在长校上辐射状散生，在短枝上 3-5 枚成簇生状，有细

长的叶柄，扇形，两面淡绿色，元毛。 球花雌雄异株，单性，生

于短校顶端的鳞片状叶的腋内，呈簇生状。 4 月开花， 10 月成熟，

种子具长梗，下垂，常为椭圆形、长倒卵形、卵圆形或近圆球形。

银杏出现在几亿年前，是第四纪冰川运动后遗留下来的裸子植物

中最古老的手遗植物，有"活化石"的美称。 生长较慢，寿命极

长。

生长习性: 银杏系中国特产，仅浙江天目山有野生状态的树

木，银杏为阳性树， 喜适当湿润而排水良好的深厚壤土，适于生

长在水热条件比较优越的

亚热带季风区。 在酸性土、 e

石灰性土中均可生长良好，

而以中'性或微酸土最适宜。

主要价值:银杏树高

大挺拔，叶似扇形 。 冠大

荫状，具有降温作用 。 叶

形古雅，寿命绵长 。 银杏



树体高大，树干通直，姿

态优美，春夏翠绿，深秋

金黄，是理想的园林绿

化、行道树种，可用于园

林绿化、行道、公路、田

间林网、防风林带。 木材

是制作乐器、家具的高级

材料。 白果营养丰富，可

以抑菌杀菌，桂疾止咳，

抗涝抑虫，止带浊和降低血清胆固醇，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很
τ~ 
I司 。

校园分布: 校园内分布很广泛，各个校区均有种植，常见于

建筑物前、花坛中，河西校区兴学碑成片种植，最为集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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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松

湿地松，学名 Pinus elliottii ， 松科松属，速生常绿乔木，原

产于北美东南沿海、古巴、中美洲等地，喜生于海拔 150-500 米

的潮湿土壤。 在原产地高达到米，胸径 90 厘米;树皮灰褐色或

暗红褐色，纵裂成鳞状块片剥落;枝条每年生长 3-4 轮，春季生

长的节间较长，夏秋生长

的节间较短，小枝粗壮，

橙褐色，后变为褐色至灰

褐色，鳞叶上部披针形，

淡褐色，边缘有睫毛，干

枯后宿存数年不落，故小

枝粗糙;冬芽圆柱形，上

部渐窄，元树脂，芽鳞淡

灰色 。 球果圆锥形或窄卵

圆形，种子卵圆形。

生长习性:适生于低

山丘陵地带，耐水湿，很

少受松毛虫危害 。 适生于

夏雨冬旱的亚热带气候地

区 。 对气温适应性较强，

在中性以至强酸性红壤丘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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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地和沙蒙古土地均生长良好，而在低洼沼泽地边缘尤佳，故名，

但也较耐旱，在干旱贫癖低山丘陵能旺盛生长。

主要价值: 树姿挺秀，叶荫浓，苍劲而速生，适应性强，宜

配植山间坡地，溪边池畔，可成丛成片栽植，亦适于庭园、草地

孤植、丛植作庇荫树及背景树。 在长江以南的园林和自然风景区

中作为重要树种应用。 可作庭园树或丛植、群植，宜植于河岸池

边。 材质好，松脂产量高。

校园分布: 主要分布在南山校区财贞楼西侧和木楼道旁。

. 4 . 



日本五针松

岛、 北京等地引种栽培。

日本五针松，学名 Pinus

parvif1ora ， 松科松属，常绿乔木。 幼

树树皮淡灰色，平滑，大树树皮暗

灰色，裂成鳞状块片脱落;枝平展，

树冠圆锥形; 一年生枝幼嫩时绿色，

后呈黄褐色，密生淡黄色柔毛;冬

芽卵圆形，元树脂。 球果卵圆形或

卵状椭圆形，几元梗，熟时种鳞张

开 。 原产日本，分布在本州中部、

北海道、九州 、 四国海拔 1500m 的

山地。 我国的长江流域各城市 、 青

生长习性: 阳性树，但比赤松及黑松耐阴 。 喜生于土壤深厚、

排水良好、适当湿润之处，在阴湿之处生长不良。 虽对海风有较

强得抗性，但不适于砂地生长。 生长速度缓慢。 不耐移植，移植

时不论大小苗均需带土球。 耐整形。

主要价值:日本五针松姿态苍劲秀丽，松叶葱郁纤秀，富有

诗情画意，集松类树种气、骨色、神之大成，是名贵的观赏树种。

孤植配奇峰怪石，整形后在公园、庭院、宾馆作点景树，适宜与

各种古典或现代的建筑配植。 可列植园路两侧作园路树，亦可在

. 5 . 



园路转角处 2 、 3 株丛植。 最宜与假山石配置成景，或配以牡丹，

或配以杜自鸟，或以梅为侣，以红枫为伴。

校园分布: 仅见于'陶如美术馆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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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松

雪松，学名 c仇e曲u旧s d出eodar，盹松科雪松属 。 常绿乔木，高达

30 米左右，胸径可达 3 米;树皮深灰色，裂成不规则的鳞状片;

树冠尖塔形，大枝平展，小校略下垂。 叶针形，长 8-60 厘米，质

硬，灰绿色或银灰色，在长枝上散生，短枝上簇生。 10-11 月开

花。 球果翌年成熟，椭圆状卵形，熟时赤褐色。 产于亚洲西部、

喜马拉雅山西部和非洲，地中海沿岸，中国只有一种喜玛拉雅雪

松，分布于西藏南部及印度和阿富汗。 中国多地有栽培。

生长习性:在气候温和凉润、土层深厚排水良好的酸性土壤

上生长旺盛。 喜阳光充足，也悄耐阴。 雪松喜年降水量 600 - 1000 

毫升的暖温带至中亚热带气候，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生长最好。

主要价值: 雪松是世界著名的庭园观赏树种之一。 具有较强

的防尘、减噪与杀菌能力，也适宜作工矿企业绿化树种。 雪松树

. 7 . 

体高大，树形优美，最适

宜孤植于草坪中央、建筑

前庭之中心、广场中心或

主要建筑物的两旁及园门

的人口等处 。 其主干下部

的大枝自近地面处平展，

长年不枯，能形成繁茂雄

伟的树冠，此外，列植于



经、怯痰、杀虫及镇静等医疗功效。

园路的两旁，形成南道，

亦极为壮观。 雪松木材轻

软，具树脂，不易受潮 。

在原产地是一种重要的建

筑用材。 雪松木中含有非

常丰富的精泊， 雪松油具

有抗脂漏、防腐 、 杀菌、

补虚、收敛、利尿、调

校园分布: 河东、河西校区分布较多，主要集中在河东校区

大门口、鲁迅雕像后，河西校区志廉楼前草坪、 理工楼左右两侧。

. 8 . 



水杉

水杉，学名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 杉科水杉属 。 落叶

乔木，高达 35 米，胸径达 2.5 米 。 树干基部常膨大 ; 树皮灰色、

灰褐色或暗灰色，幼树裂成薄片脱落，大树裂成长条状脱落，内

皮淡紫褐色。 小枝对生，下垂。 叶线形，交互对生，假二列成羽

状复叶状，长 1- 1.7 厘米，

下面两侧有 4-8 条气孔

线 。 雌雄同株 。 球果下

垂，近球形，微具 4 棱，

长 1.8-2.5 厘米，有长柄;

种鳞木质，盾形，每种鳞

具 5-9 种子，种子扁平，

周围具窄翅。 水杉属在中

生代白主纪和新生代约有

6-7 种，是闻名中外古老

珍稀手遗树种。

生长习性: 多生于山

谷或山麓附近地势平缓、

土层深厚、 湿润或稍有积

水的地方，耐寒性强，耐

水湿能力强，在轻盐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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