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燃≯獬蠛。、虢

_莓■■燮
蓊

箩t二
I：j国÷暑亡”

一

鲤蕊



郑州植物

崔波李服马杰 主编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北京·

l▲
_‘

J匕、



内容提要

本书记述了郑州市分布和栽培的维管植物包括蕨类植物、裸

子植物和被子植物共计1．81科，941属，2 302种、亚种和变种。

列有分门、分科检索表，每科有科属特征、分属分种检索表。每

种植物都有中文名、别名、拉丁学名和重要的拉丁异名，并描述

其形态特征、分布、生长环境及经济用途等。重要的种附有形态

特征图。

本书可供植物学工作者和农业区划、农林、医药工作者及大

专院校师生、园艺爱好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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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是河南省省会，位于河南省中部偏北，北临黄河，西依嵩山，东南为广袤的黄淮平原，

地势由东向西依次为平原、丘陵和山地阶梯状排列，气候等自然条件复杂多样，境内蕴藏着丰富的

植物资源。为了澄清郑州市植物资源的家底，为本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及资源的

永续利用提供基本的资料数据，在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党委的领导下，在广泛调查、采集的基

础上，经过研究整理，完成了本书的编写工作。

书中科的顺序采用恩格勒的系统排列，个别地方做了一些调整。对各科都有简要的描述，并有

科、属、种的检索表。每种植物按植物名称、形态特征、花果期、分布产地、生态环境、用途的顺

序编写。描述中仅引证了正名的原始文献，便于读者参考，由于篇幅所限，异名和订正均未列其文

献出处。所收录的种类以郑州地区野生和栽培种类为主，也包含了近年引种的露地与温室栽培种

类，共计181科，‘941属，2 302种、亚种和变种。

书中的插图，除一部分我们自己绘制外，多数线条图引自《中国植物志》和《河南植物志》、

《江苏植物志》、《北京植物志》等地方植物志，在此对原作者表示感谢!

本书是在郑州市科技局的大力支持和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党委的具体领导下完成的。在编

写过程中得到了河南农业大学的叶永忠教授和朱长山教授的热情帮助，在查阅资料和标本鉴定方面

给予了具体的指导。在此谨表谢意!

本书的编写分工如下：蕨类植物门和裸子植物门由李服执笔编写；被子植物门的三白草科至榆

科由袁志良编写；桑科至马兜铃科由高松寿编写；蓼科至苋科由王列富编写；紫茉莉科至毛茛科由

马杰编写；木通科至白花菜科由韩新桥编写；十字花科由张仙云编写；景天科至悬铃木科由李家美

编写；蔷薇科由杨玉珍编写；豆科由朱世新编写；酢浆草科至远志科由张丽琴编写；大戟科至省沽

油科由甘予华编写；槭树科至葡萄科由袁祖丽编写；椴树科至仙人掌科由邰付菊编写；瑞香科至五

加科由郭利勇编写；伞形科至山茱萸科由马杰编写；鹿蹄草科至木樨科由胡秀丽编写；马钱科至马

鞭草科由李长看编写；唇形科至茄科由张守涛编写；玄参科至狸藻科由张水成编写；爵床科至川续

断科由李桂玲编写；葫芦科至桔梗科由杨慧玲编写；菊科由崔波编写；香蒲科至水鳖科由张云霞编

写；禾本科由袁秀云编写；莎草科由张凤瑞编写；棕榈科至灯心草科由郭振锋编写；百合科由李春

奇编写；石蒜科至美人蕉科由翁海波编写；兰科由董利萍编写。全书由崔波、李服、马杰负责统

稿，于向英主持、组织和策划。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和编写经验不足，错误和遗漏之处在所难免，

恳请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编者

200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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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自然条件概况

郑州市位于河南省中部偏北，北临黄河，西依嵩山，东、南为黄淮平原。全区介于东经

112。42’～114。14’和北纬34。16 7～34。58’；东西长130km，南北宽75km，总面积7 446．2km2，其中

市区面积1 010．3km2。现辖1个县、5个市、6个区。全市总人VI 708．2万，其中城镇人口411．1

万。郑州地处中原腹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河南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全国重要的交

通通信枢纽。

一、地质地貌条件

(一)地质、地理环境概况

从大地构造看，本区处于华北地台之南缘。其地壳形成大约是从46亿年前开始的，大致经历

了太古、元古、古生、中生、新生5个地质时代，在内外营力的作用下形成今日地貌各种形态。在

太古代至元古代的近20亿年问，郑州地区经历了7次大的造山、造陆运动，曾多次成为高山、丘

陵、平原和海洋。元古代末期，郑州地区古老的结晶基地之基本轮廓已形成。古生代的3亿多年期

问，早期郑州地区一片汪洋；中期经过一次大规模的造山运动，成为高山；到后期又逐渐下沉，时

而为浅海，时而为沼泽，时而为平原。整个古生代总的气候温和湿润，早期节肢动物大量繁殖，中

后期成为鱼类的世界，植物从低等藻类逐渐演变进化为灌木和乔木，异常茂盛。郑州地区丰富的煤

炭资源就是这一时期生成的。中生代，系距今2．3亿～7 000万年，一次大规模造山运动形成了郑

州地区的嵩箕二山和西高东低的地貌雏形。炎热干燥是这一时期气候总的特点，中期也曾有过一个

温和湿润的时段。在这一时段，一些高等哺乳类动物相继出现，统治本时段的恐龙也曾踏足郑州东

部地区。新生代，系从距今7千万年开始至今，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也波及郑州地区。其早期下

沉，大部没人海底，嵩箕二山成为海中之岛；后来西部逐渐上升，海水后退，成为山地，东部仍被

海水淹没；大致在距今1．4万一1．2万年，由于黄河淤积，海水后退，东部露出海面成为平原。其

后，又经过1万余年的地壳演变与发展，不仅造就了郑州地区可供人类生息繁衍的优美地貌环境，

同时，也形成了郑州地区优越的地质条件和丰富的矿产资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物质

基础。

(二)地势西高东低，地貌类型复杂多样

从我国三大地势台阶看，郑州地区横跨在第二台阶和第三台阶上：西部的嵩箕山地属第二台阶

的东部前缘，东部平原是第三台阶的上部，山地与平原之问的低山丘陵地带，则构成第二台阶向第

三台阶过渡的边坡。就全区地形总趋势看，西南高东北低，近似于西高东低，由山地、丘陵向平原

过渡。海拔高度一般在400—1 000m的山地，占总面积的31．9％。海拔高度在200～300m的丘陵，

占总面积的30．3％。平原占总面积的37．8％。本区最高点为少室山主峰玉寨山，海拔1 512．4m。

最低点在中牟县邵岗一带，海拔75m，最大相对高差超过1 400m。地貌类型多样，区域性差异

显著。

1．西南部山地丘陵区郑州地区的山地丘陵是豫西山地的组成部分，为黄河与淮河的分水岭，

分布于西南隅的登封、巩义、荥阳、新密、新郑市边界之间，面积1 239．6kin2。这种构造是以断块

抬升作用为主导成因的山地类型，山势陡峻雄伟，但山地貌面积不大，以嵩山山脉中段和东段为主

体构成，包括箕山山脉以北的部分地区。登封的嵩山少室山主峰玉寨山1 512．4m，南部箕山的老婆

寨1 063m。山脉体系均为外方山脉的东延部分，大致走向以嵩山为主体，由洛阳龙门、伊洛河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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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东绵延于登、巩、荥、密、市郊交界一带，渐转东北延伸至荥阳、新密境内，山形陡峻，地势险

峭。群山周围为丘陵和岗地，海拔多为300～500m，多系断块山经长期侵蚀而形成，相对高度多在

loom以下。地形起伏很大，高程在海拔300～1 000ITI。该区土质复杂，荒山薄岭，大部不能作耕

地，植被很少，水土流失严重。

2．北部黄土丘陵台地区主要分布在北部地区，自西而东横亘于巩义、荥阳北部，东止于市

郊的邙山头。东西绵延起伏66kin，南北宽1～5kin。整个地势北陡南缓。黄土丘陵高度达200～

300m，均为原堆积的厚层黄土j后经侵蚀、剥蚀、切割而成。台面连续分布，面积从数百平方米

到数千平方米不等，表面较为平坦，但被沟谷切割后是千沟百壑，沟深坡陡，崎岖难行。黄土丘陵

北坡经黄河水流的侵蚀坍塌，已成近于直立的黄土峭壁，并受地面流水的纵向切割，形成南北向的

冲沟，沟短谷深。沟长多在1 000m左右，谷深可超过lOOm，谷坡坡度大于40。。南坡坡度较缓，多

在100以下，坡面上发育的冲沟与北坡不同，长度和宽度较大，而深度较小，多已辟为梯田。在黄

土台地和倾斜平原上除发育有冲沟外，还可见到低矮的黄土质孤峰、陷穴、竖井等黄土喀斯特地

形。区内水利条件极差，是干旱缺水地区。

3．山前洪积倾斜平原区分布在京广铁路以西，西南山地丘陵以东地区，是山地向平原的过

渡地带，为季节性河流的洪积为主导成因的一种地貌类型。地面高程在海拔100—200m，坡高为

1／300～1／1 000m，呈西南一东北倾斜，或局部西北～东南倾斜。地面物质以洪积的亚黏土、黏土、

亚沙土夹碎石为主。该区水利条件尚好，多为井灌区及河库灌区，是粮棉、烟主要产区。

4．冲积扇平原区主要分布在京广铁路线以东地区，由洪积冲积平原的前沿，向东直到区界，

是由流水侵蚀山地丘陵的物质在此沉降堆积和历次黄河南泛冲积而成的平原。可将其分为以下两

部分。

(1)东北平原洼区：分布于郑州市区东北部和中牟县。该区因黄河往南多次泛滥作用，形成

黄河冲积扇。整个地形平坦，地面高程海拔75～lOOm，坡度为1／2 000～1／4 000m。该区域除包括

黄河冲积层和黄河滩地外，还包括近300年来的黄河泛滥区，其组成物是以亚黏土、粉沙土及黏土

薄层透境体为主的沉积物。该区土层深厚，质地疏松，是小麦、水稻、玉米、棉花丰产区。

(2)东南沙丘垄岗区：分布于郑州市区东南部、新郑东北与中牟西南部，系黄河泛滥时带来

的沙土经风力搬运遇障碍物堆积而成。地面起伏较大，岗洼交替，地势大平小不平。地面高程在海

拔100～140m，西南～东北向倾斜。岗丘长1 500～2 000m，宽100～300m，高8～lOm，岗顶平缓，

植被覆盖较好。丘问洼地浅平，多为农耕地。土质多为沙壤土，是花生、芝麻、红枣的主要产区。

二、气候条件与气候区

(一)气体条件

郑州市气候属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在太阳辐射、地形、大气环流等因子的共同作用下，形

成了冷暖适中、四季分明、雨热同期、干冷同季、灾害天气频繁等特征。随着四季的明显交替，依

次呈现春季干旱少雨，夏季炎热多雨，秋季晴朗日照长，冬季寒冷少雨的基本气候特征。

郑州地区跨经纬度范围小，市区和各县、市之问温度无明显差异。全区域的年均温为14～

14．3。C，除嵩箕山区部分地区年均温低于13℃外，区内年均温随着自东北向西南地势的逐渐增高

而略增高或持平。郑州年较温差在26。C左右，1月份最低，7月份最高，具有明显的大陆性气候特

征。极端最高气温为43．0℃，极端最低气温为一19．7℃。大部年份，除登封外，全市各县(市)

区最高气温多在38。C以下，个别年份突破40℃j一般在每年5～7月出现高温，个别年份推迟到8

月。日最低气温在O℃以下的日子，一般出现在12～2月份，3～4月、10～11月也偶有出现。每

年极端最低气温除巩义、登封外，全市各县(市)区多数年份在一10．0℃以下，个别年份低于

一15．O。C。郑州市各县(市)区平均霜期为206～234天，初霜日期多在10月30日～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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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的中牟、新郑、郑州市区初霜日期较早，西部的登封、巩义初霜日期较晚。自东南向西北各县

(市)区初霜日依序推迟。和出现初霜的早晚顺序相反，郑州终霜期(春季终霜到秋季初霜之间的

时段)自西向东逐渐变长。≥10℃的积温为4 605．9～4 765．9℃。

郑州市处于豫西北黄河沿岸全省降水量最少区域的南侧，降水量稍偏少，年平均599．5～

707．Omm。由于受地形、气流影响，郑州降水具有西部高于东部，南部多于北部的分布规律。西部

嵩箕山区、南部的箕山及东延的新郑千户寨一带，年雨量超过了700mm，形成两个降水高值区。

荥阳、邙山及郑州市区、中牟县和陇海铁路以北地区，年平均降水量约600ram；黄河沿岸年平均

降雨量只有575mm。处于伊洛河谷地交汇带的巩义北部、周围有山地阻挡的登封县城周围降水少，

年雨量低于600mm。山区的降水量也有随海拔高度增高而增加的趋势，如登封境内的嵩山顶，年

降水量为864．2mm，平均比山下多300mm左右。郑州地区降水量的分配具有明显的季节性，降水

多集中在7—8月份，为320～380mm，占全年的50％～60％；冬季雨雪稀少，降水量只有20～

30ram，仅占全年雨量的3％～4％。春秋季雨量介于冬夏之问，秋季雨量略高于春季。由于降水主

要受东南季风的影响，而每年季风的强弱、来去的早晚及停留时间的长短差异较大，使得市内降水

年变幅和季变幅都较大，也易出现不同程度的旱涝灾害。

(二)气候区

根据气候特征及其对农业的影响，郑州市可划分出4个不同的气候区。

1．中东部平原温和灌溉区包括中牟、郑州市区大部分、新郑京广铁路以东、荥阳中东部。

其中大部为海拔低于150m的低平原。年平均气温14．2～14．3℃，最热月平均温’27．2～27．’3℃，最

冷月平均温一0．3℃，气温日较差年平均11．0～11．2℃，年平均降水量580～630mm，年平均日照

时数2 300～2 400小时。其农业气象灾害较多，如干旱、内涝、洪涝、风沙、干热风等，但光热资

源丰富，水源充足，可灌溉面积大。

2．西部丘陵温和半干旱区包括巩义中部到荥阳中部，再向南到新郑西部和新密东中部，再

向西延伸到登封中部，呈一半环带状。地貌类型有山前丘陵岗地、山前倾斜洪积平原、小型盆地和

河谷平原。海拔高度一般200～40011'1，年平均气温14．2～14．6℃，最热月平均温26．2—27．1℃，

最冷月平均温一0．1～0．4℃，气温日较差年平均9．6～11．0℃，年平均降水量600—700mm，年平

均日照时数2200～2 300,'J、时。其光热资源丰富，农业气象灾害有干旱、暴雨、大风、干热风等。

由于地热起伏，土壤保水能力差，干旱较频繁。水分条件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制约因素。

3．沿黄邙岭温和干旱区包括西起巩义、东到黄河铁路桥，顺黄河南岸延伸的一东西带状区，

南北宽1～5km。属黄土丘陵区，海拔高度120～260m。年平均气温14．5℃，年平均降水量550—

600ram，是全市年降水量最少的地区。其农业气象灾害主要是干旱、大风，这是全市干旱次数发生

最多也是最严重的地区。光热资源丰富，但降水偏少，地下水位深，是发展农业生产的限制因素。

4．西南部中低山温凉温润区包括巩义、新密、登封、荥阳4市交界一带的嵩山地区，以及

登封、新密两市南部和新郑西南部一带的箕山地区。海拔高度都在400m以上，气温随地形高度升

高而递减，梯级差异明显。年平均气温在14℃以下，最热月平均温26℃，最冷月平均温一0．5℃，

年平均降水量700mm。由于山体的遮蔽作用，光照时数比平原、丘陵区少。其农业气象灾害有干

旱、雨涝、山洪、风害等。光热资源较差，水资源比较缺乏。

三、土壤

郑州地区的土壤，有明显的区域性，在河南省土壤区划中属于暖温带棕壤及褐土地带；又有明

显的分异性，东西方向上变化显著，由东向西逐渐由潮土过渡到棕壤；地形、母质、时间和人类活

动多种因素影响，使土壤类型多样化。根据河南省土壤区划郑州市土壤面积69．56hm2，土壤类型

有褐土、潮土、风沙土、石质土、新积土、粗骨土、红黏土、紫色土、棕壤土、水稻土10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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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个亚类，53个土属，110多个土种。

褐土类土壤为郑州市主要土壤类型。包括褐土、潮褐土、褐土性土、碳酸盐褐土、淋溶褐土5

个亚类，23个土属，58个土种，总面积约37．7万hm2，约占土壤总面积的54．2％，主要分布在京

广铁路以西，黄河以南的黄土、丘陵及浅山丘陵区。这一地区由于植被稀疏，垦殖过度，因此水土

流失严重。

潮土类土壤包括潮土、褐土化潮土、湿潮土、黄潮土、盐化潮土5个亚类。面积约21万hm2，

占总面积的30．17％j主要分布在京广铁路以东的平原区。该区地势低平开阔，坡降很小，径流缓

滞，水源丰富，排水不畅，但土层深厚，砂黏相问，富含碳酸钙，土壤呈中性至微碱性。分布地区

土层深厚，肥力较多，是郑州市的粮油主要产区。

风沙土类土壤包括流动风沙土、半固定风沙土、固定风沙土3个亚类，面积约3．46万hm2，

占总面积的4．97％，主要分布在中牟、新郑东部及京广线以东的黄河冲积平原上。

棕壤土类土壤，面积约5 934hm2，占总面积的0．86％，主要分布在西部嵩箕山区和巩义的拜

台岩一带，海拔在850m以上山地，下限与淋溶褐土相接。该区植被茂密，光照不足。分布地区适

宜造林。

水稻土类土壤面积较小，仅有14．47hm2，属潴育型水稻土亚类。分布于郑州市郊区黄河冲积

平原较低处的泉水地上，水利条件较好。土质疏松，孔隙度较大，渗水、透气性能良好。由于长期

湿耕，出现了坚实的难以透水的梨底层，保肥、保水性能较好，形成肥力较高的土壤，是生产优质

米的土壤。

四、植被

郑州地区的植被，受地形和气候的影响，表现出不同地带的过渡性和高山到平原不同环境的多

样性，同时，在大部分地区，人类活动对植被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郑州的植物资源比较丰富，计有

维管植物181科，941属，2 302种。乔木、灌木、草木皆有。它们遍布于山区、丘陵、平原及河谷

地带。郑州市的植被属于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植被型，跨2个植被区。京广铁路以东，包括中牟县全

部、新郑市部分及市区一部分属黄淮海平原栽培植被区；京广铁路以西属豫西山地、丘陵、台地落

叶阔叶林植被区。

1．黄淮海平原栽培植被区京广铁路以东，包括中牟县全部、新郑市部分及市区一部分，属

该植被区。常见植物主要是平原绿化树种，常见的有泡桐、刺槐、毛白杨、大官杨、旱柳、臭椿、

楝树、槐树、柿树、枣树、侧柏、圆柏、荆条、紫穗槐等。草本植物主要有益母草、马唐、牛筋

草、狗尾草等。还有面积大小不等的竹林。自然植被以盐生植被和沙生植被为主，草甸植被次之，

植物种类有柽柳、罗布麻，狗牙根、结缕草、白茅等。常见的湿生、水生植物有芦苇、灯心草、东

方香蒲、竹叶眼子菜、金鱼藻、莲、浮萍、茨藻等。人工植被以小麦、杂粮一年三熟植被为主，二

年三熟的小麦杂粮植被次之，一年一熟植被较少。组成人工植被的以小麦、玉米为主，还有大豆、

红薯、谷子、高粱、芝麻、棉花、瓜类、花生、烟草等。

2．豫西山地、丘陵、台地落叶阔叶林植被区 京广铁路以西属该植被区。本区地形复杂，山

地丘陵起伏。其问河流侵蚀切割，因而水、热差异较大，为各种植物生长提供了条件，是郑州市植

物资源最集中、最丰富的地区。常见植物有栓皮栎、麻栎、锐齿槲栎、栾树、侧柏、辽东栎、白

桦、毛白杨、榛、虎榛子、榆、槐树、泡桐、臭椿等。针叶类有油松、白皮松、柏等。人工植被作

物以小麦、玉米为主，谷子、红薯、土豆和棉花等次之，落叶果树有苹果、石榴、柿、梨、桃、

李、杏、葡萄等。

郑州以西黄河南侧的巩义、荥阳全部，新密、新郑、登封及市区的一部分属豫西黄土丘陵、平

川、台地，植被主要是以小麦、杂粮为主的两年三熟作物。它是我国黄土高原东南边缘部分，普遍



覆盖着黄土，因黄土质地疏松，抗蚀力弱，加之垦殖指数高，没有自然植被保护，所以是本市水土

流失最严重的地区。该区也是我国最早开垦的农业地区之一。在嵩山、外方山、伏牛山东侧低山和

丘陵的植被是以小麦为主的二年三熟的作物，包括新郑。j新密、登封的一部分。以小麦、玉米、烟

叶为主。烟叶种植相当有名。其他农作物有豆类、红薯j花生等。低山丘陵区有少量的次生林，还

有侧柏林、酸枣和荆条灌丛， 一

郑州西部的山区，包括登封市的一部分，植被主要是山地松栎林，以落叶栎林为主，其次是松

林和松栎混交林。山地地带性植被主要由北温带的温性树种组成。海拔1 000111以下的山坡、梁脊和

丘陵地带，常见的有栓皮栎林、化香林、板栗林、槲栎林等。灌丛常见的有毛黄栌灌丛、野山楂灌

丛、伞花胡颓子灌丛、欧李灌丛、荆条灌丛等。沟谷主要有黄檀子林、玉玲花和黄连木、千金榆、

大果榉、栾树、山合欢等组成的杂木林。灌丛主要由小果蔷薇、扁担杆、茅莓、绣线菊等组成。在

海拔1 OOOm以上，落叶阔叶林主要为槲栎林、槲树林、短柄袍林、山杨林、黄檀林。林中伴生的树

种有紫椴、山荆子、河南海棠、鹅耳枥等。灌丛有三裂叶绣线菊灌丛、六道木灌丛、杜鹃灌丛、珍

珠梅灌丛、悬钩子灌丛、美丽胡枝子灌丛等。山顶草丛主要有霞草、凤毛菊、鸦葱、鼠曲草、打火

草、野古草、荻、大油芒、野青茅、披碱草以及蒿属植物组成。



分门检索表

1．植物体地上部分无茎干，草本，很少为木本；以孢子繁殖，不开花，亦不结果

⋯⋯⋯⋯⋯⋯⋯⋯⋯⋯⋯⋯⋯⋯⋯⋯⋯⋯⋯⋯⋯⋯⋯⋯⋯⋯⋯⋯一、蕨类植物门Pteridophyta

1．植物体地上部分常有显著的茎干，木本或草本；能开花，结果实或种子。

2．胚珠裸露，不包于子房内，不形成果实；木本⋯⋯⋯⋯⋯二、裸子植物门Gynmospermae

2．胚珠包于子房内，形成果实；木本或草本⋯⋯⋯⋯⋯⋯⋯三、被子植物门Angiospermae



一、蕨类植物门Pteridophyta

蕨类植物也称羊齿植物，是具有维管系统的高等孢子植物。其孢子体和配子体均可独立生活。

孢子体较发达，具根、茎、叶分化，为原始的维管植物；配子体结构简单。蕨类植物具明显的世代

交替，是介于苔藓植物与种子植物之问的一个类群。它较苔藓植物进化，但较种子植物原始。其主

要特征是：孢子体较发达，孢子叶为2倍染色体(2n)。配子体又称原叶体，结构简单，为单倍染

色体(n)，能独立生活。生活史具世代交替，离不开水。所以，蕨类植物是向配子体逐渐退化，

孢子体逐渐发展的方向进化的，为由水生向陆生过渡的一类高等植物。

蕨类植物是古生代石炭纪最繁盛的植物类群。多为陆生、附生草本，少有水生与缠绕草本，稀

有高大树形。现在常见的蕨类植物则是其孢子体。孢子体的形状大小差别较大，一般为中等大小草

本，具有明显的根、茎、叶分化(除松叶蕨)，能够产生多数孢子囊。囊内产生孢子。绝大多数蕨

类植物的孢子囊生于孢子叶背面。孢子分同孢与异孢2种类型。近代绝大多数蕨类植物属于同孢

型，其孢子叶与孢子均同型。成熟孢子从孢子囊内散发出来，遇到适宜环境条件就萌发生长成原叶

体，叫做配子体。配子体多为绿色，自养，微小，叶状、块状或具分叉的条状。同一配子体上可产

生颈卵器和精子器(雌雄同株)，颈卵器中产生卵细胞，精子器中产生精子。精子借水而游动与卵

细胞结合，形成受精卵，进一步发育成为绿色孢子体。异孢型蕨类植物，其孢子体可产生2种孢子

叶：一种是大孢子叶，产生大孢子囊，内生大孢子；另一种是小孢子叶，产生小孢子囊，内生小

孢子。

现代蕨类植物约有12 000余种，广布于世界各地，热带与亚热带分布更多；中国有2 600余种，

多见于温暖湿润的森林阴湿环境；河南有29科，205种及变种；郑州22科，39属82种。

蕨类植物可药用、食用，也可作绿肥、饲料与指示植物等。

蕨类植物门Pteridophyta分科检索表

1．叶细小或退化，不分裂，远不如茎发达。

2．茎中实，细长，无明显的节和沟槽，无齿鞘；叶鳞片形，钻形，线形或披针形；孢子囊腋生于孢子叶基部。

3．叶钻形或披针形，腹叶基部无舌状物，螺旋状排列，孢子同型⋯⋯⋯⋯⋯⋯⋯⋯1．石松科Lycopodiaceae

3．叶鳞片形，二型，腹叶基部具小舌状物(叶舌)，4行排列；孢子二型⋯⋯⋯⋯2．卷柏科Selaginellaceae

2．茎中空，具明显的节和沟槽，每节基部被轮生管状齿鞘包围；无真正的叶；孢子囊多数，生于盾状孢子叶下

部⋯⋯⋯⋯⋯⋯⋯⋯⋯⋯⋯⋯⋯⋯⋯⋯⋯⋯⋯⋯⋯⋯⋯⋯⋯⋯⋯⋯⋯⋯⋯⋯⋯⋯⋯⋯3．木贼科Equisetaceae

1．叶中型至大型，常分裂或复叶，远较茎发达；孢子囊常生于叶背面或叶缘；聚生的孢子囊群或孢子囊穗圆形、

长圆形或条形，或布满叶背面。

4．孢子囊壁厚，多层细胞组成。

5．单叶，孢子囊序为单穗状⋯⋯⋯⋯⋯⋯⋯⋯⋯⋯⋯⋯⋯⋯⋯⋯⋯⋯⋯4．瓶尔小草科Ophio羽os鼢c朗e

5．复叶，I～3回分裂，孢子囊序为圆锥状⋯⋯⋯⋯⋯⋯⋯⋯⋯⋯⋯⋯⋯⋯⋯5．阴地蕨科Botrychiaceae

4．孢子囊壁薄，一层细胞组成。

6．孢子同型，常中型或大型植物，陆生或附生，少见湿生或水生。

7．叶常二型，不育叶1回羽状；能育叶的变质羽片向中肋反卷或筒形或聚合成分离的

小圆球形⋯⋯⋯⋯⋯⋯⋯⋯⋯⋯⋯⋯⋯⋯⋯⋯⋯⋯⋯⋯⋯⋯⋯⋯⋯⋯⋯15．球子蕨科Onocleaceae

7．叶常一型，如为二型，能育叶则较不育叶不同程度狭窄，羽片不卷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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