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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自山税责植物彩色图忐·收藏证书

本书介绍长白山区观赏植物609种、42变种、6变型，大

16开550页．1 000干字，1 248帽彩色照片，发行1 000



奉《忐》是第一部系统介绍长白山野生观赏植物的《志》书全书对长白lIJ区绝大多数的野生

观赏植物进行了系统调查和研究．详细地介绍了每一种植物的中文名、学名、别名、植物形志特征

花期、果期、分布范陶、海拔高度．生活环境、园林辟{途，栽培技术受搏E方面的经济价值全”志》

共介绍了104科、332属、609种．42变种6变型观赏植物．并龇有其彳r观赏价值的彩色照片l 248

张．以便广大读者直观地进行欣赏及分类鉴定奉∥志》是陶内外研究长白ilJ[x-野q。观赏植物的重

受参考文献．既可作为农林及师范院校的教学用书、植物实习用书，迂可作为本区订关部¨制定经

济发展规划和进jj资源保护的重要参考资料，同时也可供广大花卉爱好皆欣赏收藏

大字杜鹃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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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作为欧亚东大陆和北半球同纬度最辽阔的相对集中野生观赏植物种质资源库的吉林

长白山。早在19世纪就被俄、日等国的植物学者看中，进行了植物资源的调查、采集和

引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多批本国学者、专家等人此名ill考察、研究并引种植物。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早在1980年艮白山自然保护区就加入了联合国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

因为这确是世上一座宝山——她不仅蕴藏着丰富多采的植物种质资源，并且有十分明显

而又典型的植物垂直分布。

长白山是一座东北亚典型巨大复合式休眠活火山，她浓缩了从中温带到北极寒带几

千公里范围的植被和景观，成为欧亚东大陆首屈一指的典型自然综合体。在此地区，野

生分布着各类植物2 600种以上。她是我国北方、尤其是东北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的关

键和重点。

长白山高达2 691米，是东北第一高峰，号称“中国十大名山”之一。长白山是松花

江、鸭绿江、图们江的发源地。“三江”上游森林密布，江水清澈，空气新鲜，鸟语花香。

游人至此，有如入仙境之感。野生观赏植物分布其问，组成了大自然的生动群落，更是

值得好生保护和科学开发的旅游资源。每一位游过长白山的人，都会被万紫千红、绚丽

多姿、不同类型的自然花卉群落所陶醉，更会被亭亭玉立、风情万种的本山特产长白松

所倾倒。长白山啊!长白山!我虽只去过一次，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永世难忘。

我们十分欣赏长白山，我们更百倍重视长白山的保护和开发。我们要把她的观赏植

物种质资源家底摸清，研究透彻，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引种驯化、区域试验和扩大

推广应用。在科学推广之前，应制订全套推广、栽培、应用操作规程，组织学习、充分

掌握后再走出去推广应用；有的观赏植物具备突出优点，适作远缘杂交亲本，则宜选作

关键状亲本，与一般同属种(姊妹花)进行杂交。其间，应多方设法，运用综合技术克



山取作引种、选种、育种(含远缘杂交)原始材料的野生优良树木花草实

现仅就松柏类、乔木、灌木．藤木(藤本植物)、地被植物数组，各举一

介绍，以概其余：

}Pinus sylvestds L．'cal"．sylvestfiformis Cheng el C．D．Chu——别称“美人

观形松柏类常绿乔木，分布于安图县一带。树干通直，树形优美。已在东

京等)引种．推广、表现良好。对此嘉木，亟应扩大繁殖引种规模，加速

，

『亚刺柏(西伯利亚桧)Juniperus sibirica Burgsd．——常绿匍匐状地被灌木，

蒙、新疆、西藏等地，朝鲜、俄罗斯(西伯利亚)亦有之。高30．100厘米，

。株形优秀，选型奇特，是美丽的常绿木本地被。植于大型常绿或落叶乔

盖了地面裸土，又消灭了杂草，还可收相互掩映、错落有致之效：加之此

又抗干旱，适应性强，野生资源充足而广泛，且系高寒地区水土保持树种，

，广为栽培应用。据我所知，西伯利亚刺柏至今尚绝少引种、驯化和应用。

俦加以改进的。

}(假色槭)Acer pseudo—sieboldianum Knm．——落叶小乔本或呈灌木状。萼

红艳而且较持久不落，具9—1l掌裂：生态习性主要是喜荫好湿，适应凉爽

本林之二层树，或与常绿针叶树混交，可收配植合理、相得益彰之效。

：天蓼(狗枣猕猴桃)Actinidia kolomikta Maxim．——落叶藤木，雌雄异株，

侏叶端或中部以上常具黄白或紫红色斑；花白色至粉红，芳香异常。果肉

含丙种维生素。国外早于19世纪中叶引去，欧美常用之于攀擦绿化，多植



把野生观赏植物种质资源从山野通过引种驯化、繁殖栽培、区域试验、乃至制订栽

培管理指导直至推广应用于公私园林，是亟待解决的系统工程。应当承认，此项工作西

方比我们做的更有实效。如威尔逊自1899年起5次来华，深入川、鄂、甘、滇山区调查采

集大量野生观赏植物。他1900～1902年，首次自华引种大量珙桐DavidiainvolucrataBaill．

种苗，从此“中华鸽子树”遍植欧美各国。威氏1903年二次来华，搜集引种了华西蔷薇(血

蔷薇)Rosa moyesii Hemsl．et Wils．等。其后欧洲人用华西蔷薇于种间杂效，已育成了该

种新品种的专门系列。他第三次来华系在1907～1909年，引种了连香树Cercidiplyllum i—

ponicum vat．sinense Rehd．et Wils．，其后该树已在欧美作为名贵树种植于公私园林中。他

第四次来华，主要是掘引大量岷江百合运美并转欧洲，已见前述兹不赘。威氏1918年到

台湾主要引走台湾杉Taiwania cryptomerioides Hayata等花木。这是他第五次来华引种观

赏植物。威氏在世时已将l 000种以上的中华奇花异草引入欧美，并已应用于公私园林中，

或作为杂交育种亲本加以利用。相比之下，我国对于野生观赏植物资源调查．发表论文

的多，真正用于园林的实际很少。《中国长白山观赏植物彩色图志》之问世，正好为我国、

尤其是华北地区大量引种栽培和应用本国丰富的观赏植物种属资源，提供了珍贵可靠的

资料。

本书著者周繇、朱俊义、于俊林三教授及徐克学研究员，是几位有心人。他们分工

合作，团结奋进．锲而不舍，立志把长自山观赏植物图志拿下来。他们以惊人的毅力，

克服了种种困难，历时20余载，终于完成了这本大书之编著任务。书中收录观赏植物609

种，照片l 248q鬲，系统而翔实地介绍了每种植物之名称、形态、生境、分布、园林用途、

繁殖方法及主要经济价值等，洋洋一百万言，做到了图文并茂、雅俗共赏。这实在是一

部不可多得的优秀大型地区植物志书二相信《中国长白山观赏植物彩色图志》之出版，

必将为促进长白山区园林和旅游事业之发展和全国尤其是“三北”地区之园林化事业，

特别是在促进园林生物多样性之迅速提高上，做出其独特的贡献。 ．
．

我因年迈事繁写序之事稽延多日，今夜始奋力完成。请著者、编者和专家以及_r=大



序二
在伟大祖国东北的东南部有一条著名的山脉一长白山，她像一条玉龙一样横亘

在中朝两国的边界。她不但有风光旖旎的天池，珠垂玉坠的瀑布，神秘莫测的峡谷⋯⋯

同时还是一个丰富多彩的植物王国。据统计：共有各类野生植物2 600余种，是中国

温带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秦岭以北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区域，北半球同

纬度地区最大的植物种质基因库。

早在十九世纪，一些来自于俄国、日本的专家、学者，处于掠夺猎奇资源的目

的，开始了对长白山区野生观赏植物进行调查研究。新中国成立后，许多著名的专

家、学者以弘扬民族精神和宣传长白山为己任，多次进入长白山腹地进行考察研究；

同时也希望能够尽早出版一部大型系统介绍长白山野生观赏植物的志书，为国内外

园林部门研究、利用、育种、驯化等工作提供一些重要的参考资料÷

吉林省通化师范学院生物系的周繇教授、朱俊义教授，药学系的于俊林教授及

中科院植物所的徐克学研究员，以超凡的胆识、惊人的毅力和敢为人先的精神，肩

负着几代人的梦想，承载着广大园林工作者的希望；在经费十分拮据的情况下，充

分利用自身的地缘优势，不惜以牺牲身体健康为代价(长年野外考察患有多种慢性

疾病)，历经二十余载，克服了蚊子咬、蜱螨叮、马蜂螫、毒蛇攻击、地枪偷袭、

黑熊追赶、深山迷路、山体滑坡等重重困难，终于完成了这部大型志书(100万字

550页，生态照片l 248张，收录植物104科、332属、609种)。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是我国科研工作者的又一项重要成果，中国园林地方史上的又一件好事，长白山

区野生观赏植物研究工作一个里程碑：

重要作用。

《中国长自山观

它对推动中国园林事业的发展无疑会起到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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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观赏植物王国”的美称，总计有124奉I-、405

牛皮杜鹃、松毛翠．长白金莲花、长白漏斗菜

冀蠢南毫l蚕矗釜植荔：驾钎舀暂函蘸自；i藉长自簇吴女本兰
白山罂粟等。

为了更好地反映长白山丰富的野生观赏植物资源，为国内外园艺专家．学者及花卉爱好者提供第一手原

始资料和重要参考文献．实现几代研究长白山野生观赏花卉人要出版一本大型《志书》的夙愿：从1982年起．

我就开始了野外考察工作，进行第一手原始资料的积累：从2000年起，我们便着手于《中国长自山观赏植物

彩色图志》的编写工作，具体分工是：周繇教授负责整本书的撰写和大部分标本采集、鉴定分类及部分植物

的摄影工作．朱俊义教授负责植物引种、驯化和栽培工作，于俊林教授负责大部分植物摄影、图片整理，部

分标本采集、鉴定分类工作，徐克学研究员负责部分植物摄影工作。5年来，共行程6万余公里，采集标本

3 000余份，拍摄照片15 ooo,,k,张，引种和栽培植物200余,种，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本书，我们精选

了1 248张照片，介绍了104科、332属．609种、42变种．6变型主要观赏植物。

在内容编排上．全书分为总论和各论两部分．为了保证查阅上的方便，我们将这些野生观植物按其主要

园林用途共分为十二章，每一种植物都详细地介绍了其中文名、学名、别名、植物学特征、花期、果期、分

布范围、海拔高度、生活环境、园林用途、栽培技术及其它方面的经济价值。书后还有中文和拉丁文索引及

附有各种观赏植物园林用途和观赏类型汇总表。

此书在出版的过程中，得到了通化师范学院学术专著出版基金的资助。在野外考察过程中，得到了长白

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吉林哈泥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通化市白鸡腰子国家动植物科技示范园区、通化县石湖

镇人民政府、白山市大镜沟乡人民政府、吉林石湖省级自然保护区、吉林龙湾国家自然保护区、辽宁宽甸白

石砬子国家自然保护区、黑龙江兴凯湖国家自然保护区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北京林业大学著名园艺学家陈俊

愉院士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洪德元院士在百忙之中为本《志》作序。《林业科学研究》、《浙江大学学

报(农业与生命科学版)》．《广西植物》、《东北林业大学学报》、《湖北大学学报》、《林业科技》、

《北方园艺》、《中国野生植物资源》、《中国园林》、《园林》、《植物杂志》等刊物及时刊发了我们的

科研文章。《中草药》、《植物杂志》、《生物学通报》、《中国野生植物资源》、《园林》、《中国国家

地理》、《中国花卉园艺》、《户外探险》等刊物选用了80余张照片做刊物的封面、封底和中间的彩色插页。

《中国长白山野生花卉》的摄影田锡存先生，李春光先生还提供了部分珍贵照片。在此我们表示深深地谢意。

最后，用一首小诗表达我们多年来对长白山野生观赏植物研究事业的执着和热爱：

三架相机挂胸前．两足涉遍万条川。

春拍杜鹃满翠谷，秋摄枫叶遍白山。

露宿不畏塞北冷，风餐何惧寒食坚。

辛勤考察廿余载，一部志书献科研。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书中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特别是有关植物园林用途归类的方面还有

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希望有关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多多提出宝贵意见．在这里我们表示深深地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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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奉《志》的部分植物照片由中科院植物图像库提供

2．奉《志》所指长广1山的范围包括吉林省东南部的通化、自山、延边等地区的28个市(县)

3．本《志》植物学名均按照付沛云等主编的《东北植物检索表》统一标H{

4本《志》植物拉丁属名．种名及定名人均按国际标准一律厢正体排列：

5．本《志》介绍的植物除了少数是外来栽培种逸为野生外．其余的均为本区的野生植物一

6．本《志》蕨类植物是按秦fi昌教授新系统排列的，裸子植物是按郑万钧教授系统排列的，被子植物

是按恩格勒1964年新系统排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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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总论

第一章 自然概况
⋯⋯⋯⋯⋯⋯⋯⋯⋯⋯⋯⋯⋯⋯⋯⋯⋯

第二章 观赏植物的分布 ⋯⋯⋯⋯⋯⋯⋯⋯⋯⋯⋯一

l夏绿阔叶蒙古栎林带 ⋯⋯⋯⋯⋯⋯⋯⋯⋯⋯⋯⋯⋯⋯⋯⋯⋯

2红松针阔混交林带
⋯⋯⋯⋯⋯⋯⋯⋯⋯⋯⋯⋯⋯⋯⋯⋯⋯⋯

3针叶林带 ⋯⋯⋯⋯⋯⋯⋯⋯⋯⋯⋯⋯⋯⋯⋯⋯⋯⋯⋯⋯⋯⋯

4岳桦林带
⋯⋯⋯⋯⋯⋯⋯⋯⋯⋯⋯⋯⋯⋯⋯⋯⋯⋯⋯⋯⋯⋯

5高山苔原带 ⋯⋯⋯⋯⋯⋯⋯⋯⋯⋯⋯⋯⋯⋯⋯⋯⋯⋯⋯⋯⋯

6高山荒漠带 ⋯⋯⋯⋯⋯⋯⋯⋯⋯⋯⋯⋯⋯⋯⋯⋯⋯⋯⋯⋯

第三章 观赏植物的观赏类型
⋯⋯⋯⋯⋯⋯⋯⋯⋯⋯·

1观花类 ⋯⋯⋯⋯⋯⋯⋯⋯⋯⋯⋯⋯⋯⋯⋯⋯⋯⋯⋯⋯⋯⋯⋯

1．1木本观花植物
⋯⋯⋯⋯⋯⋯⋯⋯⋯⋯⋯⋯⋯⋯⋯⋯⋯⋯⋯

1．2草本观花植物 ⋯⋯⋯⋯⋯⋯⋯⋯⋯⋯⋯⋯⋯⋯⋯⋯⋯⋯⋯

2观果类
⋯⋯⋯⋯⋯⋯⋯⋯⋯⋯⋯⋯：⋯⋯⋯⋯⋯⋯⋯⋯⋯⋯”

2．1木本观果植物 ⋯⋯⋯⋯⋯⋯⋯⋯⋯⋯⋯⋯⋯⋯⋯⋯⋯⋯⋯

2．2草本观果植物 ⋯⋯⋯⋯⋯⋯⋯⋯⋯⋯⋯⋯⋯⋯⋯⋯⋯⋯⋯

3观叶类 ⋯⋯⋯⋯⋯⋯⋯⋯⋯⋯⋯⋯⋯⋯⋯⋯⋯⋯⋯⋯⋯⋯⋯

3．1木本观叶植物 ⋯⋯⋯⋯⋯⋯⋯⋯⋯⋯⋯⋯⋯⋯⋯⋯⋯⋯⋯

3．2草本观叶植物
⋯⋯⋯⋯⋯⋯⋯⋯⋯⋯⋯⋯⋯⋯⋯⋯⋯⋯⋯

4观形类 ⋯⋯⋯⋯⋯⋯⋯⋯⋯⋯⋯⋯⋯⋯⋯⋯⋯⋯⋯⋯⋯⋯⋯

4．1木本观形植物
⋯⋯⋯⋯⋯⋯⋯⋯⋯⋯⋯⋯⋯⋯⋯⋯⋯⋯⋯

4．2草本观形植物 ⋯⋯⋯⋯⋯⋯⋯⋯⋯⋯⋯⋯⋯⋯⋯⋯⋯⋯⋯

5观于(茎)类
⋯⋯⋯⋯⋯⋯⋯⋯⋯⋯⋯⋯⋯⋯⋯⋯⋯⋯⋯⋯

5．1木本观干植物 ⋯⋯⋯⋯⋯⋯⋯⋯⋯⋯⋯⋯⋯⋯⋯⋯⋯⋯⋯

5．2草本观茎植物
⋯⋯⋯⋯⋯⋯⋯⋯⋯⋯⋯⋯⋯⋯⋯⋯⋯⋯⋯

第四章 观赏植物的园林用途
⋯⋯⋯⋯⋯⋯⋯⋯⋯⋯⋯·

l园景树类 ⋯⋯⋯⋯⋯⋯⋯⋯⋯⋯⋯⋯⋯⋯⋯⋯⋯⋯⋯⋯⋯⋯

2行道树类
⋯⋯⋯⋯⋯⋯⋯⋯⋯⋯⋯⋯⋯⋯⋯⋯⋯⋯⋯⋯⋯⋯

3庭荫树类 ⋯⋯⋯⋯⋯⋯⋯⋯⋯⋯⋯⋯⋯⋯⋯⋯⋯⋯⋯⋯⋯⋯

4垂直绿化类
⋯⋯⋯⋯⋯⋯⋯⋯⋯⋯⋯⋯⋯⋯⋯⋯⋯⋯⋯⋯⋯

5绿篱类 ⋯⋯⋯⋯⋯⋯⋯⋯⋯⋯⋯⋯⋯⋯⋯⋯⋯⋯⋯⋯⋯⋯⋯

6花坛类 ⋯⋯⋯⋯⋯⋯⋯⋯⋯⋯⋯⋯⋯⋯⋯⋯⋯⋯⋯⋯⋯⋯⋯

7花境类 ⋯⋯⋯⋯⋯⋯⋯⋯⋯⋯⋯⋯⋯⋯⋯⋯⋯⋯⋯⋯⋯⋯⋯

8地被类 ⋯⋯⋯⋯⋯⋯⋯⋯⋯⋯⋯⋯⋯⋯⋯⋯⋯⋯⋯⋯⋯⋯⋯

9水景类 ⋯⋯⋯⋯⋯⋯⋯⋯⋯⋯⋯⋯⋯⋯⋯⋯⋯⋯⋯⋯⋯⋯⋯

lO岩生类 ⋯⋯⋯⋯⋯⋯⋯⋯⋯⋯⋯⋯⋯⋯⋯⋯⋯⋯⋯⋯⋯⋯⋯

11草坪类 ⋯⋯⋯⋯⋯⋯⋯⋯⋯⋯⋯⋯⋯⋯⋯⋯⋯⋯⋯⋯⋯⋯⋯

12食虫类 ⋯⋯⋯⋯⋯⋯⋯⋯⋯⋯⋯⋯⋯⋯⋯⋯⋯⋯⋯⋯⋯⋯⋯

第五章珍稀濒危观赏植物 ⋯⋯⋯⋯⋯⋯⋯⋯⋯⋯⋯

1木本观赏植物 ⋯⋯⋯⋯⋯⋯⋯⋯⋯⋯⋯⋯⋯⋯⋯⋯⋯⋯⋯⋯

2草本观赏植物
⋯⋯⋯⋯⋯⋯⋯⋯⋯⋯⋯⋯⋯⋯⋯⋯⋯⋯⋯⋯

==二11'

习窿

目录

各论

第六章园景树类 ⋯⋯⋯⋯⋯⋯⋯⋯⋯⋯⋯⋯⋯⋯⋯⋯⋯⋯⋯27

松杉冷杉 ⋯⋯⋯⋯⋯⋯⋯⋯⋯⋯⋯⋯⋯⋯⋯⋯⋯⋯⋯⋯⋯⋯⋯28

黄花落叶松 ⋯⋯⋯⋯⋯⋯⋯⋯⋯⋯⋯⋯⋯⋯⋯⋯⋯⋯⋯⋯⋯⋯29

长白鱼鳞云杉 ⋯⋯⋯⋯⋯⋯⋯⋯⋯⋯⋯⋯⋯⋯⋯⋯⋯⋯⋯⋯⋯30

偃松 ⋯⋯⋯⋯⋯⋯⋯⋯⋯⋯⋯⋯⋯⋯⋯⋯⋯⋯⋯⋯⋯⋯⋯⋯⋯31

长白松 ⋯⋯⋯⋯⋯⋯⋯⋯⋯⋯⋯⋯⋯⋯⋯⋯⋯⋯⋯⋯⋯⋯⋯⋯3l

油松 ⋯⋯⋯⋯⋯⋯⋯⋯⋯⋯⋯⋯⋯⋯⋯⋯⋯⋯⋯⋯⋯⋯⋯⋯⋯32

杜松 ⋯⋯⋯⋯⋯⋯⋯⋯⋯⋯⋯⋯⋯⋯⋯⋯⋯⋯⋯⋯⋯⋯⋯⋯⋯33

朝鲜崖柏 ⋯⋯⋯⋯⋯⋯⋯⋯⋯⋯⋯⋯⋯⋯⋯⋯⋯⋯⋯⋯⋯⋯⋯33

东北红豆杉 ⋯⋯⋯⋯⋯⋯⋯⋯⋯⋯⋯⋯⋯⋯⋯⋯⋯⋯⋯⋯⋯⋯34

钻天柳 ⋯⋯⋯⋯⋯⋯⋯⋯⋯⋯⋯⋯⋯⋯⋯⋯⋯⋯⋯⋯⋯⋯⋯⋯35

岳桦 ⋯⋯⋯⋯⋯⋯⋯⋯⋯⋯⋯⋯⋯⋯⋯⋯⋯⋯⋯⋯⋯⋯⋯⋯⋯35

千金榆 ⋯⋯⋯⋯⋯⋯⋯⋯⋯⋯⋯⋯⋯⋯⋯⋯⋯⋯⋯⋯⋯⋯⋯⋯36

桑 ⋯⋯⋯⋯⋯⋯⋯⋯⋯⋯⋯⋯⋯⋯⋯⋯⋯⋯⋯⋯⋯⋯⋯⋯⋯⋯37

天女木兰 ⋯⋯⋯⋯⋯⋯⋯⋯⋯⋯⋯⋯⋯⋯⋯⋯⋯⋯⋯⋯⋯⋯⋯38

山楂 ⋯⋯⋯⋯⋯⋯⋯⋯⋯⋯⋯⋯⋯⋯⋯⋯⋯⋯⋯⋯⋯⋯⋯⋯⋯39

无毛山楂 ⋯⋯⋯⋯⋯⋯⋯⋯⋯⋯⋯⋯⋯⋯⋯⋯⋯⋯⋯⋯⋯⋯⋯40

毛山楂 ⋯⋯⋯⋯⋯⋯⋯⋯⋯⋯⋯⋯⋯⋯⋯⋯⋯⋯⋯⋯⋯‘40

山荆子 ⋯⋯⋯⋯⋯⋯⋯⋯⋯⋯⋯⋯⋯⋯⋯⋯⋯⋯⋯⋯⋯⋯⋯⋯41

毛山荆子 ⋯⋯⋯⋯⋯⋯⋯⋯⋯⋯⋯⋯⋯⋯⋯⋯⋯⋯⋯⋯⋯⋯⋯41

水榆花楸 ⋯⋯⋯⋯⋯⋯⋯⋯⋯⋯⋯⋯⋯⋯⋯⋯⋯⋯⋯⋯⋯⋯⋯42

花楸树 ⋯⋯⋯⋯⋯⋯⋯⋯⋯⋯⋯⋯⋯⋯⋯⋯⋯⋯⋯⋯⋯⋯⋯⋯43

稠李 ⋯⋯⋯⋯⋯⋯⋯⋯⋯⋯⋯⋯⋯⋯⋯⋯⋯⋯⋯⋯⋯⋯⋯⋯⋯“

斑叶稠李 ⋯⋯⋯⋯⋯⋯⋯⋯⋯⋯⋯⋯⋯⋯⋯⋯⋯⋯⋯⋯⋯⋯⋯45

黑樱桃 ⋯⋯⋯⋯⋯⋯⋯⋯⋯⋯⋯⋯⋯⋯⋯⋯⋯⋯⋯⋯⋯⋯46

东北杏 ⋯⋯⋯⋯⋯⋯⋯⋯⋯⋯⋯⋯⋯⋯⋯⋯⋯⋯⋯⋯⋯⋯⋯⋯47

东北李 ⋯⋯⋯⋯⋯⋯⋯⋯⋯⋯⋯⋯⋯⋯⋯⋯⋯⋯⋯⋯⋯⋯⋯⋯48

山樱桃 ⋯⋯⋯⋯⋯⋯⋯⋯⋯⋯⋯⋯⋯⋯⋯⋯⋯⋯⋯⋯⋯⋯⋯⋯49

榱槐 ⋯⋯⋯⋯⋯⋯⋯⋯⋯⋯⋯⋯⋯⋯⋯⋯⋯⋯⋯⋯⋯⋯⋯⋯⋯50

盐肤木 ⋯⋯⋯⋯⋯⋯⋯⋯⋯⋯⋯⋯⋯⋯⋯⋯⋯⋯⋯⋯⋯⋯⋯⋯5l

漆 ⋯⋯⋯⋯⋯⋯⋯⋯⋯⋯⋯⋯⋯⋯⋯⋯⋯⋯⋯⋯⋯⋯⋯⋯⋯⋯51

色木槭 ⋯⋯⋯⋯⋯⋯⋯⋯⋯⋯⋯⋯⋯⋯⋯⋯⋯⋯⋯⋯⋯⋯⋯⋯52

青楷槭 ⋯⋯⋯⋯⋯⋯⋯⋯⋯⋯⋯⋯⋯⋯⋯⋯⋯⋯⋯⋯⋯⋯⋯⋯52

茶条槭 ⋯⋯⋯⋯⋯⋯⋯⋯⋯⋯⋯⋯⋯⋯⋯⋯⋯⋯⋯⋯⋯⋯⋯⋯53

花楷槭 ⋯⋯⋯⋯⋯⋯⋯⋯⋯⋯⋯⋯⋯⋯⋯⋯⋯⋯⋯⋯⋯⋯⋯⋯54

小楷械 ⋯⋯⋯⋯⋯⋯⋯⋯⋯⋯⋯⋯⋯⋯⋯⋯⋯⋯⋯⋯⋯⋯⋯⋯55

元宝槭 ⋯⋯⋯⋯⋯⋯⋯⋯⋯⋯⋯⋯⋯⋯⋯⋯⋯⋯⋯⋯⋯⋯⋯⋯55

髭脉槭 ⋯⋯⋯⋯⋯⋯⋯⋯⋯⋯⋯⋯⋯⋯⋯⋯⋯⋯⋯⋯⋯⋯⋯⋯55

紫花械 ⋯⋯⋯⋯⋯⋯⋯⋯⋯⋯⋯⋯⋯⋯⋯⋯⋯⋯⋯⋯⋯⋯⋯⋯56

东北槭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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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白山观赏植物彩色图志

三花槭 ⋯⋯⋯⋯⋯⋯⋯⋯⋯⋯⋯⋯⋯⋯⋯⋯⋯⋯⋯⋯⋯⋯⋯⋯58

白杜 ⋯⋯⋯⋯⋯⋯⋯⋯⋯⋯⋯⋯⋯⋯⋯⋯⋯⋯⋯⋯⋯⋯⋯⋯⋯59

翅卫矛 ⋯⋯⋯⋯⋯⋯⋯⋯⋯⋯⋯⋯⋯⋯⋯⋯⋯⋯⋯⋯⋯⋯⋯⋯60

灯台树 ⋯⋯⋯⋯⋯⋯⋯⋯⋯⋯⋯⋯⋯⋯⋯⋯⋯⋯⋯⋯⋯⋯⋯⋯60

辽东橡木 ⋯⋯⋯⋯⋯⋯⋯⋯⋯⋯⋯⋯⋯⋯⋯⋯⋯⋯⋯⋯⋯⋯⋯62

短果杜鹃 ⋯⋯⋯⋯⋯⋯⋯⋯⋯⋯⋯⋯⋯⋯⋯⋯⋯⋯⋯⋯⋯⋯⋯63

玉铃花 ⋯⋯⋯⋯⋯⋯⋯⋯⋯⋯⋯⋯⋯⋯⋯⋯⋯⋯⋯⋯⋯⋯⋯⋯64

白檀 ⋯⋯⋯⋯⋯⋯⋯⋯⋯⋯⋯⋯⋯⋯⋯⋯⋯⋯⋯⋯⋯⋯⋯⋯⋯65

暴马丁香 ⋯⋯⋯⋯⋯⋯⋯⋯⋯⋯⋯⋯⋯⋯⋯⋯⋯⋯⋯⋯⋯⋯⋯66

梓树 ⋯⋯⋯⋯⋯⋯⋯⋯⋯⋯⋯⋯⋯⋯⋯⋯⋯⋯⋯⋯⋯⋯⋯⋯⋯67

接骨木 ⋯⋯⋯⋯⋯⋯⋯⋯⋯⋯⋯⋯⋯⋯⋯⋯⋯⋯⋯⋯⋯⋯⋯⋯68

第七章行道树类 ⋯⋯⋯⋯⋯⋯⋯⋯⋯⋯⋯⋯⋯⋯⋯⋯⋯⋯⋯69

臭冷杉 ⋯⋯⋯⋯⋯⋯⋯⋯⋯⋯⋯⋯⋯⋯⋯⋯⋯⋯⋯⋯⋯⋯⋯⋯70

红皮云杉 ⋯⋯⋯⋯⋯⋯⋯⋯⋯⋯⋯⋯⋯⋯⋯⋯⋯⋯⋯⋯⋯⋯⋯71

红松 ⋯⋯⋯⋯⋯⋯⋯⋯⋯⋯⋯⋯⋯⋯⋯⋯⋯⋯⋯⋯⋯⋯⋯⋯⋯72

山杨 ⋯⋯⋯⋯⋯⋯⋯⋯⋯⋯⋯⋯⋯⋯⋯⋯⋯⋯⋯⋯⋯⋯⋯⋯⋯73

大青杨 ⋯⋯⋯⋯⋯⋯⋯⋯⋯⋯⋯⋯⋯⋯⋯⋯⋯⋯⋯⋯⋯⋯⋯⋯74

白桦 ⋯⋯⋯⋯⋯⋯⋯⋯⋯⋯⋯⋯⋯⋯⋯⋯⋯⋯⋯⋯⋯⋯⋯⋯⋯75

刺楸 ⋯⋯⋯⋯⋯⋯⋯⋯⋯⋯⋯⋯⋯⋯⋯⋯⋯⋯⋯⋯⋯⋯⋯⋯⋯76

水曲柳 ⋯⋯⋯⋯⋯⋯⋯⋯⋯⋯⋯⋯⋯⋯⋯⋯⋯⋯⋯⋯⋯⋯⋯⋯77

第八章庭荫树类 ⋯⋯⋯⋯⋯⋯⋯⋯⋯⋯⋯⋯⋯⋯⋯⋯⋯⋯··78

赤松 ⋯⋯⋯⋯⋯⋯⋯⋯⋯⋯⋯⋯⋯⋯⋯⋯⋯⋯⋯⋯⋯⋯⋯⋯⋯79

胡桃楸 ⋯⋯⋯⋯⋯⋯⋯⋯⋯⋯⋯⋯⋯⋯⋯⋯⋯⋯⋯⋯⋯⋯⋯⋯80

垂柳 ⋯⋯⋯⋯⋯⋯⋯⋯⋯⋯⋯⋯⋯⋯⋯⋯⋯⋯⋯⋯⋯⋯⋯⋯⋯81

旱柳 ⋯⋯⋯⋯⋯⋯⋯⋯⋯⋯⋯⋯⋯⋯⋯⋯⋯⋯⋯⋯⋯⋯⋯⋯⋯82

榆树 ⋯⋯⋯⋯⋯⋯⋯⋯⋯⋯⋯⋯⋯⋯⋯⋯⋯⋯⋯⋯⋯⋯⋯⋯⋯83

秋子梨 ⋯⋯⋯⋯⋯⋯⋯⋯⋯⋯⋯⋯⋯⋯⋯⋯⋯⋯⋯⋯⋯⋯⋯⋯84

黄檗 ⋯⋯⋯⋯⋯⋯⋯⋯⋯⋯⋯⋯⋯⋯⋯⋯⋯⋯⋯⋯⋯⋯⋯⋯⋯85

紫椴 ⋯⋯⋯⋯⋯⋯⋯⋯⋯⋯⋯⋯⋯⋯⋯⋯⋯⋯⋯⋯⋯⋯⋯⋯⋯86

第九章垂直绿化类⋯⋯⋯⋯⋯⋯⋯⋯⋯⋯⋯⋯⋯⋯⋯87

五味子 ⋯⋯⋯⋯⋯⋯⋯⋯⋯⋯⋯⋯⋯⋯⋯⋯⋯⋯⋯⋯⋯⋯⋯⋯88

蔓乌头 ⋯⋯⋯⋯⋯⋯⋯⋯⋯⋯⋯⋯⋯⋯⋯⋯⋯⋯⋯⋯⋯⋯⋯⋯89

大花铁线莲 ⋯⋯⋯⋯⋯⋯⋯⋯⋯⋯⋯⋯⋯⋯⋯⋯⋯⋯⋯⋯⋯⋯90

辣蓼铁线莲 ⋯⋯⋯⋯⋯⋯⋯⋯⋯⋯⋯⋯⋯⋯⋯⋯⋯⋯⋯⋯⋯⋯9l

齿叶铁线莲 ⋯⋯⋯⋯⋯⋯⋯⋯⋯⋯⋯⋯⋯⋯⋯⋯⋯⋯⋯⋯⋯⋯92

褐毛铁线莲 ⋯⋯⋯⋯⋯⋯⋯⋯⋯⋯⋯⋯⋯⋯⋯⋯⋯⋯⋯⋯⋯⋯92

紫花铁线莲 ⋯⋯⋯⋯⋯⋯⋯⋯⋯⋯⋯⋯⋯⋯⋯⋯⋯⋯⋯⋯⋯⋯93

林地铁线莲 ⋯⋯⋯⋯⋯⋯⋯⋯⋯⋯⋯⋯⋯⋯⋯⋯⋯⋯⋯⋯⋯⋯93

朝鲜铁线莲 ⋯⋯⋯⋯⋯⋯⋯⋯⋯⋯⋯⋯⋯⋯⋯⋯⋯⋯⋯⋯⋯⋯93

高山铁线莲 ⋯⋯⋯⋯⋯⋯⋯⋯⋯⋯⋯⋯⋯⋯⋯⋯⋯⋯⋯⋯⋯⋯93

木通马兜铃 ⋯⋯⋯⋯⋯⋯⋯⋯⋯⋯⋯⋯⋯⋯⋯⋯⋯⋯⋯⋯⋯⋯95

北马兜铃 ⋯⋯⋯⋯⋯⋯⋯⋯⋯⋯⋯⋯⋯⋯⋯⋯⋯⋯⋯⋯⋯⋯⋯96

软枣猕猴桃⋯⋯⋯⋯⋯⋯⋯⋯⋯⋯⋯⋯⋯⋯⋯⋯⋯⋯⋯⋯⋯⋯97

狗枣猕猴桃⋯⋯⋯⋯⋯⋯⋯⋯⋯⋯⋯⋯⋯⋯⋯⋯⋯⋯⋯⋯⋯⋯98

木天蓼 ⋯⋯⋯⋯⋯⋯⋯⋯⋯⋯⋯⋯⋯⋯⋯⋯⋯⋯⋯⋯⋯⋯⋯⋯99

2

合瓣花⋯⋯⋯⋯⋯⋯⋯⋯⋯⋯⋯⋯⋯⋯⋯⋯⋯⋯⋯⋯⋯⋯⋯．-100

野葛⋯⋯⋯⋯⋯⋯⋯⋯⋯⋯⋯⋯⋯⋯⋯⋯⋯⋯⋯⋯⋯⋯⋯⋯“100

广布野豌豆⋯⋯⋯⋯⋯⋯⋯⋯⋯⋯⋯⋯⋯⋯⋯⋯⋯⋯⋯⋯⋯⋯101

多茎野豌豆⋯⋯⋯⋯⋯⋯⋯⋯⋯⋯⋯⋯⋯⋯⋯⋯⋯⋯⋯⋯⋯⋯102

南蛇藤 ⋯⋯⋯⋯⋯⋯⋯⋯⋯⋯⋯⋯⋯⋯⋯⋯⋯⋯⋯⋯⋯⋯⋯⋯103

东北雷公藤⋯⋯⋯⋯⋯⋯⋯⋯⋯⋯⋯⋯⋯⋯⋯⋯⋯⋯⋯⋯⋯⋯104

爬山虎⋯⋯⋯⋯⋯⋯⋯⋯⋯⋯⋯⋯⋯⋯⋯⋯⋯⋯⋯⋯⋯⋯⋯一105

山葡萄 ⋯⋯⋯⋯⋯⋯⋯⋯⋯⋯⋯⋯⋯⋯⋯⋯⋯⋯⋯⋯⋯⋯⋯⋯106

盒子草 ⋯⋯⋯⋯⋯⋯⋯⋯⋯⋯⋯⋯⋯⋯⋯⋯⋯⋯⋯⋯⋯⋯⋯⋯10r7

裂瓜 ⋯⋯⋯⋯⋯⋯⋯⋯⋯⋯⋯⋯⋯⋯⋯⋯⋯⋯⋯⋯⋯⋯⋯⋯⋯10r7

赤爬 ⋯⋯⋯⋯⋯⋯⋯⋯⋯⋯⋯⋯⋯⋯⋯⋯⋯⋯⋯⋯⋯⋯⋯⋯⋯108

翼萼蔓⋯⋯⋯⋯⋯⋯⋯⋯⋯⋯⋯⋯⋯⋯⋯⋯⋯⋯⋯⋯⋯⋯⋯⋯109

萝蘼 ⋯⋯⋯⋯⋯⋯⋯⋯⋯⋯⋯⋯⋯⋯⋯⋯⋯⋯⋯⋯⋯⋯⋯⋯⋯儿O

宽叶打碗花⋯⋯⋯⋯⋯⋯⋯⋯⋯⋯⋯⋯⋯⋯⋯⋯⋯⋯⋯⋯⋯⋯111

日本打碗花⋯⋯⋯⋯⋯⋯⋯⋯⋯⋯⋯⋯⋯⋯⋯⋯⋯⋯⋯⋯⋯··112

打碗花 ⋯⋯⋯⋯⋯⋯⋯⋯⋯⋯⋯⋯⋯⋯⋯⋯⋯⋯⋯⋯⋯⋯⋯⋯儿2

毛打碗花 ⋯⋯⋯⋯⋯⋯⋯⋯⋯⋯⋯⋯⋯⋯⋯⋯⋯⋯⋯⋯⋯⋯⋯113

中国旋花 ⋯⋯⋯⋯⋯⋯⋯⋯⋯⋯⋯⋯⋯⋯⋯⋯⋯⋯⋯⋯⋯⋯⋯113

金银花 ⋯⋯⋯⋯⋯⋯⋯⋯⋯⋯⋯⋯⋯⋯⋯⋯⋯⋯⋯⋯⋯⋯··114

羊乳 ⋯⋯⋯．．．⋯⋯⋯⋯⋯⋯⋯⋯⋯⋯⋯⋯⋯⋯⋯⋯⋯⋯⋯⋯⋯115

党参 ⋯⋯⋯⋯⋯⋯⋯⋯⋯⋯⋯⋯⋯⋯⋯⋯⋯⋯⋯⋯⋯⋯⋯⋯⋯115

雀斑党参⋯⋯⋯．．．⋯⋯⋯⋯⋯⋯⋯⋯⋯⋯⋯⋯⋯⋯⋯⋯⋯⋯··115

穿龙薯蓣⋯⋯⋯⋯⋯⋯⋯⋯⋯⋯⋯⋯⋯⋯⋯⋯⋯⋯⋯⋯⋯⋯⋯117

第十章绿篱类⋯⋯⋯⋯⋯⋯⋯⋯⋯⋯⋯⋯⋯⋯⋯⋯118

大叶小檗 ⋯⋯⋯⋯⋯⋯⋯⋯⋯⋯⋯⋯⋯⋯⋯⋯⋯⋯⋯⋯⋯⋯⋯119

细叶小檗⋯⋯⋯⋯⋯⋯⋯⋯⋯⋯⋯⋯⋯⋯⋯⋯⋯⋯⋯⋯⋯⋯⋯120

刺果茶蔗⋯⋯⋯⋯⋯⋯⋯⋯⋯⋯⋯⋯⋯⋯⋯⋯⋯⋯⋯⋯⋯⋯⋯121

楔叶茶蔗 ⋯⋯⋯⋯⋯⋯⋯⋯⋯⋯⋯⋯⋯⋯⋯⋯⋯⋯⋯⋯⋯⋯⋯121

金露梅 ⋯⋯⋯⋯⋯⋯⋯⋯⋯⋯⋯⋯⋯⋯⋯⋯⋯⋯⋯⋯⋯⋯⋯⋯122

长白蔷薇⋯⋯⋯⋯⋯⋯⋯⋯⋯⋯⋯⋯⋯⋯⋯⋯⋯⋯⋯⋯⋯⋯⋯123

山刺玫 ⋯⋯⋯⋯⋯⋯⋯⋯⋯⋯⋯⋯⋯⋯⋯⋯⋯⋯⋯⋯⋯⋯⋯⋯124

长果山刺玫⋯⋯⋯⋯⋯⋯⋯⋯⋯⋯⋯⋯⋯⋯⋯⋯⋯⋯⋯⋯⋯⋯124

刺蔷薇 ⋯⋯⋯⋯⋯⋯⋯⋯⋯⋯⋯⋯⋯⋯⋯⋯⋯⋯⋯⋯⋯⋯⋯⋯125

玫瑰⋯⋯⋯⋯⋯⋯⋯⋯⋯⋯⋯⋯⋯⋯⋯⋯⋯⋯⋯⋯⋯⋯⋯⋯··127

山楂叶悬钩子⋯⋯⋯⋯⋯⋯⋯⋯⋯⋯⋯⋯⋯⋯⋯⋯⋯⋯⋯⋯⋯128

库叶悬钩子⋯⋯⋯⋯⋯⋯⋯⋯⋯⋯⋯⋯⋯⋯⋯⋯⋯⋯⋯⋯⋯⋯128

东北扁核木⋯⋯⋯⋯⋯⋯⋯⋯⋯⋯⋯⋯⋯⋯⋯⋯⋯⋯⋯⋯⋯⋯129

刺五加 ⋯⋯⋯⋯⋯⋯⋯⋯⋯⋯⋯⋯⋯⋯⋯⋯⋯⋯⋯⋯⋯⋯⋯⋯130

无梗五加 ⋯⋯⋯⋯⋯⋯⋯⋯⋯⋯⋯⋯⋯⋯⋯⋯⋯⋯⋯⋯⋯⋯⋯130

蓝靛果忍冬⋯⋯⋯⋯⋯⋯⋯⋯⋯⋯⋯⋯⋯⋯⋯⋯⋯⋯⋯⋯⋯⋯131

第十一章花坛类⋯⋯⋯⋯⋯⋯⋯⋯⋯⋯⋯⋯⋯⋯⋯⋯⋯⋯·132

荭草 ⋯⋯⋯⋯⋯⋯⋯⋯⋯⋯⋯⋯⋯⋯⋯⋯⋯⋯⋯⋯⋯⋯⋯⋯⋯133

毛蕊卷耳 ⋯⋯⋯⋯⋯⋯⋯⋯⋯⋯⋯⋯⋯⋯⋯⋯⋯⋯⋯⋯⋯⋯⋯134

垂梗繁缕⋯⋯⋯⋯⋯⋯⋯⋯⋯⋯⋯⋯⋯⋯⋯⋯⋯⋯⋯⋯⋯⋯⋯135

头石竹⋯⋯⋯⋯⋯⋯⋯⋯⋯⋯⋯⋯⋯⋯⋯⋯⋯⋯⋯⋯⋯⋯⋯⋯136



石竹⋯⋯⋯⋯⋯⋯⋯⋯⋯⋯⋯⋯⋯⋯⋯⋯⋯⋯⋯⋯⋯⋯⋯⋯⋯137

高山石竹⋯⋯⋯⋯⋯⋯⋯⋯⋯⋯⋯⋯⋯⋯⋯⋯⋯⋯⋯⋯⋯⋯⋯137

瞿麦⋯⋯⋯⋯⋯⋯⋯⋯⋯⋯⋯⋯⋯⋯⋯⋯⋯⋯⋯⋯⋯⋯⋯⋯⋯138

高山餐麦 ⋯⋯⋯⋯⋯⋯⋯⋯⋯⋯⋯⋯⋯⋯⋯⋯⋯⋯⋯⋯⋯⋯⋯138

兴安石竹⋯⋯⋯⋯⋯⋯⋯⋯⋯⋯⋯⋯⋯⋯⋯⋯⋯⋯⋯⋯⋯⋯⋯139

肥皂草⋯⋯⋯⋯⋯⋯⋯⋯⋯⋯⋯⋯⋯⋯⋯⋯⋯⋯⋯⋯⋯⋯⋯⋯140

狗筋麦瓶草⋯⋯⋯⋯⋯⋯⋯⋯⋯⋯⋯⋯⋯⋯⋯⋯⋯⋯⋯⋯⋯⋯141

早麦瓶草 ⋯⋯⋯⋯⋯⋯⋯⋯⋯⋯⋯⋯⋯⋯⋯⋯⋯⋯⋯⋯⋯⋯⋯142

长白旱麦瓶草⋯⋯⋯⋯⋯⋯⋯⋯⋯⋯⋯⋯⋯⋯⋯⋯⋯⋯⋯⋯⋯142

朝鲜麦瓶草⋯⋯⋯⋯⋯⋯⋯⋯⋯⋯⋯⋯⋯⋯⋯⋯⋯⋯⋯⋯⋯⋯142

黄花乌头 ⋯⋯⋯⋯⋯⋯⋯⋯⋯⋯⋯⋯⋯⋯⋯⋯⋯⋯⋯⋯⋯⋯⋯143

吉林鸟头 ⋯⋯⋯⋯⋯⋯⋯⋯⋯⋯⋯⋯⋯⋯⋯⋯⋯⋯⋯⋯⋯⋯⋯144

草地乌头 ⋯⋯⋯⋯⋯⋯⋯⋯⋯⋯⋯⋯⋯⋯⋯⋯⋯⋯⋯⋯⋯⋯⋯144

高山乌头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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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萼耧斗菜⋯⋯⋯⋯⋯⋯⋯⋯⋯⋯⋯⋯⋯⋯⋯⋯⋯⋯⋯⋯⋯⋯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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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团铁线莲⋯⋯⋯⋯⋯⋯⋯⋯⋯⋯⋯⋯⋯⋯⋯⋯⋯⋯⋯⋯⋯⋯150

大叶铁线莲⋯⋯⋯⋯⋯⋯⋯⋯⋯⋯⋯⋯⋯⋯⋯⋯⋯⋯⋯⋯⋯⋯151

翠雀⋯⋯⋯⋯⋯⋯⋯⋯⋯⋯⋯⋯⋯⋯⋯⋯⋯⋯⋯⋯⋯⋯⋯⋯⋯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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