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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_‰-．L．
刖 吾

西安是一座历史名城，曾是周、秦、西汉、新莽、西晋

(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武周共

13个朝代建都的地方。受历代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的影响，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比较发达，而且植物种

类丰富多彩。从西安半坡村遗址的发掘证明，在五六千年前母

系氏族社会时，原始居民除狩猎、捕鱼谋生外，也种植作物

(谷类)和蔬菜(芥菜或白菜)。据《西京杂记》中记载，

“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开上林苑⋯⋯”。“初修上

林苑，群目远方各献名果奇树⋯⋯”。 “草木名花，两千余

种⋯⋯”o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胡桃和石榴；唐朝

时代，由于文化艺术高度发展，植物种类也昌盛一时；如国色

天香的牡丹，很可能就是当时从延安野生的矮牡丹引种培育的

栽培种，当时长安城内外，官民家中皆有，故有“长安牡丹

佳天下”之说。又如洁白如玉的玉兰，烂漫如火的紫薇，以

及桂花、连翘、丁香、海棠、合欢、紫荆、木槿、桃、李、

杏、梅、松、竹等名花珍树，皆盛栽于长安城内外。至于椿、

榆、柳、槐、桑、柘、构、桧、柏等乡土树种，更是到处可

见。但是由于更朝换代，西安植被屡遭战乱及天灾破坏，原始

森林植被已不复存在，气候随之逐年干旱。新中国成立后，人

民政府十分重视绿化工作，从国内外引种了大量的珍花奇草，

市容已焕然一新。

今日的西安市为历史人物古迹的锦都，国内外游览的胜

境，文化教育的中心，工业生产的基地。但是，随着城市建设

的发展，人口骤增，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今后急需栽花、铺

草、种树，用绿色植物净化环境，保持生态平衡，造福人类。

本书根据新中国成立后，历年在西安市采集种子植物标本

编写而成；其植物种类仅限于西安市野生和露天栽培的种子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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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本书所依据的植物标本，全部保存于西北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植物标本室。

本书植物分类系统排列：裸子植物分类按《中国植物

志》第七卷；被子植物分类按恩格勒——第尔斯(Engler-
Diels)(1936)分类系统排列。

本书内容包括西安自然地理概况、裸子植物分科检索

表、单子叶植物分科检索表、双子叶植物分科检索以及各

类植物科、属、种的描述。

本书的编写由西北大学谢寅堂主持，陕西师范大学、

西安植物园、原西安市文物园林管理局、西安市公园协会

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单位参加完成。本书的出版得到西

北大学出版基金的资助，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赵生久先生

给予了大力支持，亦得到谢亚红、赵宇飞等人的帮助，在

此一并深表感谢。由于编者知识水平有限，调查采集标本

和深入研究不够，难免有遗漏和错误的地方，希望读者们

加以指正，以便订正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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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自然地理概况

西安自然地理概况

地理位置和行政分区

西安市为陕西省政治、经济及文化的中心，省人民政府所在地，位于关中平原中部，北

滨渭河，南临秦岭；地居东经107040’～109049’和北纬33039’一34045’之间。东以零河和灞

源山地为界，与华县、渭南市、商州市、洛南县相接；西以太白山地及青化黄山台塬为界，

与眉县、太白县接壤；南至北秦岭主脊，与佛坪县、宁陕县、柞水县分界；北至渭河，东北

跨渭河，与咸阳市市区和杨凌区、三原、泾阳、兴平、武功和扶风、富平县相邻。辖境东西

204千米，南北116千米，面积9983平方千米，其中市区面积1066平方千米。

西安市行政分区，共划分9个行政区和4个县：其中市区分新城、莲湖及碑林3个区，

郊区分为未央、灞桥及雁塔3个区，长安、临潼两县也在近年改为区，此外在富平县南，临

潼区北为阎良区；4县为高陵、蓝田、户县和周至。

二、地质、地形及土壤

西安市的地形属华北区的一部分，它有着长期发育的过程，地形的基础是古老的华北阶

地，太古代地层和震旦纪，均为变质的结晶岩系，经过多次夷平和上升作用，在喜马拉雅运

动初期才形成关中地堑式的地形，以后到马兰黄土期为止，其构造运动仍继续进行，地堑南

北形成大规模的断层。在地堑形成以后，两侧形成的小河，均注入古渭河。当时古渭河河床

很宽，是由于长期水流的摆动、泛滥及冲积的结果，形成由黄土和碎屑岩石冲填成的渭河沉

积层。后来，由于地壳不断上升，而河流相继下切，经过多次回旋，逐渐形成了多级堆积侵

蚀阶地。今日西安的地势，东南高而西北低，东边有灞河及泸河，西边有皂河，均由南向北

流入渭河；北界渭河较大，系由西向东流向，东达潼关注入黄河。在灞河与渭河之间有铜人

原，灞河与泸河之间有白鹿原，海拔高达782米。最东边是临潼县境内的骊山，向西延长到

洪庆，黑虎岭海拔达1055米，为西安最高的地方。城南有乐游原，海拔高约518米。城北

有龙首原，面积较大，比较平坦，向北延伸到渭河南岸，逐渐成为一、二级阶地，最高海拔

约396米。渭河南岸一带海拔约361米，为西安市较低洼的地区。

西安市地下水比较丰富，在渭河河漫滩及一级阶地，水位深1—5米；在二、三级阶地，

水位深3—10米；在黄土原地，水位深达30米。

西安的土壤成土母质，系洪积系统黄土上发育起来的，最初为森林草原上形成的褐色土

类。但由于人类长期耕作的结果，自然植被早已破坏殆尽，形成了土壤厚度不等的覆盖层，

这层土壤统称为矮土。除此以外，在渭河、灞河及泸河河滩尚有小面积的淤泥土、盐碱土及

沙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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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气 候一、 ～ l再

西安市气候温度带大陆性气候，冬季寒冷，夏季炎热，年温差较大，降水量多集中在夏

末秋初。

1．温度

(1)气温历年平均气温为13．6℃，年较差为27．4℃，极端最高气温为45．2℃(1943

年7月)，极端最低气温为一20．6℃(1955年1月)，相差为65．8℃。

(2)地温 地下30厘米处平均温度，元月份最低，为一0．9℃；七月份最高，为

26．4℃，年平均气温为13．3℃。

2．雨量历年平均降雨量为604．2毫米；其中最少年降雨量为285．2毫米，最多年降雨

量为760毫米。平均降雨日为102天，多集中在7、8、9三个月。

3．湿度历年平均相对湿度为69．6％，六月份最低，九月份最高。年平均绝对湿度

为9．5％。

4．日照历年平均日照时数为1801小时，平均Et照率为45．7％。

5．霜初霜为lO月26日，终霜为3月28日；初霜与终霜间日为154．6日(即有霜

期)。

6．冒初雪为11月26日，终雪为3月10 El。

7．风通常风向为东北风，多为静风；平均风速为1．8夥秒，最大风速为21．8夥
秒。冬季多西北风。

8．蒸发量每年6、7、8三个月蒸发量最大，与气温最高及相对湿度最低是一致的。

11、12、1三个月蒸发量最小，也是与气温最低及相对较高是一致的。全年总蒸发量为

1407．5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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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子植物部分

西安裸子植物分科检索表

1．叶为折扇形，叶脉二歧分叉⋯⋯⋯⋯⋯⋯⋯⋯⋯⋯⋯⋯⋯⋯⋯⋯⋯⋯⋯⋯⋯⋯1．银杏科Ginkgoaceae

1．叶为鳞片状、针形、线形或披针形等，叶脉与上述不同⋯⋯⋯⋯⋯⋯⋯⋯⋯⋯O g·fO．．．．I⋯⋯⋯⋯⋯⋯2

2．有球果，胚珠通常生于珠鳞近轴面的基部⋯⋯⋯⋯⋯⋯⋯⋯⋯⋯⋯⋯⋯⋯⋯⋯⋯⋯⋯⋯⋯⋯⋯⋯⋯⋯3

2．无球果，种子核果状或浆果状，胚珠生于花柄上部或顶部苞腋内⋯⋯⋯⋯⋯⋯⋯⋯⋯⋯⋯⋯⋯⋯⋯⋯5

3．球果成熟后，苞鳞与种鳞通常分离，稀仅基部结合，每种鳞通常有2枚种子；花药2室⋯2．松科Pinaceae

3．球果成熟后，苞鳞与种鳞通常合生，稀仪先端分离，每种鳞通常有一至数枚种子；花药2—9室⋯⋯4

4．叶互生，若为对生，则为落叶性，披针形、钻形、线形或鳞片状⋯⋯⋯⋯⋯⋯⋯⋯⋯3．杉科Taxodiaceae

4．叶对生或轮生，鳞片状或刺形，有时两者兼有⋯⋯⋯⋯⋯⋯⋯⋯⋯⋯⋯⋯⋯⋯⋯4．柏科Cupressaceae

5．花药2室，花粉有气囊，胚珠通常倒生⋯⋯⋯⋯⋯⋯⋯⋯⋯⋯⋯⋯⋯⋯⋯5．罗汉松科Podocarpaceae

5．花药3—9室，花粉无气囊，胚珠通常直立⋯⋯⋯⋯⋯⋯⋯⋯⋯⋯⋯⋯⋯⋯⋯⋯⋯⋯⋯⋯⋯⋯⋯⋯⋯6

6．雌球花生于小枝基部的苞腋，稀生枝顶端，花轴上有数对交互对生的苞片，苞腋有2枚对生的胚珠，有囊状珠

托；种子数枚生于膨大的花轴七，核果状，全部包被于肉质的假种皮内⋯⋯6．三尖杉科Cephalotaxaceae

6．雌球花单生或成对生于叶腋或苞腋，花轴或侧生小轴顶端苞腋生l枚胚珠，有盘状或漏斗状珠托；种子

坚果状，全部或部分包被于杯状肉质的假种皮内⋯⋯⋯⋯⋯⋯⋯⋯⋯⋯⋯⋯⋯⋯7．红豆杉科Taxaceae

一、银杏科Ginkgoaceae

落叶乔木，枝有长枝和短枝。单叶，有叶柄，在长枝上螺旋状排列散生，在短枝上簇

生，叶片扇形，叶脉二歧式分叉。花单性，雌雄异株，稀有同株；球花有柄，生于短枝顶部

的鳞片状叶腋内，呈簇生状；雄球花(小孢子叶球)

有柄，柔荑花序状，雄蕊多数，螺旋状着生，每雄蕊

有花药2室，药室纵裂，药隔不发达，花丝短；雌球

花有长柄，顶生1—2个珠领，每珠领上生l直立胚

珠。种子核果状，有长柄，下垂，外种皮肉质，中种

皮骨质，内种皮膜质，胚乳丰富，胚有2枚子叶，发

芽时出土。

本科现代生活的仅银杏属1属。

银杏属Ginkgo Linn．

形态特征与科相同，本属仅1种。

银杏(白果树、公孙树)Ginkgo bHoba Linn．

(图1)

乔木，高约5米。树干端直，树皮灰褐色，纵

裂。粗糙。幼年树冠圆锥形，老时则呈广卵形；枝近

图1银杏

1．有种子的枝；2．有雄花序的枝；

3．有雌花序的枝；4．胚珠2枚顶生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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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生，斜向上展，一年生长枝淡黄褐色，两年生长枝灰色，短枝灰黑色，表面密被叶痕，短

枝上可长出长枝。冬芽卵圆形，先端钝尖，黄褐色。叶在一年生长枝上螺旋状散生，在短枝

上簇生，扇形，上部宽5—8厘米，边缘有不规则波状缺刻，常中部1缺刻较深，致成二裂

状，叶近革质，淡绿色，叶脉二歧分叉。花单生，雌雄异株，球花有柄，生于短枝顶端鳞片

状叶腋内，呈簇生状；雄球花柔荑花序状，雄蕊(小孢子叶)花丝短，花药2室；雌球花

有长柄，顶端通常二叉，各生1盘状珠领(大孢子叶)，其上生1直立胚珠，但通常仅1枚

胚珠发育成种子，风媒传粉。种子有长柄，下垂，核果状，椭圆形或长倒卵形，直径约2厘

米；外种皮肉质，熟时黄色或橙黄色，略被白粉，有臭味；中种皮骨质，白色，有2～3条

纵脊；内种皮膜质，淡红褐色。胚乳肉质，白色，味甘略苦。花期3—4月，种子9—10月

成熟。

西安各公园、学校和庭院内均有栽培，常用作行道树，为我国特有树种。我国北至沈

阳、南至广州均有栽培，野生林仅见于浙江西天目山。银杏树形优美，春季叶色嫩绿，秋季

鲜黄，可作庭园树或行道树。种子的外种皮和子叶有毒，药用；胚乳含丰富养分，可食用。

木材优良，结构细，质轻软，富弹性，易加工，可供建筑、家具材料用。

二、松科Pinaceae

常绿或落叶乔木，稀为灌木。枝通常轮生，树冠常为尖塔形。单叶，螺旋状散生或在短

枝上簇生，扁平线形或针形，2—5(1或8)个成束，生于退化的短枝顶端，基部包有叶

鞘。花单性，雌雄同株；雄球花腋生或单生枝顶，或多数聚生短枝顶端，长卵形或圆柱形，

雄蕊多数，螺旋状排列，每雄蕊有花药2室，花粉粒有或无气囊；雌球花长卵形或圆柱形，

珠鳞多数，螺旋状散生，每珠鳞腹面基部有2个倒生胚珠，苞鳞和珠鳞分离或仅基部结合，

花后珠鳞发育增大成种鳞，风媒传粉。球果直立或下垂，当年或次年稀第三年成熟。种鳞背

腹面扁平，木质或革质，稀为浆果状，宿存或熟时脱落。每种鳞上有2枚种子，种子上端有

l膜质的翅，稀为无翅；胚乳丰富，子叶2一16枚。

本科主要分布于北半球；共11属，我国有10属，113种29变种，西安有7属18种，

全为栽培种类。

分属检索表

1．叶针形，2、3或5针成一束，生于退化短枝顶端⋯⋯⋯⋯⋯⋯⋯⋯⋯⋯⋯⋯⋯⋯⋯1．松属Pinus Ijm

1．叶线形、披针形或针形，螺旋状散生或簇生，但均不成柬⋯⋯⋯⋯⋯⋯⋯⋯⋯⋯⋯⋯⋯⋯⋯⋯⋯⋯⋯2

2．叶质坚硬，扁平或阴棱，仅一种枝条，球果当年成熟⋯⋯⋯⋯⋯⋯⋯⋯⋯⋯⋯⋯⋯⋯⋯⋯⋯⋯⋯⋯⋯3

2．叶质柔软，扁平，若为针状则坚硬，有长枝和短枝两种枝条，球果翌年成熟或当年成熟⋯⋯⋯⋯⋯⋯4

3．球果成熟后种鳞自主轴上脱落⋯⋯⋯⋯⋯⋯⋯⋯⋯⋯⋯⋯⋯⋯⋯⋯⋯⋯⋯⋯⋯⋯2．冷衫属Abies Mill．

3．球果成熟后种鳞宿存⋯⋯⋯⋯⋯⋯⋯⋯⋯⋯⋯⋯⋯⋯⋯⋯⋯⋯⋯⋯⋯⋯⋯⋯⋯⋯⋯⋯⋯⋯⋯⋯⋯⋯⋯5

4．叶常绿，针形，较硬；球果翌年成熟⋯⋯⋯⋯⋯⋯⋯⋯⋯⋯⋯⋯⋯⋯⋯⋯⋯⋯3．暑松一C．edrus Trew

4．叶脱落，线形，较软；球果当年成熟⋯⋯⋯⋯⋯⋯⋯⋯⋯⋯⋯⋯⋯⋯⋯⋯⋯⋯⋯⋯⋯⋯⋯⋯⋯⋯⋯⋯6

5．小枝有略隆起的叶枕。叶线形，有柄，内有树脂道1，位于维管柬下方⋯⋯⋯⋯4．铁杉属Tsuga Cart．

5．小枝有显著隆起的叶枕，叶针形，四棱，无柄，内有树脂道2，稀无⋯⋯⋯⋯⋯5．云杉属Picea Dietr．

6．雄球花单牛短枝顶，种鳞革质，宿存；叶较狭，宽约1．8毫米⋯⋯⋯⋯⋯⋯⋯6．落叶松属1．,arix Mill

6．雄球花数个簇生短枝顶，种鳞木质，脱落；叶较宽，叶宽2-4毫米⋯7．金钱松属Pseudolarix Cor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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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松属Pinus Linn．

常绿乔木，稀为灌木。树皮纵裂或鳞片状块裂；大枝轮生，平展或斜展，小枝有长枝和

短枝；冬芽被多数芽鳞片，鳞片多为覆瓦状排列。叶二型，鳞叶螺旋状着生，幼时扁平线

形，后退化成膜质苞片状；针叶腋生于鳞叶内，通常2、3或5针成一束，簇生于短枝上，

基部由8—12个芽鳞所组成的叶鞘所包围，针叶横切面为半圆形或三角形，有1或2维管

束，树脂道中生或边生，稀为内生。花单性，雌雄同株，雄球花多数聚生于新枝下部，淡黄

色，雄蕊多数，螺旋状着生，每雄蕊有花药2室，花粉粒有气囊；雌球花单生或数个聚生于

新枝顶部，初时紫红色，后转变成绿色，珠鳞多数，螺旋状着生，每珠鳞腹面基部有2个倒

生胚珠，苞鳞小，不外露。球果翌年成熟，卵形、近球形或圆柱形，种鳞木质，排列紧密，

上端露出部分为鳞盾，肥厚，有或无横脊，鳞盾中央或顶端常有瘤状凸起为鳞脐，有刺或无

刺。球果成熟后种鳞开裂，种子脱落。种子通常有长翅，稀为无翅。

本属分布北至北极圈，南到北非、中美、中南半岛和苏门答腊赤道以南。全世界约80

多种，我国有22种10变种，西安有8种，均系栽培种类。

分种检索表

1．叶鞘早落，针叶基部的鳞叶不下延，叶内有1条维管柬⋯⋯⋯⋯⋯⋯⋯⋯⋯⋯⋯⋯⋯⋯⋯⋯⋯⋯⋯⋯2

1．叶鞘宿存，针叶基部的鳞叶下延，叶内有2条维管束⋯⋯⋯⋯⋯⋯⋯⋯⋯⋯⋯⋯⋯⋯⋯⋯⋯⋯⋯⋯⋯4

2．种鳞的鳞脐背生，针叶3针一束⋯⋯⋯⋯⋯⋯⋯⋯⋯⋯⋯⋯⋯⋯1．白皮松P．bungeana Zucc．eX Endl．

2．种鳞的鳞脐顶生，针叶5针一束⋯⋯⋯⋯⋯⋯⋯⋯⋯⋯⋯⋯⋯⋯⋯⋯⋯⋯⋯⋯⋯⋯⋯⋯⋯⋯⋯⋯⋯⋯3

3．种子无翅⋯⋯⋯⋯⋯⋯⋯⋯⋯⋯⋯⋯⋯⋯⋯⋯⋯⋯⋯⋯⋯⋯⋯⋯⋯⋯⋯2．华山松P．armandi Franch．

3．种子具长翅⋯⋯⋯⋯⋯⋯⋯⋯⋯⋯⋯⋯⋯⋯⋯⋯⋯⋯⋯⋯⋯⋯⋯⋯⋯⋯3．乔松P．grimthii McClelland

4．叶内树脂道边生⋯⋯⋯⋯⋯⋯⋯⋯⋯⋯⋯⋯⋯⋯⋯⋯⋯⋯⋯⋯⋯⋯⋯⋯⋯⋯⋯⋯⋯⋯⋯⋯⋯⋯⋯⋯⋯5

4．叶内树脂道中生⋯⋯⋯⋯⋯⋯⋯⋯⋯⋯⋯⋯⋯⋯⋯⋯⋯⋯⋯⋯⋯⋯⋯⋯⋯⋯⋯⋯⋯⋯⋯⋯⋯⋯⋯⋯⋯7

5．种鳞的鳞盾显著隆起，有锐脊，斜方形或多角形，上部凸尖⋯一⋯⋯⋯⋯⋯⋯⋯⋯⋯⋯⋯⋯⋯⋯⋯⋯·

⋯⋯⋯⋯⋯⋯⋯⋯⋯⋯⋯⋯⋯⋯⋯⋯⋯⋯⋯⋯⋯⋯⋯⋯⋯4．獐子松P．sylvestris v眠mongoHoa Litv．

5．种鳞的鳞盾略隆起，有钝脊，扁菱形或菱状多角形⋯⋯⋯⋯⋯⋯⋯⋯⋯⋯⋯⋯⋯⋯⋯⋯⋯⋯⋯⋯⋯⋯6

6．针叶粗硬，直径1～1．5毫米，种鳞的种脐有短刺⋯⋯⋯⋯⋯⋯⋯⋯⋯⋯5．油松P．tabulaeformis c帆

6．针叶细柔，直径1毫米，种鳞的种脐尤刺⋯⋯⋯⋯⋯⋯⋯⋯⋯⋯⋯⋯6．马尾松P．massoniana Lamb．

7．球果较小，长3—5厘米，冬芽褐色⋯⋯⋯⋯⋯⋯⋯⋯⋯⋯⋯⋯⋯⋯⋯7．黄山松P．taiwanensis Hayata

7．球果较大，长4～6厘米，冬芽银白色⋯⋯⋯⋯⋯⋯⋯⋯⋯⋯⋯⋯⋯⋯8．黑松P．thunbergii ParL

1．白皮松Pinus bungeana Zucc．eX Endl． (图2)

乔木，高约8米。有明显的主干，或从树干近基部分成数干，似灌木状，枝条细长，向上

斜展，树冠宽塔形或伞形；幼树树皮光滑，淡灰绿色，有裂缝，老树树皮淡灰褐色或灰白色，

裂成不规则的薄片块状脱落，内皮粉白色，常白褐相间呈斑鳞状；一年生枝淡灰绿色，光滑；

冬芽卵形，红褐色，无树脂。针叶3针一束，边缘有细锯齿，两面均有灰白色气孔带，横切面

扇状三角形或阔纺锤形，树脂道6～7个，边生。叶鞘早落。雄球花卵圆形或椭圆形，多数聚

生新枝基部，呈穗状，基部包有苞片，雄蕊多数，花丝短，花药2室，花粉黄色，有2气囊

体。雌球花单生或两三个生于新枝顶部，长圆柱形，珠鳞多数，每珠鳞腹面基部有2枚胚珠，

苞鳞小或不明显。球果圆锥状卵形，直径约5厘米，熟时淡黄褐色，种鳞长圆阔楔形，鳞盾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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菱形，有横脊，鳞脐三角形，顶端有刺。种子倒卵

形，灰褐色，长9～13毫米，上部有短翅，红褐

色。花期4月，球果翌年10月成熟。

西安各公园、校园普遍栽培，为我国特有树

种。分布于我国辽宁、河北、山西、陕西、甘肃、

四川、河南、湖北和江苏等省；其他省区有栽培。

树姿优美，树皮白褐色相问斑鳞状，极为美观，为

优良的庭园树种。木材质脆弱，纹理直，有光泽，

为建筑和家具材料。种子含油脂，可食用。

2．华山松Pin璐armandi Franck

乔木，高约7米。幼树树皮淡灰绿色，光滑，

老树则呈灰色，裂成方形或长方形厚块片状。枝条

平展，树冠圆锥形或柱状塔形，一年生枝灰绿色，

光滑，略被白粉。冬芽近圆柱形，先端尖，褐色，

略有树脂。针叶5针一束，长8—15厘米，边缘有

细锯齿，表面绿色，背面有气孔带，横切面三角

形，树脂道3，上边2个边生，下边1个中生；叶

图2白皮松

1．有球皮的枝；2、3．种鳞背腹面；

4．有翅的种子；5．种翅；6．种子；

7．叶的腹面；8．叶的横切面

鞘早落。雄球花卵状圆柱形，多数聚生新枝基部，幼时外包有膜质苞片，雄蕊多数，花丝

短，花药2室，花粉黄色，有2气囊体；雌球花单生或两三个生于新枝顶端，圆柱状，初时

紫色，后转为绿色，珠鳞多数，每珠鳞腹面基部有胚珠2枚，全发育成种子，苞鳞不明显。

球果圆锥状长卵圆形，直径5—8厘米，熟时黄褐色，种鳞开裂，种子脱落；种鳞的鳞盾斜

方形或近阔三角形，鳞脐顶生。种子倒卵圆形，长约13毫米，褐色，有纵脊，无翅。花期

4—5月，球果翌年9—10月成熟。

西安各公园、校园普遍栽培，为我国特有树种。分布

于我国山西、陕西、河南、湖北、甘肃和西南各省(区)。

其他省区有栽培。

树姿优美，可作庭园树或行道树，生长较快。木材质

轻软，结构粗，纹理直，多树脂，可作建筑、枕木和家具

材料。种子可食用。

3．乔松Pinm griffithii McCielland (图3)

乔木，高达70米。树皮暗灰褐色，裂成小块片脱落。

枝条广展，形成宽塔形树冠；一年生枝绿色，无毛，有光

泽，微被白粉；冬芽圆柱状倒卵圆形或圆柱状圆锥形，先

端尖。微有树脂。针叶5针一束，细柔下垂，长10～20厘

米，直径约l毫米，边缘有细锯齿，背面苍绿色，无气孔

带，腹面每侧具4～7条白色气孔带；横切面三角形，树脂

道3，边生，稀腹面1个中生。球果圆柱形，下垂，中下部

稍宽，上部微窄，具树脂，长15—25厘米，柄长2．5～4厘

米，鳞盾淡褐色，菱形，微成蚌壳状隆起，有光泽，常有

4

图3乔松

l、2．球果；3、4．种鳞背腹面；

5．种子背腹面；6．枝叶；7．针叶

上端的腹面；8．针叶的横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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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粉，上部宽三角状半圆形，鳞脐暗褐色，微隆

起，显著内曲。种子褐色或黑褐色，椭圆状倒卵

形，长7—8毫米，种翅长2—3厘米。花期4—5

月，球果翌年秋季成熟。

西安植物园栽培。分布于我国西藏、云南。

树干高大，挺直，材质优良，结构细，纹理直，

较轻软。生长快，为西藏南部及东南部的珍贵

树种。

4．獐子松(变种)Pinus sylvestris Lima．var．

mongolica Litv． (图4)

乔木，高约5米。树干下部树皮灰褐色，裂

成鳞状块片脱落，上部树皮和枝皮黄褐色，裂成

薄片状脱落。枝条斜展或平展，幼树树冠尖塔形，

老树冠圆顶或平顶；一年生枝淡黄褐色，二、三

年生枝灰褐色；冬芽长卵圆形，黄褐色，有树脂。

针叶2针一束，长4～9厘米，先端尖，边缘有锯

齿，长扭曲，坚硬，两面均有气孔带，横切面半

图4獐子松

1．有球果的枝；2．球果；3．种鳞背面；

4．种鳞腹面；5、6．种子；

7．叶的横切面

圆形，树脂道6～ll，边生；叶鞘宿存。雄球花圆柱状卵圆形，聚生于新枝下部，花丝短，

花药2室，花粉黄色，有2气囊体；雌球花圆柱形，有短柄，单生或2、3个生于新枝顶部，

淡紫褐色，后转为绿色，珠鳞多数，每珠鳞腹面基部有胚珠2，苞鳞不明显。球果卵圆形，

长3—6厘米，直径2～3厘米，下垂，熟时淡灰褐色，后脱落；中部种鳞的鳞盾斜方形，纵

脊和横脊均明显，肥厚隆起，鳞脐瘤状凸起，有短刺。种子长卵圆形或倒卵圆形，长4．5～

5．5毫米，黑褐色。花期5～6月，球果翌年9—10月成熟。

西安植物园有栽培。分布于我国黑龙江和内蒙古。树姿优美，可作庭园树。木材质较

细、纹理直，有树脂，质较坚韧。

5．油松Pinus tabulaeformis Carr． (图5)

乔木，高约13米。幼树树皮灰褐色，老树树皮

深灰色或灰褐色，裂成不规则的厚鳞状块片；枝条

平展或向下斜展，幼树树冠卵圆形，先端尖，老树

树冠平顶，小枝较粗，黄褐色，无毛，幼时被白粉；

冬芽长圆形，顶端尖，红褐色，略有树脂。针叶2

针一束，长10～15厘米，直径约1．5毫米，粗硬。

边缘有锯齿，深绿色，两面均有气孔带，横切面半

圆形，树脂道5—8，边生，多数在背面；叶鞘宿

存，褐色。雄球花圆柱形，多数聚生新枝下部，外

包有苞片，雄蕊多数，花丝短，花药2室，花粉黄

色，有2气囊体；雌球花单生或2、3个生于新枝顶

部，圆柱形，初时绿色，后转为紫红色，珠鳞多数，

每珠鳞腹面基部有胚珠2枚；苞鳞小不明显。球果

图5油松

1．有球果的枝；2．种鳞背面；3．种鳞

腹面；4、5．具翅种子的背腹面；

6．叶的横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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