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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子叶植物纲

四五、酢浆草科 0xalidaceae

多年生，稀二年生草本，罕有灌木或乔木。叶互生或基生，三出复叶、掌状复叶或罕为羽状

复叶，托叶有或无。花两性，单生或近伞形花序或聚伞花序j罕有总状花序；萼片5，有时基部多

少连合；花瓣5，蕾期为螺旋状或覆瓦状排列；雄蕊10枚，排成2轮，花丝基部合生；雌蕊由5

心皮结合而成，子房上位．5室，每室含1至数粒倒生胚珠I花柱5，分离或合生；柱头头状或浅

裂。果实为不开裂蒴果或肉质浆果；种子含胚乳。

图1 酢浆草 Oxalis corniculata

1．植株上部 2．托叶 3．花 4．种子

约有10属，800余种，主要分

布于温带及热带地区。我国有3属

12种；滩羊区有1属1种。

1．酢浆草属Oxalis L

一年或多年生草本，具有酸味．

无茎或有缩短的茎；根茎常为肉质

块状或鳞茎状。叶互生或基生，掌状

复叶，通常有／J,Df 3片；小叶于黄昏

日落时或天阴雨时下垂合闭，托叶

小或缺。花单一或数朵生于腋生的

花梗上，白色，浅紫色或黄色；花萼

与花瓣均5数；雄蕊10，分离或于

基部合生成一束，5长5短，全具花

药；子房5裂5室，花柱S，分离，柱

头头状。蒴果背裂，果瓣宿存中轴

上；种子的外种皮肉质．具有弹性。‘

约有500种，主要分布于非洲

及南美热带和温带地区。我国有8

种；滩羊区南部仅产1种。

·1·



1．酢浆草酸溜溜、酸醋浆 图1

Oxalis corniculata L．Sp．P1．11435。1753，Diels in Bot．Jahrb．29：420。1900；东北草本植物志611，P1．1，

f．1～5，1977，宁夏植物志1：405，1986；内蒙古植物志3：396，n．152，f．1～2，1989，2ed

多年生草本．全株被白伏毛；根茎细长柔弱，茎匍匐或斜生，多分枝，常带紫红色。叶互生，

掌状三出复叶，具3～5厘米长柄，基部具关节及小形托叶；小叶宽倒心形，宽大于长，基部楔

形，顶端凹陷，仅背面被疏自伏毛，沿脉较密。花单一或2～5朵排成腋生的伞状花序，总花梗与

叶柄近等长，顶端具2枚膜质苞片，小花梗长5～io毫米，细弱；萼片披针形或长圆披针形，疏

被短柔毛，果时宿存；花瓣黄色j矩圆状倒卵形；雄蕊10，花丝基部合生，子房矩圆柱形，花柱5，

有短柔毛。蒴果短圆柱形，略具5棱，被短柔毛，内含多粒种子；种子矩圆状卵形，成熟时红棕色

或褐色，表面具横条棱。花果期6～9月。

、 产于甘肃榆中县及滩羊区南部；常生于山坡、道旁、农田、废荒地及河边等较潮湿而阴凉等

处。广布于我国南北各地，朝鲜、前苏联、日本及欧洲一些国家，北美洲和亚洲热带也有。

“：全草入药，花期采收，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散瘀止痛作用。主治感冒、尿道感染、黄疸

型肝炎、湿疹、疮疖痛肿等症。 -～ ’·’

。．。’

”·“

．_
。 ，

。

●

四六、牲牛儿苗科Geraniaceae。． ．．

．1
，

；

“
’’

_
，

，．

。 _卜

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稀有亚灌木或灌木状，通常有毛或腺毛。叶互生或对生，通常分裂成掌状

或羽状复叶；托叶常成对生。花两性，辐射对称或稍两侧对称，单1或排列成聚伞花序、伞房花序或

伞形花序，腋生；萼片4--一5，分离或合生至中部；花瓣通常5，稀4或无}雄蕊10或15，有时5，最外

轮雄蕊与花瓣对生，花药2室，纵裂，常混生着无花药雄蕊，花丝基部常合生；子房上位，5心皮合

生，3。5室，每室有倒生胚珠102，着生于中轴胎座上，花柱与子房室同数。蒴果，顶部常具伸长的

喙，果瓣通常由基部开裂，顶部与心皮柱连结。每果瓣具1种子；种子悬垂，稀有胚乳。

约有11属，650余种，广布温带及亚热带地区。我国约有4属70多种；滩羊区有3属10种。
：． 。．

， ‘．

J，
。 “

●
●

。’。’
’’分属检索表 ，‘

1．花紫红色、蓝紫色、粉红色或白色；蒴果具尾状喙⋯⋯⋯⋯“⋯⋯⋯⋯⋯⋯⋯⋯⋯”“⋯⋯⋯⋯⋯⋯·2

1．花黄色或淡黄色；蒴果无喙·?⋯⋯⋯⋯⋯⋯⋯⋯⋯⋯⋯⋯⋯1、熏倒牛属Bieberstenia Steph．ex Fisch．

2．雄蕊10，5枚具药，5枚退化成鳞片状，无药}果瓣成熟时，由基部向上呈螺旋状卷曲⋯⋯⋯⋯⋯⋯⋯⋯
⋯⋯⋯⋯⋯’⋯⋯⋯Dlllio⋯⋯⋯⋯⋯⋯⋯⋯⋯⋯⋯⋯⋯⋯⋯⋯．．．⋯⋯2、栊牛儿苗属Erodium L’Herit．

2．雄蕊10。通常全部具药f果瓣成熟时，由基部向上呈匙状反卷⋯⋯⋯⋯⋯⋯”3、老鹳草属Geranium L．
’

’

●

‘ 1．熏倒牛属Bieberstenia Steph．ex Fisch．

草本，具强烈性臭腺毛。叶片羽状分裂，有托叶。聚伞状圆锥花序或似总状花序，花辐射对称；

·‘2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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萼片5，花瓣5，具与花瓣互生的腺体5；雄蕊10，均有花药；心皮5，子房5室，每室有1胚珠；花柱

几与子房等长。蒴果成熟时不开裂，果瓣不向上反卷，无喙；种子内屈，胚乳细小，偏于1侧。

约5种，主要分布中亚和西亚。我国有3种，产于西北各省及西藏等省(区)；滩羊区产1种。
‘_ 。 。

●．
_●●～

，． ‘

’
●

． 1．熏倒牛臭蒿 图2．}
t ‘I ：． 』

，一 Bieberstenia heterostemon Maxim．in Mel．Bi01．Acad．Sci．St．-Petersb．11：176，1880,Forb．et Hemsl．in-

J0urn．Linn．Soc．Bot．23：97，1886；中国高等植物图嗑2：533，图2795，1972。秦岭植物志1(3)：118，图93，1981。
●

，．。
。 ．

。

●

一年生草本，全株密被暗褐色具臭味

腺毛及白短毛；根圆锥形，红褐色，上部具枯

叶柄。茎直立，高达150厘米，中空。叶互生，

矩圆状披针形，长7～20厘米，宽4～16厘

米，三回羽状全裂；羽片5～6对，二回羽状

全裂，最终小羽片条状披针形，宽约1毫米，

锐尖头，两面被短毛，下面较密；基生叶柄长

达15厘米。茎生叶叶柄由下向上渐缩短，均

被腺毛及短毛．柄基有2片托叶。聚伞状圆锥

花序顶生，长达40厘米，多数为3花组成的

聚伞花序构成；花黄色，花梗长3～7厘米，

顶部花梗缩短约5～15毫米，被腺毛和短

毛；苞片卵圆形，有短尖；萼片覆瓦状排列，外

2片宽卵圆形，内3片狭卵形，背面具腺毛；

花瓣倒卵形．稍短于萼片，顶端波状；雄蕊

10，具花药，其中5花丝着生于子房基部附属

(鳞片状)物中部。蒴果不开裂，顶端无喙，成

熟时果瓣不反卷。花果期8"-一9月。

产宁夏(中宁、中卫香山)、甘肃(环

县、会宁、靖远、皋兰、榆中兴隆山)等地；

生于海拔1800～2500米山坡、草地、村旁

舍边等较干旱处。分布我国宁夏(隆德)、

青海、新疆东部、西藏北部。一 ，I

图2 熏倒牛Bieberstenia heterostemon

．1．根及基生叶2．花序 3．花 ．，

4．果实及宿存花萼 ．，’

，』

无毛薰倒牛(变种)

var．platylobumY．P．Hsu in Addenda．
．， ．．

与正种区别，在于叶片分裂度宽，未回裂片宽2～3毫米，两面近光滑或具极稀短微毛。
●

～

产甘肃皋兰县小金沟．中国科学院甘一队，2788(Typus)28 Sept．．1956；永登和平公社，何
●

业棋4357号，24Jul．1959。 一 ，

·3‘



2．栊牛儿苗属Erodium L'Herit
’

，

草本．很少为亚灌木；茎常有膨大的节或呈短缩茎。叶对生或互生，通常羽状分裂，具托叶。

花常排成稀疏伞形花序或单生，具总花柄；萼片5，花瓣5，花瓣与5颗腺体互生；雄蕊10，排成

2轮，有花药雄蕊与萼片对生，无花药雄蕊与花瓣对生，并常退化为鳞片状；子房5室，每室含

胚珠2，花柱5。蒴果具5果瓣，5室，成熟时5果瓣与中轴分离，自下向上呈螺旋状反卷，果瓣

内面有长毛；种子不具胚乳。
’ ’

一 。r。

约60余种．主要分布于地中海一带，延伸至欧洲和中亚，少数产于非洲南部、亚洲、北美洲

和大洋洲。我国有4种．滩羊区有3种。
‘

‘一。 ’’ ‘

一

。
．．，～．¨．’．+

1
1

，’

‘ 二

+’分种检索表 ’’一 i

1．植株具发达的地上茎}叶茎生，长5厘米以上·萼顶端有芒或锐尖头；蒴果长3～5厘米⋯⋯⋯⋯⋯⋯⋯2

1．植株无地上茎(仅有花葶)l叶基生，长约1．5厘米以下‘萼顶钝头或近圆头；蒴果长约2厘米⋯⋯⋯⋯⋯

⋯⋯⋯⋯⋯⋯⋯⋯⋯⋯⋯⋯⋯⋯⋯⋯⋯⋯⋯⋯⋯⋯⋯⋯⋯⋯，·l，．短喙牝牛儿苗E．tibetanum Edgeqr．

2．羽片基部沿叶轴下延，萼片先端具长芒⋯⋯⋯⋯⋯⋯⋯⋯⋯⋯⋯”^2、拢牛儿苗E．stephanianum Willd．

2．羽片基部不下延，萼片先端具尖头但无芒⋯⋯⋯⋯⋯⋯⋯⋯⋯⋯⋯⋯⋯⋯⋯⋯⋯⋯⋯⋯⋯．．．⋯⋯⋯”

⋯⋯⋯⋯⋯⋯⋯⋯⋯⋯⋯⋯⋯⋯⋯⋯“⋯⋯⋯。3、芹叶拢牛儿苗E．cicutarium(L．)L’Hertit．ex Ait．
‘

-r
●●J

’ 、 ‘

：， ．

。．1．短喙铙牛儿苗图3 ．。．

J’

Erodium tibetanum Edgew．in Hook．Fi．Brit．

Ind．1：434 1875l A．Vvedenski，in F1．URSS 14：65，

1949I中国高等植物图鉴2 s531，1972I内蒙古植物

志3：400，P1．152，f．3～4，1989，2ed．

一年生或二年生矮小草本，花茎高2～5

厘米，基部常被残叶柄及托叶包着。基生叶多

呈莲座状丛生，叶片卵形、宽卵形至披针状卵

形，长l～1．5厘米，宽7之14毫米，顶端圆钝，

基部心形或宽楔形，一回裂片通常2对，顶生

裂片常3深裂，两面沿脉具灰色短毛，下面较

密；叶柄为叶片长2---3倍，被短毛；托叶卵形

至披针状卵形．基部与叶柄合生，近膜质被短

毛。花葶顶端有2"--'4朵花．花梗长约5",-7毫

米；苞片8～10枚，宽卵形至披针形，连同花序

轴和花梗被短毛；萼片矩圆形或长卵形，先端

稍钝或圆形，无短尖头，背面被短毛；花瓣宽倒

卵形，远大于萼片，早落；雄蕊长约2毫米，花

丝基部稍膨大，彼此稍合生I子房密被短毛。蒴

·4’

图3短喙忧牛儿苗Erodium tibetanum

1．植株2．花

●



●

果长17～20毫米，果瓣长圆柱形，长约5毫米，粗约1毫米，被短硬毛，喙长12～15毫米，被微

硬毛。花果期6～8月。 ：
，‘。

产宁夏(贺兰山)、内蒙古(阿拉善左旗)；生于海拔1700"-2100米荒滩、河床、山坡干旱之

处。分布于我国甘肃北部、新疆、西藏。蒙古、前苏联也有。 ．

2、栊牛儿苗r太阳花 图4 ～

·．

Erodium stephanianum Willd．Sp．P1．3：625，1800；Diels in Bot．Jahrb．36(Beibl．82)：71，1905‘华北经

济植物志要241，1953；陕甘宁盆地植物志94，图55，1957，东北草本植物志6：6，P1．3，f．】～3，1977；秦岭植

物志1(3)：119，1981；宁夏植物志1：406，图395，1986，内蒙古植物志3：398，p1．153，f．1～2 1989，2ed．

’

图4 忧牛儿苗Erodium stephanianum

1．茎的部分 2．蒴果 3．果瓣(似螺状喙)

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根

细圆锥状。茎平铺或稍斜升，

高15"-50厘米，具疏柔毛。叶

对生，长卵形或矩圆状三角

形，=回羽状深裂；羽片3～

6对．基部下廷至叶轴，小羽

片条形，全缘或具1～3粗齿，

两面具疏毛；托叶线状披针

形．边缘膜质，具稀缘毛；叶

柄长3---7厘米，具疏柔毛。疏

伞形花序，常有花2～5朵，花

梗长2～3厘米；萼片矩圆形

或近圆形，长5～7毫米j先

端钝有长芒，背面具毛，边缘

膜质具缘毛I花瓣倒卵形，淡

紫色或紫兰色．较萼片短或等

长，基部具毛；具药雄蕊的花

丝基部扩大．较短；’子房被灰

白色硬毛。蒴果具长2．5．-一4

厘米的喙，成熟时5个果瓣与

中轴分离，喙部常呈螺旋状自

下向上卷曲，内侧有I行长硬

毛。花期5～6月i果期7～9

月。

产滩羊区各地，多生于海

拔1300～2300米的山坡、沙

质土草原、河边路旁及农田

间，荒地等处。广布于我国东

北、华北、华中、西北、云南

及西藏等省(区)。朝鲜、前

·5。



苏联的远东及西伯利亚、蒙古、印度也产。

全草入药，有强筋骨，去风湿，活血通络，清热解毒之效。主治风湿、筋骨痛、肠炎痢疾等症，

又能提取栲胶。农村常采用地上部分，煎水作黑色染料。‘。 ‘。

． 3．芹叶犍牛儿苗图5

．Erodium cicutarium(L．)L’Herit．ex Ait．Hort．Kew．2：415，1789}Diels in Bot．Jahrb．36(Bieb．82)：71，

1905；A．Vvedenski，in F1．URSS 14-71，1949t中国高等植物图鉴2：531，图2791，19721秦岭植物志l(3)l

119，图94，1981；内蒙古植物志3{400，P1．153，f．3"-4，1989，2ed．～Geranium cicutarium L．Sp．P1．680，

1753．

．一年生或二年生，全株被白色长毛，

根直立，单一很少有侧根。茎斜升，通常

多茎丛生，高10"-40厘米．基生叶多生

有长柄；茎生叶对生或互生，由下向上柄

渐短；叶片长圆形或狭卵形，长5～10厘

米，宽2～4厘米，二回羽状深裂，羽片互

生，约5～10片，基部不下延，两面具稀

毛，小羽片狭窄，短条形，锐尖头，全缘或

有1～3齿状缺刻泞已叶膜质，短披针形，

具柔毛。伞形花序腋生，总梗长10---．15

厘米．有花．5～10朵，花梗细弱，长约2

厘米，连同总梗均被疏长腺毛，腺毛常早

落；萼片长圆形，有疏腺毛，先端尖，无

芒I花瓣紫红色，长圆形，与萼片等长或

稍短；雄蕊5，花丝紫红色，下部两侧扩

展。蒴果长2．,5---3．5厘米，有短伏毛，喙

长2～3厘米；种子平滑，长约3毫米。

产甘肃白银市，内蒙古阿拉善左旗

(巴彦浩特市郊区)；多生于农田、河旁、

草原及低山坡上。分布于河北、山东、河

南、陕西(秦岭)、新疆、青海等省(区)。日

本、前苏联、欧洲及北美也有分布。

全株供牧草用，牛羊皆食。

芹叶拢牛儿苗Erodium cieutarium

1．茎的部分2．花

3．老鹳草属Geranium L

多年生草本或亚灌木。叶对生或互生。叶片圆形或肾形，有时三角形，掌状分裂或分裂几达

基部，有托叶。花辐射对称，聚伞花序或单花，顶生或腋生；萼片5；花瓣5，覆瓦状排列，与腺体

互生；雄蕊10，均具花药，花丝基部扩大，分离或仅基部稍合生；子房由5心皮组成，5室，花柱

·6·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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