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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茶山因“四·八”烈士在此遇难而闻名全国。黑荼山林区丰富的植物资源却

鲜为人知。我们经过四年多的野外调查和标本采集，收集有关资料，编写了本书。

书中记载了山西黑茶山林区的维管束植物94科，367属，730种。较为详细地描述

了这一区域内植物的外部形态特征、分布范围、适生立地和经济价值，并附有形态

特征图。通过标本鉴定，改正了以往一些出版物中对部分物种的分布极限。由于

调查经费和时间等方面的原因，本书没有将室内引种栽培的花卉及观赏植物编入

其中。

我们希望通过本书，使更多的人了解山西黑茶山林区的植物资源，进而科学

地保护和合理地开发利用，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更好地为山西的社会经济发．

展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服务。

本书在调查和编写过程中，曾得到山西省林木种苗站、山西省林科所、山西农

业大学林学系、山西林业学校、山西省林业建设基金管理总站等部门的大力支持，

特别是崔顺昌(研究员)、梁和印(高级讲师)、马大华(教授级高工)等专家在标本

鉴定和编写过程中给予了许多技术指导和业务上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编写中有许多缺点和疏漏之处，请各位专家、读者给予指

正。

编 者



黑茶山林区自然地理概况

黑茶山林区地处晋西北黄土高原，位于黄河以东，汾河以西，管涔山以南，关帝

山以北，地跨吕梁、忻州两个地区。

一、地形

从山西大的地貌类型看，黑茶山林区属于黄土丘陵区的土石山区。全区山峦

起伏，沟谷纵横，地形复杂。野鸡山(海拔2205m)、白龙山(2275．3m)、黑茶山
(2203．8m)和二青山(1185m)主峰连成的主山脊贯穿于林区的中部，从而将林区分

割为北端、南端，东坡、西坡。南阳山(2831m)山势高峻，地形由东向西形成林区南

部的天然屏障，林区南高北低，相对高差1602rn。境内发源的主要河流有：岚漪
河、蔚汾河、湫水河、岚河、北川河，均汇人黄河。

二、气候

按全国气候带划分，黑茶山林区属暖温带大陆性气候。由于地势高，地形复

杂，致使气温、降水等主要气候要素变化很大，本林区年平均温度3。C～5℃，1月份

平均气温一10℃，7月份平均气温17℃。O℃以上积温2150℃～2500℃，10℃以上
积温1500℃～1850℃，10℃以上积温天数95天～110天。全年降水量500ram～

680mm，主要集中在7、8、9三个月。无霜期95天～135天。本区的气候特征是地

势高，气候寒，生长期短，气温垂直变化明显，海拔每升高lOOm，积温减少130℃一
140℃，无霜期缩短6天左右。生长期短、春季干旱、秋季霜冻是影响农业生产的主

要灾害。

三、土壤

林区境内变质岩广泛分布，新生界松散土体覆盖面积甚广，林区主要土壤种
类为山地褐土、淋溶褐土、棕壤、黄绵土、亚高山草甸土五种类型。

山地棕壤主要分布在1900m一2700m的林冠下，土层肥厚，水肥充足，主要植

被为云杉、华北落叶松、桦树组成的森林。

淋溶褐土分布在1700m～2200m的林冠下，土壤结构好，有机质含量高，pU值
中性到微酸性，自然植被多为油松、杨桦混交林。

山地褐土分布在1600m～1800m的林冠下和灌丛坡地。肥力尚好，但在阳坡

土层极薄，甚至为粗骨性褐土，植被多系针阔混交林、绣线菊、沙棘、黄刺玫等灌丛
和草本。

黄绵土分布在海拔12(K)lYl～1600m，地势起伏较大，分布范围广泛，母质为黄土
状物质，土层深厚，肥力较差，保存有杨、柳、榆、侧柏等乔木和沙棘、虎榛、蒿草等
灌草。

林区2700m(南阳山)以上有亚高山草甸分布。树木主要为高山绣线菊、鬼见



愁灌丛。

四、植被

植被从大的范围上看属暖温带半干旱松栎林带。林区境内的植物由于受地

形、气候、水文及土壤等条件的影响，分别组成不同的植物群落。以植物的垂直分
布最为明显：高中山区有以云杉、华北落叶松组成的针叶林，为林区主要的木材生

产基地；中低山有以油松、桦树、辽东栎、山杨、椴树组成的松栎杨桦林，针叶林占

优势。灌丛以绣线菊、胡枝子、榛、虎榛子、沙棘、黄刺玫等为主。高中山顶部有蒿

草、苔草等组成的亚高山草甸。农作物有莜麦、马铃薯、谷子、玉米、豆类等，林区
野生药用植物十分丰富，主要有党参、黄芩、柴胡、远志、益母草等。

五、珍稀植物资源

黑茶山林区珍稀植物资源丰富。据调查，全区有珍稀濒危保护植物10科12

种，其中乔木3种，灌木4种，草本5种；国家珍稀濒危植物6科8种；省级保护植

物4科4种。林区内分布有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现仅存于黑茶山的山西特有树种

山西杨(Populus shanxiensis C．Wang et Tung)；还有国家二级保护植物虫胃实(Kolkwitx．
ia amabi—lis Graebn．)、文冠果；三级保护植物刺五加[Acanthopanax senticosus(Rupr．

et Maxim．)Ha肿s]、黄芪、蒙古黄苠、野大豆、核桃楸(Juglans mall dshurica Max．

im．)，珍稀植物种类和数量及分布详见下表：
黑茶山林区珍稀濒危保护植物种类数量及分布

名称 保护类别 分布地点 立地条件 数量 生长状况 濒危度

山西杨 国家一级 黑茶山 1600m阳坡 + 中 稀有濒危

娟实 国家二级 机关院 13()om + 差 稀有

文冠果 国家二级 方山、城庄、中寨、石桥 1500m低山阳坡 ++ 良 稀有

1300m～2000m阴坡、半阴
刺五加 国家三级 黑茶山、白龙山、野鸡山 ++ 良 渐危

坡

黄芪 国家三级 南阳山、黑茶山、野鸡山 1500m～2800m疏林下 +}} 良 渐危

蒙古黄芪 国家三级 黑茶山、白龙山 1600m～2000m疏林下 ++ 良 渐危

野大豆 国家三级 东会、交楼申、石桥 1000m一1300m农用荒坡 卅 中 濒危

核桃楸 国家三级 南阳沟、白龙沟 1400m一1800m河滩沟谷 + 差 渐危

樟子松 省级保护 野鸡山 1800m半阳坡 + 良 稀有

腺毛肺草 省级保护 黑茶山 1500m．2300m山坡 ++ 良 稀有

小红景天 省级保护 南阳山低焉豁 一 1800m一2700m疏林 + 良 稀有

玫瑰 省级保护 南阳沟新窑上 1800m林缘沟谷 + 中 稀有

黑茶山林区丰富的植物资源是林区宝贵的财富，有着巨大的经济和生态价

值，保护和利用好这些植物资源，对于林区的经济发展和山西生态环境建设，以及

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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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子植物f-1 Gymnospermae

裸子植物多为乔术或灌术，稀为术质藤本，多为常绿性，稀为落叶性。茎的维管束并生

式排列成一环，具形成瑶，次生木质部几乎全由管胞组成，稀具导管(麻黄等)；在韧皮部

中没有伴胞。雌雄同株或异株。雄蕊组成雄球花，多风媒传粉，雌蕊(大孢子叶)成组或成

束着生，或生于轴上成雌球花。大孢子叶不形成密闭的子房，胚珠裸露．整个胚珠发育成种

子，以种子繁殖。

裸子植物在黑茶林区分布极其J一泛，对林区的林业建设与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黑茶山

共分布有3科7属约11种裸子植物，部分种类如油松、华北落叶松等足林业生产上的主要

造林和用材树种，在林区组成大面积的针叶林和针阔混交林，另有些种类为我国特有，有些

种类可供药用或提制松脂、栲胶、纤维等。

1．松科Pinaceae

云杉属Picea Dietr．

白杆(白儿松)

Picea meyeri Rehd e【Wils

乔木。高达30m，胸径约60cm。小枝密生或疏生毛或近尤毛，一年生枝，黄褐色。芽

多为圆锥形。叶长1 3卅3cm，宽1 2rnm一2nwn，先端微钝，横切面菱形。球果长圆柱状圆

形，幼时紫红色，成熟前种鳞背部绿色，上部边缘紫红色，长6em一9cm种鳞倒卵形，先

端圆钝或钝三角形，背部有条纹。10月种熟。

图1白杆 圉2青杆



主要分布在南阳山，黑茶山也有分布，海拔】600m～2700m，气温较低，雨量及湿度较

大，灰色棕壤及棕壤地带，常组成以白杆为主的针阔混交林，伴生树种有青杆、华北落叶

松、红桦、白桦、山杨等。种子繁殖。术材黄白色，较轻软，纹理直、细密，可供建筑、枕

木、电杆、桥梁及造纸等用材，也是优良的园林绿化树种。

青杆

Pice．R wIlsonii Mast

乔木。高30m，胸径1 3m。1年生枝，淡灰色、淡黄色或淡黄灰色，通常无毛；2年～3

年生枝淡灰色、灰色或淡褐灰色。芽卵圆形，小枝基部宿存芽鳞紧贴小枝。叶长0 8era—

l 3em，粗细多变异，先端尖，横切面菱形或扁菱形。球果卵状圆柱形或圆柱状长圆形，成

熟前绿色，长4cm一8cm；种鳞倒卵形，先端宽圆或突小，或宽三角状，露出部分无明显纵

纹。子叶6枚一9枚。10月种熟。

主要分布在南阳山、黑茶山，野鸡山也有分布，在海拔1700m～2300m，常与白杆、红

桦、白桦、山杨组成混交林，或在凸杆林中丛状分布，种子繁殖。术材淡黄白色，较轻软，

纹理直，结构略粗，可供建筑、电杆、枕木、土木工程、器具、家具及造纸等用，也是园林

绿化树种。

落叶松属L“x Mill

华北落叶松(红杆)

蜥x Principls—mpprechtii Mayr

落叶乔木。高达30m，胸径lm。树皮灰褐色，

纵裂成小块片状；一年生长枝，淡褐黄色，幼时有

毛，后脱落，有白粉；短枝径3u吼～4r㈨，顶端叶枕

之间有黄褐色或淡褐色柔毛。叶窄条形，长2cm一

3㈨球果长卵形或卵圆形，长2cm～4em，种鳞26
枚～45枚，熟时淡褐色或淡灰褐色，有光泽。苞鳞

短，径约2cm，小露出；种子斜倒卵状椭圆形，连翅

长1c一1 2era。花期4月一5月，球果10月成熟。

广泛分布在南阳山、黑茶山、白龙山、野鸡山。

是华北地区特有树种，海拔在1400m～2800m之间，

常纯林或与白秆、青杆、山杨、红桦、自桦组成混交

林。生长快，适应性强，繁殖容易，是最主要的造林

树种。材质坚硬，坚韧细密，抗压或抗弯曲度较强，

耐腐朽，耐水湿；为建筑、造船、桥梁、电杆、坑木

及水下工程的良好用材。

柱}属Pinus Linn

图3华北落叶松

樟子松

Pinus sylvestfis“IIn Vat nmngolica Litv

乔木。高达30m，胸径lm。树皮下部黑褐色，中E部褐黄色或淡黄色；一年生枝，淡

黄褐色。叶2针一束，长4era一8(12)cm，刚硬扭曲，短而宽；树脂道边生；叶鞘宿存。

小球果下垂，球果长卵形，长约3cm一6cm，黄绿色；果梗向下弯曲；鳞盾长菱形。鳞脐小，

疣状突起。种子长扁卵形或扁倒卵形，长4 5nma一5 5r嘲，种翅长l lmm～1 5trim。花期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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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果8月～9月成熟。

在野鸡山有人工引种，材质优良；供建筑，枕木、家具等用材，是耐干旱瘠薄树种。

油松

升n隅tabulaefo丌nis Cart

乔术。高达30m，胸径I 8m。树皮灰褐色，裂成较厚的鳞状块片；孤立老树的树冠平

顶；一年生枝，淡红褐色或淡灰黄色，无毛，幼时微被白粉。针叶2针一束，粗硬，长

IOcm～15ern，径约1 5turn；树脂道5个～8个或更多，边生，稀角部有1个～2个中生；叶

鞘宿存。球果卵圆形，长4cm～9cm；熟时淡褐黄色，常宿存树上数年不落，种子卵圆形或

长卵圆形，长6mm～8mm，翅长约lcm，球果第二年9月～lO月成熟。

是我国特有树种，分布，1‘泛，海拔1500m～1900m，有较大面积纯林，喜干冷气候，耐

干旱瘠薄；侧根发达，抗风力强，种子繁殖。心材淡黄红褐色，边材淡黄白色，纹理直，材

质较坚硬，强度大，耐磨擦，富树脂，耐腐朽，为优良的建筑、桥梁、矿柱、枕木、电杆及

本纤维工业原料。立木可采割松脂，提炼松香、松节油；叶口了提取芳香油；松针、松花粉均

可药用；树皮及针叶可提制拷胶；种子含油量30％～40％，出油率24％一30％；松烟可制

墨及油墨。是华北地区黄土高原最主要的造林树种之一。

变种有：黑皮油松Vat mukdensis Uyeki

粗皮油松f paehidemlis Sung

细皮

图4樟子松 图5油松

2．柏科Cupressaceae

侧柏属Platycladtrs Spach(Biota D．Donex Endl．)．

侧柏(扁柏、香柏、黄柏、扁桧)

naHcl8dus orientalis(Ⅱn兀)Franeo (Biotaofientalis(Linn)Endi)

乔术。高达20m，胸径1m：树皮淡灰褐色；幼树树冠夹塔形．老则成广圆形；生鳞叶的小枝直展或斜展。鳞叶先端微钝，中央叶的露出部分长I⋯1 5mm。球果近卵圆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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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5哪一2(2 5)锄，成熟前近肉质，蓝绿色，被白粉，熟后褐色或红褐色；种子妊3wan。

4一，稍有棱脊。花期3月一4月．球果10月成熟。
主要分布在海拔1000m～1200m的浅石质山区，种子繁殖，以石灰质土上生长良好。

木材淡黄褐色，材质致密坚硬，不挠裂，有香气，耐腐朽，可供建筑．桥梁、枕木、农

具、家具、细木工等用。枝叶提油可作香料；种子榨油供食用，入药名“柏子仁”，生鳞叶

的小枝人药名“侧柏叶”。树姿优美，耐修剪．常栽植为庭院观赏树。

田8杜橙



端尖，有4条钝棱脊。

生于低⋯、丘陵，常散生于林缘驶疏林。

术质坚硬，边材黄白色，，D材淡褐色，纹理致密，有光泽及香气，耐腐性强；供建筑

桥梁、工艺品、雕刻、家具等用；球果人药。可作庭院观赏树。

3．麻黄科EDhedraceae

麻黄属EDhedra TolIl了1．et Li／w．

草麻黄

Ephedra siniea St,apt"

小灌木，常呈草本状。高20cm～40em。通常无直立的木质茎，若有则横卧于地上似根

状茎；小枝直或微曲，对生或轮生，圆，审问长多为3era～4cm，直径约2r帅，无明显纵槽。

叶生于节上，膜质鞘状，下部1／3～2／3合生，上部2裂，裂片锐i角形。雄球花有多数密

集的雄花，或成复穗状，苞片通常4枚；雄花有7投一8枚雄蕊，花丝台生或先端微分离。

雌球花单生枝顶，苞片4枚，最上一枚合生部分占1／2以上；雌花2朵，珠被管长1m珊或稍

长。雌球花成熟时苞片肉质，红色；种子通常2粒，包藏于苞片内，不外露或与苞片等长。

黑茶山、南阳山、野鸡山、白龙山分布，常生于秫缘石缝。枝口f_为镇咳、发汗的良药，

且能镇痛、止喘、利尿、化结；是提炼麻黄素的主要原料；根有止汗作用。

了{
皂。

圉9草麻黄 圉lO，K贼麻黄

术贼麻黄

Ephedra equlsetinn Bmtge

直立小灌木。高可达lm。木质茎明显，直立或部分呈匍甸状。小枝对生或轮生，直径

约Imm，节问短，通常长1 5cra～2 5cm，纵槽纹不明显，多被白粉呈蓝绿色或灰绿色：叶膜

质鞘状，仅上部1／4分离，裂片2对，钝三角形，长1 5ram。雄球花单生或3个～4个集生

于节上，苞片3枚～4枚，基部约1／3合生；雄花有6枚一8枚雄蕊，花丝全部合生．微外

露，花药通常2枚。雌球花常2个对生于节上，苞片3枚，最上一枚约2／3合生，雌花1朵

～2朵，珠被管弯曲，长达2rart，。雌球花成熟时苞片肉质，红色，长8-mn～10mm，直径4mm

～5mm。种子通常I粒，窄长卵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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