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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鲁 士
翮 舌

“植物志”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植物资源的信息库。我国是世界上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经过四代

人的努力，300多位植物学家通力合作，于上个世纪末，完成了具有80卷126册的《中国植物志》巨著。与

此同时，各省、市、自治区，在全面调查本地植物资源的基础上，陆续编研并出版了各自的地方植物志。从

上个世纪50年代末至今，单华南地区，就先后出版了《广州植物志》、《海南植物志》、《广东植物志》、《广

西植物志》、((澳门植物志》、((Flora of Hong Kong))等。这些植物志全面反映了该地区植物资源的蕴藏概况，

为资源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以及物种多样性保护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

深圳地处南亚热带，地形地貌复杂多样，气候温暖湿润，东部和东南部的主要山峰，海拔均在600m以上(深

圳最高峰梧桐山主峰海拔高943m)，这些山地终年云雾缭绕，河流纵横其间，为亚热带沟谷雨林、常绿阔叶林、

各类灌木和草本植物提供了十分有利的生存空间。长达二百多公里的海岸线又为红树林和滨海植物提供了最

佳的生长场所。所以，深圳地区的植物资源十分丰富，迫切要求植物学工作者全面地调查深圳地区的植物资源。

同时，由于深圳的经济发展迅速，基本建设规模巨大，对自然环境和植被资源造成较大影响，保护环境和保

护生物多样性已迫在眉睫。因此，编写一套反映深圳植物多样性的《深圳植物志》是摆在植物科学研究人员

面前的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自1980年深圳特区成立以来，历届市委、市政府和城管局领导均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给予资金、人力

和物力上的大力支持。

早在1983年，特区成立之初，就邀请广东省林业厅、华南农业大学与深圳园林系统的专业人员共同组成

调查组，对深圳特区内的土壤和植物资源等项目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调查，采集到植物标本1，000多份。

1988年5月，仙湖植物园对外开放之初，时任园领导的陈潭清主任就提出，要开展深圳地区植物资源的

考察和标本采集工作，建立标本馆，为编研《深圳植物志》做准备。为此，从1988年下半年开始至1993年，

仙湖植物园的科技人员在陈潭清主任的主持下，成立考察组，先后多次到梧桐山、梅沙尖、盐田、三洲田和内

伶仃岛等地考察，采集到植物标本约10，000份，并建立了仙湖植物园标本馆。

1996年一1998年，仙湖植物园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以及梧桐山风景区联合组成了“深圳考察队”，对

梧桐山及邻近地区进行了为期三年的考察和标本采集，共采集植物标本近30，000份。

1998年—2003年，受广东省林业厅的委托，仙湖植物园与中科院华南植物园合作，对深圳地区的国家重

点保护植物资源进行考察，在此次考察中采集到植物标本近7，000份。

2004年，在仙湖植物园李勇主任的主持下，《深圳植物志》的编研正式向深圳市城管局和深圳市科技局申

请立项，并获得批准。为充实植物标本的收藏数量，仙湖植物园再度与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合作，到深圳地区各

主要山地、丘陵，海岛和湿地进行全面的考察与采集，共采集到植物标本30，000余份。与历次采集比较，这

次采集到的标本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

除了上述几次较大规模的考察采集外，仙湖植物园的科技人员还组织了《深圳植物志》采集队，“仙湖·华

农学生采集队”以及各种形式的采集小组进行植物标本的采集，从未间断。多年的植物资源考察发现了若干新

种和较多的分布新纪录。

综上所述，20多年来，仙湖植物园共采集深圳地区的植物标本近70，000份。这批珍贵的植物标本，为《深

圳植物志》的编研奠定了基础。

2005年，((深圳植物志》编委会在李勇主任的主持下正式成立，编研工作随之开展。

2006年，仙湖植物园聘请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的专家，对馆藏的标本进行了全面的鉴定，为《深圳植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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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编研作前期准备。随后，编写并出版了《深圳野生植物名录》一书，供编研工作参考。

与此同时，编委会讨论并确定了《深圳植物志》的读者对象，一致认为，除植物分类学专业的科研人员外，

更重要的是涵盖大专院校师生、中等学校师生、中医药工作者、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者、园林部门

的负责人，设计人员、造林工作者，绿化工程人员，苗圃经营者、园林绿化和造林工人以及植物爱好者等。在

此前提下，我们吸取《中国植物志》和已出版的各省区地方植物志的成功经验，扬长避短，在资深和有丰富经

验的植物分类学家的参与下，制定了《深圳植物志》的编写规格，主要的内容如下：

一、《深圳植物志》收录的种类包括：

(一)在深圳地区有分布并已采集到标本的野生植物l

(二)在深圳地区已归化的外来植物；

(三)在深圳地区有悠久栽培历史的植物(古树名木、外来植物或本地植物)，

(四)在深圳地区被普遍栽培的园林植物和其它经济植物。

二、形态描述力求准确，正确应用植物分类学专业术语是关键，以《(图解植物学辞典》(科学出版社，

2001，詹姆斯。吉。哈里斯等著，王宇飞等译，王文采审校)以及((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第一册附的“植物分

类学上常用术语解释”为依据。对于常用的专业术语，均在每一册植物志之后附图解，对于不常用的而又不易

理解的少数术语则在该术语之后均用深入浅出的文字加以解释，以帮助读者理解。在形态描述中，作者在认真

鉴定标本的基础上，以深圳地区植物标本为依据，客观准确地描述该种植物的形态特征和变异幅度。

三、编入植物志的每一种植物均附有一幅科学性和艺术性相结合的形态图，大部分均附有比例尺，使形态

图更具科学性(有小部分早期绘的图未加比例尺)，读者在利用植物志鉴定标本时，能图文对照，鉴定植物可

更加准确，亦可避免因为特征图较少，单凭形态描述来鉴定植物容易产生误差的问题。

四、凡被收进((深圳植物志》中的种类，尽可能地附上在野外拍摄的原色照J牛。使读者除看到一种植物的特

征图外，还能看到该种植物在自然界生长的原来面貌，本卷有73％的种类附有原色照片，其中约有30％的种类附

有不同物候期的照片。每张照片除附有编号、名称、学名外，还附有该植物的描述在正文中的页码，方便读者查阅。

五、分种检索表均采用人为检索表，选择种与种之间最为明显的区别特征列入其中，使读者在运用检索表

鉴定植物标本时，能更为有效。

六、收入((深圳植物志》的种类，如遇有同一种植物所用汉语名称和学名与华南地区已出版的植物志所用

的汉语名称和学名不一致时或发现有错误鉴定的情况时，均在文献引证栏内加以引证，以避免读者误解。

七、每一种植物除有汉语名称(含别名)、学名外，还附有英文名，以便于交流。

八、对各种植物的主要用途，特别是有毒植物，均有简明的阐述。

九、《深圳植物志》系列丛书共5卷，其中《深圳苔藓植物志》1卷，维管植物(蕨类植物、裸子植物和

被子植物)4卷，共收录植物2800多种。本卷是维管植物的第2卷，含65科298属，690种和25变种。

十、《(深圳植物志》维管植物采用的系统排列如下：蕨类植物采用的是秦仁昌系统(1978)，裸子植物采用

的是Kubitzki系统(1990)，被子植物采用的是Croquist系统(1988)。

《深圳植物志》的编研工作，除仙湖植物园的科研人员外，还邀请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

华南植物园、华南农业大学、中山大学以及深圳市城市管理局下属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共32位专家参与。

《深圳植物志》承蒙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王文采先生题写书名，在编研的过程中，王文

采院士更是给予全面的指导，对所有的文稿，均逐字逐句的审阅并修改，使《深圳植物志j》的科学水平有很大

的提高，编研人员普遍感到受益匪浅，特向王文采院士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在《深圳植物志》编研过程中，承蒙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李泽贤和陈炳辉两位先生协助鉴定深圳地区植

物标本和野外拍摄的植物原色照片；王国栋、曾治华、闰斌、陈珍传、邢福武、张寿洲、李沛琼、王晖等同志

提供植物原色照片；王晖和曾君婷两位同志协助编著者做了大量的编辑工作，祝慧娟同志提供参考文献和图书

资料。在此，对他(她)们表示感谢。

《深圳植物志》编辑委员会

2009年11月20日



序

从20世纪70年代起，我国掀起了一个编写地方植物志的热潮。到本世纪初，全国大部分省区都编写并出

版了自己的植物志。这些地方植物志对本地区的植物资源合理开发和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植物学科研和教

学乃至与植物有关的生产部门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

深圳I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地区，规模宏大的基础建设必然对植物资源和环境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造成

一定的影响，迫切需要一套具有较高科学水平和应用价值、能够全面反映该地区植物资源现状的植物志。我高

兴地获悉，早在1988年，深圳市仙湖植物园就提出编写《深圳植物志》的计划，并着手开始了深圳地区本底

植物资源调查和标本采集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经过20年的努力，采集植物标本70，000余份，为植物志的编

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5年，《(深圳植物志》编研工作正式启动。全书共分5卷，收录高等植物2，800余种，自2010年起陆续出版。

我看过《深圳植物志》的编写规格，并为该志书审稿，了解到该志书具备以下的特点：

1．有严格规范的编写规格l

2．((深期I植物志》植物种类的收录，除深圳地区野生植物外，还注意收集普遍栽培的优良园林绿化植物种

类或品种，较详细介绍其生物学特性，供园林工作者和林业工作者进行选用；

3．对已出版的一些的地方植物志，特别是华南地区的植物志中的相关种类做了进一步的订正，这项工作均

在其文献引证栏内体现；

4．《深圳植物志》中的每一种植物，除列有汉语名称和学名外，还列出了具有本地特色的名称以及英文名，

这对扩大交流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5．但凡收录的每一种植物，均附有采集地点、采集人和采集号的引证，以方便读者查阅标本；

6．扩大读者范围，也就是不仅只限于科研和教学人员，而是扩大到从事城市和住宅区的园林绿化，植树造林、

植物引种驯化，苗圃经营等方面工作的领导干部、设计人员、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等。为适应这些读者的需要，

《深圳植物志》无论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有一定程度的创新，体现了《(深圳植物志》为读者服务的诚意：

(1)收录的每一种植物都附有一幅科学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精美的形态图。就目前已出版的地方植物志书

来看，由于绘图工作量较大等客观原因，所附的形态图都不多。全部种类均附有形态图，是《深圳植物志》的

一个亮点；此外，75％的种类附有在野外拍摄的彩色照片，这对读者识别植物十分有利，是这本志书具有较高

实用价值的体现t

(2)由于高等植物营养器官和生殖器官构造的多样性，数百年来，植物学家给出了很多复杂的专业术语，

植物形态描述需要正确运用这些术语。为帮助读者理解这些术语，《深圳植物志》一方面将常见的术语用图解

的形式附于书末，另一方面，对于一些读者不易理解的或某个科属特有的术语，在该术语出现之处用深入浅出

的文字加以解释，为方便读者，即使同一术语在不同地方反复出现，亦反复给予解释，注意普及植物学知识，

这是《深圳植物志》在形态描述方面的一个突出优点。

(3)《深圳植物志》对每一幅形态图所做的图注写得详细、准确，图上画出的根、茎、叶、花序和果实属

于哪种类型以及花的构造等都用分类学术语表达，目的是帮助读者在通过形态图识别植物的同时，还能够通过

图和图注理解其中术语的含义。

综上所述，((深圳植物志》的出版，除可作为植物学领域的科研和教学的基础资料以及生产部门的工作人

员必备的参考书以外，必然能够唤起更多的人参与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行列中来，是对深圳经济，科学和文化

等方面的建设有重要意义的一部著作。

王丸不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院士

2009年12月



序 二

深圳市地处祖国南疆，位于北回归线以南，东经113。46'---114。37’，北纬22。27"--22。52 7。东临大亚湾

和大鹏湾，西濒珠江口的伶仃洋，与中山市和珠海市相望，南至深圳河与香港毗邻，北与东莞市和惠州市接壤。

全市总面积1952．84平方公里。

深圳市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依山傍海，气候温暖宜人，年平均气温为22．3℃，最高气温为38．7℃，最低

气温为0．2"C。一年四季绿草如茵，树木葱笼，鲜花盛开，景色秀丽。每年4—9月为雨季，年降雨量1924．7毫米，

雨量充足。日照时间长，平均年日照时数为2060小时。这种良好的气候和地理环境，为植物的生长提供了得

天独厚的条件。

深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经过30年的艰苦创业，不仅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对自然生态环

境的保护高度重视，营造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驾齐驱的境界，深圳因此而获得国家唯一的生态园林城市示

范市的殊荣。

深圳市城市管理局作为全市园林和林业的主管部门，一贯重视和支持植物资源调查和物种保护以及相关的

研究工作。组织有关的科技人员进行了全市的古树名木和园林植物的调查，每年拨出专款由指定单位对古树名

木进行管理和维护，同时，还先后多次组织和开展了深圳市野生植物资源的普查工作，采集了数万份植物标本。

经过二十多年的调查，基本摸清了深圳市植物资源分布状况。为巩固和深化研究成果，深圳市仙湖植物园以本

园的科技人员为主力，同时邀请了50多名本市园林和林业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全国部分相关研究机构和

大学的专家学者参与，从2005年开始进行((深圳植物志》的编研工作。

几度春秋寒暑，几多困难艰辛。《深圳植物志》饱含了广大编研人员的心血、汗水和智慧，在我即将离任

工作了10年的城管局局长岗位之际，《深圳植物志》第2卷的编研工作终于完成，即将印刷出版，我由此倍感

欣慰。在此，我代表深圳市城市管理局，向参加((深圳植物志》编研工作的各位专家、学者和广大专业技术人

员表示衷心地感谢!并要特别感谢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王文采先生，他在百忙之中

抽出时间，担任《深圳植物志》荣誉主编，提供专业指导，并对全书内容进行审校，为《深圳植物志》高质量、

高水平的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深圳植物志》的出版，既反映了深圳植物学研究的水平，也体现了政府对植物资源调查和生物多样性保

护工作的重视。该志的出版，将为深圳自然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供理论依据，对园林和林业发展规划及开

展相关的生产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也将进一步促进深圳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研究工作的开展，

其意义是深远的。

罢孑像
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经济工作委员会主任

(原深圳市城市管理局局长)

201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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