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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一个生物资源十分丰富的大固 ， 研究我国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具有重要的科

1人」学价值。近百年来 ， 我国生物多样性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加速与加强自然保

护区建设 ， 是新 l斗 l因应对这一问题而一直努力的重要举措。 六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

建立 ， 无疑有其特殊的意义。

又高云浅 ，望在可~飞稚。 不到总统非好议，~拾行程二万 ， 六盆 中上离峰，红旗没

卷画儿 今日在L续在手，何时缚住卷龙?

-一-清平乐 · 六盘山

毛泽东的这首咏怀之作 ， 让六盘山扬名中外c 新中国成立前 ， 六盘山屡遭浩劫 ，

原始林草植被尽毁 ， 满目疮痰。 为了有效保护黄土高原上这块具有重要生态、社会和

经济价值的水源涵养林地 ， 国家先后 f 1958年成立了六盘山林业局 ， 1982年建立了自

治区级|二| 然保护区 ， 其 1 988年晋升为同家级自然保护区。经过几代林业人的辛苦和努

力 ， 六在山的水源涵养林得到恢复 . /气晶'山成为我国西北部干旱与半干旱区的重要生

态屏障 ， 同时也被誉为黄土高原西部一颗绿色明珠和具有特殊地区意义的生物多样性

"基因库" 。

植物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1983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林业厅、

农业区划办公室和 17i!原行署组织了第一次综合科学考察 ， 初步探明本地区具有高等植物

788种。 为进一步了解该保护区30年来的生物多样性变化 ， 20 12年六盘山林业局又组织

了六盘山向然保护区的第1次综合科学考察。 此次考察可谓硕果累累 ， 特别是在植物

物种多样性方面，发现了很多宁夏新记录植物种 ， 使本地区已知高等植物种数增加到

1183种。

对于在我国西部和六盘山从事科学研究和生物产业开发的人来说 ， 一本区域性的

全面、实用、图文并茂的植物手册成为迫切需求。 编制一本简易而又能使人准确识别植

物的手mJ ， 需要具有专业知识和图谱表达经验的作者。《六盘山植物图志》一书正是由

这样的作者 ， 即程积民先生的团队完成的。 该书正文由科、属、种检索表和照片组成 ，

70%的门然分布植物种配有野外实地拍摄的全株及花、果照片c 附录中还收录了地区常

见的栽培花卉和蔬菜的照片 ， 还有部分大型真菌和苔辞植物的照片 ， 是六盘山植物世界

的一个真实缩影。

相比f有些植物志的专业检索表、物种专业术语描述 ， 或黑白线条植物图 ， 这本

《六盘山植物图志》彩色图鉴简约直观、一目了然，既可以按图索骥，也可以用简便宜

查的检索表快速检索认识地区所有已知的维管植物 ， 这对从事植物学、生态学、林学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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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研、教学人员，以及从事林业、草业和农业的工作者，都是一本重要的工具书。

该图志的作者，既有长期从事草地与林业研究的老专家，也有热衷于植物学的青年学者。 他们怀着

一份对植物学的普及实用和为区域发展服务的热情投身其中，其成果图片精美细腻，创意巧妙编排，是

植物图志中少有的。我国自然保护区众多，但有这样一本植物"家底"的保护区并不多见。 我很高兴为

此书作序，希望《六盘山植物图志》的出版能对我国西北部生物多样性保护发挥重要的作用 。

蒋~.丁九
中国科学院院士

2014年4月



斗气 L伟的六盘山 ， 山体巍峨挺拔 ， 绵延百余公里。 境内气候湿润，森林茂密 ， 动植物资

A枉源丰富，山间溪流密布 ， 是剧、清水河、葫芦河的发源地。 1935年 ， 毛泽东主席
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翻越了这最后一座大山，留下一首气壮山河的词章《清平乐 · 六盘

山> ，使之扬名海内外。

六盘山脉地理位置界于北纬350 15' -350 41' 与东经1060 09 ' -106 0 30 ' 之间，主脉位于宁

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山体呈西北-东南向狭长分布， 南与小陇山相接 ， 北与屈吴山相连 ， 最

高峰米缸山海拔2942m ， 其北侧的另一高峰叫做六盘山 ， 海拔2928m 。 六盘山山路曲折险

狭，须经六重盘道才能到达顶峰 ， 因此得名。 本书六盘山范围包括宁夏境内的泾源县、隆

德县、彭阳县全部，以及甘肃峰山同山， 正文中标注 " * u 的植物为仅见于也响山者。

六盘山地区夏季受东南季风影响 ， 冬季受干冷的蒙古高压控制 ， 形成四季分明、年温差

和日温差较大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寒冷干燥， 夏季高温多雨，按全国气候区划属暖温带半

湿润区。 年平均气温5 .8"C; 最热月 ( 7月)平均气温17.4"C ， 最冷月( 1 月)平均气温-7.0"C ;

极端最高气温30"C，极端最低气温-26"C ;三 10"C积温1846 . 6 "C。无霜期90- 130天。 平均年

降水量676mm ， 集中在夏秋季 ， 6-9月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72 . 2%。

六盘山土壤类型带有明显的山地特征，垂直分布明显 ， 随海拔的升高依次分布山地

褐土-山地棕壤山地草甸土，其中褐土的面积最大，占总面积的94 .44%。

六盘山的植被类型为森林草原植被 ， 植被带南部山地阴坡、半阴坡分布有华山松

( Pinus armandii ) 林，由于长期人为破坏，其面积较小 ， 且残存在偏僻山地或悬崖上 ，

其主要伴生种有蒙桥、 ( Quercus mongolica )、红桦 ( Betula albosinensis ) 、白桦( Betula 

platyphylω ) 、糙皮桦 ( Betula utilis ) 、华搬 ( ηlia chinensis ) 等 。 蒙桥、(原辽东析、)林

分布在山地阴坡、半阴坡，伴生树种有山杨( Populus davidiana ) 、白桦、少脉根 ( Tilia 

paucicostata ) 、茶条枫 (Acer lalaricum subsp. ginnala ) 等，也有在陡坡和悬崖上形成的

面积很小的纯林。 山杨林分布于阴坡、 半阴坡或阳坡、 半阳坡，多与蒙标、自桦、华搬等

树种形成混交林或呈块状相间分布。 有以华西箭竹 ( Fargesia nitida ) 、沙棘 ( Hippophae

rhamnoides ) 、虎棒子 ( Ostryopsis da vidiana ) 、棒 ( Cory lus heterophy lla )、灰帽子

( Cotoneasler acu t庐lius ) 、秦岭小果 ( Berberis circumserra ta ) 、银露梅 ( Potentilla 

glabra ) 等为优势种的灌丛。 有以短柄草 ( Brachypodium sylvaticum )、紫穗披碱草

( Elymus purpurascens )、墓草 ( Carex sp. )、藏 ( Pteridium aquilinum var. latiusculum ) 、

紫苞雪莲( Saussurea iodostegia ) 等为优势种的草甸。

1983- 1985年 ，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林业厅、农业区划办公室和固原行署的组织下，进行

了第一次全面的六盘山科学考察 ， 取得了第一手珍贵的科考资料。 时隔近30年的2012年 ，

在六盘山林业局的组织下 ， 邀请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和西北农林科技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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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专家对六盘山 自然保护区进行了第二次全面考察，取得了丰厚的成果。 发现岐山金丝挑 ( Hyp ericum 

elatoides )、长嘴墓草 ( Carex longerostrata )、小花柳叶菜 ( Epilobium parviflorum )、对叶兰 ( Neottia 

puberula ) 、 野豌豆 ( Vìcia sepium ) 、狭盖粉背藏 ( Aleuritopteris stenochlamys ) 等宁夏新记录植物。 我们通

过资料整合，将该地区已知高等植物种数由788种增加到 1183种(包括种下单位 ， 其中部分为栽培植物) , 

使该地区植物在整个自治区的中心地位进一步提高。

随着数码相机的广泛应用，野外植物考察不再是单一地采集标本 ， 植物彩色照片的收集变得和标本的采

集一样重要，这样不仅可以记录拍摄地的海拔及经纬度，还可以真实地反映植物原貌。 在本次植物考察过程

中 ， 我们共收集植物照片4000余张，加上之前在六盘山地区拍摄的照片2000余张 ， 总共6000余张。 我们结合

植物轩斗E等资料整理， 共确定780多种植物 ， 约占六盘山区植物数量的70%。

传统的植物志一般是检索表+描述+黑白线条图模式， 适合专业人士使用 ; 彩色图鉴比较形象 ， 非专业

人士也可以通过照片的对比初步确定植物种类。 但这两种类型的植物图书都有局限性 ， 因此我们编辑出版彩

色图志 ， 既能检索，又有形象的彩色照片作参考，可以大大提高植物检索效率。

本书正文主要收录六盘山区野生维管植物、 造斗木树种和栽培历史悠久的粮油作物 ， 共计11 0科442属 1 072种

( 47亚种 、 124变种、 7变型) ， 其中藏类植物11科 1 8属34种 ， 裸子植物3科5属7种 ， 种子植物96科41 9属1 031种

( 47亚种、 122变种、 7变型) 。 园林上应用的观赏植物及常见栽培蔬菜单列于附录3和附录4 ，以图片展

示， 不做检索。 除此之外， 本书还收录了部分六盘山区的大型真菌和苔辞类植物彩色图谱(见附录1和附

录2 ) 。 植物采用的中文名和学名以Flora of China ( ~ 中国植物志 > )为准 ， 部分植物的中文名或学名变

动比较大 ， 如鹿蹄草科( Pyrolaceae )并入杜鹊花科( Eri caceae) ，忍冬科( CaprifoJiaceae ) 部分植物归入

北极花科( Linnaeaceae )和五福花科( Adoxaceae) ， 辽东标 ( Quercus wutaishanica ) 并入蒙标 ( Quercus 

mongolica ) ， 广布红门兰 ( Orchis chusua ) 变为广布小红门兰 ( Pon.erorchis chusua ) ， 宽叶红门兰 ( Orchis 

latifolia ) 变为掌裂兰 ( Dactylorhiza hatagirea ) ， 鹿药属 ( Smilacina ) 井入舞鹤草属( Maia n.themum ) ， 躏

观草属 ( Roegneria ) 并入披碱草属 ( Elymus ) ， 凹舌兰属 ( Coeloglossum ) 变为掌裂兰属 ( Dactylorhiza ) , 

卷茎寥变为卷茎首乌 ， 械属变为枫属，沼兰属变为原沼兰属 ， 商蔷属变为菊属等 ， 希望读者查阅时注意以

Flora ofChina 最新资料为准。

六盘山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科学综合考察工作由六盘山林业局、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和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的工作人员和师生共同完成 ， 本书检索表主要由程积民和朱仁斌编写并提供全部植物照片，在

此向参与本次科考的所有人员致以诚挚的谢意。

由于我们专业知识有限，生比漏难免，诚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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