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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告 士
再d 百

为促进林业发展，适应科技兴林的需要，在河北省丰宁满族自

治县各级领导的关怀下．丰宁县林业局与河北林学院合作编写了

‘丰宁木本植物志>．

本志收录了县内天然分布及引种栽培的木本植物48科92属

233种26变种4变型及部分杂交种．在科属形态描述方面简明扼

要，突出树种的主要特征及相近种的区别点．为给正确认识和选用

树种提供科学依据，便于使用并兼顾初学者的需要，每种尽量绘形

态图、相近与次要种附比较图，文末附常用形态术语解释。对主要

树种的分布、生物学及生态学特性、用途及繁殖方法等均力求与

丰宁实际相结合，从而发挥其为本县林业生产提供理论根据的积

极作用．

欢迎读者对本志存在的错误与不足提出批评指正．

‘丰宁木本植物志》编委金

199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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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丰宁木本植物志》记述了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境内乡土及

引种成功的树种的形态分类、分布、生态特性，用途及繁殖方法

等。 ． ．

本志供从事林业及其它有关专业工作者使用和参考，从而为

林业资源开发、林业生产及科学研究提供有关本县树种资源的科

学依据。丰宁木本植物反映了华北、东北、内蒙古交汇地带的树

种组成情况．故本志对邻近省(区)县在研究树种资源、区系分

布等方面也有参考价值。

一、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

1．地理位置 丰宁位于东经115。54 7～117。24’，北纬40。537

48”一-,42～0 26。．东都与围场、隆化县交界，南临滦平县和北京市怀

柔县．西与张家口地区的赤城、沽源两县相毗邻，北与内蒙古多

伦县相接。南北最长122km，东嚣宽138km．总面积8 760．59km2，

占河北省总面积的5．4％．

2．地质地形 丰宁地处燕山地槽与内蒙古台背斜的地质过

渡带．是一个地质构造复杂的地区。从前震旦纪古老的基础构造

形成以后，经多次冲积、风蚀和剧烈的造山运动，形成了地貌的

基本轮廓。就全县而言，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以牛圈子坝、宜

垦坝、毫松坝为界，分为坝上高原和坝下山地两大地貌单元．坝

上属内蒙高原．地势平坦。海拔在l 300m以上．最高东猴顶山2

293m；坝下属燕山山地，山峦起伏。川谷纵横．海拔变化较大．最

·】 。



高山云雾山主峰2 047m．最低点在东南部与滦平县相接的潮河

畔，海拨360m．其相对高差近l 700m。

3．气候本县属中温带、半湿润间半干旱、大陆性季风型、高

原山地气候．冬季受西伯利亚高压冷气团控制，盛行西北风，气

候寒冷干燥。夏季受太平洋热带暖高压控制，盛行东南风，气候

温湿多雨，春秋季风向多变．温差变化剧烈。春季回暧快．干燥

少雨；秋季气候凉爽。全县可分三个气候区：北部坝上地区，年

平均气温0．7．C，≥5。C的年积温2 161．5。C，年降雨量350"-

400ram．无霜期80天左右；中北部接坝深山区，年平均气温5．C，

≥S。C年积温3273．5℃，年降雨量400---450mm．无霜期100天左

右；中南部为低山丘陵区．年平均气温6．5"C，≥5℃年积温

3754．1。C，年降雨量450--一500mm．无霜期100～140天．夏季

6～7月≥lo。，积温占全年的64．7-．．,87．7％；秋季昼夜温差达15

"--20。C．复杂的气候条件可满足多种树木的生长。而夏季和秋季较

大的昼夜温差则有利于林木、果树的糖分转化和积累。

4．土壤全县分为六个土壤类型。坝上地区以栗钙土、灰色

森林土为主，兼有草甸土，坝下地区以棕壤土和褐土为主。全县

适于林木生长的棕壤土及褐土面积达705，300ha．．占土地总面积

80．5％。

林地及荒山的土壤矿质养分贮量高于农耕地。据土壤普查资

料．荒山土壤有机质含量为耕地的三倍多．全氮含量为耕地1．2

倍．碱解氮为耕地的2．1倍，速效钾一般在160．7ppm；土壤养分

丰富．为上等水平．各类土壤中磷素略显不足．但林木可通过强

大根系充分吸收下层土壤中的磷质．

、全县属于诧岗岩、片麻岩类母质的荒山达301 300ha．．占荒

山面积40％，在这一母质上发育的土壤，土层深厚、疏松。酸碱

度适中；有机质含量高，钾的含量亦多。优越的土壤条件为林木

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2·



．． 二、历史沿革及林业概况

丰宁地处燕秦长城与明长城之间。兼有冀北山地及坝上高原．

坝缘高脊处是滦河、潮河、忙牛河、汤河的发源地．在几千年的

历史长河中山戎、东胡、匈奴、乌桓、鲜卑、库莫奚、契丹、女

真(后满)、蒙古及回、汉等民族共同创造这里的文明与文化，留

下了许多历史遗迹和传说．清初以来满、汉、蒙、回等民族大量

从关东、山西、山东、内蒙古等地移入丰宁定居．1778年(乾隆

四十三年)建县定名为丰宁，形成了以满族为主体的地区。现在

居住着11个民族，总人口34万．

历史上丰宁曾是k森林茂密、草地广阀、水源丰富”的山区．

据‘承德府志>记载。清代丰宁。森林密布、山JII秀明”。后经战

乱，过度砍伐，毁林造田、放牧、樵采等破坏．原始森林基本绝

迹．邻近村庄和交通方便的森林植被受到的破坏尤甚．到解放前

夕，全县仅有偏远深山残存次生林55 000ha．，森林覆盖率仅有

6％．到处光山秃岭，潮河、4亡牛河两岸水土流失极为严重。大量

肥沃泥土被水冲走，坝上大面积良田被风沙吞噬。新中国成立以

后，党和政府对恢复和发展林业极为重视，发布了一系列保护森

林发展林业的政策、法令，逐级建立林业机构．并从物力、财力

上给予极大支持．从而使丰宁林业有了较快的发展。据1982年农

业区划调查统计，经过封山育林．人工造林．飞播造林全县有林

面积己增到320 lOOha，森林覆盖率为36．5％，森林覆盖率较解

放前增加5．7倍。

三、丰宁木本植物区系分析

丰宁地处河北北部边缘．全县分坝上和坝下两部分。由于在

一定的自然地理条件及自然历史条件综合作用的影响下，使得丰

宁木本植物区系具有种类丰富、起源古老、成分复杂而过渡性明

。 ·3·



显及河北新分布记录多等特点。

表1 科属种统计与河北种数比较

丰宁占河北仲救N孓 辩 疆 种
(％)

棒子植物 3 8 3l 50

美子缒锈 45 84 Z35 44

●

合 计 48 9Z Z66 45

1．种类丰富根据调查采集2000余号标本，经整理鉴定，现

知丰宁有木本植物48科．92属．266种(含有下等级．下同)。科．

属，种统计见表l。裸子植物3科．即松科(Pinaeeae)、柏科(Cu—

pressaeeae)、麻黄科(Ephedraceae)，8属．31种(包括引进栽培

种)．占河北裸子植物总数的50％，松科中的白杆(Picea

meyeri)和青杆(J)．wilsonii)分布最为广泛，在杆松坝、黄花岭

一带仍保存着较大面积的纯林。落叶松(Larix)类及柏科的圆柏

(Sabina)类、牡松(．1uniperos rigida)多为栽培。被子植物45科，

84属．235种．约占河北被子木本植物的44％．种类的丰富还可

以从含lO种以上的大科所含属种数与河北区系及中国区系的比

较中反映出来．见表2。

由表2可知．本区系含lo种以上的8个大科所含属种数均占

河北属种效的50％以上．除蝶形花科(Papilionaeeae)以外．均

。4。



裘2 含lo种以上大科与河北、中国比较

＼IX震

嗣弋爿勰 丰宁区系 河北区系 丰宁占河
中国区系

丰宁占垒
北(％) 国(％)

名＼． 疆 种 一 种 疆 种． 疆 种 曩 种

Pinaceae 3 12 5 18 60 66 lO 140 30 8．5

Salicaceae 2 28 2 38 100 73 3 3Z(I 66 8．7

●

t．／Imaceae 3 IO S 15 60 66 8 52 37 19

Ro-arf^P 1l 44 16 70 68 G2 5l 1000 2l 4．4

Papilionaceae 8 17 14 38 57 44 84 633 9．5 2．6

Rhamnaceae 3 10 ● 13 75 76 1‘ 130 2l 7．6

U|eaceae 3 12 6 22 50 54 12 30(1 25 4

Caprifoliaceae’ 5 14 5 22 100 G3 ll 200 45 7

注：裹内中田．河北区系曩．种蚊系根据●河北檀物表，．‘华北错木意l，(eem

讨木惠，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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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国属数的20％以上，种数的4％以上。这些优势科属均为组

成丰宁区系的重要成分．又是构成丰宁森林植物的主体，同时也

反映了温带区系的特点。

2．起源古老具有单型少型和子遗植物 由于地质历史及各

种复杂酌环境条件，这里也含有或残存一些古老的科属。裸子植

物仅有松、柏2科．这类植物于第四纪冰期后其分布区骤然缩小，

甚至有些种类已经灭绝，说明这里曾是它们的避难所。对于被子

植物．根据把多心皮的木兰科(Magnoliaceae)作为最原始类型的

发生系统学说，本区系较原始的科有五味子科(Schisandraceae)、

毛茛科(Ranunculaceae)、蔷蔽科(Rosaceae)、蝶形花科等。另

一学派把蓁荑花序类作为最原始类型。属于这一类型的本区系占

有多数。如桦木科(Betulaceae)、榛科(Corylaceae)、壳斗科

(Fagaceae)、胡桃科(Juglandaceae)、桑科(Moraeeae)、杨柳科

(Salicaceae)、榆科(Ulmaceae)等。

单型属和少型属的比例在本区内也较大．如五味子属

(Schisandra)、猕猴桃属(Actinidia)、南蛇藤属(C“astrus)、鹅

耳枥属(Carpinus)、虎撩属(Ostryopsis)、胡桃属(Juglans)、葡

萄属(Vitis>、白蜡属(Fraxinus)等．属第三纪植物区系的直接

后裔或残遗种类有臭椿(Ailanthus口如i嚣j优口)、文冠果(Xantho-

ceras sorbifolia)、栾树(Koelreuteria paniculata)等。

3．成分复杂过渡性明显 ‘中国植被>将中国划分为15个

分布区类型．丰宁的木本植物共9属，经分析隶属于以下11个分

布区类型．见表3。

由表3可知．本区系以北温带成分为主，其它10个类型区在

本区内的代表虽然较少，但反映出了本区系起源上的广泛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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