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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位于我国青藏高原东北部，东经89。517一103。027，北纬31。467-一39。21，，

面积72万多平方公里。地势高峻，海拔多在3000米以上。祁连山地由一系列北西西一南

东东的平行山脉与谷地组成，一般海拔在4000米以上。阿尔金山脉东段位于本省西北遗

境，在当金山口与祁连山脉衔接，一般海拔3500--4000米。柴达木盆地位于本省西北

部，为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等所环抱，盆底海拔2600--3000米。青南高原位于柴

达木盆地及青海南山以南，主要由昆仑山，巴颜喀拉山、唐古拉山、阿尼玛卿山(大积

石山)等组成，海拔在4500—5000米以上。长江，黄河和澜沧江均发源于本区山地，有

“长江源之称"。气候特点是冬长夏短，冬季寒冷，夏季温凉，年均温偏低，日较差大，

年较差小，日照时数长，辐射量大，降水分布不均，东南部多雨区年降水量可达770毫米．

以上，西北部少雨区则不足15毫米，多雷暴、冰雹、大风和沙尘暴。 、

青海省复杂的自然条件，孕育了丰富多样的植物资源。其中，鸡爪大黄，冬虫夏

草，甘肃贝母、甘草等为畅销国内外之中药材，甘松，烈香杜鹃，千里香杜鹃、紫丁香

等，既可入药，又供提取芳香油，发菜、蕨麻(鹅绒委陵菜)等可供烹调美味，沙棘、

唐古特白刺等可提制高级饮料；亚麻、宿根亚麻、茼麻，油菜、黄花蒿等可用以榨油，大叶白

麻，芨芨草，芦苇，鬼箭锦鸡几，狼毒等可供作绳，造纸或造高级纤维，青海云杉，云

杉等树干端正，纹理通直，防腐性能强，是颇佳的木材，华扁穗草，高山嵩草、喜马拉

雅嵩草、紫花针茅，珠芽蓼等，营养丰富，牲畜喜食，为高原优良牧草。此外，还有小

呼假耧斗菜，多刺绿绒蒿、裸茎金腰、镰形棘豆，乌奴龙胆√Jf西獐牙莱、唐古特青兰，短穗

兔耳草，斑唇马先蒿、匙叶翼首花、水母雪兔子，手参等青藏高原的独特藏药数百种。

我省各族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积累了利用上述资源植物的丰富而宝贵的经验， ．

特别是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组织下，大力开展本省植物资源的调查研究工作，

取得了很大成绩。1962--1981午，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在青海省科委的支 、、

持下，先后在本省各州县进行了30多次规模较大的有关草场，植被，中草药及蕨麻、薯

蓣、宿根亚麻、杜鹃、唐古特茛菪，大黄等资源调查和标本采集，同时对一些资源植物还 ·

． 进行了栽培试验。1983年，青海省科委下达了编写《青海经济植物志》的任务后，我们随

即查闺鉴定了有关标本，整理了调查资料，并参考有关文献，经过两年的努力写成此书。

由于我省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因此期望本书的出版i能为本省及邻近省区植物资源

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提供一些科学依据。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错误和遗漏在所难免，诚盼读者批评指正．

， 本书承张鹏云，彭泽详两位教授及赵和同志审阅并惠提宝贵意见，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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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菌植物THALLOPHYTA

念珠藻科NOSTOCACEAE

地皮菜男n称。地软、

地耳、地木耳图1’

Nostoc commune

Vauch．

7幼植物球形，成熟后扩

展呈皱褶片状，有时不规则

裂开，宽可达数厘米，蓝绿

色或褐绿色至黄褐色。丝体

弯曲，缠绕，群体胶被仅在

四周明显而厚，黄褐色，常

分层，内部的分层不明显，

无色透明。细胞短桶形或近

球形，长5微米，异形胞近

球形，直径约7微米。孢子

外壁光滑，无色，椭圆形，

与营养细胞大小相同。

。产本省各地。生于于草

原及荒漠化草原湿处。全国

各地都有分布。 图l地皮菜Nostoc commune Yaucb．(阎翠兰绘y

植物体丛生，在干燥时丝体呈乱头发状，黑色或褐绿色。鞘明显，分层，边缘黄褥

色。藻丝交织，直或弯曲，略平行排列，宽4—5微米。细胞呈短桶形或近球形。异形胞

产本省海东地区。生于干旱草地，特别是含石灰质的土壤表面。分布于甘肃、宁

，含蛋白质，多种氨基酸。供蔬食，为名贵山珍。并可供药用，具清热解毒，凉血咀 ／

．

1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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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3姜烹戛轰BC。rkord．y)c·p。 产黄南，玉树，果洛，海南等州。生于海拔3600一4000

Sacc． (王光陆绘) 米的高山草甸和灌丛中．分布于四川，西藏，甘肃等省区．



含虫草酸，供药用-强壮滋补，治肺结核，老人衰弱之咳嗽、神经性胃痛，食欲不

簌，筋骨疼痛等症．

多孔菌科POLYPORACEAE

猪苓图4

Polyporus umbellatus(Pers．)Fr．

担子果从埋于地下的菌核发出，有柄，菌核形状不规则，2．5—4×3—10厘米， 柄

多次分枝，形成·丛菌盖，总直径达15厘米以上’菌盖肉质，干后硬而脆，圆形，宽

1—3厘米，中部脐状，近白色至浅褐色，无环纹，边缘薄而锐，常内卷，菌肉薄，白

色，菌管与菌肉同色。管口圆形直多角形，每毫米3—4个。

产互助、乐都等县。生于桦木林中。分布于河北、山西，陕西，甘肃等省。

菌核入药，利尿通淋，渗湿止泻，治水肿，小便不利、淋浊，急性膀胱炎．·

图4猪苓Polyporu$umbellatus(Pers．)Ff．1．子实体，2．菌核．
‘宁汝莲抄绘自《中国经济植物志》)



黑伞科 AGARICACEAE

蘑菇图5

Aga ricus camPestris L．ex Fr．

菌盖宽4—8厘米，扁半球形至平展，光滑，白色或近白色，菌肉厚，白色，柄与菌

盖色同，近圆柱形，内部松软，充实，长2．5—8厘米，径8—15毫米，菌环以下部分有‘

丝状纤毛或毛状鳞片，后变光滑，菌环生柄之中部，白色，膜质，菌褶离生，稍密，中

部宽，近白色，后变粉红色，最后变为黑褐色，孢子椭圆形，光滑，深紫褐色。

产本省各地。生于庭园、草地，圈窝等处。分布于河北，山西、甘肃、新疆，江

苏，四川、云南等省区。

含维生素B。，维生素C以及叶酸等。益肠胃，维持正常糖代谢及神经传导。经常食

用，可预防脚气病，消化不良、毛细血管破裂、牙床出血、贫血等症。

图5蘑菇Agaricus campestri$L．ez Fr． (阎翠兰绘)

灰包科LYCOPERDACEAE

大马勃别称。灰包，马皮泡 图6

Calvatia 9igantea(Batsch ex Pers．)Lloyd．，

担子果球形或近球形，直径可达20厘米，包被白色，后变浅黄或浅青黄色，初时徽

具绒毛，后变光滑，成熟后开裂成块而脱落。孢子球形，光滑或具细微小疣，淡青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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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直径3·5—5微米，孢丝长，与孢子同色，稍分枝，有稀少横隔，粗2．5—6微米。

产本省各地。生于草地、山坡等处．分布于辽宁，内蒙古，河北、山西、甘肃，新
疆、江苏等省区。

含磷酸钠、马勃素(gemmafein，C1)H，lO，)、麦角甾醇、亮氨酸(Leucine)，酪氨酸
<Tyrosine)等．

老时供药用，可治咽喉炎，扁桃体炎，

本省尚有多种同属植物，．用途亦同．

噻

外用治外伤出血，痔疮，冻疮．

?

图6大马勃Calvatia gigantea(Batsch ex Pers．)Lloyd (阎翠兰绘)

澜Y、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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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萝科USNEACEAE
。．

松萝别称。树挂，赛什格(藏名)+图7
，、

Usnea diffracta Vain．

植物体柔软，悬垂，长达30厘米，最粗部分直径1毫米左右，浅蓝灰色或浅曼灰皂
主枝以至多回又状分枝，有均匀的环裂。全部分枝较光滑，分枝处略扁，窝孔稀少·无

粉芽≥柔喜羹柔罢；南、果洛，玉树等地。生于毒拔2。。。一4。。。米的针叶林中，附在树产本省海东及黄南、果洛，玉树等地。生于海拔2000—4000术明节r町朴甲’川1隹体

上或岩石上。分布于四川、陕西及东北等地·
舍草入药．治肺炎、肝炎等病。

图7

别称。笔

OChaete h



根状茎粗短，黑褐色。

地上茎一型，常绿，高40一

80厘米，直径5--10毫米，

坚硬，中空，有节·棱脊20

～30条，粗糙，各有硅质疣

状突起2行，槽内具气孔线1

行。叶鞘圆筒形，长6—10

毫米，紧贴，顶部和基部各

有一圈黑褐色斑纹，鞘齿线

状钻形，黑褐色，质厚，具2

脊，易脱落。孢子囊穗紧

密，圆柱形，长7—10毫米，

顶部尖头，无柄。‘

产本省东部地区。生于

地边，水沟边。分布于东

北、河北，陕西，甘肃，新

疆和四川等地。

全草含有机结合的硅

酸、烟碱、二甲砜，木贼

酸、鞣质等。

地上部入药，收敛止

血，利尿发汗，并能治眼

疾。

图8木贼Hippochaete hiemale(L．)Borner 1．植株，
7

2．孢子囊穗，3．孢子叶及孢子囊正面观，4．孢子叶及孢子囊
背面观，5．茎横切面．(宁汝莲抄绘自《中国经济植物志》)

问粥 图9

Equisetum arvense L．

根状茎横走，具黑色球茎。地上茎2型。生殖茎高可达20厘米，紫褐色，无叶绿素，

具不明显的棱脊12—14条．叶鞘筒漏斗状，鞘齿厚膜质，棕褐色，每2—3齿连成宽三角

形。孢子囊穗长椭圆形，长3—4厘米，有柄，孢子叶六角形，盾状着生，其下有孢子囊

6—8枚，孢子圆形，具4条弹丝。营养茎在生殖茎枯萎后抽出，高可达40厘米， 分枝轮

生。叶退化，下部连合成鞘，鞘齿黑色，边缘灰白色膜质。

产本省东部农业区及黄南，果洛、海南、海北、海西等地：生于海拔2700—3600米

的河边，林缘等潮湿处。分布于东北，华北，山东，湖北，四川，贵州，西藏和新疆等
地。

全草含多种皂甙，生物碱，多量硅酸等。

全草入药，清热利水，治尿道感染，骨折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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