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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城植物志》是在边城县委、县政府、县农业局、县林业局等各部门的支持下，由华中师范大

学刘胜样教授、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吴金清研究员的组织下，聚集了湖北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湖北科技学院、黄冈师范学院等以及武汉市伊美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植物分类相关技术人员

的共同努力，得以编写完成。 作为幕阜山区县植物志的第一本，本书的编慕涵盖了鄂东南地区大部分

植物种类，并能够代表中亚热带森林植被的典型特征。

本书的分类系统及内容总体参照 { Flora of China > (FOC ，英文版《中国植物志 > )来编制，在

编写过程中，发现FOC中许多科属种的划分相对中国植物志中文版有许多变化，编者将本书中涉及的

种类中，中英文版植物志存在差异的地方作了归纳(详见书后" { 中国植物志 》 与 { Flora of China > 
种类差异表" ) 。 此外， FOC中拉丁文命名人多采用全称，这点也与尿中国植物志拉丁文命名人采用

缩写形式不一致(书中苔辞植物部分主要参考《中国苔辞志> ，命名人采用缩写形式) 。

本书的编写采取图文并茂的形式，并摒弃了常见志书中文字繁多的常态 o 编写时，~、种特征

中不再重复出现科特征，种特征选取重要的野外识别特征进行描述和国片指示，尽量少地应用肉眼不

易观察到的解剖特征，从而减少了文字的冗余。 书中物种的 jj.) 名 、 异名来源，一是 《边城药用植物名

录 > ，二是FOC中物种中文名与中国植物志中存在差异的，在别名处附上中国植物志原有中文名 。

本书采用新颖的图标形式分别标识各部分内容，清晰简洁。

本书中物种的分布区及生境，主要根据2012年至2016年在边城县内进行的植物资源调查结采及

《湖北植物志> (傅书返)、 《 湖北植物大全 > (郑重)等相关资料的研究总结而成。 物种分布与生

境禾用1‘"‘ Q气、

各物种的高度采用图标标注高度的方式，并将植物划分为乔木晕、灌木·、 林总，分别采
用相应的困标对各物种的高度进行描述。 其中，乔木常采用该种的最大高度;灌木及草本由于其高度

|也生境变异较大，采用高度范围来表示 。

根据《植物资源学 > (刘胜祥， 1992) 将物种用途划分为食用植物资源、φ、药用植物资源岛、 工

业用植物资源、@、 保护和改造环境植物资源等y:J，及植物种质资源圄五大类三十二吨，在本书中分

别以5种对应围标并辅以文字的方式对本书中物种用途作了简述。

本书的图片部分占据了约 6(峭的篇幅，大部分图片选取较典型的物种特征并配以文字和指示线加

以标识，目的在于使即使是非植物分类学专业的人员也能直观地了解植物分类的一些专业术语。

综上所述，本书的编写及排版旨在让基层工作的技术员清楚直观地了解植物的分类及识别要点，

为志书披上了一件科普的新衣，希望读者能更轻松地梢样在植物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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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0.灰莓科 Hypn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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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金发聋科 Polytrich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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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卷柏科 Selaginellaceae

3.木贼科 Equiset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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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理位置

通城县位于湖北省东南部，

县境东、南 、 西三面群山环炮，

属非♀山脉，地处湘 、 鄂、 赣三

省交界处， 是威宁、岳阳 、 九江

金三角中心交汇点 。 县区域地跨

东径 113 0 36 ' - 114 0 4' ，北

纬290 2' - 290 24 ' 。县境东南

与江两省修水县交界，南与湖南

省平江县接壤， 西和西北部与湖

南省岳阳县 、 11备湘市毗邻，北和

东北与本省崇阳县相邻。东西最

长约45km ，商北最宽约40 . 5km ，

总面积 1140 . 7km 2 o 县城距省会
武汉市20 0km ， 距威宁市温泉

111km。

通城县卫星影像图

通城县土 i亵种类众多，共分红壤、黄棕壤 、 草甸土、沼

泽土 、 石灰岩土、潮土、水稻主等7个土类 13个亚类25个土属

73个土种。成土母质以花岗岩为主，分布极广，其余泥质岩

类，第四纪浮土和石灰岩。 其中花岗岩占73 . 9 % ，泥质岩类占

10.6% ，第四纪浮土占9.6% ，石灰岩占5.9%。至2012年底，

土地总面积11312122hm 2 ，占全省土地总面积0.61 % 。 耕地

28996 .46hm2，占土地总面积25 . 6% 。

红旗是鄂东南地区的地带性土壤，由于地区降水丰沛， 立精

?林溶作用强，故f甲、锅、钙、楼积存少，而铁、铝的氧化物较

丰富，故土壤颜色呈红色，一般酸性较强，土性较差占。 成土母质

主要有第四纪红色黠土，第三纪红沙岩、 花岗岩、干枚岩、石灰

岩、 玄武岩等风化物，旦较深厚。

黄棕壤系.:lt亚热带地带性;林j容土， ì.林 ;杏花化较红壤明显，

但富铝化作用不如红1襄强而具弱度富铝化过程。 黄棕壤是棕壤向

黄壤、红壤过渡类型的土壤，兼有黄壤、红壤和棕壤的特点，呈

微酸性反应 (pH值5-6.7) ，盐基饱和度30%-75% 。

三、土墙二、地质地貌

通城县属幕阜山花岗岩区 ，大地构造位于扬子淮地台的江

南地轴北缘. 基底为浅变压的:令家溪群， 羔层为古生代和中生代

组成，不整合沉积子;令家溪群地震之上，经历了燕山运动，相应

地产生了禧皱、断裂和花岗岩侵入 ，同时伴生有大量的岩脉产

本县为丘陵起伏的盆地，东北和~:jt突出，大致 旱 巳

字形。 高度 由 商向北递减， 最高点为黄龙山只角楼， ì每拔

1528 . 3m 、 最低点为四庄乡小井偏才t 边境， ì每拔 78m。县

境东、南、西三面群山环抱，构成面积488.7km 2的中高山

区，约占全县总面积的42 . 84% ;其中，海拔250- 500m的为

346.18km' ，海拔501 -800m的为 107.6km 2 ，海拔801-1200m

的为30 . 19km气 1201 以上约4.73km2。 丘陵区面积525km2 ，占

全县总面积的46.02% ，按地势可划分为商部高丘陵区和北部低

丘陵区。 平阪多散布于河溪两侧和丘陵之间。 全县共有大小平贩

60余处，为本县水稻主要产地， 其面积-般在1_5km 2 ; 总面积

127km' ，约占全县总面积的 1 1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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