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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窖提要

本书包括蕨类植物，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的三白草科

至樟科，共73科，260属，998种及变种，其中有38个新种

及新变种。有分门，分科检索表，每科有科、属特征，分

属、分种检索表；每种植物有中文名、别名、拉丁名，形

态特征、分布、生长环境及主要用途等。并附有插图711

幅。

本书可为河南农业区划、农林、植物、医药工作者及

有关大专院校师生和中学生物教师等识别植物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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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澄清河南植物资源的种类，总结广大劳动人民开发利用植物资源的经验，为河南农

业区划及进一步利用和发展河南的植物资源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为农、林、牧(草)、园等

的良种选育，及引种驯化提供理论基础。并为农林、植物、医药等工作者以及有关大专院校

师生和中学生物学教师等识别植物提供工具书，特编写《河南植物志》。 一

河南地处中原，位于暖温带与亚热带之问，植物种类繁多，’经济植物种类丰富。建国以

来，在党的领导下，作者曾先后在太行山、伏牛山、嵩山、大别山、桐柏山、鸡公山等山区

及平原诸县进行了广泛的采集调查。并参加了原河南省农林厅1951年组织的林业调查和1955

年组织的树木种类的调查，1958年原河南省商业厅组织的野生经济植物的调查，1959--1960

年河南省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原河南分院、原河南省商业厅组织的野生经济植物普

查和自然区划普查，1962--1964年中国科学院河南化学研究所植物研究室组织的药用，油

料、纤维植物的重点调查；1962年和1967年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研究所，南京植物研究所主

持的河南伏牛山植物的重点调查及河南薯蓣科植物的调查。

通过历年来的采集调查，曾收集了大量的标本资料，经分类、鉴定，整理出河南的高等

植物(苔藓除外)196科，3000多种。分册出版。本书为第一册，内容包括蕨类植物、裸子植

物、被子植物的三白草科至樟科，共73科，260属，998种及变种，其中有38个新种及新变种。

有分门、分科及属、种检索表，科属特征，每种植物有形态特征的描述，分布、生长环境及

主要用途的介绍。并附有插图711幅。

本书的编写，是在河南农学院、河南农林科学院、河南医学院的领导下完成的。河南农

学院时华民副教授，生前积累了大量的资料标本，为本书的编写奠定了基础，谨此纪念。在

编写过程中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研究所、昆明植物研究所、南京植物研究所，西北植物研究

所、青海生物研究所、河南化学研究所、河南省医药公司、河南省药品检验所、河南师范大

学地理系、新乡师范学院生物系、洛阳林校、百泉农业专科学校、河南中医研究所以及鸡公

山、黄柏山、新县山石门、栾川县龙峪弯，嵩县龙池崾，卢氏县淇河，西峡县黄石庵、济源

县黄连树等林场都给予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谢忱。

由于我们学习的不够，文献资料的不足、业务水平不高，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乙／一一

编 者

197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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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蕨类植物门Pteridophyta

蕨类植物也称羊齿植物，是具有维管束的孢子植物，陆生、附生，少为水生，直立或少

有成缠绕的多年生草苯，稀为高大树形。孢子体世代为孢子体(即常见的绿色蕨类植物)，

有根、茎、叶的器官分化(最原始的松叶蕨除外)。孢子体的形状多种多样，有大如乔木状

的，也有小至1厘米的，但绝大多数为中等大小的草本。孢子体产生多数孢子囊，囊内生有

孢子。最原始的近代蕨类植物的孢子囊生于枝之顶端，有的生在特化的叶上或叶片上成穗状

或圆锥状囊序，有的生在孢子叶的边缘，也有聚生于枝项成孢子叶球，而绝大多数种类则以

各种形式生于孢子叶的背面，形成孢子囊群，或满布于叶背面不成分开的孢子囊群。孢子

有同孢和异孢两种类型。异孢型的，在孢子体(即通常植物体)上产生大小两种孢子叶：一

种是大孢子叶，产生大孢子囊，内生大孢子’另一种是小孢子叶，产生小孢子囊，内生小孢

子。近代绝大多数蕨类植物都属于同孢型，它们的孢子叶和孢子均同形。孢子成熟后从孢子

囊内散布出来，落地后在适宜条件下萌发生长成原叶体，叫做配子体。配子体形小而简单，

不被人们注意，是不分化的叶状体、块状体或分叉的线状体等。在同一配子体上产生颈卵器

和精子器(雌雄同株)，但在异孢型的蕨类植物，配子体更为简化而有雌雄性之分(雌雄异株)，

雄配子体极小，不脱离小孢子壁，雌配子体远较大，亦不脱离大孢子壁。在颈卵器中产生卵

细胞，在精子器中产生精子。精子凭水为媒介，借助于本身的纤毛运动，能和卵细胞行受精

作用。受精卵经分裂形成幼胚，由此生长发育成绿色孢子体，即常见到的蕨类植物。

现存蕨类植物约有12000种，广布于世界各地，尤以热带和亚热带为多。我国约有2000

种，为森林植被中草本属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南有29科，70N，205种及变种。

(一)石松科Lycopodiaceae

陆生，少为附生，中小形草本。地上茎直立或匍匐蔓生，圆柱形或略扁，通常二叉状分

枝，稀不分枝。叶小，一型，螺旋状互生，稀为基出叶，线形、披针形、钻形或鳞片状，全

缘或有锯齿，无叶舌，有中脉。孢子囊穗圆柱形，间或无明显孢子囊穗，顶生，单一或对

生，稀簇生，有柄或无J孢子叶螺旋状互生，稀2个对生或3个轮生’孢子囊横肾形，腋

生，单一，其壁厚，由数层细胞组成，无明显的环带，横裂，孢子一型，球圆状四面体形。

原叶体地下生，大都为腐物寄生，具有菌根。2属，400多种，分布予热带，温带和寒带。我

国有1属，约20多种。河南有4种。

虚

石松属L,ycopodium L．‘
●

●

●

陆生，少为附生．中小形草本。根状苇直立或横走，地上茎圆形或扁图形，直立或匍匐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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蔓生，问或有背腹面之分，二叉分枝或合轴分枝。叶小，螺旋状互生，紧密，常为覆瓦状，

无柄或有短柄，线形、披针形、钻形或鳞片状，通常有锯齿，稀全缘，有中脉。孢子囊穗圆

柱形，有时不明显，项生，常单一，稀有对生或簇生，有柄或无柄，孢子叶螺旋状互笙：紧

密，覆瓦状，孢子囊横肾形，腋生，’有短柄，其壁厚，由3—4层细胞组成，无明显的环带，横

裂；孢子一型，球圆状四面体形，淡黄色。

约400种，广布世界各地，热带和亚热带较多。我国约有20多种。河南有4种。

1．抱子囊穗不具柄。 ．

2．茎直立，植株高15—22厘米，叶基部变狭l孢子囊生于散生的与营养叶无区别的孢子叶腋内⋯⋯⋯

⋯⋯⋯⋯⋯⋯⋯⋯⋯⋯⋯⋯⋯⋯⋯⋯⋯⋯⋯⋯⋯(1)蛇足石松Lycopodtttm serratum Thtmb．

2．茎蔓生，小枝直立，植株高40一50厘米，叶基部不变狭，孢子囊生于密集的与营养时异形的孢予叶腋

内⋯⋯⋯⋯⋯⋯⋯⋯⋯⋯⋯⋯⋯⋯⋯⋯⋯⋯⋯⋯⋯⋯(2)杉蔓石松Lycopodium annotinum L．

1．孢子囊穗着生予长柄上。

3．叶螺状排列，先端有长白刺毛⋯．．．⋯⋯⋯⋯⋯⋯⋯⋯⋯⋯⋯(3)石松Lycopodium clavatum L．

3．叶两行排列，先端无长白刺毛⋯⋯⋯⋯⋯⋯⋯⋯⋯⋯(4)地刷子Lycopodium complanatum L．

(1)蛇足石松千层塔Lycopodium serratum Thunb．(图1)

田l蛇足石松Lycopodium setratum Thunb．

1．植株一部分；2．叶背腹面；3．繁殖芽；4．孢子囊；

5．孢子．

植株高15—22厘米。茎直立，禾秆

色，圆柱形，上部略有分枝。计螺旋状排

列，紧密，几无柄，叶片披针形，长1—

1．5厘米，宽2—3毫米向基部渐狭，顶部

渐尖或有小尖，边缘有不整齐的粗锯齿，／

中脉明显，草质，两面光滑。小枝顶端的

叶腋常有芽孢，外被数个绿褐色卵状披针

形芽鳞片。无明显孢子囊穗，孢子囊散生

于分枝的上部rrl‘腋中，阔肾形，横生；孢

子球圆四面体形，表面光滑，黄色。

产河南伏牛山区灵宝，卢氏、西峡，

南召、内乡、淅川等县，生于海拔2000米

以上的林下阴湿处。分布于东北、湖北、

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

贵州、四川等省(区)。民间用全草作止血

药。

(2)杉蔓石松中华石松，伸筋草

Lycopodium annotinum L．(Lycopodi-

llm chinense Christ)(图2)

植株高40一50厘米。主茎匍匐蔓生，

圆柱形，禾秆色，向上有直立的分枝，

向下断续生有根托。叶互生，．螺旋状排列，紧密，无柄，叶片线状披针形，长6～8毫米，宽’

1二1．2毫米，基部略变狭或不变狭，顶端渐尖，有芒刺，边缘有疏细齿，中脉背面明显，叶近

萆质·坚韧，两面光滑。孢子襞穗单生于小枚顶端，无柄，圆柱形．长2—3厘米，宽5—6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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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米，孢子叶覆瓦状排列，紧密，阔卵形，长约3毫米，宽

整齐的钝锯齿，孢子囊圆肾形，横生，孢子球圆四面体形，

产河南伏牛山区卢氏，西峡、栾川等县；生于海拔2000

北、陕西，新疆、四川、云南西北部。民间作伸筋草用。

图2杉蔓石松Lycopo—

dium annotinum L．

1．植株一部分’2．叶’3．繁

殖芽。

图3石松Lycopodium clava-

．tum L．

1．植株一部分I 2．孢子叶与孢子囊：

3．孢子I 4．叶。

图4地刷子Lycopodium

complanatum L．

1．植株一部分，2--3．枝一部

分，4．孢子囊穗；5．孢子叶

和孢子囊。

(3)石松仲筋草、石松子Lycopodium clavatum L．(图3)：

匍匐枝蔓生，分枝有叶疏生。直立茎高15—30厘米，分枝，营养枝多回分叉，密生叶，

J咔针形，长3—4毫米，先端有易落的芒状长尾尖。孢子枝从第二第三年营养枝上生出，远高

出营养枝，叶疏生，孢子囊穗长2．5—5厘米，有柄，通常2—6个生于孢子枝的上部，孢子叶

卵状三角形，顶部急尖而具尖尾，边缘有不规则的锯齿，孢子囊肾形，淡黄色，横裂j孢子

为四面体球形，有密网纹及小突起。

产河南大另0山，桐柏山及伏牛山南部，生予林下、沟边阴湿地方。分布于东北、内蒙古

和长江流域各省(区)。世界其他温带和热带高山地区也产。全草入药，有舒筋活血、祛

风散寒、利尿、通经之效，亦可提取蓝色染料，孢子含油40％左右，为铸造工业的优良分型

剂、照明工业的闪光剂，亦可作丸药包衣。 ．

(4)地剐子地刷子石松Lycopodium complanatum L．(图4)
‘

匍匐茎蔓生。直立茎高30一40厘米，下部圆柱形，疏生钻状叶，向上压扁，顶端有密生

披针形叶的芽，第二年继续发育，并形成新的侧枝，如此逐年向上，形成明显的节和节问。

侧生营养枝多回分叉，扁平，直立或下垂，末回小枝上的叶4列，背腹2列的叶较小，披针

形，侧生2列的叶较大，贴生枝上，近菱形，斜上，有内弯的尖头。孢子枝通常从第二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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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年生的侧枝基部上侧抽出，远高出侧生营养枝，顶端二回分叉，末回分枝顶端各生孢子

囊穗1个，孢子叶阔卵圆形，顶部急狭渐尖，边缘有不规则细齿，基部有柄，孢子囊圆肾

形’孢子同形。 -一

产河南伏牛山和大别山区，生于I【J坡疏林下。分布于辽宁、吉林、台湾、广东，广西，

贵州、云南、四川，湖南、湖北等省(区)l北半球温带其他地区也产。用途同石松。

(二)卷柏科Selaginel!aceae’。
，

“
●

陆生，中小形草本。主茎匍匐或直立，通常有背腹面，断续生有根托或仅基部生有根

托，二叉分枝或合轴分枝，有原生中柱或多环管状中柱。叶二型，稀同型，螺旋状着生，常

排成四行，有侧叶与中叶之分，侧叶较大，无柄，叶片全缘，有锯齿或有缘毛，向轴面靠近 ．．

叶腋生有舌状突起称叶舌，有叶脉。孢子囊穗通常为四棱柱形，有时不明显，顶生，单一或

双生，无柄或有柄；孢子叶一型或二型，孢子囊二型，有大小之分，肾形，横生叶腋，其壁

厚，由数层细胞组成，无明显环带，横裂，孢子二型，球状四面体形。本科只有1属——卷

柏属。广布于世界各地，热带和亚热带的种类较多。

， 卷柏属Selaginella Spring

届的特征、分布与科相同。 、'．

’

约有600多种。我国约有60种。河南有9种及l变种。 ．

1．孢子叶同型。 一

2．植株无明显的主茎，分枝干后内卷如拳。

3．根聚生成短干I腹叶斜列，外缘透明，有细齿⋯⋯⋯⋯⋯⋯⋯⋯⋯⋯⋯⋯⋯⋯⋯⋯⋯⋯⋯⋯⋯⋯

⋯⋯⋯⋯⋯⋯⋯⋯⋯⋯⋯⋯⋯⋯⋯⋯⋯(1)卷柏Selaginella tamariscinn(Beauv．)Spring

3．根散生，腹叶并列向上，全缘⋯⋯⋯一⋯⋯⋯⋯⋯⋯⋯⋯⋯⋯⋯⋯⋯⋯⋯⋯⋯⋯⋯⋯⋯⋯⋯⋯⋯

⋯⋯⋯⋯⋯⋯⋯(2)垫状卷柏Selaginella tamariscina(Beauv．)Spring Vaf pulvinata

(Hk．et Grev．)AIston．
’

‘‘，

2．植株有明显的主茎，分枝干后不内卷如拳。
’

‘

4．主茎淡紫红色(至少老时下部为淡紫红色)。

5．茎直立I叶背腹扁平，干后稍卷⋯⋯⋯⋯(3)史唐卷柏Selaginella stauntoniana Spring

5．茎匍訇，叶背面具龙骨状突起⋯⋯(4)匠枝卷柏Selaginella sanguinolenta(L．)Spring

4．茎棕黄色至黄绿色。
“

，．

6．植株匍匐，主茎自基部向上生有分枝，向下断续生有根托。 ，

7．主茎上的侧叶与中叶异型，小枝上的侧叶尖头，中叶顶端有芒尖⋯⋯⋯⋯一⋯⋯⋯⋯⋯⋯⋯

⋯⋯⋯⋯⋯⋯⋯⋯⋯⋯⋯⋯．．．⋯⋯⋯⋯⋯⋯⋯(5)蔓生卷柏Selaginella davidii Franch．

7．主茎上的侧叶与中叶近同型，小枝上的侧叶与中叶均为圆钝⋯⋯⋯⋯⋯⋯⋯⋯⋯⋯⋯⋯⋯⋯

⋯⋯⋯⋯⋯⋯⋯⋯⋯⋯⋯⋯⋯⋯⋯⋯(6)中华卷柏Selagiaella sinensis(Desv．)Spring’

． 6．植株直立，主茎白中部向上生有分枝，无根托。

8．主茎下部的叶疏远，茎通常外锘，上部的叶疏散或近生⋯⋯⋯⋯⋯⋯⋯⋯⋯⋯⋯⋯⋯⋯⋯⋯

’⋯⋯⋯⋯⋯⋯⋯⋯⋯⋯．-．⋯⋯⋯⋯⋯(7)江南卷柏Selaginella moellendorffii Hier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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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主茎下部的叶密接，茎不外露，上部的叶稠密，均为覆瓦状⋯⋯⋯⋯⋯⋯⋯⋯⋯⋯⋯⋯⋯⋯

⋯⋯⋯⋯⋯⋯⋯⋯⋯⋯⋯⋯⋯⋯⋯(8)兖州卷柏Selaginella involevens(Sw．)Spring

1．孢子叶异型。

9．孢子囊常沿茎的分枝向上着生。主茎侧叶较宽，长为宽的1．3倍I主茎匍匐⋯⋯⋯⋯⋯⋯⋯⋯⋯⋯

⋯⋯⋯⋯⋯⋯⋯⋯⋯⋯⋯⋯⋯⋯⋯⋯⋯⋯(9)伏地卷柏Selaginella nipponica Franch．et Say．

9．孢子囊集生茎顶，成显著的孢子囊他。主茎侧叶较狭，长为宽的1．7--3倍。主茎直立⋯⋯⋯⋯⋯⋯

⋯⋯⋯⋯⋯⋯⋯⋯⋯⋯⋯⋯⋯⋯⋯⋯(10)绍叶卷柏Selaginella labordei Hieron．ex Christ

(1)卷柏 九死还魂草Selaginella tamariscina(Bcauv．)Spring(Stachygyandrum

tamariscinum Beauv．)(图5)。

植株高5—15厘米。主茎不明显，直

立，顶端丛生辐射斜展小枝，干后内卷如

拳。叶二型，四列，背腹各二列，交互着

生，中叶(腹叶)不并行，斜上，卵状长

圆形，急尖或有长芒尖，边缘有微齿，侧

叶(即背叶)斜展，宽超出中叶，长卵圆

形，急尖而有长芒尖，外侧边缘狭膜质，

有微齿，内侧边缘宽膜质而全缘。孢子囊穗

生于牧顶，四棱形；孢子叶卵状三角形，

龙骨状，先端微尖，边缘膜质，四列交互，

排列，孢子囊圆肾形，孢子二型。

产河南各山区J生于干旱岩石上。广’

布全国各地。全草入药，有收敛、止血、

活血、破血之效，治经闭血瘀，内痔出

血、脱肛及豕血等症。 、

(2)垫状卷柏九死还魂草Sela_’

ginella tamariscina(Beauv．)Spring

"Cai"．pulvinata(Hk．et Grey．)Alston．

多年生，根散生。形状似卷柏，但中

叶(腹叶)二列并行，指向上方，全缘。

产河南各山区J生于干旱岩石上或山

坡。分布于河北、湖北，云南、四川、西

藏等省(区)。用途同卷柏。’

(3)史詹卷柏Selaginella staunto-’

xliana Spring

图5卷柏Selaginella tamariscina(Beauv．)

Spring

1．植株全形；2．大孢子叶和大孢子囊；3．小孢子叶

和小孢予囊；4．枝叶(放大)。 ，

5多年生。根状茎横走，密生棕红色先端尖锐的鳞片。茎直立，高15—25厘米，下部不分

枝，紫红色，上部棕黄色，分枝羽状，稠密，枝叶背腹扁平。叶二型，中叶与侧叶各2列，

中叶长卵形，先端渐尖，有芒尖，长达1．7毫米，宽达0．6毫米，侧叶较大，斜卵形，先端

急尖，具芒尖，外侧全缘，内侧膜质，有锯齿，干后稍卷。孢子受穗生于中部以上分枝先

端，四棱形；孢子叶三角状卵形，先端长渐尖，具芒尖，宽膜质，边缘有不整齐小锯齿，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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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隆起；大小孢子囊各两排纵行并列。

产河南太行山，伏牛山，嵩山，生于山坡岩石上。分布于河北、山西等省。

植株丛生，长达25厘米。主茎圆柱形，禾秆色，

老时带红色，多回分枝，匍匐，各回分枝处生有细

根。叶近同型，长卵形，质厚呈龙骨状，短尖头，基

部着生处略呈鞘状下延成楔形，边缘膜质，有微齿或

近全缘，四列，紧贴枝上，交互覆瓦状排列。孢子囊穗

生于上部小枝先端，长l一2厘米，四棱柱形J孢子叶

宽卵形，急尖，略有齿，背部有龙骨突起，孢子囊圆

形，小孢子囊通常位于孢子囊穗上部，大孢子囊位于

下部，孢子二型。’
+‘

产河南太行山区的辉县、济源，林县，博爱和伏

牛山区的灵宝、栾川、西峡、淅川等县，生于干旱岩

石上。分布于东北，华北和西南各省(区)；亚洲温带

及北美洲也产。

．．(5)蔓生卷柏地柏、地柏枝Selaginella davi-

圈6圆枝卷柏Selaginella sangui-dii Franch．(图7r) 。．

nolenta(L．)Spring 主茎匍匐，多回分枝，各分枝基部生根。营养叶

1．植株一部分；2．营养枝(放大)；3．孢 二型，背腹各二列，中叶(腹叶)指向枝顶，长卵

子囊穗及孢子叶、孢子囊，4．营养叶。 形，先端锐尖或渐尖，侧叶(背叶)向两侧平展，卵
-． ．状披针形，先端尖，基部为不对称的心脏形，边缘膜

质，白色，多少有睫毛状齿，连小枝宽3—5毫米。孢子囊穗生于小枝顶端，单一或稀双生，

四棱柱形，长约1厘米，几无柄，孢子叶卵状三角 ’。

形，基部近圆形，长渐尖头，边缘有细齿，背部隆

起，孢子囊圆形，孢子二型，红棕色。 一，

。产河南太行山区的济源、辉县、林县和伏牛山区

的灵宝，嵩县、栾川、洛宁、卢氏等县；生于海拔800

—2000米的林下石灰岩上或潮湿的石壁上。分布于黑

龙江、河北、山东、陕西、四川、湖南，云南，广

东、广西等省(区)。民间用全草治烧伤。

(6)中华卷柏地柏枝Selaginella sinensis·

(Desv．)Spring(Lycopodium sinense Desv．)(图

8)
一

’．

。

．

多年生草本。茎伏地蔓生，多分枝。营养叶二

型，背腹扁平，成四行排列，中叶(腹叶)稍倾斜，

长圆状卵形，基部宽楔形，‘先端尖，长1．2毫米，宽

圈7蔓生卷柏Selaginella davidii

Franch．

1。植株一部分；2．枝一段(放大)；3．侧

叶；4．中叶；5．生于枝顶的孢子囊穆：

6．孢子叶和孢子囊。

O．6毫米，边缘有膜质自边与缘毛，但另一侧下方缘毛长；侧叶长圆形或长圆状卵形，较中

mUtne●IOnUgnaSmUd0p0CyL，～gn●lrpS、，L(atne●10n-lUgnaSaengaeS柏卷

棱，圆6D图((、，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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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宽大，长1．4毫米，宽0．9毫米，基部广楔形，先端饨尖或短刺尖，边缘有白边及缘毛。

孢子囊穗单生枝顶，无柄，四棱形，长0．5—1厘米，孢子叶卵状三角形，长渐尖，边缘有膜

质白边，具微细锯齿，背部有龙骨状突起，孢子囊圆肾形，大孢子囊黄色，通常少数，位于

孢子囊穗下部，小孢子囊多数，位于中上部。

产河南各山区I生于山坡岩石上。分布于东北、华北、华东各省(区)。全草入药，有

清热，利湿，消炎之效。民间用全草煎水冲鸡蛋喝，治耳

囝8中华卷柏Selaginella sinensis

(Desv．)Spring

1．植株一部分；2．枝叶(放大)．

图9江南卷柏Selaglnella moellendorffii

Hieron．

1．植株全形；2．主茎一部分(放大)；3．分枝

一部分(放大)，4．侧叶(放大)；5．中叶(放

大)。

(7)江南卷柏岩柏Selaginella moellendorffii Hieron．(图9)

植株高15—40厘米。主茎直立，禾秆色，圆柱形，下部不分枝，上部分枝。下部茎生叶

一型，互生，卵状三角形，螺旋状疏生，上部茎生叶二型，侧叶(背叶)斜展，卵状三角

形，基部近圆形，短尖头，边缘有细齿或下侧全缘，中叶(腹叶)斜卵圆形，基部心脏形，锐

尖头，有膜质白边和细齿，叶下面中脉较显。孢子囊穗单生枝顶，四棱形，长4—6毫米，孢

子叶卵状三角形，有龙骨状突起，锐尖头，边缘有细齿和膜质白边，大小孢子囊均为圆肾

形，孢子二型。

产河南大别山、桐柏山和伏牛山南部，生于林下或溪旁。分布于长江以南各省(区)，

北至秦岭山区。全草入药，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之效，治湿热黄疸，跌打损伤、吐血，水

肿、外伤出血、烫火伤等症。
‘

(8)兖州卷柏岩柏、石柏Selaginella involvens(Sw．)Spring(Lycopodium in-

VOlVells Sw．)(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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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10兖蝌卷柏Selaginella involvens

(Sw．)Spring

1．植株全形，2．主茎(放大)，3．小枝(放
大)，4．孢子囊穗。

植株高15—45厘米。主茎禾秆色，圆柱形，下部

不分枝，有宽卵形茎生叶螺旋状排列，紧密，上部呈

复叶状分枝。叶二型，四列，覆瓦状，侧叶斜卵状披

针形，内缘略有细齿，外缘全缘，渐尖头，中叶斜卵形，

外缘略有细齿，交互并列，指向枝顶，中脉较明显。

孢子囊穗单生小枝顶端，稀双生，四棱形，长约1厘

米，孢子叶卵圆形，基部近圆形，顶端有芒刺，垒缘

或有疏细齿，有龙骨状突起，大小孢子囊排列无一定

顺序，肾形；孢子二型。 。．

产河南太行山、伏牛山、大别山和桐柏山区；

生于疏林下岩石上。分布于陕西、湖北、四川、江

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西藏等省(区)。越

南、缅甸、尼泊尔也产。全草入药，有清热利湿、疏肝

明目、强筋止血之效。．

(9)伏地卷柏地柏枝Selaginella nipponicn

Franch．et Say．(S．shensiensis Christ)(图11)

茎细弱匍匐，主茎不明显。营养叶二型，背腹各

=列，边缘有微齿，中叶(腹叶)长卵状长圆形，渐

尖，交互向上，侧叶(背叶)宽卵形，锐尖，向两侧

平展。孢子枝直立，孢子囊穗不明显，孢子叶二型，

与营养叶相同，但排列稀疏，顶部孢子时长卵形，密

囝lI伏地卷柏Selaginella nipponica

Fraach．et Say． ，

1．植株一部分；2．营养技一段，3．营养叶的

两种形态；4．孢子囊德，5．孢予叶和孢子
囊。 。

日I2纽井鬈{白Selaginella labordei Hi：一

l'On．ex Christ

1．植诛一部分，2．营养枝一段示中：I}与锄叶排

列：3．中叶，4．铡叶：5．孢子囊穗：6．弛子叶
及孢子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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