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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植物志

—∑厶—-】b
刚 吾

《太原植物志》第二卷是在太原市科委、财政局、农委、林业局、地方志办公室、

绿化东西由办公室、农业区划办公室等单位的支持、配合下完成的。市林业局、农业

区划办公室和地方志办公室主持本项工作，专门成立领导小组：组长张谦荣，副组长

王克忠、刘志光、田骏、周立春，成员有赵炳杰、张振富、程庆祥、高培干。设置了

《太原植物志》编写办公室。参加编写的单位有：太原市林业局、山西省生物研究所、

山西大学生物系、运城高等师专生物系、太原高等师专生物系、山西省林业学校。太

原市林业局高级工程师张云峰同志主持业务工作。聘请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陈艺林

研究员为学术顾问。

在野外调查和编写过程中，承蒙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西北大学生物系、天津

自然博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华南植物研究所、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山西省药品

检验所、太原市各县区的林业局和农业区划办公室等单位给予大力支持和协助；折茂

德、关芳玲、郭德强、薄福明、上官铁梁、张峰、毕润成、肖扬、张勉、张秉钧、韩

日有、陈旭、高德雨、王天宇、王毓秀、武仅福、孙长青、李生芳、赵德胜、张振海、

张雪松、赵喜贵、杨浑、张玉林、田和光等同志参加了野外调查或资料整理；山西农

业大学方王搴德副教授参加了野外工作及标本的鉴定，谨致谢意。

由于时间短，任务重，野外调查、标本采集和对资料的研究不够充分，疏漏在所

难免，敬请给予指正。

编 者

1992年5月



再序

再 序

《太原植物志》第一卷1990年已由学术书刊出版社出版，第二卷又与读者见面了。

这是太原地区生物科学研究中的又一件可喜的事，也是太原地区植物学研究工作中的

一项重要科学成果。

《太原植物志》第二卷从酢浆草科至菊科，比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太原地区丰富的

植物资源，而且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填补了太原植物科学领域的一项空白。

植物是生态系统中的第一性生产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它源远流长地

为人类提供生活和生产资料，人类依托地理环境条件而生活生存，地理环境条件又主

要通过生物，尤其是植物而发挥对人类的更大作用。

太原，地处山西断隆中部，于吕梁断拱，大宁台陷，五台台拱，沁水台陷的交汇

处，新生代晋中断陷盆地之北端，并包括西山拗陷盆地之大部。境内山峦重叠，梁、峁

交错，沟谷纵横，山川相间，相对高差大，海拔753"--2659．8米。在漫长的历史长河

中，太原地区的气候冷热交替，地貌景观发生过巨大的变化，植被类型和植物种类随

之演化发展。地貌类型有山地、黄土丘陵(含梁、峁、残垣)、盆地和河谷平原，这就

形成了许多光、热、水、土、气及生物等条件各异的小环境，为植物种群的生存繁衍

和演化发展创造了极其有利的环境条件。

太原地区是人类活动对土地和植被开发利用较早的区域，远在旧石器时代太原人

的祖先就繁衍在林海中，过着采集渔猎的原始生活，为林木、草、动物为主的自然资

源所养育。随着人类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植物与人类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

化，植物的用途逐步拓宽。近年来在太原市委、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大力加强对煤

炭能源重化工基地的建设、自然环境的保护，全面地、系统地开展了植物资源、植被

的调查与研究。《太原植物志》第二卷的出版，凝聚了广大生物科学工作人员丰富的智

慧与结晶，它的出版不仅为研究黄土高原的植物资源、植物区系和植物地理提供了重

要的资料，而且对振兴太原经济，发展科学事业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对搞好太原

生态环境建设和文化建设将发挥其促进作用。

孟立正

1992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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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植物志

38．酢浆草科Oxalidaceae

多年生或一年生草本，少为半灌木，有时有鳞茎，汁液常带酸味。叶互生或基生，三出复叶，

很少羽状复叶或单叶，小叶常为倒心形；托叶有或无。花两性，辐射对称，排列成伞状或叉状聚

伞花序，或单生；花黄色、红色或白色；萼片5，覆瓦状排列；花瓣5，离生或基部连合，在花蕾

中成回旋状排列；雄蕊10，常有5枚退化，排列成2轮，花丝基部连合；雌蕊由5心皮合成，子

房上位，5室，每室有1至多个倒生胚珠，花柱5，离生或连合，柱头头状或深裂。蒴果，很少浆

果，成熟时果皮裂开，借弹力弹射出种子，胚乳肉质。

约10属800余种，广布于热带及温带。我国有3属约10种。太原有1属3种。

1．酢浆草属Oxalis L．

一年或多年生草本，很少灌木状。汁液有酸味，常具块状或鳞茎状的地下部分。叶基生或互

生，三出复叶，通常自昼开放，夜间闭合下垂；托叶有或无。花两性，整齐，1至数朵腋生于1总

梗上；花黄色、红色或白色；萼片5，覆瓦状排列；花瓣5，在花蕾中成回旋状排列；雄蕊10，5

长5短，离生或基部连合；子房上位，由5心皮合成，5室，花柱5，柱头头状，稍裂。蒴果，胞

背开裂，开裂时种子被弹出，果瓣宿存轴上。种子外种皮肉质，有弹性；胚直立，胚乳肉质。

约800种，主产非洲及拉丁美洲热带和温带。我国约8种。太原3种。

分种检索表

1．花黄色；具平卧地上茎；叶茎生⋯⋯⋯⋯⋯⋯⋯⋯⋯⋯⋯⋯⋯⋯⋯1．酢浆草0．corniculata L．

1．花淡红色或紫红色；无地上茎；叶基生。

2．花序比叶长；花较大，直径常逾3厘米；具纺锤状根茎，无鳞茎⋯⋯⋯⋯⋯⋯⋯⋯⋯⋯⋯⋯⋯⋯⋯⋯

⋯⋯⋯⋯⋯⋯⋯⋯⋯⋯⋯⋯⋯⋯⋯⋯⋯⋯⋯⋯⋯⋯⋯⋯2．大花酢浆草0．bowiei Lindl．

2．花序与叶等长或稍长；花较小，直径不超过2．5厘米；无纺锤状根茎，有鳞茎；小叶两面有瘤状腺点；花

序伞房状⋯⋯⋯⋯⋯⋯⋯·⋯⋯⋯⋯⋯⋯⋯⋯⋯⋯⋯⋯⋯一3．铜锤草0．corymbosa DC．

1．酢浆草酸浆酸咪咪 图版1

Oxalis corniculata L．Sp．P1．435．1753；北京植物志，上册；489．图620．1984；中国

高等植物图鉴2：518．图2765．1985；河北植物志2：2．图888．1988．

多年生草本，被疏柔毛。茎柔弱，多分枝，匍匐或斜升。叶互生，掌状3小叶，小叶无柄，倒

宽心形，长6～12毫米，宽8～18毫米，顶端凹陷，上面无毛，背面及边缘有柔毛；叶柄长2～5

厘米，基部有关节，被柔毛。花l至数朵组成腋生的伞形花序，总花梗与叶柄几近等长，顶端具

2枚膜质小苞；花黄色，长8～18毫米，具小柄；萼片5，长圆形，长3～4毫米，背面及边缘被

柔毛，果期宿存；花瓣倒卵形，长6～10毫米，略向外反卷；雄蕊10，花丝基部合生成筒；子房

长圆形，5室，柱头5裂，被毛。蒴果圆柱形，长1～1．5厘米，具5棱，有短柔毛，且有多数种

子，成熟时开裂，并将种子弹出。种子小，呈长圆状卵形，长1．2～1．5毫米，扁平，棕褐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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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1 酢浆草Oxalis corniculata L．

1．植株；2．花；3．果。

(刘筱蓉绘)



太原植物志 3

果期6～9月。

在太原地区，房前屋后、路旁、田边常见。分布于全国各地。日本、朝鲜、原苏联及欧洲、北

美洲也有。

全草可入药，有清热解毒、消肿利尿、散瘀止痛之效，主治感冒、尿道感染等。全草含草酸，

用来研磨镜面或擦拭铜器。

2．大花酢浆草 图版2

Oxalis bowiei Lindl．．Bot．Reg，t．1585；江苏植物志，下册：382．1982；北京植物志，

上册：490．1984；河北植物志2：3．1988．

多年生草本。高20～30厘米，具半透明肉质的纺锤状根茎，植株被毛。．掌状三出复叶，基生；

小叶宽倒卵圆形，宽2．5～3厘米，长1．2～2．5厘米，先端微凹，基部宽楔形，全缘，上面无毛，背面

有疏柔毛；叶柄细长。伞形花序，有花4～10朵，总花梗远较叶柄长；花较大，直径3～4厘米，紫红

色；萼片披针形，先端尖；花瓣倒卵形，长约2．5厘米，有深色条纹；花柱5，分离。花果期7～10月。

原产非洲南部。太原各公园常见盆栽。

供观赏。

3．铜锤草红花酢浆草 图版3

Oxalis corymbosa DC．Prod．1：696．1824；中国高等植物图鉴2：519．1972；北京植

物志，上册：490．1984；河北植物志2：3．1988．

多年生直立草本，高25～40厘米。无地上茎，地下部分有多数小鳞茎，鳞片褐色，有3纵棱。

叶基生，掌状三出复叶，小叶倒宽心形，宽约1．8～3．5厘米，先端微凹，基部宽楔形或楔形，被

毛，两面有棕红色瘤状小腺点；叶柄长15一-,25厘米，有毛。伞房花序，与叶等长或稍长，有花

5～10朵；花通常淡紫色，长约1厘米；萼片5，顶端具2红色长形小腺体；花瓣5，狭倒卵形；雄

蕊10，5长5短，下部合生成筒，上部有毛；子房长圆柱形，花柱5，分离。蒴果条状圆柱形，被

毛。花果期5～9月。

原产美洲热带。太原常见盆栽。

供观赏。全草可入药，有清热、消肿之效。

39．栊牛儿苗科Geraniaceae

一年或多年生草本，少为亚灌木，有毛或有腺毛，或光滑无毛。叶互生或对生，常分裂或为

复叶；有托叶。花两性，辐射对称或略成两侧对称，单生或排列成伞形花序、聚伞花序或伞房花

序；萼片4～5，分离或合生至中部，宿存；花瓣5，少为4或无花瓣，花在芽中多呈覆瓦状排列；

雄蕊5，或为萼片数的2～3倍，外轮雄蕊同花瓣对生，花丝基部连合，有时部分无花药；雌蕊1，

子房上位，3～5裂或3～5室，每室有1～2个倒生胚珠，花柱与子房室同数。蒴果，顶端常有伸

长的喙，果瓣多基部开裂，每果瓣含1粒种子。种子稀有胚乳或无。

约11属850种，广布于温带、亚热带地区。我国有4属近70种。太原有3属10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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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2 大花酢浆草Oxal is bowiei Lindl．

1．根；2．部分植株；3．花序。

(刘筱蓉仿《江苏植物志》)



图版3

1．植株；

铜锤草Oxalis corymbosa DC．

2．示雌雄蕊。

(刘筱蓉仿《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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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栊牛儿苗科

分属检索表

1．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体不带肉质及特殊气味；花辐射对称。

2．叶掌状浅裂或深裂}雄蕊10，全具花药；蒴果成熟时果瓣与中轴分离，喙部自下而上反卷，但不作螺旋卷曲

⋯⋯⋯⋯⋯⋯⋯⋯⋯⋯⋯⋯⋯⋯⋯⋯⋯⋯⋯⋯⋯⋯⋯⋯⋯⋯⋯1．老鹳草属Geranium L．

2．叶羽状全裂或深裂；雄蕊10，常5枚具花药；蒴果成熟时果瓣与中轴分离，喙部自下而上呈螺旋状卷曲

⋯⋯⋯⋯⋯⋯⋯⋯⋯⋯⋯⋯⋯⋯⋯⋯⋯⋯⋯⋯⋯⋯⋯⋯2．栊牛儿苗属Erodium L’Her．

1．多年生草本，常呈亚灌木状，植物体带肉质及特殊气味；花稍两侧对称，有距，距与花梗结合，其上2花瓣常

较大而颜色显著，栽培⋯⋯⋯⋯⋯⋯⋯⋯⋯⋯⋯⋯⋯⋯⋯⋯3．天竺葵属Pelargonium L’Her．

1．老鹳草属Geranium L．

多年生草本，稀为亚灌木。叶对生或互生，叶片圆形或肾形，掌状浅裂或深裂；有托叶。聚

伞花序或单生，花1～3，整齐，无距；萼片与花瓣各5，花瓣与5腺体互生；雄蕊10，花丝通常

基部稍膨大，离生或基部连合，全部有花药；子房5室，花柱5。蒴果，顶端呈喙状，每室内含1

颗种子，成熟时果皮由下而上开裂，反卷，并弹出种子。

约300种，主要分布于温带。我国有60余种。太原4种。

．分种检索表

1．花大，直径2～3厘米。

2，花柱比花柱分枝长；花柄、萼片、蒴果有腺毛或混生腺毛；叶互生，叶片分裂达全长之半或略深，边缘具

浅缺刻状齿牙或圆粗齿牙⋯⋯⋯⋯⋯⋯⋯⋯⋯1．毛蕊老鹳草G．eriostemon Fisch．ex IX2．

2．花柱比花柱分枝短；花柄、萼片、蒴果仅有柔毛，无腺毛；叶对生，叶片分裂达2／3或更多，裂片再次分

裂⋯⋯⋯⋯⋯⋯⋯⋯⋯⋯⋯⋯⋯⋯⋯⋯2．灰背老鹳草G．wiassowianum Fisch．eX Link

1．花较小，直径2厘米以内。

3．花序梗有2花；根多数，肥大，纺锤状⋯⋯⋯⋯⋯⋯⋯⋯⋯3．粗根老鹳草G．dahuricum‘I)C．

3．花序梗具1花；根粗，有1主根，不呈纺锤状⋯⋯⋯⋯⋯⋯⋯4．鼠掌老鹳草G．sibiricum L．

1．毛蕊老鹳草 图版4

Geranium eriostemon Fisch．ex IX；．Prodr．I：641．1824；中国高等植物图鉴2：520．1972；

东北草本植物志6：9．1977；内蒙古植物志4：6．图版3：1—4．1979；北京植物志，上册：492．

图624．1984．

多年生草本。根状茎短粗，顶端有淡棕色鳞片状膜质托叶。茎直立，高30～60厘米，向上分

枝，被白毛。叶互生，肾状五角形，直径5～10厘米，掌状5中裂或略深，裂片菱状卵形，边缘

有浅羽状缺刻或圆粗齿，尖头，上面有长伏毛，背面或脉上疏生长柔毛；基生叶有长柄，长2～3

倍于叶片，茎生叶具短柄，顶部叶无柄，被开展白毛。聚伞花序，顶生，花序梗2～3枚出自1对

叶状苞片腋间，顶端各有2～4花；花紫蓝色；萼片卵形，长约1厘米，有密腺毛；花瓣宽倒卵形，

长约1．5厘米，基部有髯毛；雄蕊10，花丝基部膨大部分有长毛；花柱分枝长约3毫米，柱头5。

蒴果呈喙状，长3～3．5厘米，具开展的腺毛及柔毛。种子褐色。花果期6～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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