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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志记载安徽省北部淮河平原野生与习见栽培植物161

科．813属，l 597种(12亚种，172变种)，15变型；其中

包括新种1个，中国大陆分布新记录属1个、种4个，安徽

省分布新记录属20个、种及变种89个及变型1个；还归并

了异名73个，订正了误定名37个；每种植物含名称、产

地、生境、分布区及经济用途等，并附插图68。幅。

本志可供植物学、农业、林业、园艺、畜牧业、水产

业、医药、环保以及有关部门研究及工作人员、教学及学生

参考。

SUMMARY

This flora contains 161 families，813 genera，1413 species，12 sub—

species，172 varieties and 15 forms of vascular plant，which grown wildly of

cultivated commonly in River Huai plain of north Anhui province．Among

these．are included in this flora as alSO are new records of distribution，among

which 1
genus

are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and 20 genera，89 species and var。

ties and 1 form in Anhui province．Furthemore．37 misidentifications revised．

Each 8pecies with its botanical name，habit，locality，environment，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uses are described．There are 68 figures included．

The flora is available for research workers。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he

fields of botany，agricutere，forestry。hortieuhure，animM husbandry，fishery，

medicine and pharmacy，environmental proteotion and other related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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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乓．I-

刖 昂

《皖北资源植物志》首次全面、系统地记载了安徽省北部淮

河平原野生与栽培的维管植物。其中蕨类植物采用秦仁昌系统

(1978年)，裸子植物采用郑万钧系统，被子植物采用了恩格勒

(A．Engler)新系统，属与种的出现依其在检索表中的先后为

序。

本志金一册，分为蕨类植物门、裸子植物门和被子植物门，

后者又分为原始花被亚纲、后生花被亚纲、单子叶植物纲，以

及皖北植物资源及其开发等六部分。

书中所记载的植物均以采自皖北各地标本为依据。凭证标

本存安徽大学私立资源植物标本室内，备查。凡属皖省地理新

分布或新增补的植物均子《植物研究》、《武汉植物学研究》及

《植物分类学报》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考虑到学术交流，对上述

植物给出中文名、拉丁学名、形态特征集要、产地、生长环境

或栽培情况、分布及经济用途等，并附形态解剖墨线图。撰写

中归并的异名及所订正的误定名均略加注明。

自1978年参加《安徽植被》野外调查时起，22年来，著

者采集了大量皖北野生植物，采集的同时向当地果农、药农、

菜农们了解有关植物及其利用方面的情况，从而获得了大量的

第一手资料，尤其是1995--1996年连续两年对皖北20个县、

市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查，采集了大量标本，其间得到董金

廷老师以及侯学良、骆隆重i蒋玉林诸同志的帮助，为该志的

完稿给予了有力的推动。

该志在参考坊间已有的国内外志书的体例上见仁见智，不

敢自诩后来居上，但是著者能从前此已有之成就中汲取经验，

转益多师，却是不能不表示自慰和感激的。凡是志书均需不断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前 言

补充和完善，方能延长其寿命，著作入诚恳欢迎读者指示其疏

漏、错误之处，以便陆续补正。

何家庆
2000年6月

于安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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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皖北植物资源及其开发

摘要 本文首次报道安徽省北部地区高等植物1597种

(含亚种、变种)，813属，161科。从植物资源角度研究，可

分为药用植物、香料植物、油脂植物、淀粉及糖类植物、果品

及蔬菜、蜜源植物、纤维植物及用材、饲草及饵料植物、花卉

及观赏植物、改良环境与水土保持植物等10大类。指出本区

植物资源开发潜力，提出合理开发利用途径及植物资源的保护

措施。

保护

关键词 淮北平原植物资源 资源类型 开发利用 资源

1 r{’

由于长江、淮河的过境，将安徽省分割为皖南、皖中及皖北三大区

域。皖北即淮北平原，地处东经114050’一118015’。北纬32024’19”．340

39’，辖阜阳、宿县两地区及淮北市、淮南市的凤台县和蚌埠市郊区。即

本志所涉及的范畴，总面积39 306．55km2，占全省总面积的28．3％，除

低山残丘480km2外，余为淮河冲积平原。根据该区域天然次生植被特

征，在全国植被分区中通常归为暖温带阔叶落叶林地带。本区在册耕地

266．34万hm2，人均耕地0．07—0．17hm2，人口数2 552．2万(1993年)，

农业人口占92．55％，是安徽省农业用地及农业人口最多的区域。农业生

产是该区国民经济的主体。经著者20多年调查，记入本志的高等植物

1 597种(含亚种、变种)，隶属813属，为全省的63．47％，161科为全

省68．44％，其中蕨类植物24种，为全省9．1％，裸子植物35种，为全

省48．6％，被子植物1 573种，为全省44．60％，栽培植物504种105变

种及5变型。由于皖北农业自然资源的条件限制，植物种类在全省占比重

不太大，却有明显的区域特征。一些久经栽培的植物保留着优良的地方品

种种质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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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皖北主要植物资源类型、现状及评价

1．1药用植物
‘

皖北有药用价值的植物756种，占全省药用植物的98．4％，可分为

中药、草药、地道药材和新药等四类，主要分布在肖县、泗县、涡阳、毫

州、界首、太和、临泉、颍上、固镇等地。经1985年普查，各地有药用

植物200—1 000种不等。在近期农业区划中各地又建立了600多公顷药

材生产基地，为进一步发展做出了规划。

皖北毫州的中药材资源在全国享有盛誉，为国内四大药材市场之一，

可供出口的药材80种，可调供外省的药材达400余种。其中量大质优，

竞争能力强的主要品种有白芍、赤芍、半夏、亳菊、玫瑰花、酸枣、远

志、银杏、柏仁、槐米、川楝、黄柏、白芷、菥冀、藕节、卢巴子、红

花、枸杞、楮实子、薄荷、木鳖子、紫苏、益母草、车前、紫菀、芡实、

薏苡、桃仁、马兜铃、芦根、茅根、蒲黄、杏仁、石榴皮、板蓝根、桔

梗、丹参、明党、薤白等。仅肖县年产达1 800万千克，涡阳县义门乡有

药材生产基地700—1 000hm2，全区不完全统计约1．53万hm2。

野生药材常散生于毋间、墓地或残丘，如菥冀(败酱)、播娘蒿(葶

苈子)、益母草(灯笼草棵子)、薤白(山蒜)、夏至草、车前子(猪耳朵

棵子)、茅根、枸杞子、远志、柏子仁。低洼湖泊有适水而生的芡、藕、

红萍、泽泻、慈菇、灯芯草、芦根、蒲黄。各地药圃大面积栽培的如薄

荷、荆芥、紫苏、板蓝根、木鳖子、红花、卢巴子、补固脂、丹参、明

党、半夏、石榴皮、白芷、桔梗、薏苡。各地引种的药材有大黄、龙胆、

川楝、穿心莲、杜仲、黄柏、天竺子、辣根等。本区地道药材有半夏(焦

半夏、颍半夏、宿半夏)、菊花(毫菊)、白芍、荆三棱、柏子仁、地肤

子、白蒺藜、槐米、楮实子、浮小麦、蔓荆子、菥萁、播娘蒿、石榴皮、

白芷、香附子、干姜、王不留行、酸枣仁等。

新的植物药是近期研究出的在临床上有显著疗效的药源，重在植物体

内的有效化学成分的临床作用，如肖县的“王爪子”主治各种无名肿毒、

恶疮、肿瘤。又如青蒿中的青蒿素用于截疟药等计100种以上。这些新药

的开发必将为医药事业的发展提供新契机，使我国的中草药事业为人类发

挥更大作用。

1．2香料植物

香烟、香皂、香水、食品、饮料、药品等均需选用加香剂，这些香料

有些来自化学合成品，有的取自天然植物，经提取分离、纯化获得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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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配制各种香型的加香剂。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对香料的消费趋势

已向天然化方向发展，特别是用于食品的赋香剂，客观上渴求社会提供更

好的天然香料。中国目前已利用天然香料植物约150种，香料化学产品650

种，已建成97家香料厂，香料栽培基地24 000hm2，涉及42种香料植物。

皖北现有香料植物96种，不同程度开发利用的有薄荷、玫瑰、荆芥、

菊花、辣根、姜、辣椒、藿香等20种左右，其中薄荷在泗县、临泉、太

和、涡阳等县均有较大的栽培面积。除上述大宗香料植物外，还有以下未

被开发的资源。

蜡梅鲜花。浸膏得率0．5％一O．6％；刺槐花，含油率0．15％一0．2％，

鲜花浸膏用于配制各种花香型香精；茉莉花浸膏和净油为出口产品；桂花

浸膏和净油为中国特产而出口；栀子花，浸膏得率0．4％一0．5％，用于化

妆品和香皂香精的调和剂；野菊，干花及叶含油率0．1％一0．2％；香椿，

根含油率0．15％一l％，为雪茄烟赋香剂；香附子，根茎含油率1％，可调

制兰木香型、玫瑰麝香或馥奇等类型香精；菖蒲，根茎含油率1．5％一

3．5％，为化妆品及皂用香精；蒜，鲜鳞茎含油率2％，可为食品调味香料；

香茅，叶含油率0．4％一0．8％，可制造各种紫罗兰酮香料，被广泛用于化

妆品及皂类；紫穗槐，果实含油率2．5％，为调香原料用于日化；牡荆，全

株含油0．5％，为多种医药及化妆品赋香剂。上述香料植物在皖北均有一定

蕴藏量，可供开发，同时本区也适于扩大各资源量。

另外，皖北城乡各地老百姓喜爱辛香料植物，常见的有姜、蒜、葱、

小茴香等，在日常生活中作为食物调味品之用。与我国南方传统辛香料使

用方法不同的是本区人们常以鲜食为主，而南方的胡椒、花椒、桂皮多加

工成粉末、切片。在调查中发现不少村宅、房前屋后都见小面积的栽培，

种类有花椒、竹叶椒、芫荽、旱芹、小茴香、蒜、葱、洋葱、姜、韭、荆

芥、藿香、辣椒、萎蒿、辣根，以及野生的薤白等10余种。无论是炒菜

还是配汤都添加上述辛香植物中的一种或几种，有些又可作蔬菜食用。

1．3油脂植物

从植物油脂利用现状看，以食用、药用和工业利用为主要途径。目前

全世界植物油占世界总油脂产量60％。75％，而人类80％的食用油均取

自植物。工业利用油脂于油漆、涂料、增塑剂、润滑剂、皮革、油墨、表

面活性剂等。医药工业寻求那些植物体内含有的人体营养所必需的脂肪

酸，在人体营养以及防治冠心病方面有重要价值的植物油脂资源。粮食工

业寻求优质、高产，更适合食用的油脂新资源。

皖北有油脂植物195种，其中一部分广为栽培并加工利用，另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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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不为人们所知。前一类习惯称为油料作物，如油菜、芝麻、花生、大豆

等，与旱粮套茬或单作，不完全统计此类油料年产大约50万t，部分外

销，大多为当地食用油消费。除此，15万t棉花，lO万hm2玉米，人们

只重视其第一价值。忽视了第二价值、第三价值。在野生植物中也有含油

脂量高质优的资源人们至今未能予以重视，尤其是脂肪酸组成特殊，开发

价值更大。如苍耳、稀莶、构树、月见草等种子油中，亚油酸量占总脂肪

酸的70％一85％；胡桃、荐草、地肤种子油中的亚油酸量占总脂肪酸的

47％一55％；薄荷、紫苏、枫杨、离蕊芥种子油中的亚麻油酸分别占其总

脂肪酸的58％、63％一70％、55．2％、58％，这些脂肪酸各有其重要用

途，特别是中碳酸甘油脂对人体内脂肪代谢活动意义重大。本区各地均产

的播娘蒿，种子油中脂肪酸组成有肉豆蔻酸、棕榈酸、硬脂酸、花生酸、

山蓊酸、十六碳烯酸、油酸、亚油酸、亚麻油酸、廿碳烯酸、廿碳二烯

酸、廿碳三烯酸、芥酸和廿二碳二烯酸，这些脂肪酸中有些可直接用于医

药或略予化改后得到价值更高的脂肪酸衍生物。

1．4含淀粉及糖类植物 ，

淀粉及糖类是植物代谢活动产物，一部分用于自身生命活动需要，另

一部分作为营养物质贮藏于种子、根茎、球茎、块根、树干或其他器官

中。已为人们所熟悉的有甘薯粉(块根)、藕粉(根茎)、蕨粉(根茎)、

荸荠粉(球茎)等。本区另一些含淀粉的植物是银杏(种子67．7％)、板

栗(坚果56％一70％)、栓皮栎(坚果)、槲栎(坚果)、榆树(树皮)、

柘树(果)、养麦(种子)、何首乌(块根)、红蓼(种子)、皱叶酸模(根

茎)、羊蹄(根茎)、芡实(种子)、葛藤(根茎20％)、豆薯(块根)、菱

(果68．46％)、马铃薯(块茎)、栝楼(块根64．86％)、菊芋(块茎)、慈

菇(球茎55％)、薏苡(果实45％)、天门冬(块根)、百合(鳞茎)、委

陵菜(块根)、绵枣几(鳞茎)、老鸦瓣(鳞茎)、薯蓣(根茎25．11％)、

马蔺(种子38．5％)、芍药(根56．38％)以及禾本科植物中的稗属、高

粱属、燕麦属等78种。含糖类物质的植物有桑(果)、甜叶菊(叶)、菊

芋(块根)、大丽菊(块根)、木通(果)、枇杷(果)、茅莓(果)、山楂

(果)、金樱子(果)、拐枣(果梗24％)、枣(果)、柿(果)、甘蔗(茎

秆12％一15％)、天门冬(块根4．37％)、以及葡萄属、苹果属、爬山虎

属、胡颓子属等57种。

取自植物体内的淀粉可用于食品、酿酒、浆纱、浆布、饲料、医药等

方面，诸如工业产品中糖浆、淀粉糖、葡萄糖、糊精胶黏剂等。取自植物

体内的糖类，一方面用做食品甜味剂，或直接将浆果加工成果酱，或浓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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