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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旱金莲科Tropaeolaceae

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偶具块根。多浆汁，单叶，互生，常以叶柄攀援它物；具长柄，

叶片盾状着生，全缘或浅裂。花大，单生于叶腋，花两性，两侧对称；萼片5，覆瓦状排

列，上面一片有长距；花瓣5，上面2片与距结合，下面3片基部浙狭成爪，爪具长纤毛状

边缘；有时因退化而较少，大小不等，在花芽中覆瓦状排列；雄蕊8，两轮排列，花丝不等

长；花药2室，纵裂；子房上位，由3个心皮结合形成，中轴胎座，3室，每室有1枚下垂

倒生胚珠，花柱单一，柱头线形，3裂。果实为肉质分果，分裂成3个，每个含1个种子。

种子无胚乳。

仅有2属约90种，主要分布于拉丁美洲。我国引入栽培1种。山西也有。

1．旱金莲属Tropaeolum L．

特征同科。

1．旱金莲金莲花图版1

Tropaeolum majus L．Sp．PI．345．1753；中国高等植物图鉴2：533．图2796．1972；

北京植物志，上册：498．图633．1984．

一年生攀援状肉质草本，无毛或近无毛。叶互生，近圆形，直径4～8厘米，有主脉9

条，边缘有波状钝角；叶柄长10～18厘米，盾状着生于近叶片的中心处。花单生于叶腋，

有长柄；花黄色或橘红色，长2．5～5厘米；萼片5，基部合生，上面1片延伸成长距，距

长2～2．5厘米；花瓣5，上面2瓣较大，下面3瓣较小，基部狭窄成爪，爪缘细撕裂状；

雄蕊8，分离，花丝不等长，花药不同时成熟；子房3室，花柱单一，柱头3裂，线形。果

实为裂成3个含单种子的肉质分果。花期长，以6～8月为多，果期7～9月。

原产于南美洲。山西及全国各地均有栽培。

供观赏。

46．亚麻科Linaceae

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稀灌木。单叶，互生、对生稀轮生；托叶有或无。聚伞状、总状

或圆锥花序；花两性，整齐，萼片5或4，离生或部分合生，覆瓦状排列，宿存；花瓣与萼

片同数，螺旋状排列，基部常具爪，早落；雄蕊5或10，花丝基部合生，与花瓣互生，有

时有退化雄蕊，有蜜腺；子房上位，3～5室，有时有假隔膜，每室有胚珠2枚，花柱3～5，

丝状，分离。蒴果或核果。种子扁平光滑。

约14属160种。我国5属12种。山西1属，2种。

1．亚麻属Linum L．

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茎直立，有坚韧皮层，、光滑或稀具柔毛。单叶互生，叶片狭长或

披针形，通常全缘；无柄。总状或聚伞花序，顶生或腋生，花两性，辐射对称，萼片5，全

缘，有时边缘有腺体；花瓣5，蓝紫色、红色、黄色或白色，具爪，比萼片长，早落；雄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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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1旱金莲Tropaeolum majus L

1．植株的一部分；2．花纵剖

(谢树莲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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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花丝基部连合成环状，里面有齿状退化雄蕊，蜜腺5，生于雄蕊环外面；子房5室，花

柱5，分离。蒴果圆形或卵形。种子扁平，光滑。

约90种，主要产于欧洲。我国原有6种，引入1种。山西有2种，其中1种为栽培植

物。

分种检索表

1．萼片边缘无腺齿，花冠蓝色或蓝紫色，花瓣为萼片的2倍长，花径1．5～2厘米；果径约7毫米；栽培

油料或纤维植物⋯⋯⋯⋯⋯⋯⋯⋯⋯⋯⋯⋯⋯⋯⋯⋯⋯⋯⋯⋯⋯⋯⋯⋯⋯1．亚麻L．usitatissimum L．

1．萼片边缘有黑色腺齿，花冠淡紫色，花瓣为萼片的3～4倍长，花径约1厘米；果径约4毫米；野生⋯

⋯⋯⋯⋯⋯⋯⋯⋯⋯⋯⋯⋯⋯⋯⋯⋯⋯⋯⋯⋯⋯⋯⋯⋯⋯⋯⋯⋯⋯⋯2．野亚麻L．stelleroides Planch．

1．亚麻胡麻山西胡麻图版2：1-2

Linumusitatissimum L．Sp．P1．277．1753；中国高等植物图鉴2：535．图2799．

1972；内蒙古植物志4：12．图版6：8—10．1979；北京植物志，上册：499．图635．1984．

一年生草本，株高30～100厘米。茎直立，无毛，分枝。叶互生，线形至线状披针形，

长2--4厘米，宽2～5毫米，先端尖，基部狭，全缘，叶脉通常3；无柄。花单生于茎顶或

茎上部叶腋间形成聚伞花序；花径1．5～2厘米；花梗长1．5～3厘米；萼片卵形或卵状披针

形，长5～7毫米，具3脉，边缘无腺齿；花瓣倒卵形，长1～1．5厘米，蓝色或蓝紫色，罕

为白色或红紫色；退化雄蕊5，三角形，有时不明显，只留齿状痕迹；花柱5，分离，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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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2亚麻Linum usitatissimum L．

1．植株上部；2．花

(沙心苓绘)

野亚麻Linum stelleroides Planch

3．植株上部；4．萼片和边缘腺点

(仿《太原植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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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关帝山神尾沟，宁武县西马坊乡圪洞村牧场沟，临县甘川沟圣漏沟、甘川沟村流水

岔，中阳县北大井沟南山柳则庄、刘家坪四沟，交城县横尖八道沟，稷山县清河乡尹村南穆

王山塔、南山西沟、西庄乡范家庄十八盘，生海拔1 500--2 100米山坡、路边、草地。分布

于东北、华北、西北、西北及华东。

茎皮纤维与亚麻相近，可作人造棉、麻布及造纸原料；种子可榨油，又可治便秘、皮肤

搔痒、荨麻疹；鲜草外敷可治疔疮肿毒。

47．蒺藜科Zygophyllaceae

草本或矮小灌木，少数为乔木。叶对生或互生，单叶、二小叶至羽状复叶；托叶2，宿

存，常成刺状。花两性，常辐射对称；花单生于叶腋或为顶生的总状花序或圆锥花序；萼片

5，少数为4，覆瓦状排列；花瓣5，少数无瓣，黄色、红色或白色，少数为蓝色；常具花

盘；雄蕊与花瓣同数或为其2～3倍，花丝分离，基部常具鳞片状附属物，着生于花盘基部，

通常长短相间；子房上位，4～5室，少数为2～12室，每室具2至多数胚珠。蒴果，常裂

为分果，少数为浆果或核果。种子悬垂而单生，少数为2或多枚，胚乳有或无。

约28属290种，主要分布于世界各干旱地区。我国6属30余种。山西有3属3种。

分属检索表

1．果为核果状，小灌木⋯⋯⋯⋯⋯⋯⋯⋯⋯⋯⋯⋯⋯⋯⋯⋯⋯⋯⋯⋯⋯⋯⋯⋯⋯⋯1．白刺属Nitraria L

1．果为蒴果或分果，草本。

2．叶为羽状复叶，对生；果为分果，果瓣不开裂⋯⋯⋯⋯⋯⋯⋯⋯⋯⋯⋯⋯⋯2．蒺藜属Tribulns L

2．叶为条裂，互生；蒴果或浆果状⋯⋯⋯⋯⋯⋯⋯⋯⋯⋯⋯⋯⋯⋯⋯⋯⋯⋯3．骆驼蓬属Peganum L

1．白刺属Nitraria L．

落叶灌木。枝通常有刺。单叶互生，

托叶。聚伞花序；花小，白色或带黄色；

花丝无附属体；子房3室，每室1胚珠，

约8种，分布于欧洲、亚洲及北非。

1．白刺图版3

肉质，线形至倒卵形，全缘或先端具浅齿状裂；具

萼片5，基部连合，宿存；花瓣5；雄蕊10～15，

柱头3。核果，外果皮薄，内果皮骨质。

我国5种，产西北及北部。山西1种。

Nitraria sibirica Pall．F1．Ross．1：80．1784；中国高等植物图鉴2：536．图2802．

1972；内蒙古植物志4：15．图版7：1-3．1978；华北树木志：397—398．图425．1984；河北

植物志2：20．图912．1988．

灌木，矮生，落叶。树皮灰白色，小枝具贴生丝状毛。中叶簇生，肉质，倒卵状匙形，

长2～3厘米，宽3～6毫米，顶端钝圆，有小突尖，全缘，嫩时被丝状毛；无柄；托叶早

落。花小，直径约8毫米，黄绿色，排成顶生蝎尾状花序；萼片5，三角形；花瓣5；雄萼

10-15；子房3室。核果锥状卵形，长8～10毫米，成熟时深紫红色，含1种子。花期5--6

月，果期7～8月。

产于太原农牧场。分布我国西北部至北部各省区，喜生于碱地，耐干旱，为重要的防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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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3 白束0 Nitraria sibirica Pall．

1．植株一部分；2．果实放大

(谢树莲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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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沙植物。

果酸甜可食，可治肺病和胃病。果核可榨油。

2．蒺藜属TribulIlls L

平卧草本。多分枝，常被绢丝状毛。偶数羽状复叶，对生或互生，有托叶。花单生于叶

腋，黄色或白色；萼片与花瓣均为5，花盘环状，10裂；雄蕊10，其中5枚较长的与花瓣

对生，5枚短的在基部有腺体；子房上位，4～5室，每室2至多个胚珠。果由若干分果瓣组

成，分果瓣有翅或有刺或具瘤状突起，常不开裂。种子斜悬，无胚乳。

20种，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我国2种。山西1种。

1．蒺藜图版4

Tribulus terrestris L．Sp．P1．387．1753；中国高等植物图鉴2：538．图2806．1972；

北京植物志，上册：502．图638．1984．

一年生草本。茎由基部分枝，平卧，淡褐色，长1米左右，全株密被绢丝状柔毛。偶数

羽状复叶，对生，长1．5～6厘米。小叶5～10对，对生，长圆形，长6～15毫米，宽2～5

毫米，顶端锐尖或钝，基部稍偏斜，近乎圆形，全缘，上面叶脉上有细毛，下面密生白色伏

毛；有叶柄和小叶柄；托叶小，边缘半透明状膜质。花单生于叶腋；萼片5，宿存；花瓣5，

比萼片稍长，黄色；雄蕊10，生于花盘基部，基部有鳞片状腺体；子房5棱，花柱单一，

柱头5裂。分果，由5个分果瓣组成，扁球形，直径约1厘米，每果瓣具刺，背面有硬毛和

瘤状突起。有种子2～3粒，种子间有隔膜。花期5--8月，果期6～9月。

山西常见为田间杂草，耐旱、生活力强，喜生于钙质土上。分布于全国各省区，长江以

北较多。

果实可人药，有散风、平肝、明目的功效。种子可榨油。茎皮纤维可造纸。

3．骆驼蓬属Peganum L．

多年生草本或亚灌木。叶互生，撕裂状；托叶刺毛状。花大，白色，单生；萼片通常

5，稀4，不分裂至撕裂状；花瓣通常5；雄蕊15；花盘杯状；子房3室，每室有多数胚珠。

蒴果球形，3裂。

约4种，分布旧大陆温带地区。我国有2种，产西北部和北部。山西有1种。

1．骆驼蓬臭蒿

Peganum nigellastrum Bge．in M6m．Say．Etr．P&ersb．2：87．1835；中国高等植物图

鉴2：538．图2805．1972；内蒙古植物志4：18．图版8．图4—5．1979；河北植物志2：21．

图914．1988．

多年生草本，高10-25厘米，多分枝，密生短毛。叶互生，肉质，3～5全裂；小裂片

针状条形，长达1厘米，顶端锐尖，疏生短硬毛；托叶披针形。花单生于枝的上端；萼片

5，宿存，长约1．5厘米，深裂成5～7条状裂片；花瓣长1～1．5厘米，倒披针形；雄蕊

15，花丝基部宽展；子房3室。蒴果近球形，黄褐色，3瓣裂开。种子纺锤形，黑褐色，有

小疣状突起。花果期5～9月。

文献记载晋西有产，多生干旱地。分布于我国西北各省、区。蒙古、原苏联也有。

为牧草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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