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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收载被子植物门双子叶植物纲原始花被亚纲【离办花亚纲)后半部植物(自蔷薇科

至伞形科)。共记载52科，283属，781种，8亚种，126交种，18交型。各个植物科的大小，

范围及排列顺序，采用修订后的恩格勒(A·Engler)新系统(1964年第12版)。每科有

科、属特征，分属，分种检索表，每种植物有中文名、别名、拉丁学名、重要拉丁异名，形

态特征、产地分布及主要用途等。并附有植物插图799幅。

本书可供植物学、农、林、牧、副、园艺、医药、轻工和大中小学(．用于乡土教材及野

外实习)等工作者及有关部门参考。+

限于业务水平和编写经验不足，遗漏、缺点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衷心希望广大读者批

评指正。
。

．

安徽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将《安徽植物志》列为省重点科研项目，给予直接领导和多方支

持。在编写过程中，江苏植物研究所佘孟兰教授协助鉴定伞形科部分植物标本并审阅伞形科

稿件。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黄成就教授，江苏植物研究所左大勋教授协助鉴定芸香科

部分植物标本并审阅芸香科稿件。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张志耘同志、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

研究所陈书坤同志协助审阅葫芦科稿件。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王文采教授、昆明植物所黄

蜀芹同志、四川大学生物系张泽荣同志协助审阅瑞香科稿件。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中国

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江苏植物研究所、复旦大学生物系、上海师范大学生物系等单位，

都对我们的工作，特别是查阅植物标本方面，给予帮助和支持。
一

。

’

参加本卷绘图工作的有江建新、赵南先、袁肖波同志、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冯晋庸’-

许梅娟同志、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余汲平、余峰、邓盈丰、邓晶发同志、江苏植物研

究所韦力生、陈荣道同志、广西植物研究所邹贤桂同志，浙江医学科学研究所何冬泉同志等

代绘部分植物插图。

蒋康仲副教授协助墼定芸香科部分植物标本。沈显生同志协助审阅部分稿件。赵壁全、

周守标、田继凤、唐宴秋、吴甘霖、王圣中、李晓峰、赵宜男、蔡辉、杨灵仙、梁淑云等同

志协助我们做了不少工作。 ．

，

对于以上各有关单位和同志的关怀、支持，我们深表谢忱。

《安徽植物志》，协作组
一九八八午七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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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原始花被亚纲(离瓣花亚纲、)．(续一)
(’

．Archlchlamydeae．(Choripetalae)-’

．·(五六)．+蔷薇科Rosaceae。” ·

‘

●

一

、，
，

。
～

乔木、灌木、藤本或草本，落叶或常绿。枝有剌或无刺。叶互生，稀对生，单，叶或复

升，有明显托叶，稀无托叶。花两性，稀单性，整齐，萼筒成碟状、钟状、杯状或圆筒状，

萼片着生于萼筒边缘，．有时具副萼，花瓣与萼片同数，通常4。5，覆瓦状排列，稀无花

耱；雄蕊5至多数，花丝离生，稀合生，心皮1至多数，离生或合生，。有时与花托(萼筒)

’莲合，每心皮有1至数个直立或悬垂的倒生胚珠}花柱与心皮同数，有时连合，顶生、侧生或

基生。果实为瞢荚果、瘦果、梨果或核果，稀蒴果，种子通常不含胚乳，．子叶为肉质。‘。

124属，约3，300余种，分布世界各地，北温带较多。我国约有51属，l，000余种，产全

国各地。本省有34属，约160种(包括变种)。． o ·

3

●● 一+

，。 ．分属检索表 ·．

1．果实为开裂的瞢荚果，稀蒴果，心皮1—5(_12)，托叶有或无(I． 绣线菊亚科 Spiraeoideae)。

z．果实为瞢荚果，开裂，一种子无翅I花形较小，直径不超过2厘米。 ‘·+ ，·

3．心皮5，嚼3—4。‘。

．1．单叶⋯⋯⋯⋯⋯⋯⋯⋯⋯⋯⋯⋯⋯⋯⋯⋯⋯⋯⋯⋯⋯⋯⋯⋯⋯⋯⋯⋯⋯⋯1．绣线菊属Spiraea

4．羽状复叶。
’

．

‘

j
一

5．多年生草本11一至三回羽状复叶，无托叶，心皮f3二4，离生：⋯⋯⋯⋯⋯⋯⋯⋯⋯⋯⋯⋯⋯⋯⋯

⋯⋯⋯⋯⋯⋯⋯?⋯⋯⋯⋯⋯⋯⋯⋯⋯⋯⋯⋯⋯·：：·．：·：：⋯⋯⋯～ji⋯⋯⋯·2．假升麻属Aruncus

5．灌木I一回羽状复叶，有托叶I心皮5，基部合生⋯⋯⋯⋯⋯⋯⋯⋯3．’珍珠梅属Sorbaria

3．心皮1—2I单叶，有托叶，早落⋯⋯⋯⋯⋯⋯⋯⋯．．．⋯⋯⋯⋯⋯⋯■4．野珠兰属Stephanandra

‘2．果实为蒴果1种子有翅，花较大．直径在2厘米以上⋯⋯⋯⋯⋯⋯⋯⋯⋯5．白鹃梅属。．Exochorda

1．果实不开裂，全有托叶。
‘⋯

’

6．子房下位、半下位稀上位I心皮2—5，多数与杯状花托连会I梨果或浆果状，稀小核果状(I． 苹果

。亚科’Maloideae) ：一’一⋯
‘

7．心皮在成熟时变为坚硬骨质l果实内含1—5小校。．’·、

．8．叶边缘全缘，枝条羌捌⋯⋯⋯⋯__?⋯⋯⋯⋯⋯⋯⋯⋯⋯⋯⋯⋯⋯⋯“6．t梅予属Cotoaeaster

-8．叶边缘有锯齿或裂片，稀全缘II枝条常有j两。 ‘。‘‘。．

9．叶常绿稀为半常绿I心皮5，每心皮有胚珠2搜⋯··i⋯⋯⋯⋯⋯“．．7_．火棘属Pyraeantha
9．叶凋落，·稀为半常绿I心皮1—5，每心皮有胚珠1枚⋯⋯⋯⋯⋯一⋯⋯8．山楂属Crataegus

+7．心皮在成熟时变为苹质或纸质，l一5室，⋯每室有l或多效种子．

lO．复伞房花序或圆锥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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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常绿，稀落叶。
·

12．心皮一部分离生，子房半下位．

13．叶片全缘或有细锯齿，总花梗和花梗无瘤状突起l心皮在果实成熟时，上半部与萼筒分

离开裂为5瓣⋯⋯⋯⋯⋯⋯⋯⋯⋯⋯⋯⋯⋯⋯⋯⋯⋯⋯⋯．．．⋯9．红果树届Stranvaesia

13．叶片有锯齿，稀全缘，总花梗和花梗常有窟状突起，心皮在果实成熟时，仅顶端与萼筒

分离，不开裂⋯⋯⋯⋯⋯⋯⋯⋯⋯⋯⋯⋯⋯⋯⋯⋯⋯⋯⋯⋯⋯⋯⋯10．石楠属Photinia

12．心皮全部合生，．子房下位。 ．’

， 14．果期萼片宿存，花序圆锥状，心皮3—5I叶片侧脉直出⋯⋯⋯⋯⋯⋯⋯⋯⋯⋯⋯⋯⋯⋯

⋯⋯⋯⋯⋯⋯⋯⋯⋯⋯．．．⋯⋯⋯⋯⋯⋯⋯⋯⋯：⋯⋯⋯⋯⋯⋯⋯”11．批杷属Eriobotrya

14．果期萼片脱落，花序总状l心皮2，叶片侧脉弯曲⋯⋯⋯⋯⋯．．⋯⋯⋯⋯⋯⋯⋯⋯·⋯⋯

．．．⋯⋯⋯⋯⋯⋯⋯⋯⋯⋯⋯⋯⋯⋯⋯⋯⋯⋯⋯一：⋯⋯⋯⋯··：12．石斑木属Raphiolepis
， 11．叶凋落，‘单叶或复叶⋯⋯⋯⋯⋯⋯⋯⋯⋯⋯⋯⋯⋯⋯⋯⋯⋯⋯⋯⋯⋯⋯13．花楸属 Sorbus

．÷’’-
。

j ．-

10．伞形或总状花序，有时花单生。

，15．每心皮含胚珠3至多数l花单生或壤生⋯⋯⋯⋯⋯⋯⋯⋯⋯⋯⋯14．．木瓜属Chaenomeles

15．每心皮含胚珠1—2，花序为伞形总状或总状。
’

16．子房和果实均为2—5室；每室72胚珠，萼片脱落。 ，

：

17．花柱离生，果实常含多数石细胞I花药黄色⋯⋯⋯⋯⋯⋯⋯-．．⋯⋯⋯⋯15．梨属Pyrus

17．花柱基部合生，果实多不含石细胞，花药多呈红色⋯⋯⋯⋯⋯⋯⋯⋯16．苹果属Malus

16．子房和果实为不完全的6—10室，每室1胚珠，萼片宿存⋯⋯⋯⋯⋯⋯⋯．．．⋯⋯⋯⋯⋯⋯

⋯⋯⋯⋯⋯⋯⋯⋯⋯⋯⋯⋯⋯⋯⋯⋯⋯．·：⋯⋯⋯⋯⋯⋯⋯⋯⋯⋯17．唐棣属Ametanchier

6．子房上位，少数下位。 ．

18．心皮常为多数，瘦果，稀为小核果’萼片宿存，多为复叶，极稀单叶 (Ⅱ． 蔷薇亚科Ro—

soideae)． ‘，

‘

。
‘

19．瘦果生在杯状或坛状花托内。

20．灌木，枝条常有刺，稀无刺I羽状复叶， 心皮多数；花托成熟时肉质面有色泽··j⋯⋯⋯⋯⋯

．⋯⋯⋯⋯⋯⋯⋯⋯⋯⋯⋯⋯⋯⋯⋯⋯⋯一⋯⋯⋯⋯⋯⋯⋯⋯⋯⋯⋯⋯⋯⋯⋯·18．+蔷薇属Rosa● ～

20．革本，心皮1—4’花托成熟时，干燥而坚硬。

一一 ’21．花瓣黄色，垮筒有钩状副毛⋯⋯．．．⋯⋯⋯．．．⋯⋯⋯⋯⋯⋯⋯⋯⋯19．龙芽草属Agrimonia

_1 21．无花瓣；萼不具钩状刚毛⋯⋯⋯⋯⋯⋯⋯⋯⋯⋯⋯⋯⋯⋯⋯．．-．．．．20．地榆属Sanguisorba

】9．瘦果或小核果，着生在扁平或隆起的花托上。 j

- ·2z．托叶不与时柄连合l心皮4一15，生在扁平或微凹的花托基部。 -．一，．。。

23．叶互生J花无剐萼I花瓣黄色，5枚，心皮5—8、’各含胚殊1枚⋯．．．．⋯⋯⋯·：¨⋯⋯⋯!⋯⋯
‘

⋯⋯⋯⋯⋯⋯⋯⋯⋯⋯⋯⋯⋯⋯⋯⋯⋯⋯⋯⋯⋯⋯⋯⋯⋯⋯⋯⋯⋯⋯21．椽棠砭属Kerria

．23．叶对生I花有副萼I一花瓣白色，4枚，’心皮4，各含胚珠2枚⋯⋯⋯．⋯·^·．．⋯⋯⋯一⋯⋯⋯

⋯⋯：⋯⋯⋯⋯⋯一；⋯⋯⋯⋯⋯”⋯⋯-·：⋯⋯⋯⋯⋯⋯⋯⋯⋯⋯⋯⋯22．‘鸡麻属Rhodotypos

22．托叶常与叶柄连合，心皮数牧至多枚着生在球形或圆锥形花托上。 ，·‘|．．

? ’‘‘24．灌木，常有利，每心皮含胚珠2枚，小核果相互连含成聚合果一¨⋯⋯⋯⋯⋯⋯”⋯⋯⋯．．一

⋯⋯⋯⋯⋯⋯⋯⋯⋯⋯⋯⋯⋯⋯⋯⋯⋯⋯．．．_⋯?⋯⋯一⋯⋯”：_“⋯!”23．悬钩子属Rubus

24．多年生草本，每心皮含胚珠1枚，瘦果相互分离i
’

‘

25．花柱顶生，胚珠在子房基部直生，珠孔向下⋯⋯⋯．．t⋯⋯⋯⋯⋯⋯⋯?⋯一⋯⋯⋯⋯⋯⋯⋯

⋯⋯⋯⋯⋯⋯⋯⋯⋯⋯⋯⋯⋯⋯⋯⋯·!⋯⋯··：·：“：⋯：·24．路边青属(水杨梅属)：Geu皿

25．花柱侧生或茸生，胚珠着生在子房壁上，珠孔向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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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26：多年生草本；叶基生，小叶3_5枚l花．托在成熟时变肉质j 一
’

27．花瓣白色；副萼比萼片小(裁堵)⋯⋯⋯⋯⋯⋯⋯⋯⋯．．．⋯25。‘草莓履Fragaria、

． 27．花瓣黄色，．副萼比萼片大，顶端’3—5裂⋯．．．⋯⋯⋯⋯⋯：”2 6．．蛇莓属D．．uchesnea

‘．．1 26．多年生草本，少数种类茎木质化，叶茎生秘基生‘，’。小Pt"3至多数；花托在成熟时干燥

⋯⋯⋯⋯⋯⋯⋯⋯⋯⋯⋯⋯⋯⋯⋯⋯⋯⋯⋯⋯⋯⋯．．．⋯⋯⋯27．委陵菜属Potentilla

18．心皮1，掰为2枚，核果I萼常脱落，稀宿存l单叶j(IV"．·李亚科-Prunoideae)

。28．花瓣和萼片均大型，各5。 ⋯
j-

．

‘’‘

29．幼叶多为席卷式，少数为对折式，果实有海，外面被毛或蛄糟。
‘

·

．． +30．侧芽3，‘两侧为在芽，具顶芽，果核常有孔穴，极稀光滑⋯⋯⋯⋯⋯⋯⋯”^⋯⋯⋯⋯⋯”

⋯⋯⋯⋯⋯⋯⋯⋯⋯⋯⋯⋯⋯⋯⋯⋯⋯⋯⋯⋯⋯⋯⋯⋯⋯⋯·j⋯⋯⋯·28．桃属Amygdalus

30．侧芽单生，顶芽缺，果核常光滑或有不明显孔穴。 ．：

“

31．子房和果实常被短柔毛}1花常无柄或有短柄，先盱开放⋯⋯⋯。⋯⋯⋯_⋯⋯⋯⋯⋯。’

⋯⋯⋯⋯⋯⋯⋯⋯⋯⋯⋯⋯⋯⋯⋯⋯⋯⋯⋯⋯⋯⋯⋯?⋯⋯⋯⋯·?·：·29．杏属Armeniaea‘
’

31．子房和果实均无毛，常被蜡粉，花常有柄，花叶同放⋯⋯⋯⋯⋯⋯⋯30．李属Prunus

29．幼叶常为对折式，果实无沟，不被蜡粉I枝有顶芽： 一

32：花单生或致朵着生在短总状或伞房状花序，基部常有明显苞片，宿存或脱落’子房光滑，果

核平滑，有沟，稀有孔穴⋯⋯⋯⋯⋯⋯⋯⋯⋯⋯⋯⋯⋯⋯⋯⋯⋯⋯⋯⋯31．樱属Cerasus

32．花10朵至多朵着生在总状花序上，苞片小形。

33．落叶性J花序顶生，花序梗上常有叶片，稀无⋯⋯⋯⋯⋯⋯⋯⋯⋯⋯32．稠李属Padus

33．常绿性J花序腋生，花序梗上无叶片⋯⋯⋯．．．⋯⋯⋯⋯⋯⋯33．桂樱属 Lauiocerasu3·

’28．花瓣和萼片多细小，通常不易分滇。10—12(一15)。⋯⋯⋯⋯⋯⋯⋯34．臭樱屡Maddeaia

。

●}

一 ．，。 1．绣线菊属Spiraea L． +， ．

。

‘
●

’
、

。

．．落叶灌木。冬芽小，．具2—8复瓦状排列的芽鳞片。单叶互生，边缘有锯齿或缺裂，．羽

状脉或基部3—5．出脉，具短时柄，无托叶÷花两性，形小，成伞形、伞形总状、伞房或圆

锥花序I萼筒钟状，萼片5．I．花瓣5，通常为圆形，雄蕊15—60，着生于花盘与萼片之间l

心皮5，离生。瞢英果5个聚生，沿腹缝线开裂，内具数粒细小种子，无翅。

。．约!oo余种，．广泛分布于北温带至亚热带山区。我国有50余种．本省有lO种，7变种。

．2 一j分种‘检索零， 、

一 ， 。 ，， ．

’

．’ ：

●●

，

1．伞形或伞形总状花序，黄生于；年生短枝顶端． ．．．
“‘

2．伞形花序．‘无总梗。 。

：’

’3．叶卵形、椭圆形或椭圆状披针形，下面被短柔毛⋯·：⋯．．⋯⋯⋯⋯·．(i)

3．叶条状披针形，两面光滑无毛⋯⋯·：⋯⋯⋯⋯··：⋯⋯⋯⋯⋯⋯⋯⋯·(2)

2．伞形总状花序，有总梗。‘ -．j√． 一
‘·

i

’4．叶两面均无毛。 ，，．

5．叶先端尖。

李叶绣线菊

珍珠绣线菊

S．p．runifol!a

s．．thIl=nbergii

6．叶菱状长椭圆形或菱状披针形，中部以上有锯齿⋯⋯⋯⋯⋯(3)麻叶绣线菊，S：cont'oniens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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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叶菱状卵形或菱状倒卵形，中部以上具缺剡状锯齿⋯⋯··i⋯⋯(4)菱叶绣线菊S。vanhouttei

．5．叶先端钝圆，有缺裂。

7．‘叶3_S浅裂，菱状倒卵形，基部楔形一一：⋯⋯⋯⋯⋯⋯⋯⋯⋯⋯“(5)绣球绣线菊S．blumei

，_．_7．叶3浅裂，·近圆形或圆卵形，基部圆形⋯⋯?⋯⋯⋯⋯⋯⋯⋯·(6)·三裂绣线菊S．trilobata
4．叶下面有柔毛。 ‘。 ．。‘． ：． ，．

’’

、

8．花序有毛，。叶菱状卵形或倒卵形，锯齿锐尖，下面密被黄褐色绒毛⋯．．．⋯⋯⋯⋯·：⋯一·?⋯⋯⋯·

⋯⋯⋯⋯⋯．：．⋯⋯⋯⋯⋯⋯⋯⋯⋯⋯⋯⋯⋯⋯：⋯⋯⋯⋯⋯⋯⋯⋯“(7)中华绣线菊S．chinensis．

8．花序无毛I。叶菱状卵形或椭圆形，边缘中部以上有缺刻状锯齿或近3裂，下面被灰色短柔毛⋯⋯

⋯．．．⋯⋯·：⋯⋯⋯⋯⋯⋯⋯⋯⋯⋯·i：⋯·-⋯⋯⋯Ⅵ⋯⋯：⋯⋯一：⋯”(8)土庄绣线蕴 S．pubescens

1．复伞房花序。． 。 一．
．‘

j’ ，．．‘

’。

9．花序着生在当年生新校顶端，花粉红色，叶先端渐尖，边缘具缺刻状重锯齿⋯．．．．⋯⋯⋯⋯⋯．．．⋯⋯⋯

o⋯⋯”：⋯”p⋯⋯··．．．⋯⋯⋯⋯：Ⅵ⋯⋯⋯⋯⋯⋯⋯⋯⋯⋯⋯⋯．．．⋯：j⋯·：!、(9)粉花绣线菊S．japonica

9．花序着生在去年生侧生短枝上，．花白色。
。

：． 一．‘

．．10。冬芽先端尖j具2枚芽鳞片}叶下面和花序被柔毛⋯⋯．．．⋯：⋯⋯“(10)南川绣线菊’’S．rosthorr‘
’

～
’，

，

10．冬芽先端钝，具数枚芽鳞片I叶背和花序均无毛⋯⋯⋯⋯⋯⋯⋯一⋯⋯⋯⋯⋯⋯．．．⋯⋯一⋯⋯⋯．．

：⋯崔⋯．．．'‘¨⋯：．．．．⋯⋯⋯“·I O·'DDg··：⋯⋯⋯⋯⋯(11)无毛长蕊绣线菊S．m!yabeJ．var．’91abrata
．

“(1)李叶绣臻菊笑厌花(图893)．

：：Spiraea prunifolia Sieb．et Zucc．
．

· ．
．． ，：

‘灌木，高2．一3米。小枝细长而拱垂，稍

有棱角，幼时被柔毛，后渐无毛。叶卵形或长

椭圆形，长1．5—3厘米，先端急尖，基部楔

形，边缘中部以上有细锯齿，下面有短柔毛，

叶柄长2—4毫米，被短柔毛。花3—6朵组

成伞形花序，无总梗。基部着生数枚小叶片；

花梗长6—10毫米，被短柔毛，花重瓣，径约7
。 1厘米，．白色，花瓣圆形或倒卵形。瞢荚果，

无毛。花期3—5月。4 一 一．
‘

产本省各地，庭园中常见栽培。喜光，喜

温暖气候及湿润土壤，较耐寒。。分布于陕西、

山东、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

川、贵州等省。朝鲜、日本也有。

花大而美丽，秋叶橙黄色，庭园栽培供观

赏，根药用，治喉痛。

建等省。

。用途同李冲绣线菊。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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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1_——·—————一’‘’一—●一

肿痛。

(3)麻升绣线菊麻叶绣球(图895)

图895麻叶绣线菊．
‘’

花枝。
。’。

。

’

o

-‘

图894珍珠绣线菊

1．花枝I“2．花放大。
．

．‘

Spiraea．cantoniensis Lour． t-

灌木，高1．5—2米16’小枝纤细而拱形弯

曲，．暗红色，光滑无毛。．叶菱状长椭圆形或菱

状披针形，长3—5厘味，宽1．5—2厘米，

先端急尖，基部楔形，，边缘中部以上有缺刻状

锯齿，表面深绿色，背面灰绿色，两面无毛，

叶柄长4一‘7毫米，无毛。伞形花序有总梗，

多生予新枝顶端，具多花，花梗长8_14毫
。

米，无毛j花白色，萼筒钟状，花瓣近圆形或

．倒卵形，雄蕊20一25，稍短于花瓣。瞢荚果直

，．立，‘开展，!无毛。花期4—5月i果期7—9月。

‘本省山地有野生，。各地庭园有栽培j!生于

√肥沃而湿润的壤土上，喜光，，较耐寒。分布于

河北、‘．河南，山东0+陕西、‘江苏．'．．浙江、‘江

：西、福建’．广东、四川等省。．日本亦有。

花序繁密，色白如积雪，、．颇为美丽，为庭

园常见观赏花木。． ’，+ ．·，：⋯·，

(4)菱叶绣线菊 (图896)

Spiraea vanhoutteI(Briot)Za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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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木，高约2米。小枝红褐色，光滑无毛，细柔而拱曲；芽小，卵形，乖毛；有数枚芽

鳞。叶菱状卵形或菱状倒卵形，长1．5—3．5厘米，宽。9—18毫米，先端尖，基部楔形，边缘

具缺刻状重锯齿，无毛。具不明显3脉或羽状脉，叶柄长3—5毫米，无毛。伞形花序，具

总梗，有多数小花，花梗长7—12毫米，无毛i花萼筒与萼片外面均无毛；花瓣近圆形，“白

色；雄蕊20一22枚，部分雄蕊不发育，长为花瓣的1／z或l／3，花盘杯形，子房无毛。瞢荚果

稍张开，．萼片直立张开。花舰5—6月。 ．

．本省各地庭园中广泛栽培。喜光，耐干旱；适应性强。分布于山东、河南、江苏、浙

江、江西、四川、广东、广西等省(区)。 ：
?

本种为麻叶绣线菊与三裂绣线菊的杂交种。花色洁白，开满枝头，颇为悦目，多栽培供

观赏’o
‘ 。

．

图896蔓叶绣线菊
●

，’ 1．花枝I‘2．花放大l·3．果。

． 图897绣球绣线菊

1．花枝l 2．花的纵剖面， 3．雌蕊放大I

4．雄蕊I 5．果实。

，(5)绣球绣线菊珍珠绣球．(图897) 、

Spiraea blumei G．Don，

’灌木，高1—2米。小枝纤细拱形弯曲，红褐色，无毛。叶卵形或菱形倒卵形，长2—4

厘米，宽1．5—2．5N米，先端钝圆或微尖，基部楔形或阔楔形，边缘中部以上有圆钝缺刻状

锯齿或3—5浅裂，两面无毛，下面灰蓝绿色；叶柄长6—8毫米。伞形花序，有总梗，无

毛，具10一25朵花，花白色，、花梗长6-：-10毫米，无毛，萼筒钟状；花辩宽卵形，先端微

凹，雄蕊18—20，短于花瓣I子房无毛，花柱短于雄蕊。瞢荚果直立，无毛。花期4—6

月，果期8—10月。 ．

本省各地庭园广泛栽培}滁县、当涂、青阳、歙县、休宁等地有野生。·多生于杂木林内



或路旁，海拔300一1，600米，喜光j耐寒，耐早，耐碱，喜肥沃湿润的砂质壤土j．怕积水。

分布于辽宁、。内蒙古、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湖北、湖南、江苏、浙江、

江西、福建、四川：．广东、广西等省(区)。朝鲜、日本也有j
‘‘

， ’，。，

： 为庭园习见观赏花木，叶可代茶，．根可入药。
1

：
⋯

(6)三裂绣线菊三枉绣球 (图898) ，． ，

⋯·：一Spiraea trilobata L．，．r． ，+．

‘

’

一．·。
．’一 ·一

’?灌木，。‘高1—2米。小枝纤细，’呈“之’’形弯陆，幼时黄褐色，老时灰褐色，无毛：叶近圆

形，长1．7—3厘米，‘，宽105-3厘米，先端钝，、．常3裂，‘基部圆形或阔楔形，边缘中部以

上有稀疏圆钝锯齿，两面无毛，基脉3—5出。伞形花序有总梗，无毛；花小，白色，15一§O

朵，花梗长8—13毫米，无毛；、萼筒钟形，外面无毛，?内面有灰白色短菜毛；花-辩宽倒卵

形，先端常微凹；雄蕊18—20，短于花瓣；子房被短柔毛。．．瞢荚果沿腹缝线微具短柔毛。花

期5—6月，+果期7—8月。
’

．．．-- ．
．． ：

．

、ji产本省江淮地区滁县(皇甫山≯-。皖南黄山(北海)及歙县(清凉峰)等地。生于向阳

山坡灌丛中，．海拔可达1，600米。喜光，稍·耐荫、耐寒、耐旱。分布于黑龙江、辽宁、内蒙

古、．山东、山西二河北、河南、陕西、甘肃等省(区)。苏联西伯利亚也有。’．

．花洁白秀丽，．姿态优美，‘可供观赏用。 ?

。
i

．． 图．898三裂绣线菊 二
．· ‘：．j匪．899中华绣线菊、

· ‘ 1．花校’ 2．果序I’3．花辨放大’ 1．花枝；’ 2．幼果枝I 3．花放大I_|。

4．雌蕊，_．5j雄器I 6．果实。’ +． 、·4．花瓣放大；‘5．果实。
J●

● 。

(7)中华绣线菊铁黑汉条．(图899)i． ．1．
。

． 一．?
’

Spiraea chinen$is Maxim． ‘、

’ ’
．，

． 灌木i高1．5—3米。小枝呈拱形弯曲，红褐色，幼时被黄色绒毛，后无毛。叶菱状卵

形或倒卵形，长2．5一u6厘米j．宽1．5—3厘米，先端急尖或‘圆形，基部宽楔形或圆形，边



●

。，

一
．’

+8．． ．j．·一
．． ． ．、．．一：√0‘．‘√‘ ·。一。

一
． ． j

、 - j 一

‘

‘．

缘有缺刻状锯齿，具不明显3裂，表面暗绿色，被短柔毛；背面密被黄色绒毛，叶柄长

4 mlO毫米，被短柔毛。伞形花序有花16—25朵，花梗长5---10毫米，具短绒毛，花白色，

萼筒钟状，外面被疏柔毛，内面密被柔毛I花瓣近圆形，先端微凹或钝圆，雄蕊22—25，短

于花瓣或与花瓣等长’子房具短柔毛，花柱短于雄蕊。瞢荚果开张，全体被短柔毛：花期

4—6月，果期6二10月。 ·

产大别山地区、皖南山区及江淮丘陵山地。生于海拔700米以下的山坡灌丛中及山谷溪

边。喜光，稍耐荫，耐寒，喜生于土层深厚疏松、排水良好的砂质壤土上。分布于内蒙古、

河北、河南、陕西、湖北、湖南，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

等省(区)。

春末夏初，繁花满树，可供观赏用，根可入药。 ． ‘j

(8)土庄绣线菊柔毛绣线菊土庄花 (图900)
一

●+

．Spiraea pubescens Turcz．

图900土庄绣线菊
0 ．

1．花枝， 2．花的纵剖面I 3．果·

4．叶片下面。

灌木，高1二2米，小枝拱曲，幼时被短

柔毛，老时无毛。叶菱状卵形或椭圆形，长

2—4厘米，宽1．3—2．5厘米i先端急尖t基

部宽楔形，边缘中部以上有深裂锯齿，有时3

．裂，表面疏生柔毛，背面密被灰色柔毛，叶柄

短，约长2—4毫米，被短柔毛。伞形花序半

球形，具总梗，有花15—20朵t花梗长7—12
’

毫米，无毛，花白色，萼筒钟形，外面无毛，

内面有灰色短柔毛，萼片卵状三角形；花瓣卵

形或近圆形，先端微凹或圆钝，雄蕊25—30，

与花瓣几等长I子房无毛，花柱短于雄蕊。瞢

荚果开张，沿腹缝有短柔毛。、花期5—6月，

果期7—8月。

产淮北萧县(皇藏峪)。生于山坡地杂木

林内，，喜光，一耐寒、耐旱，中性土、石灰性土

均能生长。分布于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

』’古、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湖北、

山东等省(区)。蒙古，苏联、朝鲜也有。

繁花满树，洁自如雪，十分美丽，为美丽

的观赏花木。

(9)粉花绣线菊-．日本绣线菊 (图901) ．

●

Spiraea japonica‘L．f．
· ’

灌木，高约1．5米。枝条细长开展，幼时微被柔毛或无毛。叶卵形或卵状椭圆形，长3—

8厘米，宽1·3厘米，先端锐尖，基部楔形，边缘有缺刻状重锯齿，表面暗绿色，无毛，

背面脉上通常有短柔毛，叶柄长1—3毫米，有短毛。复伞房花序生于当年生枝条顶端，花朵

密集，密被短柔毛，萼筒钟状，内外均被短柔毛，花瓣粉红色，卵形或圆形，先端圆钝；雄

蕊25—30；远较花瓣长。．瞢荚果半开张，无毛或沿腹缝线有稀疏柔毛。花期6—7月．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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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省各地园林有栽培：喜光；稍耐萌耐寒，亦耐早。原产日本。‘我国华东、华中各地

等省。 ．。

一
、

‘+。

图901粉花绣线菊
． 、用途同原种。 ， 1．花枝I 2．花的纵剖面， 3．果。

(9)b尖叶粉花绣线菊 (变种．)。
’

●

一

●

一’

Spiraea japonica’L．f．vat．a．cuminata Franch． ：．-1 i

：：灌木；高1—2米。小枝红棕色，有短柔毛。叶长卵形至披针形，‘长3．5—8厘米，宽

1．5—3．5厘米，先端渐尖，基部楔形，‘边缘具尖锐重锯齿，叶下面有短柔毛fo一复伞房花序生

于当年生枝顶，有短柔毛；花粉红色，．萼筒及裂片外面均被短柔毛，花瓣卵圆形’雄蕊30一

40，远较花辩长。花期6—7月，果期8—9月。 ·

。

产黄山，‘九华山及大别山区霍山、岳西等地。生于海拔750一1，500米的山坡杂木林中及‘

‘+沟谷旁；喜光，稍耐荫，适生于湿润、疏松、排水良好的砂质壤土上。分布于陕西、河南、

湖北、湖南、江西、浙江、贵州、四川、云南等省(区)。

’花美丽可供观赏；根入药，有通经、利尿作用。
“

(9)c无毛粉花绣线菊 (变种) ．

Spiraea japonica L．f．vat gIizbra(Regel)K6idz．

灌木。枝条红褐色，光滑无毛。叶卵形或卵状长椭圆形，先端短渐尖，基部宽楔或近圆
· 形，边缘具尖锐重锯齿，两面均元毛。．复伞房花序，无毛；花粉红色。

产皖西大别山区及皖南九华nj、黄山等地。生子海拔800一1，500米山地林下、林缘及多

．石砾地，稍耐荫，耐旱，喜温暖湿润气侯。分布于浙江，四川、云南等省。

用途同原种。 ·

，，．
、

‘

(10)南川绣线菊 (图902)． ‘． ．。‘． 。．

·’。Spi raen rosthorni|i、Sieb． 。·

灌木，高达2米。枝条黄褐色，幼时有短柔毛，后渐脱落；冬芽大，与叶柄近等长。叶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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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长椭圆形或卵状披针形，长2．5—5厘米，

图902南川绣线菊

1．花枝， 2．果。

宽1—3厘米，先端短渐尖，基部近圆‘形或截

形，边缘具缺刻和重锯齿，表面绿色，疏被短

柔毛，背面灰绿色，有较多短柔毛}叶柄长5—

6毫米，被柔毛。复伞房花序生于侧枝顶端，

有短柔毛，花多数密集，萼筒钟状，内外均披

短柔毛。花瓣卵形或近圆形，长宽近相等，白色；

雄蕊20，长于花瓣，子房被短毛。瞢荚果开张，

有短柔毛。花期5—6月，果期8—9月。

产本省皖南山区及大别’山区金寨(，天堂

寨‘)。海拔达1，700米：生于溪沟边及山谷杂

木灌丛内，稍耐荫，喜温暖湿润环境；分布于

河南、陕西、甘肃、四川、云南等省(区)。

花美丽可供观赏用；枝条可供编织。’

(11)无毛长蕊绣线菊 (变种)

Spiraea．miyaboi Koidz．丫ar．glabra-

ta Rehd． i

’灌木，‘高1·一2米。枝条圆柱形，无毛。

叶长卵形或卵状披针形，长4—6厘米，宽

1—2厘米，先端急尖或渐尖，基部宽楔形或

近圆形，边缘具尖锐锯齿或缺刻状锯齿，两面

无毛，叶柄长2—5毫米，无毛。复伞房花序，多花，总梗无毛；萼筒钟形或倒圆锥形，

外面无毛，内面有短柔毛i花瓣圆形或倒卵形，白色，具短爪，雄蕊20一25，’花丝长于花

瓣2—3倍，子房纺锤形。瞢荚果无毛。花期5—6月，果期7二8月a-．
⋯

本变种与无毛粉花绣线菊近似，但花为白色，花梗及叶两面无毛，花丝长于花瓣2—3

倍，可以区别矿
‘

．

．

产黄L【j(北海)。生于海拔1，500一1，600米林缘及沟谷旁。稍耐荫，喜湿润生境。分布

于陕西、湖北等省。 ．．：

花洁白美丽，可供观赏用。
‘

r‘

： ，

’‘ ‘

．’． ·一 ‘．

●

● ，

2．假升麻属Aruncus’Adans． ’．．‘

～．

’
●

’

●
-、

．多年生草本。有粗壮根茎。叶互生，为一——三回大型羽状复叶；稀掌状j‘小叶边缘有

锯齿；无托叶。花单性，雌雄异株，项生大型圆锥花序；花梗短或缺，萼筒杯状，具5裂

齿，花瓣5，白色，雄花具雄蕊15—30枚，花丝细长，通常为花瓣2倍，常有退化雌蕊，雌
花常有短花丝和不育花药’心皮3—4(5—8)枚，离生，与萼片互生。瞢荚果；种子短

棒状，有少量胚乳。
一

．。
．

约6种，分布于北半球寒温带。我国有2种，分布于东北和西南诸省(区)。’本省有

1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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