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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卷收载广东及海南野生和习见栽培的维管束植物55科，207属，674

种，4亚种，72变种，4栽培品种，3变型。书中对各科、属的特征均有简

要的描述，并对每种植物的形态、产地、分布、用途作较详细的介绍，附有

插图251幅。书末附有中名及拉丁名索引，便于读者查对。

本志可供生物、农业、园艺、医药等教学、科研和生产单位有关人员参

考。

(本志第一、二卷完稿于海南建省之前，因此海南植物亦收载其中。为

～了保持本志内容的连贯性，海南植物仍将继续收载于本志各卷，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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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铁科 ·3·

Gymnospennae，乔木，稀为灌木或木质藤本；茎的维管束排成一环，具形成层，次生木

胞组成，稀具导管。叶多为线形、针形或鳞形。小孢子叶数个至多数，组成疏松或紧密

的雄球花，多为风媒传粉。大孢子叶不形成密闭的子房，组成雌球花或不；胚珠裸露。种子有胚乳，胚

直。子叶2至多枚。

裸子植物的发生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最早出现于古生代后期的上泥盆纪(距今34 500万一

39 500万年)，其后在石炭纪、二叠纪、中生代的三叠纪、侏罗纪、白垩纪和新生代的第三纪、第四纪等

各地史时期，由于气候发生多次重大变化，老的种类相继绝灭，新的种类陆续演化出来。现代裸子植物

有不少种类是从第三纪开始出现的(距今250万一6 500万年)。

现存裸子植物有16科，83属，约742种。我国有11科，41属，243种；广东及海南连引入栽培的有

10科。27属，50种，6变种，4栽培品种。

本门植物多为高大乔木，分布很广，不少种类组成大面积森林，是森林工业、林产化工的重要原料。

苏铁科Cycadaceae

常绿木本植物，树干粗壮，圆柱形，很少在顶端呈二叉状分枝，或呈块茎状，髓部大，木质部及韧

皮部较窄。叶螺旋状排列，有鳞叶及营养叶，相互成环着生；鳞叶小，营养叶大，深裂呈羽状，很少二

叉状二回羽状深裂，集生于树干顶部或块状茎上，裂片线形或线状披针形，中脉显著，无侧脉；叶柄具

刺，脱落时基部通常宿存。雌雄异株，雄球花单生于树干顶端，直立，小孢子叶扁平，鳞状或盾状，螺

旋状排列，下面生有多数小孢子囊，小孢子萌发时，产生2个有多数纤毛、能游动的精子；大孢子叶扁

平，上部羽状分裂或几不分裂，生于树干顶部的羽状叶与鳞叶之间；胚珠2—10枚，生于大孢子叶柄的

两侧。种子核果状，具3层种皮，胚乳丰富。

本科仅1属，约70种，分布于亚洲东部及东南部、大洋洲、非洲东部及马达加斯加等热带地区。我

国连栽培的有26种；广东及海南连栽培的有4种。

用。

苏铁属Cycas Linn．

特征与分布同科。

本属各种可作观赏植物；干髓含淀粉，可供食用；嫩叶及种子的外种皮可食；大孢子叶和种子供药

1．树干基部不膨大，上部通直，呈圆柱形。

2．叶的羽状裂片边缘显著地向下反卷。下面通常有毛⋯⋯⋯⋯⋯⋯⋯⋯⋯⋯⋯⋯⋯⋯⋯⋯⋯⋯1．苏铁C．1"evoluta

2，叶的羽状裂片边缘平至微反卷，下面无毛。

3．叶中部羽状裂片近镰状，长18—25∞。宽7—9哪；种子成熟时红褐色⋯⋯⋯⋯⋯2．台湾苏铁C．tai啪ni锄
3．叶中部羽状裂片线形至镰状线形，长17—39姗。宽8—17mm；种子成熟时黄褐色⋯⋯⋯⋯⋯⋯⋯⋯⋯⋯⋯

⋯⋯⋯⋯⋯⋯⋯⋯⋯⋯⋯⋯⋯⋯⋯⋯⋯⋯⋯⋯⋯⋯⋯⋯⋯⋯⋯⋯⋯⋯⋯⋯⋯⋯⋯⋯3．仙湖苏铁C．酗刊址暇

1．树干基部膨大，上部呈葫芦形、圆柱形或申珠形⋯⋯⋯⋯⋯⋯⋯⋯⋯⋯⋯⋯⋯⋯⋯4．葫芦苏铁C．d·撒晒i∞目msis

1．苏铁(通称) 别名：凤尾蕉(<植物名实图考>) (图1)

Cy懈revoluta rrhunb．

树干圆柱形，高2—8 m，有明显的叶柄残痕。羽状叶顶生，长75—200咖，羽片达100对以上，厚

革质，坚硬，线形，长9—18锄，宽4—6 mm，先端有刺尖。基部窄，边缘显著地向下反卷，下面通常

有毛，中脉隆起；叶柄两侧有齿状刺，刺长2—3棚。雄球花圆柱形，长30—70咖，直径8—15 cm；小

孢子叶窄披针状楔形，上蕊近龙骨状，下面中脉及顶端密生黄褐色或灰黄色长茸毛，小孢子囊通常3个

二茹
一

—··‘--。。。‘。。--。。。’}



·4· 广东植物志(第四卷)

聚生；大孢子叶长14～22 em，密生淡黄色或淡灰

黄色茸毛，不育顶片卵形至长卵形，边缘羽状分

裂，裂片12．18对；胚珠2—6枚，生于大孢子叶

柄的两侧，有茸毛。种子红褐色或橘红色，倒卵球

形，稍扁，长2—4 Cln，直径1．5—3 cm，密生灰黄

色短茸毛，后渐脱落。花期：6—7月；种子10月

成熟。

产地：广东及海南各地均有栽培。

分布：福建、台湾、广西、江西、江苏、浙

江、云南、贵州及四川东南部等地。多栽植于庭

园；华北各省区多栽于盆中，冬季置温室越冬。日

本南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

用途：观赏树种，茎内含淀粉，可供食用；种

子含油和丰富的淀粉，有微毒，供食用和药用，有

治痢疾、止咳和止血之效。

2．台湾苏铁 (<中国裸子植物志)) 别名：

广东苏铁((中国苏铁>) (图2)

Cycas taiwaniana Camath．

C．ha／nanens／s C．J．Chen ex W．C．

Cheng，L．K．Fu et C．Y．Cheng

C．严舭auct．non Hamilton

C．revo／uta Thunb．var．ta／wan／ana(Car-

ruth．)Schuster

图l苏铁Cycas revoluta Thtmb．

1．羽状叶的一段；2．羽片的横切面；3．大孢子

叶；4—5．小孢子叶的背腹面；6．小孢子囊。(余峰绘)
C．rumph／／auct．non Miq．

树干圆柱形，高1—3．5(5)m，胸径20～35 C'ln。羽状叶长达1．8 m，狭长圆形，羽片90—144对，薄

革质，线形，中部的羽片近镰状，长18，25 cm，宽7～9 mm，上部渐窄，先端有渐尖的刺状长尖头，基

部渐窄，下侧较上侧稍宽，下延，边缘不反卷，两面中脉隆起或微隆起，无毛；叶柄长15—40锄，两侧

有刺，刺长2—5栅。雄球花近圆柱形或椭球形，长约50锄，直径9—100n；小孢子叶近楔形，长2．5—
4 enl，宽1．5—1．8 cm，小孢子囊2—4个聚生；大孢子叶密生黄褐色或锈色茸毛，成熟后逐渐脱落，上部

不育顶片斜方状圆形或宽卵圆形，宽7．8 cm，边缘篦齿状分裂，裂片钻形，有刺状尖头，顶生的裂片稍

长大，具锯齿或再分裂，下部柄状，长10。15 cm，柄的中上部两侧着生4—6枚胚珠，成熟时下部光滑

无毛；胚珠栗褐色，光滑无毛，宽倒卵圆形或圆球形，顶端具一短尖头。种子球形至倒卵状球形，稍扁，

熟时红褐色，长3～4．5锄，直径1。5—3伽，顶端微凹，外面有不规则的皱纹，顶端有微小的尖头。

产地：广东各地和海南琼山、陵水、琼中、保亭、万宁、昌江、白沙、乐东、东方、三亚、屯昌、

文昌、通什、儋州、澄迈。生于林下或灌丛中。

分布：台湾、福建。

用途：观赏。中国珍稀濒危植物。

3．仙湖苏铁 (‘中国苏铁>)

Cyms fairylakea D．Y．Wang

树干圆柱形，高1—1．5 m，胸径20一30 em。羽状叶长2～3 m，初时锈色；羽片66一113对，薄革质

至革质，平展，线形至镰状线形，中部裂片长17—39 cm，宽8—17 mm；边缘平至微反卷，中脉两面隆

起，叶柄长0．6—1．3 m，光滑或被污毛，具刺29—73对，刺长2．5衄。雄球花圆柱形，长35—60 c／n，

直径5．5—10 cm；小孢子叶楔形，长1．8～3 cm，密被黄褐色短茸毛；大孢子叶长lO一19 cm，密被黄褐色

茸毛，后毛逐渐脱落，不育顶片卵圆形至卵状披针形，长5—8．5锄，宽5～8 otn，边缘篦齿状深裂，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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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台湾苏铁Cycas tabnmiana Carruth．

1．羽状叶的一段；2．叶柄上部一段；3．羽状裂片的横切面；4．大孢子叶及胚珠。(余峰绘)

裂片13—24枚，长2—3．5 em，顶裂片钻形，无毛，明显长于侧裂片；胚珠4—6，扁球形。种子倒卵球

形至扁球形，黄褐色，长3—3．6锄，直径2．6—3 gin，无毛，中种皮具疣状突起。花期：4．5月；种子

8—9月成熟。

产地：广州、深圳、顺德、乳源、翁源、连州、肇庆、博罗等地有栽培。

分布：福建(厦门)有栽培。

4．葫芦苏铁 (<植物分类学报))

嘶changiiange趟s N．bu

树干葫芦状、圆柱状或串珠状，基部膨大，高通常不超过50锄，下部直径约15咖。鳞片三角状披

针形，长4—7咖，宽约1 cm，顶端长尾尖，外面密被深黄褐色茸毛；羽状叶长0．5．1．3 m，羽片加～

70对，革质，线形，长10一17(一23)L-'m，宽4～7(一9)llml，先端渐狭，基部渐狭并稍下延，两面无

毛，边缘平或略反卷，中脉在两面隆起；叶柄长10一30 cln，基部密被易脱落棕色茸毛，两侧各具刺8．

16枚，刺长约2 nml。雄球花圆锥状柱形，长15—23 L'Tn，直径4．6 cm；小孢子叶楔形至宽楔形，长1．5．

2 L-"In，宽0．5～0．9 otn，先端具小尖头，不育部分外面密被黄褐色短茸毛；大孢子叶长8．13锄。不育顶

片宽卵圆形至扇形，长约5锄，宽4～8 L'Ttl，外面密被深黄褐色茸毛，内面无毛，边缘深裂，侧裂片16。

30枚，线状披针形，长2—3锄，顶裂片宽披针形，长1—2哪，具2—3枚浅裂片；胚珠2．4，近球形。

种子宽倒卵形或近球状，直径约2 L-'m，成熟时黄褐色。花期：4～5月；种子10．11月成熟。

产地：海南特有，仅见于昌江。生于海拔800—900 m的山地草坡上。

用途：树干呈葫芦状，可植于庭园供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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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叶乔木，树干高大，分枝繁茂；枝分长枝与短枝。叶扇形，有长柄，具多数叉状分枝细脉，在长

枝上螺旋状排列，在短枝上呈簇生状。球花单性，雌雄异株，生于短枝顶端的叶腋或苞腋，呈簇生状；

雄球花具梗，柔荑花序状，雄花多数，具短梗，螺旋状着生，排列较疏，每雄蕊具2花药，花药长椭圆

形，药室纵裂，花丝短；雌球花具长梗，梗端常分2叉，稀不分叉或分成3—5叉，叉顶生珠座，各具1

枚直立胚珠。种子核果状，具长柄，下垂，外种皮肉质，中种皮骨质，内种皮膜质，胚乳丰富；子叶常

2枚。发芽时不出土。

本科1属，1种，我国特产；广东有栽培。

形态特征与科相同。

银杏属Ginkgo Linn．

银杳 (<本草纲目>) 别名：白果(<植物名实图考>)、公孙树(<汝南圃史>) (图3)

Ginkgo biloba Linn．

落叶乔木，高达40m，胸径可达4 m；树皮灰

褐色，深纵裂，粗糙；大枝近轮生，斜向上伸展

(雌株的大枝常较雄株的开展)；长枝淡褐黄色至灰

色：短枝密被叶痕，深灰色，短枝上亦可长出长

枝。叶在一年生长枝上螺旋状排列，在短枝上3—

8枚簇生，淡绿色，秋季落叶前变为黄色，扇形，

顶端宽5．8锄。在短枝上常具波状缺刻，在长枝

上常2裂，基部宽楔形，无毛，有多数叉状分枝细

脉；柄长3—10 cm；幼时及萌生枝上的叶常较大而

深裂，有时裂片再分裂。球花雌雄异株，数枚簇生

于短枝顶端的叶腋或苞腋；雄球花柔荑花序状，有

梗。下垂，圆柱形，雄花排列疏松，具短梗，花药

常2个。长椭圆形，药室纵裂；风媒传粉；雌球花

具长梗，梗端常分2叉，很少3—5叉或不分叉，

每叉顶生一盘状珠座，胚珠着生其上，通常仅一个

叉端的胚珠发育成种子。种子椭圆形、长倒卵形或

卵圆形，长2．5。3．5锄，直径约2 cm，熟时黄色

或橙黄色，外被白粉，外种皮肉质，有臭味；中种

皮白色，骨质，具2—3条纵脊；内种皮膜质，淡

红褐色；胚乳肉质，味甘略苦。花期：3—4月；

种子8．10月成熟。

产地：广东各地寺庙等地有栽培。

分布：我国特产，全国各地均有栽培，仅浙江

天目山有野生。东亚及欧美各国庭园常有栽培。

用途：为珍贵用材树种，供建筑、雕刻、绘图

版等用。叶可作药用；种子可食；树形古雅美观，

圈3银杏cani,go biloba Linn．

1．长枝和短枝；2．雄蕊；3．雌球花上端；4．种

子；5。去外种皮的种子；6．去外、中种皮的种子纵切

面(示胚乳与子叶)。(余峰绘)

州1{“驯吲11■日11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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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外驰名的庭园树。

本种为中生代孑遗的珍稀濒危植物，有“活化石”之称，对研究植物系统发育、古气候等有重要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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