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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长白山木本植物彩色图志》是由通化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朱俊义教授和长自山生

物资源开发利用研究所所长周露教授经多年合作完成，是迄今为止第一部系统研究长白山区

木本植物资源的专著。 全书共有 20 万字，收录木本植物 43 科、 102 属、239 种、8 变种、6 变型

(裸子植物 : 3 科 、8 属、 15 种;被子植物 :40 科 、94 属、224 种、8 变种、6 变型) ， 配有彩色图片

1200 张 。 全书系统介绍了每一种植物中名、学名、科名、别名、俗名、植物学特征、生境、分布及

用途等，近 30 种植物还配有人工繁殖的幼苗照片 。

本书是国内外研究长白山木本植物资源一本重要的参考文献口 是有关部门制定经济发展

规划和进行植物资源保护的重要参考资料。本书广泛适用于林学、农学等领域。 同时，也可做大

院校有关专业的教科书及被广大的植物爱好者收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作
者
简
介

朱俊义， 1966 年生，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吉林省优秀共产党

员，吉林省有突出贡献专业技术人才，曾宪梓教师奖获得者，吉林

省拔尖创新人才，吉林省重点学科植物学科负责人，吉林省精品课

植物学课程负责人。 1 984 . 9- 1 988 .7 东北师大生物系毕业，获理学

学士 ; 1994.9-1998 . 7 东北师范大学生科院硕士研究生毕业，获理

学硕士 ; 2003.9-2008 . 7 东北师范大学生科院博士研究生毕业，获

理学博士。 1988.7 至今在通化师范学院工作， 2003 年被聘为教

授。 曾任通化师范学院生物系副主任、 主任、 学校科研处长、 校长

助理职务，现任通化师范学院副校长。 主要从事长白山植物结构学

研究和长白山植物资源开发研究。 201 1 年获得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桦木科植物的花器官原基发生和

系统演化研究"，主持完成"两性花北五味子快繁技术研究"等省部级科研项目 8 项 ， 在 〈植物分类学

报〉 等专业刊物以第一作者发表研究论文 40 余篇 ; 出版 〈中国长白山食用植物彩色图志) ( 2009 年获

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中国长白山观赏植物彩色图志〉 学术著作 2 部 ; 出版 〈长白山

药用植物栽培技术上 〈森林经济植物栽培学〉 教材 2 部 ， 获"北五昧子组培苗生根技术及生产推广应

用"等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励 6 项，其中，主持"长白山植物资源信息采集及种质资源保存技术研究"为

吉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 获

物科学专业实验教学体系的构建研究与实践" 2004 年获吉林省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参加完成的 "教学

型大学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模式的建设与实践" 2008 年获吉林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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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藤，男，汉族， 1962 年 6 月 5 日出生于吉林省通化市，

1983 年毕业于通化联合大学生物系，现任通化师范学院生命科学院

教授，长白山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研究所所长，通化市民主促进会副

主委，通化市政协常委。 吉林省申报 "长白山世界自然文化遗产"

专家，吉林省第四次全国中药普查督导，曾荣获 2008 年"感动吉

林十大人物"等荣誉称号。 主要从事东北地区植物资源、 植物分类

及蝶类的研究。连续获得 2008 年、 2009 年国家最高自然科学出版

基金 2 项。 在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 、 〈林业科学上 〈浙江大学学

报〉 、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 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46 篇，累计 75

万字。 拍摄植物照片 12 万余张，其中有 60 张图片被用做 〈植物分类学报〉 、 〈中国中药杂志〉 、 〈中草

药〉、 〈中国食用菌〉 及日本著名植物杂志 〈植物研究〉 等学术刊物的封面。先后出版了 〈中国长白山植

物资源志〉、 〈中国长白山食用植物彩色图志〉、 〈中国长白山观赏植物彩色图志〉 和 〈中国长白山蝶类彩

色图志} 4 部学术专著。 主持的"长白山观赏植物调查研究"项目荣获了 2008 吉林省科学技术进步三等

奖。 其事迹多次被 〈睿士 ELLEMEN} 、 〈春风〉 、 〈中国教育报〉 、 〈吉林日报〉 、 〈天津日报〉 、 〈新民

晚报〉、 吉林电视台 、 云南电视台等多家新闻媒体所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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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幅员辽阔 、 地域广袤、森林茂密，全区森林覆盖率高达 68% ， 生态环境十分优越。 据初步统

计 : 全区共有各类木本植物 43 科 、 102 属、 239 种 、 8 变种、 6 变型 。 被誉为东北亚地区一个重要的绿色

生态资源宝库。

长白山的材用植物种类非常丰富 是我国第二大木材供应基地 。 其主要树种有红松、松杉冷杉、红

皮云杉、 长白鱼鳞云杉、黄花落叶松、白桦 、 胡桃揪、黄柴、 水曲柳、刺揪等，其中红松被誉为 ..树木

之王"，胡桃揪 、 黄景和水曲柳被称为"东北三大硬质阔叶树"，在本区享有"东北木材三宝的美誉" 。 其

木质光滑细腻、防腐耐裂、花纹美丽，具有很高的使用价值。 如:红松树干通直、高大挺拔，可做栋梁

之材，广泛应用于建筑、车辆、家具 、 枕木 、 坑木等 。 黄花落叶松防腐和耐水湿性能好，可用于造船、

桩木 、 电杆、枕篱柱、桥梁等。 胡桃锹花纹美观、不易翘曲，为军事、家具、建筑、 船舰 、 木模、雕刻

等优良用材 。 紫锻木质细腻 用其制作的胶合板被誉为"东方的象牙板\ 刺揪木质具有天然的美丽花

纹，用其制作的地板在市场上颇受人们的青睐 。 山槐纹理直、结构细，在日本被奉为"神木"，用其制作

乐器演奏的乐曲余音缭绕 、 悦耳动昕 。

长自山的木本植物中许多都是重要的药用植物 。 如:五昧子果实可治疗肺虚喘咳 、 口干作渴、神经

衰弱、头晕健忘、慢性腹泻、自汗、盗汗、伤津口渴、气短脉虚、肝炎、心悸、失眠、劳伤赢瘦、尿频、

遗尿 、 梦遗滑精及久泻久病等。 黄攘的树皮(去掉了栓皮)可治疗热摘、地泻、消渴、黄瘟、淋浊、痒

疮、梦遗、便血 、 赤白带下、脚气 、 骨蒸劳热 、 目赤肿痛、口舌生疮 、 疮痒肿毒及班癖等 。 刺五加的根，

皮可治疗风寒湿痹 、 神经衰弱、 气虚无力 、高血压 、 低血压症、冠心病 、 心绞痛、高血脂症 、筋骨孪急、

咳嗽痰喘 、 糖尿病、阳瘦、水肿 、 慢性中毒、脚气等。

长白山的木本植物中许多都是重要的野生果树 是东北地区野生果树最集中的地方，主要有软枣ð)~;

猴桃、 山植、山植叶悬钩子、山刺玫、山荆子、揪子梨、东北李、东北杏、山葡萄、笃斯越桔等，是生

产果酒、果?十 、 果酱 、 果晶 、 果脯、果糕、果茶、糖水罐头等的主要原料 。 这些野生果树经济价值大 、

用途范围广，如 : 山荆子可做苹果、 花红、海棠等嫁接的陆木 。 山植海棠可为栽植的苹果提供抗低温 、

抗干旱、抗阴湿、抗病虫害等基因 。 秋子梨果实酸甜可 口，肉软多汁，气味芳香 ， 特别是用其嫁接的苹

果梨果实汁液丰富、甜脆可口 、 果大肉多 、 肉色乳白 、 甜酸适中 、 耐贮藏， 是延边地区著名的土特产 ，

享有全国"第一优质梨"的美誉 。 用山葡萄果实酿制的果酒芳香爽 口 、 色泽艳丽，很受人们的喜爱

(1959 年 ， 在庆祝建国 10 周年的时候，人民大会堂选用了通化葡萄酒厂以它为原料生产的"红梅牌葡萄

酒"招待了来宾) 。 笃斯越桔被国际粮农组织列为"人类五大健康食品之一"。 用其果实酿制果酒和加工

的清凉饮料，在美国 、 加拿大和日本多进入上等餐馆。

另外，长白 山的许多木本植物都有他独特的经济价值。 如 : 越桔果实可提取安全性高、稳定性好的



红色色素 。 蒙古标果实提取的淀粉 可用做纺织工业浆纱粉、酿酒、制作橡仁胶及加工精饲料等 。 野葛

根制成的淀粉质地洁白细嫩，可制作面包、粉丝、面条、冰漠淋、饮料和红肠等 长期食用能嫩化皮肤、

帮助乳房坚挺和增大，治疗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和偏头痛等。 棒的油脂清亮、橙黄色、昧香 ， 是高

级食用油和高级钟表油 。 元宝械的油脂油质清亮 ， 是一种优质的食用油 ， 其油渣还可做酱油 。 接骨木的

油脂橙黄色、清香爽口，既能炒菜熟食，又能凉拌生食，油饼还可做优质肥料。 紫锻蜜浅玻王自色，结晶

洁白细腻，具浓郁的薄荷香味，是长白山区的特等蜜，其蜜还具有止咳、平喘、安眠、镇静、增强体质、

改善情绪、降低中枢神经兴奋性、维护脑细胞功能等作用，产品已远销到欧美等国家 。 辽东抱木的树芽

味道鲜美，是出口创汇骨干品种，享有 "天下第一山珍"的美誉。

长白山还是木本珍稀颜危植物避难所和东北亚地区最大的珍稀濒危种质植物保护基因库 。 这里生长

的刺参、山植海棠、东北红豆杉、黄蝶、 7Jc曲柳、胡桃揪、钻天柳、玫瑰、松毛翠、牛皮杜鹊、苞叶杜

鹊、天女木兰 、东北岩高兰等都是国家重点保护的植物 。

为了翔实、系统、科学、全面地反映长白 山丰富的野生木本植物资源，为国 内外专家、学者及当地

的百姓提供一把开启这一 自然宝藏的金钥匙 ， 实现几代研究长白 山野生木本植物人要出版一部大型原色

《图鉴》 的梦想，从 1982 年起，我们进行了大量野外考察工作，掌握和积累第一手原始资料 。 多年来，

共行程 15 万余公里，拍摄植物照片 12 万余张，在本书，精选了 1200 张照片，详细介绍了 。 科、 102

属 、 239 种、 8 变种、 6 变型野生木本植物。

在内容编排上，全书分为各论和总论两部分。 在总论中，重点介绍了长白 山的自然概况 ， 木本植物

的种类和分布 。 在各论中 我们详细地介绍了每一种植物的中名、学名、别名、植物学特征、花期、果

期、分布范围、海拔高度、生活环境及经济价值等 有的种类还配有人工繁殖的幼苗照片 。

此书在出版的过程中 得到了吉林省重点学科植物学学科专项建设资金、通化师范学院学术著作出

版基金的资助 。 书中有关人工繁殖幼苗照片为吉林省科技厅资助的科技发展计划项目 (20121705 ) 研究

成果 。 在野外考察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吉林省长白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的大力支持。(林业科学》 、 《林业

科学研究》 等刊物及时刊发了我们的科研文章。(中国中药杂志上 《中草药》 、 《植物分类学报》 等刊

物选用了多张照片做了刊物的封面 。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徐克学研究员和刘冰博士等一些专家还无偿

地提供了部分珍贵照片 。 在此我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

朱俊义周蘸

2013 年 3 月 3 日



说明

1.本书中植物学名均按照吴征锚主编的《中国植物

2.本书裸子植物按照郑万钩系统排列;

3 本书介绍的植物除了她是外来越捎喔回国回余均为本区的野生植物。
4 本书植物分布-项中介绍的跚跚融机罹均由盼围内 。
5.本书植物形态特征绝大多戴种冀鲁l 由于 《申圃瞥曲曲"物资露志).部分种类引自于 《中国植物志》 、

《中国高等植物圈鉴》、 《黑龙江植物意》 及《中国商尊植物》 等书。

6.本书的照片除喜名摄影者外， 其他均为周露教授拍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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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论

自然概况

长白山位于我国东北地区吉林省东南部，地跨东经 125 020' -130020' ，北纬 40041'-44030' ，面积 7.594x

104k时，范围包括吉林省通化、白 山 、延边等地区的 27 个市、县 。 东南与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隔江相望，

东与俄罗斯接壤，西南接辽宁省，北连黑龙江省 。 长白山地区西邻松辽平原，地貌为典型的火山地貌 。

随着海拔自下而上主要由玄武岩台地、玄武岩高原和火山锥体三大部分构成 。 其地形复杂，地貌组合差

异大，高山 、高原 、 谷地、台地 、 河谷、沼泽等各种地貌都有 。 最高峰白云峰海拔 2691m，最低处理春

敬信乡海拔仅 4m。

长白山地区自新生代以来 随着喜马拉雅造山运动 第三纪伴有火山的间歇性裂隙式喷发，地下深

处的岩浆大量喷出地面，构成广阔的玄武岩台地。 至第四纪 火山活动趋于活跃，由原来裂隙式喷发转

为中心式喷发，形成了以长白山火山、望天鹅火山等海拔 1800m 以上的大火山锥体，以及许多小的火山

锥体。 长白 山主峰的天池即漏斗状火山口熔岩冷却后堵塞火山通道而形成的天然蓄水湖 。 喷出的熔岩和

各种碎屑物堆积在火山口四周的熔岩高原和台地上 。

玄武岩台地海拔一般在 800-1000m 之间，地势比较平缓 。 玄武岩高原(又称山麓倾斜高原)介于玄

武岩台地和火山锥体之间， 是比较明显的倾斜地带，坡度一般在 10。左右，海拔约在 1 000-1 800m 之间，

是陡峻的火山锥体向玄武岩台地的过渡地带 。

长白山地区主要山脉有长白山 、 龙岗山、老岭、南岗山、要瓦峰岭、哈尔巴岭及张广才岭、老爷岭等

南段 。 主要河流有松花江水系的五道白河、古洞河、头道白河 、 松江河 、 辉发河、一统河、 三统河等;

图们江水系的布尔哈通河、汪清河、海蓝河等·鸭绿江水系的哈泥河、新开河 、 八道沟河、五道沟河、

浑江等。

长白山属捏带向寒温带过度的大陆性气候 是迄今为止亚洲大陆温带森林生态系统保存最完好的地

区之一 。 长白山是我国东北植物区系的分布中心，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地区之一 。 长白山全区森

林覆盖率 68% 。 由于受东南季风的影响，由山下至山上年均降水量 700-1 400mm，年平均气温-7.3-

4.8"C ，年平均相对湿度 69%-74% ，山脚全年日照数为 2 281-2 454h , 山顶全年日照数为 2260h 。 土壤

自下而上主要有山地暗棕壤土、棕色针叶林土 、 山地草甸森林土、高山苔原土等 。 植被主要有以红松为

主的针阔i昆交林、以云冷杉为主的常绿针叶林及岳桦林等，在海拔 2000m 以上的地方还有高山冻原带。

二 、 木本植物的种类

长白山区木本植物 43 科、 102 属 、 239 种 、 8 变种 、 6 变型 。 按其生活类型的不同可分为乔木、灌

木 、 木质藤本 3 种类型 。

乔木类共有 26 科 、 46 属、 101 种，其中常绿乔木共有 4 科 、 7 属 、 13 种，代表种类主要有红松

(月n旧 korωensis) 、松杉冷杉 (A bies holophyllα) 、臭冷杉 (A . nephrolepis ) 、 鱼鳞云杉 (Piceα jezoensis) 、

红皮云杉 (Piceα kormensis) 等 ;落叶乔木共有 24 科 、 39 属 、 82 种，代表种类主要有黄花落叶松 (Larix

olgensis) 、胡桃揪 ( luglαns mandshu时α) 、山杨( Populω da:v idianα) 、大青杨(旦时suriensis ) 、垂柳

(Salix babylonicα) 、 白桦 (Betula platyphyllα) 、蒙古标 (Quercω mogolicα) 、榆树 (Ulmω pumilα) 、裂叶

榆 (ι laciniatα) 、稠李(丹肌ω padz必 ) 、 黄粟 ( Phe llode ndron αmurense) 、色木械 (Acer mono ) 、紫锻

(Tiliα amurensis) 、刺揪 (Kolopanax sep temLObus) 、 水曲柳 (Fraxinω mandshuricα) 等 。 .

灌木类共有 25 科 、 56 属、 126 种，其中常绿灌木共有 7 科 、 13 属 、 16 种，代表种类主要有西伯利

亚刺柏 (luniperus sibiricα) 、剧寄生 (Viscum coloratum) 、宽叶仙女木 (Dryω octopetalα) 、长白瑞香

(D叩hne koreanα) 、细叶杜香 (Ledum palustre) 、松毛翠 (Phyllodoce caeruleα) 、牛皮杜鹊 (Rhododendron

chrysanthum) 、兴安杜鹊 (Rh. dauricum) 、 越桔 (Vaccinium vitis-idaeα) 等;落叶灌木共有 21 科、 45 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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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种，代表种类主要有东北搜疏(Deutziααmurensis ) 、东北茶藤 (Ribes mandshuricum ) 、珍珠梅

(50rbariα sorbifoliα ) 、东北山梅花 ( Philαdephus schrenkii) 、 绣线菊 (5piraeα s a1比ifolia) 、 山刺枚 ( Rosa

dωuncα) 、 剌蔷薇 (R.配比ula1is ) 、东北扁核木(丹imepiGsimmω 、胡枝子 (Lespedeza bicolor ) 、叶底珠

(5ecurineg<α s uffrutic osα) 、卫矛 (Euo印刷 ω叫 、 华北卫矛 (E. maackii ) 、瘤枝卫矛 (E. pωCiflOTUS ) 、

红瑞木 (Cornω a1bα) 、迎红杜鹊 (Rhododendron mucronμlωum) 、辽东丁香 (5yring<αωo(月)、蓝桂果忍冬

(Lonicerα edulis ) 、金银忍冬 (L. mωckii) 、黄花忍冬 (L. c hrys anthα) 、 鸡树条英莲 ( V ib urnum s arge n.ti ) 

暖木条英莲 (V. burejaeticum ) 、 锦带花 ( We ige la floridα) 等 。

木质藤本类共有 7 科、 10 属、 13 种，代表种类主要有北五味子 (5chisandrα chin.ensis) 、狗枣狲猴桃

(A ctinidiα kolomiktα) 、软枣狲猴桃 (A . αrgutα) 、 山葡萄 (Vωαmurensis) 、东北雷公藤( Tripterygium 

regelii) 、南蛇藤 (Celωtrus orbiculatlω) 等 。

三 、 木本植物的分布

长白山区木本植物在其境内的水平分布可分为 3 类 :

广布型(全区的各市、县均有分布)代表种类主要有东北山梅花、珍珠梅、秋子梨 (Pyr旧

旧surensis ) 、稠李、斑叶稠李(丹阳山 mωckii) 、红瑞木 、 兴安杜鹊、水曲柳、金银忍冬等。

较广分布型(分布于 10-21 个市、县)代表种类主要有红皮云杉、松杉冷杉 、赤松( Pin.ω 

densiflorα) 、 杜松 (Juniper旧 rigida) 、 钻天柳( Chsen.iααrbutifoliα) 、江界柳 (5a1ix kangesis) 、 朝鲜柳 (5.

koraie旧的 、三恋柳 (5.triandrα) 、筐柳 (5. linearistipul旷的 、香杨( POPUllιs koreanα) 、懈树 ( Quercω 

dendωα)、水冬瓜赤杨 (A lnus s ib iricα) 、草叶山梅花 、 北悬钩子 (RubωαrctLcω ) 、欧亚绣线菊 (5piraeα

mediα) 、黑樱桃(丹阳山 nuzximotoiczii) 、刺南蛇藤(C e las tms flage llaris ) 、瓜木 (A langium plωanifoliμm) 、

迎红杜鹊、蓝髓果忍冬等。

稀少分布型(分布于 10 个市、县以下)代表种类主要有长白松(月n.us sylvestriformis) 、(匿松 (P.

pumilα) 、 朝鲜崖柏 (Thujα korωensis ) 、枫杨 (Pterocaryα stenopte rα) 、 辽东标 (Quercω liωtungens比) 、天

女木兰(M.哺wliα sieboldii) 、东北绣线梅 (Neillia ueki ) 、风箱果、玫瑰 (Rosα mgosα) 、杭子梢、花木蓝

( lndigoferα kirlotoii ) 、盐肤木( Rhl必 chinensis ) 、漆树 ( Toxicode n.dron vemicifluum) 、元宝械 ( Acer 

truncωum) 、省沽油( 5t叩hyleα buma1dα) 、 灯台树 (Comus controversa) 、照白杜鹊 ( R hodode n.dron 

micranthum) 、 大字杜鹊 (Rh. schlippe功αckii) 、 短果杜鹊 (Rh. brachycarbum ) 、东北连翘 ( Fors仇La

mandshuricα) 、白檀 (5ymp loc os p anic ulωα) 、玉铃花 (5伊田 obωHα) 、二花六道木等。

从水平分布看:不同植物分布的区域是不同的，这主要与植物的生活适应性有关， -般说来生态幅

度宽 、 生活适应性强，特别是与人类相伴生的种类分布的范围比较广;经济价值大或易受到人为严重破

坏、生态幅度狭窄 、 生活环境碎裂化的种类分布的范围比较小。

由于长白山区山脉的相对高度差别较大，温度、湿度 、 降水、土壤等因子有着明显的差异，野生植

物的种类 、 数量也有着一定的区别，体现了从温带到寒带至极地植物水平分布的各个类型 。 根据长白山

植物垂直分带划分的标准可将维管植物分布划为 6 个不同的景观带。

夏绿阔叶蒙古栋林带:乔木类代表主要有小叶杨 (Populω sùnonii) 、 富柳 (5a1ix vim川αlis) 、 黑桦

( Betula davuricα) 、 千金榆 ( Carpinω cordωα) 、春榆 ( UlmωJ叩onica) 、 桑 (MOTUS a1bα) 、山植

(Cr.ωae gus p in.nat泸州 、 山槐 (Maackiααmurensis) 、茶条械 (A cer ginnla) 、糠锻 ( Tiliα 盯在 ~dshuricα) 、鼠

李 (Rhαm月山 dωurica) 、金刚鼠李 (Rh. diamantiacα) 、 辽东梅、木 (Ara1ia elωα) 、 暴马丁香 ( 5yring<α 

αmurensis ) 、 花曲梧[J ( Fraxinω rhynchophylla) 等 。 灌木类代表植物主要有崖柳 (5a1ix jloderusii) 、三志柳 、

棒 (Corylus heterophylla) 、 大叶小果 (Berb eris amurens臼)草叶山梅花、土庄绣线菊 (5piraeαpμbescens ) 、

石蚕叶绣线菊 (5. chamaedr价liα) 、无毛搜疏 (Deutziα glabratα ) 、 小花搜疏 (D. parviflorα) 、 山植叶悬钩

子 (Rubω CTιr.taegifoliω) 、多花胡枝子 (Lespedezα卢oribun.dα) 、 早花忍冬 (Lonicera praeflorens ) 、早锦带

花 (Weigela praeccox) 等 。 木质藤本类代表种类主要有野葛 (Puerαria lobωα) 、南蛇藤、刺苞南蛇藤、蛇

葡萄 (Ampelopsis bre叫pedunculαω) 、爬山虎 (Parthenocissus triClωpidatα) 等 。

_ 002 



总 m

红松针阔混交林带 : 该带分布在北坡海拔 450-1 000 m，南坡海拔 450-1 200 m ，这一带土质肥沃，

无霜期长，雨量丰沛，野生植物资游、十分丰富。 乔木类共有 26 科、 42 属、 100 种， 其代表种类主要有红

松 、 松杉冷杉、胡桃揪、钻天柳、蒙古标、大青杨、小青杨 (Populω pseudosimonii) 、香杨、白桦、枫桦

(Betulα cos tωα) 、裂叶榆、水榆花揪 (5orb us alnifoliα) 、黑樱桃 、 山樱桃 (Prun旧时recunda) 、东北杏(只

mandshuricα) 、 黄柴、色木橄、紫花械 (Acer pseudo - sieboldianum ) 、琵脉械 (A. barbinerve) 、三花械

(A. trifolium) 、小楷械 (A. komarovii) 、 7Jc曲柳等 。 灌木类代表种类主要有越桔柳 (5alix r叼Ttilloides) 、卷

边柳 (5. si旧evii) 、谷柳 (5. taraikensis) 、毛棒 (Corylus mands huricα) 、制寄生、东北山梅花、长白茶藤

( R ibes komarovii) 、尖叶茶藤 (R. maximo自iczianum) 、珍珠梅、绣线菊、库页悬钩子 ( Rubω 

mωsumuranω) 、金银忍冬、东北搜疏、东北扁核木 、 刺蔷薇 、 胡技子、叶底珠、卫矛、长白瑞香、长白

忍冬 (Lonicera ruprechtiana ) 、单花忍冬 ( L. nωnanthα) 等 。 木质藤本类代表种类主要有木通马兜铃

(A ris toloc hiα mands hurie ns is )、 北五味子 、 狗枣~~位猴桃 、软枣~~;在猴桃、葛枣狲猴桃 (A ctinidiα polyg.αmα) 、

山葡萄 、 东北雷公藤、南蛇藤等。

针叶林带 : 该带分布在北坡海拔 1 000- 1 800m ， 南坡海拔 1 200-1 850m (个别地段可达 1 900m ) , 

降水量大、蒸发量小、气候阴冷潮湿 野生植物种类相对较少 。 乔木类代表种类主要有臭冷杉、松杉冷

杉、红皮云杉、长白鱼鳞云杉 (Piceα jezoensis var.komαrovii) 、香杨、 山杨、白桦、稠李、花揪树 (5orbω

pohuashan.ensω) 、青楷械 (A cer teg.mentosum) 、花楷械 (A. ukuruntα4肌)等 。 灌木类代表种类主要有刺果

茶藤 ( Ribes burejense ) 、东北山梅花、金露梅 ( Potentilla fruticosα) 、长白蔷薇 ( Rosa koreana) 、瘤枝卫

矛、长白瑞香、 刺五加 ( A canthopanαx sentLcosω) 、细叶杜香 ( Ledum palustre) 、越桔、笃斯越桔

(Vaccinium uliginosum) 、兴安杜鹊、紫枝忍冬 ( Lonice ra maximowiczii) 等 。 木质藤本类代表种类主要有

山葡萄、东北雷公藤等 。

岳桦林带 : 该带分布在海拔 1 800-1 900m (南坡 2 OOOm) ，是森林垂直分布的上限，气温低、湿度

大、山体坡度为 300-40。 野生植物种类十分单调 。 乔木类代表种类主要有岳桦 (Beωla ermanii ) 、黄花

落叶松、长白鱼鳞云杉、但松、花揪树、东北赤杨 (Alnω mandshuricα) 、 花楷械等 ; 灌木类代表种类主

要有东北茶藤、长白蔷薇、库页悬钩子、东亚岩高兰 (Empetrum nigrum) 、 ·辽东丁香、北极花 (Linnaeα

borealis )、蓝桂果忍冬、朝鲜英莲 (Viburnum koreanurn ) 、 刺参 ( Oplopanax elatus) 等，藤本类已完全绝

迹 。

高山苔原带 : 该带海拔 1 900- 2 300m ，属季风区山地冰缘气候特点，土壤为苔原土 。 山高风大、气

候寒冷 、 年平均气温-7.4"C ，无霜期 60-70d ，野生植物种类非常稀少 。 乔木类仅在下部有岳桦、黄花落

叶松和东北赤杨 3 种，并且低矮呈灌木状 ; 灌木类代表种类主要有西伯利亚刺柏、多腺柳 ( 5alix 

polyadenia) 、宽叶仙女木、金露梅、天在卢 (A roctous rub e r ) 、牛皮杜鹊、毛毡杜鹊 ( Rhododendron 

confertissirnurn ) 、高山笃斯越桔 (Vaccinium uliginosurn var.alpinur川等。

高山荒漠带 : 该带海拔 2300m 以上，属高山荒漠气候带，基质主要由裸露的火山灰浮块(浮岩)组

成，每年有 268d 刮 8 级以上的大风，植物生长十分困难。 灌木类代表种类主要有松毛翠、牛皮杜自鸟、毛

毡杜鹊 、 苞叶杜鹊 (Rhododendron redowskianum ) 、宽叶仙女木等。

从垂直分布看:夏绿阔叶蒙古栋林带和红松针阔混交林带里的植物较多，这主要与那里的生态环境

有关，由于这两个林带的海拔低、气候温暖、元霜期长、土质肥沃等原因，因此非常适合各类植物的生

长 i 针叶林带和岳桦林带的植物种类较少，主要是因为那里的气候阴冷潮湿、无霜期短(在海拔 1 400 m 

以上没有夏季)和土质贫癖等原因，使许多植物不能进行正常生殖生长，植物的繁殖十分困难;高山苔

原带和高山荒漠带的植物种类极少，最主要的原因是那里的海拔高、 山体坡度大、气候异常寒冷等，便

只能是那些生活在寒带和极地的极少数的种类才能生长，绝大多数的温带植物不能有效地完成自己的生

活史，从而造成了植被稀疏和植物景观的荒模化。

四、木本植物的用途

长白山木本植物经济价值极高，有的融多种价值为一身，根据具体利用情况的不同，可分为以下 15

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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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仨白山市南幢幢需色图志

1 药用

主要代表种类有木通马兜铃、 叶底珠、 山葡萄、卫矛、忍冬 (Loniceraj叩omcα) 、接骨木 (5amb旧时

williams i i ) 、黄柴、无梗五加 、暴马丁香、 7]C 曲柳、长白松、制寄生、大叶小策等、东北红豆杉 ( Taxω

cωdωα) 、兴安杜鹊 、 牛皮杜鹊、迎红杜鹊 、 宽叶杜香 (Ledum pa1ustre var.dilωωum) 、玫瑰 、 胡桃揪 、 北

五昧子、山剌枚、毛山植 (Crωaegus maximowiczii) 、 山荆子 (Ma1ω bacc atα) 、长白蔷薇、狗枣琳猴桃、

红松、毛棒、长梗郁李(丹unω j叩omcαV缸.nakαii ) 、 长白鱼鳞云杉、僵松等。

2 观赏

主要代表种类有僵松、长白松、杜松、东北红豆杉、天女木兰、毛山荆子 (Ma1ωb配catαV缸

mar时shurica) 、东北杏、山樱桃 、 稠李、东北李 (Prunω sa1icina v缸.ωsunensω 、 花揪树、茶条械、紫花

械、 灯台树、玉铃花、接骨木 、 红松、松杉冷杉、鱼鳞云杉、黄花落叶松、胡桃揪、山杨、白桦、榆树、

黄柴、 刺揪等、赤松、油松 (Pinω tabulaeformis) 、 榆树、垂柳、旱柳 (5a1ix matsudana) 、秋子梨 、色木

械 、 元宝械、紫锻、红皮云杉、朝鲜崖柏、榆树、细叶小柴 (Berb e ris p oiretii) 、草叶山梅花、 山刺枚、金

露梅、兴安杜鹊等、木通马兜铃、北五味子、狗枣狲猴挑、软枣狲猴桃、山葡萄、东北山梅花、李叶搜

疏 ( De utzia hamata) 、 大花漫疏(D. grandiflor<α) 、 伞花蔷薇 (Rosα mmimowiczimα) 、 花木蓝、红瑞木、 迎

红杜鹊、早锦带花、珍珠梅、风箱果、石蚕叶绣线菊、长梗郁李、杭子梢、省沽油、瓜木、东北连翘、

早花忍冬 、 紫枝忍冬、暖木条英莲、西伯利亚刺柏、兴安圆柏 、 毛毡杜鹊、苞叶杜鹊、百里香 ( Thymω

mongolicω) 、 小叶杜鹊 (Rhododendron paroifolium) 、{匿松、西伯利亚刺柏 、 朝鲜崖柏、刺榆 (Hemipteleα

dαvidii )、松毛翠、土庄绣线菊、苞叶杜鹊。

3 野菜

主要代表种类有辽东糖、木、刺五加、无梗五加、富柳、草叶山梅花等 ;

4 野果

主要代表种类有红松 、 胡桃揪、棒 、 毛棒 、 刺果茶藤 、 山荆子 、 山植 、 山植叶悬钩子、库页悬钩

子 、 茅莓悬钩子 (Rub旧 paroifolius )、绿叶悬钩子 (R . kanaymensis) 、水榆花揪 、 秋子梨 、东北杏 、 山杏

(丹unωαnsu) 、 东北李、软枣狲猴桃 、 狗枣狲猴桃 、 山葡萄、笃斯越桔、蓝髓果忍冬等 。

5 材用

主要代表种类有红松、松杉冷杉、臭冷杉、黄花落叶松、红皮云杉、长白鱼鳞云杉、胡桃揪、钻天

柳 、 山杨、大青杨 、 白桦、裂叶榆、蒙古标 、 山槐、黄璧、东北械 (Acer mandshuricα) 、紫锻、刺揪 、 水

曲柳等。

6 蜜源

主要代表种类有紫根 、 糠椒 、 东北山梅花、珍珠梅、绣线菊、山刺枚 、 山荆子 、 山植 、 山樱桃、稠

李、斑叶稠李 、 胡枝子、软枣狲猴桃 、 狗枣狲猴桃、兴安杜自鸟、暴马丁香、黄花忍冬、鸡树条英莲等 。

7 纤维

主要代表种类有糠锻、紫锻、旱柳、蓄相11 、榆树、春榆、胡枝子、野葛、南蛇藤、东北雷公藤等。

8 农药

主要代表种类有胡桃揪、黄柴、 南蛇藤、东北雷公藤、瓜木、接骨木等。

9 香料 :

主要代表种类有臭冷杉、松杉冷杉、红皮云杉、长白鱼鳞云杉、红松、杜松、朝鲜崖柏、白桦 、 玫

瑰、白薛、黄柴 、 紫梅、长白瑞香 、 辽东梅、木、兴安杜自鸟 、 细叶杜香、暴马丁香、百里香等。

10 油脂

主要代表种类有松杉冷杉 、 红松 、 胡桃揪、棒、毛棒 、 天女木兰、 卫矛 、 翅卫矛 (Euonymω

macrop terω ) 、自杜 (E. bungeαmι5) 、南蛇藤、元宝械、省沽油、红瑞木、辽东根木、笃斯越桔、自檀、

暴马丁香、接骨木、笃斯越桔等。

11 饮料

主要代表种类有自桦 、 刺果茶廉、山植、秋子梨 、 软枣狲猴桃、狗枣5j猴桃 、 山葡萄 、笃斯越桔、

蓝桂果忍冬等。

12 树脂

主要代表种类有红松、臭冷杉 、 鱼鳞云杉、红皮云杉、黄花落叶松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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