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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沂山植物志》分为上、下两卷。
上卷包括沂山自然概况、沂山植物概况、蕨类植物门、裸子植物门和被子植物门（金粟兰科—五加科
）。
下卷包括被子植物门（伞形科—兰科）。
全书描述了沂山及潍坊各公园常见栽培的维管植物145科610属1057种5亚种41变种9变型及7栽培变种，
配有插图1068幅，并附有彩图97幅。
全书内容翔实、图文并茂，是研究沂山乃至潍坊地区的植物资源、生物多样性、自然保护等的重要参
考资料。

《沂山植物志》可供从事植物学、生物多样性、林学、中药学、环境学、自然保护等专业的院校师生
和研究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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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沂山位于鲁中，是沂蒙山区的北部，东经118°36―118°40，北纬36°10―36°13行政区划为潍坊
市临朐县和临沂地区的沂水县；沂山的南面为沂水县，东北西三面为临朐县，境跨九山、蒋峪、大关
、石河、沂山五乡镇。
　　主峰玉皇顶海拔为1032米，地势起伏，山势陡峭；海拔700米以上山头有29个，大沟有13条。
发源于沂山的四条河流有沂河、汶河、弥河、沭河；在临朐境内有大关水库、沂山水库、冶源水库、
沙沟水库，水力资源比较丰富。
　　沂山以花岗片麻岩为主，砾岩较少，风化好，母砾疏松，厚达80厘米以上，发育在该母质上的土
质类型为山地棕壤。
根据机械组成分为砾质粗骨土、砂壤土；其中沙质为主，在山嵴有砾质粗骨土，阳坡平坦处为壤土。
　　沂山气候属于温带季风气候，东临黄海不到150公里（日照）；年平均温度为10.8℃；日平均温度
（7月）为31℃，最低（1月）为8.2℃；极端最高气温为35℃，最低为19.5℃。
年平均降水量845.9毫米，集中在夏季6―9月总降水量达525.1毫米，占降水量的62%，其中7月、8月两
个月最多。
降水量最少是12月和1月，占总降水量的4.8%，仅32.2毫米。
相对湿度为64%，最大达81%。
夏季多南风和东南风，冬季多北风和西北风。
山上部受海拔和森林的影响，气温低（10.8℃），降水量大（845.90毫米），相对湿度为63%，最大
为84%。
　　沂山的原始植被早已被破坏殆尽，清朝时代为牧马场，造成荒山秃岭，灌木很少，草被植被稀疏
，水土流失严重，可谓穷山恶水。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人们恢复和发展生产，不断改变山区面貌，改善人民生活。
1956年完成造林任务，几十年来贯彻封山育林政策，成果显著，形成现在的山清水秀，生长茂密的植
被。
　　植物概况　　一、沂山植被概况　　沂山在中国植被区划中属于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区的暖温带落
叶阔叶林地带。
由于沂山海拔较高，地形复杂，气候多样，植物种类繁多，加之人工引种栽培，形成了多样的植被类
型。
　　沂山森林群落：针叶林有赤松林、油松林、落叶松幼林；落叶阔叶林主要有麻栎林，刺槐林，鹅
耳栎林，杂木林，针阔混交林主要由赤松和麻栎组成。
　　由于气候的影响，赤松林分布于各低山坡，林内有麻栎的伐木萌蘖；有的低山坡分布是赤松、麻
栎混交林；有的低山坡局部是麻栎林，在这些林内，灌木很少，但生长着种类繁多的真菌。
草本植物主要是薹草属的种类。
在森林砍伐以后的山坡上，乔木暂时没有生长起来时，则形成发育良好的山楂叶悬钩子灌丛，高达1
米以上完全背景化，行人难以通行。
油松林分布在海拔较高的山坡上；从古寺以上，直到玉皇顶顶部都有生长，有的尚有少数大树，古寺
高大的油松有400年生，东镇庙1200年生的古老松柏，相传为宋太祖赵匡胤亲手植栽，古树颇多，现存
有唐槐、宋柏、元银杏等。
　　在海拔高的山坡上，森林破坏以后，发育成的植物群落是胡枝子-薹草灌木草丛。
　　在玉皇顶附近土壤肥厚的山坡上，于1959年营造了落叶松人工林，在歪头崮有生长5年左右的鹅耳
枥，杂生着少数坚桦、椴树、白蜡树、大叶朴、青皮槭等。
鹅耳枥长成乔木，构成森林群落，这在省内少见。
　　刺槐林主要分布在山沟中，土质条件较好的地方，开花季节片片白色，香气四溢，放蜂人群聚山
涧，蜜蜂空间飞舞，为沂山增加了动态景色。
在山北坡的育林河中，有成片的板栗和蒙古栎构成林海。
　　灌木群落种类繁多，数量最多的是二色胡枝子、锦带花、山楂叶悬钩子、野蔷薇、荆条等，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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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南蛇藤，小叶鼠李、华北绣线菊。
　　草本植物主要是禾本科的野古草、荻、黄背草、臭草、结缕草、茅叶荩草；莎草科的披针叶薹草
、崖棕、异穗薹草、尖嘴薹草、异鳞薹草等，菊科蒿、野菊、香菁，豆科的歪头菜，茜草科的蓬子菜
，唇形科的五脉地椒，石竹科的石竹、霞草，蔷薇科的地榆、委陵菜等。
　　在山沟肥厚土层的地方，林下或草丛中，常分布着许多喜湿耐阴的种类，黄精、玉竹、太子参、
穿山龙等。
　　在低洼水湿的地方，路旁和山沟中，常有看麦娘、灯心草、千屈菜等；千屈菜群居生长，在开花
季节，一片红花，鲜艳夺目，为山体增加了秀色，实为极美的观赏植物。
　　二、沂山植物区系的基本特征　　1.种类比较丰富多样　　据调查和有关资料统计，沂山有野生
种子植物736种（含21变种2亚种3变型），隶属于417属108科，分别占山东省种子植物（不包括栽培作
物及花卉），科（123科）、属（597属）、种（1500种）总数的87.8%、69.8%、49.0%，是省内种子植
物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其中，有裸子植物2科5属7种，单子叶植物17科90属148种（包括种下单位，以下同），双子叶植物89
科322属581种，木本植物42科106属188种，草本植物66科311属548种。
沂山种子植物各科包含的属、种数差别较大（表1）。
50种以上的大科仅有菊科、禾本科，40―49种的科仅有豆科、蔷薇科，20―39种的科仅有唇形科、百
合科、蓼科、莎草科。
虽然这8科仅占总科数的7.4%，但其包含的属（166属）、种（319种）数却分别占该区系种子植物总属
、种数的39.8%和43.3%，具有明显优势，对该区系的构建起了主导作用。
相反，在该区系中仅有1种的科（26科）和仅有少数几种的科（2―5种的46科）在总科数中占很大比例
（66.7%），所含属（190属）种数（341种）仅比上述8科稍多，可见其处于从属地位。
　　对属内种的统计表明，该区系含种数较多的属（5种以上）有22个，占总属数的5.4%；含134种，
占总种数的18.2%。
常见的有：蓼属（16种）、薹草属（10种）、鹅绒藤属（8种）、蒿属（7种）、委陵菜属（7种）、李
属（7种）、杨属（6种）、柳属（5种）、胡枝子属（6种）、鼠李属（8种）、栎属（6种）、苋属（5
种）、绣线菊属（5种）、卫矛属（5种）、堇菜属（6种）、葡萄属（5种）、沙参属（5种）、画眉草
属（5种）等。
而含1种的属却多达256个，占总属数的62.3%，所含种数占总种数的35.2%。
　　2.沂山植物地理成分复杂，温带成分优势明显，泛热带成分丰富　　根据吴征镒先生关于种子植
物属的分布区类型的划分原则和依据，可将沂山417属种子植物划分为15个分布区类型、13个亚型（
表2）。
　　表2沂山种子植物区系分析　　沂山种子植物区系中，北温带分布的属（118属）占总属数的28.3%
，具有明显优势；加上其他温带成分的属（138属），共256属，占该区系种子植物总属数的61.3%，优
势更为突出。
可见，该区系具明显的温带性质。
从表2中还可看出：各种热带分布的属共108个，占总属数的30.2%。
例如，大戟属、卫矛属、朴属、合欢属、木蓝属、枣属、牡荆属、泽兰属、狗牙根属、三芒草属、孔
颖草属等也具有较大优势，且不乏在自然群落建成中起重要作用的属，可见该区系具明显的热带亲缘
。
　　世界广布属在该区系中有56属。
例如，蓼属、苋属、藜属、苍耳属、旋花属、独行菜属等伴生植物；薹草属、？
菜属、酸模属、猪毛菜属、悬钩子属、黄芪属、槐属、车前属、鬼针草属、千里光属、早熟禾属等具
有重要资源价值。
中国特有成分仅大戟科地构叶属。
　　3.沂山植物区系具有古老性　　本区具有古老的地质历史，再加上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使得一
些古老的类群得到保存，因而形成了该区植物的古老的区系特点。
沂山植物区系中起源古老的树相当丰富，在中生代就已经出现的松属、胡桃属、槭树属、榛属、枣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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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荚？
属、杨属、栎属、桤木属以及于新生代第三纪大量兴起并广泛分布的枫杨属、朴属、榆属、椴树属、
栾树属、盐肤木属、卫矛属等均有分布。
这些古老植物的保存和繁衍展示了沂山植物区系的古老性。
　　4.科、属的特有现象不明显，中国特有种较为丰富　　该区系中无中国特有科；中国特有属只有
地构叶属；中国特有种174种（含种下单位）；占总种数的23.9%；其中8种是山东省特有成分。
　　三、沂山植物资源　　凡对人有用的植物都可称为资源植物，是人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无论在工农业、医药生产还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资源植物都发挥着直接或间接的作用，是大自然赋
予人类的宝贵财富。
合理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各种资源植物是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沂山植物种类繁多，资源植物比较丰富。
根据植物的经济用途，可将沂山野生资源植物划分为12个类型。
　　1.野生纤维织物资源　　纤维织物是造纸、纺织、编织等的重要原料。
据调查，沂山野生纤维植物有80余种。
其中许多是木本植物（如桑、旱柳、荆条等），其枝条可用来编织筐、篮、篓、箱等。
另有许多植物（如木槿、细野麻、蜀葵等）的茎皮可用来做纺织原料，每年可割取其地上部分做纺织
棉布的原料。
荻、芦苇、野青茅等水生或湿生草本植物，可用来编织席子、草帽、帘子等。
特别是芦苇，其茎秆可编席、织苇箔、造纸等。
　　2.野生淀粉和糖类植物资源　　沂山野生淀粉和糖类植物有80余种，能大量开发的不多，其中具
有潜力的主要是壳斗科、禾本科、天南星科的植物。
例如，大面积的麻栎、栓皮栎、槲树、短柄？
栎组成的麻栎林，其果实俗称橡子，含有丰富的淀粉（达50.40%）。
　　3.野生油脂植物资源　　油脂既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也是重要的工业原料，可用于医药、食品
、造纸、化工、橡胶等方面。
沂山野生油脂植物有90种，以松科、樟科植物为多（如赤松、油松、黑松、三桠乌药等），其他的有
播娘蒿、月见草、益母草、榆树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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