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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北 京 附近 的 丰富 植物 资源 .78 



一 、 北 京 的 高 等 植物 区 系 

北京 的 植物 比 起 我 国 植物 极为 丰富 的 南方 省 分 如 云南 ， 
种 类 不 算 很 多 ， 以 西山 欧 佛寺 为 例 ， 仅 有 73 科 255 种 (北京 大 
EPO) 。 到 金山 附近 因 距 离 城市 较 远 ， 山 势 较 高 ， 植 物 增 
多 ， 即 有 95 科 (包括 营区 3 科 ), 移 406 种 〈 北 京 金山 附近 植物 
AR) 。 再 远 到 百花 山 (海拔 

2193 公 斥 ) 、 东 西 灵 刘海 拔 

和 狗 2200 公 尺 ) ,由 于 山高 气候 

Mis, WA, Mmm 

更 多 ， 达 一 千 种 左右 。 

北京 植物 区 系 一 般 认 为 

在 植物 地 理 上 属于 泛 北 极 植 

物 区 的 中 国 日 本 植物 亚 区 ， 

起 源 于 北极 第 三 可 植物 区 系 

《但 更 确切 一 点 说 可 能 是 起 

源 于 安哥拉 古 陆 的 南 篆 ), 和 

卷 近 的 欧洲 西伯 利 亚 植 物 亚 

区 、 黑 海中 亚 于 草原 植物 亚 

区 相 比 ， 由 于 在 冰期 内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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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 冰川 的 侵蚀 ， 受 中 亚 干 燥 化 的 影响 也 不 太 深 ， 是 第 三 匈 
植物 区 系 的 直接 后 代 ， 它 的 种 类 成 分 很 复杂 ， 玖 留 的 种 类 很 
多 。 例 如 构 树 、 臭 棒 、 女 冠 果 、 斩 树 (图 I) 等 均 是 。 

由 于 位 置 处 于 一 个 植物 区 的 边境 ， 其 区 系 成 分 带 过 渡 
性 。 大 托 在 平原 低 山 地区， 黑海 中 亚 于 草原 植物 区 系 常 常 侵 
不 较 多 较 远 ;而 在 高 山地 区 则 保留 了 较 多 的 欧洲 西伯 利 亚 村 
物 区 系 。 因 此 以 前 前 欧洲 采集 者 常 认 为 伪 上 高 山 则 植物 种 类 
合 接 近 于 欧洲 。 

同时 由 于 在 这 一 区 内 的 半 近 几 个 植物 省 对 北京 附近 植 时 
区 和 柔 发 生 影响 ,也 使 得 成 分 来 源 趋 于 复杂 。 天 体 上 中 国 东 北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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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 北上 的 植物 成 分 , 双 多 以 此 为 北 办 ,例如 黄 速 木 (图 2 )、 
HM (AS) . MHA, ERASE. 

fi MK RAH BE ALK APM AAS 
( 欧 佛寺 31， 人 金山 50。 均 移 占 11% ) , RARE (BSE 

22, 411139. WH9%), RAB ( 欧 佛寺 25， 人 金山 30。 
i 7%) ， 装 蕉 科 第 四 (了 共 佛 寺 21， 人 金山 26。 均 移 占 6 
%), BEREERA (区 佛寺 7 ， 金 山 19) 、 层 形 科 ( 欧 
佛寺 5 ， 人 金山 18) 、 百 合 科 (了 欧 佛寺 6 ， 金 山 13) 、 艺 科 ( 欧 
be 4, Gili12) 等 。 这 一 分 析 数 字 显 示 出 北京 植物 区 系 是 - 
奥 型 北 温带 性 质 的 。 由 于 森林 被 封建 地 主 长 期 采伐 音 尽 ， 木 : 

本 植物 区 系 不 太 发 达 ， 而 草本 科 属 占据 更 重要 的 地 位 。 但 另 
Re HME SAMORT, 457K, BRE 

ae ee 
ane: HEA Mee, 2c. 

ie is fs 
AMA, BEA AER 
草 等 热带 亚热带 科 属 (尤其 
是 木 本 ) 的 出 现 ,说 明 本 植物 

， 区 和 柔 有 着 更 为 喜 暖 的 租 先 。 
其 原先 的 群落 类 型 可 能 属于 - 

| 热 避 散 树 草原 或 季风 林 式 。 
| 华北 区 的 特产 植物 还 是 

。 上 比较 多 的 。1833 年 帝 俄 大 使 
fg 能 的 医生 A.Bunge 开 始 系 

(4) RSL 。 攻 的 采集 了 北京 附近 植物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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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FE (图 10) BRERA 
当时 他 但 描 写 了 10 个 新 的 单 种 属 ， 即 独 根 草 属 《〈 图 5) , 2c 

moe. AR “图 6 ) 、 赤 办 儿 、 昨 昨 腿 子 〈 图 7 ) 、 知 母 

(图 8 ) . GS. REIN, MASS eo) 、 泥 胡 荣 。 现 

在 知道 它们 都 是 中 国 日 本 区 特产 。 其 中 6 个 还 是 单 种 的 ， 有 

5 个 仍 是 广义 华北 的 特产 。 像 独 根 草 、 贤 昨 眼 子 还 只 限于 北 

RAPT. FARR AE EES 〈 图 10) PHAR RE oc Se et 

等 也 很 多 ， 直 到 近年 还 有 发 现 。 



二 、 北 京 的 植被 
北京 位 于 华北 大 平原 的 西北 角 ， 在 燕山 、 大 行 耳 地 前 按 

和 缘 地 区 。 城 郊 附近 一 般 海拔 在 天 十 公 尺 以 下 ， 而 西部 北部 则 
逐渐 升 高 ， 最 高 峰 西 灵山 超过 了 2000 公 尺 ， 越 过 四 县 以 后 ， 
Ri SASH SARL. | 
TREE EE EAMER DAUR, “SRNR, BR 

Ai, BA BD” 是 北京 气候 的 特点 。 年 平均 温度 11 8°C, 
1 月 最 痊 , 移 对 最 低 一 22.g"C。7 月 最 热 , 绝对 最 高 和 2.6"C。 
平均 年 降水 量 636.8 毫 米 , 但 雨量 变 率 极 大 (1891 年 降水 168.5 
毫米 ， 仅 及 1893 年 降水 量 1084.4 毫 米 的 1/s.0) ,各 月 分 布 极 不 
均 与 ， 集 中 于 夏季 降雨 ， 占 74% ， 并 且 常 有 暴雨 ;而 冬季 则 
Bh, PR IKARRIE. SPE E200KD Eb. 

夏季 历时 长 达 105 天 ,此 时 温度 最 高 ， 雨 水 最 多 ， 对 植物 
生长 是 最 有 利 的 条 件 。 但 是 冬季 长 钩 五 个 月 ， 气 温 低 ， 雪 水 
少 ， 加 上 春季 气温 升 高 快 ， 降 水 少 ， 温 度 小 〈 仅 伍 %) Thi 
沙 多 ， 这 样 的 冬 春 干旱 也 很 影响 着 植物 的 生长 。 

土壤 在 平原 中 多 是 在 石灰 性 的 冲积 土 上 或 黄土 母 质 上 形 
成 的 淋浴 褐色 土 ， 局 部 有 狠 龄 化 及 沙化 现象 。 山 区 则 为 棕色 
森林 土 ， 微 酸性 。1500 公 尺 以 上 人 针 时 林 可 能 有 酸性 的 灰 化 

‘6% 



+ : 
原生 、 次 生 以 至 于 栽培 植被 都 很 明显 的 反映 这 种 地 形 气 

候 和 土壤 的 条 件 。 由 于 人 类 长 期 的 活动 ， 北 京平 原 上 已 超大 
部 分 成 为 田园 和 建筑 ， 原 生 植 被 完 疯 是 什么 样子 ?现在 很 难 
想像 。 不 过 从 气候 、 土 壤 条 件 ， 从 现存 栽培 的 树木 种 类 ， 从 
Sie HY Sra HAY RE A a RA, FORMS _ 
宝 可 能 是 暖 温带 的 森林 草原 。 由 于 森林 草原 本 是 一 种 过 滤 类 
型 的 植被 ， 双 受 有 暖 温 避 大 陆 性 季风 气候 的 深 列 影响 ， 在 长 
期 人 为 活动 的 过 程 中 ， 猎 常 是 向 两极 分 化 的 。 所 以 从 现状 的 
某 些 特 征 来 看 ， 常 常 可 以 得 到 两 方面 的 精 论 ， 例 如 辛 伯 尔 
(Schimper) 1898425 4C HL AR A, RRS BAU EL A 
落叶 间 叶 林 或 温带 平 敬 。 茹 伯 尔 (Rubel) 1930 年 亦 将 北京 植 
PD BERRA. WAAR (Feber) 1935 年 还 将 其 归 太 
西伯 利 亚 针 叶 林 。 这 些 看 法 都 是 不 至 面 或 甚至 是 错误 的 。 近 
来 本 人 倾向 于 作 这 样 的 推断 : 平原 中 原生 植被 类 型 大致 是 森 
林 和 章 原委 而 有 之 ， 山 莹 或 低地 凡 二 壤 较 湿润 处 均 可 见 到 时 
EVEN AMHR, Chimes 〈 图 11) 、 侧 柏 及 各 种 耐 旱 栅 机 (图 
12) 、《〈 几 13) 、 (图 14) 、 (B15) 为 主 ， 但 耳 桃 、 山 查 
(HIG) 、 槐 、 桑 (图 17) 、 大 叶 苦 概 〈 图 18) 、 元 宝 树 、 

概 〈 图 1090) 、 梓 〈 图 20) . HE, SR, th (图 21) SK BBA 
种 类 。 在 较 寺 燥 的 土壤 上 应 有 稀疏 的 楼 、 检 〈 圆 22) 、 构 等 
FERRI. RAS GME LAER DLS, mR (HR 
Be) 、 杜 梨 (23). UE A, RRB ys, 
河岸 则 有 多 种 杨 (图 24) 、 《图 25) 、 柳 等 树 装 。 现 在 这 些 
种 类 一 般 都 被 个 别 的 栽植 起 来 ， 和 许多 农作物 一 齐 形成 村 庄 

e 7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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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IE, ALS SEE RR RA. BEN 
ASOT LAMAR, SHAUL, BOE 

lI ROSE SES BR anne net 0 1S ae 

HPEMPHE, ARTE, HREM, ia 
nee chen saree, eee 
Ww BFR, ABM, WAM, RA. AYMRSHER. 
5 Flt EU A EE BPA: BO RE, SAP 

Jig FBS SASF WS = PE BY EZ SE I PR 
PEBLERKN, LPR EROT, REBAR, 

ERIN, UR ROKR PIR ALA BL, TEE RR ITE 
; MINKA Mee AEH BREA RRL 
& RMR. HEPA, ieee 

AEH. MEO, eRe (图 27) (P>eB). 黄花 营 ( 图 28) 、 旋 花 : 
打 梳 花 〈 图 29) . HAT 〈 图 30) . SUR (31) 等 成 片 生 
长 的 一 年 生 的 杂 草 ， 或 是 以 独 尾 草 、 画 冉 草 为 主 的 过 滤 性 草 

=. OMREN TI HRA RBA, BOR, BR, 
BER, MBE A RE, RE. Het AE 
植被 在 河流 湖沼 周围 均 甚 发 达 。 

四 地 自然 植被 保存 较 多 ，_ 般 因 二 形 高 鸡 复 末 ， 气 注 昌 

较 低 ， 但 雨量 却 较 多 ， 湿 度 随 海拔 升 高 而 加 大 ， 为 形成 森 穆 
植被 更 有 利 的 条 件 。 森 林 棕 壤 的 形成 叉 促 进 森 条 的 发 展 。 轴 

以 人 类 活动 前 影响 趋 小 ， 因 而 植物 远 较 平原 为 丰富 。 但 是 ，. 
冬 春 干 痊 和 春 旱 仍然 限制 植物 生长 ， 而 使 土壤 水 分 和 叙 气 温 
度 成 为 限制 植被 分 布 的 重要 因素 。 阳 坡 阳 光 强 烈 ， 蒸 发 旺 
语 ， 土 壤 干 燥 ， 人 罕 气 湿度 小 ， 以 早生 群落 为 主 。 险 坡 日 照 较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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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 度 较 大 ， 以 中 生 和 群落 

为 主 。 二 者 每 成 通明 对 照 。 

目前 阳 坡 残存 林木 较 少 ， 

恢复 森林 较 难 ; 队 坡 残存 
HAWS, We FR HK 
Ss 

阳 坡 一 千 公 尺 以 下 

(至 二 百 公 尺 ) 可 以 形成 大 
IH Yee SB Bie Bk Ca BBE) 

> Ae REE (AREF) 

Git 〈 如 金山 ) ,往往 与 油 

， 松 、 侧 柏 混交 ， 或 与 天 叶 
(图 31) 人 金 沸 章 | SEREL DIRE ARR, 

PEAS IR, MTHEROG. REL KERIO, 
而 草本 层 则 为 白 羊 草 、 黄 营 草 、 隐 子 草 、 蒿 类 及 营 草 等 ， 显 

示 出 这 一 群落 系 从 荆 环 群 落 及 白 草 黄 营 群落 发 展 而 来 。 现 在 
北京 天 片 范 山 阳 坡 以 后 二 类 群落 最 占 优势 (如 大 小 西山 、 金 
Wi, Wwe) . ASU AHA EFI BO oe 

bl, AMY EUL ARE LRH HUA. THe. PERL WAS 

KBR 

AU L#I4004R, FESAFME, whe ATE Ke 

Birk, WAN fete AAR Hk HET ELE Lk, TREAT 

ih BEYER ey REE BE he THK 

200048 REAM EVRA OE (AFF) (图 32) Bet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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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R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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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W, BEI) 。 

— «EER SOUR ROTA RMR RE RR RINK 

kh), FR AARAI RAMEE. oOo. REN PE ((I33), 

黄连 木 等 中 上 层 树种 ， 灌 木 则 为 是 昨 上 根子 、 三 醒 憩 球 〈 图 

34) . ENE. BAK (f35) 等 ， 而 地 被 则 以 苔 草 、 

RAE. RR ADA, 次 生 灌 六 及 草 坡 多 以 这 些 种 类 

占 优势 。 

自 出 殉 至 700 SREB RRR APRS RAS 

枝 林 ， 树 种 境 如 很 多 ， 但 灌木 地 被 的 优势 种 仍 和 前 者 一 样 ， 

首 草 下 中 华 矢 柏 复 地 很 多 。 

700—1000 公 愉 半 在 杨 家 坏 可 发 育 为 辽东 棋 〈 柴 树 ) 、 

RA ERA FAA BEAR (= 8) 〈 图 36) 、 根 〈 二 种 )、 

BS PAWN. FER PIR LARMSEAS, ET 

Shih. FERDUEWI PTA BI Be. BEL WER. FORE 

及 胡 桂 渐 赵 显著， 破坏 以 后 则 发展 为 棱 闭 。 松 林 亦 可 出 现 ， 

一 直上 升 到 1400 公 尺 。 
1100 公 斥 以 上 梭 木 逐渐 加 多 直至 2200 公 尺 RW. A 

AEA) WOE RES. EMRE, “ERR ELE 

云 杉林 破坏 后 所 形成 的 次 生 和 群落 ， 林 内 灌木 以 忍冬 为 主 ， 而 

地 被 则 有 大 小 口袋 、 京 报 春 〈 图 37) . Siete (图 38) 、 鹿 

mS (439) 等 高 山 种 类 及 云 杉林 内 的 标 巾 种 。 

1600 一 2000 公 斥 在 西 灵 出 有 较 好 的 云 杉 林 ， 与 青 村 、 锡 

AB. REA (=F) 及 山 柳 混交 。 林 下 幼 蓝 很多， 灌木 及 草本 

掏 与 欧洲 云 杉林 相似 。 

。 17 。 



三 、 阔 京 附近 的 丰富 植物 考 源 ， 

北京 附近 野生 植物 种 类 虽然 不 多 ,而 且 由 于 开发 历史 久 ， 
具有 大 小 各 种 用 途 的 植物 ， 多 已 受 人 注意 。 近 年 来 ， 还 笨 炎 
由 群众 发 气 了 不 少 。 如 以 金 册 为 例 ，466 PREPAID Oe 
估计 和 约 有 友 维 植物 58 种 ， 油 料 植物 10 种 ， 淀 粉 植物 24 种 ， 菊 
用 植物 91 种 ， 芳 香油 植物 20 种 ， 树 腰 树 脂 植物 6 种 , RBA 
物 可 能 有 2 种 ， 橡 腰 植 物 可 能 有 2 一 3 种 ， 染 料 植物 9 种 ， 单 字 
植物 7 种 ， 杀 虫 植 物 4 种 ， 栓 皮 植物 1 种 ， 此 外 还 有 乌 料 植物 92 
种 ， 野 生 果 类 13 种 ， 观 和 赏 植物 25 种 ， 木 材 绝 多 种 ， 两 项 合共 

402 种 , 占 区 系 植物 92%6 。 当 然 其 中 有 许多 植物 是 身 刀 数 用 
的 。 | 

Chih, FAELBUAKHLRS) BSRRM 
Me, mn. SEM WUTER ERS, HB OE 
毒 ) FQ00RROLAKS, MERA MRE. BREE 
COG, BRALERAGH, KIARA 
A> WHFECAL HE. ERE. HI, GRABLE 
ROC, IAA. Ba (Ae 
EAE). KS WG (140) 适 生 于 刀 碱 潍 地 ， 在 北京 城郊 都 
FTES, MRE, HAR (M41) 究 地 极 多 ， 在 北京 亦 有 藉 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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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可 利用 订 地 种 植 。 在 高 寒山 地 则 可 利用 米 要 【图 和 包 ) . BE 
”楼 、 野 亚麻 、 咎 筋 木 (图 4) 等 。 此 外 幕 卫 大片 存在 的 白 羊 

(44) 、 黄 草 、 各 种 苔 草 也 大 可 利用 ， 据 造 镍 工业 部 站 
说 ， 质 量 均 够 标准 。 

WHEL Ay oh HE Hs La ERE, EH, BSR (AE) 
MEAAM IA, AWE, ME LSE, 黄连 木 、 荆 
4, APPR (PRR, WHEE. 

WOH RK. PAE. UP, AAA, 
BALK AIG MOA. MA HPS ACF AL ARE 
展 的 有 玉 竹 、 黄 精 (45) . BH. AL MOR, eR, 
掌 参 、 沙 参 等 ， 但 须 注 意 保 持 水 土 的 问题 。 

| 攻 用 植物 种 类 最 多 ， 这 是 由 于 华北 地 区 的 攻 用 植物 自古 
己 被 利用 的 煌 故 。 特 殊 值 得 注意 的 有 柴 胡 、 地 黄 、 黄 茶 、 前 
胡 、 防 几 〈 图 46) . SURE, MB. ABH (47). HE 
48) 等 。 因 为 这 些 植 物产 量 多 ， 质 量 好 。 北 五 味 子 在 耳 区 林 
糙 天 可 人 发展， 苏联 很 重视 这 一 补药 ， 它 的 种 子 还 可 榨 油 。 徊 

苦 在 我 国 仅 东 北 华北 有 之 ， 是 治 心肌 病 的 攻 ， 北 京 在 百花 思 
上 可 以 找到 。 独 脚 遭 为 北京 附近 特产 ， 大 党 寺 二 带 比 较 多 。 
pA A SS, RR, A SE. 

FAZER PP ALICIA AY ORL, PERCE HRB. 
Se, PRAHA AR 

橡 爵 及 看 橡 腰 植 物 在 华北 虽 未 肯定 ， 但 本 矛 科 树 皮 中 的 
BRE. FB (49) 的 橡 腰 值 得 研 完 。 

SE Whi OR BDU SEK AABE SS, =P aE 
AL 78 SO HOR P50) BE EFE. (HDF BRE BRE 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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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 得 提取 香精 油 来 进行 研究 。 
单字 植物 如 橡 碗 子 、 大 叶 波 罗 在 低 目 大 可 区 展 ， 后 者 树 

皮 含 单字 在 10% 以 正 。 此 外 黄 模 (图 52)、 BEDE TT OBR 
亦 含 单 宁 

=A ae sot PRE, BES RRA, 
a OL 
BARS, Mae. TSE. 

HARE > PTDL PEALE) BE. 
MPMMTEALEMLEMRS, 其 中 禾 本 科 绝 38 种 ; 豆 科 

2H EL, (AVERSA TEM, He, RRL, 
EX AGS, BIR, MRSS, Khas 

SIA, WEE. WEB. EER, KRRSELREA, 
4 ON ie fA ISE 

BF AEE I SE pe PEAS ALTE LL EES EAR. BES 
PAT EMAMAE MME. RBA ASA 
AEE RT EWM, HEM, ATER EO. Oke 
PANE LOT ZEEE, BEE SEAL FR ALT BL (N53) A 
OH PLD SS Ee eT, WER RE 
初夏 果子 成 熟 ， 便 出 现在 市 场 上 。 

观赏 植物 在 华北 虽 襄 不 多 ， 和 中 国 西南 高 山 比 不 上 ， 但 
较 之 欧美 温带 地 区 药 藏 还 较 丰 富 。 丁 香 〈 图 54) 数 种 有 着 特 
殊 意 义 。 

木材 植物 由 于 华北 森林 号 余 很 少 ， 现 关 得 源 不 在。 北京 
附近 和 无 林 攻 凸 较 多 。 但 平原 耳 蔓 发 展 杨 、 柳 、 松 、 槐 等 速生 
树种 ， 莞 山 精 合 纸 济 植物 首先 发 展 臭 椿 、 构 树 、 桑 ， 杆 、 使 

。22 。 



(图 49) 282 -。 

CSO) HbA “Ci51) 枝子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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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RIS. TEASE HEE WU ES. OE 

i. Ae, AKSRERA, ERUBR GLA SRA 

RI (155) ， 可 以 使 套 源 大 大 丰富 起 来 。 

为 了 美化 首都 ， 届 节气 候 ， 增 加 山区 生产 ， 中 共 北 京 市 

委 于 1958 年 年 初 售 提 出 号 召 ， 全 民 动 员 ， 鼓 足 于 副 ， 力 等 在 

两 年 或 更 多 一 点 时 间 内 ， 把 郊区 葬 山 荡 地 都 绿化 起 来 。 从 19 

58 年 春 即 掀起 了 一 个 声势 沾 大 历史 上 从 来 没有 的 造林 运动 。 

RE. CA, WA, OL. PRR BM LUE, MEW 

地 将 焰 茧 如 海 ， 北 京 植物 的 面貌 将 有 徽 底 地 改变 。 各 种 植物 

资源 将 被 充分 利用 起 来 。 

关于 利用 、 开 发 和 发 展 野 生 有 用 植物 奏 源 ， 现 作 如 下 的 

原则 性 的 建议 : eo bon 

I. 总 的 发 展 方 向 是 高 山 森 林山 ， 低 山花 果 山 ， 平 地 米 粮 
川 。 

2. 因 地 制 宜 ， 就 地 取材 是 总 的 方法 。 

3. 必 须 把 开发 利用 和 保护 发 展 相 糙 合 。 

， 竺 . 要 边 利 用 、 边 改造 、 边 提高 。 

5. 对 野生 植物 的 有 用 特性 要 进行 系 糙 研究 。 
6. 各 化 以后 ， 进 一 步 利 用 小 地 形 小 气候 (如 在 周 家 花园 ， 

竹 和 梧桐 都 生长 很 好 ) BEE ARH, UMAR ORE, AB 
引 称 史 化 南方 的 有 用 植物 ， 进 一 步 丰富 资源 ， 大 有 前 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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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二 我 们 可 以 名 

用 它们 为 社会 主义 服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