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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实地踏查的基础上ꎬ对常熟湿地(包括河流湿地、湖泊湿地和人工湿地)高等植物的物种组成和区系特征

进行分析ꎮ 结果表明:常熟湿地高等植物种类较丰富ꎬ共 １２５ 科 ３４１ 属 ５４１ 种(包括种下分类单位)ꎮ 扣除栽培植

物(含逸生种)后ꎬ调查区域内野生植物 ８２ 科 ２２４ 属 ３５９ 种ꎬ包括苔藓植物 ６ 科 ７ 属 ８ 种ꎬ蕨类植物 ７ 科 ７ 属 ９ 种ꎬ
被子植物 ６９ 科 ２１０ 属 ３４２ 种ꎮ 常熟湿地野生高等植物中优势科包括禾本科(Ｐｏａｃｅａｅ)、菊科(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莎草科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蓼科(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蝶形花科(Ｐａｐｉｌｉｏｎａｃｅａｅ)和唇形科(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ꎮ 常熟湿地野生高等植物在科

级水平有 ７ 种分布区类型和 ２ 种变型ꎬ世界广布型和泛热带分布型的科占比较大ꎬ分别为 ５４.９％和 ２２.０％ꎻ在属级

水平上有 １４ 种分布区类型和 ８ 种变型ꎬ世界分布型、泛热带分布型和北温带分布型的属占比较大ꎬ分别为 ２２.３％、
２３.２％和 １５.２％ꎬ热带成分与温带成分的属的比值(Ｒ / Ｔ)为 ０.９６ꎬ表明常熟湿地野生高等植物区系既有温带特征ꎬ
又有热带特征ꎬ符合其所处的亚热带地域特征ꎮ 常熟湿地野生高等植物中ꎬ水生植物有 ３７ 种ꎬ其中 ２０ 种具有良好

的净化水质作用ꎻ外来入侵植物有 １４ 种ꎬ其中ꎬ喜旱莲子草〔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 (Ｍａｒｔ.) Ｇｒｉｓｅｂ.〕、加拿大一枝

黄花(Ｓｏｌｉｄａｇｏ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 Ｌｉｎｎ.)和凤眼蓝〔Ｅｉｃｈｈｏｒｎｉａ ｃｒａｓｓｉｐｅｓ (Ｍａｒｔ.) Ｓｏｌｍｓ〕危害较大ꎮ 在常熟湿地植物管理和保

护工作中ꎬ建议加强对原生湿地环境和本土湿地植物的保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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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湿地是地球上独特的具有多种功能的生态系统ꎬ
也是自然界中富有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景观和人类重

要的生存环境之一ꎮ 湿地不仅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

提供多种资源ꎬ而且在蓄洪防旱、调节气候、控制土壤

侵蚀、促淤造陆、降解环境污染物、美化环境和维护区

域生态平衡等方面具有其他生态系统不可替代的作

用[１]ꎮ 因此ꎬ湿地对于一个地区的环境具有特殊

意义ꎮ
湿地植物作为湿地生态系统的主要生产者ꎬ在维

持整个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实现湿地的物质供

给、水质净化以及为其他生物提供栖息地等重要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２]ꎮ 了解湿

地植物的种类、分布面积和生物量等是评价湿地资源

价值和生态功能的基础和前提[３]ꎮ
中国具有丰富的湿地植物资源ꎮ 田自强[４] 对中

国 ２０１１ 年之前发表的湿地植物名录整理后ꎬ确定中

国湿地高等植物 ２４１ 科 ８４２ 属 ２ ２０３ 种ꎮ «中国湿地

高等植物图志» [５] 共记载中国湿地高等植物 １６０ 科

４７０ 属 １ ２１７ 种 １６ 亚种 ６３ 变种 １ 变型ꎮ 根据全国第

二次湿地资源调查结果ꎬ中国湿地调查区域的高等植

物种类有 ２３９ 科 １ ２５５ 属 ４ ２２０ 种ꎬ其中湿地植物约

２００ 科 ６９２ 属 ２ ３１５ 种[６]ꎮ 江苏省及周围的华东地区

各省份也先后报道了各自省份的湿地高等植物种类

和区系分析结果ꎬ如汤庚国等[７]在 １９９５ 年和 １９９６ 年

对江苏湿地高等植物的种类和区系的调查结果表明:
江苏湿地高等植物 ４８４ 种 １４ 变种(含栽培种)ꎬ隶属

于 ８１ 科 ２５２ 属ꎮ 江苏湿地高等植物具有区系复杂、
世界分布属占比高、具明显的温带性质和特有成分极

为贫乏等特性ꎮ 根据全国第二次湿地资源调查中对

江苏省的调查结果ꎬ江苏湿地调查区域植物 ５２０ 种ꎬ
隶属于 ９２ 科 ２９０ 属[８]４７ꎮ 上海市有湿地维管植物 ８０
科 ２０９ 属 ３２１ 种[９]ꎮ 浙江省有湿地维管植物 １５７ 科

６０４ 属 １ ４０３ 种(含种下分类单位及栽培种)ꎬ具有亚

热带性质以及亚热带到北温带过渡的区系特征[１０]ꎮ
安徽省共有湿地维管植物 ９５ 科 ３０３ 属 ６８２ 种(含种

下分类单位)ꎬ区系地理成分复杂ꎬ分布区类型多样ꎬ
具有从热带向温带过渡的区系特点[１１]ꎮ 上述研究结

果为华东地区湿地高等植物或维管植物资源研究的

进一步开展提供了前期基础ꎮ 由于植物分布具有明

显的地域性特征ꎬ因此需要积累更多的地区或县级的

湿地生物资源研究资料ꎬ为有针对性地开展湿地生物

多样性保护以及进一步的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ꎮ
遗憾的是ꎬ目前还未见到江苏各县级市湿地植物种类

组成及区系成分的调查报道ꎮ
常熟作为典型的江南水乡ꎬ湿地是其生态系统中

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ꎬ而其中的湿地植物是湿地生物

的基本组分ꎮ 了解常熟湿地植物的种类和区系成分ꎬ
一方面可以积累当地湿地生物的本底资料ꎬ另一方面

也是进行湿地研究、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基础ꎮ 尽管

陈利国[１２]、钟飞[１３]及田苗苗[１４]对长江常熟段湿地植

物群落进行了报道ꎬ但由于沿江湿地与常熟其他湿地

区域环境有所不同ꎬ上述研究结果不能代表整个常熟

湿地植物现状ꎮ 本项目以常熟市 ３ 种主要湿地类型

即河流湿地、湖泊湿地和人工湿地为研究对象ꎬ对常

熟湿地中的高等植物种类、区系组成、水生植物类型

和外来入侵植物状况等进行了研究ꎬ以便为常熟湿地

生物多样性资源保护和管理提供基础资料和决策

依据ꎮ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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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区自然概况和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自然概况

常熟市位于江苏省南部的长江下游南岸沿江开

发带ꎬ东倚太仓市ꎬ西邻无锡市ꎬ南连苏州相城区和昆

山市ꎬ北接张家港市、并临长江与南通市隔江相望ꎮ
地理坐标为东经 １２０° ３３′ ~ １２１° ０３′、北纬 ３１° ３３′ ~
３１°５０′ꎮ 气候为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ꎬ年平

均气温 １５.４ ℃ꎬ极端最低气温－１１.３ ℃ꎬ极端最高气

温 ４０.２ ℃ꎬ年平均降水量 １ １３５.６ ｍｍꎮ
常熟境内水网交织ꎬ水域面积 １３ ３８７. ９６ ｈｍ２ꎮ

常熟境内最大的淡水湖泊为昆承湖ꎬ总面积 １ ７５４.５
ｈｍ２ꎮ 根据常熟市林业站提供的资料ꎬ常熟境内面积

在 ８ ｈｍ２ 以上的自然湿地斑块 ３２４ 个ꎬ湿地面积

２９ ９２１.６１ ｈｍ２ꎬ占全市土地面积的 ２４.３３％ꎮ 常熟境

内湿地类型全面ꎬ包括自然湿地和人工湿地ꎬ其中ꎬ自
然湿地类型包括河流湿地、湖泊湿地和沼泽湿地ꎮ 主

要河流有长江常熟段和望虞河ꎬ占湿地总面积的

４８.１９％ꎻ主要湖泊有昆承湖、尚湖和南湖ꎬ均为永久

性淡水湖ꎬ占湿地总面积的 １１.２３％ꎻ主要沼泽有梅李

镇、海虞镇和碧溪镇的沿江芦苇滩ꎬ均为草本沼泽ꎬ占
湿地总面积的 ２.４３％ꎻ人工湿地以分布在常熟东南部

的沙家浜、辛庄镇的水产养殖场为主ꎮ 目前形成了以

沙家浜国家湿地公园和昆承湖重要湿地为主体的面

积超过 ２ ６００ ｈｍ２的南部生态屏障区ꎬ以尚湖国家城

市湿地公园和南湖省级湿地公园为核心的面积超过

１ ４００ ｈｍ２的西部生态保育区ꎬ以及以长江湿地保护小

区为核心的面积超过 ９ ３００ ｈｍ２的北部生态廊道ꎮ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样地设置方法　 在常熟的重点湿地斑块中共

选取 １３ 个湿地ꎬ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对其

中分布的高等植物种类进行调查研究ꎮ １３ 个湿地的

基本信息见表 １ꎮ 其中河流湿地以长江常熟段和望

虞河为代表ꎬ湖泊湿地以昆承湖、尚湖、南湖、沙家浜

(湖泊)、荷花荡和陶荡等典型湿地为代表ꎬ人工湿地

包括观智村、沉海圩和蒋巷村以及沙家浜和辛庄镇的

人工湿地ꎮ

表 １　 常熟 １３ 个湿地的基本信息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３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ｓｈｕ

湿地名称
Ｎａｍｅ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

经度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纬度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湿地类型
Ｔｙｐｅ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

面积 / ｈｍ２

Ａｒｅａ
长江常熟段 Ｃｈａｎｇｓｈｕ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１２０°４８′ Ｎ３１°４８′ 河流湿地 Ｒｉｖｅｒ ｗｅｔｌａｎｄ １３ ９７６.７
望虞河 Ｗａｎｇｙｕ Ｒｉｖｅｒ Ｅ１２０°４９′ Ｎ３１°４６′ 河流湿地 Ｒｉｖｅｒ ｗｅｔｌａｎｄ ４４３.７
昆承湖 Ｋｕｎｃｈｅｎｇ Ｌａｋｅ Ｅ１２０°４３′ Ｎ３１°３５′ 湖泊湿地 Ｌａｋ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 １ ７５４.５
尚湖 Ｓｈａｎｇｈｕ Ｌａｋｅ Ｅ１２０°４０′ Ｎ３１°３８′ 湖泊湿地 Ｌａｋ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 １ ０８２.０
南湖 Ｎａｎｈｕ Ｌａｋｅ Ｅ１２０°３６′ Ｎ３１°３６′ 湖泊湿地 Ｌａｋ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 ５２２.５
沙家浜(湖泊)Ｓｈａｊｉａｂ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Ｅ１２０°４７′ Ｎ３１°３３′ 湖泊湿地 Ｌａｋ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 ４２４.９
荷花荡 Ｈｅｈｕａ Ｐｏｎｄ Ｅ１２０°４２′ Ｎ３１°３１′ 湖泊湿地 Ｌａｋ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 ２７.０
陶荡 Ｔａｏ Ｐｏｎｄ Ｅ１２０°４０′ Ｎ３１°３３′ 湖泊湿地 Ｌａｋ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 ９６.８
观智村 Ｇｕａｎｚｈｉ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Ｅ１２０°５２′ Ｎ３１°３７′ 人工湿地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 ４５.６
沉海圩 Ｃｈｅｎｈａｉｗｅｉ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Ｅ１２０°４６′ Ｎ３１°４４′ 人工湿地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 １２２.０
蒋巷村 Ｊｉａｎｇｘｉａｎ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Ｅ１２０°５９′ Ｎ３１°４３′ 人工湿地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 １３.３
沙家浜水产养殖场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ｆａｒｍｓ ｉｎ Ｓｈａｊｉａｂａｎｇ Ｅ１２０°４３′ Ｎ３１°３４′ 人工湿地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 ９.６
辛庄镇水产养殖场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ｆａｒｍｓ ｉｎ Ｘｉｎｚｈｕａｎｇ Ｔｏｗｎ Ｅ１２０°４２′ Ｎ３１°３１′ 人工湿地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 ９７.６

１.２.２　 植物种类调查方法 　 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ꎬ按照春、夏、秋、冬 ４ 个季节ꎬ采用踏查法和样

地法对研究地的湿地高等植物进行采集、拍照和记

录ꎬ带回实验室后ꎬ进行种类鉴定、区系分析和标本制

作等ꎮ 采用样方法对常熟各湿地进行调查ꎬ先通过网

上的经纬图ꎬ确定调查路线ꎬ按照预定路线每隔 ５００~
１ ０００ ｍ 设置 １ 个样地ꎮ 每个样地设置 ３ 或 ４ 个样

方ꎬ草本植物样方面积 １ ~ ４ ｍ２ꎬ木本植物样方面积

１６ ｍ２ꎬ由 ３ 组调查人员在样方的不同方向做样方调

查记录ꎮ 对于面积比较小的湿地斑块则采用步行环

绕湿地ꎬ随机确定样方ꎮ 对于建成的湿地公园如沙家

浜国家湿地公园、尚湖国家湿地公园和南湖省级湿地

公园等ꎬ则按照靠近水边的游览路线建立样方ꎮ 共设

置 ２３３ 个样方ꎬ包括 ２２４ 个草本样方和 ９ 个木本样

方ꎬ其中ꎬ长江常熟段和望虞河共 １３ 个样方ꎬ昆承湖

８１ 个样方ꎬ尚湖 ５３ 个样方ꎬ南湖 １８ 个样方ꎬ沙家浜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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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３１ 个样方ꎬ其他湿地面积较小ꎬ荷花荡和陶荡

共 ６ 个样方ꎬ观智村、沉海圩和蒋巷村分别设置 １１、８
和 １２ 个样方ꎬ沙家浜和辛庄镇水产养殖场因条件限

制未设置样方ꎮ
标本保存于常熟理工学院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植物学实验室ꎬ依据植物分类与进化的经典参考工具

书以及中国植物图像库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ｐｌａｎｔｐｈｏｔｏ.
ｃｎ / )、中国湿地植物数据库(ｈｔｔｐ:∥ｚｇｓｄｚｗ. ｃｏｍ / )和

中国自然标本馆(ｈｔｔｐ:∥ｃｆｈ.ａｃ.ｃｎ / ｄｅｆａｕｌｔ.ｈｔｍｌ)等网

站和电子资料进行物种鉴定ꎮ 按照恩格勒系统对植

物种类进行排序ꎮ
１.２.３　 地理成分分析方法　 依据文献[１５－１８]ꎬ对苔

藓植物科、属的地理成分进行分析ꎮ 依据臧得奎[１９]

和吴征镒等[２０ꎬ２１] 的文献ꎬ对常熟湿地中蕨类植物和

被子植物科、属的地理成分进行分析ꎮ
１.２.４　 水生植物分析方法　 根据«中国水生植物»对
水生植物及生活型的定义ꎬ并结合野外勘察和踏查中

对各个湿地调查地点水生植物的观察ꎬ确定常熟水生

植物的数量、生活型以及具有净化功能的水生植物ꎮ
１.２.５　 外来入侵植物分析方法　 根据野外实地调查

情况ꎬ参考«中国第一批外来入侵物种名单»«中国第

二批外来入侵物种名单»«中国第三批外来入侵物种

名单»«中国第四批外来入侵物种名单»ꎬ对常熟湿地

高等植物中外来入侵植物的种类及比例进行统计和

计算ꎮ

２　 结果和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常熟湿地高等植物共有 ５４１ 种

(包括种下分类单位)ꎬ隶属于 １２５ 科 ３４１ 属ꎮ 扣除栽

培植物(含逸生种)ꎬ共有 ８２ 科 ２２４ 属 ３５９ 种野生植

物(附录Ⅰ)ꎬ包括苔藓植物 ６ 科 ７ 属 ８ 种ꎬ蕨类植物

７ 科 ７ 属 ９ 种ꎬ被子植物 ６９ 科 ２１０ 属 ３４２ 种ꎬ被子植

物包括双子叶植物 ５６ 科 １５０ 属 ２５０ 种和单子叶植物

１３ 科 ６０ 属 ９２ 种ꎮ 栽培植物共有 ７６ 科 １３９ 属 １８２ 种

(附录Ⅱ)ꎮ
２.１　 常熟湿地野生高等植物的物种组成

２.１.１　 科内种的组成　 结果(表 ２)显示:在常熟湿地

野生高等植物 ８２ 科中ꎬ含 ３０ 种及以上的科有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 (３０ 属 ４４ 种)和菊科(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２３ 属

４１ 种)ꎻ含 １０ ~ ２９ 种的科有 ４ 个ꎬ分别为莎草科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８ 属 ２２ 种)、蓼科(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３ 属

２１ 种)、蝶形花科(Ｐａｐｉｌｉｏｎａｃｅａｅ) (１１ 属 １６ 种)和唇

形科(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９ 属 １１ 种)ꎬ以上 ６ 科组成了常熟

湿地野生高等植物的优势科ꎮ 含 ２~９ 种的科在总科

数和总种数中的比例均为最大ꎬ分别占总科数和总种

数的 ５０.０％和 ４７.１％ꎬ是常熟湿地野生高等植物的主

要类型ꎮ 只含 １ 种的科数仅次于含 ２ ~ ９ 种的科数ꎬ
但占总种数的比例较小ꎬ分别占总科数和总种数的

４２.７％和 ９.７％ꎮ

表 ２　 常熟湿地野生高等植物科内种、科内属、属内种的组成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ｆａｍｉｌｙꎬ ｇｅｎｅｒａ ｉｎ ｆａｍｉｌｙꎬ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ｇｅｎｕｓ ｏｆ ｗｉｌ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ｓｈｕ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科内含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ｆａｍｉｌｙ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所占比例 /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所占比例 /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３０ ２ ２.４ ８５ ２３.７
１０－２９ ４ ４.９ ７０ １９.５
２－９ ４１ ５０.０ １６９ ４７.１
１ ３５ ４２.７ ３５ ９.７

科内含属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ｉｎ ｆａｍｉｌｙ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所占比例 /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所占比例 /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１０ ３ ３.７ ６４ ２８.６
５－９ ７ ８.５ ４７ ２１.０
２－４ ２３ ２８.０ ６４ ２８.６
１ ４９ ５９.８ ４９ ２１.９

属内含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ｇｅｎｕｓ

属　 Ｇｅｎｕ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所占比例 /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所占比例 /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１０ １ ０.４ １５ ４.２
６－９ ３ １.３ ２４ ６.７
２－５ ６１ ２７.２ １６１ ４４.８
１ １５９ ７１.０ １５９ ４４.３

２.１.２　 科内属的组成　 结果(表 ２)显示:在常熟湿地

野生高等植物 ８２ 科中ꎬ含 １０ 属及以上的科有 ３ 个ꎬ
分别为禾本科(３０ 属)、菊科(２３ 属)和蝶形花科(１１
属)ꎻ含 ５~９ 属的科有 ７ 个ꎬ分别为唇形科(９ 属)、莎
草科 ( ８ 属)、 伞形科 ( Ａｐｉａｃｅａｅ) ( ８ 属)、 石竹科

(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６ 属)、蔷薇科(Ｒｏｓａｃｅａｅ)(６ 属)、
大戟 科 (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 ( ５ 属 ) 和 十 字 花 科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ｃｅａｅ)(５ 属)ꎮ 含 ５ 属及以上的科有 １０ 个ꎬ
包含 １１１ 属ꎬ分别占总科数和总属数的 １２.２％ 和

４９.６％ꎮ含 １ ~ ４ 属的科有 ７２ 个ꎬ包含 １１３ 属ꎬ分别占

总科数和总属数的 ８７.８％和 ５０.４％ꎮ
２.１.３　 属内种的组成　 结果(表 ２)显示:在常熟湿地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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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高等植物 ２２５ 属中ꎬ含 １０ 种及以上的属只有

１ 个ꎬ即蓼属(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Ｌｉｎｎ.) (１５ 种)ꎬ分别占总属

数和总种数的 ０.４％和 ４.２％ꎮ 含 ６~９ 种的属有 ３ 个ꎬ
分别为蒿属(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Ｌｉｎｎ.) (９ 种)、莎草属(Ｃｙｐｅｒｕｓ
Ｌｉｎｎ.)(９ 种)和野豌豆属(Ｖｉｃｉａ Ｌｉｎｎ.) (６ 种)ꎬ分别

占总属数和总种数的 １.３％和 ６.７％ꎮ 含 ２ ~ ５ 种的属

有 ６１ 个ꎬ包含 １６１ 种ꎬ分别占总属数和总种数的

２７.２％和 ４４.８％ꎮ 只含 １ 种的属有 １５９ 个ꎬ分别占总

属数和总种数的 ７１.０％和 ４４.３％ꎮ
根据国家林业局和农业部颁布的«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和(第二批)ꎬ常熟湿地有

国 家 二 级 保 护 植 物 ２ 种ꎬ 分 别 为 粗 梗 水 蕨

〔 Ｃｅｒａｔｏｐｔｅｒｉｓ ｐｔｅｒｉｄｏｉｄｅｓ ( Ｈｏｏｋ.) Ｈｉｅｒｏｎ.〕 和 绶 草

〔Ｓｐｉｒａｎｔｈｅ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Ｐｅｒｓ.) Ａｍｅｓ〕ꎮ
２.２　 常熟湿地野生高等植物的地理成分分析

２.２.１　 苔藓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　 常熟苔藓植物分

为 ４ 种分布区类型ꎬ其中ꎬ世界分布型包括葫芦藓

( Ｆｕｎａｒｉａ ｈｙｇｒ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Ｈｅｄｗ.) 和 地 钱 ( Ｍａｒｃｈａｎｔｉａ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ａ Ｌｉｎｎ.)ꎬ泛热带分布型包括长叶提灯藓

(Ｍｎｉｕｍ ｌｙｃｏｐｏｄｉｏｉｏｄｅｓ Ｓｃｈｗａｅｇｒ.) 和 狭 叶 葫 芦 藓

〔Ｆｕｎａｒｉａ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ａ (Ｄｉｃｋｓ.) Ｌｉｎｄｂ.〕ꎬ热带亚洲分布

型包括小口小石藓 〔Ｗｅｉｓｉａ ｍｉｃｒｏｓｔｏｍａ (Ｈｅｄｗ.) Ｃ.
Ｍｕｅｌｌ.〕 和小扭口藓 〔 Ｓｅｍｉｂａｒｂｕｌ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Ｗｅｂ.)
Ｗｉｊｋ ｅｔ Ｍａｒｇ.〕ꎬ 北温带分布型包括细叶小羽藓

〔Ｈａｐｌｏｃｌａｄｉｕｍ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Ｈｅｄｗ.) Ｂｒｏｔｈ.〕和长蒴

藓(Ｔｒｅｍａｔｏｄｏｎ ｌｏｎｇｉｃｏｌｌｉｓ Ｍｉｃｈｘ.)ꎮ
２.２.２　 野生高等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　 常熟湿地野

生高等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见表 ３ꎮ 由表 ３ 可见:常
熟湿地野生高等植物分属于 ７ 种分布区类型和 ２ 种

变型ꎬ其中ꎬ一半以上的科为世界广布型(５４.９％)ꎬ泛
热带分布型的科占比为 ２２.０％ꎬ而其余分布区类型科

的占比均在 １０％以下ꎮ 说明常熟湿地野生高等植物

中ꎬ世界广布型科占主导地位ꎬ并且与热带成分有广

泛联系ꎮ

表 ３　 常熟湿地野生高等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ａｒｅａｌ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ｉｌ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ｓｈｕ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分布区类型
Ａｒｅａｌ ｔｙｐｅ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所占比例 /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所占比例 /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１. 世界广布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４５ ５４.９ ２９１ ８１.１
２. 泛热带分布 Ｐａｎｔｒｏｐｉｃ １８ ２２.０ ３４ ９.５
　 ２Ｓ. 以南半球为主的泛热带分布 Ｐａｎｔｒｏｐｉｃ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Ｓ.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２ ２.４ ３ ０.８
３. 东亚(热带、亚热带)及热带南美间断分布 Ｔｒｏｐ. ＆ Ｓｕｂｔｒ. Ｅ. Ａｓｉａ ＆ (Ｓ.) Ｔｒｏｐ.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４ ４.９ ６ １.７
４. 旧世界热带分布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ｏｐ. １ １.２ ３ ０.８
８. 北温带分布 Ｎ. Ｔｅｍｐ. ４ ４.９ １０ ２.８
　 ８－４. 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分布 Ｎ. Ｔｅｍｐ. ＆ Ｓ. Ｔｅｍｐ.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５ ６.１ ９ ２.５
９. 东亚及北美间断分布 Ｅ. Ａｓｉａ ＆ Ｎ.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 １.２ １ ０.３
１０. 旧世界温带分布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ｅｍｐ. ２ ２.４ ２ ０.６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８２ １００.０ ３５９ １００.０

２.２.３　 野生高等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常熟湿地野

生高等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表 ４ꎮ 由表 ４ 可见:常熟

湿地野生高等植物分属于 １４ 种分布区类型和 ８ 种变

型ꎬ其中ꎬ世界分布型、泛热带分布型和北温带分布型

的属占比较大ꎬ分别为 ２２.３％、２３.２％和１５.２％ꎮ 热带

成分与温带成分的属的比值(Ｒ / Ｔ)为 ０.９６ꎬ温带成分

略占优势ꎬ表明常熟湿地野生高等植物区系既有温带

特征ꎬ又有热带特征ꎬ符合其所处的亚热带地域特征ꎮ
２.３　 常熟湿地野生高等植物中水生植物种类

结果(表 ５)显示:常熟湿地野生高等植物中共有

水生植物 ３７ 种ꎬ隶属于 １９ 科 ２９ 属ꎬ占常熟湿地野生

高等植物总种数的 １０.３％ꎮ 其中ꎬ挺水型水生植物最

多(１８ 种)ꎬ沉水型、浮叶型和漂浮型水生植物分别有

１１、２ 和 ６ 种ꎮ
常熟湿地水生植物中有 ２０ 种具有净化功能ꎬ包

括大茨藻 (Ｎａｊａｓ ｍａｒｉｎａ Ｌｉｎｎ.)、浮萍 ( Ｌｅｍｎａ ｍｉｎｏｒ
Ｌｉｎｎ.)、紫萍〔Ｓｐｉｒｏｄｅｌａ ｐｏｌｙｒｈｉｚａ (Ｌｉｎｎ.) Ｓｃｈｌｅｉｄ.〕、芦
竹( Ａｒｕｎｄｏ ｄｏｎａｘ Ｌｉｎｎ.)、芦苇 〔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Ｃａｖ.) Ｔｒｉｎ. ｅｘ Ｓｔｅｕｄ.〕、菰〔Ｚｉｚａｎｉａ 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ａ (Ｇｒｉｓｅｂ.)
Ｔｕｒｃｚ. ｅｘ Ｓｔａｐｆ〕 、槐叶蘋 〔 Ｓａｌｖｉｎｉａ ｎｕｔａｎｓ ( Ｌｉｎｎ.)
Ａｌｌ. 〕 、金鱼藻 ( Ｃｅｒａｔ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ｄｅｍｅｒｓｕｍ Ｌｉｎｎ. ) 、
水龙〔 Ｌｕｄｗｉｇｉａ ａｄｓｃｅｎｄｅｎｓ ( Ｌｉｎｎ. ) Ｈａｒａ〕 、满江红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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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常熟湿地野生高等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ａｒｅａｌ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ｏｆ ｔｈｅ ｗｉｌ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ｓｈｕ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分布区类型
Ａｒｅａｌ ｔｙｐｅ

属　 Ｇｅｎｅｒａ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所占比例 /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所占比例 /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１. 世界分布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５０ ２２.３ １１６ ３２.３
２. 泛热带分布 Ｐａｎｔｒｏｐｉｃ ５２ ２３.２ ７４ ２０.６
　 ２－１. 热带亚洲、大洋洲(至新西兰)和中至南美洲(或墨西哥)间断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ꎬ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 ｔｏ Ｎ. Ｚ.) ＆ Ｃ. ｔｏ Ｓ. Ａｍｅｒ. (ｏｒ Ｍｅｘｉｃｏ)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 ０.４ １ ０.３

　 ２－２. 热带亚洲、非洲和中至南美洲间断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ꎬ Ａｆｒ. ＆ Ｃ. ｔｏ Ｓ.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 ０.４ １ ０.３
３.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 ＆ Ｔｒｏｐ.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８ ３.６ ８ ２.２
４. 旧世界热带分布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ｏｐ. ６ ２.７ ６ １.７
　 ４－１. 热带亚洲、非洲(或东非ꎬ马达加斯加)和大洋洲间断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ꎬ Ａｆｒ. ( ｏｒ Ｅ. Ａｆｒ.ꎬ

Ｍａｄａｇ.)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３ １.３ ３ ０.８

５. 热带亚洲和热带大洋洲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 ＆ Ｔｒｏｐ.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４ １.８ ７ １.９
６.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 ｔｏ Ｔｒｏｐ. Ａｆｒ. ４ １.８ ６ １.７
７. 热带亚洲(印度、马来西亚)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 (Ｉｎｄｏｍａｌ.) ６ ２.７ ８ ２.２
８. 北温带分布 Ｎ. Ｔｅｍｐ. ３４ １５.２ ５６ １５.６
　 ８－４. 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泛温带)分布 Ｎ. Ｔｅｍｐ. ＆ Ｓ. Ｔｅｍｐ.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Ｐａｎ￣ｔｅｍｐ.”) １２ ５.４ ２４ ６.７
　 ８－５. 欧亚和温带南美洲间断分布 Ｅｕｒａｓｉａ ＆ Ｔｅｍｐ. Ｓ.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 ０.４ ２ ０.６
９. 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 Ｅ. Ａｓ. ＆ Ｎ.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７ ３.１ ７ １.９
１０. 旧世界温带分布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ｅｍｐ. １５ ６.７ １７ ４.７
　 １０－１. 地中海、西亚(或中亚)和东亚间断分布 Ｍｅｄｉｔ.ꎬ Ｗ. Ａｓ. (ｏｒ Ｃ. Ａｓｉａ) ＆ Ｅ. Ａｓｉ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２
　

０.９
　

１
　

０.３
　

　 １０－３. 欧亚和南部非洲(有时还有大洋洲)间断分布 Ｅｕｒａｓｉａ ＆ Ｓ. Ａｆｒ.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ａｌｓｏ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２ ０.９ ２ ０.６

１１. 温带亚洲分布 Ｔｅｍｐ. Ａｓ. ２ ０.９ ３ ０.８
１２. 地中海、西至中亚分布 Ｍｅｄｉｔ.ꎬ Ｗ. ｔｏ Ｃ. Ａｓ. １ ０.４ １ ０.３
１４. 东亚分布(东喜马拉雅－日本) Ｅ. Ａｓ. １０ ４.５ １３ ３.６
　 １４(ＳＪ) . 中国－日本分布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 ２ ０.９ ２ ０.６
１５. 中国特有分布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１ ０.４ １ ０.３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２４ １００.０ ３５９ １００.０

表 ５　 常熟湿地野生高等植物中水生植物生态习性类型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５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ａｂｉｔｓ ｏｆ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ｗｉｌ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ｓｈｕ ｗｅｔｌａｎｄ

水生植物类型
Ｔｙｐｅ ｏｆ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ｌａｎｔｓ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所占比例 /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挺水型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ｔｙｐｅ １８ ５.０ 喜旱莲子草 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ꎬ 莲子草 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ｓｅｓｓｉｌｉｓꎬ 千屈菜 Ｌｙｔｈｒｕｍ
ｓａｌｉｃａｒｉａꎬ水龙 Ｌｕｄｗｉｇｉａ ａｄｓｃｅｎｄｅｎｓꎬ细果草龙 Ｌｕｄｗｉｇｉａ ｌｅｐｔｏｃａｒｐａꎬ黄花水龙 Ｌｕｄｗｉｇｉａ
ｐｅｐｌｏｉｄｅｓ ｓｕｂｓｐ. ｓｔｉｐｕｌａｃｅａꎬ水芹 Ｏｅｎａｎｔｈｅ ｊａｖａｎｉｃａꎬ香附子 Ｃｙｐｅｒｕｓ ｒｏｔｕｎｄｕｓꎬ庐山藨草
Ｓｃｉｒｐｕｓ ｌｕ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ꎬ三棱水葱 Ｓｃｈｏｅｎｏｐｌｅｃｔｕｓ ｔｒｉｑｕｅｔｅｒꎬ芦竹 Ａｒｕｎｄｏ ｄｏｎａｘꎬ芦苇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ꎬ南荻 Ｍｉｓｃａｎｔｈｕｓ ｌｕｔａｒｉｏｒｉｐａｒｉｕｓꎬ荻 Ｍｉｓｃａｎｔｈｕｓ 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ｆｌｏｒｕｓꎬ菰 Ｚｉｚａｎｉａ 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ａꎬ香
蒲 Ｔｙｐｈ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ꎬ水烛 Ｔｙｐｈａ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ꎬ粉绿狐尾藻 Ｍｙｒｉ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ａｑｕａｔｉｃｕｍ

沉水型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ｔｙｐｅ １１ ３.１ 竹节水松 Ｃａｂｏｍｂａ ｃａｒｏｌｉｎｉａｎａꎬ金鱼藻 Ｃｅｒａｔ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ｄｅｍｅｒｓｕｍꎬ黄花狸藻 Ｕ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ｉａ
ａｕｒｅａꎬ黑藻 Ｈｙｄｒｉｌｌａ 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ꎬ苦草 Ｖａｌｌｉｓｎｅｒｉａ ｎａｔａｎｓꎬ蓖齿眼子菜 Ｓｔｕｃｋｅｎｉａ ｐｅｃｔｉｎａｔａꎬ竹
叶眼子菜 Ｐｏｔａｍｏｇｅｔｏｎ ｗｒｉｇｈｔｉｉꎬ菹草 Ｐｏｔａｍｏｇｅｔｏｎ ｃｒｉｓｐｕｓꎬ大茨藻 Ｎａｊａｓ ｍａｒｉｎａꎬ穗状狐尾
藻 Ｍｙｒｉ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ｓｐｉｃａｔｕｍꎬ狐尾藻 Ｍｙｒｉ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ｕｍ

浮叶型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ｌｅａｆ ｔｙｐｅ ２ ０.６ 凤眼蓝 Ｅｉｃｈｈｏｒｎｉａ ｃｒａｓｓｉｐｅｓꎬ水鳖 Ｈｙｄｒｏｃｈａｒｉｓ ｄｕｂｉａ
漂浮型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ｔｙｐｅ ６ １.７ 满江红 Ａｚｏｌｌ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 ｓｕｂｓｐ. ａｓｉａｔｉｃａꎬ槐叶蘋 Ｓａｌｖｉｎｉａ ｎｕｔａｎｓꎬ浮萍 Ｌｅｍｎａ ｍｉｎｏｒꎬ紫萍

Ｓｐｉｒｏｄｅｌａ ｐｏｌｙｒｈｉｚａꎬ芜萍 Ｗｏｌｆｆｉａ ａｒｒｈｉｚａꎬ粗梗水蕨 Ｃｅｒａｔｏｐｔｅｒｉｓ ｐｔｅｒｉｄｏｉｄｅｓ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３７ １０.３

(Ａｚｏｌｌ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 ｓｕｂｓｐ. ａｓｉａｔｉｃａ Ｒ. Ｍ. Ｋ.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 ｅｔ Ｋ.
Ｆｏｗｌｅｒ)、 千 屈 菜 ( Ｌｙｔｈｒｕｍ ｓａｌｉｃａｒｉａ Ｌｉｎｎ.)、 黑 藻

〔 Ｈｙｄｒｉｌｌａ 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 ( Ｌｉｎｎ. ｆ.) Ｒｏｙｌｅ 〕、 苦 草

〔 Ｖａｌｌｉｓｎｅｒｉａ ｎａｔａｎｓ ( Ｌｏｕｒ.) Ｈａｒａ 〕、 喜 旱 莲 子 草

〔 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 ( Ｍａｒｔ.) Ｇｒｉｓｅｂ.〕、 水 烛

( Ｔｙｐｈａ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 Ｌｉｎｎ.)、 香 蒲 ( Ｔｙｐｈ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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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ｌ)、穗状狐尾藻(Ｍｙｒｉ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ｓｐｉｃａｔｕｍ Ｌｉｎｎ.)、菹
草 ( Ｐｏｔａｍｏｇｅｔｏｎ ｃｒｉｓｐｕｓ Ｌｉｎｎ.)、 竹 叶 眼 子 菜

( Ｐｏｔａｍｏｇｅｔｏｎ ｗｒｉｇｈｔｉｉ Ｍｏｒｏｎｇ ) 和 蓖 齿 眼 子 菜

〔Ｓｔｕｃｋｅｎｉａ ｐｅｃｔｉｎａｔａ (Ｌｉｎｎ.) Ｂöｒｎｅｒ〕ꎬ这些植物多数

对重金属离子和有机物有良好的富集吸收和降解功

能ꎬ部分植物还可以去除氮、磷、氨ꎬ具有减轻水体富

营养化和净化污水的能力ꎮ
２.４　 常熟湿地野生高等植物中外来入侵植物种类

常熟湿地野生高等植物中共有外来入侵植物 １４
种ꎬ占常熟湿地野生高等植物总种数的 ３.９％ꎬ其中ꎬ
菊科外来入侵植物最多ꎬ达 ７ 种ꎬ分别为加拿大一枝

黄花 ( Ｓｏｌｉｄａｇｏ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 Ｌｉｎｎ.)、一年蓬 〔 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ａｎｎｕｕｓ ( Ｌｉｎｎ.) Ｐｅｒｓ.〕、 钻叶紫菀 〔 Ｓｙｍｐｈｙｏｔｒｉｃｈｕｍ
ｓｕｂｕｌａｔｕｍ ( Ｍｉｃｈｘ.) Ｇ. Ｌ. Ｎｅｓｏｍ 〕、 苏 门 白 酒 草

( 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ｓｕｍａｔｒｅｎｓｉｓ Ｒｅｔｚ.)、 小 蓬 草 ( 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 Ｌｉｎｎ.)、大狼杷草(Ｂｉｄｅｎｓ ｆｒｏｎｄｏｓａ Ｌｉｎｎ.)和
三叶鬼针草(Ｂｉｄｅｎｓ ｐｉｌｏｓａ ｖａｒ. ｐｉｌｏｓａ Ｌｉｎｎ.)ꎻ其他６ 种

分别为苋科 (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的喜旱莲子草、藜科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的土荆芥 〔Ｄｙｓｐｈａｎｉａ ａｍｂｒｏｓｉｏｉｄｅｓ
( Ｌｉｎｎ.) Ｍｏｓｙａｋｉｎ ｅｔ Ｃｌｅｍａｎｔｓ 〕、 旋 花 科

( 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ａｃｅａｅ ) 的 圆 叶 牵 牛 〔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ｐｕｒｐｕｒｅａ
(Ｌｉｎｎ.) Ｒｏｔｈ〕、雨久花科(Ｐｏｎｔｅｄｅｒｉａｃｅａｅ)的凤眼蓝

〔 Ｅｉｃｈｈｏｒｎｉａ ｃｒａｓｓｉｐｅｓ ( Ｍａｒｔ.) Ｓｏｌｍｓ 〕、 莼 菜 科

(Ｃａｂｏｍｂａｃｅａｅ)的竹节水松(Ｃａｂｏｍｂａ ｃａｒｏｌｉｎｉａｎａ Ａ.
Ｇｒａｙ) 以 及 商 陆 科 ( 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ｃｅａｅ ) 的 美 洲 商 陆

(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Ｌｉｎｎ.)ꎮ

３　 讨　 　 论

３.１　 常熟湿地高等植物种类

汤庚国等[７]在 １９９５ 年和 １９９６ 年对江苏湿地植

物种类和区系的调查分析结果表明:江苏湿地共有高

等植物 ８１ 科 ２５２ 属 ４８４ 种 １４ 变种(含栽培种)ꎬ具有

区系复杂、世界分布型属占比高、温带性质明显和特

有成分极为贫乏等特性ꎮ 根据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３ 年的

全国第二次湿地资源调查结果[８]４８ꎬ４９ꎬ江苏湿地高等

植物增加至 ９２ 科 ２９０ 属 ５２０ 种ꎬ与汤庚国等[７] 调查

分析的区系分布类型变化不大ꎬ但值得注意的是ꎬ江
苏多数湿地植物群落优势种明显ꎬ覆盖度大ꎬ其中不

乏外来入侵植物ꎬ如互花米草 ( Ｓｐａｒｔｉｎａ ａｌｔｅｒｎｉｆｌｏｒａ
Ｌｏｉｓ.)、喜旱莲子草和钻叶紫菀等ꎮ 根据本研究的调

查结果ꎬ常熟湿地共有高等植物 １２５ 科 ３４１ 属 ５４１ 种

(包括种下分类单位)ꎬ其中ꎬ野生植物 ８２ 科 ２２４ 属

３５９ 种ꎬ栽培植物(含逸生种)７６ 科 １３９ 属 １８２ 种ꎬ野
生植物与栽培植物种数的比例约为 ２ ∶ １ꎮ 本调查结

果的种数较上述调查结果有所增加ꎬ这与其栽培植物

种类所占比例较大有关ꎬ本调查中包含昆承湖、尚湖、
南湖和沙家浜 ４ 个国家级或省级湿地公园ꎬ公园中湿

地植物引种丰富ꎬ栽培植物种类多ꎮ 沈琪等[２２] 的调

查结果显示:杭州西溪湿地共有维管植物 ５１１ 种ꎬ绍
兴镜湖湿地共有维管植物 ３８４ 种ꎬ这 ２ 个湿地都是在

原来稻田和鱼塘的基础上通过人为种植和辅助自然

修复等措施重建起来的ꎬ存在植物种类多但属于自然

湿地的植物种类比例较低的问题ꎮ 常熟湿地与杭州

西溪和绍兴镜湖同处于亚热带东北部地区ꎬ最大的不

同在于常熟的湿地公园都是在原生湿地的基础上经

过退耕还湖等措施逐步建立起来的ꎮ 建议常熟在湿

地公园建设和管理中充分发挥湿地公园为原生湿地

的天然优势ꎬ大力加强对原生湿地环境和本土湿地植

物资源的保护ꎬ同时需要注意全球气候变暖和中生植

物入侵湿地等可能造成的湿地干旱化的问题ꎬ此外ꎬ
可以通过适度人类和生物的干预活动来维护湿地的

生物多样性ꎮ
３.２　 常熟湿地高等植物中水生植物资源

常熟湿地高等植物中水生植物共有 ５４ 种ꎬ包括

野生水生植物 ３７ 种和栽培水生植物 １７ 种ꎮ 野生水

生植物中分布较广的种类有芦苇、菰、水烛、芦竹、狐
尾藻(Ｍｙｒｉ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ｕｍ Ｌｉｎｎ.)、金鱼藻、满江

红、浮萍、槐叶蘋和水鳖 〔Ｈｙｄｒｏｃｈａｒｉｓ ｄｕｂｉａ ( Ｂｌ.)
Ｂａｃｋｅｒ〕等ꎮ 菰、莲 (Ｎｅｌｕｍｂｏ ｎｕｃｉｆｅｒａ Ｇａｅｒｔｎ.)、芡实

(Ｅｕｒｙａｌｅ ｆｅｒｏｘ Ｓａｌｉｓｂ.)、华夏慈姑 〔 Ｓａｇｉｔｔａｒｉａ ｔｒｉｆｏｌｉａ
ｓｕｂｓｐ. ｌｅｕｃｏｐｅｔａｌａ ( Ｍｉｑ.) Ｑ. Ｆ. Ｗａｎｇ 〕、 荸 荠

〔Ｅｌｅｏｃｈａｒｉｓ ｄｕｌｃｉｓ (Ｂｕｒｍ. ｆ.) Ｔｒｉｎ ｅｘ Ｈｅｎｓｃｈ.〕和欧菱

(Ｔｒａｐａ ｎａｔａｎｓ Ｌｉｎｎ.)等属于苏南代表性传统食物“水
八仙”中的种类ꎮ 芦竹和芦苇是沙家浜湿地生态系

统的基础ꎬ不仅能净化水质ꎬ还可为沙家浜众多的鸟

类提供栖息空间ꎮ 莲、 睡莲 ( Ｎｙｍｐｈａｅａ ｔｅｔｒａｇｏｎａ
Ｇｅｏｒｇｉ)和蒲苇〔Ｃｏｒｔａｄｅｒｉａ ｓｅｌｌｏａｎａ (Ｓｃｈｕｌｔ.) Ａｓｃｈｅｒｓ.
ｅｔ Ｇｒａｅｂｎ.〕等都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ꎮ 另外ꎬ有 ２０
种水生植物有良好的净化水质作用ꎮ 如一些沉水植

物能够明显降低水体中的氮磷营养盐及有机物ꎬ改善

水体溶解氧和透明度ꎬ抑制藻类生长[２３]ꎮ
３.３　 常熟湿地中的外来入侵植物

本次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常熟湿地中有 １４ 种外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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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入侵植物ꎬ与戴惠忠[２４] 报道的常熟湿地入侵植物

种类共有 ５０ 种存在差异ꎬ这是由于戴惠忠主要依据

«中国外来入侵植物名录»ꎬ统计参照标准不同ꎮ 林

敏等[２５]于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对苏州地区不同生境中

的外来入侵植物进行了调查ꎬ分析发现加拿大一枝黄

花、一年蓬和喜旱莲子草的入侵程度排在前 ３ 位ꎬ本
调查结果与之吻合ꎮ

常熟湿地 １４ 种外来入侵植物中ꎬ喜旱莲子草和

加拿大一枝黄花对常熟湿地的生态威胁较大ꎬ凤眼蓝

在局部地区泛滥生长ꎬ喜旱莲子草在各湿地调查点均

有发现ꎮ 据统计ꎬ喜旱莲子草每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

失达 ６ 亿元ꎬ克隆生长快速是其能够入侵成功并且造

成严重危害的原因之一[２６]ꎮ 加拿大一枝黄花凭借其

繁殖能力强、生长迅速、极易形成优势种群等特

点[２７]ꎬ在中国中东部各地快速蔓延ꎬ严重破坏生物多

样性ꎮ 许京璇等[２８]利用原产地与入侵地不同细胞形

态的加拿大一枝黄花ꎬ研究其在同一环境下的萌发能

力ꎬ结果表明:入侵地的多倍体加拿大一枝黄花在子

叶期和真叶期的指标形态明显高于原产地ꎬ入侵性更

强ꎬ危害更大ꎮ 本研究调查发现ꎬ加拿大一枝黄花在

常熟各湿地的浅水区和岸上均有分布ꎬ尤以昆承湖附

近最多ꎬ已经成为危害严重的入侵性物种ꎮ 凤眼蓝又

称水葫芦ꎬ在夏季和秋季调查中发现其覆盖水域面积

较大ꎬ尤其是在望虞河、嘉菱荡和官塘等地ꎬ情况更

甚ꎬ由于其覆盖水面和堵塞河道ꎬ影响航运、排灌和水

产养殖[２９]ꎬ严重威胁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

安全ꎮ
另外ꎬ需要警惕的是大狼杷草和三叶鬼针草ꎮ 这

２ 种植物的种子产量高ꎬ繁殖能力强ꎬ能迅速产生大

量后代ꎬ种子发芽率高ꎬ幼苗生长快ꎬ对入侵地的生态

系统和种群结构破坏严重[３０－３２]ꎬ尤其是其瘦果具芒

刺ꎬ极易粘附ꎬ并且可以借助水力和交通工具传播ꎬ既
影响旅游和生态景观ꎬ又能迅速蔓延ꎮ 目前ꎬ在常熟

昆承湖、沙家浜和各个村镇湿地的岸边ꎬ作者均发现

有少量大狼杷草和三叶鬼针草生长ꎬ建议在其分布早

期进行清除ꎮ
竹节水松是环境生态部发布的第四批«中国自

然生态系统外来入侵物种名单»中为数不多的沉水

型外来入侵植物ꎮ 竹节水松又称水盾草、绿菊花草ꎬ
于 １９９３ 年在浙江宁波首次被发现ꎬ目前在苏南太湖

流域等地均有分布[３３]ꎮ 以带沉水性叶的断枝随水流

扩散是竹节水松的主要繁殖方式ꎬ主要分布的水域类

型为水流缓慢、水位稳定的小河道和中小型湖泊ꎮ 在

本次调查中ꎬ竹节水松在常熟的昆承湖、官塘、六里塘

和望虞河等地均有发现ꎮ 其中望虞河水域中ꎬ竹节水

松的分布最多ꎬ危害较大ꎮ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挺水

植物为粉绿狐尾藻〔Ｍｙｒｉ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ａｑｕａｔｉｃｕｍ (Ｖｅｌｌ.)
Ｖｅｒｄｃ.〕ꎮ 该种虽未被列入«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外来

入侵物种名单»中ꎬ但被列入«中国外来入侵植物名

录»ꎮ 粉绿狐尾藻在常熟的分布范围较小ꎬ仅在尚湖

和官塘等地有分布ꎬ建议采取机械割除、草食性鱼类

摄食等方法进行防除ꎮ
除了上述已被列为外来入侵植物名录中的有害

植物外ꎬ本次调查中也发现了一些新分布的外来植

物ꎬ 如 细 果 草 龙 〔 Ｌｕｄｗｉｇｉａ ｌｅｐｔｏｃａｒｐａ ( Ｎｕｔｔ.) Ｈ.
Ｈａｒａ〕ꎮ 该种原产于美国佛罗里达州ꎬ是近年来在中

国新发现的归化植物ꎬ被列为有待观察的外来植物ꎮ
细果草龙自首先在浙江地区被报道以来[３４]ꎬ目前在

江苏徐州、无锡、苏州太湖流域已有广泛分布[３５]ꎬ在
上海水边等潮湿地区有小面积种群存在[３６]ꎮ 作者在

常熟昆承湖调查时发现ꎬ细果草龙在沟渠中成片分

布ꎬ在荷花荡和官塘等其他地点也有零星分布ꎬ其发

展态势有加剧之势ꎮ 因此ꎬ该种是否会成为另外一个

严重危害常熟湿地多样性的外来植物ꎬ有待进一步密

切观察ꎮ
张勇等[３７]在云南普洱五湖国家湿地公园内对本

土植物莲、香蒲、李氏禾( Ｌｅｅｒｓｉａ ｈｅｘａｎｄｒａ Ｓｗａｒｔｚ)和

沼生水马齿(Ｃａｌｌｉｔｒｉｃｈｅ ｐａｌｕｓｔｒｉｓ Ｌｉｎｎ.)与引种的外来

植物 如 水 竹 芋 ( Ｔｈａｌｉａ ｄｅａｌｂａｔａ Ｆｒａｓｅｒ )、 纸 莎 草

(Ｃｙｐｅｒｕｓ ｐａｐｙｒｕｓ Ｌｉｎｎ.)和梭鱼草(Ｐｏｎｔｅｄｅｒｉａ ｃｏｒｄａｔａ
Ｌｉｎｎ.)对鱼塘植物群落修复和水质改善的效果进行

了比较ꎬ认为补种本土植物修复植物群落可以显著提

高鱼塘植物群落的物种多样性ꎬ降低水体温度ꎬ具有

更好的维持植物群落结构和改善水质的潜力ꎬ因此在

后续的生态环境修复建设中可以结合水体的富营养

化特点和水生植物习性ꎬ采用优先利用本土水生植物

原则ꎬ组合本地不同的水生植物ꎬ因地制宜开展水体

净化工程ꎮ
总之ꎬ在常熟湿地植物管理和保护工作中ꎬ应充

分重视一些外来入侵生物对湿地生态造成的巨大影

响ꎬ进一步建立入侵物种预警机制ꎬ采取积极有效且

对环境友好的措施对现有的入侵物种进行防除ꎬ以避

免外来入侵生物对常熟湿地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和

影响ꎮ

６７



第 １ 期 徐　 佳ꎬ 等: 常熟湿地高等植物的物种组成及区系特征

致谢: 上海师范大学郭水良教授帮助鉴定苔藓植物ꎬ常熟理

工学院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生物工程专业的张芸、张勇、张广

纯、陆青、孙彦彦、杨逸文和王梦如等同学参与了调查工作ꎬ谨
致谢忱!

参考文献:
[１] 　 傅娇艳ꎬ 丁振华. 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价值评价研究进展

[Ｊ] . 应用生态学报ꎬ ２００７ꎬ １８(３): ６８１－６８６.
[２] 　 邵媛媛ꎬ 周军伟ꎬ 母锐敏ꎬ 等. 中国城市发展与湿地保护研究

[Ｊ] . 生态环境学报ꎬ ２０１８ꎬ ７(２): ３８１－３８８.
[３] 　 程　 志ꎬ 郭亮华ꎬ 王东清ꎬ 等. 我国湿地植物多样性研究进展

[Ｊ] . 湿地科学与管理ꎬ ２０１０ꎬ ６(２): ５３－５６.
[４] 　 田自强. 中国湿地及其植物与植被[Ｍ]. 北京: 中国环境出版

社ꎬ ２０１１: ７７－７８.
[５] 　 田自强ꎬ 张树仁. 中国湿地高等植物图志: 上册[Ｍ]. 北京: 中

国环境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前言.
[６] 　 国家林业局. 中国湿地资源: 总卷[Ｍ].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

社ꎬ ２０１５: ４６－４８.
[７] 　 汤庚国ꎬ 李湘萍ꎬ 谢继步ꎬ 等. 江苏湿地植物的区系特征及其保

护与利用[Ｊ] .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ꎬ １９９７ꎬ ２１(４): ４７－５２.
[８] 　 国家林业局. 中国湿地资源: 江苏卷[Ｍ].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

社ꎬ ２０１５.
[９] 　 袁　 琳ꎬ 袁　 晓ꎬ 秦祥堃ꎬ 等. 上海湿地植物[Ｍ]. 上海: 上海

科学技术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６－８.
[１０] 　 杨绍钦ꎬ 谢文远ꎬ 王 　 挺. 浙江省湿地维管束植物区系研究

[Ｊ] . 浙江林业科技ꎬ ２０１４ꎬ ３４(５): ３２－３６
[１１]　 刘　 坤ꎬ 戴俊贤ꎬ 唐成丰ꎬ 等. 安徽湿地维管植物多样性及植

被分类系统[Ｊ] . 生态学报ꎬ ２０１４ꎬ ３４(１９): ５４３４－５４４４.
[１２] 　 陈利国. 长江常熟段湿地植物群落现状调查与保护利用研究

[Ｊ] . 江苏水利ꎬ ２０１２(４): ４０－４２ꎬ ４４.
[１３] 　 钟　 飞. 江苏常熟沿江湿地植物群落多样性研究[Ｄ]. 南京:

南京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ꎬ ２０１１: ２７－２８.
[１４] 　 田苗苗. 常熟江滩湿地物种资源现状调查与生态系统健康综

合评价研究[Ｄ]. 南京: 南京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ꎬ
２０１１: ２８.

[１５] 　 张家树ꎬ 赵建成ꎬ 李　 琳. 河北省北部苔藓植物区系与地理分

布研究[Ｊ] . 植物研究ꎬ ２００３ꎬ ２３(３): ３６３－３７４.
[１６] 　 刘　 艳. 杭州市苔藓植物区系及生态研究[Ｄ]. 上海: 上海师

范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ꎬ ２００７: ２４－３４.
[１７] 　 王　 剑ꎬ 曹 　 同ꎬ 王 　 敏ꎬ 等. 苏州市区苔藓植物区系分析

[Ｊ] .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 自然科学版 )ꎬ ２００８ꎬ ３７ ( １ ):
１０５－１１０.

[１８] 　 丛明旸ꎬ 徐跃跃ꎬ 唐录艳. 镜泊湖世界地质公园火山熔岩台地

苔藓植物多样性分析[ Ｊ] .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ꎬ ２０２０ꎬ ２９
(６): ５７－６５.

[１９] 　 臧得奎. 中国蕨类植物区系的初步研究[ Ｊ] . 西北植物学报ꎬ
１９９８ꎬ １８(３): ４５９－４６５.

[２０] 　 吴征镒ꎬ 周浙昆ꎬ 李德铢ꎬ 等. 世界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

系统[Ｊ] . 云南植物研究ꎬ ２００３ꎬ ２５(３): ２４５－２５７.
[２１] 　 吴征镒ꎬ 孙　 航ꎬ 周浙昆ꎬ 等. 中国种子植物区系地理[Ｍ]. 北

京: 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１: １２０－３１９.
[２２] 　 沈　 琪ꎬ 黄茶英ꎬ 蒋跃平. 杭州西溪和绍兴镜湖国家湿地公园

内的维管植物多样性[ Ｊ] . 武汉植物学研究ꎬ ２００８ꎬ ２６( ４):
３８５－３９０.

[２３] 　 郭雅倩ꎬ 薛建辉ꎬ 吴永波ꎬ 等. 沉水植物对富营养化水体的净

化作用及修复技术研究进展[Ｊ] .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ꎬ ２０２０ꎬ
２９(３): ５８－６８.

[２４] 　 戴惠忠. 常熟市湿地外来入侵植物调查分析[ Ｊ] . 华东森林经

理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２(２): １３－１５.
[２５] 　 林　 敏ꎬ 郝建华ꎬ 陈国奇. 苏州地区外来入侵植物组成及分布

[Ｊ] .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ꎬ ２０１２ꎬ ２１(３): ９８－１０４.
[２６] 　 郭连金ꎬ 王　 涛. 空心莲子草入侵对乡土植物群落种间联结性

及稳定性的影响 [ Ｊ] .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ꎬ ２００９ꎬ １７ ( ５):
８５１－８５６.

[２７] 　 黄洪武ꎬ 董立尧ꎬ 李　 俊ꎬ 等. 外来入侵植物加拿大一枝黄花

的研究进展[Ｊ] . 杂草科学ꎬ ２００７(２): ６－９.
[２８] 　 许京璇ꎬ 薛丽芳ꎬ 强　 胜. 原产地和入侵地不同细胞型加拿大

一枝黄花幼苗期形态特征的比较[ Ｊ] .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ꎬ
２０１８ꎬ ２７(１): ４４－５１.

[２９] 　 高　 雷ꎬ 李　 博. 入侵植物凤眼莲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Ｊ] .
植物生态学报ꎬ ２００４ꎬ ２８(６): ７３５－７５２.

[３０] 　 ＨＡＯ Ｊ Ｈꎬ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 Ｓꎬ ＭＡ Ｌꎬ ｅｔ ａｌ.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ｓｅ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ｉｘ ｗｅｅｄｙ ｔａｘａ ｏｆ Ｂｉｄｅｎｓ[Ｊ] . Ｗｅｅｄ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２０１８ꎬ １８(１): ４１－４９.

[３１] 　 郝建华ꎬ 刘倩倩ꎬ 强　 胜. 菊科入侵植物三叶鬼针草的繁殖特

征及其与入侵性的关系 [ Ｊ] . 植物学报ꎬ ２００９ꎬ ４４ ( ６ ):
６５６－６６５.

[３２] 　 陈雨婷ꎬ 马　 良ꎬ 陆堂艳ꎬ 等. 国内鬼针草属杂草类群的鉴别

[Ｊ] .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自然科学)ꎬ ２０２１ꎬ ３５(２): ８７－９１.
[３３] 　 丁炳扬. 中国水生植物一新归化属: 水盾草属(莼菜科) [ Ｊ] .

植物分类学报ꎬ ２０００ꎬ ３２(２): １９８－２００.
[３４] 　 苗国丽ꎬ 陈征海ꎬ 谢文远ꎬ 等. 发现于浙江的 ４ 种归化植物新

记录[Ｊ] . 浙江农林大学学报ꎬ ２０１２ꎬ ２９(３): ４７０－４７２.
[３５] 　 叶　 康ꎬ 寿海洋ꎬ 奉树承. 江苏柳叶菜科植物新记录[ Ｊ] . 种

子ꎬ ２０１３ꎬ ３２(５): ６０－６２.
[３６] 　 李惠茹ꎬ 汪　 远ꎬ 闫小玲ꎬ 等. 上海植物区系新资料[ Ｊ] . 华东

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ꎬ ２０１７(１): １３２－１３８.
[３７] 　 张　 勇ꎬ 岳亮亮ꎬ 李丽萍ꎬ 等. 利用本土和外来植物修复“退塘

还湿”鱼塘植物群落和改善水质的效果对比[ Ｊ] . 湿地科学ꎬ
２０１８ꎬ １６(３): ３２９－３３３.

(责任编辑: 张明霞)

７７



植 物 资 源 与 环 境 学 报 第 ３１ 卷　

附录Ⅰ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Ⅰ
苔藓植物 Ｂｒｙｏｐｈｙｔｅ
　 苔纲 Ｈｅｐａｔｉｃａｅ
　 　 地钱科 Ｍａｒｃｈａｎｔｉａｃｅａｅ
　 　 　 地钱 Ｍａｒｃｈａｎｔｉａ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ａ
　 藓纲 Ｂｒｙｏｐｓｉｄａ
　 　 葫芦藓科 Ｆｕｎａｒｉａｃｅａｅ
　 　 　 狭叶葫芦藓 Ｆｕｎａｒｉａ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ａ
　 　 　 葫芦藓 Ｆｕｎａｒｉａ ｈｙｇｒ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曲尾藓科 Ｄｉｃｒａｎａｃｅａｅ
　 　 　 长蒴藓 Ｔｒｅｍａｔｏｄｏｎ ｌｏｇｉｃｏｌｌｉｓ
　 　 羽藓科 Ｔｈｕｉｄｉａｃｅａｅ
　 　 　 细叶小羽藓 Ｈａｐｌｏｃｌａｄｉｕｍ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提灯藓科 Ｍｎｉａｃｅａｅ
　 　 　 长叶提灯藓 Ｍｎｉｕｍ ｌｙｃｏｐｏｄｉｏｉｄｅｓ
　 　 丛藓科 Ｐｏｔｔｉａｃｅａｅ
　 　 　 小扭口藓 Ｓｅｍｉｂａｒｂｕｌ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小口小石藓 Ｗｅｉｓｓｉａ ｍｉｃｒｏｓｔｏｍａ
蕨类植物 Ｐｔｅｒｉｄｏｐｈｙｔｅ
　 木贼纲 Ｅｇｕｉｓｅｔｉｍａｅ
　 　 木贼科 Ｅｑｕｉｓｅｔａｃｅａｅ
　 　 　 木贼 Ｅｑｕｉｓｅｔｕｍ ｈｙｅｍａｌｅ
　 　 　 节节草 Ｅｑｕｉｓｅｔｕｍ ｒａｍｏｓｉｓｓｉｍｕｍ
　 薄囊蕨纲 Ｌｅｐｔｏｓｐｏｒａｎｇｉｏｐｓｉｄａ
　 　 满江红科 Ａｚｏｌｌａｃｅａｅ
　 　 　 满江红 Ａｚｏｌｌ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 ｓｕｂｓｐ. ａｓｉａｔｉｃａ
　 　 水蕨科 Ｐａｒｋ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粗梗水蕨 Ｃｅｒａｔｏｐｔｅｒｉｓ ｐｔｅｒｉｄｏｉｄｅｓ
　 　 海金沙科 Ｌｙｇ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海金沙 Ｌｙｇｏｄｉ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蘋科 Ｍａｒｓｉｌｅａｃｅａｅ
　 　 　 蘋 Ｍａｒｓｉｌｅａ ｑｕａｄｒｉｆｏｌｉａ
　 　 凤尾蕨科 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井栏边草 Ｐｔｅｒｉｓ ｍｕｌｔｉｆｉｄａ
　 　 　 蜈蚣凤尾蕨 Ｐｔｅｒｉｓ ｖｉｔｔａｔａ
　 　 槐叶蘋科 Ｓａｌｖｉｎｉａｃｅａｅ
　 　 　 槐叶蘋 Ｓａｌｖｉｎｉａ ｎａｔａｎｓ
被子植物 Ａｎｇｉｏｓｐｅｒｍ
　 双子叶植物纲 Ｄｉｃｏｔｙｌｅｄｏｎｅａｅ
　 　 马兜铃科 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ｃｅａｅ
　 　 　 马兜铃 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 ｄｅｂｉｌｉｓ
　 　 莼菜科 Ｃａｂｏｍｂａｃｅａｅ
　 　 　 竹节水松 Ｃａｂｏｍｂａ ｃａｒｏｌｉｎｉａｎａ
　 　 金鱼藻科 Ｃｅｒａｔ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金鱼藻 Ｃｅｒａｔ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ｄｅｍｅｒｓｕｍ
　 　 毛茛科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茴茴蒜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毛茛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刺果毛茛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 ｍｕｒｉｃａｔｕｓ
　 　 　 石龙芮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 ｓｃｅｌｅｒａｔｕｓ

　 　 　 扬子毛茛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 ｓｉｅｂｏｌｄｉｉ
　 　 防己科 Ｍｅｎｉｓｐｅｒｍａｃｅａｅ
　 　 　 木防己 Ｃｏｃｃｕｌｕｓ ｏｒｂｉｃｕｌａｔｕｓ
　 　 金缕梅科 Ｈａｍａｍｅｌｉｄａｃｅａｅ
　 　 　 蚊母树 Ｄｉｓｔｙｌｉｕｍ ｒａｃｅｍｏｓｕｍ
　 　 　 枫香树 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榆科 Ｕｌｍａｃｅａｅ
　 　 　 朴树 Ｃｅｌｔｉ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榔榆 Ｕｌｍｕｓ 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ａ
　 　 大麻科 Ｃａｎｎａｂａｃｅａｅ
　 　 　 葎草 Ｈｕｍｕｌｕｓ ｓｃａｎｄｅｎｓ
　 　 桑科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蒙桑 Ｍｏｒｕｓ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
　 　 　 桑 Ｍｏｒｕｓ ａｌｂａ
　 　 　 构树 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 ｐａｐｙｒｉｆｅｒａ
　 　 　 无花果 Ｆｉｃｕｓ ｃａｒｉｃａ
　 　 荨麻科 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小叶冷水花 Ｐｉｌｅａ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商陆科 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ｃｅａｅ
　 　 　 商陆 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 ａｃｉｎｏｓａ
　 　 　 美洲商陆 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藜科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藜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ａｌｂｕｍ
　 　 　 灰绿藜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ｇｌａｕｃｕｍ
　 　 　 小藜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ｆｉｃｉｆｏｌｉｕｍ
　 　 　 土荆芥 Ｄｙｓｐｈａｎｉａ ａｍｂｒｏｓｉｏｉｄｅｓ
　 　 　 地肤 Ｋｏｃｈｉａ ｓｃｏｐａｒｉａ
　 　 苋科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土牛膝 Ａｃｈｙｒａｎｔｈｅｓ ａｓｐｅｒａ
　 　 　 牛膝 Ａｃｈｙｒａｎｔｈｅｓ ｂｉｄｅｎｔａｔａ
　 　 　 喜旱莲子草 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
　 　 　 莲子草 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ｓｅｓｓｉｌｉｓ
　 　 　 凹头苋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ｂｌｉｔｕｍ
　 　 　 皱果苋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ｖｉｒｉｄｉｓ
　 　 　 青葙 Ｃｅｌｏｓｉａ ａｒｇｅｎｔｅａ
　 　 马齿苋科 Ｐｏｒｔｕｌａｃａｃｅａｅ
　 　 　 马齿苋 Ｐｏｒｔｕｌａｃａ ｏｌｅｒａｃｅａ
　 　 粟米草科 Ｍｏｌｌｕ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粟米草 Ｔｒｉｇａｓｔｒｏｔｈｅｃａ ｓｔｒｉｃｔａ
　 　 石竹科 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无心菜 Ａｒｅｎａｒｉａ ｓｅｒｐｙｌｌｉｆｏｌｉａ
　 　 　 簇生泉卷耳 Ｃｅｒａｓｔｉｕｍ ｆｏｎｔａｎｕｍ

ｓｕｂｓｐ. ｖｕｌｇａｒｅ
　 　 　 球序卷耳 Ｃｅｒａｓｔｉｕｍ 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ｕｍ
　 　 　 石竹 Ｄｉａｎｔｈ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鹅肠菜 Ｍｙｏｓｏｔｏｎ ａｑｕａｔｉｃｕｍ
　 　 　 漆姑草 Ｓａｇｉｎ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繁缕 Ｓｔｅｌｌａｒｉａ ｍｅｄｉａ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何首乌 Ｆａｌｌｏｐｉａ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ａ
　 　 　 蚕茧草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红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ｅ
　 　 　 水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ｈｙｄｒｏｐｉｐｅｒ
　 　 　 愉悦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ｊｕｃｕｎｄｕｍ
　 　 　 酸模叶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ｌａｐａｔｈｉｆｏｌｉｕｍ
　 　 　 绵毛酸模叶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ｌａｐａｔｈｉｆｏｌｉｕｍ

ｖａｒ. ｓａｌｉｃｉｆｏｌｉｕｍ
　 　 　 长鬃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ｌｏｎｇｉｓｅｔｕｍ
　 　 　 粘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ｍａｋｉｎｏｉ
　 　 　 杠板归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ｐｅｒｆｏｌｉａｔｕｍ
　 　 　 习见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ｐｌｅｂｅｉｕｍ
　 　 　 丛枝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ｐｏｓｕｍｂｕ
　 　 　 细叶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ｔａｑｕｅｔｉｉ
　 　 　 戟叶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ｔｈｕｎｂｅｒｇｉｉ
　 　 　 香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ｖｉｓｃｏｓｕｍ
　 　 　 萹蓄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ａｖｉｃｕｌａｒｅ
　 　 　 酸模 Ｒｕｍｅｘ ａｃｅｔｏｓａ
　 　 　 黑龙江酸模 Ｒｕｍｅｘ ａｍｕｒｅｎｓｉｓ
　 　 　 皱叶酸模 Ｒｕｍｅｘ ｃｒｉｓｐｕｓ
　 　 　 齿果酸模 Ｒｕｍｅｘ ｄｅｎｔａｔｕｓ
　 　 　 羊蹄 Ｒｕｍｅｘ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梧桐科 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ｃｅａｅ
　 　 　 马松子 Ｍｅｌｏｃｈｉａ ｃｏｒｃｈｏｒｉｆｏｌｉａ
　 　 锦葵科 Ｍａｌｖａｃｅａｅ
　 　 　 蜀葵 Ａｌｃｅａ ｒｏｓｅａ
　 　 　 苘麻 Ａｂｕｔｉｌｏｎ ｔｈｅｏｐｈｒａｓｔｉ
　 　 堇菜科 Ｖｉｏｌａｃｅａｅ
　 　 　 球果堇菜 Ｖｉｏｌａ ｃｏｌｌｉｎａ
　 　 　 早开堇菜 Ｖｉｏｌａ ｐｒｉｏｎａｎｔｈａ
　 　 　 长萼堇菜 Ｖｉｏｌａ ｉｎｃｏｎｓｐｉｃｕａ
　 　 柽柳科 Ｔａｍａｒｉｃａｃｅａｅ
　 　 　 柽柳 Ｔａｍａｒｉｘ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葫芦科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ｃｅａｅ
　 　 　 盒子草 Ａｃｔｉｎｏｓｔｅｍｍａ ｔｅｎｅｒｕｍ
　 　 　 栝楼 Ｔｒｉｃｈｏｓａｎｔｈｅｓ ｋｉｒｉｌｏｗｉｉ
　 　 　 马 儿 Ｚｅｈｎｅｒ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杨柳科 Ｓａｌｉｃａｃｅａｅ
　 　 　 杞柳 Ｓａｌｉｘ ｉｎｔｅｇｒａ
　 　 　 旱柳 Ｓａｌｉｘ ｍａｔｓｕｄａｎａ
　 　 　 南川柳 Ｓａｌｉｘ ｒｏｓｔｈｏｒｎｉｉ
　 　 十字花科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ｃｅａｅ
　 　 　 芸薹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ｒａｐａ ｖａｒ.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
　 　 　 荠 Ｃａｐｓｅｌｌａ ｂｕｒｓａ￣ｐａｓｔｏｒｉｓ
　 　 　 弯曲碎米荠 Ｃａｒｄａｍｉｎｅ ｆｌｅｘｕｏｓａ
　 　 　 碎米荠 Ｃａｒｄａｍｉｎｅ ｈｉｒｓｕｔａ
　 　 　 弹裂碎米荠 Ｃａｒｄａｍｉｎｅ ｉｍｐａｔｉｅｎｓ
　 　 　 臭独行菜 Ｌｅｐｉｄｉｕｍ ｄｉｄｙｍｕｍ
　 　 　 蔊菜 Ｒｏｒｉｐｐａ ｉｎｄｉｃａ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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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蔊菜 Ｒｏｒｉｐｐａ ｃａｎｔｏｎｉｅｎｓｉｓ
　 　 景天科 Ｃｒａｓｓｕｌａｃｅａｅ
　 　 　 佛甲草 Ｓｅｄｕｍ ｌｉｎｅａｒｅ
　 　 　 垂盆草 Ｓｅｄｕｍ ｓａｒｍｅｎｔｏｓｕｍ
　 　 　 东南景天 Ｓｅｄｕｍ ａｌｆｒｅｄｉｉ
　 　 　 凹叶景天 Ｓｅｄｕｍ ｅ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ｕｍ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华中栒子 Ｃｏｔｏｎｅａｓｔｅｒ ｓｉｌｖｅｓｔｒｉｉ
　 　 　 蛇莓 Ｄｕｃｈｅｓｎｅａ ｉｎｄｉｃａ
　 　 　 朝天委陵菜 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ｓｕｐｉｎａ
　 　 　 小果蔷薇 Ｒｏｓａ ｃｙｍｏｓａ
　 　 　 野蔷薇 Ｒｏｓａ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ａ
　 　 　 蓬蘽 Ｒｕｂｕｓ ｈｉｒｓｕｔｕｓ
　 　 　 茅莓 Ｒｕｂｕｓ 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ｕｓ
　 　 　 地榆 Ｓａｎｇｕｉｓｏｒｂ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蝶形花科 Ｐａｐｉｌｉｏｎａｃｅａｅ
　 　 　 合萌 Ａｅｓｃｈｙｎｏｍｅｎｅ ｉｎｄｉｃａ
　 　 　 紫云英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 ｓｉｎｉｃｕｓ
　 　 　 鸡眼草 Ｋｕｍｍｅｒｏｗｉａ ｓｔｒｉａｔａ
　 　 　 天蓝苜蓿 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ｌｕｐｕｌｉｎａ
　 　 　 草木樨 Ｍｅｌｉｌｏｔｕｓ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刺槐 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田菁 Ｓｅｓｂａｎｉａ ｃａｎｎａｂｉｎａ
　 　 　 白车轴草 Ｔ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ｒｅｐｅｎｓ
　 　 　 大花野豌豆 Ｖｉｃｉａ ｂｕｎｇｅｉ
　 　 　 山野豌豆 Ｖｉｃｉａ ａｍｏｅｎａ
　 　 　 贼小豆 Ｖｉｃｉａ ｍｉｎｉｍａ
　 　 　 救荒野豌豆 Ｖｉｃｉａ ｓａｔｉｖａ
　 　 　 野豌豆 Ｖｉｃｉａ ｓｅｐｉｕｍ
　 　 　 四籽野豌豆 Ｖｉｃｉａ ｔｅｔｒａｓｐｅｒｍａ
　 　 　 野豇豆 Ｖｉｇｎａ ｖｅｘｉｌｌａｔａ
　 　 　 紫藤 Ｗｉｓｔｅｒ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胡颓子科 Ｅｌａｅａｇｎａｃｅａｅ
　 　 　 胡颓子 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 ｐｕｎｇｅｎｓ
　 　 小二仙草科 Ｈａｌｏｒａｇａｃｅａｅ
　 　 　 粉绿狐尾藻 Ｍｙｒｉ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ａｑｕａｔｉｃｕｍ
　 　 　 穗状狐尾藻 Ｍｙｒｉ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ｓｐｉｃａｔｕｍ
　 　 　 狐尾藻 Ｍｙｒｉ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ｕｍ
　 　 千屈菜科 Ｌｙｔｈｒａｃｅａｅ
　 　 　 耳基水苋 Ａｍｍａｎｎｉａ 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ｔａ
　 　 　 水苋菜 Ａｍｍａｎｎｉａ ｂａｃｃｉｆｅｒａ
　 　 　 多花水苋 Ａｍｍａｎｎｉａ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ａ
　 　 　 千屈菜 Ｌｙｔｈｒｕｍ ｓａｌｉｃａｒｉａ
　 　 　 节节菜 Ｒｏｔａｌａ ｉｎｄｉｃａ
　 　 菱科 Ｔｒａｐａｃｅａｅ
　 　 　 欧菱 Ｔｒａｐａ ｎａｔａｎｓ
　 　 柳叶菜科 Ｏｎａｇｒａｃｅａｅ
　 　 　 柳叶菜 Ｅｐｉｌｏｂｉｕｍ ｈｉｒｓｕｔｕｍ
　 　 　 水龙 Ｌｕｄｗｉｇｉａ ａｄｓｃｅｎｄｅｎｓ
　 　 　 黄花水龙 Ｌｕｄｗｉｇｉａ ｐｅｐｌｏｉｄｅｓ ｓｕｂｓｐ.

ｓｔｉｐｕｌａｃｅａ
　 　 　 细果草龙 Ｌｕｄｗｉｇｉａ ｌｅｐｔｏｃａｒｐａ
　 　 　 丁香蓼 Ｌｕｄｗｉｇｉａ ｐｒｏｓｔｒａｔａ
　 　 　 粉花月见草 Ｏｅｎｏｔｈｅｒａ ｒｏｓｅａ
　 　 　 待宵草 Ｏｅｎｏｔｈｅｒａ ｓｔｒｉｃｔａ
　 　 卫矛科 Ｃｅｌａｓｔｒａｃｅａｅ
　 　 　 扶芳藤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白杜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ｍａａｃｋｉｉ
　 　 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铁苋菜 Ａｃａｌｙｐｈａ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南亚大戟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ｉｎｄｉｃａ
　 　 　 泽漆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ｈｅｌｉｏｓｃｏｐｉａ
　 　 　 飞扬草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ｈｉｒｔａ
　 　 　 地锦草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ｈｕｍｉｆｕｓａ
　 　 　 斑地锦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ｍａｃｕｌａｔａ
　 　 　 算盘子 Ｇｌｏｃｈｉｄｉｏｎ ｐｕｂｅｒｕｍ
　 　 　 叶下珠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ｕｒｉｎａｒｉａ
　 　 　 乌桕 Ｔｒｉａｄｉｃａ ｓｅｂｉｆｅｒａ
　 　 葡萄科 Ｖｉｔａｃｅａｅ
　 　 　 乌蔹莓 Ｃａｙｒａｔ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楝科 Ｍｅｌｉａｃｅａｅ
　 　 　 楝 Ｍｅｌｉａ ａｚｅｄａｒａｃｈ
　 　 酢浆草科 Ｏｘａｌｉｄａｃｅａｅ
　 　 　 酢浆草 Ｏｘａｌｉｓ ｃｏｒ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红花酢浆草 Ｏｘａｌｉｓ ｃｏｒｙｍｂｏｓａ
　 　 牻牛儿苗科 Ｇｅｒａｎｉａｃｅａｅ
　 　 　 野老鹳草 Ｇｅｒａｎｉｕｍ ｃａｒｏｌｉｎｉａｎｕｍ
　 　 　 老鹳草 Ｇｅｒａｎｉｕｍ ｗｉｌｆｏｒｄｉｉ
　 　 五加科 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
　 　 　 常春藤 Ｈｅｄｅｒａ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伞形科 Ａｐｉａｃｅａｅ
　 　 　 水芹 Ｏｅｎａｎｔｈｅ ｊａｖａｎｉｃａ
　 　 　 细叶芹 Ｃｈａ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ｖｉｌｌｏｓｕｍ
　 　 　 积雪草 Ｃｅｎｔｅｌｌａ ａｓｉａｔｉｃａ
　 　 　 蛇床 Ｃｎｉｄｉｕｍ ｍｏｎｎｉｅｒｉ
　 　 　 芫荽 Ｃｏｒｉａｎｄｒｕｍ ｓａｔｉｖｕｍ
　 　 　 野胡萝卜 Ｄａｕｃｕｓ ｃａｒｏｔａ
　 　 　 南美天胡荽 Ｈｙｄｒｏｃｏｔｙｌｅ 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
　 　 　 窃衣 Ｔｏｒｉｌｉｓ ｓｃａｂｒａ
　 　 报春花科 Ｐｒｉｍｕｌａｃｅａｅ
　 　 　 泽珍珠菜 Ｌｙｓｉｍａｃｈｉａ ｃａｎｄｉｄａ
　 　 夹竹桃科 Ａｐｏｃｙｎａｃｅａｅ
　 　 　 络石 Ｔｒａｃｈｅｌ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ｊａｓｍｉｎｏｉｄｅｓ
　 　 萝藦科 Ａｓｃｌｅｐｉａｄａｃｅａｅ
　 　 　 萝藦 Ｍｅｔａｐｌｅｘｉ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茄科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枸杞 Ｌｙｃｉ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苦蘵 Ｐｈｙｓａｌｉｓ ａｎｇｕｌａｔａ
　 　 　 小酸浆 Ｐｈｙｓａｌｉｓ ｍｉｎｉｍａ
　 　 　 少花龙葵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ｕｍ

　 　 　 龙葵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ｎｉｇｒｕｍ
　 　 　 白英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ｌｙｒａｔｕｍ
　 　 旋花科 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ａｃｅａｅ
　 　 　 打碗花 Ｃａｌｙｓｔｅｇｉａ ｈｅｄｅｒａｃｅａ
　 　 　 旋花 Ｃａｌｙｓｔｅｇｉａ ｓｅｐｉｕｍ
　 　 　 马蹄金 Ｄｉｃｈｏｎｄｒａ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
　 　 　 三裂叶薯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ｔｒｉｌｏｂａ
　 　 　 圆叶牵牛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ｐｕｒｐｕｒｅａ
　 　 紫草科 Ｂｏｒ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斑种草 Ｂｏｔｈｒｉ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柔弱斑种草 Ｂｏｔｈｒｉ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ｚｅｙｌａｎｉｃｕｍ
　 　 　 盾果草 Ｔｈｙｒｏｃａｒｐｕｓ ｓａｍｐｓｏｎｉｉ
　 　 　 附地菜 Ｔｒｉｇｏｎｏｔｉｓ ｐｅｄｕｎｃｕｌａｒｉｓ
　 　 马鞭草科 Ｖｅｒ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海州常山 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 ｔｒｉｃｈｏｔｏｍｕｍ
　 　 　 马鞭草 Ｖｅｒｂｅｎ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唇形科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金疮小草 Ａｊｕｇａ ｄｅｃｕｍｂｅｎｓ
　 　 　 风轮菜 Ｃｌｉ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小鱼仙草 Ｍｏｓｌａ ｄｉａｎｔｈｅｒａ
　 　 　 宝盖草 Ｌａｍｉｕｍ ａｍｐｌｅｘｉｃａｕｌｅ
　 　 　 益母草 Ｌｅｏｎｕｒ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地笋 Ｌｙｃｏｐｕｓ ｌｕｃｉｄｕｓ
　 　 　 硬毛地笋 Ｌｙｃｏｐｕｓ ｌｕｃｉｄｕｓ ｖａｒ. ｈｉｒｔｕｓ
　 　 　 薄荷 Ｍｅｎｔｈａ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
　 　 　 东北薄荷 Ｍｅｎｔｈａ ｓａｃｈａｌｉｎｅｎｓｉｓ
　 　 　 紫苏 Ｐｅｒｉｌｌａ ｆｒｕｔｅｓｃｅｎｓ
　 　 　 荔枝草 Ｓａｌｖｉａ ｐｌｅｂｅｉａ
　 　 车前科 Ｐｌａｎｔ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车前 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ａｓｉａｔｉｃａ
　 　 　 平车前 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ｄｅｐｒｅｓｓａ
　 　 　 长叶车前 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大车前 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ｍａｊｏｒ
　 　 　 北美车前 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ｖｉｒｇｉｎｉｃａ
　 　 玄参科 Ｓｃｒｏｐｈｕｌａｒｉａｃｅａｅ
　 　 　 泥花草 Ｌｉｎｄｅｒｎｉａ ａｎｔｉｐｏｄａ
　 　 　 陌上菜 Ｌｉｎｄｅｒｎｉａ ｐｒｏｃｕｍｂｅｎｓ
　 　 　 通泉草 Ｍａｚｕｓ ｐｕｍｉｌｕｓ
　 　 　 弹刀子菜 Ｍａｚｕｓ ｓｔａｃｈｙｄｉｆｏｌｉｕｓ
　 　 　 北水苦荬 Ｖｅｒｏｎｉｃａ ａｎａｇａｌｌｉｓ￣ａｑｕａｔｉｃａ
　 　 　 直立婆婆纳 Ｖｅｒｏｎｉｃａ ａｒｖｅｎｓｉｓ
　 　 　 婆婆纳 Ｖｅｒｏｎｉｃａ ｐｏｌｉｔａ
　 　 　 蚊母草 Ｖｅｒｏｎｉｃａ ｐｅｒｅｇｒｉｎａ
　 　 　 阿拉伯婆婆纳 Ｖｅｒｏｎｉｃａ ｐｅｒｓｉｃａ
　 　 爵床科 Ａｃ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爵床 Ｊｕｓｔｉｃｉａ ｐｒｏｃｕｍｂｅｎｓ
　 　 狸藻科 Ｌｅｎｔｉｂｕｌａｒｉａｃｅａｅ
　 　 　 黄花狸藻 Ｕ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ｉａ ａｕｒｅａ
　 　 桔梗科 Ｃａｍｐａｎｕｌａｃｅａｅ
　 　 　 蓝花参 Ｗａｈｌｅｎｂｅｒｇｉａ 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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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卵叶茜草 Ｒｕｂｉａ ｏｖａｔｉｆｏｌｉａ
　 　 　 四叶葎 Ｇａｌｉｕｍ ｂｕｎｇｅｉ
　 　 　 猪殃殃 Ｇａｌｉｕｍ ｓｐｕｒｉｕｍ
　 　 　 耳叶鸡矢藤 Ｐａｅｄｅｒｉａ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
　 　 　 鸡矢藤 Ｐａｅｄｅｒｉａ ｆｏｅｔｉｄａ
　 　 忍冬科 Ｃａｐｒ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忍冬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藿香蓟 Ａｇｅｒａｔｕｍ ｃｏｎｙｚｏｉｄｅｓ
　 　 　 黄花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ａｎｎｕａ
　 　 　 艾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ａｒｇｙｉ
　 　 　 青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ｃａｒｕｉｆｏｌｉａ
　 　 　 矮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ｌａｎｃｅａ
　 　 　 五月艾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ｉｎｄｉｃａ
　 　 　 野艾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ｌａｖａｎｄｕｌｉｆｏｌｉａ
　 　 　 猪毛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ｓｃｏｐａｒｉａ
　 　 　 阴地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ｓｙｌｖａｔｉｃａ
　 　 　 蒙古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
　 　 　 钻叶紫菀 Ｓｙｍｐｈｙｏｔｒｉｃｈｕｍ ｓｕｂｕｌａｔｕｍ
　 　 　 金盏银盘 Ｂｉｄｅｎｓ ｂｉｔｅｒｎａｔａ
　 　 　 大狼杷草 Ｂｉｄｅｎｓ ｆｒｏｎｄｏｓａ
　 　 　 三叶鬼针草 Ｂｉｄｅｎｓ ｐｉｌｏｓａ ｖａｒ. ｐｉｌｏｓａ
　 　 　 天名精 Ｃａｒｐｅｓｉｕｍ ａｂｒｏｔａｎｏｉｄｅｓ
　 　 　 野菊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ｍｕｍ ｉｎｄｉｃｕｍ
　 　 　 刺儿菜 Ｃｉｒｓｉｕｍ ａｒｖｅｎｓｅ ｖａｒ. ｉｎｔｅｇ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香丝草 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ｂｏｎａｒｉｅｎｓｉｓ
　 　 　 小蓬草 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
　 　 　 苏门白酒草 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ｓｕｍａｔｒｅｎｓｉｓ
　 　 　 一年蓬 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ａｎｎｕｕｓ
　 　 　 春飞蓬 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ｃｕｓ
　 　 　 金鸡菊 Ｃｏｒｅｏｐｓｉｓ ｂａｓａｌｉｓ
　 　 　 秋英 Ｃｏｓｍｏｓ ｂｉｐｉｎｎａｔｕｓ
　 　 　 鳢肠 Ｅｃｌｉｐｔａ ｐｒｏｓｔｒａｔａ
　 　 　 鼠曲草 Ｐｓｅｕｄｏｇｎａｐｈａｌｉｕｍ ａｆｆｉｎｅ
　 　 　 菊芋 Ｈｅｌｉａｎｔｈｕｓ ｔｕｂｅｒｏｓｕｓ
　 　 　 泥胡菜 Ｈｅｍｉｓｔｅｐｔｉａ ｌｙｒａｔａ
　 　 　 欧亚旋覆花 Ｉｎｕｌａ ｂｒｉｔａｎｎｉｃａ
　 　 　 旋覆花 Ｉｎｕｌ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马兰 Ａｓｔｅｒ ｉｎｄｉｃｕｓ
　 　 　 毡毛马兰 Ａｓｔｅｒ ｓｈｉｍａｄａｅ
　 　 　 稻槎菜 Ｌａｐｓａｎａｓｔｒｕｍ ａｐｏｇｏｎｏｉｄｅｓ
　 　 　 翅果菊 Ｌａｃｔｕｃａ ｉｎｄｉｃａ
　 　 　 加拿大一枝黄花 Ｓｏｌｉｄａｇｏ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
　 　 　 续断菊 Ｓｏｎｃｈｕｓ ａｓｐｅｒ
　 　 　 苣荬菜 Ｓｏｎｃｈｕｓ ｗｉｇｈｔｉａｎｕｓ
　 　 　 苦苣菜 Ｓｏｎｃｈｕｓ ｏｌｅｒａｃｅｕｓ
　 　 　 蒲公英 Ｔａｒａｘａｃｕｍ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
　 　 　 苍耳 Ｘａｎｔｈｉｕｍ ｓｔｒｕｍａｒｉｕｍ
　 　 　 黄鹌菜 Ｙｏｕｎｇ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单子叶植物纲 Ｍｏｎｏｃｏｔｙｌｅｄｏｎｅａｅ
　 　 泽泻科 Ａｌｉｓｍａｔａｃｅａｅ
　 　 　 宽叶泽薹草 Ｃａｌｄｅｓｉａ ｇｒａｎｄｉｓ
　 　 水鳖科 Ｈｙｄｒｏｃｈａｒｉｔａｃｅａｅ
　 　 　 黑藻 Ｈｙｄｒｉｌｌａ 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
　 　 　 水鳖 Ｈｙｄｒｏｃｈａｒｉｓ ｄｕｂｉａ
　 　 　 苦草 Ｖａｌｌｉｓｎｅｒｉａ ｎａｔａｎｓ
　 　 眼子菜科 Ｐｏｔａｍｏｇｅｔｏｎａｃｅａｅ
　 　 　 蓖齿眼子菜 Ｓｔｕｃｋｅｎｉａ ｐｅｃｔｉｎａｔａ
　 　 　 竹叶眼子菜 Ｐｏｔａｍｏｇｅｔｏｎ ｗｒｉｇｈｔｉｉ
　 　 　 菹草 Ｐｏｔａｍｏｇｅｔｏｎ ｃｒｉｓｐｕｓ
　 　 茨藻科 Ｎａｊａｄａｃｅａｅ
　 　 　 大茨藻 Ｎａｊａｓ ｍａｒｉｎａ
　 　 浮萍科 Ｌｅｍｎａｃｅａｅ
　 　 　 浮萍 Ｌｅｍｎａ ｍｉｎｏｒ
　 　 　 紫萍 Ｓｐｉｒｏｄｅｌａ ｐｏｌｙｒｈｉｚａ
　 　 　 芜萍 Ｗｏｌｆｆｉａ ａｒｒｈｉｚａ
　 　 鸭跖草科 Ｃｏｍｍｅｌｉｎａｃｅａｅ
　 　 　 饭包草 Ｃｏｍｍｅｌｉｎａ ｂｅｎｇａｌｅｎｓｉｓ
　 　 　 鸭跖草 Ｃｏｍｍｅｌｉｎ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水竹叶 Ｍｕｒｄａｎｎｉａ ｔｒｉｑｕｅｔｒａ
　 　 灯心草科 Ｊｕｎｃａｃｅａｅ
　 　 　 野灯心草 Ｊｕｎｃｕｓ ｓｅｔｃｈｕｅｎｓｉｓ
　 　 莎草科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垂穗薹草 Ｃａｒｅｘ ｂｒａｃｈｙａｔｈｅｒａ
　 　 　 签草 Ｃａｒｅｘ ｄｏｎｉａｎａ
　 　 　 镜子薹草 Ｃａｒｅｘ ｐｈａｃｏｔａ
　 　 　 异型莎草 Ｃｙｐｅｒｕｓ ｄｉｆｆｏｒｍｉｓ
　 　 　 阿穆尔莎草 Ｃｙｐｅｒｕｓ ａｍｕｒｉｃｕｓ
　 　 　 扁穗莎草 Ｃｙｐｅｒｕｓ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ｕｓ
　 　 　 头状穗莎草 Ｃｙｐｅｒｕｓ 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ｕｓ
　 　 　 碎米莎草 Ｃｙｐｅｒｕｓ ｉｒｉａ
　 　 　 具芒碎米莎草 Ｃｙｐｅｒｕｓ ｍｉｃｒｏｉｒｉａ
　 　 　 水莎草 Ｃｙｐｅｒｕｓ ｓｅｒｏｔｉｎｕｓ
　 　 　 香附子 Ｃｙｐｅｒｕｓ ｒｏｔｕｎｄｕｓ
　 　 　 断节莎 Ｃｙｐｅｒｕｓ ｏｄｏｒａｔｕｓ
　 　 　 牛毛毡 Ｅｌｅｏｃｈａｒｉｓ ｙｏｋｏｓｃｅｎｓｉｓ
　 　 　 两歧飘拂草 Ｆｉｍｂｒｉｓｔｙｌｉｓ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ａ
　 　 　 日照飘拂草 Ｆｉｍｂｒｉｓｔｙｌｉｓ ｍｉｌｉａｃｅａ
　 　 　 水虱草 Ｆｉｍｂｒｉｓｔｙｌｉｓ ｌｉｔｔｏｒａｌｉｓ
　 　 　 短叶水蜈蚣 Ｋｙｌｌｉｎｇａ ｂｒｅｖｉｆｏｌｉａ
　 　 　 无刺鳞水蜈蚣 Ｋｙｌｌｉｎｇａ ｂｒｅｖｉｆｏｌｉａ ｖａｒ.

ｌｅｉｏｌｅｐｉｓ
　 　 　 球穗扁莎 Ｐｙｃｒｅｕｓ ｆｌａｖｉｄｕｓ
　 　 　 萤蔺 Ｓｃｈｏｅｎｏｐｌｅｃｔｕｓ ｊｕｎｃｏｉｄｅｓ
　 　 　 三棱水葱 Ｓｃｈｏｅｎｏｐｌｅｃｔｕｓ ｔｒｉｑｕｅｔｅｒ
　 　 　 庐山藨草 Ｓｃｉｒｐｕｓ ｌｕ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
　 　 　 日本看麦娘 Ａｌｏｐｅｃｕｒ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看麦娘 Ａｌｏｐｅｃｕｒｕｓ ａｅｑｕａｌｉｓ

　 　 　 荩草 Ａｒｔｈｒａｘｏｎ ｈｉｓｐｉｄｕｓ
　 　 　 芦竹 Ａｒｕｎｄｏ ｄｏｎａｘ
　 　 　 菵草 Ｂｅｃｋｍａｎｎｉａ ｓｙｚｉｇａｃｈｎｅ
　 　 　 白羊草 Ｂｏｔｈｒｉｏｃｈｌｏａ ｉｓｃｈａｅｍｕｍ
　 　 　 蒲苇 Ｃｏｒｔａｄｅｒｉａ ｓｅｌｌｏａｎａ
　 　 　 狗牙根 Ｃｙｎｏｄｏｎ ｄａｃｔｙｌｏｎ
　 　 　 毛马唐 Ｄｉｇｉｔａｒｉａ ｃｉｌｉａｒｉｓ ｖａｒ. ｃｈｒｙｓｏｂｌｅｐｈａｒａ
　 　 　 止血马唐 Ｄｉｇｉｔａｒｉａ ｉｓｃｈａｅｍｕｍ
　 　 　 马唐 Ｄｉｇｉｔａｒｉａ ｓａｎｇｕｉｎａｌｉｓ
　 　 　 长芒稗 Ｅｃｈｉｎｏｃｈｌｏａ ｃａｕｄａｔａ
　 　 　 光头稗 Ｅｃｈｉｎｏｃｈｌｏａ ｃｏｌｏｎｕｍ
　 　 　 稗 Ｅｃｈｉｎｏｃｈｌｏａ ｃｒｕｓ￣ｇａｌｌｉ
　 　 　 无芒稗 Ｅｃｈｉｎｏｃｈｌｏａ ｃｒｕｓ￣ｇａｌｌｉ ｖａｒ. ｍｉｔｉｓ
　 　 　 西来稗 Ｅｃｈｉｎｏｃｈｌｏａ ｃｒｕｓ￣ｇａｌｌｉ ｖａｒ.

ｚｅｌａｙｅｎｓｉｓ
　 　 　 牛筋草 Ｅｌｅｕｓｉｎｅ ｉｎｄｉｃａ
　 　 　 蜈蚣草 Ｅｒｅｍｏｃｈｌｏａ ｃｉｌｉａｒｉｓ
　 　 　 假俭草 Ｅｒｅｍｏｃｈｌｏａ ｏｐｈｉｕｒｏｉｄｅｓ
　 　 　 牛鞭草 Ｈｅｍａｒｔｈｒｉａ ｓｉｂｉｒｉｃａ
　 　 　 白茅 Ｉｍｐｅｒａｔａ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
　 　 　 箬竹 Ｉｎｄ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ｔｅｓｓｅｌｌａｔｕｓ
　 　 　 假稻 Ｌｅｅｒｓ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千金子 Ｌｅｐｔｏｃｈｌｏ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虮子草 Ｌｅｐｔｏｃｈｌｏａ ｐａｎｉｃｅａ
　 　 　 柔枝莠竹 Ｍｉｃｒｏｓｔｅｇｉｕｍ ｖｉｍｉｎｅｕｍ
　 　 　 糠稷 Ｐａｎｉｃｕｍ ｂｉｓｕｌｃａｔｕｍ
　 　 　 双穗雀稗 Ｐａｓｐａｌｕｍ ｄｉｓｔｉｃｈｕｍ
　 　 　 狼尾草 Ｐｅｎｎｉｓｅｔｕｍ ａｌｏｐｅｃｕｒｏｉｄｅｓ
　 　 　 狗尾草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ｖｉｒｉｄｉｓ
　 　 　 金色狗尾草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ｐｕｍｉｌａ
　 　 　 大狗尾草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ｆａｂｅｒｉ
　 　 　 芦苇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早熟禾 Ｐｏａ ａｎｎｕａ
　 　 　 黑麦草 Ｌｏｌｉｕｍ ｐｅｒｅｎｎｅ
　 　 　 多花黑麦草 Ｌｏｌｉｕｍ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ｕｍ
　 　 　 棒头草 Ｐｏｌｙｐｏｇｏｎ ｆｕｇａｘ
　 　 　 柯孟披碱草 Ｅｌｙｍｕｓ ｋａｍｏｊｉ
　 　 　 斑茅 Ｓａｃｃｈａｒｕｍ ａｒｕｎｄｉｎａｃｅｕｍ
　 　 　 针茅 Ｓｔｉｐａ ｃａｐｉｌｌａｔａ
　 　 　 五节芒 Ｍｉｓｃａｎｔｈｕｓ ｆｌｏｒｉｄｕｌｕｓ
　 　 　 南荻 Ｍｉｓｃａｎｔｈｕｓ ｌｕｔａｒｉｏｒｉｐａｒｉｕｓ
　 　 　 荻 Ｍｉｓｃａｎｔｈｕｓ 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ｆｌｏｒｕｓ
　 　 　 菰 Ｚｉｚａｎｉａ 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ａ
　 　 香蒲科 Ｔｙｐｈａｃｅａｅ
　 　 　 香蒲 Ｔｙｐｈ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水烛 Ｔｙｐｈａ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
　 　 雨久花科 Ｐｏｎｔｅｄ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凤眼蓝 Ｅｉｃｈｈｏｒｎｉａ ｃｒａｓｓｉｐｅｓ
　 　 　 鸭舌草 Ｍｏｎｏｃｈｏｒｉａ ｖａｇｉｎａｌｉｓ
　 　 　 梭鱼草 Ｐｏｎｔｅｄｅｒｉａ ｃｏｒｄａ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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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合科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薤白 Ａｌｌｉｕｍ ｍａｃｒｏｓｔｅｍｏｎ
　 　 　 萱草 Ｈｅｍｅｒｏｃａｌｌｉｓ ｆｕｌｖａ

　 　 　 禾叶山麦冬 Ｌｉｒｉｏｐｅ ｇｒａｍｉｎｉｆｏｌｉａ
　 　 　 沿阶草 Ｏｐｈｉｏｐｏｇｏｎ 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
　 　 　 麦冬 Ｏｐｈｉｏｐｏｇｏｎ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绶草 Ｓｐｉｒａｎｔｈｅ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附录Ⅱ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Ⅱ
裸子植物 Ｇｙｍｎｏｓｐｅｒｍ
　 球果纲 Ｃｏｎｉｆｅｒｏｐｓｉｄａ
　 　 松科 Ｐｉｎａｃｅａｅ
　 　 　 雪松 Ｃｅｄｒｕｓ ｄｅｏｄａｒａ
　 　 　 马尾松 Ｐｉｎｕｓ 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
　 　 　 湿地松 Ｐｉｎｕｓ ｅｌｌｉｏｔｔｉｉ
　 　 　 日本五针松 Ｐｉｎｕｓ 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ａ
　 　 杉科 Ｔａｘ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水杉 Ｍｅｔａｓｅｑｕｏｉａ ｇｌｙｐｔｏｓｔｒｏｂｏｉｄｅｓ
　 　 　 池杉 Ｔａｘｏｄｉｕｍ ｄｉｓｔｉｃｈｕｍ ｖａｒ. ｉｍｂｒｉｃａｔｕｍ
　 　 　 落羽杉 Ｔａｘｏｄｉｕｍ ｄｉｓｔｉｃｈｕｍ
　 　 　 中山杉 Ｔａｘｏｄｉｕｍ ‘Ｚｈｏｎｇｓｈａｎｓｈａｎ’
　 　 柏科 Ｃｕｐｒｅｓｓａｃｅａｅ
　 　 　 日本花柏 Ｃｈａｍａｅｃｙｐａｒｉｓ ｐｉｓｉｆｅｒａ
　 　 　 侧柏 Ｐｌａｔｙｃｌａｄｕ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圆柏 Ｊｕｎｉｐｅｒ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龙柏 Ｊｕｎｉｐｅｒ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Ｋａｉｚｕｃａ’
　 　 罗汉松科 Ｐｏｄｏｃａｒｐａｃｅａｅ
　 　 　 罗汉松 Ｐｏｄｏｃａｒｐｕｓ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ｓ
　 　 　 小叶罗汉松 Ｐｏｄｏｃａｒｐｕｓ ｐｉｌｇｅｒｉ
　 苏铁纲 Ｃｙｃａｄｏｐｓｉｄａ
　 　 苏铁科 Ｃｙｃａｄａｃｅａｅ
　 　 　 苏铁 Ｃｙｃａｓ ｒｅｖｏｌｕｔａ
　 银杏纲 Ｇｉｎｋｇｏｏｐｓｉｄａ
　 　 银杏科 Ｇｉｎｋｇｏａｃｅａｅ
　 　 　 银杏 Ｇｉｎｋｇｏ ｂｉｌｏｂａ
被子植物 Ａｎｇｉｏｓｐｅｒｍ
　 双子叶植物纲 Ｄｉｃｏｔｙｌｅｄｏｎｅａｅ
　 　 木兰科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鹅掌楸 Ｌｉｒ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二乔木兰 Ｙｕｌａｎｉａ × ｓｏｕｌａｎｇｅａｎａ
　 　 　 望春玉兰 Ｙｕｌａｎｉａ ｂｉｏｎｄｉｉ
　 　 　 荷花玉兰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
　 　 　 深山含笑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ｍａｕｄｉａｅ
　 　 　 含笑花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ｆｉｇｏ
　 　 蜡梅科 Ｃａｌｙｃ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蜡梅 Ｃｈｉｍｏｎａｎｔｈｕｓ ｐｒａｅｃｏｘ
　 　 莲科 Ｎｅｌｕｍｂｏｎａｃｅａｅ
　 　 　 莲 Ｎｅｌｕｍｂｏ ｎｕｃｉｆｅｒａ
　 　 睡莲科 Ｎｙｍｐｈａｅａｃｅａｅ
　 　 　 芡实 Ｅｕｒｙａｌｅ ｆｅｒｏｘ
　 　 　 萍蓬草 Ｎｕｐｈａｒ ｐｕｍｉｌａ
　 　 　 睡莲 Ｎｙｍｐｈａｅａ ｔｅｔｒａｇｏｎａ
　 　 小檗科 Ｂｅｒｂ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十大功劳 Ｍａｈｏｎｉａ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南天竹 Ｎａｎｄｉｎａ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
　 　 金缕梅科 Ｈａｍａｍｅｌｉｄａｃｅａｅ
　 　 　 红花檵木 Ｌｏｒｏｐｅｔａｌ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ｖａｒ. ｒｕｂｒｕｍ
　 　 榆科 Ｕｌｍａｃｅａｅ
　 　 　 榉树 Ｚｅｌｋｏｖａ ｓｅｒｒａｔａ
　 　 胡桃科 Ｊｕｇｌａｎｄａｃｅａｅ
　 　 　 枫杨 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ｙａ ｓｔ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马齿苋科 Ｐｏｒｔｕｌａｃａｃｅａｅ
　 　 　 大花马齿苋 Ｐｏｒｔｕｌａｃ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
　 　 　 土人参 Ｔａｌｉｎｕｍ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落葵科 Ｂａｓｅｌｌａｃｅａｅ
　 　 　 落葵 Ｂａｓｅｌｌａ ａｌｂａ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金荞麦 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ｄｉｂｏｔｒｙｓ
　 　 　 千叶吊兰 Ｍｕｅｈｌｅｎｂｅｃｋｉ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ａ
　 　 　 粘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ｖｉｓｃｏｆｅｒｕｍ
　 　 　 巴天酸模 Ｒｕｍｅｘ ｐａｔｉｅｎｔｉａ
　 　 山茶科 Ｔｈｅａｃｅａｅ
　 　 　 山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茶梅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ｓａｓａｎｑｕａ
　 　 藤黄科 Ｃｌｕｓｉａｃｅａｅ
　 　 　 金丝桃 Ｈｙｐｅｒｉｃｕｍ ｍｏｎｏｇｙｎｕｍ
　 　 杜英科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ａｃｅａｅ
　 　 　 杜英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ｄｅｃｉｐｉｅｎｓ
　 　 　 秃瓣杜英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ｇｌａｂｒｉｐｅｔａｌｕｓ
　 　 梧桐科 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ｃｅａｅ
　 　 　 梧桐 Ｆｉｒｍｉａｎａ ｓｉｍｐｌｅｘ
　 　 锦葵科 Ｍａｌｖａｃｅａｅ
　 　 　 陆地棉 Ｇｏｓｓｙｐｉｕｍ ｈｉｒｓｕｔｕｍ
　 　 　 木槿 Ｈｉｂｉｓｃｕｓ ｓｙｒｉａｃｕｓ
　 　 　 木芙蓉 Ｈｉｂｉｓｃｕｓ ｍｕｔａｂｉｌｉｓ
　 　 堇菜科 Ｖｉｏｌａｃｅａｅ
　 　 　 三色堇 Ｖｉｏｌａ ｔｒｉｃｏｌｏｒ
　 　 　 紫花地丁 Ｖｉｏｌａ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ｃａ
　 　 杨柳科 Ｓａｌｉｃａｃｅａｅ
　 　 　 钻天杨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ｎｉｇｒａ ｖａｒ. ｉｔａｌｉｃａ
　 　 　 垂柳 Ｓａｌｉｘ ｂａｂｙｌｏｎｉｃａ
　 　 　 腺柳 Ｓａｌｉｘ ｃｈａｅｎｏｍｅｌｏｉｄｅｓ
　 　 十字花科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ｃｅａｅ
　 　 　 诸葛菜 Ｏｒｙｃｈｏｐｈｒａｇｍｕｓ ｖｉｏｌａｃｅｕ
　 　 虎耳草科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ｃｅａｅ
　 　 　 绣球 Ｈｙｄｒａｎｇｅａ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毛叶木瓜 Ｃｈａｅｎｏｍｅｌｅｓ ｃａｔｈａｙｅｎｓｉｓ
　 　 　 皱皮木瓜 Ｃｈａｅｎｏｍｅｌｅｓ ｓｐｅｃｉｏｓａ

　 　 　 枇杷 Ｅｒｉｏｂｏｔｒｙ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重瓣棣棠花 Ｋｅｒｒ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ｆ. ｐｌｅｎｉｆｌｏｒａ
　 　 　 垂丝海棠 Ｍａｌｕｓ ｈａｌｌｉａｎａ
　 　 　 西府海棠 Ｍａｌｕｓ × ｍｉｃｒｏｍａｌｕｓ
　 　 　 红叶石楠 Ｐｈｏｔｉｎｉａ × ｆｒａｓｅｒｉ
　 　 　 中华石楠 Ｐｈｏｔｉｎｉａ ｂｅａｕｖｅｒｄｉａｎａ
　 　 　 贵州石楠 Ｐｈｏｔｉｎｉａ 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
　 　 　 桃 Ａｍｙｇｄａｌｕｓ ｐｅｒｓｉｃａ
　 　 　 山樱花 Ｃｅｒａｓｕｓ ｓｅｒｒｕｌａｔａ
　 　 　 日本晚樱 Ｃｅｒａｓｕｓ ｓｅｒｒｕｌａｔａ ｖａｒ. ｌａｎｎｅｓｉａｎａ
　 　 　 紫叶李 Ｐｒｕｎｕｓ ｃｅｒａｓｉｆｅｒａ ｆ. ａｔｒｏｐｕｒｐｕｒｅａ
　 　 　 火棘 Ｐｙｒａｃａｎｔｈａ ｆｏｒｔｕｎｅａｎａ
　 　 　 麻叶绣线菊 Ｓｐｉｒａｅａ ｃａｎｔｏｎｉｅｎｓｉｓ
　 　 　 梨 Ｐｙｒｕｓ × ｍｉｃｈａｕｘｉｉ
　 　 　 月季花 Ｒｏｓ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含羞草科 Ｍｉｍｏｓａｃｅａｅ
　 　 　 银荆 Ａｃａｃｉａ ｄｅａｌｂａｔａ
　 　 　 合欢 Ａｌｂｉｚｉａ ｊｕｌｉｂｒｉｓｓｉｎ
　 　 云实科 Ｃａｅｓａｌｐｉｎｉａｃｅａｅ
　 　 　 紫荆 Ｃｅｒｃｉ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蝶形花科 Ｐａｐｉｌｉｏｎａｃｅａｅ
　 　 　 扁豆 Ｌａｂｌａｂ ｐｕｒｐｕｒｅｕｓ
　 　 　 菜豆 Ｐｈａｓｅｏｌｕｓ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金枝槐 Ｓｔｙｐｈｎｏｌｏｂｉ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Ｇｏｌｄｅｎ

Ｓｔｅｍ’
　 　 　 赤豆 Ｖｉｇｎａ ａｎｇｕｌａｒｉｓ
　 　 千屈菜科 Ｌｙｔｈｒａｃｅａｅ
　 　 　 紫薇 Ｌａｇｅｒ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ｉｎｄｉｃａ
　 　 瑞香科 Ｔｈｙｍｅｌａｅａｃｅａｅ
　 　 　 结香 Ｅｄｇｅｗｏｒｔｈｉａ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ａ
　 　 石榴科 Ｐｕｎｉｃａｃｅａｅ
　 　 　 石榴 Ｐｕｎｉｃａ ｇｒａｎａｔｕｍ
　 　 山茱萸科 Ｃｏｒｎａｃｅａｅ
　 　 　 花叶青木 Ａｕｃｕｂ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ｖａｒ. 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ａ
　 　 蓝果树科 Ｎｙｓｓａｃｅａｅ
　 　 　 喜树 Ｃａｍｐｔｏｔｈｅｃａ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
　 　 冬青科 Ａｑｕ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光叶细刺枸骨 Ｉｌｅｘ ｈｙｌｏｎｏｍａ ｖａｒ. ｇｌａｂｒａ
　 　 　 枸骨 Ｉｌｅｘ ｃｏｒｎｕｔａ
　 　 　 花叶枸骨 Ｉｌｅｘ ｃｏｒｎｕｔａ ‘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ｕｓ’
　 　 　 齿叶冬青 Ｉｌｅｘ ｃｒｅｎａｔａ
　 　 黄杨科 Ｂｕｘａｃｅａｅ
　 　 　 黄杨 Ｂｕｘｕｓ ｓｉｎｉｃａ
　 　 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山麻杆 Ａｌｃｈｏｒｎｅａ ｄａｖｉｄｉ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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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阳木 Ｂｉｓｃｈｏｆｉａ ｐｏｌｙｃａｒｐａ
　 　 　 蓖麻 Ｒｉｃｉｎ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鼠李科 Ｒｈａｍｎａｃｅａｅ
　 　 　 枣 Ｚｉｚｉｐｈｕｓ ｊｕｊｕｂａ
　 　 　 无刺枣 Ｚｉｚｉｐｈｕｓ ｊｕｊｕｂａ ｖａｒ. ｉｎｅｒｍｉｓ
　 　 葡萄科 Ｖｉｔａｃｅａｅ
　 　 　 五叶地锦 Ｐａｒｔｈｅｎｏｃｉｓｓｕｓ ｑｕｉｎｑｕｅｆｏｌｉａ
　 　 　 地锦 Ｐａｒｔｈｅｎｏｃｉｓｓｕｓ ｔｒｉ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ａ
　 　 无患子科 Ｓａｐｉｎｄａｃｅａｅ
　 　 　 复羽叶栾树 Ｋｏｅｌｒｅｕｔｅｒｉａ ｂｉｐｉｎｎａｔａ
　 　 　 全缘叶栾树 Ｋｏｅｌｒｅｕｔｅｒｉａ ｂｉｐｉｎｎａｔａ
　 　 　 无患子 Ｓａｐｉｎｄｕｓ ｓａｐｏｎａｒｉａ
　 　 槭树科 Ａｃｅｒａｃｅａｅ
　 　 　 鸡爪槭 Ａｃｅｒ ｐａｌｍａｔｕｍ
　 　 楝科 Ｍｅｌｉａｃｅａｅ
　 　 　 香椿 Ｔｏｏｎ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芸香科 Ｒｕｔａｃｅａｅ
　 　 　 柑橘 Ｃｉｔｒｕｓ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
　 　 　 香橼 Ｃｉｔｒｕｓ ｍｅｄｉｃａ
　 　 　 枳 Ｃｉｔｒｕｓ ｔｒｉｆｏｌｉａｔａ
　 　 酢浆草科 Ｏｘａｌｉｄａｃｅａｅ
　 　 　 紫叶酢浆草 Ｏｘａｌｉｓ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ｉｓ ｓｕｂｓｐ.

ｐａｐｉｌｉｏｎａｃｅａ
　 　 五加科 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
　 　 　 八角金盘 Ｆａｔｓ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伞形科 Ａｐｉａｃｅａｅ
　 　 　 天胡荽 Ｈｙｄｒｏｃｏｔｙｌｅ ｓｉｂｔｈｏｒｐｉｏｉｄｅｓ
　 　 　 少脉香菇草 Ｈｙｄｒｏｃｏｔｙｌｅ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蕹菜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ａｑｕａｔｉｃａ
　 　 杜鹃花科 Ｅｒｉｃａｃｅａｅ
　 　 　 锦绣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 ｐｕｌｃｈｒｕｍ
　 　 　 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ｓｉｍｓｉｉ
　 　 柿树科 Ｅ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乌柿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ｃａｔｈａｙｅｎｓｉｓ
　 　 　 柿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ｋａｋｉ
　 　 报春花科 Ｐｒｉｍｕｌａｃｅａｅ
　 　 　 露珠珍珠菜 Ｌｙｓｉｍａｃｈｉａ ｃｉｒｃａｅｏｉｄｅｓ
　 　 夹竹桃科 Ａｐｏｃｙｎａｃｅａｅ
　 　 　 长春花 Ｃａｔｈ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ｒｏｓｅｕｓ
　 　 　 夹竹桃 Ｎｅｒｉｕｍ ｏｌｅａｎｄｅｒ
　 　 　 变色络石 Ｔｒａｃｈｅｌ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ｊａｓｍｉｎｏｉｄｅｓ

‘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ｕｍ’
　 　 　 花叶蔓长春花 Ｖｉｎｃａ ｍａｊｏｒ ‘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ａ’
　 　 睡菜科 Ｍｅｎｙ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荇菜 Ｎｙｍｐｈｏｉｄｅｓ ｐｅｌｔａｔａ
　 　 旋花科 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ａｃｅａｅ

　 　 　 茑萝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ｑｕａｍｏｃｌｉｔ
　 　 紫草科 Ｂｏｒ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蓝蓟 Ｅｃｈｉｕｍ ｖｕｌｇａｒｅ
　 　 马鞭草科 Ｖｅｒ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细叶美女樱 Ｇｌａｎｄｕｌａｒｉａ ｔｅｎｅｒａ
　 　 唇形科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天蓝鼠尾草 Ｓａｌｖｉａ ｕｌｉｇｉｎｏｓａ
　 　 　 羽叶薰衣草 Ｌａｖａｎｄｕｌ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
　 　 　 迷迭香 Ｒｏｓｍａｒｉｎｕｓ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木犀科 Ｏｌｅａｃｅａｅ
　 　 　 金钟花 Ｆｏｒｓｙｔｈｉａ ｖｉｒｉｄｉｓｓｉｍａ
　 　 　 野迎春 Ｊａｓｍｉｎｕｍ ｍｅｓｎｙｉ
　 　 　 金森女贞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ｖａｒ.

ｈｏｗａｒｄｉｉ
　 　 　 女贞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ｌｕｃｉｄｕｍ
　 　 　 小叶女贞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ｑｕｉｈｏｕｉ
　 　 　 小蜡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ｓｉｎｅｎｓｅ
　 　 　 金叶女贞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 ｖｉｃａｒｙｉ
　 　 　 紫丁香 Ｓｙｒｉｎｇａ ｏｂｌａｔａ
　 　 　 木犀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ｆｒａｇｒａｎｓ
　 　 芝麻科 Ｐｅｄａｌｉａｃｅａｅ
　 　 　 芝麻 Ｓｅｓａｍｕｍ ｉｎｄｉｃｕｍ
　 　 紫葳科 Ｂｉｇｎｏｎｉａｃｅａｅ
　 　 　 楸 Ｃａｔａｌｐａ ｂｕｎｇｅｉ
　 　 忍冬科 Ｃａｐｒ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柳叶忍冬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绣球荚蒾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ｍａｃ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ｍ
　 　 　 珊瑚树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ｏｄｏｒａｔｉｓｓｉｍｕｍ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两色金鸡菊 Ｃｏｒｅｏｐｓｉｓ 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ａ
　 　 　 黄秋英 Ｃｏｓｍｏｓ ｓｕｌｐｈｕｒｅｕｓ
　 　 　 松果菊 Ｅｃｈｉｎａｃｅａ ｐｕｒｐｕｒｅａ
　 　 　 黄金菊 Ｅｕｒｙｏｐｓ ｐｅｃｔｉｎａｔｕｓ
　 　 　 大吴风草 Ｆａｒｆｕｇｉ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蛇鞭菊 Ｌｉａｔｒｉｓ ｓｐｉｃａｔａ
　 　 　 黑心金光菊 Ｒｕｄｂｅｃｋｉａ ｈｉｒｔａ
　 　 　 万寿菊 Ｔａｇｅｔｅｓ ｅｒｅｃｔａ
　 　 　 孔雀草 Ｔａｇｅｔｅｓ ｐａｔｕｌａ
　 　 　 百日菊 Ｚｉｎｎｉａ ｅｌｅｇａｎｓ
　 单子叶植物纲 Ｍｏｎｏｃｏｔｙｌｅｄｏｎｅａｅ
　 　 花蔺科 Ｌｉｍｎｏｃｈａｒｉｔａｃｅａｅ
　 　 　 水金英 Ｈｙｄｒｏｃｌｅｙｓ ｎｙｍｐｈｏｉｄｅｓ
　 　 泽泻科 Ａｌｉｓｍａｔａｃｅａｅ
　 　 　 膜果泽泻 Ａｌｉｓｍ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ｕｍ
　 　 　 华夏慈姑 Ｓａｇｉｔｔａｒｉａ ｔｒｉｆｏｌｉａ ｓｕｂｓｐ.

ｌｅｕｃｏｐｅｔａｌａ

　 　 水鳖科 Ｈｙｄｒｏｃｈａｒｉｔａｃｅａｅ
　 　 　 狭叶水蕴藻 Ｅｌｏｄｅａ ｎｕｔｔａｌｌｉｉ
　 　 棕榈科 Ａｒｅｃａｃｅａｅ
　 　 　 棕竹 Ｒｈａｐｉｓ ｅｘｃｅｌｓａ
　 　 　 棕榈 Ｔｒａｃｈｙｃａｒｐｕｓ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天南星科 Ａｒａｃｅａｅ
　 　 　 马蹄莲 Ｚａｎｔｅｄｅｓｃｈｉａ ａｅｔｈｉｏｐｉｃａ
　 　 　 芋 Ｃｏｌｏｃａｓｉａ 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ａ
　 　 灯心草科 Ｊｕｎｃａｃｅａｅ
　 　 　 翅茎灯心草 Ｊｕｎｃｕｓ ａｌａｔｕｓ
　 　 　 灯心草 Ｊｕｎｃｕｓ ｅｆｆｕｓｕｓ
　 　 莎草科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风车草 Ｃｙｐｅｒｕｓ 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ｕｓ
　 　 　 荸荠 Ｅｌｅｏｃｈａｒｉｓ ｄｕｌｃｉｓ
　 　 　 水葱 Ｓｃｈｏｅｎｏｐｌｅｃｔｕｓ ｔａｂｅｒｎａｅｍｏｎｔａｎｉ
　 　 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
　 　 　 花叶芦竹 Ａｒｕｎｄｏ ｄｏｎａｘ ｖａｒ. ｖｅｒｓｉｃｏｌｏｒ
　 　 　 凤尾竹 Ｂａｍｂｕｓａ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 ｆ. ｆｅｒｎｌｅａｆ
　 　 　 花叶蒲苇 Ｃｏｒｔａｄｅｒｉａ ｓｅｌｌｏａｎａ ‘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ａ’
　 　 　 柠檬草 Ｃｙｍｂｏｐｏｇｏｎ ｃｉｔｒａｔｕｓ
　 　 　 早园竹 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ｐｒｏｐｉｎｑｕａ
　 　 　 刚竹 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ｓｕｌｐｈｕｒｅａ ｖａｒ. ｖｉｒｉｄｉｓ
　 　 　 菲黄竹 Ｐｌｅｉｏｂｌａｓｔｕｓ ｖｉｒｉｄｉｓｔｒｉａｔｕｓ

‘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ｕｓ’
　 　 香蒲科 Ｔｙｐｈａｃｅａｅ
　 　 　 小香蒲 Ｔｙｐｈａ ｍｉｎｉｍａ
　 　 姜科 Ｚｉｎｇｉｂｅｒａｃｅａｅ
　 　 　 姜花 Ｈｅｄｙｃｈｉｕｍ ｃｏｒｏｎａｒｉｕｍ
　 　 美人蕉科 Ｃａｎｎａｃｅａｅ
　 　 　 大花美人蕉 Ｃａｎｎａ ×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ｓ
　 　 　 金脉美人蕉 Ｃａｎｎａ ×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ｓ ‘Ｓｔｒｉａｔａ’
　 　 　 美人蕉 Ｃａｎｎａ ｉｎｄｉｃａ
　 　 　 黄花美人蕉 Ｃａｎｎａ ｉｎｄｉｃａ ｖａｒ. ｆｌａｖａ
　 　 竹芋科 Ｍａｒａｎｔａｃｅａｅ
　 　 　 再力花 Ｔｈａｌｉａ ｄｅａｌｂａｔａ
　 　 百合科 Ｍａｒａｎｔａｃｅａｅ
　 　 　 蜘蛛抱蛋 Ａｓｐｉｄｉｓｔｒａ ｅｌａｔｉｏｒ
　 　 石蒜科 Ａｍａｒｙｌｌｉｄａｃｅａｅ
　 　 　 黄水仙 Ｎａｒｃｉｓｓｕｓ ｐｓｅｕｄｏｎａｒｃｉｓｓｕｓ
　 　 鸢尾科 Ｉ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德国鸢尾 Ｉｒｉｓ ｇｅｒｍａｎｉｃａ
　 　 　 蝴蝶花 Ｉｒｉ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黄菖蒲 Ｉｒｉｓ ｐｓｅｕｄａｃｏｒｕｓ
　 　 　 鸢尾 Ｉｒｉｓ ｔｅｃｔｏｒ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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