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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介绍了自 ２００６ 年以来我国省市级以及跨省区的 ２０ 种地方植物志的出版信息ꎬ包括出版年代、
页码、收载类群的科属种、线描图及彩图等信息ꎮ 其中ꎬ«昆仑植物志»为跨青海、甘肃、四川、新疆和西藏等

五省(区)的地方植物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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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页刊登了我国地方植物志出版情况简介(八)ꎬ
至今已经 １２ 年ꎮ 期间ꎬ很多工作出版ꎬ同仁也经

常询问ꎮ 作者们于最近对我国地方植物志出版信

息资料系统地进行了整理ꎬ现将相关内容报道

如下:
遗漏或未能包括之处ꎬ还望广大读者补充或

批评指正ꎮ
１. «湖南植物志»ꎬ第 ３ 卷 (２０１０)ꎬ１ ００８页ꎬ

包含被子植物猕猴桃科至交让木科ꎬ共 ２２ 科 ２１５
属 ９７６ 种和种下单位ꎬ其中 ７５７ 种具有精致图版

４１０ 幅及彩色照片 １０１ 幅ꎮ 本植物志计划出版 ７
卷ꎬ目前已出版第 １ 卷、第 ２ 卷、第 ３ 卷ꎬ第 ４ 卷至

第 ７ 卷正在编辑出版之中ꎮ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１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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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植物志采用的系统:蕨类植物按秦仁昌

(１９７８)系统ꎻ裸子植物按郑万钧(１９７８)系统ꎻ被
子植物按恩格勒(１９６４)系统ꎮ

２. «台湾植物志»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Ｔａｉｗａｎ)ꎬ英文版

(第二版)ꎬ第二版补遗(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ꎬ４１４ 页ꎬ共收

载了至 ２００９ 年之前文献报道的物种 ２９４ 个ꎬ其中

裸子植物 ２ 种(１ 属 ２ 种)ꎬ被子植物 ２９２ 种(包括

双子叶植物 １９４ 种、单子叶植物 ９８ 种)ꎮ
３. «云南植物志»ꎬ第 １０ 卷 (２００６)ꎬ９２９ 页ꎬ

收载了被子植物的堇菜科、蒺藜科、旱金莲科、古
柯科、大戟科、小盘木科、含羞草科、蝶形花科和胡

桃科共 ９ 科 １７３ 属 ８８３ 种及种下分类单位ꎮ 第 １２
卷(２００６)ꎬ８８４ 页ꎬ记载了被子植物的虎耳草科、
番杏科、秋海棠科、仙人掌科、茶藨子科、蔷薇科、
榆科、鼠李科、胡颓子科、牛栓藤科、马尾树科、八
角枫科、花柱草科等 １３ 科 ８５ 属 ８８８ 种 ２０３ 亚种和

变种ꎮ 第 １４ 卷 (２００４)ꎬ８８５ 页ꎬ收载了被子植物

棕榈科、兰科等 ２ 科 １６２ 属 ８４０ 种及 ３７ 变种ꎬ插图

１７９ 幅ꎮ 第 １６ 卷 (２００６)ꎬ８７６ 页ꎬ收载了被子植

物木兰科、落葵科、凤仙花科、水东哥科、绣球花

科、卫矛科、十齿花科、山矾科、车前科、玄参科、列
当科、爵床科等 １２ 科 １４０ 属 ８７９ 种 ７８ 亚种和变

种ꎬ有图版 ２３４ 幅ꎮ 第 １９ 卷 (２００５)ꎬ６８１ 页ꎬ包括

苔藓植物藓纲中的最后一个亚纲:真藓亚纲中的

真藓目、变齿藓目、油藓目、灰藓目、烟杆藓目、金
发藓目等 ６ 个目ꎬ共 ３９ 科 １９４ 属 ５５４ 种和种下分

类单位ꎮ 第 ２０ 卷 (２００６)ꎬ７８５ 页ꎬ包括蕨类植物

松叶蕨科至球盖蕨科计 ４２ 科 １２３ 属 ７６２ 种 ３１ 变

种 ８ 变型ꎮ 第 ２１ 卷 (２００５)ꎬ４７７ 页ꎬ包括蕨类植

物鳞毛蕨科至满江红科计 １８ 科 ７０ 属 ５０４ 种 ４
变种ꎮ

全志共 ２１ 卷已全部出版ꎬ其中第 １ 卷至第 １６
卷为种子植物(裸子植物在第 ４ 卷的开始)ꎬ第 １７
卷至第 １９ 卷为苔藓植物ꎬ第 ２０ 卷至第 ２１ 卷为蕨

类植物ꎮ
本植 物 志 采 用 的 系 统:苔 纲、角 台 纲 采 用

Ｒ. Ｍ. Ｓｃｈｕｓｔｅｒ (１９６６) 和 Ｒ. Ｇｒｏｌｌｅ ( １９８３)系统ꎻ
藓类植物采用陈邦杰(１９６３)系统ꎻ蕨类植物采用

秦仁昌 ( １９７８) 系统ꎻ裸子植物采用郑万钧系统

(１９７８)ꎻ被子植物采用哈钦松(１９２６ꎬ１９３４)系统ꎮ

各科按原系统科号ꎬ由作者采用另立的科ꎬ均列于

原科后ꎬ并在其科号后加 ａꎬ ｂꎬ等以示区别ꎮ
此外ꎬ还配套编辑出版了«云南植物志———中名、
拉丁名和经济植物总索引»一书(２０１０)ꎮ

４. «广西植物志»ꎬ第 ２ 卷 (２００６)ꎬ９４７ 页ꎬ记
载了被子植物野牡丹科、使君子科、红树科、金丝

桃科ꎻ山竹子科、椴树科、杜英科、斜翼科、梧桐科、
木棉科、锦葵科、金虎尾科、古柯科、粘木科、大戟

科、虎皮楠科、鼠刺科、茶藨子科、绣球花科、蔷薇

科、毒鼠子科、蜡梅科、含羞草科、云实科、蝶形花

科、旌节花科、金缕梅科、杜仲科、黄杨科、悬铃木

科、杨柳科、杨梅科、桦木科、榛木科、壳斗科、木麻

黄科、榆科、荨麻科等共 ３８ 科 ３３８ 属１ ５５６种(包括

亚种、 变 种 及 变 型 )ꎬ 图 版 ３５８ 幅ꎮ 第 ３ 卷

(２０１１)ꎬ１ ０２４页ꎬ记载了被子植物桑科至萝藦科

共 ５０ 科 ３１８ 属１ ３９３种 ５ 亚种 １６８ 变种 ５ 变型ꎬ图
版 ３９１ 幅ꎮ 第 ４ 卷 (２０１７)ꎬ１ ０８２页ꎬ记载了被子

植物茜草科至唇形科共 ３３ 科 ４５４ 属１ ６１２种 ２４ 亚

种 １４１ 变种 ５ 变型及 １ 杂交种ꎬ图版 ２６９ 幅ꎮ 第 ５
卷 (２０１６)ꎬ１ ０７３页ꎬ收载了被子植物的单子叶植

物部分共 ４５ 科 ４５１ 属１ ６７７种 １９ 亚种 ９０ 变种 １
杂交种ꎬ图版 ２９８ 幅ꎮ 第 ６ 卷(２０１３)ꎬ记载了蕨类

植物松叶蕨科至满江红科等 ５７ 科 １５９ 属 ８３３ 种

(含种下单位)ꎬ图版 １１２ 幅ꎮ
５. «广东植物志»ꎬ第 ６ 卷(２００５)ꎬ４４５ 页ꎬ收

载了樟科、菱科、小二仙草科、荨麻科、大麻科、茜
草科、苦苣苔科、水鳖科、波喜荡科、水蕹科、眼子

菜科、川蔓藻科、角果藻科、茨藻科、鸭趾草科、黄
眼草科、百合科、菝葜科、香蒲科、鸢尾科、薯蓣科、
露兜树科、灯心草科、刺鳞草科、帚灯草科等维管

植物 ２５ 科 ２０３ 属 ７６７ 种 １１ 亚种 ４８ 变种 ４ 变型ꎮ
第 ７ 卷(２００６)ꎬ５４３ 页ꎬ收载了蕨类植物门及被子

植物兰科共计 ５９ 科 ２５４ 属 ８８９ 种 ２７ 变种 ２ 变型ꎮ
第 ８ 卷( ２００７)ꎬ４３１ 页ꎬ收载了被子植物柳叶菜

科、野牡丹科、桦木科、榛木科、卫矛科、葡萄科、山
茱萸科、菊科、雨久花科、莎草科共计 １０ 科 １８８ 属

７６５ 种 １ 亚种 ５１ 变种 ４ 变型ꎮ 第 ９ 卷(２００９)ꎬ５５８
页ꎬ收载了被子植物壳斗科、蛇菰科、紫草科、紫葳

科、爵床科、泽泻科、谷精草科、凤梨科、延龄草科、
天南星科、百部科、龙舌兰科、蒟蒻薯科、禾本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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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１４ 科 ２１７ 属 ７９２ 种 １５ 亚种 ３３ 变种 ４ 变型ꎮ 第

１０ 卷(２０１１)ꎬ３３０ 页ꎬ收载了广东种子植物分科检

索表、学名总索引、广东植物学研究简史、华南植

物所(园)植物标本采集史即编后记等内容ꎮ 到目

前为止ꎬ«广东植物志»１０ 卷已全部编写完成ꎮ
此外ꎬ«广东苔藓志» (２０１３)ꎬ５５２ 页ꎬ收载了

广东及海南苔藓植物 ８７ 科 ２７９ 属 ９４４ 种ꎬ墨线图

３２８ 幅ꎮ
６. «东北草本植物志»ꎬ第 ８ 卷 (２００５)ꎬ２４６

页ꎬ共记载了东北草本植物管状花目、茄亚目的茄

科至葫芦科等 １５ 科 ７１ 属 １７５ 种 ３０ 变种 １２ 变型ꎮ
到目前为止ꎬ本植物志 １２ 卷全部出版ꎮ

７. «新疆植物志»ꎬ第 ３ 卷(２０１１)ꎬ７１０ 页ꎬ豆
科至伞形科ꎬ包括 ３９ 科 １６８ 属 ７４７ 种 ３５ 亚种和变

种ꎬ１４４ 幅图版ꎮ 第 ４ 卷(２００４)ꎬ５７３ 页ꎬ鹿蹄草科

至桔梗科ꎬ包含 ２７ 科 １７４ 属 ６１６ 种 １ 亚种 １８ 变

种ꎬ１６３ 幅图版ꎮ 到目前为此ꎬ«新疆植物志» ６ 卷

７ 册已全部出版ꎮ
另外ꎬ «新疆植物志简本» ( ２０１４)ꎬ全一册ꎬ

１ ００７页ꎬ包括蕨类植物和种子植物ꎮ
８. «甘肃植物志»ꎬ第 ２ 卷 (２００５)ꎬ６０６ 页ꎬ收

载了被子植物门双子叶植物纲的胡桃科、杨柳科、
桦木科、壳斗科、榆科、杜仲科、桑科、荨麻科、铁青

树科、檀香科、桑寄生科、蛇菰科、蓼科、商陆科、紫
茉莉科、番杏科、马齿苋科、落葵科、石竹科、藜科、
苋科、仙人掌科、木兰科、五味子科、八角科、蜡梅

科、樟科、水青树科、领春水科、连香树科等计 ３０
科 １４８ 属(包括引进载培 １５ 属)５１７ 种(包括引进

栽培 ３０ 种)５ 亚种 ７３ 变种 １７ 个变型 ３ 个人工育

成种ꎬ附有图版 １０７ 幅ꎮ
９. « 宁 夏 植 物 志 »ꎬ ( 第 二 版 ) 上、 下 卷

(２００７)ꎬ上卷 ６３５ 页ꎬ收载了蕨类植物、裸子植物

和被子植物双子叶植物纲金粟兰科至千屈菜科ꎬ
共计 ７７ 科 ２９０ 属 ９４２ 种 (包括亚种、变种和变

型)ꎻ下卷 ６４２ 页ꎬ收载了双子叶植物纲柳叶菜科

至菊科和全部单子叶植物纲ꎬ共计 ５３ 科 ３５４ 属

９２６ 种(包括亚种、变种和变型)ꎮ
１０. «天津植物志»ꎬ全一卷 (２００４)ꎬ９９４ 页ꎬ

记载天津市野生及习见栽培的高等植物 ４ 门ꎬ共
１６３ 科 ７４８ 属１ ３５６种 ６ 亚种 １２７ 变种 １８ 变型ꎮ 其

中:苔藓植物门收载 ５ 科 ６ 属 ６ 种ꎻ蕨类植物门收

载 １８ 科 ２０ 属 ３４ 种 １ 变种ꎻ裸子植物收载了 ７ 科

９ 属 １２ 种ꎻ被子植物门收载了 １３３ 科 ７１３ 属１ ３０４
种 ６ 亚种 １２６ 变种 １８ 变型ꎮ

１１. «四川植物志»ꎬ第 ５ ( １)卷 ( ２０１７)ꎬ４２７
页ꎬ收载了四川禾本科(狐茅族、小麦族)共 ３７ 属

２６８ 种 ７ 亚种 １８ 变种ꎬ图版 １７２ 幅ꎮ 第 １６ 卷

(２００５)ꎬ４１４ 页ꎬ收载了桑科、金缕梅科、苦木科、
柽柳科、千屈菜科、五加科、马钱科、醉鱼草科、苦
苣苔科、雨久花科、灯心草科、凤梨科、黄眼草科、
谷精草科等 １４ 科 ７９ 属 ２９７ 种 ２ 亚种 ５５ 变种 ２ 变

型ꎬ图版 １２４ 幅ꎮ 第 １７ 卷(２００７)ꎬ３４４ 页ꎬ收载了

杜鹃花科 ９ 属 ２５０ 种 １３ 亚种 ３９ 变种ꎬ图版 １０１
幅ꎮ 第 ２１ 卷(２０１２)ꎬ５４９ 页ꎬ收载了桦木科、壳斗

科、铁青树科、檀香科、木兰科、藤黄科、景天科、橄
榄科、楝科、白花丹科、木犀科、棕榈科等 １２ 科 ７２
属 ４４２ 种 ５ 亚种 ４８ 变种 ２ 变型ꎬ图版 １５８ 幅ꎬ书后

附有已出版卷册的目录和科属种统计ꎮ
到目前为止ꎬ«四川植物志»已出版了第 １ 卷

至第 １７ 卷、第 ２１ 卷ꎮ
１２. «秦岭植物志»ꎬ 增补 (２０１３)ꎬ４１９ 页ꎬ新

增茨藻科、铁青树科、大血藤科、插茱萸科、小二仙

草科、假牛繁缕科等 ６ 科ꎬ新增 ６１ 属 ４００ 余种ꎬ图
２６７ 幅ꎻ此外ꎬ还收录有秦岭种子植物名录以及 ５２
幅彩图ꎮ 第二版(第 ２ 卷) 石松类和蕨类(２０１３)ꎬ
２９８ 页ꎬ收载秦岭石松类和蕨类植物 ２７ 科 ７５ 属

３１９ 种(含种下等级)ꎬ新增 ３ 属 ３８ 种ꎮ 本书科属

的排列采用张宪春(２０１２)中国石松类和蕨类植物

科属分类系统ꎮ
１３. «江西植物志»ꎬ第 ３ 卷上、下册( ２０１４):

上册 ４１０ 页ꎬ收载了被子植物双子叶植物纲含羞

草科至伞形科 １６ 科 １４０ 属 ４１０ 种 ５３ 变种 ８ 变型ꎬ
墨线图 ４０７ 幅ꎬ彩图 ９６ 张ꎻ下册 ５０３ 页ꎬ收载了被

子植物双子叶植物纲杨梅科至五加科 ２９ 科 １３０ 属

５２７ 种 ３ 亚种 １０９ 变种 ７ 变型ꎬ墨线图 ５２８ 幅ꎬ彩
图 １４３ 张ꎮ 本植物志采用哈钦松系统ꎮ

１４. «江苏植物志»ꎬ第二版ꎬ第 １ 卷 (２０１５)ꎬ
５７３ 页ꎬ包括江苏自然环境与植物指示ꎻ江苏高等

植物分科检索ꎻ苔藓植物门ꎬ收载了 ６２ 科 １６０ 属

３５０ 种 １ 亚种ꎬ线描图 ３４９ 幅ꎬ彩照 ３１ 幅ꎻ采用陈

２７４１ 广　 西　 植　 物 ３９ 卷



邦杰(１９７２)的系统ꎻ蕨类植物门ꎬ收载 ３０ 科 ６７ 属

１６４ 种 １ 亚种 ７ 变种ꎬ墨线图 １６５ 幅ꎬ彩照 ７５ 幅ꎬ
主要采用秦仁昌(１９７８)的系统ꎻ裸子植物ꎬ收载

１０ 科 ３２ 属 ６７ 种 ５ 变种ꎬ线描图 ６９ 幅ꎬ彩照 ３３
幅ꎬ采用郑万钧(１９７８)系统ꎻ书后附有彩色形态术

语图ꎮ 第 ２ 卷(２０１３)ꎬ５０７ 页ꎬ含被子植物亚门木

兰纲木兰亚纲(２２ 科)、金缕梅亚纲(１４ 科)、石竹

亚纲(１２ 科)、五桠果亚纲(２４ 科)共计 ７２ 科ꎬ墨线

图 ７７６ 幅ꎬ彩照 １４４ 幅ꎬ被子植物采用克朗奎斯特

(１９８１)系统ꎮ 第 ３ 卷 ( ２０１５)ꎬ５２８ 页ꎬ含被子植

物亚门木兰纲蔷薇亚纲共计 ４９ 科ꎬ墨线图 ７７６
幅ꎬ彩照 １４９ 幅ꎮ 第 ４ 卷( ２０１５)ꎬ５４０ 页ꎬ含被子

植物亚门木兰纲菊亚纲共计 ３９ 科ꎬ墨线图 ７８４
幅ꎬ彩照 １４０ 幅ꎮ 第 ５ 卷( ２０１５)ꎬ４７３ 页ꎬ含被子

植物亚门百合纲泽泻亚纲 ( ７ 科)、棕榈亚纲 ( ５
科)、鸭跖草亚纲(７ 科)、姜亚纲(６ 科)、百合亚纲

(１０ 科)共计 ３５ 科ꎬ墨线图 ６７６ 幅ꎬ彩照 １５３ 幅ꎮ
«江苏植物志»第 ２ 版 ５ 卷全部出版ꎮ
１５. «香港植物志»ꎬ英文版:第 １ 卷 (２００７)ꎬ

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木兰亚纲总计 ８５ 科 ６２８ 种ꎮ
第 ２ 卷 (２００８)ꎬ被子植物蔷薇亚纲 ５６ 科 ６１５ 种ꎮ
第 ３ 卷 (２００９)ꎬ被子植物菊亚纲 ２９ 科 ５９３ 种ꎮ 第

４ 卷 (２０１１)ꎬ单子叶植物即百合亚纲 ４０ 科 ７１３
种ꎻ至此本志全部完成ꎮ 中文版:香港植物志 蕨类

植物门(２００３)ꎬ包括 ４７ 科 ９６ 属 ２３９ 种 ３ 变种ꎬ另
有栽培 ６７ 种和 １４ 个存疑种ꎮ 香港植物志ꎬ第 １ 卷
(２０１５)ꎬ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木兰亚纲、金缕梅亚

纲、石竹亚纲、第伦桃亚纲(报春花科)ꎮ
１６. «澳门植物志»ꎬ第 １ 卷 (２００５)ꎬ蕨类植

物、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的木兰科至云实(苏木)
科总计 １５３ 科 ５５４ 种ꎻ第 ２ 卷 (２００６)ꎬ被子植物豆

科至菊科 ６３ 科 ５９４ 种ꎻ第 ３ 卷 (２００７)ꎬ单子叶植

物花蔺科至兰科及补编ꎬ总计 ５８ 科 ３８０ 种ꎻ澳门

植物志总索引ꎮ
«澳门苔藓植物志» (２０１０)ꎬ收载苔类 １４ 科ꎬ

角台类 ２ 科ꎬ藓类 １８ 科ꎮ
１７. «昆仑植物志»ꎬ４ 卷本:第 １ 卷 (２０１４)ꎬ

５９３ 页ꎬ蕨类植物、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的杨柳科

至十字花科ꎬ计 ２８ 科 １４１ 属 ５０４ 种 ４ 亚种 ６９ 变种

４ 变 型ꎬ 墨 线 图 版 ８２ꎬ 彩 色 图 版 １６ꎻ 第 ２ 卷

(２０１５)ꎬ７７６ 页ꎬ被子植物的景天科至伞形科ꎬ计
２５ 科 １２４ 属 ６０９ 种 ７ 亚种 ４７ 变种 １２ 变型ꎬ墨线

图版 ８９ꎬ彩色图版 ２０ꎻ第 ３ 卷 (２０１２)ꎬ９４２ 页ꎬ杜
鹃花科至菊科ꎬ计 ２４ 科 １８４ 属 ７８６ 种 １１ 亚种 ５３
变种 ２ 变型ꎬ墨线图版 １６５ꎬ彩色图版 ２０ꎻ第 ４ 卷

(２０１３)ꎬ６０１ 页ꎬ计被子植物的香蒲科至兰科ꎬ计
１０ 科 １０６ 属 ５３２ 种 １５ 亚种 ３７ 变种ꎬ墨线图版 ８０ꎬ
彩色图版 ８ꎻ总计 ８７ 科 ５５５ 属２ ４３１种和 ２６１ 种下

类群ꎮ
本植 物 志 的 系 统: 蕨 类 植 物 采 用 秦 仁 昌

(１９７８)系统ꎻ裸子植物采用郑万钧(１９７８)系统ꎻ
被子植物采用恩格勒(１９３６)系统ꎮ

１８. «贵州苔藓植物志»ꎬ第 １ 卷ꎬ５０９ 页ꎬ第 ２
卷ꎬ６８６ 页(２０１４)ꎮ 第 １ 卷ꎬ从泥炭藓科至美资藓

科ꎬ计 ２１ 科 ９９ 属 ４５１ 种 ２ 亚种和 １１ 变种ꎮ 第 ２
卷ꎬ从树生藓科到金发藓科ꎬ计 ３５ 科 １８２ 属 ５８３ 种

４ 亚种 １７ 变种ꎮ ２ 卷共计 ５７ 科 ２８２ 属１ ０３５种 ５
亚种 ２９ 变种(?)ꎬ墨线图 ４３６ 幅ꎬ扫描电镜照片版

４２ 幅ꎮ 本志计划分 ３ 卷出版ꎬ第 ３ 卷ꎬ包含苔类和

角台类ꎬ正在编写出版之中ꎮ
本植物志主要采用 Ｍｏｓｓ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和«中

国高等植物»第 １ 卷的分类系统排列ꎮ
１９. «海南植物图志»ꎬ１４ 卷本 (２０１５)ꎬ共收

录海南维管植物 ２４３ 科１ ８９５属６ ０３６种:第 １ 卷ꎬ
５５７ 页ꎬ蕨类植物ꎬ计 ３３ 科 １２７ 属 ５１６ 种ꎻ第 ２ 卷ꎬ
４２５ 页ꎬ裸子植物 ９ 科 ２４ 属 ７６ 种ꎬ被子植物双子

叶植物木兰科至马兜铃科 ２３ 科ꎻ第 ３ 卷ꎬ５７８ 页ꎬ
双子叶植物猪笼草科至仙人掌科 ６４ 科ꎻ第 ４ 卷ꎬ
４００ 页ꎬ双子叶植物山茶科至梧桐科 １５ 科ꎻ第 ５
卷ꎬ３６１ 页ꎬ双子叶植物木棉科至毒鼠子科 １０ 科ꎻ
第 ６ 卷ꎬ３９７ 页ꎬ双子叶植物豆科ꎻ第 ７ 卷ꎬ３７９ 页ꎬ
双子叶植物金缕梅科至卫矛科 １３ 科ꎻ第 ８ 卷ꎬ４０１
页ꎬ双子叶植物茶茱萸科至五加科 ２５ 科ꎻ第 ９ 卷ꎬ
４１４ 页ꎬ双子叶植物伞形科至萝藦科 １３ 科ꎻ第 １０
卷ꎬ５３９ 页ꎬ双子叶植物茜草科至紫草科 １３ 科ꎻ第
１１ 卷ꎬ５００ 页ꎬ双子叶植物茄科至唇形科 １２ 科ꎻ第
１２ 卷ꎬ３８０ 页ꎬ单子叶植物 水鳖科至薯蓣科 ２８ 科ꎻ
第 １３ 卷ꎬ５０２ 页ꎬ单子叶植物棕榈科至兰科 ６ 科ꎻ
第 １４ 卷ꎬ６６６ 页ꎬ单子叶植物灯心草科至禾本科 ５
科ꎮ 被子植物共计收载 ２０１ 科１ ７４４属５ ４４４种ꎮ

３７４１１１ 期 刘全儒等: 我国地方植物志出版情况简介(九)



本植物志的系统:蕨类植物主要采用秦仁昌

(１９７８)系统ꎻ裸子植物采用郑万钧(１９７８)系统ꎻ
被子植物采用哈钦松(１９２６ꎬ１９３４)系统ꎮ

本植物志相当于对原«海南植物志»进行了增

补和修订ꎬ并且绝大多数种类配有彩图ꎬ但缺点是

没有检索表ꎬ对近缘物种的区别有一定的困难ꎮ
２０. «吉林省植物志»ꎬ第 １ 卷(２０１９)ꎬ３１２ 页ꎬ

石松类和广义真蕨类和裸子植物ꎬ计 ２３ 科 ５０ 属

１２５ 种 １５ 变种 ３ 亚种 ３ 变型ꎬ图版 １３７ 幅ꎮ 其中ꎬ
石松类和广义真蕨类 １８ 科 ３９ 属 １０１ 种 ９ 变种 ３
亚种 ２ 变型ꎬ裸子植物 ５ 科 １１ 属 ２４ 种 ６ 变种 １
变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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