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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梧桐科植物的种类及其经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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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桐科是锦葵目的一个多型的科
,

约有68 属 11 00种
,

主要分布在热带
、

亚热带地区
,

只

有极少数种类可分布到温带地区
。

中国梧桐科植物
,

连栽培的种类在内
,

共有 22 属 87 种 3 变种
,

其分布范围一般不超过长

江以北
,

并以北回归线以南分布最盛
,

只梧桐 ( F i r m i a n a s i m p lex ( L i n n
.

) F
.

W
.

W i g h t )

可栽培至华北和西北各省
。

计有
:

苹婆属 ( S t e r e u l i a ) 2 5种 1变种 ; 翅苹婆属 ( P t e r y g o t a ) 1种 ; 梧桐属 ( F王r m i a n a ) 3种 ; 火桐属

( E r y t五r o p s i s ) 3种 ; 胖大海属 ( S e a p五i u m ) 2 种 (栽培 )
,银叶树属 (H e r i t i e r a ) 3种 ; 滇桐属 ( C

r a i
·

g i a ) 2种 : 鹤鸽麻属 ( K l e i皿五o v i a ) 1种 ; 梭罗树属 ( R e e v e s i a ) 1 4种 , 山芝麻属 (H e l i c t e r e s ) 9种 .

火绳树属 ( E r i o l a e n a ) 6种 ; 马松子属 (M e l o e五i a ) 1种 ; 蛇婆子属 (W a l t五e r 宜a ) 1种 ; 可 可 属

( T h e o b r o m a ) r 种 ( 栽培 ) ; 午时花属 ( p
e n t a p e t e s ) 1种 ( 栽培 ) ; 翅子树属 ( P t e r o s p e r

刚 m ) 。

种 ; 平当树属 ( P
a r a d o二 b e y a ) 1种 ; 昂天莲属 ( A m b r o m a ) 1种 ; 梅蓝属 (M

e l五a n i a ) 1种 ; 刺果

藤属 ( B y t t n e r i a ) 3种 ; 山麻树属 ( C
o m m e r s o n i a

) 1种 ; 可拉属 ( C o l a ) 1种 ; ( 栽培 )
。

上述 22 属 87 种中
,

中国的特有种有32 种
,

即特有种占国产种数的 36
.

4%
。

就经济用途而言
,

中国梧桐科植物中
,

有经济价值的种类也不少
。

现按其主要经济用途

分别作简单说明
。

一
、

* 用植 .

主要是可可 (T h e o
b r o m a e a e a o L i n n `)

、

可拉 (C
o la a e u m i n a t a S e 五o t t & E n d l

.

)

和苹婆 ( tS e r c ul ia n o ib il s S m i t幻
。

可可原产美洲热带
,

它与茶
、

咖啡同称为世界三大饮料

植物
,

现在海南和云南南部有栽培
,

能够正常开花结果
,

产量不算多
,

可可的种子是制可可

粉和巧克力糖的原料
,

营养价值比较高
。

可拉原产非洲热带
,

海南有少量试种
,

生长不良
,

还没有在生产上起作用
。

但可拉的种

子可做次料
,

具有一些兴奋剂的作用
。

苹婆又称凤眼果
,

它是两广南部
,

尤其珠江三角洲一带广泛栽培的植物
。

它的种子富于

营养
,

煮熟后味鲜美
,

有如板栗的风味
,

故农家喜栽于屋前星后
,

采摘其种子供食用
。

苹婆之名出自元代大德年间 ( 公元 12 9 7

— 飞3 07年 ) 陈大展 《 南海志》 ,
云 “ 频婆子实



15 0 广 西 植 物

二
4卷

大如肥皂 (按 : 即皂英 )
,

核偎熟去皮味如栗
,

本韶州月华寺种
,

旧传三藏法师在西域携至
,

如今多有之
。

频一作贫
,

梵语谓之丛林
,

以其叶成丛也
。 ” 清代吴其浚 《 植物 名 实 图 考 》

( 1 8 4 8) 亦云
: “

频婆如皂荚子
,

皮黑肉白
,

味如栗
,

俗呼凤眼果
” 。

现在广州人亦有称苹婆

为凤眼果的
,

因其果鲜红色
,

开裂时露出黑褐色的种子
,

如丹凤眼一样
,

故名凤眼果
。

但是
,

相当长时间以来
,

人们把苹婆的别名
“
罗望子

” 和 “罗晃子
”
误认为是豆科植物

“
酸豆

”
( T

a m a ir n d。 : in id o a L扭 n
.

)
,

直至 1 974 年
,

我经过详细考证
,

才把它改正过来
。

查宋代范成大 《 桂海虞衡志 》 (写成于公元 1 1 7 5年 )曾分别记载 “ 罗望子
”
和

“
罗晃子

”

两条
。

前一条云
a 罗望子壳长数寸

,

如肥皂
,

又如刀豆
,

色正丹 ( 按指鲜红色 )
,

内有二三

实 ( 按指内面有种子两三个 )
,

偎食甘美
, 。

后一条云
: “

罗晃子如橄揽
,

其皮七重
。 ”

他

把前后两名分列
,

误认为是两种植物
。

后数年
,

周去非 《 岭外代答 》 ( 写成于公元 1 1 7 8年 )

则称 : “ 罗晃子 “
.

…亦日罗望子
,

:. …偎食甘美
,

类熟栗
。 ”

李时珍 《 本草纲目 》 ( 1 5公O一

1 5 9 6 ) 云 “ 罗晃子状如橄榄
,

其皮七层
,

出广西
, “
二夏熟

,

妹如栗
。 ”

事实上
,

罗望子和罗晃子是同物异名
,

而且都是苹婆的别名
。

范成大 《 桂海宾衡志 》 所

描写的
“ 罗望子

”
是描写 了苹婆的果实形态

,

而他称为
“
罗晃子

”
的是描写了苹共的种子形

态
, ;

他没有全面掌握这种植物的特征
,

分别看到果实
、

种子
,

误认为是两种植物
。

从古称罗望子与罗晃子的果实种子的形态特征和
“ 偎食甘美

,

类熟栗
”
等特点看来

,

可

以肯定地说
,

都是苹婆的别名
。

而且这些名称的出现
,

估计比苹婆这个名称的出现至少要早一

百多年
。

我们考虑到苹婆这个中名已经用开了
,

是各地通用的名称
,

现在已没有必要参照拉

丁学名的优先律把它改为
“ 罗望子 ”

或
“
罗晃子

” 。

但 T a m ar i n d“ 呈n d i ca L i皿
.

的中名羲

不能再以讹传讹地叫做
“ 罗望子 ”

或
“
罗晃子

” 了
。

后来
,

《 中国高等植物图婆》 第五册已

作了订正
,

《 中国种子植物词典 》 ( 修订版
,

1 9 8 2 ) 亦改订为酸豆
。

但香港出版的书籍
,

如

《 香港植物名录》 ( 1 9了8 )
、

胡秀英《中药材名录 》 (英文版
,

1 9名0) 均把酸豆误称为钾罗望子
” 。

但是
,

陈大震 《 南海志 》 云苹婆
“
本韶州月华寺种

,

旧传三藏法师在西域携军
”
仍值得

怀疑
。

距今六
、

七百年前
,

韶关的气候可能比现在温暖
,

苹婆能在该地种植尚有可肇
。

而今苹婆

则不能在韶关生长
。

苹婆的自然分布区比较广阔
,

从印度
、

越南直至中国的广西翔部和云南

南部都有分布
。

目前苹婆在广东只栽培在英德以南
。

从广西植物研究所采集的标本材料看来
,

现在广西龙州
、

东兰等县的野生禾然林中尚有

野生苹婆生长
,

它可生长在山坡和山顶的岩石上
。

在云南南部师宗县海拔 980 米的山坡沟谷杂

木林中
,

野生苹婆为大乔木
,

高可达 2 0米
,

成为森林中的上层优势种
。

上述这些辱生苹婆的花

果形态与广州栽培的苹婆无大差别
。

叶形也相似
,

只是叶的基部略尖
,

近叶基部豹第一对侧

脉与主脉所成的角度较小而 已
。

我初步认为是苹婆的一个新变种
,

·

称为野生苹婆 ( tS er 比 l ia

n o b i l i s
「

S m i t h v a r
.

s u b s p o n t a n e a H
s u e , v a r

.

n o v
.

)
,

此亦与李时珍 《 本草纽目 》 记载的
“ 罗晃子… …出广西 ” 相符合

。

当时李时珍说的罗晃子就是苹婆
。

至于苹婆的用途
,

除了种子可食用外
,

也可栽培以供观赏
。

苹婆是小乔木
,

枝叶浓密且

常绿
,

树冠广被
,

落叶少
,

落叶易于扫除
,

花多果红
,

叶可裹棕
,

繁殖容易
;

用大桂扦擂亦

易成活
,

故人喜种之
。

据华南农学院果树教研室陈本康副教授研究
,

苹婆在匀一功月间播枝最

易生根
,

选用直径约 1一 2厘米的枝条最好
。

但是
,

苹婆的结实率不高
,

如能经过选育种
,

育
出高产品种

,

作为木本粮食来栽培
,

其经济意义就更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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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苹婆属中
,

尚有家麻树 ( S t e r e u
l i

a p e x a P i e r r e
)

、

香苹婆 ( 5
.

f o e t i d
a

L i n n
.

) 等

的种子也可食用
。

这两种植物的叶都是掌状复叶
,

有小叶 7一 9片
,

前者的侧脉密而明显
,

曹

钟状
,

曹的裂片向内弯且在顶端互相粘合 ; 后者的侧脉较稀疏
,

尊星状
,

尊的裂片分裂几至

基部
,

向外开裂
,

易于区别
。

家麻树产于广西南部和云南南部
,

香苹婆在两广南部和海南岛

有栽培
。

二
、

药用植物

1
.

梧桐 (F i r m i a n a s i m p l
e x ( L i n n

.

) F
.

W
.

W i g h t )

据有关文献记载
,

梧桐叶祛风除湿
,

清热解毒
,

治风湿骨痛
,

跌打骨折
、

疮毒
。

鲜花捣

烂外敷以治火烧伤
。

种子治胃痛
,

外感发热
。

茎皮可驱蛔虫
,

并云梧桐初落的叶煮水饮之有

催生作用
,

亦有认为
“
梧桐荚 ( 即梧桐的普英果 ) 可治肾病水肿腹大

” 。

陕西纺织职工医院和西北国棉三厂发表了 《 中国梧桐制荆治疗高血压病 80 例的近期疗效

观察 》 ( 1 9 7 4 )
,

初步发现梧桐叶对高血压病有一定治疗作用
,

能降低血清胆固醇
。

他们认

为梧桐叶主要含有黄酮
、

香豆素类化合物
。

用梧桐叶制剂治疗血清胆固醇高的病人
,

经过两

个月治疗后
,

血清胆固醇下降 50 %毫克以上者占91
.

9%
,

75 %病例的血压有不同 程 度 的 下

降
,

可能由于梧桐叶的成分改变了体内胆固醇的代谢过程和对微血管有扩张作用所致
。

陕西省冠心病高血压病防治研究协作组
,

作了梧桐叶对心血管作用的药理实验 ( 1 9 7 4 )
,

证明梧桐叶浸膏在动物实验中有较明显的降压作用
。

他们用狗 10 只
,

动脉注射梧 桐 叶浸 膏

0
.

2 5

—
。

.

5克 / 公斤
,

注射后半分钟血压急剧下降
,

以后逐渐回升
,

维持时间 15 分钟系 1 小

时
,

血压平均下降为原水平的 61
.

6%
。

另用狗一只
,

灌胃给药
,

用梧桐叶浸膏 6 克 / 公斤
,

25 分钟后
,

血压缓慢下降为原水平的 30 %左右
,

维持降压时间达 3 小时以上
。

亦有报道用梧

桐叶治疗小面积烫伤的临床报告
,

收到比较满意的效果
。

2
.

半枫荷 ( p t e r o s p e r m u m il
e t e r o p h y l l u m H

a n e e
) 是两广常用的中草药

,

根治 风 湿

骨痛
,

把它浸酒后称为半枫荷药酒
,

远销国内外
,

尤其老年人
,

喜欢饮半枫荷药酒
。

半枫荷又名翻白叶树
,

又称异叶翅子木
。

它的叶有两种形态
,

在幼树或荫萦枝上的叶常

为盾形
,

掌状 3一 5裂
,

好象枫树叶一样
,

生在大树或成年树枝条上的叶为长圆形或卵状椭圆

形
,

全缘
,

好象木荷 ( 桐树 ) 叶一样
,

故名半枫荷
。

可是
,

目前中名半枫荷的有三种不同科的植物
。

一为前面所说的梧桐科的半枫荷
,

一为

金缕梅科的半枫荷 ( S
e m i l i q u i d a m b a r e a t h a y e n s i s

H
.

T
.

C h a n g ) ; 一为五加科的半 枫荷

(D
e n d r o p a n a x d e n t i g e r

(H
a r m s

) M e r r
.

)
,

这种又叫做树参
。

由于它们都有异型叶的特征
,

所以都有人命名半枫荷
。

而事实上
,

中药材用的半枫荷是梧桐科植物
,

半枫荷药酒也是用梧

桐科半枫荷的根浸制成的
,

因此
,

应当说梧桐科的半枫荷才是药材半枫荷的正品
。

3
.

山芝麻 (H
e l i e t e r e s a n g u s t i f

o
l i

a L i n n
.

) 为华南山野间常见的 \J/ 灌木或亚灌木
,

花

淡红色
,

葫果的外形颇似芝麻的果
,

故名山芝麻
。

山芝麻的根可药用
,

治感冒发热
、

扁桃体

炎
、

咽喉炎等
,

有消炎退热的功效
。

闻又可治毒蛇咬伤和皮肤湿疹等
。

亦有用山芝麻合剂注

射液作局部注射以治疗痔疮的
。

均有比较明显的效果
。

4
.

长角山芝麻 (H el i c t e r e s el o n g at a

W a1 L ) 为山芝麻的近缘种
,

枝柔弱
,

叶缘有 不

规则的锯齿可与山芝麻相区别
。

云南通称野芝麻
。

本种广泛分布于印度
、

泰国
、

缅甸等地
。

云南南部和广西南部亦产之
。

全株可药用
,

有退热和治感冒等功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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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火索麻 (H el ict re se i s ro a L ni n. ) 又名扭茹山芝麻
,

云南土名鞭龙
。

为灌木
,

花红

色
,

茹果螺旋状扭曲
,

成熟时黑色
,

长约 5 厘米
,

易于识别
。

海南南部和云南南部有分布
。

根可药用
,

有用以治慢性胃炎和胃溃疡
,

并可治感冒发热
。

6
.

昂天莲 (A m bor m a a n g us at ( L in .n ) L hi n
.

.f ) 为大灌木
,

高可达 4 米
,

花紫红色
,

茹果倒圆锥形
,

顶端截形
,

直径 3一 6厘米
,

有 5 纵翅
,

本种广泛分布于亚洲热带
,

广东
、

广

西
、

云南
、

贵州均产之
。

根为通经药
,

广西民间且用来治跌打骨折
。

7
.

粉苹婆 ( S t e r e u ls a e o o s m a

W
.

W
.

S m i th ) 为常绿灌木或小乔木
,

小枝粗壮
,

叶卵

形
,

长圆形或倒卵状长圆形
,

叶背密被星状短柔毛
,

普英果成熟时鲜红色
。

据广西植物研究

所 《 广西石灰岩石山植物图谱 》 ( 1 98 2) 记载
,

本种的树皮止咳平喘
,

治支气管炎
。

产于广西

和云南南部
。

8
.

苹婆 ( tS er cu il
a n o

ib il
s

S m i t il) 据 《 广西石灰岩石山植物图谱 》 记 载
,

苹婆的 果

皮入药
,

可止血痢
。

9
.

刺果藤 (B yt t en ir a a sP er a
C ol eb .r ) 又名大滑藤

,

为木质大藤本
,

叶大
,

菊果圆球

形
,

大如荔枝
,

外面有硬刺
,

产于云南南部和广东
、

广西的中部和南部
,
据广西榷物研究所

《 广西植物名录 》 第二册记载 ( 1 9 7 2 )
,

刺果藤的根治风湿痛和跌打骨折
,

有消肿接骨的功

效
。

1 0
.

剑叶山芝麻 ( H e l i
e t e r e s l a n e e o

l a t a C a v
.

) 又称大叶山芝麻
。

本种的外形颇 似 ilJ

芝麻
,

但本种的叶较大
,

叶和小枝上的毛淡黄褐色
,

可以区别
。

它的根清热解毒
,

可治感冒

等病
。

为两广荒山草坡常见的灌木
。

n
,

胖大海 ( S
c a p h ih m sP p

.

) 为近年来才从国外引种栽培的药用植物
,

海南和广西 南

部有栽培
,

至今尚未开花结果
。

据调查
,

中药胖大海乃取自本属几个近缘种的种子
,

常见者

为胖大海 ( S e a p h i u m w a 一l i
e
h i i S e h o t t & E

n d l
.

异名 S ,
cer

u左a : e a hP 匆
e r a W

a
l l

.

) 和红

胖大海 ( S
e a p h i u m l y e

h
n o p h

o r u m P i e r r e
)
。

此两种植物在华南植物园均有栽培
`

胖大海的

叶全缘
,

红胖大海的叶有三浅裂
,

易于区别
。

胖大海的种子浸水后易于发胀且成履粘状
,

入

药有清热
,

通便的功效
,

为治咽喉痛
,

干咳的良药
。

三
、

工业用植物

梧桐科植物富于纤维
,

多可作织麻袋
、

编绳和造纸的原料
。

其中有栽培应用的如家麻树

和 昂天莲等
。

其他如假苹婆 ( S t e r e u l i a l a n e e o l a t a C a v
.

)
、

鹤鸽麻 (K l
e i n h o ia 五o s p i t a

L i n n
.

)
、

火绳树 ( E r i o l a e n a s p p
.

)
、

梭罗树 ( R e e v e s i a s p p
.

) 的茎皮纤维都有一定价值
。

梧

桐科植物有不少种名都有
“
麻

”
字

,

也可以看出有不少种类的纤维可做麻织 品了
。

如 家麻

树
、

鹤鸽麻
、

火索麻
、

雁婆麻 ( H
e
l i

e t e r e s h i r s u t a L o u r
.

) 山麻树 (C o m m e r s o 且是a ba r t r a
.

m ia ( iL nn
.

) M e r

.r)
、

剑叶山芝麻
、

山芝麻等的名称都有
“
麻” 字

,

它们都是野 生 纤 维 植

物
。

紫胶是油漆工业的重要原料
,

它是紫胶虫分泌物的产物
。

紫胶虫生活在某一些植物上
,

吸取这些植物的液汁来生活
。

梧桐科植物中
,

火绳树属是中国主要的紫胶植物
,

本属在中国

有 5 种
,

分布在云南
、

广西和贵州南部
,

为紫胶虫的主要寄主
。

此外
,

半枫荷也 是 紫胶 植

物
。

由紫胶做成的油漆
,

通常叫做
“ 士力

” ,

用士力油漆过的家具光滑漂亮
,

而且 没 有 毒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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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桐科还有一些种类可以产胶
,

例如梧桐胶或称卡拉耶胶 (K ar
a y a g u m ) 是从刺 痛 苹

婆 ( tS
e
cr ul ia ur

e
sn R o x b

.

) 的树干上经过人工割胶流出来的液汁制成的
,

普遍用于食品
、

纺织
、

医药
、

香烟和化妆品等工业
。

它主要分布在印度等地
,

中国不产
。

可是
,

产于云南南

部海拨 5 0 0一 1 5 0 0米山地的绒毛苹婆 ( S t e r e u l i a v i l l o s a
R

o x b
,

) 树干上割取的 胶
,

同样可

以做梧桐胶
,

用在工业上
,

其性能和用途与刺痛苹婆产的梧桐胶相同
。

至于中国梧桐科植物中
,

材质优良的首推 蝴 蝶 树 (H e r i t i e r a p a r v i f
o
l i a M e r r

.

)
。

蝴

蝶树又名达理木
,

为海南特产的常绿乔木
,

高可达 30 米
,

叶椭圆状披针形
,

长 6一 8厘米
,

叶

背密被银白色带褐色的鳞批
,

果具长翅
,

连翅长 4一 6厘米
。

蝴蝶树为海南五指山一带山地热带雨林的主要树种
,

常为森林上层乔 木 之一
,

树 干 粗

直
,

有发达的板状根
,

其木材纹理通直
,

结构细致
,

材质韧而坚硬
,

干燥后不开 裂 也 不 变

形
,

很耐腐
,

纵切面平滑且具光泽
,

色调鲜明
,

故为海南的一类材
,

用作耐腐的工业强材
,

为造船
、

桥梁
,

水工和上等家具用材
。

梧桐的木材白色
,

结构较粗且轻软
,

为制乐器的 良材
,

木材内含粘液
,

可做胶头发用的

刨花和造纸用的糊料
。

银叶树 (H
e r i t i e r a l i t t o r a

l i s D
r y a n d

.

) 为热带海岸红树林的树种之一
,

它 的 木 材 坚

硬
,

为建筑
,

造船和做家具的良材
。

四
、

观炭植物

中国梧桐科植物中
,

具有观赏价值的种类也有不少
。

但是
,

目前除了梧桐
,

午时花广泛

栽培外
,

其他种类很少引起人们的重视
。

梧桐早在 《 诗经 》 上已有记载
。

诗云
: “
凤凰呜矣

,

于彼高冈
,

梧桐生矣
,

于彼朝阳
” 。

传
“
凤凰之性

,

非梧桐不栖
” 。

疏云 : “ 毛传梧桐柔木也
,

梧桐可以为琴
,

琴是柔韧之木气

《 孙氏瑞应 图 》 云 : “ 王者任用贤良
,

则梧桐生于东厢
” 。

中国古代把梧桐作为吉兆
,

凤凰

是吉祥之鸟
,

非梧桐不栖
。

所以
,

中国历代都很重视梧桐
,

尤其在学宫和公馆内都喜欢种上

梧桐数株
,

以示雅致
。

不单此也
,

古人对梧桐的物候观察也比较深入
。 《 图经本草 》 云 : “

或曰梧桐以知日月

正闰
,

生十二叶
,

有闰十三叶
,

小徐者视之则知闰何月也
。

故日梧桐不生则九洲异
。 ” 《 礼

记 》 云 : “
季春之月桐始华

” 。
《 汲家周书 》 云 : “

清明之 日桐始华
,

桐不华
,

岁有大寒
。 ”

把梧桐作为物候的标志
。

贾思鳃 《 齐民要术 》 ( 5 33 一 5 44 ) 记载了种桐法
。

有趣的是
,

他指出梧桐种子生于叶状

心皮的边缘
,

云 “ 子于叶上生
,

多者五
、

六
,

少者二
、

三也
,

炒食甚美
,

子似菱芡
,

多吱亦

无妨也
。 ”

徐光启 《 农政全书 》 ( 1 6 2 8一 1 6 3 3 ) 亦有梧桐考
。

由此亦可见梧桐在当时园林绿化上的

意义
。

历代文豪诗人咏梧桐的诗词很多
。

其中如白居易
、

王昌龄
、

李商隐
、

王安石
、

欧阳修
、

司马光
、

朱熹”
.

…等均有描写梧桐的诗篇
,

诗情画意
,

脍炙人口
。

梧桐是落叶乔木
,

花不算美丽
,

为什么中国自古以来把它当作庭园观赏的好树种呢 ? 似

乎不能单以凤凰非梧桐不栖这些近于神话般的传说去解释
。

梧桐虽然是落叶树
,

但它亭亭玉

立的雄姿
,

绿色光滑的树皮
,

通直的树干
,

不用修剪而能保持整齐优美的树形
,

以及繁殖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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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和生长迅速等
,

都是它的优点
。

华中
、

华北地区
,

常绿阔叶树冬季多不能越冬
,

势必除松

柏类外
,

须找一些落叶阔叶树 以点缀庭园
。

种上梧桐等落叶阔叶树
,

则夏可 庇 荫
,

冬 可 纳

阳
,

多得阳光照射
,

使房舍环境减少隆冬的荫冷
,

这可能也是人们喜栽梧桐的原因
。

何况梧

桐的木材又是制乐器的良材 !

中国梧桐属 (F ir m ia n a) 原有 6 种
,

近年来有些学者主张从梧桐属中分出火桐属 (E
r y

-

ht or sP is )
。

现把应归入火桐属的 3 种分出后
,

中国梧桐属尚有 3 种
。

除梧桐外
,

就是云南梧

桐 ( F i r m i a n a m a
j
o r

(W
.

W
.

S m i t il ) H a n d一M a z z
.

) 和海南梧桐 ( F
.

俪 i o a n e n s i s

K o s t e r m
.

)
0

云南梧桐主要产于云南中南部
,

四力}西川地区亦产之
,

树皮青带灰黑色
,

略粗糙
,

叶的

宽度常比长度大
,

花紫红色
,

可与梧桐相区别
。

昆明黑龙潭有云南梧桐古树一株
,

为珍贵树

种之一
。

海南梧桐为海南的特产
,

它是 A
.

J
.

K
o s t e r m a

sn 1 9 5 7年根据具果的标本发表的新种
。

1 9 6 5年我才根据陈少卿在海南嘉积采的有花标本
,

在 《 海南植物志 》 第二卷上作了花的补充

记载
,

本种的花黄白色
,

叶全缘
。

云南梧桐和海南梧桐都是优美的树木
。

除此以外
,

以前归入梧桐属的中国产的火桐属 ( E
r
yt h or sP is ) 三种也有观赏的 价 值

,

虽然它们都是落叶乔木
。

火桐属约有 8 种
,

分布在亚洲热带和非洲热带
。

本属的特点为花在

出叶前开放
,

花密生
,

红色或带金黄色
,

为管状花
。

所以
,

3一 4月间红花满树
,

金光灿灿
。

伟为壮观
。

尤其广西火桐 ( 原名广西 梧 桐 (E
r y t h r o p s i s k w a n g s i e n s i。 ( H

s认 e
) H s o e

) 的

花长达 3 厘米
,

密被金黄色带红褐色的星状绒毛
,

更感珍贵
,

为广西特产的稀有植物
,

产于

龙州一带山林中
。

午时花 (P
“ n t a p “ t “ 5 p h 。 “ in o e “ L纽 11

.

) 是梧桐科的一年生草本植物
,

它是中国各地常

见的栽培花卉
,

原产印度
,

花鲜红色
,

直径约 2 厘米
,

花开放后隔 日成朵脱落
,

故又名夜落

金钱
。

梭罗树属 (R ee v es i a) 以中国为分布中心
。

本属有 18 种
,

中国有 14 种
,

为常绿乔木或灌

木
,

花白色
,

钟状或漏斗状
,

排成密集的聚伞状伞房花序或圆锥花序
,

洁白且清香
,

广州华

南植物园和广东省林科所树木园有栽培
。

本属各种都具全缘叶
,

只有一种例外
,

这就是陈焕

铺教授 2 9 3 4年发表的粗齿梭罗 (R
e e v e s i a r o t u n d i f o l i a C h u n

)
。

粗齿校罗的 叶 大
,

圆 形

或 倒 卵 状 圆形
,

直径达 1 1
.

5厘米
,

叶在近顶端的两侧各有粗齿 2一 3个
,

产于广西南部十万

大山海拔 1 0 0 0米的山上
。

但至今尚未 采到花
,

是一个稀有种
。

瑶山梭罗 ( R
.

g la 如
。 p h川la

H su e) 的适应性强
,

耐干旱
,

在石山上亦能生长
。

红脉梭罗 (R
.

ur bor 拙 vr ia H su e ) 的叶的

主脉和侧脉红色
。

以上各种都有观赏的价值
。

刺果藤 ( B y t t n e r i a a s p e r a
C

o l e b r
.

) 为木质大藤本
,

叶大
,

果大如荔枝
,

但有硬齿
。

本

种生长迅速
,

枝叶浓绿
,

可作为建造荫棚遮荫植物
。

滇桐属 (C r a i g i a
) 原为单种 属

,

近 年发 现 另一个 种 桂 滇桐 (C
r a i ig a

k , a n g , i e
ns is

H su e)
,

使本属增至 2 种
。

滇桐属的果为具有五棱的翅果
,

红色或白色
,

为稀有植物
,

也值

得栽培以供观赏
。

至于滇桐属的系统位置问题
,

国内外学者的意见不一
,

有主张放在梧桐科

内的
,

有主张放在锻树科内的
,

莫衷一是
。

我们最近通过花粉形态的研究
,

认为滇桐属应置

于梧桐科内才比较合理
。

对此
,

不久将另有文章论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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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才从国外引种栽培的胖大海属 ( S
c a p h iu m ) 植物在海南生长迅速

,

枝叶茂盛
,

也可

作为热带地区的行道树
。

总之
,

中国梧桐科植物种类虽然不算多
,

却具有一些有经济价值的种类
,

似应进一步研

究
,

深入调查这些植物的生态习性
,

分布范围和繁殖方法等
,

对药用植物还应进一步研究它

的成分和药效
,

使中国梧桐科植物在四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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