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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0ducti0n to local flora of China(VI) 

LIU Quan-ru，MA Jin—shuang 

LCollege ofb“ sc ㈨ s-BeijingNormM University-Beijing100875-China、 

为了及时反映我国地方植物志的出版状况，作 

者根据最近收集的资料，继《广西植物嬲；19卷第4 

期 308页刊登的我国地方植物志出版情况简介(五) 

之后，将这些信息简介如下，供大家参考，遗漏之 

处，还望广大读者多加批评指正。 

1_《新疆植物志》，第五卷(1999)，菊科；第六卷 

(1 996)，单子叶植物。本志第 3卷、第4卷正在编写 

出版之中。 

2．《东北草本植物志》，第 l2卷(1 998)，单子叶 

植物天南星科至兰科等 11科。该志尚有第 8卷、第 

9卷、第 l0卷等 3卷没有出版。 

3．《四川I植物志》，第 13卷(1999)，报春花科；第 

l4卷(1 999)，十字花科；第 1 5卷(1999)，龙胆科、睡 

菜科。 

4 《河南植物志》，第 4卷(1 998)，单子叶植物。 

该志 4卷本已全部出齐。 

5．《内蒙古植物志》，(第 2版)第l卷(1 998)，包 

括序言，区系概况，蕨类植物与裸子植物。该志第 2 

版共 5卷已全部出齐。 

6．《黑龙江植物志》，第 6卷(1998)，含蔷薇目的 

景天科、蔷薇科、豆科。 

7．《黄土高原植物志》，第 1卷(2000)，含裸子植 

物与被子植物 的三 自草科 至十字花科．第 2卷 

(1992)，含景天科至豆科 。 

8．《福建植物志》，第 6卷(1995)，单子叶植物。 

该志第1版共 6卷已全部出齐，第 2版目前只出版 

第 1卷 。 

9．《青海植物志》，第 2卷(1999)，包括景天科至 

山茱萸科；第 4卷(1 999)，单子叶植物 。该志的被子 

植物部分采用恩格系统(1 936年第 ¨ 版)。该志 4 

卷本已全部出齐。 

10．《山西植物志》，第 1卷(1 99Z)，含蕨类植物、 

棵子植物以及被子植物的金粟兰科至术通科；第 2 

卷(1 998)，包括小 檗科 至牲 牛儿 苗科；第 3卷 

(2000)，包括旱金莲科至紫草科。率志计划出 5卷， 

被子植物部分采用恩格系统(1936年第 n 版)。 

u．《上海植物志》，上、下卷 (1 999)，上卷主要 

包括区系植物，下卷包括经济植物。 

12．《台湾植物志 (Flora of Tatwan)，英文版 

(第二版)，第 4卷(1 998)，含岩梅科至菊科。该志第 

二版计划出 5卷。 

l3．《南沙群岛及其临近岛屿植物志》，全一册 

(1996)，收载南沙群岛及其临近岛屿(包括西沙、东 

沙群岛)野生及栽培植物 g7科，405种，3亚种，1 5 

变种，1变型 。 

14．《内蒙 占苔藓植物志》，全一册(1 997)，收载 

收穗 日期 2000—1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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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苔藓植物 63科，／．84属，5n 种和种下分类单 

位 

15．《山东苔藓植物志》，全一册(1997)，收载山 

东苔藓植物 55科，145属，368种及 3亚种和 1 2变 

种。 

此外 ，近年来还出版 了一些地市 区的地方植物 

志，如《太原植物志》，第 l卷(1990)，包括蓑类植物、 

棵子植物以及被子植物的金粟兰科至豆科，第 2卷 

(1992)包括携牛儿苗科至菊科。本志计划出 3卷} 

《浪阳植物志》，全一册(1 996)；《甘南树木图志》，全 

一 册 (1994)；《琅琊 山植物志》，全一册(1 999)；《嵩 

山植物志》，全一册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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