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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黑龙江省位于中国的东北端, 省下辖区划分复杂而繁多, 植被可分为3大区域: 寒温带针叶林区域、温带针阔混交林区

域、温带草原区域。本名录主要参考《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1版)》《东北植物志》《东北植物检索表》《黑龙江省植物志》

《黑龙江省树木志》《东北植物分布图集》《东北草本植物志》等著作、近年来发表的论文和来自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NSII）、

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网络(GBIF)、东北林业大学植物标本室(NEFI)、东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室(NEAU)、中国

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东北生物标本馆(IFP)的标本资料以及最近发表的文献资料。由于“无分布”比“有分布”的信息相对

较难确定, 我们在整理数据时, 轻易不删除重要著作中已经有收录的物种, 除非有较可信的证据, 这可能使得本数据集的物

种数量稍偏多。本名录中物种分布精确到县级, 共收录黑龙江省野生维管植物132科651属2,276种(亚种、变种), 有凭证标本

的本土植物2,122种(亚种、变种), 广泛入侵的44种, 无凭证标本但是有较可靠资料的154种。其中石松类2科6属17种, 蕨类植

物16科34属81种, 裸子植物3科6属20种, 被子植物111科605属2,158种。收录国家级重点保护植物22科25属39种。黑龙江野生

维管植物中, 菊科(67属258种)、禾本科(61属187种)、莎草科(14属174种)、毛茛科(18属124种)和蔷薇科(24属112种)所含种数

较多。统计发现, 黑龙江省物种县域分布差异较大, 131个县级行政单位中, 物种数超过1,000的约占1/6, 且县级分布数据严重

不均衡。本名录中, 省级名录的可信度相对较高, 县级分布数据质量还需要大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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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 Aim: A high-quality checklis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lant taxonomy, ecology, geography, and the 
utilization of plant resources. Unfortunately, since the 1980s, the checklist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has not been fully 
updated for a long time, which has seriously hindered related research. This paper attempts to obtain a credible 
province-wide checklist and county-level plant distribution data. 
Method: The TNRS (Taxonomic Name Resolution) was used to correct the spelling of scientific names. And the 
scientific name adopts the viewpoints in the Catalogue of Life China (2021). The checklist mainly refers to documents, 
i.e. Catalogue of Life China (2021), Key of Plants of Northeastern China (2nd edn), Flora of Heilongjiang, Ligneous 
Flora of Heilongjiang, Distribution Atlas of Northeast China Plant, Flora Plantarum Herbacearum Chinae 
Boreali-Orientalis, some articles and specimen data (from NSII, GBIF, NEFI, NEAU, IFP) to locate the species 
distribution in county-level divisions. 

•生物编目•   省级植物名录专题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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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A total of 2,276 species (subspecies and varieties) belonging to 651 genera and 132 families of tracheophyte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were counted, including 17 species belonging to 6 genera and 2 families of lycopods, 81 
species belonging to 34 genera, and 16 families of pteridophytes, 20 species belonging to 6 genera and 3 families of 
gymnosperms, and 2,158 species belonging to 605 genera and 111 families of angiosperms. Among them the families of 
Asteraceae (67 genera, 258 species), Poaceae (61 genera, 187 species), Cyperaceae (14 genera, 174 species), 
Ranunculaceae (18 genera, 124 species) and Rosaceae (24 genera, 112 species) contain a large number of species. 
This checklist shows remarkable differences in species distribution among countie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About 17 
percent of 131 counties have more than 1,000 species, and the county-level distribution data are seriously unbalanced.  
Conclusions: The provincial checklist is reliable, but the quality of county-level distribution data needs to b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Key words: Heilongjiang Province; tracheophyte; taxonomy; biodiversity; checklist 

黑龙江省位于中国的东北端, 与俄罗斯有长达

2,981 km的边境接壤, 西部与内蒙古相邻, 南部接

吉林省, 与朝鲜和蒙古国距离也较近(黑龙江省人

民政府网, http://2021www.hlj.gov.cn)。近代“黑龙江

省”的范围发生过多次变化。1900年以来, 与现在的

“黑龙江省”范围高度相关的省级行政区名称包括

“东省” “龙江省” “滨江省” “三江省” “黑河省” “北

安省” “东安省” “嫩江省” “合江省” “绥宁省” “松江

省” “牡丹江省” “黑龙江嫩江联合省”等(朱建华和

修春亮, 2019)。此外, “北满”与现在的“黑龙江省”范

围大部分重合, “东满总省”也有相当部分和现在的

“黑龙江省”重合。黑龙江省和相邻的吉林省、内蒙

古自治区的边界也经历过多次重大调整。 

黑龙江省纵跨寒温带和温带, 植被可以分为3

个大区: 寒温带针叶林区域、温带针阔混交林区域

和温带草原区(董世林等, 1989)。黑龙江省植物种类

不多但区系成分较为复杂, 主要包括东西伯利亚成

分、满洲成分和蒙古植物区系成分, 也包括一部分

鄂霍茨克、华北和极地高山植物区系成分(周以良, 

1985)。黑龙江省特有种不多, 但这些特有种的国内

分布中心多为黑龙江省, 或仅黑龙江省分布(敖志

文和张光初, 1985)。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早期 , 以 Carl Johann 

Maximowicz等为代表的俄罗斯研究者在对中国北

方、朝鲜半岛、俄罗斯远东的考察, 尤其是对黑龙

江流域的考察中对黑龙江植物做了初步研究, 这个

阶段大体记载了黑龙江1/3的植物种类 (马金双 , 

2011; Wang et al, 2020)。随着日本势力逐渐扩展到

东北, 以北川政夫等为代表的日本人成为主要的研

究者, 他们约记载了超过2/3的黑龙江省植物种类

(马金双, 2011; Wang et al, 2020)。建国后, 刘慎谔、

周以良、黄普华、朱有昌等众多研究者开展了较为

系统的物种调查, 为黑龙江植物研究打下了坚实基

础(马金双, 2011; Wang et al, 2020)。 

黑龙江较为完整的维管植物编目信息早期主

要记录于《东北草本植物志》(刘慎谔, 1959)、《东

北木本植物图志》(刘慎谔, 1955)、《东北植物志》(刘

慎谔, 1959, 油印本)和两版《东北植物检索表》(刘

慎谔, 1959; 傅沛云, 1995), 《中国东北区(满洲)植

物志》(野田光藏, 1971)也是重要著作。1985年出版

的《黑龙江省植物志》(周以良, 1985)和1995年出版

的《黑龙江省树木志》(周以良, 1995)是黑龙江省植

物的重要总结, 遗憾的是《黑龙江省植物志》的第2、

3卷一直未能完成。1983年, 朱有昌发表了《黑龙江

省高等植物名录》(朱有昌, 1983), 记载了黑龙江省

2,113种(亚种、变种)高等植物。2018年, 出版了《黑

龙江省植物志(修订版)》(于景华, 2018), 共8卷。但

是这一版志书出版得极为仓促。曹伟教授主编的

《东北植物分布图集》(曹伟等, 2019)是近年来本地

区最重要的著作, 该著作基于对东北标本馆扎实的

标本鉴定和研究, 对东北植物的分布信息做了系统

梳理, 也对黑龙江省植物名录和分布信息做了重要

补充。 

上述不同资料对黑龙江省维管植物记录的数

量和种类均有较大差异。例如, 刘慎谔的《东北植

物志》(刘慎谔, 1959, 油印本)中记载了大量黑龙江

省维管植物, 其中相当一部分物种由于没有标本记

录而在后续的一些著作中没有收录, 但是其中的一

部分记录又逐渐被《中国生物物种名录》等资料承

认。此外, 经过多年发展, 物种的概念也发生了较

大的变动, 进而导致物种数量的变化。朱有昌(1983)

记载黑龙江维管植物1,780种(亚种、变种), 《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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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省植物志》记录被子植物1,995种(亚种、变种) (周

以良, 1985), 加上裸子植物、蕨类植物和石松类植

物共约为2,200种(亚种、变种)。包括异名和增加的

物种, 《黑龙江省植物志》中有1,360个名字不在朱

有昌的名录中, 朱有昌的名录中有778个名字不在

《黑龙江省植物志》中。《东北植物分布图集》(曹

伟等,  2019)中记载黑龙江维管植物1,907种。每年

更新的《中国生物物种名录》记录的黑龙江野生维

管植物物种数在年际间变动较大。例如2016版记载

了2,396种(亚种、变种), 2017版记载了2,548种(亚

种、变种), 2021版记载了2,445种(亚种、变种); 包

括异名和增加的物种, 2017版中有334个名字不在

《黑龙江省植物志》中, 2021版有超过1,000个名称

不在《黑龙江省植物志》中。 

综合《东北植物检索表》《东北植物志》《中国

生物物种名录》、标本记录等资料, 共记录黑龙江省

野生维管植物超过3,000种。尽管这些资料记载的种

类数很多 , 但仍然有一些遗漏。例如松下兰

(Monotropa hypopitys), 我们非常确定在黑龙江省

的众多县市均有分布, 然而在《中国生物物种名

录》、《东北植物检索表》(傅沛云, 1995)及各种志书

中均没有说明黑龙江有分布, 标本记录也很少。 

 

1.1  数据来源 

本名录主要参考的资料包括《中国生物物种名

录(2021版)》(The Biodiversity Committee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21)、《东北植物志》(刘慎谔, 

1959, 油印本)、《东北植物检索表》(傅沛云, 1995)、

《黑龙江省植物志》(周以良, 1985)、《黑龙江省树

木志》(周以良, 1986)、《东北植物分布图集》(曹伟

等, 2019)、《东北草本植物志》(刘慎谔, 1959)。同

时参考了近年发表的黑龙江省新种(马玉心等, 2001; 

孙岳胤和袁晓颖, 2005; Lomonosov & Freitag, 2008; 

Choi & Oh, 2010; Chen et al, 2017; 王文采, 2017)和

新记录(周德本等, 1991; 刘志富和吉善仁, 1995; 王

洪峰等, 2013; 张宝山等, 2019; 董上等, 2019; 邓睿

等, 2022)方面的相关文章。入侵植物主要参考《中

国外来入侵植物志》(马金双, 2020)、《中国外来入

侵植物调查报告》(马金等, 2014)以及各种志书、标

本资料和调查资料。 

标本信息是重要的分布佐证材料。本研究的标

本资料主要参考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 (NSII 

2021)、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网络(GBIF 2021)数据

库以及NEFI (东北林业大学标本馆)、NEAU (东北

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室)、IFP (中国科学

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东北生物标本馆)的馆藏资

料。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NSII 2021)、全球生物

多样性信息网络(GBIF 2021)以及其他数字标本馆

中共有黑龙江省植物标本记录近7万条, 从这些记

录中整理出61,346条有效信息, 共4,033个名字。我

们同时参考了各保护区科考资料、二类调查和各种

调查资料, 共搜集分布信息约65万条。经过处理, 

这些数据合并为6.4万条分布信息。 

1.2  数据收集和整理 

数据整理的主要步骤为: (1)原始信息录入。将

不同来源的物种学名和分布地点录入数据库, 其中

学名和命名人分开录入。(2)名称拼写核对。主要使

用TNRS (Taxonomic Name Resolution)工具对植物

学名的拼写进行全面核对, 但并不采用TNRS的物

种观点。TNRS无法解决的拼写, 通过International 

Plant Name Index (IPNI, https://www.ipni.org/)、

Tropicos (https://www.tropicos.org/)、The Plant List 

(TPL, http://www.theplantlist.org/) 、 Plants of the 

World Online (POWO, https://powo.science.kew. 

org/)、Flora of China (FOC, http:// www.iplant.cn/)等

工具解决。(3)名称修订。由于名录主要面向中国读

者, 因此本名录名称主要采用《中国生物物种名录

(2021版)》中的观点。没有包含在此名录中的名称, 

主要参考FOC和最近发表的论文来确定最终使用

的名称。(4)省级分布的确定。尽量给出可靠的标本

记录。部分物种暂时无法找到标本, 但确有可信资

料证实其在黑龙江有分布, 则给出资料来源。(5)县

级分布的确定。县级分布信息首先来自标本记录, 

包括NSII中的68,300条标本记录和NEFI、NEAU、

IFP中的部分标本记录。其他县级分布信息来自上

述资料。部分物种的分布依据现有资料无法精确到

县, 保留了尽量精确的分布。(6)特殊标记。数据集

对国家级保护植物和入侵植物做了标记。 

由于“无分布”比“有分布”的信息相对难确定, 

我们在整理数据时轻易不删除重要著作中已经有

收录的物种, 除非有比较大的把握。部分物种虽然

1  数据采集和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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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到凭证标本, 但是我们认为志书或者其他资料

的记载较为可靠而予以保留。这有可能使得本名录

的物种数量偏多。 

本名录删除了其他著作中收录的几百个物种, 

例如《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1版)》中没有标注的

栽培种、部分虽然文献记载在黑龙江省有分布但我

们认为有较大问题的物种。另外, 对于《黑龙江省

植物志》等资料中有记载但我们认为有疑问也找不

到可靠标本记录的一些物种也暂时删除。 

个别物种没有中文名, 本名录暂拟中文名。例如

将Suaeda corniculata subsp. mongolica暂拟“蒙古碱

蓬”为中文名。 

1.3  名录字段 

本名录字段包括序号、门(拉丁)、门(中文)、纲

(拉丁)、纲(中文)、目(拉丁)、目(中文)、科(拉丁)、

科(中文)、属(拉丁)、属(中文)、拉丁学名、中文名、

分布、凭证标本采集人、凭证标本采集号、凭证标

本存放地、备注。县级分布信息中, 有凭证标本的

物种在其分布点后标注“1”, 没有凭证标本、分布信

息来源于志书等资料的在分布点后标注“2”。国家级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备注保护级别, 入侵植物标注

“入侵”。 

 

2.1  黑龙江省野生维管植物物种组成 

本名录共收录黑龙江省野生维管植物219科

854属2,276(亚种、变种), 有凭证标本的2,122种, 无

凭证标本但是有较可靠资料的154种。其中石松类2

科6属17种, 蕨类植物16科34属81种(亚种、变种), 

裸子植物3科6属20种(亚种、变种), 被子植物111科

605属2,158种(亚种、变种)。 

黑龙江省野生维管植物包含物种数最多的前

20个科为: 菊科(67属258种)、禾本科(61属187种)、

莎草科(14属174种)、毛茛科(18属124种)、蔷薇科(24

属112种)、豆科(22属79种)、唇形科(25属66种)、伞

形科(27属63种)、蓼科(8属61种)、杨柳科(2属53种)、

十字花科(22属50种)、石竹科(15属47种)、苋科(15

属45种)、兰科(21属39种)、茜草科(2属34种)、车前

科(9属30种)、紫草科(13属30种)、堇菜科(1属29种)、

列当科(12属29种)和杜鹃花科(12属27种)。蕨类植物

(含石松类)包含物种数最多的前3个科为蹄盖蕨科

(5属14种)、鳞毛蕨科(2属10种)和石松科(5属10种); 

裸子植物包含物种数最多的是松科(4属15种)。 

包含种数最多的前10个属为薹草属(Carex, 114

种)、蒿属(Artemisia, 52种)、柳属(Salix, 41种)、拉

拉藤属(Galium, 30种)、堇菜属(Viola, 29种)、风毛菊

属(Saussurea, 27种)、蓼属(Persicaria, 26)、委陵菜

属(Potentilla, 24种)、乌头属(Aconitum, 23种)和葱属

(Allium, 22种)。 

2.2  黑龙江省入侵植物 

本名录采用的“外来入侵”标准比较宽泛, 主要

看外来植物是否能够在野外繁殖并扩大种群。黑龙

江有报道的外来入侵植物已经将近100种, 本名录

只收录其中分布较广、较为常见的13科27属44种。

其中 , 一年蓬 (Erigeron annuus)、屋根草 (Crepis 

tectorum)、菊芋(Helianthus tuberosus)、野西瓜苗

(Hibiscus trionum)、月见草(Oenothera biennis)、白

车轴草(Trifolium repens)和红车轴草(T. pratense)等

几乎遍布全省; 豚草(Ambrosia artemisiifolia)、三裂

叶豚草(A. trifida)和假苍耳(Cyclachaena xanthiifolia)

的危害较大。 

总体而言, 黑龙江外来入侵植物绝大多数没有

对黑龙江省生态系统形成重要危害, 入侵物种极少

能侵入自然生态系统。但是在人工林、受到较强干

扰的林地、草原和湿地, 入侵物种分布显著增多, 

在城市、村镇和各级各类公路附近分布较广。 

2.3  黑龙江省野生维管植物分布数据状况 

黑龙江省维管植物县域物种分布差异较大, 县

级分布数据严重不均衡。131个县级行政单位中, 物

种数超过1,000的约占1/6, 处于大、小兴安岭、长白

山脉的县其植物种数明显高于处于草原区的县。县

级分布的凭证标本记录中, 采集自伊春的占22.6%, 

采集自哈尔滨的占13.3%, 两地合计占35.9%, 超过

1/3。凭证标本类群的分布也极不均衡, 例如, 有大

量禾本科和莎草科植物分布的大庆、齐齐哈尔等地, 

禾本科和莎草科凭证标本不足5%。这种现状严重影

响了物种县级分布数据的质量。所以, 本名录的县

级分布数据质量还需要大大提高。 

2.4  黑龙江省分布的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依据最新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2021)》, 黑龙江省国家级保护植物有24科27属42

种(含1种真菌), 其中一级保护植物1种, 为东北红豆

2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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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Taxus cuspidata), 二级保护植物41种。本名录共收

录22科25属39种, 有2种苔藓和1种真菌未收录。 

另外, 据志书和标本记录, 二级保护植物中的

莼菜(Brasenia schreberi)产自伊春林区, 但是已经

很久没有发现, 本名录暂时保留此物种。另有一些

物种, 例如黄铃杓兰(Cypripedium yatabeanum)、小

囊杓兰(C. × microsaccos)和克氏杓兰(C. catherinae)

等, 其杂交亲本在黑龙江均有分布, 理论上这些物

种在黑龙江省可能也有分布, 但是在标本记录和野

外调查中均未发现, 所以暂时未列入本名录。 

 

本名录中物种的可信度较高, 但是仍然有一

部分植物同时在临近不同省份和国家有分布, 而

目前在黑龙江省没有被发现, 例如旗杆芥(Turritis 

glabra)、欧洲苣荬菜(Sonchus arvensis)等。随着调

查深入, 预计省级新分布种仍然会不断出现。 

对于县级分布的“存在”数据, 标本是重要证据, 

但标本信息的质量参差不齐。在近7万份标本中, 我

们依据原标本修改、增加了近8,000条信息, 但是仍

有不少疑难没有解决。例如, 我们对标本数据审核

时发现 , 标注省份为 “ 黑龙江 ” 的绿花杓兰

(Cypripedium henryi)标本, 其采集地其实应为四川

峨眉山, 并非黑龙江省; 两份毛杓兰(C. franchetii)

标本比较可疑, 故没有收录该物种; IFP收藏的条形

码为06906020x0001的标本一直无法准确鉴定, 所

以无法确定黑龙江省是否有小果黄耆(Astragalus 

tataricus)分布等。此外, 在本名录中, 由于经常面临

难以鉴定和核查的问题, 暂时未使用照片证据。 

本名录中, 县级分布中“存在”数据的可信度较

高, 但是“不存在”的数据还有很大问题。主要原因

如下: (1)调查和标本采集严重不均衡。有的城市标

本记录占比过高, 而有些县市, 例如鸡东县, 长期

以来1份数字标本记录都没有。(2)近些年的大量调

查以照片代替标本。照片虽然也具有相当的证据能

力, 但是远逊于标本, 大量深入的研究也难以通过

照片开展。 

此名录中部分类群问题较多 , 例如金腰属

(Chrysosplenium)、蒲公英属(Taraxacum)、碱蓬属

(Suaeda)等, 无论是名录还是分布都有很多问题, 

有待进一步的清理和研究。 

本名录已经上传到黑龙江省数字标本馆

(http://site.nsii.org.cn/api/site.ashx?id=HLJVH&a=ho

me#!Home)中, 我们将不断修订此名录。 

致谢: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 王思琪、韦金梦和宗文

慧参与了数据整理等方面的工作, 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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