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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5.0 年代我从南京林业大学树木学硕士

研究生毕业来到江西，后来逐渐认识到江西植物区系

是较丰富的。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那就是 1948 年

胡先辅先生与我导师郑万钧先生 1948 年共同定名发

表"活化石- .， 一一水杉 Metasequoia glyplostroboides 

Hu et Che吨，从中我了解到胡先生是出生于江西的

著名植物学家 . 这加深了我对江西的印象。 胡先生

立足于整个国家的空间尺度 ， 研究了中国的植物区

系 ， 出版或发表过许多专著和论文， 如《中国西部

果品志> (科学出版社 ， 1919) . <<浙江植物名

录> (科学出版社 ， 1921 ) , << New Species , New 

Combinations. and N巳w Descriptions of Cbinese 

(Lec.) Steenis 等标本 ; 之后又在龙南等地采得岗松

Baeckea frUIιscens L 等植物。 值得一提的是岗松在

赣南出现很有意思 ， 这是热带大洋洲一热带亚洲分

布型的属，约 68 种 ， 中国仅 l 种岗松，其分布北界

达到永丰南部北纬 27 0 1 5 ' 。 这些成分是研究江西

植被分区和植物区系分区的重要资料。 林英教授认

为 "芒冀一岗松一马尾松" 林型是南亚热带的针叶

林类型， 因此在《江西森林》中他把岗松分布的北

界 " 270 ~ 2r 1 5 ' " 作为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北部

亚地带和南部亚地带的分界线。 吴征槛先生在中国

植物区系分区中把江西归属于"泛北极植物区中国一

日本森林植物亚区华东植物地区" 。 但是，由于当

Plants >> (Contr. Bio l. Lab . Sci . Soc. China , 时江西植物区系的 "家底"不是很清楚， 因此无论

1925) , <<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the Forest 

Flora of Southeastern China > (Contr. Bio l. Lab . 

Sci. Soc. China , 1926) , <<中国植物区系的特点与亲

缘关系>> (中国植物学杂志 ， 1937 ) , <<被子植物

分类的一个多元系统> (中国科学 ， 1950) , <<中

国崖豆藤属六新种> (植物分类学报 ， 1954) . <<中

国云南山茶科二新属> (植物分类学报 ， 1956) ， <<中

国鹅耳韧属志资料> (植物分类学报 ， 1964) , <<中

国植物图谱>> (第一卷) (与陈焕锵合著 . 由商务

印书馆出版， 1927) ， <<世界植物地理>>(商务印书馆，

1933) , <<经济植物学> (中华书局 ， 1953) 等。 但

他专门论述江西植物区系的较少 . 目前仅见他的《江

西植物名录>> (科学出版社， 1921) 0 1934 年他创

建庐山森林植物园 ， 主要也是针对中国东南部诸省

(自治区)的森林植物之研究。 60 年代，我和林英

教授(原江西大学)到三清山等地考察、采集标本 ，

得一松科 Pinaceae 植物标本，后经郑万钧先生鉴定

为"华东黄杉 Pseudotsuga gaussenii Flous" 之后

又到上犹五指峰等赣南其他地区考察、采集。 当时

赣南的交通很不方便 ， 从赣州去五指峰得花 2 天时

间 ， 先到营前 . 第二天搭拖拉机才能进到五指峰林

区，在那里采得大果马蹄荷Exbucklandia tonkinensis 

是《江西森林》的森林植被分区 ， 还是江西的植物

区系分区都停留在较高等级上 . 不够详细。

《江西木本及珍稀植物图志》是赣南师范大

学刘仁林教授及其研究生们积累 20 余年的资料·并

潜心研究的结果 ， 书中记录的挑金娘 Rhodornyrtus

tornentosa (A it.) Hassk. 、厚壳桂 Cryptocarya chinensis 

(Hance) Hemsl 、美丽ð5~.猴桃Act川dia mellianαHand . -

Mazz . 等详细成分 ， 是进一步研究江西植被分区、植

物区系分区和区系性质、特点等重要的基础资料 。

该书不同于类似的图书 ， 仅有 l 幅树形或叶形

的照片而导致读者很难分辨分类特征 ， 而本书配有

反映分类特征的多幅彩图 ， 阅读效果较好。 这本书

是从事植物学研究的学生、教师以及林业、农业

园林、中药、水土保持、生态恢复等相关研究人员、

生产应用人员等适用的参考书。

万《才
江西农业大学教授

2015 年 2 月 9 日于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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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木本及珍稀濒危植物图志》 是赣南师范大 本植物资源，是天赐加上人努力，难得而珍贵，同时

学与江西省上饶市林业科学研究所合作， 由刘仁林教 也警示我们保护、保存、拯救所有濒危植物的紧迫性

授、朱恒研究员主编完成的一部力作。这是主编们带 和要担当的历史责任。 此外 ， 它还是一本科普读物 ，

领编写人员特别是刘仁林教授的历届研究生庭时 20 一 以直观易看、 通俗易懂的图文结合表达形式普及植物

余年爬山涉水，踏遍江西的山川田野 ， 经过访问、考察、 学等相关学科知识 ， 从而拥有更广泛的读者。 它可供

调查、采集、拍摄、鉴定、制作等一系列艰苦、繁重、 林学、生态学、植物学、环境学、京王保持学、地理

严密、 细致的外业和内业工作之后完成的巨著。 其历

时之久、工作之艰辛、难度之高、工作量之大、要求

之严都是难以预料的 ， 既反映了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和敏锐的学术洞察力 ， 又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学术造

i旨和严谨的科学精神。

该图志收录了江西 1100 多种木本植物 ， 配置图

片 3600 多幅 ， 记录了 80% 以上的江西分布种 ， 其中

裸子植物及被子植物的有些科， 如木兰科、金缕梅科、

桦木科、壳斗科、胡颓子科、黄杨科、杜英科、木通科、

杜鹊花科、柿树科等达到收录95% 以上的江西分布种，

是至今收集江西木本植物最为齐全的一部图志。

该图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每个种都配置作者亲自

实地拍摄的分类特征照片多幅 ， 除树形、叶形外， 还

配有明显分类特征的其他器官彩图。 全书图片丰富 ，

文字注释简炼、准确 ， 有图文对照、以图释义、以文

解图的阅读效果 ， 让读者容易理解并产生阅读的兴趣。

另外还配有检索衰， 有利于读者区别近缘种 ， 方便研

究者阅读使用。

这部图志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 ， 它记载和描述了

江西省丰富的木本植物资源和大量的珍贵稀有濒危植

物。 它向社会和人们显示了江西境内孕育了丰富的木

Vl 

学等诸多学科的学者和工作者阅读参考。 木束植物的

发展及珍稀顿危植物的濒危过程有着丰富的人文历史

内涵，因此，对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也有参考价值。

这部图志还是存史的宝贵资料， 它承载着当代的木本

及珍稀濒危植物翔实资料，为后人在该领域的工作提

供了借鉴和发展的基础。 所以 ， 它可以 "藏之名山 ，

传之其人" 。

我有幸先期拜读了《江西木本及珍稀濒危植物图

志> ，应作者之邀，欣然命笔作序。 一是讲述我学习

该著作后的体会; 二是向以判仁林教授为首的作者们

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祝贺和感谢 ; 三是将该著作

推介给相关学科的学者和对该领域工作有兴趣的同志

们。 相信该著作的出版发行将会对该领域的学术发展

和科学普及产生有力的推动作用 。

和J~
高等学校国家级教学名师

江西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5 年 1 月 28 日



江西植物资源丰富，在中国植物区系分区位置中

属于泛北极植物区中国一日本森林植物亚区华东植物

地区 ; 在中国植被区划中属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域

东部(湿润)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亚区域中亚热带常绿

阔叶林地带。

树种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自然资源。 自然保护、

林业、农业、园林、医药、果业、工业原料、水土保

持等都离不开树种的开发应用。 认识树种 ， 了解它们

的生物学和生态学习性，掌握它们的地理分布、生长

环境以及繁殖、培育等相关知识，是发挥树木特性和

作用的重要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山水林田湖是

一个生命共同体， 人的命脉在田 ， 田的命脉在水 ， 水

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 " 林业

是生态建设的主体，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

林业责无旁贷，也大有可为。 赣南师范大学与上饶市

林业科学研究所合作， 认真践行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跋山涉水 ， 深入林区进行考察、采集标本、鉴定研究，

历时 20 余年收集整理了 1100 余种江西木本及珍稀

植物资料， 共同出版了《江西木本及珍稀植物图志L

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江西丰富的树种资源。

江西省十三届七次全会提出了"发展升级、小康

提速、绿色崛起、实干兴赣" 的战略部署 ， 明确了建

设生态文明示范省的目标。《江西木本及珍稀植物图

志》的出版 ， 将为全省自然保护、林业、农业、园林、

医药、果业、 工业原料、水土保持以及引种驯化、种

质资源保护和利用、植物生态学和生物学研究提供科

学依据，特别是对发掘、保护、培育、推广优良乡土

树种，提高森林质量，推动林业在改善生态、改善民

生土产生积极作用 。

倒斜穿
江西省林业厅厅长、党组书记

2015 年 6 月 1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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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位于中 国东部地区， 地理位置是北纬

240 29 ' ~300 05' ，东经 113 0 35 ' ~ 118 0 29' ， 全

省国土面积 166947km2 ; 地形是东、南、西三面环

山，东音1)武夷山脉， 南部南岭山地， 西部罗雪山脉和

西南部诸广山脉，武功山横亘江西中部，西北部九岭

山和幕阜山。 江西境内最高海拔为武夷山脉的黄岗山

(2157.7m)。地面接收的太阳辐射":4.1868 x 1.3 x 10勺，

光合有效辐射 188.28 - 209.20kJ / cm2 ， 年平均日照

时数> 1500h j 年平均气温 16.2 - 19 .7 0C ， 赣北年平均

气温 16.3 -17.50C ， 赣南 1 9 -19.50C ; 年平均最低气温

(1月 )3.7~8.60C ， 极端最低气温 12 - -50C (-18.90C, 

彭泽) ; 年平均最高气温 (7 月 )27 - 2990C，极端最高

气温 44.9 0C ; 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 10 0C的持续日数

是赣北 240 天 ， 赣南 260~270 天; 活动积温是赣北

5000 - 55000C，赣南 60000C ; 无霜期 240 -307 天，

其中赣北 240 ~ 250 天 ， 赣南 280 ~300 天0 年平均降

水量 1400-1900mm，周边山区 1700 ~ 1900mm，中

部平原或盆地 1350-1400mm ; 降水最多月份 5-6

月，月平均 200~350mm ; 降水最少月份 12 月到翌年

l 月 ， 月平均降水< 100m m; 4-6 月为汛期， 这 3 个

月降水量占年降水量的 45%-55%。 月平均相对湿

度 : 春夏> 80% ， 秋冬 70%-75%。 都阳湖地区年平

均风能密度 70W/m2 ， 有效风能密度 105-160W/m2 噜

有效风力出现 > 3500h ; 南昌地区年平均风能密度

~0 ~70W/m2 ， 有效风能密度> 160W/m2 ， 有效风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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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3000h。江西主要为红壤土， 海拔 20 ~800m，占

全省土壤面积的 70.69% ; 黄红壤海拔 800-1200m ，

占全省土壤面积的 2 .77%; 黄棕壤海拔1l0- 1800r口 ，

占全省土壤面积的 0.799队山地草甸土在海拔 1700m

以上的山顶，占全省土壤面积的 0.15%。

江西自然条件优越， 森林茂密， 物种多样性丰富，

受到国内外植物研究者的关注。 据查证，至 2000 年，

江西产新种和新变种的模式标本共计 167 种， 归属

于 54 科， 如井冈葡萄 的tis jinggangensis W.TWan 、

井冈山杜鹊 Rhododendron jingangshanicum Tam、江

西杜鹊 Rhododendrol1 kiangsiense Fang 等。 新中国

成立前， 江西的植物研究工作较为薄弱，仅见我国著

名植物分类学家胡先辅先生出版的《江西植物名录》

(科学出版社 ， 1 921) 等极少的研究成果。 真正对江西

植物区系进行系统研究的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 50-70 年代 ， 原江西大学林英教授等经过多

年考察、研究，出版了植被专著《江西森林} (中国林

业出版社， 1986) ; 杨祥学先生几十年采集了大量标

本; 江西农业大学施兴华教授、农植林教授等深入深

山老林， 采集了大量的木本植物标本。 70 年代后， 余

志雄教授发表了许多新类群，如井冈山紫果械 Acer

cordatum va r. jinggangshanense Z.X.Yu、井冈山绣

线梅的illia jinggangshanensis Z.X.Yu、武夷山花椒

Sorbus amabilis va r. wuyishanensis Z.X川』 等 ; 江西中

医药大学姚振声、赖学文、葛菲等采集、研究了大量药



用植物标本 ; 庐山植物园赖书绅先生、聂敏祥先生等

也采集、研究了许多江西植物标本。 这些采集和研究

奠定了江西植物学研究的科学基础。

江西赣南师范大学与上饶市林业科学研究所A

作共同编著出版了《江西木本及珍稀糊危植物图志》 。

该书收录了 1100 余种(包括种以下分类等级咽 下同) ，

并在每个种配有相应的反映分类特征的多幅彩图， 阅

读效果较好， 而其他同类的图书仅有 1 幅树形或叶

形的照片. 使读者很难分辨分类特征c 每个种除了特

征描述外， 还有相应的检索衰，方便读者掌握每个

种与其近缘种的区别。 此外 ， 每个种在江西的分布

地点详细到山头，分布较广的种除了指出具体分布

的几个地点以外，用"等 " 代替该种在江西其他地方

(特别是林区)的分布: 每个种的用途是作者从实践、

资料查证和试验观察中得到的 ， 可靠性较高. 但对于

药用方面i又提供"药用 " 这个大方向 ， 不做具体的叙

述6 种的中文异俨i放在困括号()之内 ， 如"中国柳杉

(柳斗多) " 圆括号内"柳杉" 为异名 ; 种的拉丁异名放

在中括号 [ ]之内 ， 如 "Ma咆lietia decidua Q.Y. Zheng 

[Sinomanglietia g/auca Z ,X .Yu et Q.Y. ZhengJ" 中挤号

内 "Sinomang/ielia glauca Z.X .Yu et Q.Y. Zheng" 为

异名 。 书后附有物种拉丁名和中文名的索引 . 以便

读者查阅。 被子植物按照哈饮松系统排列 ， 裸子植

物按照《中国植物志(第七卷n系统排列。

《江西木本及珍稀颜危植物图志》是融科研、

生产、教学于一体的工具书，它是中国科学院重大

开放课题(子课题) "植物 DNA 条形码研究"

( GST200908 )、教育部 "中国种质资源研究"

(450020 )、江西省自然科学基金"潜叶昆虫与

中国南方天然壳斗科森林群落叶营养的适应关系"

( 20114BAB204006) 、江西省科技厅科技支撑项目

"江西野生樱花种质资源保存与特色观茧'品种的选育

研究.. (赣财教指 r20 1 211 73) 、江西省科技厅科技

支撑项目 "赣江源保护区生态一生物多样性研究" (赣

财教指 [2013 11 68 )的部分成果。

《江西木本及珍稀濒危植物图志》记录了约 80%

以上的江西木本植物 . 其中裸子植物各科以及被子植

物的木兰科、金缕悔科、桦木科、壳斗科、胡颓子科、

黄杨科、杜英科、木通科、杜自鸟花科、柿树科等几乎

包括 95% 以上江西有分布的种类。 随着社会经济和

生态文明建设的快速发展 ， 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研

究、林业、园林、农业、水土保持等国内外合作与技

术交流日趋频繁。 因此 ， 本书的出版不仅在江西植物

区系研究、区系分区、植被研究 、 植物进化研究等理

论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也是生物多样性保护 、 生

态建设和林业、园林等生产应用的基础 ， 是植物学的

学生、教师以及相关生产应用人员的工具书。

编著者
2015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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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丰直物



裸子植物 -, 

GY岛1NOSPER岛1AE



银杏科 Ginkgoaceae

B银杏
Ginkgo biloba L. 花具长梗，顶端二分叉，叉端生盘状珠座 ， 各具 l 胚珠。种

落叶乔木。有长枝与短技。叶扇形，有柄，长枝上螺旋 子核果状。庐山、 三清山、马头山、龙虎山等全省各地栽培

状着生，短枝上簇生。雌雄异株;雄球花为柔莫花序:雌球 或逸为野生，海拔 500 ~ lOOOm。用途 : 园林观赏 ; 果入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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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本及珍稀植物罔志)

松科 Pinaceae

检索表

1. 小枝对生，叶长 2 ~ 4.8cm ， 下面 2 条白色气孔带:球果版生 ，直立…..………·… …资源冷杉 Abies beshanzuensis var. ziyuanensis 

l 枝条及小技互生 s 球果顶生，成熟后种鳞宿存 。

2 叶面中脉凸 ， 下面具白色气孔线，叶长 1 .5 - 5cm ， 校被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南泊杉 Keteleeria cyclolepis 

z 叶面中脉凹下或平。

3. 苞鳞伸出种鳞之外 ， 先端 3 裂:侧校有毛 ...... ...…………………………………………. . . .. . .... . ... ... . ..华东黄杉 Pseudotsuga gaussenii 

3. 苞鳞不外露，先端不裂， 小枝有微凸 的叶枕;侧枝无毛 。

4 . 叶辐射伸展 ， 顶端尖 ， 长 1. 5 - 2 .5cm，两面有气孔线 ， 叶面 中脉平;球呆直立 ……………· 长苞铁杉 Tsuga longibracteata 

4 叶成 2 列，先端凹 ， 长 O.6 - 2. 7cm，下面有白色气孔线 ， 中脉上面凹，球果下垂...

…·南方铁杉 元，'uga chillellsis var. tchekiangellsis 

D江南训l杉
Keteleeria cyclo!epis Flous 近柱形，长 7 - 15cn1 j 苞鳞先端三裂。 种子 10 月成熟。 用途:

常绿乔木。枝有毛。 叶条形，排成两排，长 1 .5 ~ 5cm ， 优质用材，园林观赏。 安远仰天湖有天然分布，群落最大

宽 2 - 4cm ，先端圆钝或凹，边缘反卷，下面被白粉。 球果 胸径 1 18 .3Cn1; 崇义官回沙溪后山有 2 株，疑是栽种所存。

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