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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重印《中国经济植物志》的说明

1958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利用和收集我国野生植物原料的指示”，1959年2月，

国务院批准中丽科学院和商业部联合提出的“开展野生褫物资源普查和编写经济植物志”

的报告，并转发各省、区和有关单位参照执行。于是全国植物学研究机构和有关大专院

校以及有关产波部f_】一起子1958翻1959年在全国掀起了“入山探宝取宝”的群众运动，

开展了对我国丰富植物资源的全面深入的大普查。估计在这两年内“动员了约三万人，

进行了上万次调查，采集了二十多万号植物标本，完成了万余次化验”。这两年收集到

的丰鬻资料力全国性经济植物志麓编写奠定了良好基础。

1960年l周，根据圜务院的指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商业部土产废品局共同

成立“中国经济植物志编篙联合办公室”，由植物研究所巨纪五却际铡二剐所长，植物
赝分类窒主任糜仁娶|’蔬业部±产废品局正、剐局长史立德帮吴建华五入组成领导小缀，

编写地址选在北京甘家口的商业部搦待所，于当年1月初编写工作开始，至3月中旬结

束。参加工作人员共计110人，其中在植物分类学方面有以下11个单位的20位研究人

员参燥：匮良餐|(华毫撼物质)，降树剐、刘兰芳<广透植物所)，李锡文、陈介|(瑟
明植物所)，丁志遵、王铁僧(江苏植物所)，聂敏祥(庐山植物园)，匪作宾I(西北

植物所)、陕克俭I、王文采、黄秀兰、J石铡、戴天伦、营子余(植物研究所)，宋万忠
(中豳医科院药物研究餍>，巨薇|、李冀云(沈阳林遭±壤研究所)，目毓泉l(内蒙古
大学生物系)，杨锡麟(内蒙古师范学院生物系)。整个编写工作由植物研究所的所务

秘书|王宗训舯植物资源室副主任束太平全面计划、安排，遇到问题时，他们随时向姜纪

五汇报解决。

全部编写工作费时两个多月，在1960年3月中旬完成《中国经济植物志》全稿。这

部书分上、下聪册出舨：上翡包括序言，凡例，第一章纤维类(468种)，第二章淀粉及

糖类(278种)，第三章油脂类(430种)，第四章鞣料类(301种)；下册包括第五牵

芳香油类(320种)，第六章树脂及树胶类(30种)，第七章橡胶及硬橡胶类(35种)，

第八鬻药臻类(466耪)，第九章土农药类(50穗)，第十章其他类(43；}申)，全书共

收载经济植物241 1种。每一章分为总论和各论两部分。总论扼要叙述各类原料的经济价

值、蘸要用途、利用简史、理化性质、原料植物所隶属的科、属、有用物质的存在部位、

采收处理、加工方法等。各论部分列出有关经济植物，每～静植物均包含以下诸项内容：

中名、地方名、拉丁学名、原料名、形态描述、生长环境、产地、用途、理化性质、采

收处理、加工方法等。大多数植物均附有墨线图，全书共有插图1566幅。科学出版社对

此书搬为重稷，对越书的蹬舨给予了大力支持。1960年3胄交穗，在1961年9蜀，我透

植物资源方面的第一部全面性著作《中国经济植物志》就由科学出版社出版问世了。



中国经滚植物志

在本书交稿前，商业部领导提出本书中有关加工方法、化验数据等内容不宣公开发

表，据此，中科院植物衢和商业部±产废晶是一圊决定本书恣部发行。僵是，由于志部

发行，投入大量入力、物力编写出的《中国经济植物志》因而不能放在书店公开发售，

也就不能为国人利用，甚至不为国人知晓。就是在1961年了解此书出版的植物学工作者

为了保密，近五十年来，从未在任何植物姿源学耧植物分类学的著作中提蒸或琴|餍这部

重要的植物资源学文献，因此，现在我阑稍年轻的植物学工作者大多都不了解我国曾出

版过这样一部经济植物志。考虑到现在这部经济植物志已无须保密，为了使这部志书的

有关经济植物的丰室内容能为城乡农鲎、轻工监等方瑟蜃剥矮，使其在国家经济建设上

发挥作用，同时也考虑到不使我国植物学史中的第一部经济植物志遭遇淹没的境地，我

们征得科学出版社的同意，将这部志书熏印，公开发行。在这次重印中只对书中一些植

物拉丁学名的异名帮错误鉴定以及个别形态术语进行了修改，对其他内容均未傲任鹰变

动，以便全国读者能了解本书1961年出版时的全部内容。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2012年2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言

我国土地辽阔，自然条件复杂，蕴藏的植物资源极为丰富。劳动人民长期以来累积

了许多利用野生植物的经验，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年中，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

我国人民广泛利用野生植物资源获得了显著的成就，发现了许多具有经济价值的食品、

药材和轻工业方面亟需的原料，在提高人民生活、增加出口货源等方面，都起了很大的

作用。因此，开展全面调查，进行系统研究，做出利用规划，使我国丰富的植物资源得

到充分利用和积极发展，将是今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自从1958年4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利用和收集我国野生植物原料的指示”以后，全

国人民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掀起了“入山探宝取宝”的高潮，形

成了空前规模的野生有用植物普查的群众运动。中国科学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为

了进一步贯彻国务院指示，于1959年2月向国务院提出关于“开展野生植物普查和编写

经济植物志的报告”，经国务院批准后转发各省(区)和有关单位参照执行。许多地区

在当地党政的领导和支持下，成立了植物资源普查机构，组织了产业部门、大专学校和

研究机构的专业人员，与当地群众在一起，开展了更全面、更深入的普查工作。估计在

一年内动员了约三万人，进行了上万次调查，采集了二十多万号植物标本，完成了万余

次化验。通过这一系列工作，初步摸清了我国野生植物资源的情况，为今后全面开发和

综合利用植物资源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各地区收集和整理的丰富资料，也为全国性

经济植物志的编写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960年1月，根据国务院指示，中国科学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又设立了中国

经济植物志编辑联合办公室，组织有关各方面的力量，开展大协作，共同进行编写工作。

参加工作人员前后共计有1lO人，分属于产业部门、大专学校和科学机构等57个单位；

此外，还有不少人员在原单位绘制插图、整理资料，给编写工作很大的支援。工作过程

大致可分下列几个阶段，即：整理资料和制定计划；按照原料类别分组编写和互相审查；

按照植物科属审查和按照原料类别复查；编制目录、附录、索引、主要原料产量统计和

其他收尾工作；最后进行全面审查和定稿。在编写和审查过程中，参加工作人员不断展

开讨论，互相学习，人人信心百倍，斗志昂扬，充分发挥了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同

时也出现了一个科学工作大跃进的局面，在不到三个月的紧张劳动后，终于完成了这一

繁重而光荣的任务。

中国经济植物志的主要内容，除概括叙述各类植物原料在国民经济上的意义、工艺

性能及其加工利用过程等情况外，还经过筛选、复讨论，收载了价值较高或有发展前途

的原料植物计有纤维类468种，淀粉及糖类278种，油脂类430种，鞣料类301种，芳

香油类320种，树脂及树胶类30种，橡胶及硬橡胶类25种，药用类466种，土农药类

50种，其他类43种，按一物一用计，共有241 1种。在编写中，除利用有关研究单位的

科学成果外，又广泛引用了二十多个省(区)的普查资料和许多地区的经济植物志或手



中国经济植物志

册，参考了数百种有关的中外书籍和专著。因此，本书的内容不但反映了广大群众在1959

年规模巨大的普查工作中所取得的辉煌成果，并且也总结了我国劳动人民长期利用野生

植物的丰富经验。可以预料，本书的出版，对今后野生植物资源的扩大利用将起着促进

和指导的作用。

数年来，在党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我国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事业已进入一个

新阶段，今后将会得到更大规模的发展。因此，本着科学为生产服务的原则，编辑一部

具有科学内容适合于产业、教学、研究部门专业人员和人民公社技术干部广泛应用的全

国经济植物志，以应当前工作上的迫切需要，是十分适时的。中国经济植物志广泛收集

了广大群众和科学工作者有关野生经济植物普查利用的成果，并加以系统的整理，对促

进我国丰富的植物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无疑地具有一定的重要参考价值。但由于过

去的普查工作还缺乏足够的经验，如收集的资料往往零碎不全，化验的方法、规格和数

据还不够统一，以致在汇总和筛选时存在不少的困难；又如少数种类因缺乏对照标本而

不能肯定品名，以致所得的资料也还无法充分应用。这样就使得中国经济植物志的编写

存在着某些缺点。希望今后从广大群众利用植物资源的新创造中和一些地区植物资源的

进一步调查中，随时能取得新资料，也希望广大读者对本书提出宝贵的意见，使本书得

到不断的补充和修正，更好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崇高事业服务。

中国经济植物志编辑联合办公室

1960年5月



凡 例

一、本书系按植物原料类别顺序编排，分为：纤维类、淀粉及糖类、油脂类、鞣料

类、芳香油类、树脂及树胶类、橡胶及硬橡胶类、药用类、土农药类和其他类等十大类。

每大类各立一章，分总论与各论两部分。除总目录外，各类亦设有目录。

二、总论部分扼要地叙述各类原料的经济价值、重要用途、利用历史简介、理化性

质、原料植物所属主要科和属、有用物质的存在部位、采收处理、加工方法等，以便读

者对各类植物原料在国民经济中的意义、工艺性能、利用方法等方面有个概括的了解。

三、各论部分按各原料类别一物一用合计，共记载有经济价值的维管束植物241 1种

(在每种后“其他”项下记载的附属种类尚未计算在内)。其中纤维类468种；淀粉及糖类

278种；油脂类430种；鞣料类301种：芳香油类320种；树脂及树胶类30种，橡胶及

硬橡胶类25种；药用类466种；土农药类50种；其他类43种。

我国植物种类繁多，有利用价值的种类实际远不止此数。本书所选入的种类，仅以

现阶段利用价值较高的野生植物为主：对少数价值高的特种经济作物和一般栽培作物而

有新用途者也适当选入，但对一些用途久已熟知的栽培植物如麦、棉等以及许多还在研

究中的有经济价值的种类，则暂未列入。

四、每大类中的植物种类，按分类学的科序排列。蕨类植物照秦仁昌系统排列，种

子植物按恩格勒系统排列(但单子叶植物纲列在双子叶植物纲之后)。属、种则按拉丁学名

字母顺序排列。

五、每种植物按下列项目记述：中名、地方名、学名、原料名(芳香油类用“商品

名”，药用类用“药材名”)、形态特征、生长环境、产地、用途、理化性质、采收处

理、加工及其他等项，并在形态特征后，尽可能注明其花期、果期，以供原料采收工作

的参考。除少数种类外，均附有插图一幅，以便识别。

六、书中采用的中名，以参照前中国科学院编译局编订的“种子植物名称”和中国

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名词室编的“拉汉种子植物名称(补编)”为主。该两书未包括

的种类，则采用地方植物志、植物手册中的中名；其尚无中名的种类，则另拟新名，并

在中名后加括号注明“拟”字。为了读者方便，中名后均附有汉语拼音。

已知的地方名尽量列入，并在括号内注明出处，以备查考。

学名采用国际通用的拉丁文植物名称。正名用正体字排印，其常见的主要异名或误

用名，列入正名后括号内，并用斜体字表示。

七、形态特征描述所采用的术语，系根据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名词室编订的

“英中植物学名词汇编”(1958)。

八、许多植物种类的繁殖方法要点，在“其他”项下注明。对近似种的区分，特别

是药用类的某些种类，包括其同物异名、同名异物、用途、产地和形态特征等，也扼要

说明，以便读者易于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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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遇一种植物有许多种用途时，其记载同时分别列入有关原料类别内，但为了避

兔不必要的重复帮节省纂幅起篼，其中糨疑部分，磐避方名、形态特薤、生长环境、产

地及其他用途等，仪在主要用途种类的记载中出现，插图也附在主要用途种类下，在次

要用途种类中不再重复记载其相同部分，丽仅注明参考某类某页。

在主要用途种类鹃“蔫途”瑗下，它鹃主要瘸途囊一些未列入其愁愿辩类下嚣次要

用途，均详细叙述，但对已列入其他原料类下的用途，只仅附带地提及，它的详细用途，

也采用“参阅”某类某页的方式处理。

十、备稃覆瓣瓣一般采裁处理、期工方法，蚜见于有关覆辩类爱的总论中，不重复

叙述，而仅注明其方法名称，佩遇有特殊方法、特殊经验时，则仍分别在各种内说明。

十一、本书内艨列理化性矮鲍数据，大都引自各单位终初步佬验结果，由于材料蛉

采收季节、生长环境和化验方法等不同，往往差异颇大，仅供参考。淹待今后进一步静

精细工作，以便再版时陆续加以修正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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