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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山青水秀，物产丰富，为著名鱼米之乡，松、杉、竹、桐、茶、漆、药材等林产

品亦盛名全国。该地地处中亚热带，植物区系复杂，种类繁多，富于中国乃至东亚
特有和特征成分，尤以木本植物最具特色，是我国植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之一。也
是我国最具特色的植被(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山地中生混交林)较为广布的地区

之一。祁承经教授和我初识于1982年，我们曾经在湘西北(大庸、慈利、永顺一带)

共同调查，其后又在中国植物区系课题中再度并肩作战，先后达五年，深感他及其
同仁悉心调查研究湖南植物历时凡四十余年，历尽艰辛收集植物，著写论著卓有
成绩，其论著包括《湖南植物名录》、《湖南植物区系》、《湖南植被》及《湖南森林》等

多方面，均系首创之作，为今后深入研究湖南植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更可贵者，
他们又于近期完成了《湖南树木志》，该书中论述湖南木本植物凡108科，409属，

1787种(含种下等级)，插图1206幅，其中有不少系著者发表的新类群。本书内容
丰硕，论述有据，名称可靠，插图较多，乃集湖南木本植物研究大成之作，且为我国

江南木本植物研究之首篇，在全国植物区系研究上，填补了地区空白，也为合理开
发利用和保护湖南的树种资源提供了可靠的基础，余深为欣慰。是为序。

吴征镒教授系著名植物学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

2000年12月



森林是地球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而树木又是组成森林的主体。森林具有的多种生态功能，如调节大

气、保持水土及维护生态平衡等主要是通过树木的生理活动而实现。在直接经济意义上．树木可为人类提供

木材、淀粉、能源、果品、药物及保健药物、花木和绿化材料，以及纤维、造纸、油脂、香精、鞣料、色素和染料、树

脂和漆等多种工业原料。由于经济条件和科技水平的制约：人类仅只能享用到树木资源的很少一部分，大多

数的树木资源仍处于潜在状态或用之不当。因此，查清木本植物的种类和分布状况是今后进一步开发利用

和保护这些生物资源的首要任务，这将对地区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长久和深远的意义。

湖南省面积21 1，800km2，位于我国东南部湿润亚热带地区，地理坐标为N24039 7—30。08’和E108047’一

114。15 7之间。境内山脉纵横，丘陵起伏，地形复杂；气候温暖，雨水丰盈，故而植物区系丰富，种类繁多。而木

本植物尤为富有，据统计有近2000种，这是湖南珍贵的生物资源，也是地区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潜列，《湖南
树木志》可为此提供基础性的依据o 、

’

i 。‘

’

(湖南树木志》之成书历经艰辛，中南林学院森林植物研究室为此作出了近半个世纪的奋斗和奉献，诚所

谓。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采万份标本’，实为一惨淡经营的苦行僧行业，恐无人为继也。研究室自50年代起

(当时届湖南农学院，后属湖南林学院)，即开始了湖南植物调查研究和标本采集事业。肖家庚、祁承经等自

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在湖南各地的调查和采集活动可作为这一事业的开创和奠基o?50年代调查的地

点有南岳、祁阳、武冈云山、洞口、黔阳、通道、宜章莽山、江华等地；60年代上半期有：桑植(八大公山)、大庸、

慈利(祁承经、方英才、李昌楚)，新宁紫云山(肖家庚、祁承经)，浏阳、平江、临湘(肖家庚、祁承经)，桂东及汝

城(祁承经)。宜章莽山GB承经、刘克旺、林仕榕及研究室多人多次)。后因形势变化调查工作中断了约10

年o 1975—1980年，研究室重新开展了这一工作，这一时期的进程计有：溆浦(廖衡松等)、炎陵(祁承经、沈中

瀚及研究室多人多次)，桃源(林亲众、邱元、祁承经)，桑植天平山、大庸、永顺、沅陵、古丈、龙山(祁承经、沈中

瀚、林仕榕、蒋志敏、陈日明)o回忆当时，工作和生活条件极其艰苦，许多区乡还不通汽车，更不用说偏远林

区，居住地点无非是农舍、工棚、帐篷；经常风餐露宿，上山肩挑背负；日行百里，翻山涉水；晚则挑灯整理标

本，记录至深夜；工作时满身披挂，无非是水壶、照相机、望远镜、饭盒、采集袋、刀剪铲子等。尽管工作辛苦，

只要采集有所发现即倍感欣然，并无怨语o

1979年湖南省林业厅给研究室下达了《湖南树木志》研究和撰写课题。随后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植物调

查及自然保护区考察，1980年以后(主要是1980—1986年)，全省配合各级农业区划工作，自然考察之风大

兴，各地植物调查一时呈现鼎盛局面，研究室标本亦随之年年大增，且有不少新种和新分布发现。此期间颇

有贡献的调查和采集者如下：石门(方英才、蔡平成、肖定春、郑家仁、龙成良等)，绥宁黄双(林亲众、方英才、

郭荫人、邱元等)，通道(刘克旺÷张冬林、杨进干)，城步(曹铁如)，洞口那溪(杨泽永)，邵阳河伯岭(杨守湖)，

新宁舜皇山、紫云山(林亲众、罗仲春、郭荫人)，张家界武陵源(彭春良及研究室多人多次)，张家界猪石头及

喻家溪(林亲众等)，张家界天门山(肖育檀、刘克旺、黄宏全)，江永(张冬林：肖育檀)。泸溪(刘克旺)，新晃天

雷山(林亲众、孙希儒)，沅陵佼木溪(曹铁如、龙成良)，永顺猛洞河(林亲众、蒋传敏、廖博儒、陈日明、黄宏

全)，永顺小溪(曹铁如、喻勋林)，保靖(曹铁如、喻勋林)。炎陵桃源洞(刘克旺、林亲众)o此外，岳阳市莫贤

贵，怀化市刘家德、梁锦业等同志也提供了不少标本。经长期日积月累，本研究室的标本室已收藏木本植物

标本达5万余份，为撰写本志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本志中凡列举各树种分布点或分布区的均有本室自采标本

为凭，凡无凭证标本的种则注明来源于文献。因此，本志基本上是立足于自采标本著写而成，决非单纯抄袭

①

当日



之作，而上述标本采集者和标本室工作人员对本志之成极有贡献。除此之外，省内各单位同仁的工作无疑也

为本志的编写提供了许多有益的资料。

作者曾于1983年底完成《湖南树木志》上册第一稿(约80万字篇幅)，但因故未能出版，殊深为惋惜。此

稿搁置多年，因分类学研究深入致使种系变动甚多，且当时之稿不限篇幅，内容庞冗以至不能出版o 1997年，

祁承经和林亲众重新上马，执笔重写和改写。意在出版一部内容精炼、图文并茂的版本，故现完成之稿乃系第

二次重写之作。在本志成文之中，邓荷英女士担任微机文字处理工作，硕士研究生范亚民在微机文字处理工

作中给予了帮助，喻勋林副教授帮助编制中名及拉丁名索引，付出了辛苦的劳动，作者深表感谢。

本志裸子植物按郑万钧系统(中国植物志第七卷)排列，被子植物按哈钦松系统(1926、1934)排列。全书

共编入木本植物计108科。409属，1787种(含10亚种、190变种、10变型)。本志未编入单子叶植物(主要为

竹亚科)，因湖南竹类已另有专著出版。本志中的八角科及五味子科特邀请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林祁博士

撰写(含图)，作者至为感谢。本志力求文字简练，避免繁冗，树种中文名只选用最通用名称，并尊重中国植物

志各卷的用名，尽量与其保持一致。树种地方名称也未——列举，除非是湖南极通用的地方名称，如梓木(檫

木)之类。为使树种学名来源有据，本志中各树种学名后均列出了命名作者发表的原始文献，但对其他有关文

献及异名文献则不予列出，或仅列出最主要的异名及文献。树木生长高度一般列出该种生长的最大值(鬃

m)，省去。达’字。各树种的省内分布一般写至县，有的写至山名或较具体的地点。有的种分布较广，以分布点

表示则不全面。而以地域方位来表示。如：湘西北——武陵山系，包括湘西自治州、张家界市、怀化市北部(沅

水以西)、石门壶瓶山；湘西南一雪峰山系，包括怀化市、邵阳市大部分地区，北含安化和新化；湘南——南
岭山地，包括郴州市、永州市、衡阳市南部、东含炎陵；湘中——湘中丘陵盆地，包括长沙市及株洲市的大部

分、湘潭市北部、涟源市东部；湘东——幕阜山、连云山、罗霄山(北段)，NtiS5湘(山区)、平江、浏阳、茶陵、攸

县；湘北一洞庭湖及环湖丘岗，包括岳阳市、常德市、益阳市(除安化)o至于国内分布尽量采用大地域名称，
即众所周知的地域概念，如秦岭以南、长江以南，以及东北、华北、西北、华中、华南、西南等，台湾则予单列。本

书系地方志，对树种省外及国外分布尽量从略，希读者予以谅解。此外，凡单种科(如银杏科)则只写科和种两

级，属的描述则从略；又如某些科在湖南仅分布I属，科特征似无必要写出，只写属和种。本书中列举的国家

重点保护植物系以国家环保局颁布的第一批《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为依据。

本志树种附图1206幅(张)，包括1255种，绘图人员有广西植物所何顺清、邹贤桂、林文宏；中南林学院

周瑜芳、彭仲华、祁承经；湖南林科院侯伯鑫；以及罗运祥、谭堂春等，因限于篇幅，每一图幅未注明绘图作者

姓名，在此一并列出，敬希见谅；此外，因限于人力与经费，本志尚采用了部分仿绘图，凡仿绘图均标明。仿图。

字样，也可能有漏标。仿图。字样的，仿图出处均存于底图上，仿绘图的原图主要源于以下图书：《中国植物志》

有关卷册、<植物分类学报》有关卷册、《中国药用植物志》、《浙江天目山药用植物志》、《江苏南部种子植物手

册》、《台湾树木志》、《树木学》教材(南方本)、《浙江树木图谱》、《中国植物图谱》、《中国森林树木图志》、《湖南

药物志》等。在此谨向原著(图)作者及单位深切致谢并致歉意。

本志从立项、调查、编写直至出版始终得到湖南省林业厅有关厅、处级领导的关怀、支持和资助，这是本

志得以问世的保证。特别值得颂扬的是，湖南省七届政协卓康宁副主席曾对本志的出版给予极大的关怀，省

林业厅刘永寿厅长、张玉石副厅长、赵爱群副厅长及科教处和造林处慨然批拨出版经费，这是本志碍以出版

的重要条件。还有省林业厅科教处彭德纯处长对本志前期工作卓有贡献，他实是本志的发起人和立项人。本

志的发行承蒙省林业厅有关厅、处级领导支持，还得到各市、县林业局及地方林业部门的支持，作者一并致

谢o t

此外，在本志的编写过程中，承蒙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昆明
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广西植物研究所以及有关高等院校的专家、教授鉴定了许多疑难

标本，并提供有关资料，在此深表谢意o

由于作者才疏学浅，书中定有不少遗漏、欠妥和错误之处，热诚欢迎专家和读者批评和指正。

中南林学院祁承经
。

2000f 年8月J-^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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