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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植物，是一个神秘多姿的绿色王国，是一切生命之本，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最宝贵的

财富。开展植物资源调查，摸清一个县域的植物种类、资源分布、用途等基本情况，建立一

个系统的植物资源信息库，是有效地利用植物这一真正的可再生资源，加强生态环境建

设，实施可持续性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

竹溪县地处鄂西北边陲，西连陕西，南接重庆，东临神农架，正好处于祖国地形第二阶

梯与第三阶梯交汇地带，地形高低悬殊，气候南北兼宜，植物资源十分丰富，堪称祖国中南

地区一个难得的绿色物种基因宝库，也是湖北境内植物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原竹溪县电视

台台长甘殷良同志在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湖北中医学

院、湖北省中医研究院等有关专家的指导下，对全县植物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普查，通过近

十年时间的辛勤劳动，采集了大量标本，收集了丰富的资料，拍摄了6000多张植物图片，

从中选取了1520种县内常见、具有重要保护价值和经济开发价值的植物及其图片，编撰

出湖北省第一部县级地方植物志，比较系统地反映了竹溪县植物的概况概貌，不仅为竹溪

的植物科学研究事业作出了贡献，也为湖北的地方植物科学研究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

作。竹溪县委、政府对这一工作高度重视，并给予了大力支持，体现了当地党委和政府尊重

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及其在县域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建设方面所具有的

战略眼光。

翻开人类的发展历史，始终是一个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发展史。利用自

然，改造自然，首先要认识自然。广袤的绿色植物是人类世世代代苦苦探索的一个奥妙无

穷的王国，永远值得人们去研究、去发现、去探索。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重要时期，坚持以人为本，保护生态环境，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

策。搞好绿色植被的保护工作，特别是珍稀植物保护工作，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的一项基

础性工作。只有全面准确地掌握一个地区物种的基本情况，才能更好地开发、利用和保护

植物。

依托本地优势资源谋发展，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山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科学

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依托本地资源，首先要认识本地资源，必须从基础科学抓起。通过深入

细致地调查研究，详细地了解一个地区的植物资源底数，是一项很重要的基础科学工作。

《竹溪植物志》的编撰出版，将为加强竹溪的生态环境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

供更加科学的决策依据，相信竹溪县在地方植物科学研究和保护方面定会取得更加丰硕

的成果。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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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绚丽多姿的植物世界是地球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存与发展情况如何，与人类的

生存繁衍息息相关。深入系统地进行植物的区系研究，掌握植物的种类、产地、分布、生长

环境、经济价值等第一手资料，对于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植物资源，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经

济繁荣和社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竹溪县地处鄂西北大巴山脉鄂、渝、陕交界处，地形高低悬殊，气候南北兼宜，地质条

件特殊，国土面积达3307平方公里。1973年和1979年，我曾先后两次带队到竹溪县主要

山区进行植物采集调查工作。这里森林密布，物种区系分布具有东西交汇、南北渗透、品种

复杂、珍稀物种繁多的特点，属于华中地区植物区系分布的关键地区之一，也是中国北亚

热带区域植物区系和植被资源保存的较为完美的地区。

本书作者竹溪电视台台长甘放良先生，多年来坚持利用工作之便和业余时间，悉心采

集、精心考察竹溪县的山林原野植物，普查出竹溪植物2300多种，并拍摄出各种植物照片

6000多张，把学术研究与摄影艺术结合起来，编撰了《竹溪植物志》一书。作者这种热爱大

自然，热爱工作，热爱生活，勇于探索创新的精神是难能可贵而值得称颂的。

《竹溪植物志》详细地介绍了竹溪植物2216种，资料翔实，内涵丰富，图文并茂，融科

学性、实用性、美感性于一体，一些地方具有独特的见解，是一部水平较高的植物科学著

作。本书的出版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它对于普及植物科学知识，促进植物学有关方面的

科研工作；对于宣传竹溪的大千物种，提高竹溪的知名度，促进竹溪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无疑都将会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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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的人类社会已经普遍感觉到“人口一资源一环境”的困扰和压力是一个

全球性的问题。人类再也不能因为生存和发展的失当所造成的对于人类共生的“生物

圈——水圈——岩石圈——大气圈”的过度扰乱、破坏，从而对诱发的“因际关系”的失

度、失序、失衡现象视而不见，无动于衷了。我们不仅需要理论方面的反思，更需要实际方

面的创新；我们不仅需要从多方面认识养育我们的自然界，更需要清醒而自觉地珍惜她、

保护她。在这方面，《竹溪植物志》的编撰为我们作了一个有益的探索。

巍巍巴山，滔滔汉水，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位于我市西北部的竹溪县处于我国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汉江水源区的上游。在秦岭以南、大巴山脉的东北坡段，地形复杂，气候温和，

雨量充沛，资源丰富，物种繁多，其植物的分布具有典型的秦巴山区植物群落特征，在十堰

市区域内亦具有显著的代表性。《竹溪植物志》收录了竹溪县域内的植物2216种，编撰者

在书中对1500多种植物的形态、生长环境、用途等方面作了尽可能客观、准确、详细的介

绍，并附有彩色照片。它的编撰完成，不仅开了我市县级植物科研的先河，而且对于我市在

植物区系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它为我们研究和认识区域性植物演化

与环境变化的关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也为我们加强国家南水北调水源区绿色植被保护

的科学研究和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还为我们合理开发利用植物这

一真正的可再生资源，科学地利用本地植物的资源优势，实现山区人民整体脱贫致富，从

而加快小康社会的步伐，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还值得称道的是，本书的编撰者是竹溪县电视台的一位记者。他是一位业余的植物学

爱好者，他怀着对植物科学的极大兴趣，投入满腔的热情，在短短的几年里利用工作之便

和业余时间，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开展植物资源的调查研究，普查出县域内植物达2300多

种，完成了《竹溪植物志》的系统编撰工作。这除了得益于党委、政府和林业、科技、财政等

部门的大力支持外，他本人作了多少艰苦卓绝的工作，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劳动是可想而知

的。

编撰者的这种对科学严谨踏卖的态度深深地感动了我。本人曾经从事林业工作多年，

深知其中甘苦。我们大家，尤其是林业工作者更应该学习这种精神。

该书出版发行之际，竹溪县的同志要我作序，我深感无论阅历、资历、专业权威，还是

文笔、学识，均不足以作序。诚惶诚恐之余，勉为其难地写下了以上的话。惟希望这本鄂西

北乃至更大范围内的第一部县级植物志在区域植物科研和地方经济发展中能发挥应有的

作用。

(十堰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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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竹溪县地处大巴山脉北麓鄂、渝、陕两省一市交汇处，西与陕西平利、镇坪、旬阳三县

交界，南与重庆巫溪县接壤，东和北与湖北省竹山县相连，东南部与神农架近邻。居北纬

31031’一32029’，东经109029’一110。087。东西宽约51公里，南北长约104公里，全县总面

积3307平方公里。山林(含林地、杂灌丛)面积占71．3％，耕地占16．4％，水面(域)约占

4．23％，其他约占8．01％。地质结构属于新生代以来大幅度上升的强烈隆起区，地形南高北

低，西高东低，高低悬殊。境内重峦叠嶂，河谷密布，最高海拔2740米，最低海拔276米，海

拔高差达2464米。气候具有北亚热带南北兼宜的典型特征。独特的自然环境，为各种植物

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生长繁衍场所，这里生长着具有“活化石”之称的古老孓遗植物珙桐、

红豆杉、银杏、连香树、香果树等国家重点保护植物20多种，生长着被称之为世界绝迹植

物的小勾儿茶，还有国家级重点、珍稀、濒危及国际公约保护的植物50多种，中国特有属

植物多达40种，具有药用、食用、观赏等经济价值的植物达2000种以上。

建国以前，竹溪这块绿色宝库一直是植物科研的处女地。1 959年以来，有关专家虽去

竹溪作过几次考察，但由于竹溪地处边远，山大地阔，考察区域十分有限，因而竹溪植物的

底数始终未能调查清楚。为揭开竹溪绿色宝库之迷，使竹溪的植物资源更好地为经济建设

服务，为山区人民造福，为人类造福，2002年，笔者着手对竹溪地方植物进行系统调查。这

一工作很快得到了各级领导和有关科研部门专家的关心、重视，县委、县政府还专门成立

了县地方植物普查领导小组，县委书记明平安同志亲自担任组长，原县委、政府办公室主

任汤守华同志具体领导，下设办公室。县科技局、林业局、财政局、县广播电视局积极配合，

解决了资金和物资上的困难。至2004年，考察工作告一段落，共普查出竹溪县域内的植物

2300多种，拍摄照片6000多张，采集标本1 300多号。同时，通过整理归类。完成了《竹溪

植物志》的编撰工作。

《竹溪植物志》共收录竹溪县域内的植物2216种，隶属197科807属。由于资金和时

间限制，本书仅重点对187科738属1 544种植物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其中维管束植物

1 80科730属1 534种(含蕨类27科46属78种，裸子植物7科19属27种，被子植物

146科665属1428种)，真菌、地衣类植物7科8属9种。真菌、地衣植物作为附件排放在

维管束植物之后。在有详细文字介绍的植物中，有1520种附有原植物彩色照片。另有已经

鉴定的672种植物(含1 14科383属，其中10科137属为后来新增)照片本书未能编

入，亦未详细的文字介绍，仅作附件三将名录收记，以便今后研究所用。

《竹溪植物志》中各植物的形态特征除部分根据作者的实际观察有适当增补外，主要

参照《中国植物志》、《湖北植物志》、《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中药大辞典》等书籍。其中

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近1200种，具有食用、观赏价值的植物500多种，除对其形态特征、

生长环境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述外，对其所含有的营养及药用作用的成分、加工及使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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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也作了较为详实记述。在介绍其用途中还收集了大量竹溪地方中草医及民间验方，

有的为首次公布于世的竹溪中草医祖传秘方。该书的出版，不仅能为地方经济发展、地方

植物研究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对开发利用地方山野菜、中草药研究和提高军队战时野外生

存能力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由于作者并非专业的植物工作者，又缺乏专业知识，

在植物分类、物种鉴定上难免有差错之处，恳请各位专家教授、植物专业工作者、广大读者

批评指正。本书仅作为一植物科学类书籍，所选取的药方、地方中草药及民间验方，旨在通

过这一载体，建立一个竹溪民间中草药信息交流平台，打破传统中草医各自为业、相互封

闭的格局，实现中草医学相互交流、知识共享，更好地造福人民，并使山区传统的中草医文

化、珍贵的民间验方得以保存下来，世代相传下去。但其中很多验方属各家之言，有的尚来

不及进行科学验证，仅供医务工作者及读者研究参考，菲医生指导下，切勿草率使用。本书

所选用的药方，因年代不一，故有的按16两制计算，每两折合为31克，有的按10两制计

算，每两折合为50克，这样很可能给读者造成疑虑，在此谨表谦意。

《竹溪植物志》成功问世，倾注了各级领导、植物界、医药界等专家学者、社会各界朋

友的热情关爱和支持。90高龄的我国著名植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征镒先生为本书题

词，湖北省政协主席王生铁同志、原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所长郑重教授、十堰市副

市长王华滔同志、竹溪县委书记明平安同志分别为本书作序，还有几位著名专家和市广电

局领导乐意地担当起本书编委顾问。在植物普查期间，十八里长峡自然保护区全体干部职

工、各乡镇党委、政府积极配合，大力支持。在编撰过程中，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郑重、李

建强、江明喜、赵子恩、王映明、汪前生等教授和黄汉东、李新伟、王恒昌、张全发、史红文等

老师，对所收录的各物种标本、照片及文字作了艰苦细致的鉴定和审查，中国科学院植物

研究所王文采院士、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李锡文、湖北中医学院黄先石、湖北省中

医研究院王克勤等专家教授给予热情指导和帮助，十堰市人民政府、十堰市广播电视局和

竹溪县林业局、县科技局、县财政局、县国税局、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等单位在资金上给

予了大力资助，原竹溪县医药局长曾业文，县中药材公司中药师刘修涛，县电视台李维桢、

阮家国、陈诗林、曾金华、甘露，县汽运公司张友谊，县发电公司甘泉等热情参与野外考察

及资料收集工作，原县政协副主席、县著名老中医黄骥，县中医院院长贺茂华、副主任医师

黄勤文，县人民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王俊，县人民医院老中医李德江、天宝草医屈定

华、双桥草医胡值雁等踊跃献方，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甘放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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