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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SUMMARY

本卷包括研究简史、植物区系，植物资源的开发和用，88种主要

资源植物的栽培技术，植物资源的调查与估量、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

与繁殖、古树名木的保护与复壮、采自浙江的模式植物标本以及文献

目录等。每种资源植物均记述生物学特性、栽培技术，采收与加工等．

并附有插图69幅以及彩照70幅。

本志可供植物、农业，林业、园艺，医药，环保、轻工以及有关

部门研究人员，教师和学生参考．

This comprehensive volume contains a brief history，

floristic outline，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plant

resources，techniques of cultivation of 88 main resour—

ce plants，investigation and estimation of plantr

esources，prote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rare and

endangered species，protection and rejuvenation of old、’

and famous trees，and a list of type specimens from

Zhejiang province and bibliography·Each resource

plant with its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cultivation,

collection and processing are expounded．69 figures

and 70 colour photographs are included．

The flora is available for reference for research

workers．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he fields of botany，

agriculture，forestry，horticulture，medicine
and phar—

macy，environmental protection，light industry and

other related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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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晰江省地处中亚热带，东濒东海，北倚苏、皖，西、南

与赣，阑相接，气候温和，万物滋生，得天独厚，境内天

日、天台，雁荡诸山，峰峦起伏，茂林修竹，古木参天。闻

名中外。就植物区系成分而言，不少东亚一北美同断分布科

属，与日本列岛昶北美东部相对应，又多地方特色，如七子

花，长叶榧、百山祖冷杉、夏蜡梅，长序榆皆为珍稀特产。

是以为近代植物学之研究所重视，前辈植物学家钟观光、胡

先辅、陈焕镛、钱崇澍，秦仁昌、陈嵘、郑万钧、耿以礼对

浙江植物之研究均有重要贡献。而今国家昌盛，学术繁荣，

浙江植物学界人士，群策群力，发扬前辈成果，深入调查，

汇编成志，蔚然大观，可喜之至。

余寓江浙多载，情谊殊深，耄耋之年幸睹《浙江植物志》

出版，心情欣慰，加额称快。此志之问世，将对经济建设、

环境美化和生态系统的保护予以依据，更，可继往开来，发掘

新资源；旅游者和植物爱好者可藉以总览本省物产之盛，

花木芳草之奇，增长知识。八卷之书集众人智慧和努力，

图文可爱，寓意尚新，具地方植物志乏特色，更喜又培育新

人，事业之后继有望。编委会瞩余作序，窃思财力惟艰，出

书不易，今首功告成，值得嘉贺，聊记数言，与诸君共勉。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

英国皇家园艺学会会员

专察榷
198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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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浙江植物志》是由浙江省科委在1982年(089)号
。，·

文下达的科研任务，并由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委托浙江省植

物学会组织成立浙江植物志编辑委员会，具体负责本志的编

写任务。

二，本志共分8卷；

总论

第一卷蕨类植物及裸子植物

第二卷木麻黄科——樟科
· 第三卷罂粟科——漆树稃

第四卷冬青科——山莱萸科

笫五卷 山柳科——茄科

第六卷 玄参科——菊科

第七卷香蒲科——兰科 ，

三、本卷记述了研究简史、植物区系，’植物资源的开发

利用，88种主要资源植物的栽培技术，植物资源的调查及估

量、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与繁殖、古树名木的保护与复壮、

采自浙江的模式植物标本和文献目录等内容。

四、88种资源植物的排列与第一至第七卷的顺序一致，

每种植物均有名称，生物学特性，栽培技术和采收与加工等

内容，并附有插图与彩照。

五、本卷部分彩照承徐荣章、汤兆成、谷昌瑾、李曙

轩，余象煜、汪一煦、陶银周，屈肖泉、张方钢、杨逢春、范

文涛，汪奎宏等同志拍摄或提供，蒋祖德、童军平、孙晓霞．

朱一清参加本志部分插图的绘制，谨致谢忱。

六、本卷得到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气



前 言
浙江省在我国东南丘陵北部，东濒太平洋’位于亚热带

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I地质构造古老，有利于

多种门类植物的繁衍和生长。浙江经济开发较早，生产发

达，文化教育，海内外交通与贸易均有悠久历史，也是近代

植物学发祥地之一。

新中国建立以前，我国许多植物学工作者为浙江的植物

研究做了许多工作。其中胡先骗的《浙江植物名录》，钱崇澍，

郑万钧的《浙江维管植物之记载》，林刚的《浙江木本植物名

录》，以及陈嵘、耿以礼，秦仁昌、郑勉等的论著，都为以后的

研究奠定了基础。但由于当时政局动荡，社会不安定，限予

经费和交通条件，植物资源的调查与研究工作不能全面系统

地反映金省植物情况。

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动、植物资源调查的顺利开展，吴

长春、章绍尧和广大中青年植物学工作者深入浙西、浙南偏僻

山区多次进行植物考察、调查和教学实习，积累了大量标本和

资料，发现许多新记录与新分类群，大大丰富了浙江植物区系

以及资源的种类和内容。植物分类学也由单一的形态分类发

展到各分支学科的相互支持，如孢粉学、细胞学、植物化学，

古植物学和数量分类学等方面的应用，使区系和分类的研究

走上-一个新台阶。

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生产、科研和教学都迫切需

要一部完整的植物志作为浙江经济建设的基本资料。浙江省

科委1982年(089)号文件下达了编著《浙江植物志》的重

大科研任务，并由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委托浙江省植物学会

组织成立浙江植物志编辑委员会。参加编志工作的有杭州大

学、杭州植物园、浙江自然博物馆、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所、渐

江省药品检验所、杭州师范学院、浙江医学科学院、浙江林学

院、浙江医科大学、杭州市药物研究所、浙江农业大学、杭州市

园林文物管理局和浙江林业学校等19个单位共50余位科研、

教学工作者。历时十载，收集、整理了全省植物资源的区系、分

类、生态调查资料，并进行研究、分析、鉴定，终于完成此书，实

现了老一辈植物学家50年来的夙愿。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大

力策划和支持，乃得以新的面貌问世。《浙江植物志》是一

部迄今为止对浙江现有植物资源的完整的科学记录，是几代

植物学工作者辛勤耕耘的硕果。

r：‘‘



《浙江植物志》共8卷，第一卷至第七卷记载浙江野生

与习见栽培的维管植物共231科，1372属，3897种。30亚种，

391交种，126变型，其中新近发表的分类群174个，新分布记

录3科，72属，511种及种下分类群。考虑到研究筒史，区系

特征、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保护珍稀濒危植物的重要性．

另编总论一卷以概括这方面的内容。

承蒙贝时璋教授题写书名，陈封怀教授作序，江苏省植

物研究所以及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华南植物研究所，昆

明植物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等单位和有关同志为本志提供

标本资料或审阅稿件，部分插图弓I自《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等书；浙江省植物学会和杭州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原生

物系)等单位的许多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余象煜教

授和陈启瑞博士，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l

浙江植物志编辑委员会

199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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