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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林 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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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既是当地人民的重要财富，又是当地自然生态平衡的核心。人类的生存发展与整

个植物界的繁荣昌盛、绚丽多彩是分不开的。如果地面流失一分表土，损失一个生物物种，

就意睐着人类活动的范围将有被逐渐缩小之虞l植物界的生存，自有其规律，不都是按照人

’类需要的意志来发展的，人类只有依据客观规律而合理利用，严格保护、科学地培植和改造

植物界，而不是征服和摧毁植物界，才能够繁荣和发展人类社会及人类自己本身。
． 江西位于中国东南部，正处于欧亚大陆湿润的亚热带东部·自然条件优越，所蕴藏的植

物资源相当丰富，是中国江南植物种类较多的省份之一。据中国和江西省植物学工作者先后

70年来对江西植物调查研究的资料，已知野生和栽培引种的维管植物约有5e嘶l,，其中种子
植物4500余种，这些植物大部分都是用材树种及其他有用植物资源(包括纤维．药用、油脂，

淀粉，香料，单宁，果树、花卉，饲料，蜜源等原料植物)． 、

江西植物科学研究工作始于本世纪20年代之初，早在1920年，著名植物学家胡先辅博士

就曾先后在吉安、赣州、宁都，建昌，广信至武夷山一带和赣西武功山等地调查，采集过大量

植物标本。钟观光1921年·秦仁昌，蒋英1930年前后在庐山等地调查采集，均收集了不少标

本资料。1934年静生生物调查所与江西省农业院借中国植物学会第一次年会之际在庐山含鄱

口建立了中国最早的植物园——庐山森林植物园，由秦仁昌和陈封怀先生主持i作，着手进

行植物引种骈化。1938年抗日战争迫近江西之后，江西省沿浙赣线的县份相继沦陷，致使江

西植物科学工作一度中断。1940年，国立中正大学在战时的泰和县杏岭创建，胡先辅任第一

任校长，除在农学院办有生物系之外，并将他所主持的静生生物调查所(1938年已由北平迁

往昆明)由昆明迁至泰和杏岭梁村。在此期间，张肇骞教授，严楚江教授和陈梅生，莫熙

穆，林英，刘其燮等同志均先后结合教学和科研在泰和一带进行过植物调查采集工作。1942-

一1943年，莫熙穆，刘其燮同志又在龙南，定南，全南进行了大量的植物调查采集工作。但

是，所珍藏的腊叶标本大部分都在1945年3—8月闽，由于日寇从广东韶关侵入江西赣州、

泰和等地致使中正大学存放在泰和小塘洲的大部分腊叶标本及设备遭到破坏。

一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后，静生生物调查所迁返北平之前，曾派傅书遐先生在赣南和

赣东一带进行植物调查采集，同时庐山森林植物园由陈封怀教授勉强恢复，借引种驯化工

。作，交换种子，苗木以维持植物园的科学研究工作。1946--1949年，国立中正大学林英、杨

祥学先生曾结合教学与科研，带领生物系，森林系学生在南昌，新建和安义等县，沿西山山

脉一带进行多次调查考察工作．

．， 1950年，庐山植物园曾一度改为口庐山植物研究所，，陈封怀调江西省农科所主持工作。

1951年秋季，林荚接受江西省林业局的任务，率领南昌大学森林系学生翟赣南进：}亍杉木蓄积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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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调查，省林业局派李企明、杨芳华，赣州地区林业局派吴世游工程师参加。在此次考察中发

现许多热带杭物区系成分，如：番荔枝科、买麻藤科、天料木以及岗松等，其分布已越过南岭山

地以北的江西中南部山地。1952年，庐山植物园归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领导，先设庐山工作

站，后又恢复为庐山植物园，在陈封怀主持下，由熊耀国、王秋圃、王名金、邹垣、胡启

明，熊杰等先后在省内各山区进行调查采集。1954年，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派荽恕同庐山

植物园熊耀圈等一同到武功山一带进行考察。与此同时，华东和华中各高等学校生物系和森林

系每年夏、秋季均率领学生到庐山进行野外实习，获得了大量资料黎l植物标本；江西师范学

院生物系由林英、黄新和、龚明暄等率领学生到福建、江西、广东三省交界的寻乌县项山进行

教学实习，也采得大批植物标本。后来江西共大总校、江西中医学院等栩继在省内山区进行

教学实习及科研，采集了许多植物标本。1956年江西农学院曾广证，董闻达，李春鲁等开

始进行江两农田杂草区系分布的调查。1958年，江西省科学分院成立，由庐山丰lli物园(科学

院工作站)派胡启明，聂敏祥、赖书绅，李启和，窟象恒，肖礼全、王金成和中国科学院

胡嘉祺组成了两个考察队，到赣商，赣东及赣东北考察采集，一队由胡启明领队到瑞金、会

昌，寻乌、安远及九连山考察和采集；=队由聂敏祥领队到广吕尖峰岭，南丰军峰山，黎川

德胜关及樟村，资溪马头山、石峡，茶园乡，贵溪铁牛关、西华山、冷水坑，铅山西坑、黄

岗山，上饶五府山，广丰铜钹山等地的楞l工I LJI脉及武夷tlI脉，玉IJ J怀玉山、龙首，德兴大茅

山等地的怀玉山脉进行考察和集中采集，共采集瞒nl‘标本2万余号，20万余份，藏于庐山

植物园、北京植物所，华南植物所，昆明植物所、西北植物昕、广西植物所和上海自然博物

馆等标本室内，首次发现武夷IJj有古老的残存植物——连香树和领替术。1958年冬，全国科

学工作会议后，1959年，庐山植物同赖书绅、扈象恒及吉安地区林业科学研究所曾照汉，到

分宜大岗山，安福武功山，莲花坊楼、神泉，永新禾山、七溪岭及韩江，宁冈东上乡及大

陇，井冈山，遂川七岭、赖氏寮，泰和水槎、桥头，吉安东固山和兴国的均福山等地进行野生

植物资源考祭，采集腊叶标本6000余号，60000多份，同时还组织各县的科学院于各县进

行植物资源调查及标本采集，首次采到了檀梨等标本，汇编成《江西野生经济植物志》，

曾记述野生资源植物501种，经邵式平省长审阅后题名为《江西植物志》，交江西人民出版

社出版。实际上该书仅记述了江西的一小部分资源植物，遗漏甚多。当时江西省林科所熊杰

也在九连山、井冈山、黄岗山等地进行森林植物调在采集，在井冈山河西垅发现了观光木

(Tsoongiodendron odorum)。1960年，庐山植物园赖书绅、肖礼全，余水良和九江地

区林科所邹垣等到永修云山，燕山，武宁武陵岩，九宫llJ，伊山，太平IlJ，修水五梅山，黄

龙山，宜丰石花尖，仙姑蛛，锏鼓大伪【ll等地进行植物资源及植被考察，采集腊叶标本2500

余号，25000余份，样地记录数十个。1960年江西师范学院生物系林英教授领导建立了植物地

理研究室，有专业研究人员7人，兼职敦师5人，有计划地对全省植被和植物资源进行武夷

山和九连山分批调查，发现武夷山有柳杉，南方铁杉原始林分布。1962年江西师范学院生物

系并入江西大学生物系，植物地理研究室改名生态地植物学研究室，在林英教授领导下，先

后对武夷山、九连山，井冈l虮项山，怀玉山、九岭山和蔡阜山等地进行森林植被与植物

资源考察和采集。1963年，林英、程景福，杨祥学，黄新和、龚明暄，王素珍、万文豪对都

昌，永修，德安、星子等滨湖植被和植物资源进行考察，收集了大量标本及资料。1964年配

合江西省农业区划工作，在江西大学生物系筹建了生物展览馆，搜集全省动植物资源，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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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陈列室展出，为江西省自然区划、植被区戈!f和农业区划提供了重要依据。．1964年，中目科

学院南京植物研究所，地理研究所与江西有关单位组织华东水土保持考察，对赣南各县进行

普查，江西省派单汉荣，万文豪、王江林等参加了此次考察工作，同年全国第一次引种驯化

学术会议在庐山植物同召开，会后江西省科委钟平主任邀请陈封怀等数位专家到井冈山考察，

建议在井冈山筹建森林植物园，由庐山植物园派人协助筹办。1965年庐山植物园应井冈山植

物园的邀请，派赖书绅，黄大富等同志到井冈山各地，以及宁冈，鄙县、遂川等县进行植物

资源考察，采集植物标本2500多号，25000多份，并发现老井冈山梯子崖有一株乐东拟单性木

兰(乐东木兰Parakmeria lotungensis)，坪水山海拔1600米的山谷有冷杉4株及南方铁

杉自然林分布。1966年在省科委的领导下，由江西大学生物系和庐山植物园负责，组织省林科

所，吉安农校，共大分校，井冈山科委和井冈山植物园等单位的井冈山科学考祭队，对井冈

山地区进行了为期半年的森林植被和植物资源等考察，收集了植物标本2000余号，20000

余份。1966年夏，江西大学生物系对赣东五府山进行了植被和植物资源调查。1966—1968年

在省科委领导下，由庐山植物园杨建国、赖书绅、聂敏祥为领队，组织庐山植物园、江西大学

生物系，江西中医学院，江西农业大学，江西医学院，江西省林业厅，江西省林科所、江西

国药厂，江西药材公司等单位共20余人的江西薯蓣和小檗碱资源考察队深入全省各山地、丘

陵查知江西有含薯蓣皂甙元的薯蓣7种和小檗碱的植物10余种，蕴藏量大，并采集薯蓣植物

和其他植物的腊叶标本2000余号，20000余份。以上各次考察和采集，增加了江西新种群，新

记录共数百种，为编写《江西植物志》提供了宝贵资料。但在。文化大革命扫中，江西大学的

植物标本、原始资料、植被区划立体模型，珍贵照片以及省林科所的标本均遭到严重破坏，

对开展江西植物科学研究和编写《江西植物志》都是意想不到的巨大损失。幸好庐山植物园

尚保存了15万余号植物标本，江西省林科所．．江西大学、江西农业大学、江西省药物研究所，

江西中医学院、江西省药材公司等单位也采集并珍藏了大批植物标本，为编写(《江西植物志》

保存了宝贵的标本及原始记录资料。

· 1969年以后，江西植物学工作者先后结合草医草药运动，开展过多次群众性的中草药植物

资源调查，曾调林英教授至江西药科学校(后合并为江西中医学院)筹办药学系，对各地草

药资源进行调查和采集，深入靖安，铜鼓，奉新，南城，金溪，临川，南丰，井冈山，兴

国、寻乌、宁都、安远，大余，吉安，九江，彭泽，宜丰，永修等lO余县山区调查，编写

《c草药手册》，记述动植物草药900余种，并写出议中草药学》教材，培训了大批药学人才。江

西省卫生厅、庐山植物园，北京植物研究所，江西农业大学，江西药材公司及地，市县卫生

·局和医院、卫生院、合作医疗站等在进行草药植物资源调查时，采集腊叶标本近20000号，不

仅发现了新药(如伏地紫堇、安痛藤)，还发现了药用方面的新种群，新记录(如江西栝

楼，短萼黄连、明党参，黄山贝母，罗汉果等)。1970年，江西省卫生厅组织有关单位编写

出了《江西草药》。1971年，庐山植物园以及地县级单位编写了许多中草药的资料。1974年开

始，江西省开展林业考察工作，庐山植物园李启和，罗少安、单汉荣，张少春，江西农业大

学施兴华，农植林等配合上饶地区林科所在武夷山脉的西坑、猪母坑及主峰黄岗山从事森林

保护区考察和植物标本采集。1975年，江西大学林英，万文豪，杨祥学，徐声修，庐山植物

园赖书绅、单汉荣、李启和，盛晋英，江西农业大学施兴华，农植林，张秋根等配合赣南地

区林业局进行森林树种考察和采集，发现赣南大余，安远有江南油杉，大余有长苞铁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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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讨，江西农业大学董闻达，李春鲁、谢兆继、吕蒴华、唐顺英继续对江西农田杂草区系与生态

分布进行深入的调查，并于1980年首次整理出了系统的文字资料。1976年，庐山植物园配合

宜春地区林业单位深入官山保护区考察及采集，配合九江地区林业单位深入瓜源进行树种考

察和采集；1977年，庐山植物园、江西农业大学、江西省林科所协助上饶地区林科所搞玉山

99坞、龙头等优良、珍贵和速生树种调查采集。1977--1979年，江西省药物研究所张海道

领导药用植物资源调查组，对吉安，九江和上饶三个地区的中药植物资源及品种进行了调

查，采集标本1300号，发现江西特产药材抚芎(茶芎)为川芎的三倍体栽培变种(Ligusti-

CUlTI chuanxiong Hort．CV"．Fuxiong)，江西产的西芎为藁本(Ligusticum sinense Oliv．)

的栽培品种，江西产的血当归(土大黄)为乳突叶酸模(．Rumex chalepensis Mill．)等。1978—

1979年由江西大学林英，杨祥学、龙迪宗，庐山植物园赖书绅、王江林、张少春，江西农业

大学施兴华、张秋根等承担井冈山自然保护区及怀玉山脉主峰玉京峰三清山的植物考祭采

集，发现三清山有华东黄杉林和天女花的天然林，坪水山有100余亩云锦杜鹃花林和扃枝石

松草丛，共采集植物标本10万余号，lo万多份。

】978年，江西科学大会把《江西植物志》列为省的重点科研项目，1979年春，在江西省科

委的领导下，召开了江西大学、庐山植物园，江西农业大学，江西中医学院、江西林科所，

江西药材公司、江西省药检所、赣南树木园、江西人民出版社等单位参加的会议，决定成立

《江西植物志》编委会。当时考虑到江西植物种类繁多，尚有10万左右的植物标本未采到，经

编委会讨论决定，边编写边进行补点考察和采集，以补充编志的植物种数，提高编志的质

量。为此，编委会先后组织过三次较大的补点考察工作，深入贵溪的浪港林区，修水的五梅

山，赣南崇义的聂都，大余的烂泥迳，资溪的马头山，黎川的岩泉以及其他交通不便，人迹

少到，破坏轻微的山区及湖滨补点调查采集，共采到腊叶标本3000多号，30000多份，发现了

井冈山，马头山，大余等地有罗汉果，金毛含笑、长瓣短柱茶、伞花木，蛛网萼分布。武夷

山脉的马头山有长叶榧树80一100株，还有不少新种群。为进一步搞清赣西北的植物种类和

森林资源，1982年庐山植物园受宜春地区林业局的委托，对赣西北的奉新、宜丰，靖安、万

载等县山地全面考察，发现了大面积的穗花杉林，在宜丰县的官山并有卵叶红花木莲分布。

1984年江西农业大学承担赣南山区农业自然资源考察任务时，资源植物组董闻达、周芝德等

lO人，采集标本4000余号，发现崇义、大余有天麻，罗汉果，桫椤等资源植物分布。1983．-

1987年，在江西省农业．卫生，商业，林业，外贸，科委和统计等部门及有关科研单位和大

专院校的合作下，由江西省医药总公司主办，对全省的中药资源进行了系统的普查工作，共

采集了植物标本40000份左右，约2000种，其中发现江西产药用植物新资源52种，为开发利用

植物资源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

70年来，特别是1950年以后，江西广大植物科学工作者坚韧不拔，前赴后继，不辞艰

苦，攀登高山，跋涉溪涧，深入密林，摸清江西的植被分布规律，发掘珍贵资源植物，为

《江西植物志》的编写以及植物的引种，保护和永续利用江西植物资源打下了坚实的科学基

础。 i

《江西植物志))全书共收载维管植物近5000种，其中蕨类植物400余种，种子植物4500余

种，附有插图4000余幅，分5卷出版。第一卷为序言、江西自然地理及值被概况，蕨类植物

和裸子植物；第二．三卷为被子植物双子叶植物纲木兰科至天胡荽科；第四卷为被子植物双



丫 ：

子叶植物纲山柳科至唇形科；第五卷为被子植物单子叶植物纲。此书内容丰富，可供从事

农，林，牧，副，渔，医药，卫生，轻化工，花卉园艺和环保等工作的生产，科研，教学及

行政管理人员参氖 ⋯ 。 ．，、
．，

Ⅸ江西植物志》编写出版过程中，。得到7江西省科委．省教委及各地、县．乡党政领导和广

大群众的大力支持，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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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植物研究所．江苏植物研究所，广西植物研究所、四川生物所、云南林学院，四川大学，

‘海南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j北京师范大学二’上海教育

学院，上海师范学院，南京大学，西北大学，《中国植物志》编委会、上海自然博物馆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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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

1．《江西植物志》第一卷主要内容为；江西自然地理概况，植被和植物区系、蕨类植物和

裸子植物。 ．

2．蕨类植物分类群的编写，采用《中国植物志》第二卷(1959年)中的秦仁昌系统。因该

书出版有30余年，而且《中国高等植物图鉴》0972年)沿用了这一系统，现已为中国植物学

界，以及教学、科研和生产单位的有关专业科技人员所熟知，影响广泛。为了简要介绍秦氏

系统中的蕨类植物新分类群，同时又保持应用中的相对稳定，乃将秦氏系统(1978年)新增

加的科分别列于原系统(1959年)的相应科之后，以便于在实际工作中运用并便于理解继续

发展中的秦氏分类系统的完整性。

3．裸子植物分类群的编写，采用郑万钧等编著的《中国植物j矗))第七卷(1987年)的系

统。其中仅杉科的金松属，根据近年科技工作者对金松的花粉形态学、细胞学，以及生长发

育和适应性等方面的多学科研究结果，普遍认为金松属应独立为金松科较适当，本卷采用了这

种观点。

4．各分类等级的植物类群都有特征记述及分类检索表。科及科以上的植物类群名称只列

中名的正名、拉丁名的正名，特征简介和分布区，属的拉丁名之后并列出命名人。种，变种

和变型，写出中名正名(或兼列别名)，拉丁名的正名、主要拉丁名的异名，原始文献及重

要参考文献，形态特征、产地、生境、分布区和主要用途。

5．文献引证，用原书刊上、普通读者习用的本国文字，或采用原书刊上的同义外文名称。

非集体名义编写的书或图谱等著作，引证时将其著者或主编人一同引证。期刊及机关、学

校、科研单位等集体名义编写的著作，只列出刊物或著作名称、不引证主编人姓名。

6．全卷共编载蕨类植物49科、114属，401种，27变种，5变型、绘插图371幅；其中含迄

今未详细记载的中国特有种40余种，以及1新种和1新变种。编载裸子植物12科，4l属，164

种、9变种，24栽培变种，绘插图132幅。

7．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邢公侠，傅立国，林尤兴，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王铸豪、

吴兆洪，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隧盥基I，上海自然博物馆裘树平，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
所孔宪需，云南大学植物生态研究所朱维明，西北大学生物系谢寅堂，杭州大学生物系张朝

芳，贵州省生物研究所王培善，以及江西大学生物系吴强等同志对本卷的编写工作给予了热

忱襄助并提供了宝贵意见，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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