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 西 植 物 Guihaia 27(6)：892—898 2007年 11月 

广东珠海市种子植物区系研究 
彭逸生，庄雪影 ，陈锡沐 
(华南农业大学 林学院，广州 510642) 

摘 要：调查结果显示 ，珠海市共有野生维管植物202科 718属 1 448种，其中种子植物 166科 664属 1 359种， 

包括 13种国家Ⅱ级保护植物，14种广东省珍稀濒危植物；特有成分贫乏。珠海市种子植物区系以热带亚热带成 

分占优势，温带成分贫乏，显示了该区地处热带北缘与南亚热带南缘的过渡性质。通过与海南省尖峰岭、江西 

省庐山和邻近的澳门、深圳和南岭等 5个地区植物区系比较，探讨了珠海市与这些地区的相似性和差异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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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Zhuhai City is located in the southwest to the estuary of Pearl River，belonging tO north tropics and oceanic 

mons∞n climate．There are 1 448 species of wild vascular plants，t 359 species of Mid seed plants．which belong tO 166 

families and 664 genera．13 species in the list are national protected，14 species are provincial rare and threatened species． 

It is low in endemic elements．Zhuhai’S flora shows strong transitional features between tropical and subtropica1．There 

are only sma ll proportion of temperate elements．The florist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Zhuhai and Jiardengling(Hainan Is- 

land)，Lushan(Jiangxi Province)，and 3 adjacent areas(Macau，Shenzhen，and Nanling)were discussed． 

Key words：Zhuhai City；flora of seed plants；floristic characteristics 

珠海市是著名的海滨旅游城市，位于经济发达 

的珠三角地区，邻近澳门和香港，人类生产活动历史 

悠久，原生自然植被早已破坏殆尽。另一方面，其境 

内岛屿众多，海域广阔，丘陵山地、滩涂、岛屿等沿海 

地貌孕育了丰富多样的植物群落和物种资源；由于 

交通隔离，部分岛屿还保留着大片次生林，这些珍贵 

的生物资源对珠三角地区植物区系的起源和发展、 

岛屿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恢复均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 

践意义。珠海市的植物资源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 

吴德邻(1994)和陈树培等(1994)研究了包括珠海在 

内的广东海岛植被；冯志坚等(1995)、李镇魁等 

(2002)和何仲坚等(2004)报道了高栏列岛和万山群 

岛植物资源；曹洪麟等(1996)和周小勇等(2004)开 

展了珠海市荷包岛植被和生态旅游资源研究。随着 

现代科学的迅猛发展，人们对海洋和湿地生态系统 

重要性认识的不断提高，对拥有丰富湿地生境和众 

多岛屿的珠海市进行全面的植物区系调查，开展种 

子植物区系研究，对珠海市及整个珠三角地区植物 

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和区域生态系统保护管理具有重 

要的实践意义。 

1 研究地点的 自然状况 

珠海市位于广东省珠江 口的西南部，地理位置 

113。03 ～114。19 E，21。48 ---22。27 N，陆地面积 1 653 

kmz，海域面积 6 135 kmz，东与深圳、香港隔海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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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与澳门相连，西邻江门市新会区、台山市，北与中山 

市、江门市接壤 ，距广州市约 140 km。珠海市南临南 

海，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年均气温 22．4~C，年降雨量 

l 770．4 1TIITI，太阳辐射年总量 4 651．6 mJ·m2，年均 

日照时数 l 947．3 h。 

珠海市地处沿海丘 陵台地地 区 ，黄杨 山(海拔 

581 m)为境内最高峰。区域内河流众多，河网交错 

密布，珠江 8大出海121门中的磨刀门、鸡啼门、虎跳 

门经珠海市汇入南海。境内分布有群岛 2个、列岛 

8个，大小岛屿共 146个，岛屿岸线总长 543．01 

km，面积共 236．93 km。(珠海市信息中心，2005)。 

2 材料与方法 

2002年 3月 至 2005年 7月 ，作者一行先后 4 

次深入珠海市 内各地进行植物采集和调查 记录 ，野 

外调查 18 d，采集标本 1008号，拍摄记录照片 l 053 

张，所有标本存于华南农业大学植物标本馆(国际代 

号 CANT)。 

以野外调查采集所得的植物标本为基础，参考 

表 1 珠海市野生种子植物的数量 

Table 1 Census of the seed plants of Zhuhai City 

资料来源 ：”廖文渡等(1 994)· 李锡艾 (1996)。 

华南农业大学植物标本馆珠海地区所有的标本记 

录；综合相关文献进行汇总；参考最新文献，进行植 

物学名的校对和更新 ，整理编写珠海市野生种子植 

物名录，通过与邻近地区比较，分析植物区系特点。 

植物区系相似性分析采用相似度公式(王荷生， 

1992)计算：S：2c／(A+B)×100 。式中 S为 a、b 

两地植物区系的相似性系数，C为两地共有的植物科 

(属、种)数，A、B分别为出现在 a、b地的植物科(属、 

种)数。A、B、C均不包含世界性分布的科(属、种)。 

3 结果与分析 

3．1植物区系的组成和特点 

据统计 ，珠海市野生种子植物共 166科 664属 

l 359种(包括种下单位)(表 1)。 

3．2科的区系成分分析 

在珠海市植物区系中，有 l6科 20种以上的，共 

685种 ，占该 区系总种数 5O．4 (表 2)。含 l0～l9 

种的科有 22个，共 293种，分别占区系总科数和总 

种数的l3．3 和21．5 。中等科(5～9种)、寡种科 

(2～4种)和仅出现 1种的科数分别为29、59、4O，分 

别占总种数的 l7．5 9／5、35．5 9／5和 24．1 。其中，少 

于 5种的寡种科占总科数的64．9 ，即近 65 的植 

物科仅含 5个以下的种。番荔枝科(Annonaceae)、 

猪笼草科(Nepenthaceae)、大风子科(Flacourtiace— 

ae)、露兜树科(Pandanaceae)等典型的热带植物在 

本区的属种均较贫乏。 

本地区种数最多的 4个科均为世界性分布的大 

科，它们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大戟科、马鞭草科、桑 

科和爵床科在珠海市出现 4O 以上的广东种类、 

l0 0A以上的中国种类。在含 2O种以上的大科中，主 

要是热带亚热带分布型的科，没有温带分布型。 

参照李锡文(1996)的划分准则，将珠海市 l66 

个野生种子植物科按地理分布类型划分为 lO类 5 

个变型(表 3)。 

3．2．1世界分布 共 33科，大多为草本植物科，多分 

布于湿地沼泽、江河湖泊等生境较为均一的环境，如 

金鱼藻科(Ceratophyllaceae)、蓄菜科(Menyanthace— 

ae)、狸藻科(Lentibulariaceae)、泽泻科(Alismataceae)、 

灯心草科(Juncaceae)、莎草科、禾本科等。 

3．2．2泛热带分布 共 79科，是所占比例最高的分 

布类型(59．4 )。在珠海市森林群落优势种或建群 

种中，有28种属于这些科，占全部森林植物建群种 

的71．8 9／6，是本区森林群落的重要组成。 

3．2．3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共 4科。当 

中木兰科(Magnoliaceae)为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 

优势科，但在珠海仅见 1种，自然分布于狭窄的沟谷 

和海岛。 

3．2．4旧世界热带分布 共 3科。其中番荔枝科广 

泛分布于热带亚热带地区，在珠海有 lO种，为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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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珠海市主要科及其占广东、中国、世界种数的比例 

Table 2 Main families of the flora of Zhuhai City and their proportions in Guangdong，China and the world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1987~2006)； 侯宽昭(1982)； T．一热带分布Tropical；S．一亚热带分布 Subtropical；C．一世界分布 Cosmopolitan． 

表 3 珠海市种子植物区系科的分布区类型 

Table 3 The family areal—types of the 

seed plants of Zhuhai City 

分布区类型 
Areal-types 

科数 占总科数 

No．of的比例 ) 
fami— Percen- 

lies tage( ) 

’扣除世界分布科 (Percentage is on the basis of exclusive of the 

Cosmopolitan families) 

林中较常见的种类。 

3．2．5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共 3科，这些科 

的种数很少，在珠海市均只有 1种，即猪笼草(Nepen— 

thes mirabilis)、草海桐(Scaevola sericea)和田葱(P肺一 

@drum lanuginosum)，多分布于山涧沼泽、海岸地带。 

3．2．6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仅有攀打科(Pan- 

daceae)(吴志敏等，1994)，在珠海仅分布于低海拔风 

水林。 

3．2．7热带亚洲分布 共 6科。川苔草科(Podoste- 

maceae)产于热带亚热带地区，少数产于北温带；五 

列木科(Pentaphy1acaceae)分布于东南亚地区；交让 

木科(Daphniphy11aceae)产于亚洲热带亚热带地区； 

清风藤科(Sabiaceae)分布于亚洲和美洲的热带亚 

热带地区；肉实子科(Sarcospermataceae)产于南亚、 

东南亚地区；姜科(Zin beraceae)主产于热带亚洲。 

除姜科以外，另外 5科在珠海市的种类均不多。 

3．2．8温带分布 该类型有 16科 75种。大多分布 

于山峰或海岛之巅、气候较为凉爽的地段。 

3．2．9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 4科。除鼠刺科(Es— 

calloniaceae)(仅具 1个种)外，八角科(Illiciaceae)、 

五味子科(Schisandraceae)和三白草科(Saururace— 

ae)均为较原始古老的类群。 

3．2．10东亚分布 本类型只有猕猴桃科(Actinidi— 

aceae)，广布于亚洲东部地区，属于温带性质，种类 

少，仅在坡地灌丛或沟谷有零星分布。 

3．3属的区系成分分析 

属作为植物区系统计的单位较科更加准确，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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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珠海市种子植物区系属的分布区类型 

Table 4 The generic areal—types of the 

seed plants of Zhuhai City 

分布区类型 
Areal—types 

占总属 
属数 数的比 

No．of 例 
genera Percen- 

tage( ) 

。 扣除世界分布属 (Percentage is on the basis of exclusive of the 

Cosmopolitan genera) 

能更好地划清界限。根据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 

类型的划分方法(吴征镒，1991，1993)，将珠海市 

664个野生种子植物属按照地理分布类型划分为 14 

类 13个变型(表 4)。 

珠海市拥有 1O种以上(含 1O种)的较大属共 

13属，占总属数的 1．8 9／6；拥有的种数为 165种，占 

区系总种数的 11．4 (表 5)。 

表 5 珠海市主要属及其分布型 

Table 5 The main genera and their generic 

areal—types of Zhuhai City 

”代号l司表 4(the same as those of Tahie 4) 

3．3．1世界 分布 55属 138种，占本 区植物种数 

9．5 9／6，大多是杂草或水生植物 ，在全球范围内广泛 

分布 ，如金 鱼藻属 (Ceratophyllum)、堇 菜属 (Vio— 

la)、蓼属、莎草属、芦苇属(Phragmites)等。 

3．3．2泛热带分布 186属498种，占本区植物种数 

的 34．4 9／6，是本 区的数量最多 的分布型 ，大部分只 

限于热带亚热带分 布。其 中厚壳桂属 (Crypto～ 

carya)、杜英属(Elaeocarpus)、苹婆属(Sterculia)、 

乌桕属(Sapium)、榕属、冬青属、山矾属的部分种类 

为本区森林群落常见类群，反映该成分在本区植被 

组成中占重要地位。 

3．3．3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19属43种， 

占本区植物种数 3．0 9／6。以木姜子属(Litsea)、柃 

属、金叶树 属 (Chrysophyllum)的部分种 类在本 区 

森林群落中较为常见。 

3．3．4旧世界热带分布 71属 147种，占本区植物 

种数 1O．1 9／6。紫玉盘属(Uvaria)、蒲桃属、谷木属 

(Memecylon)、野桐属(Mallotus)在珠海市次生林 

中比较常见。 

3．3．5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65属 96种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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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植物种数 6．6 ，该类型大多数种类分布于热 

带地区，黄叶树属(Xanhtophyllum)、降真香属(Ac— 

ronychia)和水锦树属 (Wendlandia)的分布中心在 

热带地区，但野扁豆属 (Dunbaria)、姜属(Zingiber) 

和淡竹叶属(Lophatherum)可达温带地区。 

3．3．6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4O属54种，占本 

区植物种数 3．7 。大多以热带非洲为分布中心， 

常见类群有山竹子属 (Garcinia)、土密树属 (Bride- 

lia)、羊角拗属(s r0 伽 “s)、水团花属(Adina)、 

芒属(Miscanthus)、类芦属 (Neyraudia)等 。 

3．3．7热带亚洲分布 热带亚洲分布类型及其变型 

在珠 海市境 内有 102属 16i种，占总 种 数 的 

ii．i 9／6，其比例仅次于泛热带分布及其变型。典型 

的热带亚洲分布有 85属 142种，占本区植物种数的 

9．8 。其中，五列木属(Pentaphylax)、柏拉木属 

(Blastus)、黄 牛 木 属 (Cratoxylum)、交 让 木 属 

(Daphniphyllum)是珠海市森林群落重要的组分。 

3．3．8北温带分布 32属 72种，占本区植物种数 

5．0 ，大多为草本植物，以十字花科(Brassicace- 

ae)、蔷薇科(Rosaceae)、菊科、唇形科、禾本科等世 

界性分布大科种类最丰富，包括许多常见杂草，对本 

区森林植被的影响不大 。 

3．3．9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 22属 47种 ，占本 区植 

物种数 3．2 ，本类型间断地分布于东亚和北美洲 

温带及亚热带地区，显示本地区与北美在地质发展 

史上与北美的一定联系，部分为起源古老的木本植 

物属 ，如木 兰属 (Magnolia)、八角属 (Illicium)、大 

头茶属(Gordonia)、枫香属(Liquidambar)，揭示了 

本区植物区系的邃古性。 

3．3．1O旧世界温带分布 5属 6种，占本区植物种 

数0．4 。该分布类型在本区所占比例很小，仅为 

珠海市的植物区系增添了一些温带色彩。 

3．3．1l温带亚洲 分布 仅见 马兰属 (Kalimeris)1 

种，占本区植物种数 0．1 。 

3．3．12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 在本区仅见黄 

连木属(Pistacia)。 

3．3．13东亚分布 2O属 28种，占本区植物种数 

2．0％。该分 布类型较 常见 的类群有野木瓜 属 

(St口untonia)、石斑木属 (Photinia)、吊钟花属 (En- 

kianthus)、黄鹌菜属(Youngia)、斑种草属(Bothrio— 

spermum)和蜘蛛抱蛋属(Aspidistra)等，是本区的 

主要温带成分。 

3．3．14中国特有分布 3属 4种，占本区植物种数 

0．3 。其中半枫荷 (Semiliqiudambar cathayen— 

sis)和绣球茜 (Dunnia sinensis)是我国特有的珍稀 

植物，星散地分布于珠海市境内个别海岛的沟谷地 

段，数量稀少，它们已被列为国家Ⅱ级保护植物。 

4 讨论 

4．1珠海市种子植物区系的特点 

珠海市地处热带亚热带过渡地带，虽没有高耸 

的群山，但丰富的海岛和海岸线，复杂多样的 自然生 

境为植物资源多样性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从植 

物区系地理成分组成方面分析 ，有以下特点 ： 

(1)热带北缘的区系性质：具有显著的热带亚热 

带过渡性质。在 23个优势属中，除少数世界性分布 

属(蓼属、莎草属和茄属)和温带分布属(山蚂蝗属和 

画眉草属)外，热带亚热带分布区系占有绝对优势， 

其属和种分别占整个区系总属数和种数的 76．9 

和 72．0 。温带成分较少，其属数、种数分别只占 

14．8 9／6和 12．3 9／6。风水林(Fengshui woodland)是 

珠海市低海拔地区保护现状相对较好的次生残林， 

这些林分通常是 以山杜英 (Elaeocarpus sylves— 

tris)、假苹 婆 (Sterculia lanceolata)和榕属等具板 

状根植物为建群种 ；干花豆(Fordia cauliflora)、白 

花油麻 藤 (Mucuna birdwoodiana)、大果榕 (Ficus 

auriculata)、水同木(F．fistulosa)等老茎生花的植 

物也比较丰富；猪笼草、大花五桠果、竹节树、黄桐、 

乌榄 (Canarium tramdenum)、穗花轴榈(Licuala 

fordiana)等较为常见。这些植物均为热带性较强 

的类群。温带成分在珠海植物区系所占的比例很 

小，且主要是杂草型植物或湿地植物。 

(2)起源古老：具有较丰富的古老类群。木兰目 

和毛茛目的种类被视为被子植物里面最原始的类 

群，而泽泻目则是单子叶植物里面最原始的类群。 

以上类群在本区均有分布，如木兰科、八角科、五味 

子科、毛茛科、金鱼藻科、泽泻科以及与泽泻科关系 

较近的水鳖科(Hydrocharitaceae)；古老复杂的金缕 

梅科在本区共 6属 6种，包括蕈树属(Altingia)、秀 

柱花属(Eustigma)、枫香属、半枫荷属等。此外，野 

木瓜属、大头茶属等较为原始的类群也是本区次生 

林较常见的成分，揭示了该地域植物区系起源比较 

古老的特征，但这些科的种类较贫乏，种群通常也较 

小，呈零星分布，这可能是长期人类活动导致天然植 

被结构及植物多样性退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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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理成分复杂但特有种类较为贫乏：珠海市 

地理位置独特，自然条件复杂，植物区系类型丰富， 

除中亚分布类型外，所有的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 

区类型在珠海均有代表(吴征镒，1991)，反映了该市 

的植物区系与中国其它地区种子植物区系有密切的 

联系。特有现象可反 映某一植物 区系的基本特征， 

因此在植物区系研究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廖文波 

等，1995)。珠海市虽有丰富的岛屿，但缺乏特有成 

分，仅有石笔木属(Tutcheria)、半枫荷属、绣球茜属 

等3个中国特有分布属，仅占广东省分布的中国特 

有属数量的 4．0％。在广东省有 8个特有植物属 

中，只有绣球茜属分布于本区，且数量较为贫乏。在 

种级水平上，珠海市特有植物只有 2种：皱纹单竹 

(Lingnania rugata)和三灶坭 竹(Bambusa sanzaoen— 

sis)，分布于三灶岛、南水岛(林万涛，1993)，但这两种 

植物均未被中国植物志(第 9卷第 1分册，1996)收 

录。这个特点与珠海市的岛屿与大陆隔离时间短及 

其海拔变化不大等地形地貌特点是一致的。 

4．2珠海市植物区系与其它地区的比较 

植物区系的发展与其自然环境和邻近地区的植 

物区系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表 6可知，总体上，在 

科、属级水平 内，与所 比较的 5个 区系均有密切联 

系，但科级水平的相似性与尖峰岭、深圳的关系更密 

切，相似性达 8O 以上；在属级水平上，与深圳市的 

相似性系数最高，达 81．3 ；在种级水平上，仅与澳 

门和深圳有密切联系，而与尖峰岭、南岭和庐山植物 

区系的相似性低于 5O 。 

(1)与尖峰岭的比较：尖峰岭位于海南岛西南隅， 

表 6 珠海市与国内其它 5个植物区系的比较 

Table 6 Comparision of the floras between Zhuhai City and other five areas of China 

”各个地区属种数均已扣除栽培种类，共有种类已扣除世界性分布种类(Cultivated taxa were excluded；the cosmopolitan elements were also 

excluded in numbers of the common species；F— family，G=genus，S~species) 

总面积约 600 km。。该 区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地带 

性植被为热带季雨林(曾庆波等，1995)。在尖峰岭 
一 珠海植物区系中，两地在科属间相似性较高，种类 

组成有较大的差异。尖峰岭植物区系的优势科为茜 

草科、兰科、大戟科、蝶形花科和樟科 ，与珠海市的优 

势科大致相同，但各个科的种系比珠海市更为丰富。 

尖峰岭纬度较低，具有一些仅分布于热带地区的成 

分，如肉豆蔻科(Myristicaceae)、龙脑香科(Dipterocar— 

paceae)、毒鼠子科(DichapetaIaceae)和假兰科(Aposta— 

siaceae)等在珠海市未见分布；此外，樟科、番荔枝科、 

大风子科、楝科(Meliaceae)、兰科(Orchidaceae)等热 

带分布科的种类亦远较珠海市丰富。尖峰岭植物区 

系的热带性远较珠海市强，两者植 物区系的联系主 

要通过泛热带、热带亚洲分布的成分来体现，泛热 

带、热带亚洲分布的占共有属的45．1 9／5。 

(2)与澳门比较：澳门亦位于珠江口西南侧，紧邻 

珠海市，面积仅为16．8 krn2。澳门同样属于亚热带海 

洋性气候，地带性植被为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但长 

期遭到人为破坏，现植被类型主要为灌丛(邢福武等， 

2003，2004)。在澳门一珠海植物区系中，两地间科属 

种组成较相似，相似性系数均大于 5O％。总体上，澳 

门虽与珠海很接近，但其植物区系相似性却低于珠海 

市与深圳市，这可能与澳门面积小且地势平坦，人为 

活动频繁导致植物区系退化有关 。在珠海市一澳门 

共有属中，泛热带、热带亚洲分布类型占44．1 。 

(3)与深圳市的比较： 深圳市位于珠江口东 

侧，面积约 2 020 km。，与珠海市隔珠江I2I相望。深 

圳市属南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地带性植被为热带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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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林和常绿季雨林(邢福武等，2002)。在深圳～珠 

海植物区系中，两地的科属种相似性在 6个地区中 

最高。深圳市保存了较大面积的次生林，保存了较 

丰富的野生植物群落，该市已记录的兰科植物有 28 

属44种，比珠海市的12属 14种多。但珠海市所拥 

有的猪笼草科和川苔草科在深圳市没有分布。珠海 

市与深圳市在植物区系上存在较高的相似性，这与 

两市所处的地理位置、面积、植被类型和人为活动历 

史较为相似有关。深圳与珠海间共有属中的泛热 

带、热带亚洲分布成分为43．4 。 

(4)与南岭的比较：南岭位于粤北地区，面积 

563 km。，最高峰石坑崆海拔 1 902 1TI，为广东省最 

高峰。南岭地区气候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地带 

性植被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庞雄飞，2003)。在南 

岭一珠海植物区系中，科属问相似性较高，种类组成 

则有较大的差异。与珠海相比，南岭植物区系中的 

木兰科、冬青科植物种类较为丰富，且拥有较丰富的 

温带木本成分，如南岭分布的桦木科(Betulaceae)、 

榛科(Corylaeeae)不见于珠海市；而珠海市的猪笼 

草、大花五桠果(Dillenia turbinata)、竹节树(Car- 

allia brachiata)、黄桐(Endosperrnurn chinense)等 

热带植物类群在南岭没有分布。南岭与珠海市的相 

似性也是主要通过泛热带、热带亚洲分布成分来体 

现，但比例下降为 38．1 。 

(5)与庐山的比较：庐山位于江西省长江之滨， 

面积约 1 000 km ，气候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地 

带性植被为常绿阔叶、落叶阔叶混交林(陈德懋等， 

1989；郭志华等，1996)。庐山一珠海植物区系在科 

属水平的相似性高于 5O ，但种类差异很大，如两 

地共有的蝶形花科和大戟科，在庐山已经较少出现 

乔木型的种类，而榛科、胡桃科(Juglandaceae)、松科 

(Pinaceae)、壳斗科和桦木科的种类在该处森林中 

有所增加，表明该区的温带性质进一步增强。珠海 

市与庐山的植物区系也是通过泛热带、热带亚洲分 

布成分体现，其比例为 39．3 ，说明珠海市与庐山 

的植物区系差异较大，其热带性远比庐山要强。 

野外调查得到珠海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所全体 

同仁的鼎力支持；珠海市斗门区绿化管理处、林业服务 

公司以及莲州镇、三灶镇、唐家湾镇林业管理部门在野 

外调查时均给予帮助和指导，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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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代继续前进。第四，抢救 中小型标本馆的收藏。近 

来我国较大的标本馆在基本建设方面有了很大改进， 

特别是在国家大力投资下，有些标本馆的基本条件已 

达到或者超过发达国家的同类标本馆水准，但那些中 

小型的标本馆室实在可怜；很多标本馆室没有空调设 

备 ，特别是在南方，夏天潮湿而又闷热 ，对标本保存十 

分不利；更有的根本就放弃管理，十分可惜。前辈们 

辛辛苦苦积累的成果，如果不积极的抢救这些宝贵财 

富就会丧失科研价值。如何抢救与保护这些珍贵的 

资料不仅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同时也是每个学者义不 

容辞的职责，不仅仅是对老一代辛苦劳动的尊敬，更 

重要的也是对下一代的负责并有一个交代。 

致谢 华南植物园王瑞江博士提供广东植物志 

最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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