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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植物志»的编研历程
———兼谈广西的植物分类学及相关学科发展愿景

许为斌ꎬ 刘　 演∗ꎬ 韦发南

( 广西壮族自治区
中 国 科 学 院

广西植物研究所ꎬ 广西喀斯特植物保育与恢复生态学重点实验室 /

弄岗喀斯特生态系统广西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ꎬ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６ )

摘　 要: 广西位于中国南部ꎬ地质复杂地形多样ꎬ生物多样性丰富ꎬ是我国南方重要生态屏障ꎮ 广西植物研

究所自 １９３５ 年建所以来一直致力于摸清广西植物资源家底ꎬ在全区开展了广泛的野外调查ꎬ累计采集植物

标本约 ６０ 万份ꎬ建立了全区馆藏量最大的广西植物标本馆( ＩＢＫ)ꎬ联合区内外 ２８ 家单位完成«广西植物

志»全部六卷的编研出版工作ꎮ 该套志书共收录广西维管植物 ３０７ 科、２ ０７３属、９ ０５１种(含种下等级)ꎬ是
首次全面而系统描述广西植物资源的大型志书ꎮ 该文介绍了«广西植物志»的基本情况和编著特色ꎬ系统回

顾了该志书编研的曲折历程ꎬ并将编研历程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描述ꎬ最后简要介绍了«广西植物志»在业界

同行获得的评价和各类荣誉ꎮ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ꎬ结合当前植物学科的发展趋势ꎬ笔者浅谈了广西的植物

分类学及相关学科发展愿景ꎬ为今后广西植物资源的研究、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供借鉴ꎮ
关键词: 植物名录ꎬ 物种多样性ꎬ 维管植物ꎬ 植物分类学ꎬ 生物多样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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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地处中国南部ꎬ横跨北热带、南亚热带和

中亚热带ꎬ地质条件复杂ꎬ降水量充沛ꎬ雨热同期ꎬ
喀斯特地貌广泛发育ꎬ地形多样ꎬ自然资源禀赋优

厚ꎬ生物多样性富集ꎬ植物种类位居全国前列ꎮ 广

西植物研究所自 １９３５ 年建所以来就一直把摸清

广西植物资源家底、编研植物志书及服务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ꎮ
地方植物志是一个地区植物的 “户口簿” ꎬ

对当地植物资源合理利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ꎮ
经过长时间的准备ꎬ«广西植物志» 编研于 １９８１
年获得立项ꎮ 自此ꎬ由广西植物研究所牵头ꎬ区
内外 ２８ 家单位的 １０１ 位研究人员和 ４３ 位绘图

人员共同努力下历时 ３６ 年ꎬ最终于 ２０１７ 年完成

了«广西植物志» 全部六卷的编研出 版 工 作ꎮ
«广西植物志»的出版填补了广西植物分类学研

究的空白ꎬ对广西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具有里程碑意义ꎬ也为广西乃至华南及其邻近地

区植物学教学、科研提供十分重要的工具书ꎬ同
时还标志着广西植物分类学研究进入 “后植物

志”时代ꎮ 在此我们回顾 «广西植物志» 的编研

历程ꎬ并为做好“后植物志”时代广西植物分类学

工作ꎬ以及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发展进行展望ꎮ

１　 «广西植物志»的基本情况

«广西植物志»是广西地区的植物资源 “户口

簿”ꎬ共收录广西植物 ３０７ 科、２ ０７３属、９ ０５１种(含
种下等级ꎬ以下同)ꎬ绘制图版１ ７８４幅 (含４ ２１９
种)(广西植物志编委会ꎬ １９９１—２０１７)ꎬ科学地回

答了八桂大地“有啥植物” “生长在哪里” “长什么

样并如何区分”以及“如何利用”等有关广西植物

资源研究、保护和持续利用的最基本问题ꎬ是首次

全面而系统描述广西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大型

志书ꎮ
«广西植物志»各科均按我国南方常用的分

类系统排列ꎬ第一至第五卷为种子植物ꎬ第六卷

为蕨类植物ꎬ熟悉分类系统的读者很容易了解各

卷都收录哪些科属ꎮ 各卷基本情况详见表 １ꎮ

表 １　 «广西植物志»各卷的基本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

卷号 出版时间 页码数 收载类群 科 / 属 / 种数量 图版幅数 图版含物种数

一 １９９１.０３ ９７６ 裸子植物、被子植物的木兰科至桃金娘科 ８４ / ３５３ / １ ５２１ ３５６ ９８２

二 ２００５.０１ ９４７ 被子植物的野牡丹科至荨麻科 ３８ / ３３８ / １ ５５６ ３５８ ８６１

三 ２０１１.１２ １ ０２４ 被子植物的桑科至萝藦科 ５０ / ３１８ / １ ５７１ ３９１ ７９０

四 ２０１７.１０ １ ０８２ 被子植物的茜草科至唇形科 ３３ / ４５４ / １ ７８３ ２６９ ６７３

五 ２０１６.０５ １ ０７３ 单子叶植物 ４５ / ４５１ / １ ７８７ ２９８ ６８１

六 ２０１３.１２ ４７４ 蕨类植物 ５７ / １５９ / ８３３ １１２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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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植物志»编研过程中力争做到植物种类

收录齐全ꎬ记录的新信息和第一手资料丰富ꎬ种名

鉴定准确ꎬ类群划分与排列合理ꎬ文献考证严谨ꎬ以
及文字描述、检索表、图版准确ꎬ便于读者使用ꎮ 本

志书编著的特色和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 ５ 个方面:
(１)全面系统地收集整理、研究了近百年特别

是近七十年来国内外植物标本馆馆藏的有关广西

植物研究的文献和标本ꎬ并对大量物种进行了野

外调查ꎬ部分物种还进行多次补点调查ꎬ使本志书

收载的广西植物信息最为系统和完善ꎮ
(２)编写方法上突破同类志书的传统模式ꎬ属

种描述从简ꎬ突出关键特征ꎬ简明扼要ꎮ 检索表运

用多个性状利于查检ꎬ实用性强ꎮ 检索表和特征

集要紧密配合ꎬ在编研体例有着明显的创新ꎮ 种

的形态描述着重鉴别特征ꎬ不作过于冗长的形态

特征描述ꎬ并提供了物种的名称、文献引证、特征

集要、与近缘物种的关系及区别、产地、分布、生
境、经济用途等ꎬ使得本志书信息量大ꎬ简明好用ꎮ

(３)本志书收录广西物种的产地记载到县(乡
镇)ꎬ甚至有些物种记载到分布的具体山头ꎬ如猫

儿山、大明山、大瑶山、九万山、十万大山等ꎬ有利

于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ꎮ 物种的分布、生
境和经济用途等与本区实际相结合ꎬ有鲜明的地

域特色ꎮ
(４)本志书线绘图版多ꎬ图解物种占比高ꎬ绘

制大量精美的图版ꎬ便于使用ꎬ特别是针对不同的

专业使用人群都裨益良多ꎮ 并且在编研过程中还

新绘制了大量物种图版ꎬ为植物分类学提供了最

新资料ꎮ
(５)物种编排的系统性强ꎬ第一至第六卷严格

按照裸子植物、被子植物和蕨类植物顺序编排ꎬ裸
子植 物 采 用 郑 万 钧 系 统 ( 郑 万 钧 和 傅 立 国ꎬ
１９７８)、被子植物采用哈钦松系统 (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ꎬ
１９２６ꎬ１９３４)、蕨类植物采用秦仁昌系统(秦仁昌ꎬ
１９７８ａꎬｂ)ꎬ便于读者检索相关分类群ꎮ

«广西植物志»不仅是广西及中国南方生物资

源数据库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也是生物多样性编目

和制定保护措施的最根本依据ꎬ为植物资源的合

理利用、国土整治、生态环境保护、区域发展规划、
农林综合发展、轻工、医药等诸多方面提供了重要

的基础资料ꎬ尤其是生命学科及其他相关学科ꎮ
此外ꎬ«广西植物志»对地方政府科学决策和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ꎬ对相关行业的

发展具有显著的应用价值ꎮ

２　 «广西植物志»编研历程回顾

广西植物分类学研究工作ꎬ可从相关植物志

书的编著体现ꎮ 可以说«广西植物志»的编研出版

既是一部地方植物志编研史ꎬ也是一部反映广西

植物分类学发展的曲折史ꎮ 从不同时期的组织者

以及获得的研究成果看ꎬ«广西植物志»编研可大

致划为以下三个阶段ꎮ
２.１ 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ꎬ主要是酝酿准备ꎬ研究成果体现在

«广西植物名录»和«广西种子植物野外分科检索

表»上ꎮ 以植物分类为最初研究方向的广西植物

研究所ꎬ在创始人陈焕镛先生带领下ꎬ自 １９３５ 年

建所伊始就系统收集广西植物相关标本和文献资

料(李树刚ꎬ １９８５ꎬ１９９５)ꎮ 汪振儒先生率钟济新

和陈立卿最先着手编写«广西种子植物名录»ꎬ边
整理边在«广西农业»上分期刊载ꎬ从 １９４０ 年至

１９４２ 年ꎬ共刊出 ７３ 科 ４０８ 种ꎬ后因日寇入侵刊载

被迫中断(李树刚ꎬ １９９５ꎻ 毛宗铮ꎬ １９９７)ꎬ当时广

西种子植物约记录到１ ６００种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ꎬ周远瑞先生和王铸豪先生接续整理广西植

物资料ꎬ于 １９５３ 年至 １９５４ 年编撰了«广西植物名

录»手稿并油印ꎮ 至 １９５９ 年ꎬ陈焕镛先生主持并

编印了新版«广西植物名录» (油印本)ꎬ此时广西

植物已记录到 ２５７ 科１ ３９１属 ４ ５８６种ꎮ 至 １９６３
年ꎬ李树刚先生、陈照宙先生等对«广西植物名录»
完善和补充后送漓江出版社待版ꎬ可惜虽已完成

三校ꎬ但最终未能出版ꎮ １９７０ 年至 １９７３ 年ꎬ广西

植物研究所编著的«广西植物名录» (共三册)付

印(铅印)发行(李树刚ꎬ １９９５ꎻ 毛宗铮ꎬ １９９７)ꎬ该
名录共收录当时已知的维管植物 ２８０ 科１ ６７１属
５ ９９０种ꎬ每种内容包括中文名、别名、学名、产地和

经济利用等ꎬ成为华南及西南省区级第一部比较

完善的植物名录ꎬ受到国内同行的高度关注ꎮ
１９６５ 年陈焕镛先生还编著了«广西种子植物野外

分科检索表»ꎬ也为后来的«广西植物志»编研起到

了十分重要的参考作用ꎮ
２.２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ꎬ主要是参与«中国植物志»编研ꎬ并
组织启动«广西植物志»编研ꎮ «广西植物名录»
的编印工作为广西植物研究所参与«中国植物志»
编研奠定了基础ꎮ １９７４ 年全国“三志” (中国动物

志、中国植物志、中国孢子植物志)编研工作全面

铺开ꎬ广西植物研究所先后有李树刚、梁畴芬、张

１９３３ 期 许为斌等: «广西植物志»的编研历程———兼谈广西的植物分类学及相关学科发展愿景



本能、韦发南、韦裕宗等 １６ 位科研人员参与了 ７
个卷(册)的编研ꎬ完成了豆科、樟科、猕猴桃科、柿
科、千屈菜科、八角科共 ６ 个科 ４７ 属 ５２９ 种的编研

与绘图工作(李树刚ꎬ １９９５)ꎮ 其中ꎬ李树刚先生

于 １９８１ 年至 １９９５ 年任编委ꎬ１９９６ 年至 １９９７ 年任

编委会顾问ꎬ并任第 ４１ 卷和第 ６０ 卷第一分册的卷

编辑ꎬ张本能先生于 １９７５ 年至 １９７７ 年任编委(中
国植物志编委会ꎬ １９５９—２００４)ꎮ “«中国植物志»
的编研”获 ２００９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后ꎬ中
国科学院对该成果参与单位的贡献率进行了评

估ꎬ广西植物研究所排名第八位ꎮ
在编写«广西植物名录»同时ꎬ李树刚先生等

人也在着手准备«广西植物志»的编著ꎮ １９８１ 年

«广西植物志»编研启动ꎬ并被列为广西植物研究

所的重点项目ꎮ «广西植物志»编研工作由李树刚

先生主持ꎬ最初计划分四卷出版ꎬ但在编研过程中

不断发现新资料、新物种ꎬ实际记载的种类总数远

远超出原来的预期ꎬ最后分六卷出版ꎬ但每卷仍然

非常厚重ꎮ
参与«中国植物志»编研ꎬ以及后来李树刚、韦

发南、文和群等又参加了“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第十、第
十五卷等相关志书的编研 (Ｗｕ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４—
２０１３)ꎬ都为«广西植物志»的进一步编研营造了极

佳的氛围和条件ꎮ １９８５ 年«广西植物志»第一卷

书稿完成ꎬ联系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ꎬ后因出版经

费无从解决出版未果ꎻ１９８８ 年计划以«广西植物

志»第一卷的出版向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３０ 周年

献礼ꎬ由于出版周期的原因也未能如期出版ꎻ直至

１９９１ 年 ３ 月才由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完成出版ꎬ
李树刚先生、梁畴芬先生为该卷编辑ꎮ 该卷出版

后ꎬ即在国内外同行中产生较大的反响ꎬ并且受到

农、林、医药行业以及教学、生产部门的欢迎ꎬ因此

也获得多项奖励ꎬ如广西科技进步二等奖等ꎮ 在

第一卷成果的鼓舞下ꎬ剩余的卷册也都加快了编

研速度ꎬ在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李树刚先生辞世前ꎬ第二

卷已经完成审稿、统稿ꎬ基本定稿ꎬ其余四卷约九

成的文稿也已完成ꎮ
植物志的编研涉及大量的标本鉴定、文献考

订ꎬ用浩繁和艰巨来形容并不过分ꎮ 而«广西植物

志»的编研几乎没有专项经费ꎬ当时所有参与编研

的专家都是在没有任何科研经费和个人报酬的情

况下“友情出演”ꎬ无私奉献ꎮ 仅第一卷就有中国

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
中山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西中医药研究所、广

西林业科学研究所等 １３ 个单位的数十名科技人

员参与ꎬ完全是因为钟济新、李树刚、梁畴芬三位

先生高尚人格魅力的感召ꎬ更是因为老一辈科学

家们对国家和事业的赤诚情怀ꎮ
２.３ 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ꎬ«广西植物志»编辑出版阶段ꎮ 将

其单独作为一个阶段提出来ꎬ最主要是因为«广西

植物志»第二至第六卷是在历经波折ꎬ克服重重困

难才得以出版ꎮ
«广西植物志»第二卷书稿于 １９９３ 年已送至广

西科学技术出版社ꎬ也因出版经费无从解决未能出

版ꎬ至 １９９７ 年ꎬ书稿从出版社取回并进行修改ꎬ同年

底再送出版社ꎮ 李树刚先生在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因病住

院前ꎬ每天坚持到办公室ꎬ审阅植物志书稿ꎬ力争所

有的引证、文献、描述甚至标点符号都要准确无误ꎮ
他对«广西植物志»的编著倾注了全部心血ꎮ 李树

刚先生去世后ꎬ«广西植物志»的编辑出版任务自然

就落在李树刚先生的助手韦发南肩上ꎬ然而ꎬ这完

全是一副外人难以理解、无法承受的重担ꎮ
当年大环境下基础研究普遍不受重视ꎬ韦发

南当时也即将退休ꎬ其他同辈曾一起参与编研的

同事及国内同行也多已退休ꎬ更重要的是当时年

轻人纷纷换岗、改行或下海经商ꎬ编研人才梯队青

黄不接ꎮ 当时韦发南先生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广西单子叶植物志”和广西科学基金项目

“广西单子叶植物分类及其经济利用研究”也将完

成ꎬ不仅缺助手ꎬ项目和经费短缺也成了编研出版

工作的巨大障碍ꎬ植物志编研出版工作不得已才

纳入广西植物研究所中长期规划ꎮ «广西植物志»
第二卷的后续编辑工作主要由韦发南完成ꎬ ２００２
年开始进行校样ꎬ经 ３ 次细致的校稿ꎬ最终在退休

４ 年后于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由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正式

出版ꎮ
在«广西植物志»剩余卷册迟迟未能出版的情

况下ꎬ得益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牵头组织开

展的植物标本数字化及共享建设工作ꎬ覃海宁与

刘演等基于 ２７ 万余份广西植物数字化标本联合

编研新版«广西植物名录»ꎬ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顺利

出版ꎮ 该名录收载广西本土植物８ ５６２种ꎬ隶属

２９７ 科１ ８２０属ꎬ同时还收录了 ５３９ 种习见栽培植

物和 ６７ 种归化植物(覃海宁和刘演ꎬ ２０１０)ꎮ 该

名录的出版为«广西植物志»后续第三至第六卷的

出版奠定了坚实基础ꎬ为其提供详实的物种本底

数据ꎬ对后续四卷的顺利出版起到了巨大的推动

２９３ 广　 西　 植　 物 ４５ 卷



作用ꎬ也有着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ꎮ
第二卷出版时ꎬ基础研究的大环境已在逐渐

转变ꎬ特别在该卷出版后ꎬ其余四卷的编辑工作也

得到广西植物研究所的高度重视ꎬ并在刘演的组

织下得以启动ꎮ 虽然仍然面临人才队伍薄弱、项
目和经费短缺等问题ꎬ以及一些书稿已成稿 ２０ 余

年需要全面修订ꎬ几乎等同于重新编写ꎬ但在参与

编研工作的老一辈专家的鼓励以及国内年轻一代

专家的支持下ꎬ以野外工作见长的刘演、许为斌为

代表的两代研究人员成为编辑工作骨干ꎬ整合了

最新的分类修订与系统学研究成果ꎬ由易到难陆

续展开其余各卷的编研ꎮ 此外ꎬ１９９７ 年起广西植

物标本馆的同仁陆续在广西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

开展了大量的植物资源调查工作ꎬ发现了众多的

植物新类群和新记录属种ꎬ丰富了广西的植物多

样性ꎬ为 «广西植物志» 的编研添砖加瓦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ꎬ其余四卷全部完成编研出版ꎮ
另外ꎬ«广西植物志»第三至第六卷的编研也得

到了社会的关注ꎬ先后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广西科学技术厅、广西科学院等单位的大力

支持ꎮ 同时ꎬ第三至第六卷的出版还被列入“十二

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ꎬ多次得到国家出

版基金项目和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基金的资助ꎮ
«广西植物志»作为重要工具书ꎬ许多同行却

都存在收藏不全的问题ꎬ主要是因为«广西植物

志»出版时间跨度过长ꎬ第一卷出版时间早并曾一

度热销ꎬ而第二卷因为出版费不足ꎬ印刷量少ꎬ只
购得少量馈赠参与作者ꎬ致使这两卷不仅市面上

近乎绝迹ꎬ单位书库也几乎没有存书ꎮ 现全套植

物志都已做成了数字化图书并可网络共享ꎬ在研

究广西乃至华南、西南地区植物时仍是非常重要

的工具书ꎮ

３　 关于«广西植物志»的评价及获

奖情况

«广西植物志»的出版得到了同行的关注ꎬ在
广西的多个相关行业也得到了充分应用ꎬ特别是

在药用植物资源调查、林业资源调查与监测、自然

保护地建设和管理、环境影响评价等相关工作中

给予了重要的本底资料支撑ꎮ «广西植物志»以多

性状的检索表、特征集要和大量的精美图版相结

合的方式出版ꎬ因此读者以此书鉴定物种非常方

便ꎬ并得到了相关行业读者的一致好评ꎮ

洪德元院士在推荐信中评价道:广西植物区系

成分复杂ꎬ物种多样性丰富ꎬ特有现象明显ꎮ «广西

植物志»历经 ３６ 年完成编纂ꎬ可喜可贺! 该志书收

载广西维管植物九千余种ꎬ并提供了物种的名称、
文献引证、特征描述、产地、生境、经济用途等信息ꎬ
研究成果是对我国植物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贡献ꎮ
该志书科学性强ꎬ创新点和特色显著ꎬ编研和绘图

水平很高ꎬ多方面都居地方植物志的领先地位ꎬ无
疑是一项重要的科学研究成果ꎮ 该志书的出版对

于广西乃至全国植物资源的保护与持续利用ꎬ以及

科学研究和教学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ꎮ
孙汉董院士在推荐信中评价道:广西是野生

植物资源最丰富的省区之一ꎬ«广西植物志»的编

研对广西植物资源利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ꎮ 该志

书收载的物种齐全ꎬ物种信息丰富ꎬ很多种类都记

载了药用功效ꎬ非常有参考价值ꎮ 该志书绘制大

量精美图版ꎬ同时结合检索表和重要的特征集要ꎬ
非常便于读者检索鉴定物种ꎮ «广西植物志»的出

版为广西植物资源的持续利用提供了最重要的本

底数据ꎬ是开展广西及其周边地区植物鉴定非常

重要的工具书ꎬ对广西生物多样性研究、保护和植

物资源开发等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ꎮ
植物分类学家马金双研究员在其联合撰写的

“中国地方植物志评述”中评价道:在风格上讲我国

的地方植物志可以说几乎千篇一律ꎬ几乎全是从科

级到种级的全面描述ꎬ甚至还有目级ꎬ显得十分枯

燥ꎮ 这里面有几个特殊的例子详细介绍一下ꎮ 第

一是«广西植物志»的编写风格独树一帜ꎬ十分值得

推荐ꎮ 该志除科属详细描述以外ꎬ在物种等级主要

是不同种类之间的对比ꎬ特征集要十分明显ꎬ既节

省篇幅ꎬ又容易使用(刘全儒等ꎬ ２００７)ꎮ
«广西植物志»的编研不但获得业界同行高度

认可ꎬ而且获得了多项荣誉ꎮ 同时ꎬ«广西植物志»
各卷的出版发行也在出版界获得了很高的评价ꎬ
各类获奖情况详见表 ２ꎮ

４　 广西植物分类学及相关学科发

展愿景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１５ 次缔约方大

会召开之后ꎬ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被提到

前所未有的高度ꎬ国家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ꎬ相关部委印发了«中国生

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２０２３—２０３０ 年)»ꎬ

３９３３ 期 许为斌等: «广西植物志»的编研历程———兼谈广西的植物分类学及相关学科发展愿景



表 ２　 «广西植物志»各卷的获奖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ｗａｒｄ￣ｗｉｎｎｉｎｇ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

卷号 获奖时间 获奖名称 获奖等级

一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１—１９９２ 年度中南五省区优秀科技图书 一等奖

一 １９９３ 广西科学院科学技术进步奖 特等奖

一 １９９４ 广西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等奖

二 ２００６ 第十四届中国西部地区优秀科技图书 一等奖

二 ２００８ 桂林市科学技术进步奖 一等奖

二 ２００８ 广西科学技术进步奖 三等奖

三 ２０１２ 第二十届(２０１１ 年度)中国西部地区优秀科技图书 一等奖

三 ２０１３ 第十七届广西优秀图书奖 一等奖

四 ２０１９ 第八届广西出版物优秀装帧设计艺术奖———图书优秀插图奖 一等奖

五 ２０１７ 第二十五届(２０１６ 年度)中国西部地区优秀科技图书 一等奖

六 ２０１４ 第二十二届(２０１３ 年度)中国西部地区优秀科技图书 一等奖

三至六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２ 年度广西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类) 一等奖

广西也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实施意见»ꎮ 植物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开展植物分类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与植物多样性

保护息息相关ꎬ下面就广西的植物分类学及相关

学科发展谈一些想法ꎮ
４.１ 持续加强广西植物多样性的本底调查

广西地形复杂多样ꎬ自然资源禀赋优越ꎬ很多

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和调查薄弱地区还有待进一

步开展深入调查ꎬ特别是一些喀斯特天坑和洞穴ꎬ
以及偏远的调查薄弱区等ꎬ而摸清植物资源本底

对广西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持续利用至关重要ꎮ
建议衔接南宁国家植物园和西南岩溶国家公园创

建ꎬ开展广西植物多样性大普查工作ꎬ进一步摸清

广西植物多样性的本底ꎬ编研广西植物的“红皮

书”ꎬ为广西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供

本底数据支撑ꎮ
４.２ 加强专科专属分类学和系统学研究

应加强对专科专属的分类学和系统学进行研

究ꎬ尤其是对极具岩溶特色的优势类群或亚热带

特色的优势类群ꎬ以及一些研究薄弱类群ꎮ 目前ꎬ
广西在兰科、苦苣苔科、荨麻科、金粟兰科、蜘蛛抱

蛋属、秋海棠属等开展了较多的研究ꎬ具有较好的

研究基础ꎬ在樟科、柿树科、马兜铃属、香草亚属等

也开展了一定的研究ꎮ 但是ꎬ从植物类群的丰富

度情况来看ꎬ兰科、菊科、豆科、禾本科等世界性的

大科中ꎬ广西只有兰科的研究基础较好ꎬ其他几个

科都有待加强ꎮ 根据目前广西最新的物种多样性

编目统计结果ꎬ茜草科和苦苣苔科的物种数均超

过了菊科ꎬ明显与这两个科已得到了深入研究密

不可分ꎬ也明显反映出广西菊科植物研究的薄弱ꎮ
因此ꎬ建议后续在开展植物分类学研究过程中ꎬ除
加强岩溶特色优势类群或亚热带特色优势类群的

研究以外ꎬ还要考虑拓展一些薄弱类群和疑难类

群的关注ꎬ例如菊科、豆科、禾本科、莎草科等ꎬ分
类学研究基础好的青年学者也要勇挑重担ꎮ
４.３ 加强植物科学基础数据平台建设

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ꎬ广西植物标本馆

完成了近 ４５ 万份的标本数字化工作ꎬ再加上近年

来完成的广西中药资源普查和广西林草种质资源

普查等工作ꎬ广西植物科学的数据量高速增长ꎮ
在此基础上ꎬ建议构建广西植物科学数据中心ꎬ建
设一套含物种信息、标本图像、彩色图像、基因序

列以及植物园迁地保育信息等多数据融合的大数

据平台ꎬ为广西植物多样性研究、保护和持续利用

提供基础数据支撑ꎮ 另外ꎬ每年随着新物种和新

记录的报道以及分类学修订的成果ꎬ生物多样性

编目的数据呈动态变化ꎬ根据广西植物物种多样

性编目的最新统计结果ꎬ广西的高等植物已突破

万种ꎮ 提议建立广西高等植物多样性编目统计数

据动态更新机制ꎬ并在数据平台上得以体现ꎬ为政

府部门的科学决策和管理提供最新数据源ꎮ
４.４ 加强植物分类学和新技术的交叉融合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ꎬ大型植物科学数据

平台的建设与完善ꎬ以及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ꎬ传
统的植物分类学也不能仅停留在文献资料和腊叶

标本的研究ꎬ将植物分类学研究结果和新技术的

４９３ 广　 西　 植　 物 ４５ 卷



充分交叉融合才能发挥其更大价值ꎬ才能让广西

的植物分类学研究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ꎮ 建议利用人工智能最新成果ꎬ研发广西植物

精准识别系统ꎬ普及社会大众使用手机 ＡＰＰ 拍照

鉴定ꎬ专业应用于植物多样性调查与监测ꎬ使“标

本采集＋人工鉴定”模式逐步过渡为高效率和高精

准度的“数码拍摄＋智能辅助鉴定”模式ꎬ也必将具

有更大的应用前景ꎮ
４.５ 加强植物多样性研究和传统知识保护的协调发展

广西是边疆民族地区ꎬ壮族、瑶族人口众多ꎬ
也有京族、仫佬族和毛南族等人口较少的民族ꎬ少
数民族同胞与生存环境作斗争留下大量宝贵的传

统知识ꎬ随着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ꎬ这些

少数民族的大量传统知识面临严重的丧失风险ꎬ
抢救性地开展传统知识的收集保存已刻不容缓ꎮ
建议结合植物分类学、民族植物学和植物化学等

多学科的深度融合ꎬ开展传统知识的抢救性保护ꎮ
４.６ 加强植物分类学研究基础设施建设

植物标本馆对植物分类学研究的重要性无需

赘述ꎬ广西地处我国南部ꎬ温度高湿度大ꎬ标本保

存条件要求苛刻ꎬ保存难度大ꎮ 目前ꎬ广西区内的

多家植物标本馆的基础设施和馆藏条件都有待提

高ꎬ建议加强植物标本馆基础设施建设ꎬ显著改善

馆藏条件ꎬ特别是在控温控湿方面ꎬ为永久保存植

物腊叶标本提供有力保障ꎮ 在部分标本馆条件允

许的情况下ꎬ还建议同时开展植物分子材料保存

库建设ꎬ支撑植物遗传资源的挖掘和创新利用ꎮ
另外ꎬ广西区内部分研究院所和高校还可以结合

本专业ꎬ加强专类标本馆或展示馆的建设ꎬ例如药

材标本馆、木材标本馆等ꎬ支撑我区的行业发展ꎮ

５　 结语

«广西植物志»编研完成不是广西植物分类学

研究的终点ꎬ应该是起点ꎬ更应该是新起点ꎮ “后

植物志”时代ꎬ广西植物分类学研究的各位同仁将

继续发扬老一辈植物分类学家的科学家精神ꎬ不
忘初心ꎬ砥砺前行ꎬ在精彩纷呈的中国南部的植物

王国继续探索ꎬ为广西植物资源的研究、保护和可

持续利用提供科技支撑ꎬ为建设美丽中国、壮美广

西而不懈努力ꎮ
致谢 　 谨以此文向中国植物分类学前辈致

敬! 同时也向全体参加«广西植物志»编研的同志

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向协助«广西植物志»编研的

各相关单位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内容编写和数据

统计参考了相关著作、文献和部分内部资料ꎬ在此

也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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