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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植物研究所 )

广西位于我国南方
,

南面濒临北部湾
,

北面和湖南
、

贵州相邻
,

西部和云南高原相接
,

既受到太平洋气候的影响
,

也受到大陆气候的影响
。

广西的地形地质奇异
,

有世界著名的岩

溶地形
,

因此植物种类极为丰富
。

从事植物调查采集研究的广西植物研究所成立已届五十周

年
,

回顾过去在广西进行植物调查研究的历史
,

对于今后植物科学研究和工作的开展可惋都

有意义
。

广西植物调查研究
,

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

即 1 9 2 8年以前为一个时期
,

自 1 9 2 8 年 秦 仁

昌
、

辛树帜在广西开展植物调查研究起到 1 9 4 9年
,

为我国科学家 自主研究时期
。

1 9 4 9年以后

为广西植物研究发展时期
。

第一个时期大约在 1866年自 G ar , se 开始
。

R o s w e l l H o w a r d G r a v e s ,

美国南部浸信会牧师
,

2 5 5 6年抵广州
,

后 来 成 为 广 东肇

庆
、

西南和广西梧州等地浸信会医院的监督
。

他常到梧州
。

1 8 6 6年 8 月到达桂林
。

据记载
,

G ar ve
s 还绘有桂江航图 2 幅

。

他曾采集指 物 标 本 送 给 H a
nc

e 鉴
,

定
,

其 中有 E gu en ia

p y x o p h y l l冬 H a n e e ( J o u r n
·

B o t
·

6
.

1 8 7 1 )
,

采于1 5 6 6年
,

此种变异较大
,

H e m s l e y 后来将

之命名叫 E
.

s i n e n s i s
.
。

灵香草 L y s i m a e h i a f o e n u m
一

g r a e e u m H a n e e
( J

o u r n
.

B o t ;

3 3 5
,

2 5 7 7 ) 是他采于广西的
。

M ic h a e l M os s ,

英国人
,

香港商会代表
。

1 8 7 0年
,

他奉命考察广东
、

广西两省贸 易桃

力
,

上溯西江
,

到达南宁
。

他写了一篇文章记述沿途物产
,

计 有 水 稻
、

玉米
、

麦
、

花 生
、

糖
,

肉桂
、

茶叶
、

茶油
、

蓝靛
、

桐油
、

烟草
、

桃
、

梅
、

梨
、

黄皮
、

荔枝
、

龙眼
、

袖等种种植嘴
。

M os
s
可能是传教士以 外访问广东

,

广西肉桂产地的第一个欧州人
。

他对肉桂的栽培
,

桂皮

的采收加工等技术有细详描述
。

当时肉桂的主产地是广西的 T a i w
u 和广东的罗定

。

W ill ia in M
e
sn

e y
,

英国人
,

他先后到过广东
、

广西
、

贵州
、

四月{等省
。

1 8 7 9年 3 月到

梧州
,

六月到柳州
,

7 月即到贵州入四川
,

辗转到北京
,

可能在 1 8 8 2年再从 北 京 出役
,

至

山西到四川及云南
,

想到越南
,

未果
,

于是经广南到百色
,

沿西江下到广州
,

时约 1 8感3年
。

自1 5 7 5至 i俪 l 年
,

M e s n y 给 H o n e 。 的标本至少有 7 5种
,

其中若干新种中 e l e m a t i s l e p t o
,

m e r a H a n e e
( J

o u s n
.

B o t
.

2 5 7
.

2 5 5 0 )
,

2 5 7 9年 3 月采于梧州
。

C o r n u s p a u e i n e r v i s

H a n e e
( J

o u r n
.

B o t
.

2 1 6
。

1 8 8 1 ) 系 1 8 7 9年 6 月采于柳州附近
。

S a l i x m e s n y i H a n c e 〔l
。

c 。

3 8 ) 的雌株采于龙江 ( 柳州附近 )
。

他还写过 中国白蜡虫专著
。

C ha
r

les oF
r d

,

英国人
,

曾任香港植物园主任
,

他从中国和其他国家引种植物到香港
,

他也研究我国华南的植物
。

1 8 8 2年他奉英国政府命到广东
、

广西勘察肉桂的产地
、

栽培
,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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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卷

采集鲜的和腊叶标本
,

他在 5 月离开香港
,

上溯西江
,

到生产肉桂地区
,

大约为时一个月
。

8 月
,

他发表了 《 中国肉桂的描述和杂志 》 一文
,

详细报道了当时我国肉桂在广东
、

广西的

主要产地
,

栽培加玉方法和西江的植被等内容
。

他带 回香港的有 1 7 0 0株幼苗是在西江河谷采

集到的植物标本
,

他沿西江上浙
,

远达滚江附近的武林 ( M ol a m )
。

F or d 曾经通过 K o
sP ch

,

于1 8 8 2年从广西得到活的八角 苗
,

栽培于香港植 物 园
,

1 8 8 3

年他把八角苗送到英国邱植物园
,

这些苗木于 1 8 8 7年开花
。

在西江靠近广西 的 都 城
,

F or d

采得 R u b 。 5 f o r d i i H a n e 。 ( J o u r n
.

B 。 t
.

0 8
.

l s e 3 ) 在西江的武林
,

r了o r d 采得柳叶 润 楠

M a e h i l u s s a l i e i n a H a n e e
( J

o u r n
.

B
.

3 2 7
。

1 8 8 5 )
。

H
.

B
.

M
o r s e ,

曾经于 1 9 0 1年进入龙州
,

采 得 龙 州 山 橙 M
e o l o d i n u s m o r s e i T s i a n g

( S
o n g n t s

.

6 : 1 1 0
。

1 9 4 1 ) 他还采得叉叶苏铁 C y e a s i n i e h o l i t z i i D y e r ,

但只采得营养体

标本
,

未曾采得花或果
。

G
.

W
.

G r of f
,

美国人
,

广州岭南大学教授
,

于 1 9 1 6年 6 一 7 月到藤县调查园艺
,

特别是

柑桔类的栽培情况
,

他带返广州的有野生及栽培植物标本 10 9号
。

F
.

A
.

M c C hi er
,

美国人
,

亦广州岭南大学教授
,

自1 9 2 4起
,

得到美国农业部国外种子及

引种室的合作
,

连续三年在广州进行野外植物调查采集工作
,

并到达广西
。 1 9 2 4年他开始进

行竹类研究
,

于 10 月
,

他和杜赓平到达梧州
,

采得种苗2 3号
,

1 9 2 5年 n 月仍和杜赓平再到梧

少
、

l
、

l
,

采得标本 3 5号
。

A lb er t N
.

tS
e w ar d

,

约于 1 9 3 3年—
1 9 3 7年为南京金陵大学农林学院教授

,

周蓄源亦

系金陵大学教授
,

他们于三十年代初期间到广西
,

到达广西西部的凌云县
,

采集植物标本
,

于 1 9 3 5年发表 《 广西植物调查纪要 》于金陵学报 6 卷 1 期
。

我国近代植物调查采集研究的第二个时期
。

辛树帜
,

秦仁 昌两教授在广西进行调查采集
,

标 志着我国植物学家在广西进行植物调查

采集研究自主阶段的开始
。

辛树帜于二十年代末主持广州中山大学生物系时到广西瑶山进行植物调查采集
。

瑶山现

称大瑶山
,

现辖金秀瑶族自治县
。

中山大学采集队至少到瑶山 4 次
,

时间分别为 1 9 2 8年 5 月

至 7 月
,

1 9 2 8年 11 月至 1 9 2 9年 2 月
,

和 1 9 2 9年 4 月到 7 月
。

第 4 次为 1 9 3 1年 4 月 9 日起
。

所

采得标本存于中山大学生物系标本室
,

部分标本则放置于北京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华南

植物研究所标本室
。

吴印禅
、

黄季壮及庞新民即根据此批标本中的威类植物标本
,

于 1 9 3 2年

发表 《 广西瑶山水龙骨科植物 》 及 《 广西瑶山水龙骨科植物地理学研究 》 两篇论文
。

秦仁 昌于 1 9 2 8年到广西采集植物标本
,

几乎整年都在广西
,

他大约 5 月抵达广西
,

5 月

到 6 月在罗城
、

宜北
,

7 月到河池
、

东兰
、

凤 山
、

凌云
,

8 月在凌云
。

在凌云时曾到青龙山
、

白马山
。 9 月到百色

,

10 月至 n 月南下至十万大山
。

秦仁 昌在广西采得这批标本很有价值
,

采得大量燕类植物
,

发现很多过去在科学上未曾记录过的新分类群
。

主要根据这批标本的研

究结果
,

由秦老先后发表于 《 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 》
、

《 iS n e n s ia 》 《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

所论文集 》 等期刊
。

又如很有研究价值的木兰科 的 细 蕊 木 兰 K m e r i a s e p t e n t r i o n a l i s

D a n d y 即由秦老于 1 9 2 8年 5 月到广西不久后在罗城的唐家铺采得的
。

曾怀德
,

广州岭南大学植物采集人
,

1 9 3 3年 4 月至 9 月在广西十万大山采集植物标本
,

土9 3 7年 7 月在凌云采集
,

8 月在桂林附近及潮田七分山等地采集
。

标本现收藏于广州 中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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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物系标本室
。

广西博物馆
,

约在 1 9 3 5年间
,

广西博物馆曾在广西采得植物标本约 40 号
,

送来广西植物

研究所鉴定
。

此批标本现收藏于广州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
。

由于在解放前
,

科学研究

事业得不到重视
,

其后未闻该馆继续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

马大浦
,

广西大学农学院林学系教授于 1 9 3 8年 7 月间曾到大明山进行森林调查
,

1 9 4 1年

于 《 广西农业 》 2 卷 5 期发表报告
,

报道大明山的地理位置
、

面积
,

地质
、

气候
、

土壤及森

林等情况
,

对森林面积
、

蓄积量
、

森林植物
、

重要树种及林相变迁推测等方面资料
,

并附有

重要树种名单
,

提出对大明山的利用和更新意见
。

林维治
,

广西农业试验场
,

于 1 9 3 9年到大崇山进行森林调查
。

大崇山位于原百寿县治东

南
,

现属永福县境
。

调查报告提出林木材积估计
,

森林植物种类及分布以及森林利用情况等

的简要报告
。

汪振儒于1 9 4 0一 19 41
,

在 《广西农业 》上发表 《 广西种子植物名录 》 I 一 , 部分
。

其后

于 19 4 1一 1 9 4 2与钟济新
、

陈立卿共同发表第万一互部分
。

可惜后来受到战火影响
,

未继续发

表
。

上述为广西植物研究所成立以前广西植物调查采集简要情况
。

广西植物研究所于 1 9 3 5年

成立以后
,

虽然缺少科研人员队伍
.

经费无着
,

但仍然在前所长陈焕铺主持下
,

千方百计开

展植物调查采集工作
,

派出高锡朋
,

并由原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 ( 现为中国科学院华南

植物研究所
,

当时亦系陈教授主持 ) 派出梁向日
、

苏宏汉
、

黄志等在广西展开植 物 调 查 采

集
,

由高锡朋到龙州
、

那坡 ( 旧称靖西 ) 一带
,

梁向日到十万大山一带
,

苏宏汉到百色
、

西

林
、

隆林一带
,

黄志到大瑶山
。

仅仅数年之间
,

采得大量标本
。

这些植物标本
,

虽然几经离

乱 幸得保存
,

现收藏于广州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
,

部分收藏于北京中国科学院植物

研究所及桂林广西植物研究所
,

为以后开展广西植物科学研究
.

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

不久
,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

中国受到帝国主义侵略
,

战火矍延
,

连年兵煲
,

科学研究

事业陷于停顿
。

直到解放以后
,

才逐渐恢复
,

并且规模也逐渐扩大
。

第三个时姗为娜放以后
。

解放后
,

我国科学研究逐渐恢复
。

在 19 51 年和 1 9 52年
,

为了发展橡胶栽培
,

寻找橡胶宜

林地
,

我国植物学家和有关方面
,

在广西南部的合浦
、

钦州
、

博白
、

陆川
、

此流等县进行植

物调查
,

钟济新等参加了调查
,

采集得植物标本 9 5 0号以上
。

解放后
,

广西植物研究所逐渐恢复科研工作
。

在 1 9 54年改隶中国科学院编制成为中国科

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广西分所
,

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
。

其后又下放到广西
,

由广西科学技术委员会直接领导
。

这段时间进行的主要植物调查采集研究有下列各项
`

广西植物研究所改隶中国科学院以后
,

在中国科学院领导和支持下
,

工作进展较速
。

比

较重大的调查采集有下列各项
:

( 1 ) 中兽医药用植物调查
,

约在 1 9 5 4一 1 9 56 年间
,

广西植物研究所陈立卿
,

以桂林地

区为起点
,

在广西各地调查采集民 I’N 兽医药用植物
,

常用兽医药方
。

经过几年调查采集
,

最

后编著成 《广西中兽医药用植物 》 一文
,

于 1 9 5 9年出版
。

所收集到的中兽医药用植物标本
,

收藏于广西植物研究所标本室
。

( 2 ) 广福林区调查
。

改隶后的第 2 年
,

1 9 5 5年
,

所本部和分所共同组织队伍
,

进行广

卜ó
月

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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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雀吞

福林区调查
。
广福林区即后来被国务院批准建立的花坪自然保护区

。

该队组成后于翼妇夔昌年 4
_

月开始进入林区
,

在林区安营扎寨
,

至同年
一

7 月结束工作
,

对林区的禽然环境
,

撬物概祝
,

资源植物
,

动物界进行调查
,

初步了解了林区情况
。

这次调查来集得的标本
、
经过霎定后 ;

-

计共有 8 32种
尹

隶属于 1 47 科
,

4 1 4属
,

估计约为林区植物的肠%
,

其中有新种舒奎
,
而 最毒

,

要的发现为银杉 c at h a
ya

a r g yr 叩五妙la C h o n et K “ 。 n 公
,

是我国植物学家继水衫 M峨a
-

se qu 示。 g琢p
ost otr bo i d e s

uH
e t C h e

gn 之后发现的 另一种活 化石
。

银杉发表之后
· _

琅
受国内外植物学界的注意

。

动物调 查方面调查了哺羲 类
、

鸟类等等的情祝
。 _ _

一
( 3 ) 广西木材调查研究

。

约在 19 56 一玲5 9年氮 广西植物熬宪所与广西农学院林攀攀

合作进行
。

由广西植物研究所派出张字亨
、

王善龄
、

分别到桂 林 , 阳 朔、
柳 州奋龙 州奋

一

那

坡
、

大新
、 一
龙脍等县调查采集木材标本

,

并采得腊叶标本刁7 3号
。

根据所采木材标本卜进行

了显微解剖观察和力学试验
。

这些观察和试验为广西木材研究提供了科学资料
。 ~

二

( 4 ) 红水河流域综合生物资源考察
。

`

此项研究由中国科学院华南生物资簿缘合考察队

组织
。

约在 1牙对年上半年和 10 月到 1 9 5 8年 1 丹间举行
,

考察地区包括红水露流域肩匀隆林编摄
林

、

凌云
、

乐业
、

凤山
、

东兰等县
。

在植物区系调查方面采得植物标本3 5 0 0多号
,

连同过去

采集得到
;

’

收藏在标本室标本
,

经过内业鉴定整理
,

计有维管束植物托肠种
*

分属升罗科
,

8 1 3属
。

植被方面
,

报道了雨林木本
、

草坡以及木本和人工植被等植物群落的组成清深
。

_

( 芍 ) 广西十万大山和广西西南部地区综合调龚考察
,

一

约在 1日与8年
,

由中国鬓馨瞬攀箱

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队组织
,

在龙州
、

宁明
、

上思
、

昌宁
、

德保
、

那坡
、

靖西等 午个县补

进行自然条件
、

动植物资源等方面的考察
,

在考察之后
,

提出了开发利用调查庭自寨资簿的

报告和意见
。

( 召 ) 野生橡胶经济利用调查
,

i , 5 9年 8 月到 , 月间
,

农垦部
、

农业部和广 西有 关部
门

,

根据1

姗年在广西西南部采得野生橡毅植物米浓液植物标本
,

开展米浓液慈侨瓤
~

甩资
查

,

包括米浓液的分布
、

适生环境
、

生长
、

繁殖
、

加工
、

利用等方面
。

通过调查 i
·

采集了标

本
,

了解 了米浓 液的分布
,

生境等情况
.

并对米浓液的栽培
、

发展作出评价
。

一 _ -

( 7 ) 野生植物调查
。

1 9 5 9年
,

根据国务院指示
,

广西和全国各省区~ 拳牟)
二

开鬓黔生植

物普查工作
。

广西植物研究所组织 6 个野生植物普查阮 分赴桂林 、 柳州
、
捂姆 、 一

禽窘手
、
玉

林
、 几

百色等专区工作
。

夏季
、

秋季各前往一次
,

历对四个多月
,

并派出人员支建溯南的野生

植物普查队
。

通过调查
,

采集了大批植物标本
,

收集了淀粉
、

袖脂
、

芳香
、

药物戴纤维看浓

材等经济植物的利类
、

生产
、

分布
、

加工
、

利用
,

栽培等方面的经馨 为在广西雍夔攀剔用这

些经济植物
,

和为全国经济植物志的编辑
,

提供了丰富的科学资料
、 一

丫

( 合 ) 羡乐植物资源调查
。 1 9后O年 3 月至豪月

,

广西植勒研究所组织凌乐橇撇袋 源渭
查 ,

凌云
`

、 乐业 两县
,

位于广西北部
,

界于云贵高原和两广丘赓两大地形区之闻 ;
一

遣扬种类
和资源都颇为丰富

。

经过 3 个月调查
,

采得植物标本 1 4 6 4号
,

约 4心e o多
一

份
,

并着羹纂爵章采集

经济植物
,

如淀粉
、

揉料
、

油脂
、

芳香
、

饲料
、

绿肥
、

农药
一

、

药用植物氰 讨采得土建各类

经济植譬勿J各̀瞰
,

包括油脂植物的掌叶木 H a n
de l拓血寒吐r o n b吞 id 。加班

,

蝴蝶呆 C i廊 d i*

峥
, p 。斑 七a幸缸 e r i e i

,

芳香植物的灵香草 场 is m ac h血 f oe
n u o g ar 。 二二

,

满
一

山着 心台幼滋七护执

y u n

na
o e n 抓 s 等

。 一 _ ~

( 。 ) 花坪林区综合考察
。

由于花坪林区植物种类和资源丰富
,

成分复杂
, 二

森林保存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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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近代植物调查采集研究简志

为完整
,

是我国亚热带山地很好的天然林代表之一
。

于是在 1 9 6 2年
,

由广西壮族 自治区科学

林地技术委员会
,

组织广西植物研究所
、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

土壤研究所
、

广西农学院
、

业科学研究所
,

以及气候
、

水电等有关单位 12 个
,

及林区干部等人员共 53 人
,

分为地质
、

貌
、

气侯
、

水文
、

土壤
、

植物区系
、

植被
、

植物资源
、

动物
、

昆虫
、

风景等专业
,

深入林区

进行外业
,

随后又经过内业整理分析
,

分别写出报告
。

根据调查采集
,

花坪林区有维管束植

物 1 1 1 4种
,

96 变种
,

3 变型
,

隶属于 5 37 属
,

1 8 6科
。

植物区系成分中
,

以木 本 植 物
、

特 有

种
、

残遴种较多
。

林区地质方面
,

在大地拼造上位于征南古陆南部边缘地区
,

成陆较早
,

岩

层古老
,

具有大陆性质等特点
。

综考后
,

经国务院批准
,

花坪林区列为国家自然保护区
。

( 10 ) 热带药用植物调查
。

我国传统中药中
,

有一些原产于热带
,

历年依靠 从 国 外 进

口
。

为了在我国热带地区寻找这类药物资源
,

广西植物研究所于 1 9 7 2年派出调查采集队
,

往

东兴
、

上思
、

龙州
、

南宁
、

百色
、

那坡掌县进行调查采集
,

计采得药用植物标本 4 93 号
。

( 1 1 ) 钦州地区植物调查采集
。

钦州地区位于广西南部
,

濒临北部湾
,

接近徐闻半岛和

澎南岛
,

气候炎热
,

植物区系组成和海南释植物区系有关
。

过去在钦州地区采集植物较少
,

收藏标本亦少
。

广西植物研究所于 1 9 7 3年派出队伍前往调查采集
,

计共采得植物标本 6 50 号
。

( 12 ) 鼻岗林区综合考察
。

广西壮族自冶 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

于 1 9 7 9年组织了区内外31 个

科研所和业务部门的 1 14 人次参加的多专业考察队
,

深入到广西龙州
、

宁明两县的鼻岗岩 溶

森林区进行综合考察
。

经过考察
,

了解到纂岗 岩溶林区的自然条件
、

植物
、

动物等情况
,

是

净阶所渝我国热带北缘保存较好的岩溶森林生态系统
,

森林复盖率为 70 %左右
,

维管来植物

有 1 4 5 4种
,

隶属于 1 72 科
,

7 09 属
。

林区经济植物除林木外
,

尚有能代 替 进 口 药 的 山 海 带

D r a e a e n a l o u r e i r i
,

海南大风子 H y d n o e a r p u s h a i n a n e n s i s ,

抗癌药物密花美登木 M
a y

-

et
n
us

。 。
nf

e r it fl or a
等

。

经过综合考察以后
,

于 1 9 8 0年已经国务院批准列为国家重点自然

保护区
,

名为广西鼻岗自然保护区
,

已设立机构
,

进行管理
。

( 1 3 ) 大瑶山自然资源综合考察
。

为合理开发利用大瑶山 自然资源
,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

学技术委员会于 1 9 8 1年秋
,

1 9 8 2年初
,

组织子包括地质
、

地形
、

气候
、

水文
、

土壤
、

植被
、

摧物区系
、

资源植物
、

林业等共 14 个专业组
,

深入大瑶山
、

野外考察前后共 4 个多月
,

内业

工作进行共一年
,

各专业组分别提出专业报告
,

计大瑶山有维管束植物 2 3 3 5种
,

分属于 2 13 个

科
,

87 0个属
,

占广西植物区系科的 76 %
,

属的 52 %
,

种的 39 %
,

查明了大瑶山森林植 被 以

灰纤维
、

淀粉
、

油脂
、

芳香
、

药用等具有经济价值的植物种类和他们的利用情况
,

并提出如

何建立大瑶山自然保护区
,

合理利用林区自然资源的意见
,

为开发大瑶山提供了科学基础
。

现在已在着手进行开发工作
。

( 1 4 ) 广西植物研究所在 1 9 3 5年成立 以来
,

曾派出人员
,

前往各地采集植物标本
,

下面

就解放前和解放后曾前去
`

采集过的县分的比较
:

桂林地区
:

解放前未去过采集的有灌阳
、

恭城
、

平乐
、

阳朔
、

龙胜
、

荔浦 6 个县
,

1 9 5 0

年以后
,

桂林地区各县都进行过采集
。

柳州地区
: 解放前下列各县未曾采集过

:
融水

、

鹿寨
、

象州
、

来宾
、

柳江
。

解放以后仅

象州
、

罗城
、

来宾
、

`

柳江未去过
。

梧州地区
:

解放前未去采集过的有富川
、

贺县
, 昭平

、

岑溪
、

钟山 , 解放以后
,

仅蒙山

富川未到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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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林地区
:

解放前仅到过玉林
、

桂平县
。

解放以后仁 全部各县都到过
。 一

_

一一
_

钦粼地区
, 解放以前

,

全部未去采过
,

解放以后全都各县和纽匕海本都经过来粼
_ _ _ _

南宁地区
t 解放以前

,

全部各县都未去采集过
。

解放以后
,

全地区各县都叁采馨香
百色地西 解放以前仅去过凌云县

,

解放以后卜全地区各个熹都来集过
.

_

河池地区
:

解放前未去采集过的有宜山
、

都安
、
巴马

、

南丹 , 解放后各县都李荞集过
住

上项统计仅至 19 77 年止
,

1 9 7 8年以后仍待补充
。 -

一
_ _ 厂

一

从上述比较可以见到自广西植物所成立以来
,

兽派出人员列全区各地进行攀填锉谭章采
集的占绝大多数县

,

仅有少数县未曾去过
,

醒
放似后爵过的县要畴赫衅

,
_ _一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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