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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的野生观赏植物色泽艳丽、风姿绰约、香馨四溢。是大自然恩赐给人类一笔巨大的财富和珍贵的遗产，是重 

要园林观赏植物的种质源。她们有的扎根在悬崖峭壁之上，有的密藏于莽莽的林海之中，有的分布在江河溪流两岸 ，有 

的盛开于田野阡陌之间⋯⋯这里既有本地区的特有植物如：长白松、长白耧斗菜、朝鲜崖柏、白山罂粟、长白金莲花等， 

又有华北 区系的植物如：天女木兰、短果杜鹃、大字杜鹃、照白杜鹃、玉玲花等，还有北极和东西伯利亚地区的植物如 ：牛 

皮杜鹃、松毛翠、宽叶仙女木、偃松 、西伯利亚刺柏等；可以说：整个长白山就是一个美丽的“大花园”，一个丰富多彩的“观赏植物王国”。 

长白山的野生观赏植物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每一位到长白山考察过的专家都被盛开在高山冻原带上五颜六色、绚丽多彩、姹紫嫣红的 

花朵所陶醉，每一位到长白山工作过的学者都被扎根在亚高山上饱经沧桑、古拙苍劲、枝干虬曲的岳桦所震撼 。每一位到长白山旅游过的朋 

友都被生长在二道白河边陲小镇婷婷玉立、风情万种、妩媚动人的长白松所留恋⋯⋯多年来，许多人都期盼能够尽早见到一部大型系统介绍 

长白山野生观赏植物的志书，为国内外园林部门的专家、学者、教授提供一些翔实的科学资料，为广大旅游爱好者提供一道丰盛的精神大餐。 

吉林省通化师范学院生物系的周繇教授、朱俊义教授。药学系的于俊林教授及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徐克学研究员，为了实现几代 

人的夙愿，以弘扬宣传长白山和振兴中华民族科研精神为己任；在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 ，历经二十五年，充分发扬 当代的“愚公精 

神”，完成了迄今为止第一部反映长白山野生观赏植物的大型志书(100万字，550页，生态照片 I 248张，收录植物 104科、332属、609种、42 

变种、9变型)。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不仅仅是他们单位和个人的光荣，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中国长白山观赏植物彩色图志》所介绍的野生观赏植物。是他们多年来在深入调查、整理和总结的基础上，从近千种植物。上万张照 

片中精选出来的。此书在尊重科学的基础上，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全书内容详细全面，章节编排合理，设计新颖科学，根据植物具 

体的园林用途分为园景树类、行道树类、庭荫树类、垂直绿化类、绿篱类、花坛类、花境类、地被类、水景类、岩生类等。书后还附有精美的观 

赏植物园林用途和观赏类型汇总表及中文和拉丁文索引，便于广大读者的查阅和使用。全书科学性强 、植物名称鉴定正确、文字严谨 ，系 

统翔实介绍了每一种植物的中名、拉丁名、别名、形态特征、生境、分布、园林用途、繁殖方法及主要经济价值等。其中有一些植物如：白花 

点地梅、山西杓兰、三垭乌药等是在长白山区的新发现，有的还是 中国植物的新记录种。全书图片清晰生动(有 8O余张照片做了《中草 

药》、《生物学通报》、《中国野生植物资源》等刊物的封面、封底和中间的插页)，每种观赏植物既有整体景观，又有重要部位的特写镜头 ，其 

中许多还是非常稀有罕见的种类，如：大白花杓兰、白花长白棘豆等等。 

《中国长白山观赏植物彩色图志》一书图片生动逼真，印刷精美，令人目不暇接、爱不释手，既获得了视觉．I-美的享受，又掌握了大量长 

白山观赏植物方面的知识。手捧此书，既可作为国内外研究长白山区野生观赏植物的重要参考文献，又可以作为农林院校的教学用书，还 

可以作为高等植物野外实习的重要参考资料，同时也可供花卉爱好者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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