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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植物志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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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面而又详细地回顾了我国半个世纪以来三十四种地方植物志的编写历史，内容，现状与进展，讨论

了各种风格与特色，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今后的有待改进之处与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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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odern Chinese local floras have been published rapidly in the past half century since the People’3 Re—

public of China found in 1949，and more than thirty-four floras covered all most every province in this vast areQ have

been written by the Chinese taxonomists．The complete refiew is made from introduction，history，contents and com-

menm as well as suggestions of modem taxonomic WOrk in China，especially from understanding the floras in complete

and comprehensive ways，not only from characters and styles in the editing and researching，but also from the pros—

pect and improvement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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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植物志在此指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植

物志和一部分跨省区的自然区域植物志。这些植物

志共有34种，而且都是建国以来出版的。笔者自90

年代初介绍我国的地方植物志出版情况(马金双，

1990，1991，1992a，b，1993；刘全儒等，1996，1999，

2001，2003，2006)，但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综合

的报道与评述，更多的情况也不被人们所了解。由于

编写单位不同，中国地方植物志的规格差别很大，所

载内容与风格也截然不同，加之编研水平不一，很有

必要加以全面介绍与评述；同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

况，提出今后有待改进之处与努力方向。

1 现状

建国以来的中国地方植物志编写工作始于刘慎

谔主持的《东北木本植物图志》(1955)和《东北草本植

物志}(195&2004)，还有陈焕镛主持的《海南植物志》

(1964—1977)；而大规模的编写与出版则是文化大革

命后的事情，特别是随着《中国植物志》的编写，地方

植物志工作得以全面展开，并在20世纪90年代和21

世纪初达到高峰。截至目前为止，全国已有29个省

市区出版了自己的植物志。目前还没有出版的省份

只有吉林省和陕西省(前者有《东北木本植物图志》

(1955)和《东北草本植物志}(1958--2004)所覆盖，后

者有《秦岭植物志》(1974—1985)覆盖大部分。重庆

市因从四川省分出的时间较晚，且由《四川植物志》所

覆盖，故在此不做单独讨论)。总体上讲，中国的植物

种类已在地方植物志方面至少完成一次普查与记载。

对于一个现代植物分类学历史不足百年的发展中国

家来说，在半个世纪时间里就完成这么多的任务，而

又没有全国的统一组织与领导及统一支持，是一项非

常了不起的成就，也是我国植物分类学史上值得大书

特书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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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容

据统计，我国目前34种地方植物志中，29种是

省区市的植物志，5种是跨省区市的植物志；目前已

完成或即将完成第一版的有25种(其中完成第二版

的有3种，还有1种正在进行第二版的修订)，尚有9

种正在编研第一版。各植物志的具体内容简介如下

(-B金双，1990，1991，1993；刘全儒等，1996，1999，

2001，2003，2006，具体内容参见嗍metasequoim
org／local．htm)：

《安徽植物志》(Flora of Anhui，1—5，1986—

1992，蕨类植物和种子植物)，《北京植物志》(Flora of

Beijing，第一版，1—3，1962—1975，第二版，1—2，1984

—1987，第二版修订版，l一2，1992，蕨类植物和种子

植物)，《福建植物志》(F10ra of Fujian，第一版，1—6，

1982—1995，第二版，1一，1991一，蕨类植物和种子植

物)，《甘肃植物志(Flora of Gansu，2一，2005一，种子

植物)，《广东植物志》(Flora of Guangdong，1—7一，

1987—2006一，蕨类植物和种子植物)，《广西植物志》

(Ftora of Gaung)d，l一2一，1991—2006一，种子植

物)，《贵州植物志》(F10ra Guizhouensis，1—10，1982—

2004，种子植物)，《贵州蕨类植物志》(Ptefidophyte

Flora of Guizhou，2001)，《海南植物志}(Flora Hainan-

lea，1—4，1964—1977，蕨类植物和种子植物)，《河北

植物志》(Flora Hebeiensis，1—3，1987—199l，苔藓植

物，蕨类植物和种子植物)，《黑龙江植物志》(F10ra

Heilongjiangensis，1，4—11，1985—2003一，苔藓植物，

蕨类植物和种子植物)，《河南植物志》(Henan zIli wu

Zhi，l一4，1981--1998，蕨类植物和种子植物)，《湖北

植物志》(Flora Hupehensis，1—2一，1976—1979一，

《湖北植物志》(Flora of Huhei，第二次印刷，1—4，

2001--2002，种子植物)，《湖南植物志》(Flora of Hu—

nan，1—2一，2000—2004一，蕨类植物和种子植物)，

《内蒙古苔藓植物志))(Flora Bryophytarum Intramon-

golicarum，l，1997)，《内蒙古植物志(Flora Intramon-

golica，第一版，l一8，1977—1985，第二版，1—5，1989

--1998，蕨类植物和种子植物)，《江苏植物志}(Jiang—

au Zhi Wu Zhi，l一2，1977—1982，蕨类植物和种子植

物)，《江西植物志》(Flora of Jiangxi，1—2一，1993—

2004一，蕨类植物和种子植物)，《辽宁植物志》(Flora

Liaoningiea，1—2，1988—1991，蕨类植物和种子植

物)，《宁夏植物志》(Flora Ningxiaensis，1—2，1986—

1988，蕨类植物和种子植物)，《青海植物志》(Flora

Qinghaiiea，1--4，1996—1999，蕨类植物和种子植物)，

《山东苔藓植物志》(Flora Bryophytarum Shandongico—

him，1，1998)，《山东植物志))(Shandong Zhi Wu Zhi，1

—2，1990—1997，蕨类植物和种子植物)，《上海植物

志》(The Plants of Shanghai，1—2，1999，种子植物)，

《山西植物志》(Flora Shanxiensis，1—5，1992—2004，

蕨类植物和种子植物)，《四川植物志》(Flora Sichuan—

ica，1—16一，1981—2005一，种子植物)，《台湾植物

志MFlora of Taiwan，第一版，1—6，1975—1979，第二

版，1—6，1993—2003，蕨类植物和种子植物)，《天津

植物志)》(Flora of Tianjin，1，2004，苔藓植物，蕨类植

物和种子植物)，《新疆植物志》(Flora Xinjiangensis，1

--2，4--6，1992--2004--，蕨类植物和种子植物)，《西

藏苔藓植物志》(Bryoflora of Xizang，l，1985)，《西藏

植物志》(F10ra Xizangiea，1—5，1983—1987，蕨类植物

和种子植物)，《云南植物志(Flora Yunnanica，1—11，

13--19，21．1977—2006一，苔藓植物，蕨类植物和种

子植物)，《浙江植物志)》(Flora of Zh@ang，0--7，1989

--1993，蕨类植物和种子植物)，《中国沙漠植物志》

(F10ra in Desertis Reipublieae Populorum Sinarum，l一

3，1985—1992，种子植物)，《东北木本植物图志》(11一

lustrated Flora of Ligneous Plants of Northeast China，

1，1955，种子植物)，《东北苔类植物志》(Flora Hepati—

carumChinae Boreali-Orientalis，1，1981)，《东北藓类

植物志}(Flora Muscorum Chime Boreali-Orientalis，1，

1977)，《东北草本植物志》(Flora Plantarum Her～

baeearum Chime Boreali—Orientalis，1—12，1958—

2005，蕨类植物和种子植物)，《黄土高原植物志MFIo—

ra Loess-Plateaus Sinieae，l一2一，5一，1989一Z000一，

种子植物)，《秦岭植物志)}(Flora Tsinlingensis，1--3，

1974--1985；苔藓植物，蕨类植物和种子植物)，《横断

山苔藓植物志》(Bryoflora of Hengduan Mts．South-

west China，1，2000)。

以上地方植物志中，部分还记载了本地区的采集

历史与研究概况。这些信息是十分有用的，特别是在

我国目前还没有全国采集史的情况下；其中较全面的

是《江西植物志》，《内蒙古植物志》和《浙江植物志》。

另外，《安徽植物志》，《山东植物志》，《山西植物志》，

《河北植物志》和《西藏植物志》也记载一部分有关的

采集概况，以及植被与区系的介绍等。这里特别应该

提到的是《浙江植物志》，单独设立一卷详细记载本省

的采集历史，自然地理，植物区系，资源保护，模式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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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还有栽培技术等，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3评述

纵观我国34种地方植物志可以说是各具特色。

从系统上讲，我国地方植物志大多是按照《中国植物

志》的系统，即思格勒系统，但也有例外的而采用哈饮

松系统，如《广东植物志》，《广西植物志》，《海南植物

志》，《云南植物志》。从出版的顺序讲，绝大多数按既

定系统出版，但也有少数打破系统顺序，先完成的类

群组成一卷先出版，这些基本上都是植物种类较多的

省份，它们是《广东植物志》，《贵州植物志》，《四川植

物志》和《云南植物志》。从版本上讲，从单一的一卷

本到多得无法确定的多卷本，前者如《天津植物志》，

后者如《四川植物志》。从收集的对象看，绝大多数是

维管束植物(蕨类植物和种子植物)，少数是高等植物

(苔藓植物，蕨类植物和种子植物)，如《云南植物志》，

《黑龙江植物志》，《西藏植物志》，《山东植物志》，《秦

岭植物志》等，更有的仅包括种子植物，如《广西植物

志》，《上海植物志》等。在出版语言上，除《台湾植物

志》是英文版外，其它均为中文版。从完成情况看，目

前绝大部分已完成或接近完成，更有完成第二版或修

订版的，如《北京植物志》，《内蒙古植物志》，《台湾植

物志》；但也有少数由于刚刚开始而全面完成仍需时

间，如《甘肃植物志》，《湖南植物志》等；还有部分困种

种原因而遥遥无期，或者目前还没有完成计划。这方

面《四川植物志》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自1981

年出版第一本以来，至今近三十年仅出版16本，平均

大约两年一本，而所完成的类群仅占1／3；剩下的工

作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如果没有太的动作，很难想象

何时完成。还有的植物志由于种种原因，苔藓植物志

和蕨类植物志单独出版，前者如《内蒙古苔藓植物志》

和《山东苔藓植物志》，后者如《贵州蕨类植物志》。还

有编委会，主编与编辑在地方植物志中也不一样，这

也是我国地方植物志中另一个特色。绝大多数地方

植物志一般都有编委会主持并由主编署名，但文革后

期出版的部分地方植物志并没有具体的主编署名，而

只有编委会或是主持单位。另外，《浙江植物志》没有

主编，而是每卷都有不同的编辑。有的主编前后还不

止一人，如《台湾植物志》第一版的主编是李惠林，而

第二版的主编是黄增泉。《广东植物志》第一卷

(1987)和第二卷(1991)主编是陈封怀，陈老故去后第

三卷以来的主编(1995)是吴德邻。如《贵州植物志》

第一卷(1982)只有编委会，第二至第九卷(1986—

1990)主编是李永康，最后第十卷(2004)的主编是陈

谦海。还有的一个主编同时主持不同的地方植物志，

如贺士元既是《北京植物志》的主编，同时又是《河北

植物志》的主编；吴征镒既是《西藏植物志》的主编，同

时又是《云南植物志》的主编。当然，吴老也是自1986

年以来《中国植物志》的最后一位主编，还是英文版

《中国植物志》的共同主编。这些看来是常识的内容，

在文献查找，文献引证中十分重要。

在风格上讲我国的地方植物志可以说几乎千篇

一律，几乎全是从科到种级的全面描述，甚至还有目

级(如《黑龙江植物志》)，显得十分枯燥。这里面有几

个特殊的例子详细介绍一下。第一是《广西植物志》，

他的编写风格独树一帜，十分值得推荐。该志除科属

洋细描述之外，在种级主要是不同种类之间的对比，

特征集要十分明显，既节省篇幅，又容易使用。另一

个是近年刚完成的《上海植物志》。全书分上下两卷

本，上卷是区系植物(即分类群处理)，下卷是经济植

物；主要概况用中英文同时发表，又有拉丁，中文和英

文索引，既有类群处理，又有经济类群划分，而且描述

十分简单，很像《广西植物志》，实用性非常强。再就

是《云南植物志》，它的文献引证十分简练，仅有文献

名与作者名(年代)，外加标记表示是否有图，不仅节

省篇幅，而且醒目，非常值得提倡。这里要提一下《台

湾植物志》，它的突出特点不仅仅是英文版，还有标本

引证，这对未来的考证工作十分重要，非常值得借鉴。

中国地方植物志经过半个世纪几代人的努力，能

够取得今天的成绩确实不易，特别是我们的很多工作

都是与《中国植物志》的准备同时进行的，或者是在

《中国植物志》之前完成的，更显得难能可贵。特别是

那些常年战斗在老少边穷地区第一线的学者．他们在

资料不足的条件下，坚持不懈，终于取得了今天的成

果，非常值得称赞。这方面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内蒙

古植物志》。该志在我国分类学界的老前辈马毓泉等

先生的带领下，历尽千辛万苦，把我国的北部不被十

分重视《内蒙古植物志》完成，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

情；更为可贵的是他们紧紧依靠地方的努力，短时间

内就完成了第二版的修订，非常了不起。这些地方性

的研究成果不仅对地方植物志做出了贡献，同时也为

中国植物志做出了贡献。一般人提到地方植物志，除

了抄袭中国植物志外没有更好的评价；事实上这种现

象存在，但并非完全如此。俞德俊和李朝栾当年描述

的蔷薇科太行花属(俞德俊等，1980)就是一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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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植物志》编委会在编写过程中，北京师范大学的贺

士元与河北师范大学的张景祥等于1979年5月在河

北武安考察并采到一种蔷薇科的植物，无论如何也鉴

定不出来；于是贺先生把标本送给俞先生鉴定。俞先

生觉得很不一般，于是让弟子李朝栾先后找到贺士元

和张景祥，并由后者陪同于1980年5月到野外一起

采集，考察，最后定名发表。地方植物志对《中国植物

志》的贡献远不止这一个例子，还有内蒙古的阴山芥

属等(马毓泉等，1979)，在此不一一列举。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不足，这里作一简要

的分析。第一，地方植物志工作受外来因素影响太

大，以致一些项目长时问不能完成。《东北草本植物

志》就是明显的例子。从1958年第一本出版，直到

2004年才出版全部12卷本，历经三、四代人近半个世

纪的努力。可谓艰辛。另外就是整体规划不佳，出现

很多无法想象的结果。比如《湖北植物志》．其中第一

卷和第二卷分别于1976年和1979年出版后，近=十

年元消息，直到2001—2002年，全部四卷才出完．其

中前两卷又重复印刷一遍；同时七十年代的书名是拉

丁文，而2001--2002版本的书名是英文。还有《福建

植物志》，第一版没完成(1982—1995)，第二版就开始

出版(1991)，但至今第二版也只有第一卷。而过去的

十五年闻再也没有任何消息。《河南植物志》也是如

此，第一卷和第二卷分别于1981年和1988年出版，

而第三卷和第四卷等到十年后的1997年和1998年

才出版。我国地方植物虽然几乎都是中文版，但绝太

多数有英文或拉丁文的书名，不过《河南植物志》和

《江苏植物志》则只有中文名；另外，《上海植物志》的

英文名不是Flora of Shanghai，也不是Shanghai Flo—

ra，而是The Plants 0f Shanghai。还有的是由于人为

因素的影响，个别类群重复出版，如《贵州植物志》的

仙茅科就在第四卷(681—684，1989年2月出版，含2

属4种)和第六卷(449--454，1989年12月出版，含2

属5种)分别有两位作者出版两次，而且前后处理不

一。第二，中国的植物分类学家底薄，起步晚，历史欠

账大。至今对我们的资源不是十分清楚。植物分类学

是一门基本学科，而它的最基本的成果之一就是植物

志，或日为其他学科提供基本信息。但我们的一些记

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问题；要么没有标本，要么没见

到标本，要么仅凭一号几十年前采集的标本，或者是

干脆抄袭原始文献或二手文献而没有详细考证。这

种情况在我国地方植物志中十分普遍。在此举一个

比较明显的例子。方文培先生1955年凭峨眉山采得

一号标本发表蛾眉卫矛(Euonymus omeienxix，方文

培，1955)，其描述特征是叶子互生，果实具长柄，而柄

的基部还有宿存的苞片，种子无假种皮的记载。这些

特征根本就不是卫矛属的植物(Ma，2001a)。但这个

种在1983年出版的《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补编中还是

这样记载(2：221)．《四川植物志}1988年出版时仍然

是原样记载(4：272，图版71：7--8)，1998年一位地方

学者在分析峨眉山特有种子植物区系时不仅照抄，还

把当初的海拔从1 300 m降到800—900 m(庄平，

1998)，《中国植物志》1999年出版也是这样记载(45

(3)：40—41)。直到2004年笔者编写《中国植物志》

英文版时，经过鉴定模式并野外考察才最终证实这个

所谓的蛾眉卫矛实际上是梧桐科的梭罗树(Reveesia

pubescens)。第三，标本收藏量十分有限，而管理更是

不佳。据九十年代初的不是十分准确的统计(Ma等，

1998)，我国的维管植物种类大约是世界的八分之一，

但我们的标本量大约只是世界全部总数的十六分之

一；也就是说我们的标本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更

谈不上与发达国家比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工作

显然存在很多不利因素。这里举个例子供大家参考。

卫矛科的永瓣藤属是我国的特有属，只有永瓣藤一种

(Monimopetalum chinense)，而且种群十分稀少，且是

国家二级保护植物。该种是根据秦仁昌1925年在安

徽祁门采到果实标本而于1926年发表(Rehder，

1926)。具《中国植物志》记载1959年才于江西景德

镇采到花期标本。1997年江西的专业采集人谭策铭

在湖北通山县太平山发现新的分布(谢国文等，

1998)。这新的分布信息在《中国植物志》和《湖北植

物志》都没有记载，可见我们的采集程度远远不够。

我们的基本设施落后，管理更落后，特别是那些中小

型的地方标本馆，标本馆是分类学的基本资料储备

库，没有好的标本馆就根本没有办法写好植物志。

2004年笔者编写《中国植物志》英文版时到四JIl的几

个标本馆鉴定标本，结果很是令人失望。这里举几个

例子供大家了解。其一，四川峨嵋中药学校历史上对

峨眉山的植物有很多的研究，特别是药用植物方面，

并发表过新分类群，同时保存多份模式(郎楷永等，

1982；祝正银，1982a，b，c)。可是那个标本室既没有专

门的房间，也没有专人管理，实际上就是办公室兼标

本室，即没有来访人员的登记，也没有工具书(如中国

植物志)可用，四川植物志已经出版的也不全；更让人

惊讶的是所有标本基本从来就没有真正鉴定过，几乎

每一份标本都有发霉，破损，记载不全等情况；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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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无法使用。其二就是四JIi省林业科学院标本室，

外面下大雨，屋内下小雨，没有工作台，也没有办公

桌，更谈不上其他的；工作人员是兼职的，所有的标本

都有很厚的灰尘。我们一同去的4个人只能迁就着

在走廊里的地上和台阶上看标本。让人感到惊讶的

是工作人员说已经好久没有人来这里看标本了。而

大家知道历史上这里曾经是《四川植物志》编写单位

的重要组成单位之一。还有江苏省林业科学院的标

本室，自80年代初就没有人管理，至今所有标本基本

放弃(马金双，200lb)。据笔者之一2002年查找水杉

第一份标本时的调查(马金双，2003}Ma等，2003)，他

们的收藏基本都是民国时期的标本，至少有上万份。

这些不仅是是抗战时期原中央林业实验所在四川所

积累的宝贵财富，而且是我国历史上十分珍贵的标

本。一方面我们的收藏有限而不得不花钱花人力去

采集，另一方面我们又放弃珍贵的资料不管，不仅仅

可惜而且另人费解，更值得我们深思。第四，地方植

物志的编研工作不受重视，使原本就比较难的工作困

难重重。众所周知，《中国植物志》几经周折，可以说

倾举国上下的力量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完成；到

了地方植物志困难就不用提了。由于资助强度不够

很多工作无法开展，即使是工作做了，结果也无法出

版。《甘肃植物志》就是也个十分典型的例子。50年

代甘肃师范大学植物研究所的孔宪武就带领大家搞

《甘肃植物志》，文革前就有了眉目就是没钱出版，而

大家在21世纪的今天见到的《甘肃植物志》是几代人

不懈努力的结果；《湖南植物志》为什么出版的这么

晚?不是他们那里没有学者，也不是没有能力而是没

有资助；而像陕西和吉林这样的省份为什么至今没有

自己的植物志，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没有经费。第

五，分类学队伍青黄不接，后继无人。这在中国植物

分类学界已是老生常谈无可争议的事实。简单地讲

我国的分类学队伍老化速度这么快应该说是人为造

成的。20世纪末我们谈论的主要原因是是文革造成

的人才断层，但今天我们谈论的主要原因是政策导向

造成的人才流失。经典分类工作不受重视，但我们的

基本工作并没有搞清楚；而学者们要养家糊口，没有

人可以喝西北风继续搞分类或写植物志。这种现象

在今天的全国十分普遍。这里再举两个例子供大家

参考。众所周知的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即原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是我国东北的植

物分类学重镇；想当年刘慎谔先生带领那么多弟子，

踏遍白山黑水，完成《东北木本植物图志》，《东北草本

植物志》，还有《东北植物检索表》等(马金双，1997)；

看如今，仅剩一两个人在支撑门面。还有那著名的四

川大学植物标本馆，当年方文培和他的学生们是多么

风光，从南川到北川，从川东到川西，从槭树到杜鹃

花，全国有哪家能与之媲美?确实不多!而如今也只

是一两个人在坚持而已。要知道这两家想当初在中

国植物分类学界还是相当不错的研究单位，而那些无

名小卒就更不用提了。

4建议

基于上面的分析，在此提出几点意见供同行讨

论：第一，地方植物志的修订。地方植物志有其他植

物志无法取代的功能，包括《中国植物志》。《中国植

物志》部头太大，八十卷一百二十六分册，加之出版时

间长达四十多年，地方上很少有收集全的；而地方植

物志卷册相对很少，出版周期较中国植物志时间短，

加之购买方便；另外在分布记载上地方植物志远比中

国植物志更详细。随着中国植物志的完成及英文版

中国植物志的陆续出版，修订地方植物志已是十分迫

切的任务，也是地方植物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另

外，我们的参考书十分单一，要想查一个地方的植物

信息除了植物志就再投有其他工具书或参考资料了，

地方上十分缺乏各种图谱，图册，手册之类的参考书，

不仅在专业上贫乏而且科普上更是可怜。如今网络

为我们提供非常方便的捷径，有条件的可考虑网络版

本(Ma等，2002)。第二，地方植物志究竟是什么样的

编写风格更好?这虽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

题；但笔者认为作为分类学最基本的志书，就是要给

读者提供更好的工具，以最简单的语言，加以图式，为

读者提供最简明最直观的咨询。笔者特别欣赏《广西

植物志》和《上海植物志》的风格，而不是那些千篇一

律从头到尾一个规格的描述。另外，《浙江植物志》对

其本资料的收集与记载非常值得借鉴，而《内蒙古植

物志》等对采集史的收集等编写风格也非常值得发扬

光大。此外，《山东植物精要》的编写风格值得借鉴，

如能配上适当的彩图可能会更好。第三，如何给读者

以全面信息?我们的基础不好，标本不多，但工作不

能迁就；有确定的标本我们就如实记载，没有标本也

要如实交待，参考他人的工作或毗邻地区资料必须向

读者说明；没有搞清的问题或悬案一定要如实记载。

这不仅是科研作风问题，更重要的是给后人以详细说

明，让他们在前人的肩上继续前进；一代人搞不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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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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谢华南植物国王瑞江博士提供广东植物志

最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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