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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植物园于
&(/#

年经国务院批准正

式建立，至今已走过了
/"

年不平凡的道路。

对于植物园的发展
0

路甬祥院长在为北京植

物园
/"

华诞而写的贺信中这样评价 “过去

的
/"

年，广大员工艰苦创业、勤奋努力、集

萃创新、不断开拓进取，把一个荒无人烟的

废河滩建成一座集优美的艺术外貌、丰富的

科学内涵与韵味深厚的文化展示于一体的

美丽园地，成为北京乃至全国的著名景区”。

与此同时，植物园还在植物科学研究、迁地

保护、科学普及、人才培养、旅游和开发等方

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建设具有国际

先进水平的国家级植物园奠定了良好基础。

一 几代植物学家的梦想

建设一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国家植

物园是我国几代植物学家和园林工作者的

梦想。但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一直没有一个

能代表国家水平的国家植物园，北京植物园

至今仍分为南北两园。早在建国初期，中国

科学院学部委员俞德浚教授放弃了英国爱

丁堡植物园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国，一心一意

要建设代表自己国家的植物园，并为此献出

了毕生精力。
&(+,

年在俞德浚教授病危时，

还语重心长地对身边人说：“北京只有一个

植物园，即北京植物园，不能分。分开后南园

缺少土地，北园缺少科技。植物园建不起来

我死不瞑目。”

&(/,

年，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一批热

血青年王文中、董保华、胡叔良、孙可群、吴

应祥、张应麟、阎振茏、黎盛臣等就植物园建

设问题上书毛泽东主席，信中提出“首都今

后一定要有一座像苏联莫斯科总植物园一

样规模宏大、设备完善的北京植物园”，此建

议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

年由中

科院与北京市联合上报国务院的“筹建北京

植物园建议书”，很快得到批复“批准设立北

京植物园，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北京

市人民委员会园林局共同领导”，并拨经费

/#"

万元，用于第一期建园工作。由此
0

一座

由国务院批准建设的北京植物园诞生在香

山脚下香颐路边，这也是目前为止国内唯一

由国务院批准建立的植物园。

!""'

年
&!

月
!#

日，侯仁之、陈俊愉、

张广学、孟兆祯、匡廷云、冯宗炜、洪德元、王

文采、金鉴明、张新时、肖培根
&&

位院士联

名给胡锦涛总书记写信，提出“关于恢复建

设国家植物园的建议”。建议提出：“随着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不断推进，作为世界植物

宝库的中国，理应建立一座具有国际先进水

平的国家植物园，以全面搜集和展示中国丰

富的植物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并开展科

普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当前，国家社会经济

全面发展，中华民族正处于空前盛世。适逢

２００８年奥运会将在北京举行，如果能够在

———北京植物园建设的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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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建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国家植物园

（北京植物园），必将能够向全世界全面展示

中国丰富的植物资源及其研究成果，显示我

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杰出成就，不断提高

国民的文化和科学素质。建立国家植物园的

天时地利具备。”中央领导同志对专家的建

议非常重视，立即批示给有关领导认真研

究，并指示中科院和北京市领导，对专家的

意见给予重视。

今天，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辉煌时期，植物学家建设国家植物园的梦想

将变成现实。在中央和各级领导、广大人民

群众的关心支持下，一个崭新的植物园不久

将屹立在伟大祖国的首都。

二 半个世纪的建设历程

北京植物园自１９５６年开始建设，由于

受到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建园工作时

续时停，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１９５７年，

中科院植物所和北京市园林局共同组成了

“专家规划设计委员会”，对北京植物园进行

了总体规划设计。这个规划以莫斯科植物园

为蓝本，满足科研和科普两方面的需要。规

划明确香颐路以南为植物园的试验区（后来

被称作“南园”）；香颐路以北是植物园的开

放游览区（称作“北园”）。该规划为植物园的

建设描绘了基本框架。１９５８年植物园规划

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１９５９年北京植物园

从海淀区政府接受了 ４００公顷土地结案手

续，完成了香颐路以北的土地接收工作。之

后，中科院与北京市合作，栽植乔灌木近

３００００株，果树 ５７００株，并修建蓄水池、调

节池、东西环路、机井等基础设施。１９６０年

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建设专款被冻结，建园

工作暂时停顿下来。路南中科院植物所逐渐

将工作退于原苗圃试验区内。路北展览区的

工作仅限于对栽植树木的养护。中科院植物

所和路北的植物园自然形成两个独立的单

位，即：“南园”和“北园”。１９６３年，中科院制

订了《中国科学院植物园工作条例（草）》，成

立了中科院植物园工作委员会。１９６４—１９６５

年间，南园建成了当时全国最大的展览温室

以及月季园、松柏园、白蜡园、牡丹园等。

１９７２年，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北京植物园机

构得到恢复。在中科院的支持下，南园派大

批人员到全国各地收集植物，整修被毁坏园

区，并新建了环保植物区、园林植物区、水生

与藤本植物区和果树资源区等。到１９７５年，

北园的建设也得到北京市建委的支持，重新

拟定了总体规划，并投资治理河滩，修建樱

桃沟道路，打机井，建竹园。

改革开放以来，南北两园均获得了长足

发展，各具特色。

南园利用科研和技术优势，引种栽培稀

有濒危植物和有重要科学、经济、观赏价值

的植物 ６０００多种 （含品种）；建设了本草

园、紫薇园，宿根花卉植物区、木兰牡丹园、

稀有濒危植物区等１０余个专类植物展览区

和１个热带亚热带植物展览温室，还有科研

区、苗圃、实验地、后台温室以及种子库和植

物离体种质库。同时，汇集了一大批高层次

的科技人员，在濒危野生植物迁地保育的基

础生物学理论与技术、果树生理与遗传规

律、花卉生理与遗传育种、种子生理与种质

保存等领域开展系统研究；承担了大量国

家、部委、省市和国际合作研究以及成果转

化项目；在植物科研领域取得丰硕的成果，

发表论文、论著、译著 １３００余篇（部），获国

家级奖励 ８项，中科院奖励 １４项，部级、省

市级和全国性协会级奖励３８项，申请注册

专利１０余项。引种选育和杂交培育新优植

物种类及品种３１０个，推广到园林部门、生

产单位和社会上，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在国际合作方面，与国际组织和

许多国家与地区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合作

开展研究和考察项目，促进了研究和建园的

发展，丰富了植物收集种类。该园于２００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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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植物园建设的回顾与展望

加入植物园保护国际（ＢＧＣＩ）组织，承诺实

施 《植物园保护国际议程》，合作举办培训

班，翻译出版植物园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

的书籍和举办有关展览，加强了植物园的能

力建设与公众教育。另外还与５１个国家和

地区的３７１个植物园、树木园和其它单位建

立了种子和植物材料交换关系。

北园的建设自“七五”至今，一直被北京

市列为重点建设项目，累计投资 ４．７８亿元。

先后建成了牡丹园、芍药园、碧桃园、丁香

园、木兰园、集秀园（竹园）、宿根花卉园、海

棠子园、梅园、月季园以及树木园内的银

杏松柏区、槭树蔷薇区、椴树杨柳区、木兰小

檗区。此外还建设了低温温室和盆景园。

２０００年建成具有国际水平的热带植物展览

温室，被评为北京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十大建

筑之一。２００２年建成可蓄水１０万立方米的

６个人工湖和２６００多米长的溪流，高低不

同的湖面由跌水、小溪、浅潭相连。湖边地形

起伏，湖岸曲折有致。秀木挺立，鲜花繁茂，

舒缓的草地伸展到水中，形成了山水相依、

自然和谐的景观风貌。在科研方面，北园也

不断取得进步，共获得部级、局级各项科技

奖励３２项，获得专利８项，其它全国性协会

级奖励１００多项。近年来每年出版专著或发

表论文１０余篇（部）。

在科普和公众教育方面，两园依靠优美

的景观和丰富多彩的活动，均成为进行植物

科学和环境科学科普教育的重要基地。自

１９９９年以来，先后被列为“全国青少年科技

教育基地”、“全国科普教育基地”、“中央国

家机关思想教育基地”、“北京市科普教育基

地”、“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活动学术指导

中心”等。每年吸引游客超过２５０万人，成为

国内游客最多的植物园之一。

三 建设国家植物园的意义

植物园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与现

代化国际接轨的重要方面之一，在改善城市

人居环境，促进生态良性循环，促进社会全

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

着国家的迅速发展，植物园在国民经济中的

地位将越来越重要。

国家植物园是一个国家经济、科技、文

化、卫生、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标

志。世界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生物多

样性丰富的发展中国家，都建有国家植物

园。中国现有植物园（树木园）１４０多座，分

属于中科院、建设部、林业局、农业部等部

门。虽然植物园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

就研究范围、设施水平、收集展示的植物品

种数量来说，与国外先进的植物园相比还有

很大差距。

一流的植物园应该同时具有高水平的

科学内涵和艺术外貌。北园在建设园林艺术

外貌方面成绩突出，优美的园容景观、科普

设施堪与世界先进植物园媲美。而南园拥有

雄厚的科研力量和国际先进的标本馆、图书

馆，科学内涵丰富。目前，两园初步确定以

１９５６年国务院关于筹建北京植物园的批复

为基本依据，恢复中科院和北京市的合作关

系，共同建设国际先进水平的北京植物园。

同时结合两园的现状和基础，参照当前世界

先进植物园的发展趋势，重新进行统一规

划，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管理、协

调建设的一个整体的国家级植物园。南园以

科学研究为主；北园以植物展示、保护和科

学普及为主，为群众提供舒适、优美的游憩

场所。植物园总面积将达到６００公顷，保存、

展示物种的数量２万种 （品种），馆藏标本

１０００万份。届时，北京植物园将以全新的面

貌展示在世人面前，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实

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对国民进行环境教育、

提升北京国际大都市地位等方面将发挥更

大的促进作用。

（相关图片请见封二、封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