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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民族植物学的学科发展进行了简要综述。民族植物学自 &’(! 年在美国诞生以来，

经历了百年漫长的发展过程。民族植物学由早期的描述编目有用植物，已经发展到了实验

性、技术性和定量性研究的新阶段；民族植物学的原理与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植物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社区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近代民族植物学的学科发展可归纳为 ) 个特征：

（&）研究方法的进展主要表现在由记载编目和描述到实验性、技术性的定量研究和从基础研

究到实际应用的发展；（$）研究途径的发展表现在由调查记录、访谈式的被动研究到参与式

研究和取证分析；（)）研究地区已由局部区域性研究扩大到全球范围的民族植物学研究，从

对原住民和少数民族的民族植物学研究扩展到所有不同文化背景民族的民族植物学研究。特

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得到迅速发展，并广泛应用于植物资源

的管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际工作中。民族植物学在中国起步较晚，但在过去 $# 年里已

从无到有，建立起了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的理论框架、内容、方法和途径，将民族植物学从

基础描述性研究（调查、记载、编目），推进到应用研究，在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生物

多样性保护、农村发展和山区扶贫等方面取得了若干进展。当前，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面临

着发展的新机遇和新的挑战，必须紧跟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投入西部大开发，加强学科

建设，推进研究与产业发展的结合，把民族植物学由地区性研究推进到全国性研究，进一步

完善中国特色的民族植物学研究体系，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交流，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

民族地区的团结稳定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作出更大的贡献。

关键词：民族植物学；学科发展；研究进展；发展趋势；植物资源；利用与保护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 $-##（$##)）增刊!" , ###& , &#

!"#$%&%"’$(：)*+*,%-.*$" )($’./01 %2 "#* )/10/-,/$* ’$3
45%1-*0"1

./0 12345678
（!"#$%#& ’#()%)")* +, -+).#/，01%#*(* 23.4*$/ +, 53%*#3*(，9:4;845 !"#$#%，<284=）

6&1"5’0"1：>28? @=@3A @A3?34B? =4C C8?D:??3? C3E3FG@;34B =CE=4D3? =4C D:AA34B BA34C? GH 3B24GIGB=4JK
184D3 3B24GIGB=4J =@@3=A3C =? = A3?3=AD2 ?:IL3DB 84 &’(! 84 M1+，8B 2=? @=??3C D34B:AJ C3E3FG@;34B 28?6
BGAJK /B24GIGB=4J 2=? I334 C3E3FG@3C 84 8B? A3?3=AD2 ;3B2GCGFG583? HAG; 3=AF83A CGD:;34B=B8G4，C3?DA8@6
B8G4 =4C 84E34BGAJ GH :?3H:F @F=4B?，BG = 43N ?B=53 GH 3O@3A8;34B=F， B3D248D=F =4C P:=4B8B=B8E3 ?B:C83?K
>GC=J 3B24GIGB=4J 2=? I334 N8C3FJ :?3C 84 ?:?B=84=IF3 :B8F8Q=B8G4 GH @F=4B A3?G:AD3，A:A=F DG;;:48BJ C36
E3FG@;34B =4C I8GC8E3A?8BJ DG4?3AE=B8G4K >23 =CE=4D3 GH C8?D8@F843 84 DG4B3;@GA=AJ 3B24GIGB=4J D=4 I3
?:;;=A8Q3C 84BG B2A33 =?@3DB? B2=B =A3：（&）R3B2GCGFG58D=F C3E3FG@;34B 2=? I334 ?28HB3C HAG; A3DGAC845

云 南 植 物 研 究 $##)，1:@@F K !"：& S &#
60"’ 7%"’$/0’ 89$$’$/0’



!"# #$%&’()*(+" ("*+ $,)$’(-$"*!.，*$&/"(&!. !"# 01!"*(*!*(2$，!"# 3’+- 4!%(& ’$%$!’&/ *+ )’!&*(&!. !)).(5
&!*(+"；（6）7$%$!’&/ !))’+!&/ /!% 4$$" #+-("!*$# 48 )!’*(&()!*+’8，&!%$5%*1#($% +’($"*$# !"# !"!.8*(&!.
9+’:% ’!*/$’ */!" -$’$.8 3($.# %1’2$8，("*$’2($9("; !"# )!%%(2$ ’$&+’#(";%；（<）=$+;’!)/(&!. &+2$’!;$ +3
$*/"+4+*!"(&!. %*1#($% /!% 4$$" $,)!"#$# .!’;$.8，3’+- ’$;(+"!. %&!.$ *+ 9+’.#9(#$ $*/"+4+*!"(&!. %*1#($%，
(" )!’*(&1.!’，$*/"+4+*!"8 (" #$2$.+)("; &+1"*’($% ;!("$# ’!)(# #$2$.+)-$"* (" .!%* /!.3 &$"*1’8> ?+’$5
+2$’，(" #$2$.+)("; &+1"*’($% *+#!8，$*/"+4+*!"8 /!% 4$$" &+"%(#$’$# !% ! )’!&*(&!. ’$%$!’&/ *++. (" ).!"*
’$%+1’&$ -!"!;$-$"* !"# 4(+#(2$’%(*8 &+"%$’2!*(+"> @*/"+4+*!"8 !% #(%&().("$ *+ %*1#8 9(*/ (" A/("! 9!%
4$;1" (" BCD6，/+9$2$’ (*% )’+;’$%% -!#$ (" #$2$.+)-$"* +3 */$ %14E$&* (% ’$-!’:!4.$ (" $%*!4.(%/-$"* +3
*/$+’$*(& 3’!-$9+’:%；(#$"*(3(&!*(+" +3 ’$%$!’&/ !’$!%；-$*/+#+.+;(&!. #$2$.+)-$"* !"# %$*51) !))’+)’(!*$
!))’+!&/$% 3+’ 4!%(& !"# !)).($# $*/"+4+*!"8> F+#!8，$*/"+4+*!"8 (" A/("! /!% 4$$" #$2$.+)$# 3’+- 4!5
%(&，+’ #$%&’()*(2$ ’$%$!’&/（("2$%*(;!*(+"，#+&1-$"*!*(+" !"# ("2$"*+’8）("*+ !)).($# )/!%$ 3+’ ).!"* ’$5
%+1’&$% !"# &+"%$’2!*(+"，(--$"%$ )’+;’$%% /!% 4$$" -!#$ (" %1%*!("!4.$ -!"!;$-$"* +3 ).!"* ’$%+1’&$%，
4(+#(2$’%(*8 &+"%$’2!*(+" !"# ’1’!. #$2$.+)-$"*> G" */$ "$9 &$"*1’8，A/("$%$ $*/"+4+*!"8 /!% *+ 3!&$ "$9
&/!..$";$% !"# +))+’*1"(*($% 3+’ (*% #$2$.+)-$"*> G* /!% *+ 3!&$ */$ "$9 &+"#(*(+"% +3 "!*(+"!. $&+"+-8 #$5
2$.+)-$"* (" A/("!’% H$%* I’+2("&$% !"# )’+-+*("; ("*$;’!*(+" +3 ’$%$!’&/ !"# $"*$’)’(%$ #$2$.+)-$"*；*+
#$2$.+) $*/"+4+*!"8 3’+- */$ %&!.$ +3 ’$;(+"!. ’$%$!’&/ %14E$&* ("*+ "!*(+"!.59(#$ %&($"*(3(& ’$%$!’&/ %145
E$&*；!"# *+ 31’*/$’ !&&+-).(%/ */$ $"*(’$ #(%&().("!’8 %8%*$- +3 A/("$%$ $*/"+4+*!"8，&+"*’(41*("; *+ %1%5
*!("!4.$ #$2$.+)-$"* +3 "!*(+"!. $&+"+-8，.(2$.(/++# +3 ’1’!. )$+).$，&+"%$’2!*(+" +3 4(+#(2$’%(*8，!"#
&+"%+.(#!*(+" +3 !.. $*/"(& "!*(+"!.(*($% +3 */$ &+1"*’8>
!"# $%&’(：@*/"+4+*!"8；J$2$.+)-$"* *’$"#；I.!"* ’$%+1’&$；K*(.(L!*(+" !"# &+"%$’2!*(+"

民族植物学从诞生至今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了。BDCM 年美国植物学家哈什伯杰（N >
H> O!’%/4$;!’）对民族植物学的最早定义为“研究土著民族利用的植物”，在 6P 世纪 <P
年代，随着生态学的发展，生态学概念被引入民族植物学，将民族植物学重新定义为“研

究人与植物之间相互作用的一门科学”（Q+’#，BCRD）。早期的民族植物学研究主要集中在

美洲印地安人居住的地区，为西方工业国家从新大陆调查寻找植物资源，收集原住民族有

关利用植物的知识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通过民族植物学调查与研

究，为工业发展提供了许多新的植物原料，为研究开发植物新药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知

识原型”，为农业革命提供过许多新的遗传育种材料和传统栽培品种。随着工业化进程的

加快，到上一世纪中叶，全球植物资源总量逐年下降，森林砍伐，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

流失，传统知识消失等问题日趋严重。民族植物学的学科发展在此历史大背景下，随之发

生了重要的变化，由早期的调查记载传统利用的植物资源，为工业发展提供资源信息，逐

渐转移到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保护等研究领域。

民族植物学的跨学科性质是一个十分显著的学科特征，其形成与发展，同植物学、民

族学（文化人类学）、生态学、语言学、药物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密切相关。经典

的民族植物学研究主要从事民族民间利用植物的调查、记载、描述、编目工作，现代发展

的趋势已将民族植物学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定量分析、实验和应用实践的阶段，为植物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服务。世界上 CCS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包括遗传资源），

CTS的热带雨林和全部传统医药知识都直接掌握在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手中，在过去几千年

的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正是他们利用、保护并发展了地球上生物的多样性，他们是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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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使用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及相关传统知识的主人，他们的智慧、权益和作用应当受到现

代社会的尊重和保护。世界各地原住民在世代积累传承下来的民族植物学知识，对于急剧

变化中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族植物学在百年历史进程中，为人类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生态环境的保护做出过多方面

积极的贡献，特别是为热带森林保护和农村社区资源可持续发展开创了卓有成效的方法和

途径，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和应用。

! 民族植物学学科发展的三个特征

民族植物学的学科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年哈什伯杰公开发表民族植物

学这一学科名词，是依据美国科罗拉多州西南部和犹它州的若干考古发现，并将所发现的

植物展示于 !"#$ 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 年世界上第一个民族植物学实验室（’()*+,
-+(.*/0.1 2.-+3.(+34）在美国密执安大学成立（5+36，7&&!）。民族植物学的学科发展与生态

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在上一世纪 %& 年代以前，民族植物学完全是一个描述性的科学，主

要从事调查记载当地植物的用途和归类编写各种有用植物名单的编目工作；到上一世纪中

期之后，民族植物学的研究理论方法、途径和区域分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记载描述

发展到研究人与植物的相互作用过程及其结果的分析与评价，也就是说，现代民族植物学

研究的侧重点已经转移到人类和植物界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上（895，7&&%）。现将百年来

民族植物学学科发展的特征归纳为以下 % 个方面：

!"! 研究方法新进展

由调查记载有用植物编目到实际应用于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是

研究方法新发展的主要特征。与此同时，调查研究的方法也由定性描述发展到定量和技术

性、实验性。在过去的年代里，民族植物学曾经被认为是一种“从原住民中提取知识”的

工作方法（:.;/1(+* 等，7&&%），例如从民族药中寻找开发新药的线索和有关药用植物资源

的当地知识；从民族民间传统利用植物的知识中获取资源开发的信息和天然产物的提取制

备方法以及对当地植物区系中有用植物进行编目描述等。自从上个世纪 #& 年代以来，越

来越多的民族植物学工作转移到关注和研究探索现代自然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中的实际问题

及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上（例如野生植物的过度采集、生物多样性的流失等）；保护生物

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原住民和传统知识产权问题等（<+=>4 ? @A(B/>16，!##$；<>/，
7&&7；C.3(/*，!##D；EA**/*F).;，7&&!；E+((+*，!##$；:.;/1(+* 等，7&&%）。民族植物学家

不仅为发现新的植物资源而受到鼓舞，而且更为关注资源植物的种群维护和物种多样性的

保护问题。在研究人与植物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民族植物学田野调查方法和室内工作方

法，也由调查记载定性描述发展到实验性、技术性和定量研究。民族植物学正在由研究者

从事观察，从信息报告员访问中获取信息的工作方法转变到实验生物学技术（分子生物

学、细胞生物学、种群生物学、植物成分化学等）、生态学实验方法（个体生态学、种群

生态学、群落学、生态系统生物学等）；在技术手段上，已经发展到从分子测定到全球定

位仪（G<9）的观测和多种定量研究方法的应用。这些方法上的深入化使得民族植物学研

究更加具有鲜明的综合特性，有助于民族植物学的学科进一步地创造性发展（89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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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途径新发展

在民族植物学研究方法发生重大变革的同时，其研究途径也随之变得更加富于参与性

和主动性。从事民族植物学工作的专业人员由被动的访谈、记录和资料整理变得更为主动

性、探测性和分析性，各种形式的假设与验证方法在研究过程中被广泛采用；对研究结果

的评价更加具有可比性、参照性和科学性。作为研究对象的传统知识的拥有者，在民族植

物学研究中通常被设定为访谈对象或称之为“信息报告人（!"#$%&’"()）”，也不再是回答问

题的被动的信息提供者，而是民族植物学研究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在生物多样性调查与评

估的项目中，熟悉民间植物分类的村民不仅仅是采集标本问路的响导，而是发挥着“赤脚

植物学家”和“民间植物分类学家（*’%’ +’,$"$&-)()）”的作用；在民族药调查研究的过程

中，民间草药医生、赤脚医生和药农不仅仅是采访对象，而是民族民间医药研究队伍的组

成部分；在自然资源管理、社区发展和自然保护的项目中，社区各个类别的社会群体（妇

女、农户、采集加工专业户、民间医生、工匠、农村商贩等等）都享有参与项目活动的平

等权利，参加结构式和非结构式访谈、参与性制图、自由列举、各种有关植物利用和保护

的问题以及参与式项目计划和参与式评估活动等等。民间传统的自然保护观念和途径逐渐

受到重视，民族民间对各种自然圣境（神树、圣林、圣山、宗教林、图腾崇拜植物等等）

的崇拜和保护，在经过科学评估的基础上，已经被科学界承认为自然生态系统的文化和信

仰价值观，建议纳入现代自然保护区体系之中，作为自然保护区的文化信仰价值力量加以

应用（./0123，4556）。这一认识上的转变，彻底改变了过去对民族民间传统自然信仰不

分青红皂白一概加以排斥的态度，从而为广大社区民众积极参加到自然保护中来，提供了

合理的依据和无形的力量。民族植物学研究途径的这些发展与转变是世纪性和划时代的巨

大变化。

!"$ 研究地区由局部到全球的发展

早期的民族植物研究起始于北美洲，到上一世纪 65 年代，渐渐向中南美洲扩展，从

事民族植物学研究的学者大多来自北美和欧洲各大学里的植物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

和语言学家（7$%8，4559），直到 45 世纪中后期，民族植物学工作才在亚洲、非洲、大洋

州及南太平洋地区发展起来。民族植物调查工作在印度有着悠久的历史（:’-"，9;<=），续

后在墨西哥、巴西、尼泊尔、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泰

国、越南、乌干达、坦桑尼亚、南非、埃塞俄比亚以及其它亚洲、非洲国家和南太平洋地

区蓬勃发展起来（>’&-?($" 等，4556）。民族植物学研究的扩展另一个重要方向是 研 究 社

会群体，不仅限于原住民族、少数民族的民族植物学研究，而是扩展到对所有不同文化背

景的民族的民族植物学研究，这一发展使民族植物学进一步拓宽了研究的地区和社会群

体。为推动民族植物学研究在植物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开展，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资

源可持续利用，一些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0123）、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世界自然基金会（AA7）、国际山地综合发展研究中心（!2!B3@）等，建立了

若干跨地区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和交流国际项目，如“人与植物”行动计划、拉丁美洲 C 亚

洲民族植物学交流计划、兴都库什 C 喜马拉雅应用民族植物学项目等。由世界自然基金

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英国皇家（邱）植物园共同组织实施的“人与植物”行动计划

（*D$E?D ’"8 *?’"() !"-(-’(-FD)）成立于 9;;4 年（项目期限到 455G 年），该项目的目的是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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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设（个人和机构），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应用民族植物学的实践和发展；项目活动内

容主要有：通过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植物学家，促进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组织各种

类型的培训；资助定点研究项目；建立研究协作网络；协助民族植物学教学和人材培养；

通过出版物传播应用民族植物学及其定点研究的经验和方法（到 !""! 年已出版系列丛书 #
册、研究工作报告 $" 本、人与植物手册 # 期、讨论文章 % 篇、声像材料 & 部，并建立了

“人与植物”网站：’(()：**+++, -./01+, 2-/, 30*)12)41)456(7）。该项目在非洲、亚洲、拉丁美

洲和南太平洋地区 $" 多个国家（中国是其中之一）实施中长期的应用民族植物学项目，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宝贵的经验，并为项目结束后建立一个国际民族植物学机构（812)419
8456(7 :6(1-65(;2654）做了充分的准备（<5=;4(26 等，!""%）。

“人与植物”行动计划是民族植物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和里程碑。它不仅致

力于推动民族植物学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实践的发展，而且极大地促进和扶持了一些植物资

源丰富、文化多样性程度高的发展中国家建立和发展民族植物学的学科基础，并在一个较

高的起点上推动了应用民族植物学的发展。“人与植物”项目依据和遵循的学科思想方法

主要包括以下 > 个方面：

（$）承认广大乡村群众不但拥有丰富的植物学、生态学及有关植物成分特性的丰富知

识，而且依赖这些植物作为食物、药物、建筑材料和其它用途的来源；而这些有关当地生

态系统的知识和本土文化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正在消失；由于市场需求的增长，野生植物的

过度采集利用不断加剧，动植物栖息地正在迅速丧失，有必要保护这些人类赖以生存的植

物资源及其相关知识，为当地人的利益和其它地区人们今后能够利用这些资源作出贡献。

（!）传统植物资源管理方式的多样性和利用的广泛性，包括从栽培到野生采集的植物

都包括在人与植物项目的研究计划范围之内。

（%）民族植物学家应该而且能够与当地群众一道，研究和记载植物资源的利用状况，

识别野生植物过量采收等具体情况；找出可持续利用野生植物资源的采收方法并寻找可行

的替代方法（如人工栽培）。

（>）人与植物项目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植物学家和当地群众一道就有关植物资源和

传统知识保护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项目举办各种类型的研讨班（?2-07’2)），组织

关键成员参加学习研讨；派遣项目专家对野外定点研究项目提供现场指导帮助，提供相关

文献资料（包括民族植物学、可持续发展、传统生态学知识等方面的资料），促进不同国

家和地区的民族植物学家在这一领域内开展工作，并通过建立网络（@1(+2-0）的形式进

行交流与合作。

! 我国民族植物学的发展现状与展望

!"# 发展简史

民族植物学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直到 !" 世纪 #" 年代初才被介绍给我国读者。由本

文作者发表的我国第一篇民族植物学文章《西双版纳民族植物学的初步研究》发表于《热

带植物研究论文集》（$A#! 年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盛诚桂先生撰文介绍民族植物学这

一“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刊于《植物杂志》$A#% 年第 $ 期；$A#! 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

的《中译人类学词汇》一书，同时不约而同地把英文 B(’62.2(26C 词条译为中文民族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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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的发展是建立在中国五千年文化发展的基础之上。近半个世纪以

来，我国经历了野生植物资源调查，发掘中草药的群众运动，开展中药材资源普查，民族

药调查等一系列多学科、专业队伍与群众参与相结合，广大科技人员上山下乡等运动，在

深入而广泛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在改革开放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的历史条件下，民族植物

学应运而生，逐步发展起来。目前，民族植物学研究已遍及到多个省市自治区（大多在西

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内容已从经典的调查编目描述性研究发展到应用性和定量方法研

究，如在新药开发、社区自然资源管理、社区发展、自然保护、山区扶贫等方面的研究，

愈来愈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国外同行的重视。

民族植物学研究活动在我国最早起始于云南省西双版纳这一多民族聚居的热带森林地

区。本文作者在多年从事植物学调查、采集、中国植物志编写、中草药普查、南药代用品

研究、国产美登木抗癌研究等一系列科研工作中，逐步领悟到民族植物学的深刻学科内涵

和研究方法，开始进行民族植物学的探索。在此过程中曾得到蔡希陶、吴征镒、俞德浚、

陈封怀等著名植物学教授和美籍华裔植物学家哈佛大学胡秀英博士的热情鼓励和支持，以

及美国民族植物学大师 !"#$%&’ ()%*+ ,$-./0+，10/0& !%)0*，!"#$%&’ 2 3 45&’，印度民族植物

学大师 ,3 63 7%"*，英国民族植物学家 8.%* 9%:"./5*，民族生物学家 ;3 83 15+0< 等许多

国际知名学者的关心和帮助。

标志着我国民族植物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民族植物

学研究室的成立。=>?@ 年中国科学院决定在昆明植物研究所成立我国第一个民族植物学

研究室。同年，在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举办了中国首届民族植物学培训班，邀请美国密执

安大学（A*")0&+"/< 5B C"#$"D%*，8** 8&E5&）民族植物学实验室主任福特教授（!"#$%&’ 2 3
45&’）主讲“民族植物学原理和研究方法”；本文作者主持并主讲“民族植物学在中国”；

陈重明教授应邀主讲“本草学”。同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的第一个民族植物学研

究基金项目———《滇西北集市植物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得以起动。

=>>F 年第二届国际民族生物学（(/$*5E"5.5D<）大会在昆明召开，会议的主题是：G=
世纪民族生物学的挑战。参加会议的代表 H@F 余人，分别来自五大洲 H@ 个国家。=>>I 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云南举办《亚洲地区民族植物学培训班》。在陈山（蒙古族）校长的

指导下，=>>J 年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植物学研究所正式在呼和浩特市成立。=>>@ 年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山地发展中心在昆明和西双版纳举办了《应用民族植物学培训班》。

在 =>>F 年至 GFF= 年期间，与民族植物学相关的 =F 多个国际会议和培训班相继在云南、贵

州、四川、西藏和新疆举行。这些国际性会议和培训班的举办，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民族植

物学的发展。

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生学位项目始建于 =>?@ 年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H 年后，建

立了博士生培养项目；随后，中国药科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大学、西南林学

院、云南大学等高等院校相继建立起民族植物学研究生项目和高等教育培训课程。GFF=
年 ? 月，首届中国民族植物学教材编写会议在昆明植物研究所召开，国内 @ 所大学和研究

所的民族植物学者参加了会议，一部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植物学教材编写工作即将完成，

可望于 GFFI 年初交付出版。

=>>J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已将民族植物学学科列入基金指南，一批申报项目已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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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资助。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福特基金会、世界自然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山地发展中心、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等国际组织先提供资助给国内十多个单位和上百

人次，从事民族植物学研究、培训和推广工作。国际关注我国的民族植物学事业发展，我

国也对民族植物学的国际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近年来，我国民族植物学家帮助尼泊

尔、巴基斯坦、印度、不丹、蒙古、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进行人员培训、机构

建设和项目指导，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成绩和贡献，受到国际社会一致好评。

!""! 年 #" 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国首届民族植物学学术与产业发展研讨会，是我国民族

植物学发展史上又一个新的里程碑。在这次大会上，中国民族植物学研究协会筹备委员会

正式成立。

!"! 研究进展

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借鉴和采用了美国通用的民族植物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即调查、

记载、描述、编目等常规方法；$" 年代中期开始结合采用美国东西方中心提出的人类生

态学（%&’() *+,-,./）为依据的农田生态系统综合评估方法；$" 年代后期，根据我国国

情开始进行民族植物学的应用研究和推广试点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中国民族植物

研究从开始就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避免了许多走弯路的过程”（01 2 1 3,45 在 #6$7 年中

国访问演讲时指出）。

在民族植物学的基本研究方面，大量的研究集中在区域民族植物学、植物类群民族植

物学和植物资源的民族植物学研究上，如西双版纳竹类和棕榈藤类的民族植物学研究、滇

西北集市植物的民族植物学调查、云南民族食花文化的研究等。

在民族植物学的应用研究方面，包括民族生态学研究、从民族药中开发新药研究、社

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山区扶贫等若干领域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研究进展。如西双版纳轮歇

农业与生物多样性的研究、从哈尼族传统草药中开发“爱尼防感油”的研究、云南楚雄紫

溪山彝族村社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西双版纳傣族“龙山”恢复与佛教寺院植物重建项

目、云南高黎贡山社区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云南江城明子山扶贫项目等，均取得了

国内外公认的研究和试点推广成果。

在生物多样性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协同进化关系方面，我国学者较先证明了传统文化

和信仰对植物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影响的观点，在对傣族“神山”信仰、佛教寺院植

物、滇西北民族“圣境”信仰、云南民族食花文化等若干方面均进行了具有深刻影响的研

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传统信仰文化持一概否定的态度，主张承认传统信仰文化

中对保护自然的积极因素，从而有利于动员全社会参与自然保护的行动（裴盛基，!""8）。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我国民族药的研究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果。由于我国政府一贯实

行重视扶持传统医药的政策。在中药得到发扬光大的同时，我国民族药也得到相当大的发

展。民族药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一些高等中医药院校和民族医药研究院所，是我国从事民

族植物学相关领域研究的最大专业人员群体。我国民族药调查已取得显著成绩，据统计在

全国 ## 99: 种药用植物中，民族药至少在 $ """ 种以上，其中藏药就有 8 :"" 多种［据

《藏药植物》（杨竞生教授主编，正在印刷出版中）］。近年来，从民族药中开发出的各类新

药估计有千种之多，如藏药红景天、诺迪康；苗族药灯盏细辛、米槁树、艾纳香、观音

草；傣药亚呼噜、灯台叶、肾茶、美登木以及从云南民族药中开发出的排毒养颜胶囊；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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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民族药中开发出的三勒浆等等。

在短短 !" 年里，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已经整理出版出了若干专

门性著作。《中国民族药志》第 #、!、$ 卷已经出版；有关蒙、维、藏、苗、傣、彝、哈

尼、拉祜、水、壮、土家族等民族药志书出版了不下 %" 本。《民族植物学手册》、《应用民

族植物学》、《西双版纳轮歇农业与生物多样性研究》等 #" 余部专著先后出版；在国内外

发表了民族植物学研究论文约在 &"" 篇以上。我国台湾的民族植物学工作也取得了引人注

目的发展成果，自上一世纪 ’" 年代以来，相继出版了有关台湾的民俗植物，台湾少数民

族的民族植物学研究等一批出版物。最近，由两位台湾植物学家潘富俊、吕胜（!""!）合

编出版了《诗经植物图鉴》，对诗经中记载的 ##" 种植物进行了名实考证，配以精美图片，

是一本很好的古籍植物学信息研究专著。

我国民族植物学在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和难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 $ 个方

面的问题和不足之处：

（#）学科建设不够完善。民族植物学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学科，其理论体系尚未完全

建立，缺乏统一的学科理论和方法，国外如此，国内亦然。近年来，民族植物学的定量研

究方法已经初步形成，大大提高了研究的科学性、可重复性。但总的来看，有待进一步完

善其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特别是跨学科研究的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学科间的亲和

力。

（!）社会认知度不足。民族植物学在我国是一门年轻的科学，社会各界，甚至科学界

知道的人也不多，由于不够了解，部分人还存疑其学科的地位。由于社会上不了解民族植

物学，对其支持和关心的程度也不够，因而出现了研究经费投入不足，重视不够，学术交

流较少以及片面认为民族植物学只研究少数民族而不包括汉族的传统知识等许多认识上的

问题。

（$）民族植物学的应用有待加强。虽然民族植物学应用于社区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

护，以及民族药开发的基础性研究方面均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但大多只停留在试验示范

推广点上，并未形成较大的规模，特别是民族植物学与产业发展的结合方面，还未真正开

展起来，今后应大力加强。

!"# 发展趋势展望

民族植物学在我国是一门比较年轻的科学领域，自上一个世纪 (" 年代初在我国学术

刊物上正式发表有关民族植物学的研究论文算起，至今仅有 !" 年的历史。在过去 !" 年里

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已经从无到有，从局部地区到西部若干省区，从研究院所到实际应

用，从国内走向国际，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民族植物学在中国的发展，并不是一种历

史的偶然，而是中国文明进步与发展的历史必然。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巨大的植物多样

性和丰富的民族文化多样性，是中国民族植物学成长的坚实根基；中国现代发展的坚挺步

伐和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大潮是中国民族植物学发展的强劲动力。民族植物学在我国的发

展，再一次证明了历史推动科学的发展，科学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展望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的未来发展，可以归纳为 $ 个主要方面：（#）深入调查发

掘、记载描述我国各族人民利用植物和保护植物的传统知识和实践经验，继承和发扬我国

的传统文化和科学技术；（!）科学考证我国古籍中的植物学信息，对我国传统使用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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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进行“正本清源”，为进一步利用丰富的古籍植物学信息提供科学依据和方法；（!）

应用和发展古今民族植物学成果，促进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我国各民族利用植物的历史十分悠久，堪称世界之最。在现已查明的 ! 万种高等植物

中，至少有 "# $$$ 种被我国各族人民所利用，其中药用植物就多达 "" "%& 种。植物利用

的范围涉及到衣、食、住、药、文化信仰、生态安全等无所不包。我国各族人民利用植物

的传统知识是一个巨大的历史知识宝库，是人类文明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祖先历

来都十分重视研究继承和发扬这一丰厚的历史财富，中国古籍中植物学和有关植物信息记

述的文献数以千计；我国各族人民利用植物的知识堪称博大精深，这笔巨大的历史财富是

中国现代发展和华夏民族再崛起的巨大动力，我们应当倍加珍惜和爱护。

民族植物学是一门研究人与植物相互作用的科学，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是人类认识、

利用和保护植物的宝贵知识和实践经验积累的历史过程，它具有显著的地域性、突出的民

族性和一定的文化特征。用现代科学方法手段研究民族民间传统利用植物的知识和实践经

验，实现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为我国国民经济现代化

发展服务，为各族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改善提高作贡献，是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的根

本方向和任务。

民族植物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我国形成和发展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我国历代保存下

来的植物学和本草学典籍浩如烟海，是研究民族植物学的巨大历史宝库，公元 !$% 年，晋

代稽含撰写的《南方草木状》是世界上最早的区域民族植物志，已有 " ’$$ 多年的历史，

它记述了我国两广、云南和越南的重要植物资源共计 ($ 条。民族植物学的近代发展起始

于美国，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民族植物学研究已经遍及世界五大洲数十个国家，其分

支学科也愈来愈多，药用民族植物学、民族森林学、古民族植物学、民族植物分类学、民

族生态学等纷纷问世，由于现代工业发展对植物原料的需求越来越广泛，遗传多样性对农

业发展越来越重要；人类医药保健对传统药物的需求日益增长；生态环境恶化和生物多样

性消失问题日渐突出，民族植物学研究的重要性随之日渐突出而高涨。目前民族植物学研

究已遍及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其研究内容已从经典的调查编目描述发展到应用于经济发展

和自然保护，愈来愈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特别是西部民族地区。民族植物学可以而且能

够为我国数以万计的植物种类在各民族民间传统利用的悠久历史中，发现和验证它们的科

学依据和现代应用价值，为产业发展，特别是正蓬勃兴起的以野生植物原料为依托的产业

不断提供新的植物药品、保健品、天然安全的香料化妆品、绿色食品、天然食用色素和染

料、植物胶、植物纤维、民族传统植物工艺产品、乡土观赏园艺植物以及特种森林产品、

城乡环境保护植物材料等等。因此我国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应当结合我国的实际，全面开展

深入调查发掘、科学考证和实际应用这三大方面的研究工作。当前我国正在实施西部大开

发，重建西部秀美山川生态环境，为民族植物学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机会。我国民族植

物学研究起始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有丰富的植物资源和多样的民族文化；东部地区有先

进的技术和智力资源，有较强的资本和投资开发能力，当前应当研究如何把东部的资本智

力优势和西部的资源学科优势结合起来，推动西部大开发，进一步发展东部的经济，取得

东西发展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结果。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正在经历一个从经典到应用，

从局部到全国，从科研院所到产业化发展的历史性转变过程，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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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建设对科学技术的巨大需求，必将进一步推动民族植物学的发展，为我国现代化事业作

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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