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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杉的保护历程和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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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杉（!"#$%"&’()$ *+,-#(%#.(/()0"%）的保护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 )# 年来中国珍稀植物保护

过程的一个缩影。"##% 年，以保护水杉为主要目的而建设的湖北省国家级星斗山自然保护区是我国水杉保护和发

展中的里程碑，对于这一过程的了解有助于今后正确地制订就地和迁地保护计划和采取有效的行动。本文对水杉

保护历程进行了全面回顾，针对水杉原产地的保护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四条具体的保护措施：（*）加强以水杉

保护为主要目的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建设重点应放在对水杉原生母树及其生境的保护。保护水杉原生母树

及其生境要有长远的规划，机构的设置和功能以及人员的素质和经费要能支持水杉原生母树及其生境保护和发展

的需要；（"）要把有关水杉保护的法规和措施落到实处；（%）建立基因保存林，对现有水杉原生母树基因进行全面

保存；（$）积极协调环保、林业、科学院以及其他教育科研单位的关系，加强在这一领域的分工协作，开展科学研究，

加强学术交流，共同促进水杉的保护和利用。

关键词：!"#$%"&’()$ *+,-#(%#.(/()0"%，原生母树，生境，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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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01#"/ 23*4)#()’#5#"$&( ,(0 .-) &1**%(- 2*’34%5)
.( 6$.(,
/.01 234,56*，7. 85493*"，1:; <=>423=6?"，1@ A34/B6%，C.0 DEB64F>5$

* 1(++"*" (2 3"%(’.4"% $50 657).(58"5#，9"):)5* ;(."%#., <5)7".%)#,，9"):)5* *###(%
" =’/") >.(7)54)$+ ;(."%# ?’.7", $50 @"%)*5 A5%#)#’#"，B’C$5 $%##&+
% =’/") >.(7)54)$+ B)+0 D5)8$+ $50 >+$5# D08)5)%#.$#)7" ?#$#)(5，B’C$5 $%##&+
$ =’/") E)4C’$5 !"#$%"&’()$ !(#C". F.""% D08)5)%#.$#)7" ?#$#)(5，E)4C’$5 $$)$##

73)-*,&-：GEB E3HI>JK >L M>6HBJN=I3>6 >L O=P6 JBOP>>O（!"#$%"&’()$ *+,-#(%#.(/()0"%），36 = HB6HB，3H =
Q363=I5JB >L IEB E3HI>JK >L M>6HBJN=I3>6 >L RE36BHB J=JB =6O B6O=6?BJBO ST=6IH H36MB 0BP RE36= P=H L>564
OBO Q>JB IE=6 )# KB=JH =?>U GEB BHI=VT3HEQB6I >L F5VB3 WJ>N36MB 236?O>5HE=6 0=I3>6=T 0=I5JB XBHBJNB
Q=36TK I> SJ>IBMI O=P6 JBOP>>O 3H =6 3QS>JI=6I Q3TBHI>6B 36 IEB OBNBT>SQB6I =6O E3HI>JK >L SJ>IBMI3>6 >L
O=P6 JBOP>>OU :6OBJHI=6O36? IE3H E3HI>JK 3H VB6BL3M3=T L>J BLLBMI3NBTK L>JQ5T=I36? ST=6H =6O =O>SI36?
QB=H5JBH L>J IEB L5I5JB )5 %)#’ SJ>IBMI3>6 =6O "G %)#’ M>6HBJN=I3>6 >L O=P6 JBOP>>OU GEB E3HI>JK >L M>6HBJ4
N=I3>6 >L O=P6 JBOP>>O 3H JBN3BPBO 36 IE3H S=SBJU <=HBO >6 =6 =6=TKH3H >L IEB M5JJB6I H3I5=I3>6 =6O M5J4
JB6I SJ>VTBQH L>J O=P6 JBOP>>O，L>5J OBI=3TBO M>6HBJN=I3>6 QB=H5JBH =JB H5??BHIBO：（*）I> M>6I365>5HTK
3QSJ>NB IEB M>6O3I3>6H >L 6=I5JB JBHBJNBH L>J IEB 6=I5J=T HBBO4H>5JMB IJBBH >L O=P6 JBOP>>O，=6O I> OBH3?6
= T>6?4IBJQ SJ>?J=QH I> SJ>IBMI IEBQU GEB >J?=63Y=I3>6 =6O SBJH>66BT =H PBTT =H IEB L56OH HE>5TO QBBI
IEB 6BBOH L>J SJ>IBMI3>6 >L IEB >J3?36=T 6=I5J=T HBBO4H>5JMB IJBBH >L O=P6 JBOP>>O =6O IEB3J E=V3I=I；（"）

I> BLLBMI3NBTK 3QSTBQB6I JBTBN=6I T=PH L>J SJ>IBMI3>6 >L O=P6 JBOP>>O；（%）I> BHI=VT3HE = ?B6B4M>6HBJN=I3>6
L>JBHI 36 >JOBJ I> L5TTK SJBHBJNB =TT IEB >J3?36=T 6=I5J=T L>56OBJ IJBBHZ ?B6BH >L O=P6 JBOP>>O；=6O（$）I>
=MI3NBTK M>>JO36=IB IEB JBT=I3>6HE3SH =Q>6? B6N3J>6QB6I=T SJ>IBMI3>6 =?B6M3BH，L>JBHIJK =?B6M3BH，563IH >L
IEB .M=OBQK >L DM3B6MBH，=6O >IEBJ BO5M=I3>6 =6O JBHB=JME 563IHU /B HE>5TO M>>SBJ=IB =6O EBTS B=ME
>IEBJ 36 IEB L3BTOH >L SJ>IBMI36? O=P6 JBOP>>O =6O >IEBJ 6=I5J=T JBH>5JMBH VK QB=6H >L HM3B6I3L3M JBHB=JME

! 收稿日期："##% ’ ** ’ #$；接受日期："##$ ’ #* ’ *"
"通讯作者 .5IE>J L>J M>JJBHS>6OB6MBU @4Q=3T：7=T5K3[ V\L5U BO5U M6



!"#$$ 生 物 多 样 性$ $ !"#$"%&’(")* +,"&-,& %& 卷

’() *+,-’(.* /0 1*2*’1,- *+3*14*(,*25
!"# $%&’(：.&)/(&01#"/ 23*4)#()’#5#"$&(，,/(2*16’74/(，)’8( 1*)8//)，2**)92/:1,* 71**2，-’;47’7，-429

7/1<

$ $ 胡先骕称“水杉之发现乃我国植物中最重要最

有趣之新发现，其科学重要性不在禄丰龙和北京人

之下”（=:，%>?"）；郑万钧（%>?#）则称“水杉之发现

为植物学界近一世纪中科学最大贡献之一种”。水

杉的发现是中国近代植物学界最值得自豪的一件大

事，为中国植物学走向世界开辟了道路（ 刘学礼，

%>>?），被公认为是我国乃至世界 &@ 世纪植物界的

重大发现（斯金，%>#?；陈建礼，%>>#）。它不仅对于

中国有重要价值，也具有世界意义（路甬祥，&@@&）。

水杉（.&)/(&01#"/ 23*4)#()’#5"$(）这一重要的珍

稀濒危植物，自发现以来一直受到国家的重视和保

护。有学者对水杉的发现过程及 A@ 年来的重要事

件进行了研究和回顾（ 马金双，&@@!；B’，&@@!），但

有关具体保护工作的文献甚少。本文对水杉的保护

历史进行了系统总结，希望有助于对这一重要的植

物资源进一步研究、保护和利用。

)* 水杉的保护和发展历程

%>?! 年，王战采集到第一份水杉标本；自 %>?C
年开始，这一物种引起了郑万钧等学者的重视，并开

展了调查研究（=:，%>?"）。%>?# 年 C 月胡先骕与

郑万钧发表了著名的“D( 7-* (*8 0’E4F< B*7’2*G:49
’,*’* ’() /( .&)/(&01#"/ 23*4)#()’#5#"$&(，’ F464(.
23*,4*2 /0 7-* .*(:2 .&)/(&01#"/ 0/:() 4( HI*,-:’(
’() =:3*(”一文（ 胡先骕和郑万钧，%>?#）。同年 C
月，当时的国民政府在南京中央博物院正式成立

“中国水杉保存委员会”，" 月筹设“ 川鄂水杉保护

区”。由于时局巨变，这个委员会成立不久就解散

了。%>?" 年秋，中央大学的郑万钧派华敬灿到利川

采集到第一批水杉种子，开始了在全国植物园、试验

林场的引种研究。%>?# 年，胡先骕指导庐山森林植

物园（现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的王秋圃和静生

生物调查所的王宗训、孙可群，中央大学农学院的郑

万钧以及北京大学农学院的汪振儒等开展了繁殖水

杉的研究，汪振儒和董世仁（%>?>）发表了“D;2*16’9
74/(2 /( 2**) .*1E4(’74/( ’() 2**)F4(. )*6*F/3E*(7 /0
.&)/(&01#"/ 23*4)#()’#5#"$&( =: J K-*(.”。%>?# 年，

庐山森林植物园首先完成了水杉的扦插繁殖（ 王秋

圃，%>C@）。

新中国成立后，加快了水杉的研究和推广。胡

先骕所在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一直在对水杉进

行研究，郑万钧先后所在的南京林学院（ 现南京林

业大学）、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以及北京林学院（现

北京林业大学），还有一些省级林业（ 园林）研究所

开始了水杉的引种驯化总结及推广工作。王秋圃

（%>C@）报道了庐山森林植物园 %>?# 年初次扦插繁

殖水杉成功的试验，并认为水杉是易扦插繁殖的树

种，这一结果推动了以后水杉的扦插育苗工作（ 王

秋圃和陈贤祯，%>C#）。%>A? 年 > 月 &% 日 L &# 日，

中国植物学会在庐山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引种驯化学

术会议，会议期间交流了各地水杉的引种情况并参

观了庐山引种栽培的水杉林。陈俊愉等（%>AC）、王

其超（%>AC）对水杉的生长情况及适应性进行了研

究，认为水杉可以成为重要的园林绿化乔木树种。

&@ 世纪 A@ 年代，水杉成为主要的园林绿化树种，"@
年代成为主要造林绿化树种，"@ 年代末成为速生丰

产林造林树种，#@ 年代成为我国沿海防护林的主要

造林树种。湖北省潜江县（ 现潜江市）和江苏省邳

县（现邳州市）由于水杉造林绿化而形成“ 水乡园

林”和“ 水 杉 之 乡”，成 为 平 原 绿 化 的 两 个 典 型。

%>C# 年，水杉的故乡湖北省利川县林业局开始对水

杉的生态、繁殖、栽培进行系统研究；A@ 年代湖北

省江陵、潜江完成了水杉大田春季扦插繁殖技术。

在大量基础研究和调查的基础上，主要是 %>?> 年以

来在各地栽植的水杉状况良好而受到关注，"@ 年代

开始，为了交流在水杉引种栽培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和实践经验，加快水杉的推广步伐，在农林部、林业

部（现国家林业局）的重视下，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和湖北等省市于 %>"? L %>#! 年先后在湖北武昌

（%>"? 年 %& 月）、江苏江都（%>"A 年 %% 月）、浙江杭

州（%>"> 年 %% 月）、广东新会（%>#% 年 %% 月）和湖

南南县（%>#! 年 %@ 月）C 次召开“ 水杉、池杉（6/7#8
$"19 /(,&-$&-(）、落羽杉（ 6: $"()",;19）（ 简 称‘ 三

杉’）”科技协作推广会议，培训了一批技术人员，对

水杉的推广作了具体而有效的工作。据蒋延玲和周

广胜（%>>>）报道，我国现有水杉林 %@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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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

会议根据秉志、钱崇澍、杨惟义、秦仁昌和陈焕镛 &
位科学家提出的第 #( 号提案制定了《 天然森林禁

区〈自然保护区〉划定草案》和《 狩猎管理办法（ 草

案）》；同年 %) 月，全国第十次林业会议根据以上两

个草案的精神，在吉林、黑龙江等省（ 自治区）开始

建自然保护区。由于当时对建立自然保护区意义的

认识尚处于萌芽时期，因而建设的速度较慢，且只限

于选建森林植物和动物两类自然保护区。同年，在

全国科学规划中，将自然保护区及其有关的科学研

究列为基础理论研究工作之一，这对推动我国自然

保护 工 作 的 发 展 起 了 积 极 的 作 用（ 金 鉴 明 等，

%##%）。%#&’ 年，中国科学院在广东省建立了我国

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自然保护区，成为真

正具有科学意义的保护区，为自然保护区的建设起

到了示范作用。湖北省也于 %#&# 年由省林业厅、中

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省林业科学研究所等单

位共同组织了神农架森林保护区勘察组，对神农架

林区进行实地勘察，这一工作的开展也推动了湖北

省珍稀植物的保护，%#’) 年组织了对利川水杉的调

查，为后来建立水杉保护机构奠定了基础。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时任中国科学

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

次全体会议上，代表 %% 位科学家提出开展自然保护

工作，设立自然保护区，明确提出要对水杉、银杉

（!"#$"%" "&’%&()$%**"）、珙桐（+",-.-" -/,(*01&"#2）等

进行保护。湖北省 %#"( 年开始对水杉进行优选并

建立了种子园，开展水杉的林木育种工作。%#"! 年

恩施地区（ 现恩施州）林业局根据湖北省林业局鄂

革林字（"!）第 %&! 号文件精神，以恩地革字（"!）第

)&( 号文批复建立利川水杉管理站，%#"+ 年在水杉

原生母树分布比较集中的小河成立“利川县水杉管

理站”。%#"& 年利川县政府发布《 关于保护水杉的

布告》，号召保护水杉原生母树。

%#"& 年 %( 月 %)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林部发

出《关于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珍贵树种的通知》，

正式颁布我国珍稀树种一类 %+ 个，有坡垒（3()2"
$"-/"/2/4-4）、子京（5".$01" $"-/"/2/4-4）、降香黄檀

（+"*62&’-" (.(&-72&"）、银杉、格木（8&%#$&()$*209 7(&:
.--）、金 丝 李（;"&1-/-" )"01-/2&,-4）、蚬 木（<0&&2#-(:
.2/.&(/ $4-2/90 ）、铁 力 木（ 5240" 72&&2" ）、紫 檀

（=#2&(1"&)04 -/.-104）、水 杉、珙 桐、香 果 树（ 899:

2/()#2&%4 $2/&%-）、台湾杉（>"-?"/-" 1&%)#(92&-(-.24）、

秃杉（>"-?"/-" 7*(04-"/"）（ 注：秃杉在 %### 年公布

的名录中已并入台湾杉）的原生种。二类包括 %%
种。通知指出，凡是数量很少或濒于灭绝的稀有和

特有树种列为一类保护树种，对于这类树种要加强

管理，严禁采伐，如有特殊需要，报经农林部批准后

才能采伐；第二类保护树种指的是尚有一定数量、但

已逐渐减少的优良树种，对这些树种要严格控制使

用，由省（区）林业部门批准，报农林部备案（中国林

业部，%#*"）。自 %#"’ 年起，湖北省将水杉科研经费

纳入国家计划，使水杉的保护有了一定的资金支持。

%#*% 年 % 月 % 日，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 市级

利川小河水杉自然保护点”，保护对象为水杉原生

母树，面积 ’) ))) ,-(。%#*! 年对全县水杉原生母

树进行了全面调查、挂牌编号，对“ 利谋一号”水杉

设置护栏。%#*( 年 % 月 % 日，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

成立省级龙山县洛塔自然保护区，保护对象为古水

杉及其环境，面积 () ,-(。

%#*) 年 &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环境保护

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中国

植物志编委会，向全国有关单位发出《征求珍贵、稀

有的野生植物种类名录的通知》及《珍贵、稀有植物

调查表》，# 月 %( 日草拟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

植物保护条例（草案）》，# 月 %+ 日在此基础上汇编

成《中国稀有、珍贵与濒临灭绝的植物名录》。%#*)
年底和 %#*% 年初分别在北京和广州举行专门会议

对名录进行了讨论和审议，并确定改称《 国家重点

保护植物名录》；%#*( 年 + 月，在此基础上修订的我

国第一册《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正式汇编定稿。

%#*+ 年 " 月，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为公布我国第

一批《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向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发出了通知；%) 月

# 日在《中国环境报》上公布了《 中国珍稀濒危保护

植物名录》（ 第一批），共 !&+ 种（ 含 % 亚种、(% 变

种）。其中包括蕨类植物 # 种，裸子植物 ’* 种，被子

植物 ("" 种；被列为一级保护的植物有 * 种，二级保

护植物 %+! 种，三级保护植物 ()! 种。名录规定：一

级重点保护植物是指中国特产，并具有极为重要的

科研、经济和文化价值的濒危种类；二级重点保护植

物是指在科研或经济上有重要意义的濒危或渐危的

种类；三级重点保护植物是指在科研或经济上有一

定价值的渐危或稀有的种类。水杉被列为国家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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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植物。

%’"( 年 ! 月，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水杉

为武汉市市树。%’"( 年 " 月利川县人民政府专门

发文保护水杉原生母树。

%’") 年 * 月 +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公布

施行了经国务院批准的《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

保护区管理办法》。办法中规定：珍贵稀有或者具

有特殊保护价值的动植物种的主要繁殖地区可以申

报建立自然保护区，其中包括珍贵树种和有特殊价

值的植物原产地，野生生物模式标本的集中产地等

（中国林业部，%’"*）。同年利川县为建立水杉自然

保护区开展了一些调查工作。

%’"* 年 ’ 月 %&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环

境保护局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联合出版了《 中

国珍稀保护植物名录》（第一册），对 %’"( 年公布的

保护植物名录进行了修改，增加了 !) 种，共 !"’ 种

（其中 % 个亚种，&( 个变种），包括蕨类植物 %! 种，

裸子植物 *% 种，被子植物 !#) 种；其中定为濒危的

种类 %&% 种，稀有的种类 %%# 种，渐危的种类 %)"
种；列为一级重点保护的植物有 " 种，二级重点保护

的植物有 %)’ 种，三级重点保护的植物有 &&& 种。

一级重点保护植物有桫椤（./(#01"/2 (0"-3/#(2）、银

杉、水杉、人参（42-25 6"-(&-6）、秃杉、望天树（42’27
(1#’&2 ,1"-&-("(）、珙桐、金花茶（829&//"2 -")"$"(("92，

异名也用 829&//"2 ,1’*(2-)12）。在此《名录》的基础

上，还编写了《中国珍稀濒危植物》，于 %’"’ 年由上

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同时编写了《 中国植物红皮书

———稀有濒危植物》（第一册），于 %’’& 年由科学出

版社出版，还向国外出版发行了该红皮书的英文版

（国家环境保护局和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傅立

国，%’"’，%’’&）。

%’’& 年 %# 月 "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发

出《关于保护珍贵树种的通知》。通知对 %’*) 年农

林部公布的国家珍贵树种名录进行了修订，公布了

《国家珍贵树种名录》（ 第一批）。名录中将我国珍

贵树种分为两级，共 %!& 种，其中一级 !* 种，二级

’) 种。水杉（原生种）列入一级。规定严禁采伐一

级珍贵树种，因特殊情况需要采伐的，须经林业部批

准；严格控制采伐二级珍贵树种，如需采伐，须经省

（区、市）林业（农林）厅（局）或其授权单位批准，报

林业部备案（中国林业部，%’’!）。

%’’+ 年 ’ 月 !#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

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并于

%’’* 年 % 月 % 日实施。%’’’ 年 ’ 月 ’ 日国家林业

局、农业部联合发布第 ( 号令，公布了国务院 %’’’
年 " 月 ( 日批准的《 国家重点野生保护植物名录》

（第一批），名录共列植物 &(+ 种和 " 类（ 指种以上

分类等级），其中一级保护的有 (" 种和 ! 类；二级保

护的有 %’" 种和 ) 类，包含蓝藻 % 种、真菌 & 种、蕨

类植物 %! 种和 ( 类、裸子植物 !+ 种和 ( 类、被子植

物 %’( 种。桫椤科（,-./01.21.1）、蚌壳蕨科（34256
7894.21.1）、水韭属（ :(#&)&(）、水蕨属（8&’2)#0)&’"(）、

苏铁 属（8*,2(）、黄 杉 属（4(&3$#)(362）、红 豆 杉 属

（;253(）、榧属（;#’’&*2）" 类的所有种全部列入《 名

录》，其中由林业主管部门分工管理的植物有 &##
种 + 类。名录选择物种的标准有 ( 个：一是数量极

少、分布范围极窄的濒危种；二是具有重要经济、科

研、文化价值的濒危种和稀有种；三是重要作物的野

生种群和有遗传价值的近缘种；四是有重要经济价

值，因过度开发利用，资源急剧减少的种（ 国家林业

局，&###）。在名录中水杉被列为一级保护植物。

&##% 年 %& 月 &% 日，“ 全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及

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正式启动，标志着我国自然

保护区建设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年 " 月 )
至 * 日在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召开了“首届国际水杉

会议”，对世界水杉的研究进行了交流。会上，殷鸿

福院士等呼吁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水杉原生

种群及其栖息地生境进行保护!，受到社会的关注。

&##& 年湖北省将原利川小河水杉保护点与星斗山

自然保护区合并规划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年 + 月 + 日国务院正式批复湖北省星斗山自然保护

区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将直接投资保护水杉

原生母树及其生境，为水杉的保护开辟了新的道路。

!" 水杉的保护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水杉原生母树分布在 ! 个省市，%’*! 年，湖

北省恩施地区（ 现恩施州）林业局建立利川水杉管

理站。%’*( 年，利川县人民政府在水杉原生母树分

布比较集中的小河设置专职机构，成立“ 利川县水

杉管理站”，这是湖北省建立的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后几易其名，%’"% 年更名为利川市小河水杉母树管

! 殷鸿福，赖旭龙，:1;.<1，=> ?> ，杨洪> &##&> 加强保护水杉原生
栖息地的倡仪书（首届国际水杉会议，武汉中国地质大学，&##& 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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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站，现为“ 利川市水杉母树管理站”，职能就是管

理利川境内的水杉原生母树并从事古水杉的保护和

研究工作（葛继稳等，#%%&，#%%"）。#%&’ 年在湖南

省龙山县发现 ( 株原生水杉母树，其中古水杉 ! 株，

因而 #%") 年湖南省成立了龙山洛塔省级自然保护

区，这是仅为 ! 株水杉原生母树建立的保护区（ 国

家环境保护局自然保护司，#%%!）。

)* 世纪 +* 年代初在四川省（现划归重庆市）石

柱县发现古水杉，#%&) 年调查水杉原生母树 )" 株。

#%%" 年 % 月，重庆市成立了石柱县黄水国家森林公

园，公园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保护黄水镇内分布的

)" 株水杉原生母树。#%"* 年，湖北省成立了湖北林

木种子公司（#%%) 年改名为湖北省林木种苗管理

站），职能之一就是对林木种质资源进行调查和保

护，利川的原生母树保护和种子园建设先后被列为

林业部和湖北省联建林木良种基地。通过多年投

资，水杉得到了一定的保护和发展，)* 世纪 "* 年代

以来每年都有科技人员检查和指导水杉的保护和林

木良种繁育工作。在 "* 年代初，由于造林绿化的需

要和木材市场混乱，水杉种苗奇缺。由于掠夺式的

采种对水杉母树损害严重，#%"’ 年 " 月 #( 日，利川

县政府专门发文保护水杉原生母树，规定了“ 不准

伤根毁树，不准剃枝刮皮，不准用火伤根，不准上草

拴畜，不准随意采种”等五不准原则，同时县政法委

组织公、检、法、司、林五部门在小河进行了历时 ! 个

月的综合治理，对破坏古水杉资源的不法分子进行

了严厉打击（文甲举等，)**#）。据统计，在 #%"# ,
)**) 年的 )) 年中，共惩处破坏水杉原生母树不法

分子 #’# 人次，其中依法拘留了 #+ 人，判刑 #’ 人。

由于水杉母树管理站认真履行职责，有效地保护了

水杉原生母树。在利川市境内以小河为中心的山区

分布着 (&’+ 株水杉原生母树，保存着水杉坝、交椅

台、红砂溪等多个原生水杉群落，保留着大量水杉原

始森林的原生母树根兜和阴沉木。

尽管水杉原生母树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但一直

无长期、固定的经费支持，保护力量还比较薄弱；系

统的调查未能定期进行，管理体制也还没理顺。原

生水杉多分布在贫困山区，缺少专门的保护经费，存

在着人为破坏及病虫危害现象；同时，因原生种群呈

片段化分布，规模小，水杉原生母树衰老，天然更新

困难，很容易走向衰退乃至灭绝。

（)）完成了水杉资源调查，但缺乏连续性，此类

调查最好每 ( 年进行一次；应完成水杉原生母树的

数据库建设（ 包括每一棵树的图像信息资料）。现

存湖北利川境内的水杉原生母树，分布范围涉及 ’
个乡（ 镇），#+ 个管理区，’( 个行政村，共有 (&’+
株，其中胸径 )- * . 以上的有 ’ 株，#- * , )- * . 的

!# 株，*- ( , #- * . 的 (&## 株（#%&’ 年、#%&" 年和

#%"’ 年进行了 ! 次资源普查；#%"" 年补查）。在湖

南省龙山县洛塔乡有 ! 株，胸径分别为 #- #( .、#-
)’ . 和 #- +’ .；在重庆市石柱县有 )" 株，胸径在

*- ( , #- + . 之间。湖北省对水杉原生母树实行挂

牌管理，管理站曾先后 ! 次对水杉原生母树进行普

查：#%&) , #%&’ 年，对全县境内的水杉原生母树进

行了全面摸底调查；#%&" 年，对第一次普查进行了

补充调查；#%") , #%"! 年进行了系统的编号、挂牌、

登记、建档等工作，#%"’ 年完成。至此，水杉原生母

树管理工作基本步入规范化。#%"" 年，在湖北省林

木种质资源普查中又进行了补查，但这些资料仅停

留在调查簿上，没有形成完整的图像及数据库系统。

由于古水杉树体高大，多数生长在沟渠两岸、田

边地角，容易遭受雷击和水蚀。根据 #%"# , )**) 年

的统计，平均每年有近 )/的原生母树遭受雷击和

被大水侵蚀倒毁或死亡，其中包括在小河水杉站门

口著名的八株大树（又称“八仙树”、“水杉的八大金

刚”）。针对水杉原生母树易受滑坡、雷击、强风等

自然灾害危害的特点，管理站采取了筑保护坎、安装

避雷针等措施，成功地保护了水杉原生母树。利川

市水杉母树管理站建站以来，共修筑保护坎 ’( 处，

筑坎 !’** .，直接保护了 ’)! 株原生母树，同时给

谋道溪 # 号原生母树（模式标本树）、小河路碑坝 )
号原生母树安装了避雷针。

水杉为当地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 , )**) 年利川共产水杉种子 )* *** 01，

培育水杉实生苗 ( 亿株，培育扦插苗 ) 亿株。

（!）人口增长和环境恶化是水杉保护的压力。

在湖北利川，有超过 #* 万人生活在水杉的周围。从

"* 年代开始，当地政府推广以煤代柴，保护森林资

源，但由于当地所产煤中的含硫量较高，分布在农舍

周围的水杉原生母树受到严重污染。目前，已有 "
株古水杉树被煤烟污染致死，另外还有一些生长衰

减、种子产量减少。水杉原生母树大多零星分布在

村民房舍四周、沟渠两岸、田边地角，距农舍 )* . 以

内的有 )"&* 株，( . 以内的有 +*( 株，) . 以内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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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株，有 & 株被包围在民房中间。

病虫害的发生同样危害水杉原生母树。自 #’
世纪 (’ 年代以来在利川市发现水杉色卷蛾（./#’"(0
)#-&1’2 3&)2(&41#"2,#52）危害水杉，由于古水杉树体

高大，给防治工作带来很大难度。虽然利川市水杉

母树管理站每年都采取了防治措施，但没有得到彻

底根治，"’ 年代以来 %’)左右的水杉原生母树遭受

色卷蛾危害。

（&）经费不足是长期的问题。在 #’ 世纪 (’ 年

代以前，湖北省水杉的保护经费主要来自当地群众

和地方财政。自 (’ 年代以来，水杉保护的实际经费

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利川的地方投入，主要靠

利川市财政和利川市林业局给予差额预算和少量经

费补贴；二是国家种苗基建投入。利川市水杉母树

管理站目前仅有 & 名管理人员，人员和资金的严重

匮乏，使保护工作无法全面开展，管理逐步弱化。因

此不但要有专门的投资，并且关键在于各级行政管

理部门把国家和地方的每一笔投资不折不扣地落实

到水杉的管理和保护上。

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还有水杉原生母树所有权

属村民集体，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集体将古

水杉分给农户管理，多年来一直沿袭古水杉树保护

是国家的事，而原生母树所创收益主要归农户所有

的管理体制。重新认识乡村生态系统在国家珍稀动

植物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地位，处理好保护和

发展的关系，仍将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强化科学研究，搞好水杉种子生产，推动水

杉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利川市水杉母树管理站建

站后，曾先后与湖北省林木种苗管理站、湖北省林科

所（院）、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地质古生物

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对水杉的生活习性、育苗、造林技

术、生存环境、遗传特性、水杉色卷蛾防治等进行了

研究。在中国林木种子公司（现国家林业局国营林

场和林木种苗管理总站）等单位的支持下，建立了

+, +( -.# 水杉无性系种子园，目前园内的母树已经

结实。为加强水杉原生母树虫害防治，%/"# 0 %/"!
年利川水杉母树管理站与湖北省林业科学研究所合

作，对水杉色卷蛾的生活史等进行了系统地观察和

研究，探索出了有效的防治方法，现已推广应用。

!" 水杉的保护措施

（%）要建立高效的管理体制和机制。要有专门

的机构、人员、经费，机构的设置和功能、经费以及人

员的素质要满足水杉保护和发展的需要。除国家和

省级单位外，从 *’ 年代开始，在恩施州和利川市也

有一批林业科技人员从事水杉的调查研究和保护工

作，做了大量的宣传和基础工作，如陈覃清（ 后调往

深圳市仙湖植物园）、张卜阳（后调往湖南省常德市

林业局）、张丰云、陈新兴（ 后调往福建省南平市林

业局）、范前炎等，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努力工作，

为全国和世界开展水杉研究及水杉的保护奠定了一

定基础。

鉴于国家级星斗山自然保护区的特殊性，可考

虑建立国家水杉森林公园，借鉴美国红杉森林公园

所采取的一些保护办法，将保护区与森林公园的建

设相结合，在保护水杉的同时，促进当地经济的发

展。水杉分布区是当地居民的集中居民区，有 %’ 万

多人从事生产活动，给保护区内的自然资源造成极

大的压力和威胁，可进行适当的扶贫搬迁和实施退

耕还林等，通过争取国家、省、州各级政府的支持，彻

底消除隐患，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式。当然水杉

的保护有其特殊性，改革管理体制，将水杉原生母树

所有权收归国家，让农户承包管护，国家给予适当补

助，也是可以考虑的办法。要按照“ 全国野生动植

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的要求，将湖北省

国家级星斗山自然保护区的建设真正落到实处。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建设是我国水杉保护和发展中的

里程碑事件，各级行政管理部门一定要高度重视，依

法建立和管理自然保护区，必须依照建设方案进行

建设，加强监督，保证质量，实现保护世界著名原产

地的水杉原生母树及其生态环境的目的。

（#）加强落实对水杉原生母树保护的法律程

序，做到依法保护，尤其是加大对水杉原生母树生境

的保护力度，强化水杉的档案管理。水杉所处的武

陵山区物种极为丰富，有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条件和

必要。当地政府要在加强宣传教育国家的有关法规

的同时，重点做好贯彻和落实，加强对水杉原生母树

和种群以及栖息地生境的保护，减少不利于水杉保

护的人为活动，改善水杉母树生境，同时提高天然水

杉分布区内居民、社区自主参与水杉保护的意识，建

立符合实际的乡规民约来推动水杉的保护。当地政

府也可制定地方性保护水杉的法规，在积极争取国

家和其他投入的同时，加大地方财政对水杉原生母

树保护的投入，确保事业经费、管理经费和一些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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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研经费及建设所需资金能及时到位。对全国各

地引种栽培的水杉也应分阶段和对一些重要地区进

行必要的保护，以备后人为可持续发展研究之用。

笔者多年调查发现，水杉为重要的湿地树种，在湖南

洞庭湖、江西鄱阳湖、湖北武汉东湖、南湖、沉湖、黄

梅龙感湖等周围都生长着大片的水杉林，由于树体

高大，夏季枝叶浓密，冬季落叶透光，成为一些重要

的鸟类如由于树体高大，夏季枝叶浓密，冬季落叶、

透光，成 为 一 些 重 要 的 鸟 类 如 白 鹳（!"#$%"& #"#$’
%"&）、黑鹳（!( %")*&）、灰鹤（+*,- )*,-）、鸬鹚（./&’
0&#*$#$*&1 #&*2$）等的良好栖息地，水杉林已成为这

些地区生物多样性的载体和鸟类栖息地。但由于自

$% 年代以来，长江流域一些地方如湖北、湖南、江

苏、浙江等省大量砍伐 &% 年代以来栽培的水杉，很

多地方的水杉被杨树（.$3,0,- ’(() ）替代，一些地方

已很难看到原来的水杉美景。现在古树是历史留给

我们的宝贵物质财富和文化遗产，未来的古树应该

是我们留给未来的宝贵物质财富和文化遗产，应该

有这样的意识。

（!）加强对水杉原生母树的基因收集与保存，

将水杉研究与水杉保护紧密结合起来，利用科学技

术来推动水杉保护与发展。水杉林分结构简单，存

在人为干扰、破坏及病虫害危害现象；生境恶化，抵

御自然灾害能力差；原生种群呈片段分布，规模小；

水杉原生母树衰老，天然更新困难，很容易走向衰退

乃至灭绝。李晓东等（*%%!）通过对水杉 & 个孑遗

居群和 * 个人工栽培居群研究结果，发现水杉自然

居群在分子水平上的多样性水平为中等。因此，对

水杉原生母树基因进行全面收集保护已十分必要，

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建立 +% 处水杉原生母树基因保

存林。这一建议是在 *% 世纪 $% 年代初提出的，已

经过去 +% 年（ 王希群等，*%%*）。水杉原生母树仅

分布在鄂西、湘西、渝东所形成的三角形极为狭窄的

分布区内，方圆在近 +%%% ,-* 以内，并且数量有限，

"% 年代初仅有 ./// 株，现存的约有 ./0% 株，&0)
.!1的水杉原生母树已正常结实，并且水杉是最容

易扦插繁殖的针叶树种，这使对水杉原生母树基因

进行全部异地保存变得十分容易，又十分可行。因

此建议由国家一级的行政管理、科研、教学或者学会

主持，湖北、湖南、重庆、陕西、北京、辽宁、山东、浙

江、海南林木种苗站或林业科研院（所）以及台湾林

学会参加，在以上省（市、区）每地建立 +% 2-* 水杉

原生母树基因保护林，对原生母树逐株通过有性或

无性繁殖，每株每地保存 ! 株，其基因包含了所有原

产地的水杉原生母树，地点可选建在各地的自然保

护区或森林公园内，这 +% 省（ 市、区）是根据自然地

理区划以及水杉在各地生长表现状况而选定的。建

议由国家林业局安排专项经费来支持这一事业，由

一个专门的机构（国家林业局国营林场和林木种苗

管理总站、中国林学会、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北京

林业大学或者南京林业大学）来具体负责有关建

设，+% 处水杉原生母树基因林建设，不但对开展水

杉科研和生产、扩大和合理利用水杉资源，而且对促

进科技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0）要加强科学研究工作。自 +$0/ 年以来，水

杉已在我国以及亚洲、欧洲、大洋洲、非洲、北美洲、

南美洲六大洲的 .! 个国家引种和得到迁地保护，已

成为一些国家重要的植物研究材料和著名的风景观

赏树种和造林绿化树种，这为开展国际合作提供了

重要的基础。自然保护的事业是人类共同的事业，

我国进行自然保护的部门和单位很多，这是一项有

利于这一事业发展的好事，重要的是要积极协调环

境、林业、科学院以及其他教育科研单位的关系，发

挥各自的主动性、优势以及创造性，把水杉以及其栖

息环境内的珍稀植物的整个多样性保护列为国家研

究和建设项目，郭保香等（+$$/）统计，仅在利川采

集的木本植物的模式标本就有 +. 种，因此要运用现

代恢复生态学手段，实施水杉原生种群及其栖息地

生境保护和恢复，促进国际和国内合作，开展国内外

水杉研究的协作与学术交流，把保护的工作落到保

护的区域、保护的对象上，加强在这一领域的分工协

作，共同促进水杉以及我国整个自然资源的保护和

利用，国家级湖北省星斗山自然保护区的水杉保护

核心区也为当地居民集中居住区，这在世界自然保

护区建设上都是特例，在建设和管理方式上值得认

真研究，如将水杉保护区的建设与国家水杉森林公

园的建设相结合，开拓一条像水杉这样一个在人们

居住区保护和发展珍稀濒危植物的一条新路子，使

水杉原生母树及其生存环境得到全方位保护。

!" 小结

从我国历次重点保护植物和树种的确定结果表

明，水杉原生种作为一级保护植物是不可动摇的，并

且水杉也受到世界关注。我国在水杉保护方面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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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大成就和实际效果，但存在的问题同样不可忽

视。因此，要对这一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唯一的水杉

原生种群（ 包括利川、石柱、龙山）及其栖息地生境

进行全面的保护，必要时要组织专家进行全面的考

察和研究，提出保护和发展对策。针对目前的情况，

一要继续加强对水杉原生母树保护，保护水杉原生

母树要有长远规划，将湖北省国家级星斗山自然保

护区建设真正落到实处，加强建设的监督，保证建设

质量，实现保护世界著名原产地的水杉原生母树及

其生态环境的目的，要把有关涉及水杉保护的法规

和措施落到实处，机构的设置和功能要适应水杉原

生母树保护和水杉发展的要求，人员的素质和经费

要能支持水杉原生母树保护保护和发展的需要；二

要建立基因保存林，对现有水杉原生母树基因进行

全面保存，以满足未来林业发展的要求和需要，加强

对一些重要湖区周围的水杉林的保护，为这些地区

生物多样性提供载体和鸟类栖息地；三是积极协调

环境、林业、科学院以及其他教育科研单位的关系，

加强在这一领域的分工协作，共同促进水杉以及我

国整个自然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

参考文献

’()*+ ,- .- / 陈 建 礼 0 - %11"- ./& +,"&-)"0", 1#-23&-) — 4
+,5- #0 )/& 637#’)5-) +,"&-)"0", 5-$ .&,/-",58 4,/"&%&3&-)(
"- )/& &2 9&-)2’"&( / 科学的丰碑———&2 世纪重大科技成

就纵览 0 - 3(4*56*7 389)*8) 4*5 :)8(*6;67< =>)??+
,9@*4*+ &&1 A &!%- / 9* ’(9*)?)0

’()*+ :- B- / 陈俊愉0 + C(4*7+ ’- ,- / 张春静0 4*5 ’(4*7+ ,-
/ 张洁0 - %1DE- FGH)>9I)*J? 6K 488;9I4J9L9*7 I)J4?)MN694-
O*P :’#,&&$"-;( #0 :85-) 6-)’#$2,)"#- 5-$ 4,,8"35)"<5)"#-
/ 植物引种与驯化论文集0 + %2& A %%%- / 9* ’(9*)?)0

’()*+ Q- C- / 陈万章0 - %1"!- :() 7>6RJ( 89>8NI?J4*8) 4*5 9J?
5)S);6HI)*J H6J)*J94; 6K I)J4?)MN694 4;6*7 J() ?)4 K6>);4*5
9* ,94*7?N =>6S9*8)- ="5-;(2 >#’&()’* 5-$ .&,/-#8#;*/ 江苏

林业科技0 + / %0 P !! A !D- / 9* ’(9*)?)0
’()*7+ Q- ’- / 郑万钧0 - %1"#- T)J4?)MN694—J() ;9S9*7 K6??9;

;)KJ U)K6>) D2 I9;;96* <)4>? / R>9JJ)* 6* &E T4>8(+ %1#"0 -
:85-)( / 植物杂志0 + / #0 P #& A #!- / 9* ’(9*)?)0

’(9*4 V6>)?J>< T9*9?J></ 中国林业部0 - %1"W X %11!- 9/"-5 >#’?
&()’* @&5’A##B / 中国林业年鉴0 / %1#1 A %1"D0 X / %11&0 -
’(9*4 V6>)?J>< =NU;9?(9*7 Y6N?)+ Z)9[9*7- / 9* ’(9*)?)0

VN+ .- \- / 傅立国0 - %1"1- 9/"-5 C5’& 5-$ D-$5-;&’&$ :85-)(
/ 中国珍稀濒危植物0 - 3(4*7(49 F5N84J96* =>)??+ 3(4*7]
(49- / 9* ’(9*)?)0

VN+ .- \- / 傅立国0 - %11&- 9/"-5 :85-) C&$ E5)5 !##B F C5’&

5-$ D-$5-;&’&$ :85-)( / ^6;- %0 / 中国植物红皮书———稀

有濒危植物0 - 389)*8) =>)??+ Z)9[9*7- / 9* ’(9*)?)0
_)+ ,- Q- / 葛继稳0 + Q4*7+ ‘- a- / 王希群0 4*5 QN+ ,- a-

/ 吴金清0 - %11W- :() ?H)89)? 59S)>?9J< 4*5 7)67>4H(984;
59?J>9UNJ96* 6K J() >4>) )GJ9*8J96*]S)>7)5 4*5 H>6J)8J]*))5)5
R9;5 H;4*J? 9* YNU)9 =>6S9*8)- G2A&" >#’&()’* 5-$ .&,/-#8?
#;*/ 湖北林业科技0 + / %0 P % A E- / 9* ’(9*)?)0

_)+ ,- Q- / 葛继稳0 + C(4*7+ b- ’- / 张德春0 + Q4*7+ ‘- a-
/ 王希群0 + a9N+ Z- Q- / 邱本旺 0 4*5 .)9+ B- / 雷耘 0 -
%11"- FS4;N4J96* 4*5 H>6H6?4; J6 "- (")2 86*?)>S4J96* 6K
?H)89)? 59S)>?9J< 6K J() H>)896N?+ >4>) 4*5 )*54*7)>)5 R9;5
H;4*J? 9* YNU)9- G2A&" >#’&()’* 5-$ .&,/-#8#;* / 湖北林业

科技0 + / &0 P D A %%- / 9* ’(9*)?)0
_N6+ Z- ‘- / 郭保香0 + a9N+ Z- Q- / 邱本旺0 + Q4*7+ ‘- a-

/ 王希群0 4*5 _)+ ,- Q- / 葛继稳0 - %11W- 3JN5< 6* (6;6]
J<H) G<;6H(<J4 4? H>65N89*7 H;48) 6K YNU)9 =>6S9*8)- G2A&"
>#’&()’* 5-$ .&,/-#8#;*/ 湖北林业科技0 + / &0 P % A 1- / 9*
’(9*)?)0

YN+ Y- Y- %1#W- 3)MN694 6K Q)?J)>* cI)>984 4*5 I)J4?)MN694
6K Q4*(?9)*+ 3L)8(R4*- HA(&’%5)"#- / 观察0 + !P %2 A %%-

YN+ Y- Y- / 胡先骕0 4*5 ’()*7+ Q- ’- / 郑万钧0 - %1#"- d*
J() *)R K4I9;< T)J4?)MN948)4) 4*5 6* 1&)5(&I2#"5 ;8*7?
)#()’#A#"$&(+ 4 ;9S9*7 ?H)89)? 6K J() 7)*N? 1&)5(&I2#"5
K6N*5 9* 3L)8(N4* 4*5 YNH)*- !288&)"- #0 )/& >5- 1&3#’"?
58 6-()")2)& #0 !"#8#;* / 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0 + "P %E! A
%D%- / 9* ’(9*)?) R9J( F*7;9?( 4U?J>48J0

,94*7+ B- .- / 蒋延玲0 4*5 C(6N+ _- 3- / 周广胜0 - %111- F?J9]
I4J96* 6K )86?<?J)I ?)>S98)? 6K I4[6> K6>)?J? 9* ’(9*4- 4,)5
:/*)#&,#8#;",5 +"-",5 / 植物生态学报 0 + !#P #&D A #!&-
/ 9* ’(9*)?) R9J( F*7;9?( 4U?J>48J0

,9*+ ,- T- / 金鉴明0 + Q4*7+ .- a- / 王礼嫱0 4*5 ‘N)+ b- B-
/ 薛达元0 - %11%- ./& J5)2’58 :’#)&,)"#- H2)8"-& / 自然保

护概论0 - ’(9*4 F*S9>6*I)*J 389)*8) =>)??+ Z)9[9*7- / 9*
’(9*)?)0

.9+ ‘- b- / 李晓东0 + YN4*7+ Y- Q- / 黄宏文0 4*5 .9+ ,- a-
/ 李建强0 - &22!- _)*)J98 59S)>?9J< 6K >);98J H;4*J 1&)5(&?
I2#"5 ;8*7)#()’#A#$"&(K !"#$"%&’(")* +,"&-,& / 生物多样性0 +
""P %22 A %2"- / 9* ’(9*)?) R9J( F*7;9?( 4U?J>48J0

.9N+ ‘- .- / 刘学礼0 - %11#- c 7>)4J I4?J)> 6K U6J4*<—J() I)]
I6>94; 6K YN Y?)*]Y?N Z9>J(54< 6K %22 c**9S)>?4><- D-,*?
,8#7&$", L-#M8&$;& / 百科知识0 + / #0 P #D A #"- / 9* ’(9]
*)?)0

.N+ B- ‘- / 路甬祥0 - &22&- :() H>)K48) 6K ’(9*4 389)*8) ’4*]
6* 6K J() &2 8)*JN>9)?- O*P 3(9+ B- ’- / 石元春0 - 9/"-5
+,"&-,& 95-#- #0 &2 9&-)2’"&( / &2 世纪学术大典0 / c7>9]
8N;JN>) 389)*8)0 + VN[94* F5N84J96* =>)??+ VNL(6N+ % A W-
/ 9* ’(9*)?)0

e4J96*4; F*S9>6*I)*J =>6J)8J96* c5I9*9?J>4J96* / 国家环境保护

局0 4*5 O*?J9JNJ) 6K Z6J4*<+ ’(9*)?) c845)I< 6K 389)*8)?



! 期 王希群等：水杉的保护历程和存在的问题 !"#$$

%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 ()"*’ !"#$% &%’( %$) *$+
)%$,(’() -’./(0/#1( -2%$/ 3#4/4 % 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

名录& ’ +,-./,. 01.223 4.-5-/6’ % -/ 78-/.2.&
9:;<1:= 01>;.,;-?. @.A:1;B./; >C 9:;->/:= D/?-1>/B./; 01>;.,E

;->/ FGB-/-2;1:;->/ % 国 家 环 境 保 护 局 自 然 保 护 司 & ’
())!’ 5 3#4/ .6 7%/8’( &(4(’1(4 .6 !"#$% % 自然保护区名

录& ’ 78-/: D/?-1>/B./; +,-./,. 01.223 4.-5-/6’ % -/ 78-E
/.2.&

+;:;. H>1.2;1I FGB-/-2;1:;->/% 国家林业局& ’ JKKK’ !"#$% 9.’+
(4/’: ;(%’<..=% 中国林业年鉴& % ())) L JKKK& ’ 78-/: H>1E
.2;1I 0<M=-28-/6 N><2.3 4.-5-/6’ % -/ 78-/.2.&

+-3 O’ % 斯金& ’ ()"P’ Q8. C>1.2;1I 2,-./;-2;—01>C.22>1 78./6
R:/E78</’ -2%$/4 % 植物杂志& 3 % P& S !) T P(3 P!’ % -/
78-/.2.&

R:/63 7’ 7’ % 王其超& ’ ()U#’ F/ -/?.2;-6:;->/ >/ ;8. 2.=.,E
;->/ >C >1/:B./;:= ;1..2 -/ R<8:/’ 50/% >.’/#082/8’%2#% ?#$+
#0% % 园艺学报& 3 !S )( T (KK’ % -/ 78-/.2.&

R:/63 7’ 0’ % 王秋圃& ’ ()#K’ V.A>1; >C ;8. C-12; ;-B. M1..G-/6
>C B.;:2.W<>-: :; X<28:/’ @822(/#$ .6 ?0#($0( %$) A(0"$.2.+

,: % 科学通报& 3 "S P(’ % -/ 78-/.2.&
R:/63 7’ 0’ % 王秋圃& :/G 78./3 Y’ Q’ % 陈贤祯& ’ ()#"’ F

M1-.C :,,></; >/ ,<;;-/6 ;.2; >C 2>B. -BA>1;:/; ;1..2 :/G
281<M2 B:G. -/ 78</628:/ Z.B>1-:= 9:/[-/6 4>;:/-,:=
\:1G./’ ?0#($/#% ?#21%( ?#$#0%( % 林 业 科 学 & 3 !S J)J T
!K*’ % -/ 78-/.2. ]-;8 D/6=-28 :M2;1:,;&

R:/63 ^’ _’ % 王希群& :/G \<>3 4’ ^’ % 郭保香& ’ JKKJ’ +<6E
6.2;->/ >/ ;8. A1>;.,;->/ :/G ;8. 2;<GI >C B(/%4(C8.#% ,2:D+
/.4/’.<.#)(4E >8<(# 9.’(4/’: %$) A(0"$.2.,: % 湖北林业科

技& 3 % (& S J* T J)’ % -/ 78-/.2.&
R:/63 Y’ 7’ % 汪振儒& :/G Q</63 +’ O’ % 董世仁& ’ ()P)’ ‘ME

2.?:;->/2 >/ 2..G 6.1B-/:;->/ :/G 2..G=-/6 G.?.=>AB./; >C
B(/%4(C8.#% ,2:D/.4/’.<.#)(4 N< a 78./6’ !"#$(4( F.8’$%2
.6 5,’#082/8’( % 中国农业科学& 3 "% (& S "( T )J’ &

R./3 O’ O’ % 文甲举& 3 R<3 4’ % 吴彬& :/G H:/3 +’ N’ % 范深

厚& ’ JKK(’ Q8. A1.2./; 2-;<:;->/2 :/G .b-2;./; A1>M=.B2 >C
;8. B.;:2.W<>-: >1-6-/:= /:;<1:= B>;8.1E;1..2 A1>;.,;->/
]>1[’ 9.’(4/ ?0#($0( %$) A(0"$.2.,: % 林业科技通讯& 3
% !& S !K T !(’ % -/ 78-/.2.&

（责任编辑：时意专）

《 植物学通报》即将改版

《植物学通报》第五届编辑委员会于 JKKP 年 J 月 J" 日正式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把《 植物学通报》定位为

以灵活的形式及时全面地报道我国植物生命科学各分支学科创造性研究成果的学术期刊，力争成为国内植物学领域最重要

的中文学术期刊之一。为落实以上决定，近期本刊特推出一系列改版措施，具体如下：

(’ 封面重新设计，为彩色封面，每期从所登论文中遴选一幅彩色插图作为封面照片，希望作者踊跃提供照片。

J’ 增设“学术论坛”栏目，先在生态学和系统进化两个领域作试点，发表不同学术观点的文章。

!’ 降低综述文章的刊登比例，增加研究论文的数量，并将原研究简报栏目扩充为简报和快讯栏目。

P’ 刊登商业广告、重点实验室介绍、人才招聘信息和新书介绍等。欢迎有合作意向者与编辑部联系。

在此，编辑部诚挚地感谢读者、作者和审者对我刊的关心和帮助，期望今后继续予以支持。

《植物学通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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