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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综合多学科的信息，特别侧重于21世纪以来的学科新发展。
该书集分类学的经典理论与近来的分子分类学、分支分类学和植物的计算机鉴别等于一体。
特别注重植物命名、鉴定、分子分类学和被子植物系统发育等方面的知识，解释了系统发育、数量分
类和分支分类学所涉及的一些复杂概念，从而使读者可以对这些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各研究领域进
行比较。
在阐述这些方法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关于鉴定、娄量会类和分支分类等方法的解释过程中，力图使用
同一个研究问题作为范例。
本书还对被子植物主要科进行了讨论，特别是那些具有特殊系统位置的类群。
本书最后一章提供了植物分类及系统学相关的国际性网站，扩大了读者接受信处的能力。
本书对植物学、农业、园林等专业学习植物分类学和植物系统学的本科生、研究生和相关研究人员有
很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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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古尔恰兰·辛格博士是一位实践型分类学家，他在西北部喜马拉雅地区的植物区系和植物群落地理学
以及命名问题等方面有广泛的研究。
他有近35年的分类学、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的教学经历，目前从教于印度新德里大学的Sri Guru Tech
Bahadur Khalsa学院。
他发表有近40篇研究论文，其中包括许多新种和名称变化问题的阐述；此外，他还编写有七本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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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分类学和系统分类学　　1.1　系统分类学的基本组成　　各种各样的系统分类学研究都
归结为一个目标，即建立一个理想的分类系统，这需要鉴定、描述、命名以及确立亲缘关系。
这样把信息更好地组织起来以便不同领域的工作者利用，以研究不同植物的结构和功能。
　　1.1.1　鉴定　　鉴定就是用已知的分类群辨认未知的标本并确定它在现存分类等级中的正确位置
。
在实际生活中就是给未知标本命名。
这可以通过访问标本室，把未知的标本与储藏在标本室中的已正式鉴定的标本相比较来实现。
如果实在不行，标本可以送到该领域的专门机构，请专家来帮忙鉴定。
　　在鉴定过程中还可以利用植物志、专著、手册以及图解等相关文献。
当通过一种方法将未知的标本暂时鉴定出来后，还要通过与文献中这个分类群的详细描述相比较来进
一步证实。
　　近几年越来越常用的方法是将植物或植物的一部分拍照，将照片传至网上，咨询相关的专家，而
这些专家通过看网上的这些照片把他们的意见发送给询问者。
这样同行之间就可以在鉴定上高效率地相互帮助。
　　1.1.2　描述　　分类群的描述是通过记录植物的特征状态而将植物的特征列出来。
简短的描述只包括那些分类学特征，而这些特征有助于将相近的分类群分开，这就形成了特征简介，
而这些特征就叫做检索特征。
一个分类群的检索特征确定了它的界限。
描述要用一定的模式来记录（习性、茎、叶、花、萼片、花瓣、雄蕊、心皮和果实等）。
对于每一特征，要列出它的特征属性。
花的颜色可以是红的、黄的、白的等。
要用半技术性的语言，用特殊的术语来描述每一特征，这样便于文献数据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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