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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植物园（第13期）》内容主要包括：21世纪的中国植物园、与时俱进的植物园建园理念、
武汉春、秋季的梅根际丛枝菌根真菌群落变化的研究、植物迁地保护及遗传资源富集中的遗传学和生
态学风险、中国第一个现代植物标本室和第一部地方植物志、中生代孑遗植物水松种群遗传多样性
的IssR分析、rolB-pttGA20ox双价基因对毛白杨的转化和表达、台湾的植物园及其启示、溪头银杏林叶
候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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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中国植物园与时俱进的植物园建园理念武汉春、秋季的梅根际丛枝菌根真菌群落变化的研究
植物迁地保护及遗传资源富集中的遗传学和生态学风险中国第一个现代植物标本室和第一部地方植物
志中生代子遗植物水松种群遗传多样性的ISSR分析rolB-pttGA20ax双价基因对毛白杨的转化和表达台湾
的植物园及其启示溪头银杏林叶候之研究厦门地区滨海植物丛枝菌根侵染的研究沙拐枣种质资源圃信
息管理系统的初步建立杭州植物园植物多样性保护研究台大实验林溪头自然教育园区之蝶相暨寄主植
物之调查研究四季花展，打造合肥植物园科普游名片“里应外合”拓展植物园科普旅游空间——以南
京中山植物园为例台大实验林溪头自然教育园区竹类标本园的现况与展望山地公园植物景观规划设计
济南植物园生态景观区规划建设引种园阴生植物区的植物配置仙人掌及多浆植物室内装饰及应用昆明
地区乡土观赏灌木选择与推广应用江苏省野生药食兼用地被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及对策陕南秦巴山区
野生常绿阔叶植物资源及其园林利用价值中国蕨属植物的资源分布及保护利用北京地区2009～2010年
园林树木冻害分析及生长恢复对策济南常绿阔叶树冻害主要影响因子研究美洲朴在黑龙江引种栽培与
应用研究珍稀树种金钱松（Pseudolarix amabilis）的引种栽培赣南树木园引种珍稀树种调查精细化管理
提升植物园整体效益台湾产八角茴香属叶子精油之抗病媒蚊幼虫活性月季变叶病研究进展及发生情况
初步调查3种室内植物对挥发性甲醛气体的吸收能力及生理响应南五味子的种子育苗研究福建山樱花
种子萌发试验研究西安地区引进睡莲品种观赏性评价及优良品种筛选朱顶红的花芽分化和发育研究云
南山茶花嫁接快速繁殖的理论与操作技术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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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文所论述的中心是每个植物园都应有的科学内容的底线。
科学内容多种多样，其中物种保护，尤其是迁地保护，是所有植物园不可或缺的内容。
植物园从20世纪末以来被倍加重视，其原因就是植物园在保护植物方面的功能。
在过去的30余年里，学术界对植物保护途径的认识，也有重要而明显的变化，那就是越来越注意迁地
保护的作用与意义。
就大多数植物园而言，植物园引种栽培的并具有科学记录的活植物收集是植物园独特的、基本的物种
保护内容。
所有收集植物的科学意义都要靠科学记录来体现。
没有科学记录的植物，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说，不具有物种保护意义。
所以保证活植物收集的科学性和赋予它们保护性意义就全赖良好的记录。
　　2.3 坚持迁地保护植物的编目及信息管理　　我国植物园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对此给予关注
，1965年全国植物引种驯化会议（庐山）上，作为对全国植物园的倡议与号召，提出了活植物收集材
料的“六有”。
但各种因素的干扰未能取得很好的成效。
198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此给予了第一个面上项目的支持。
1990年在项目总结的基础上举办了全国性的学习班，并邀请了国际植物园界公认的专家，包括BG
：Base的创建者和20世纪80年代末对美国阿诺德树木园活植物记录核查的主要科学家。
而后我国的许多植物园都开展了这项工作。
但是这项工作总是起起伏伏，在标准化、统一性、持续性上达不到应有的水平。
时至今日，就在华南植物园主持的《植物园迁地保护植物编目及信息标准化》项目启动时，有些植物
园的纪录还是相当不完整的。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为此付出了至少50年的光阴，但我国植物园或植物信息系统还是
相当薄弱的。
所以，设想要求全国绝大多数植物园都有良好的记录，需要再付出的时间也不会是很少的。
其主要原因是对其重要性认识不足，似乎可有可无。
对此，应十分肯定地明确：作为植物园，这是一定要有的。
　　2.4有计划地开展重点对象的迁地保护　　物种保护的工作内容丰富，各植物园当然都只能就自己
的可能有选择地开展。
但是对于大都数的植物园而言，除了那些每个收集号的个体数很少的活植物收集外，有计划地对几个
或一定数量的本地植物开展迁地保护也是完全可能与必要的。
对选定的迁地保护对象进行野外调查，按获取最高遗传多样性的原则取样，逐年继续调查和补充取样
，以建立迁地保护种群，并在园内继续跟踪观察其动态，就有可能做出很好的迁地保护范例。
这样做每个植物园的工作量不大，但就一个植物园网而言，却可形成很可观的项目。
　　2.5关于植物学的基础研究　　对于研究系统的大型综合性植物园，这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对于大多数其它植物园而言，则应该是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无须强求。
尤其是我国植物科学的科研体系，从它的形成过程和现有的格局，都与西方有明显的不同。
在欧洲，16-17世纪就有了一批，而不是几个，植物园，17世纪引种到欧洲的植物已使欧洲人眼花缭乱
，18世纪产生了植物命名的双名法，这个奠定植物分类学的里程碑。
这似乎告诉我们：分类学是孕育在植物园里的，研究所是产生在植物园里的；再看我国的情况，植物
园的形成是随现代植物学的引人中国而建立的，同时建立的还有研究院、所。
研究的力量往往主要在研究所，植物园也往往是从属于研究所。
历史和现实使基础研究的重任落到了我国植物研究机构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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