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 5月 

第 2O卷 第 2期 

中央 民族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Journal of MUC(Natural Sciences Edition) 

May，2011 

V01．20 No．2 

中国民族植物学研究三十年概述与未来展望 

裴盛基 
(中国科 学院 昆明植物研究所 ，云南 昆明 650204) 

摘 要 ： 民族植 物学(Ethnobotany)1896年诞生 于美 国 ，1982年引入我 国，经过 三十年不断努力 ，中 国民族 植 

物学 已经形成 了 自己的研究 理论体系 、内容 和方 法 ，在植 物资源 可持续利 用、生 物多样性 保护 、文化多样 性保 

护和社 区发展等领域 ，取得一些研究进展 和若 干成果．本文在针对民族植物学的产生与发展背 景进行简 述的 

基础上 ，对我国民族植物学的学科建设 与理论创 新发展和研究 进展与成 果进行 了概括性论 述 ；并提 出我 国民 

族植物学未来发展 的五个 主要 方面以供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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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民族植物学诞生于 1896年 ，由美 国植物学家哈什伯杰 (John Harshberger)创立．民族植物学形成于 

西方工业化蓬勃发展时期，工业发展对植物资源的广泛需求和农业产业化发展对植物遗传资源的不断 

需求，推动了民族植物学的迅速发展 ；二十世纪后半叶 ，世界工业化进程和全球经济化发展加快 ，资源与 

生态危机不断加深 ，全世界共同关注生态环境保护与生物资源 的可持续性 ，民族植物学进入了一个新的 

发展时期 ，即在全球范围内维护生物多样性与文化 多样性的共存 ，实现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社会 

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服务的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起步较晚，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初期，至今已有三十年的历史．民族植物学在我 国的发展正值改革开放初期 ，农业发展 面临由传统生计 

农业向高效农业发展的转型时期 ；工业全面发展提速 ，对植物资源有着广泛 的需求 ，为民族植物学的发 

展提供了历史的机遇和丰富的内容． 

中国是世界上植物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之一 ，植物物种多样性高达 37，500种，其中为我 国各民族 

人民传统利用的植物就有两万种之多，仅药用植物一项就有 11，146种 ；我国的民族文化多样性丰富程 

度著称于世 ，五十六个民族认 同于统一的“多元一体文化”一个 国家之 中，中华各 民族 自古以农业立 国， 

五千文明创造 了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在世界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各族 劳动人 民利用各种植物作衣代 

粮 ，防病治病 ，建筑家园，发展工业 ，美化环境 ，保护生态并与世界各国进行交流和贸易互惠，不但历史悠 

久 ，而且对相关传统知识代代相传 ，通过文传 口承形式保存至今 日，是我 国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 ，也是世 

界上保存完好 ，民族文化历史发展从未中断过的极少数古老文明国度之一 ，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 

要的贡献 ，因此，在某种意义讲 ，民族植物学之根早 已深植于中华各民族五千年的文化之中，为现代民族 

植物学发展提供 了广阔天地和肥沃的土壤．在近代科学发展过程中，自十七世纪后期 ，西方 国家不断派 

遣植物、动物、农业、园艺、人类学和考古学等领域的大批专家 、学者、探险家和探宝者前来中国，足迹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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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全国各省区，进行大量调查，采集植物和重要遗传资源，大量收集民族学、考古学信息资料和样本，不 

仅填补了若干科学领域空白，还丰富了西方国家的资源和科学技术内容．长期以来，我国对这些领域的 

科考科研工作一直相当薄弱 ，迟迟未能觉醒对我国自身丰富的战略植物资源、重要农业遗传资源和丰富 

的民族文化资源的重要性的认识，研究和保护工作相当落后 ，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民族 

植物学在中国的发展将有助于我国学者了解和认识我国各民族丰富的植物学知识和植物资源的开发与 

保护的历史和现状 ，打破并将有望彻底结束长期以来一直是“先进的西方人研究落后 的非西方人 ”的民 

族植物学学科发展历史． 

1 学科建设与理论创新发展 

民族植物学的学科定义经历了“对土著利用 的植物进行调查编 目和描述”到“研究人与植物相互作 

用过程及其对环 境 的影 响”的发 展．在研究方 法方 面经 历 了三个 阶段 ，即：“描述 阶段 (Deseriptive 

Stage)”；“解释阶段(Explanation Stage)”和“应用阶段 (Applied Stage)”的发展 ；近期发展形成到“应用 

民族植物学 (Applied Ethnobotany)”的传播 ，特别是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中的大量 

实践． 

民族植物学研究 自 1896年开始就一直是“先进的西方人研究落后 的非西方人”的学科，延续 了近 

100年．我国的民族植物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是本土学者研究本土文化与植物，并明确提出：民族植物学 

是研究人与植物界全面关系的一门交叉学科 ，研究内容包括人类对植物的经济利用，医药利用 ，生态利 

用和文化利用的历史、现状与特征 ，以及人类利用植物的动态变化过程 ，在研究工作不断深人发展的 

过程 中，进一步明确 ：“中国的民族植物学研究是植根于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创造的 5，000年文明的基 

础上 ，五十六个民族认同于统一的国家，‘多元一体 ’的民族融合 ，‘合而不同’的文化特质之中，具有各 

民族利用植物，保护生态和生计方式各不相同的地域文化差异特征”．民族植物学作为研究人与植物相 

互作用的科学具有显著的地域性 ，突出的民族性和时空差异性．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各民族(包括汉 民 

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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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生物与文化多样性，为我国 

国民经济现代化建设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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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方向和任务．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在充分吸收、消化国外理论方法和经验，经过长期探索 、实践和 

积累我国各地民族植物学研究工作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提出了“以植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协同 

演化关系为主线，研究人类利用植物的文化行为与实践过程 ，及其对植物物种和生态系统 的影响”的理 

论观点 ，是民族植物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 

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实践 ，对传统知识和科学知识两大认知体系比较研究的基础上 ，进一步阐明 

了传统知识和科学知识是两个不同的认知体系．具有各 自的认知价值观，在社会实践中两种价值观都 

是客观存在，互为补充而并不相互排斥．在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协同演化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学者 

较先证明了传统文化信仰对植物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是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相互作用的结果 ，并 

开展了西双版纳傣族 、楚雄彝族 、滇西北藏族和纳西族地区的自然保护区周边地区 自然圣境保护的社区 

试点工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开辟 了一条动员广大群众参与的民间途径 ，并得到自然保护部门的认可和 

支持 ，将 自然圣境的社 区保护工作纳入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十大工程计划之中．从理论上讲 ，传统 

知识被认为是“非正式”的地方性 、局部性知识 ，不能像 现代科学知识一样被推广和普遍应用．近年 

来 ，我国学者应用民族植物学原理与方法 ，通过大量实地考察和应用研究试点，提出了传统知识的“生 

态位转移 (Nich Transfer)”的观点 ，并在农村扶贫开发，社区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实地应用 ，取得 了 

初步成效． 

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 30年前从云南起步 ，现在已经扩展到全国大部分省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和长 

三角地区各省、市、自治区，从事 民族植物学研究的机构和专业人员已经大幅度增长 ，特别是一些大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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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科研院所和 自然保护机构都纷纷投入 民族植物学的研究行列．自 1986年在昆明植物研究所成立我 

国第一个 民族植物学研究室后 ，内蒙古师范大学于 1995年成立 了民族植物学研究所，南京 中国野生植 

物综合利用研究院、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中央民族大学、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西南林 

学院、各民族 自治区、州 、县的民族药物研究机构等都先后采用民族植物学的方法 ，开展区域特色植物资 

源、民族药 、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民族植物学研究 ；应用民族植物学方法进行农村扶贫 ，社 区发展和自然 

保护工作 ，在云南、四川 、贵州 、内蒙古 、广西、新疆等多民族聚居地区取得了显著成效． 

2 研究进展与成果简况 

自 1987年成立 以来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民族植物学研究室取得 了大量研究成果．研究室 

在建室初期采用经典的民族植物学方法，在 区域 民族植物学 、植 物类群民族植物学、药用 民族植 物学等 

三个方面开展共 30余项研究课题 ，先后在西双版纳傣族 自治州 、红河哈尼族彝族 自治州 、楚雄彝族 自治 

州、大理白族 自治州 、丽江市和迪庆藏族 自治州等少数 民族聚居 区域 ，开展区域 民族植物学研究，在类 

群民族植物学方面开展了竹藤 (竹类与棕榈藤 )民族植物学 、魔芋属民族植物学 、姜科民族植物学、大麻 

民族植物学 、滇西北集市植物调查 、热带山地森林小产品 ；在药用 民族植物学方面进行傣药、纳西药 、拉 

祜药、瑶药等民族药系统调查 、编 目、记载和评价等工作．进入九十年代后期 ，民族植物学研究室拓宽领 

域，由经典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延伸到应用民族植物学研究领域 ，把重点转移到民族植物资源的开发利 

用，西双版纳热带山地轮歇农业替代改 良，丽江鲁甸药用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高黎贡山社 区农业生 

物多样性保护与管理 ；楚雄紫溪山彝族社区生物多样性综合管理和社区生计发展；江城明子山哈尼族社 

区山地环境管理和扶贫项 目；以及 自然圣境 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项 目等；与此同时从 民族药 中开发新药 

“爱伲防感油”和云南 民族食花文化资源的研究和开发利用等 26项应用民族植物学研究． 

内蒙古师范大学是较早从事民族植物学研究 的北方综合性师范大学 ，在陈山教授和哈斯巴根教授 

引领下 ，对蒙古民族植物学进行 了较为深入 的多项研究 ，完成 了《蒙古高原民族植物学研究》等重要著 

作出版 ；中国野生植物综合利用研究院(南京)以张卫明教授为首的专家团队应用 民族植物学方法 ，对 

罗布麻 、香辛料 、植物胶等野生植物和野生蔬菜进行开发研究和产业化发展 ，取得 了相当大的经济效益 ， 

为国民经济发展作 出了重要贡献．中央民族大学 以薛达元教授和龙春林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在西部 

民族地区开展民族传统知识和植物资源调查 ，出版了多部有关少数民族利用植物 的专项书刊和调查报 

告．对我国民族传统知识的保护、传承和利用，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在民族药研究方面起步较早，自上 

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民族调查发掘工作 ，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 ，特别是民族医药志书的整理、调查、发掘 

和出版，和从民族药中开发新药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特别值得提到的是贵州省中医学院等科研单 

位在最近二十年开发苗药等民族药方面成绩显著，成 功开发出 200多种 民族药产 品；同时 ，为贵州的经 

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从无到有地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我国学者在国内学术刊物发表大量民族植 

物学研究论文，填补了过去 100年没有中国学者在该领域发表论文的空 白．值得庆幸的是，由我国学者 

撰写的中国第一部民族植物学专著《民族植物学》于 2007年获得 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 出版基金资 

助 ，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标志着我国民族植物学已经建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 

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领域在学科建设 和人才培养方面也同样取得了可喜 的进展．中国科学院昆明 

植物研究所民族植物学研究室为中国民族植物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从起步到逐步完善都做出了国 

内外一致公认的重要贡献． 

在回顾我 国民族植物学的发展同时，我们还应看到问题和不足．目前 ，对民族植物学这一学科 的重 

要性在国内的社会认知仍然不足；对 民族传统知识和植物资源的密切关系缺乏深入了解 ；在从传统 医药 

和传统知识中开发新药新产品的同时，对植物资源保护不够 ，甚至造成资源破坏；在政策层面对民族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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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学研究的支持力度不够；对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保护和遗传资源保护缺乏政策法规和有力措施 ，资源 

和传统知识外流情况时有发生 ，等等都是当前亟待改进的问题与不足． 

3 中国民族植物学未来展望 

“民族植物学之根”源于中国，中华各 民族共同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古代华夏农业文明；一个多世纪 

以来，西方工业文明开创了民族植物学研究的先河，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对自然资源的巨大需求所驱 

动，并为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问构建了一座通向未来的科学桥梁．中华民族振兴的时代使命为民族 

植物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机遇和空间，在高新科技 日新月异 、突飞猛进发展的同时 ，为应对全球 

人 口、资源、环境危机和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 ，传统知识的价值体系和传统文化的作用愈来愈受到现代 

社会的重视 。无数事实表明传统文明和传统知识正在全球范围内经历着一个复苏的新时期 ，民族植物学 

研究的任重而道远．当前，在树立科学发展观 ，构建和谐社会，增强民族团结，建设生态文明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 ，民族植物学肩负着特殊的使命．为适应发展的新形势 ，笔者认为，我 国今后的民 

族植物学研究应 围绕以下五个方面开展研究 ： 

(1)大力加强民族植物学在区域发展中的应用研究工作 ，特别是针对西部地区，广大山区和民族地 

区的区域协调发展，民族文化的传承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等 ，应用民族植物学方法开展重要战略植物 

资源的发掘研究 ，进一步促进各地区特色植物资源和地域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促进社区生计发展工 

作，进一步增强各民族大团结，推动民族地区的繁荣与和谐发展． 

(2)应用民族植物学与生态学、药用民族植物学和农业民族植物学理论和方法，与现代地理信息 

系统学 、生物信息学 、植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等学科相结合 ，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 ，促进我国植物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和生物产业发展 ，进一步推动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在资源开发 中重视传统知识产权的 

保护和惠益分享，为区域协调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3)加强人才培养 ，特别是重视少数民族人才培养 ，促进西部 民族地区民族植物学研究和应用工 

作．建议中央民族大学和各省区民族大学和民族学院开设民族植物学专业课程和设立 民族植物学研究 

生培养项 目，加快民族专业人才培养． 

(4)不失时机地开展古籍信息民族植物学研究，在《中华大典 ·生物典》的编纂工作带动下，推动 

汉民族植物学的研究和考证整理工作 ，进一步开创中国特色的民族植物学研究 ，对我国 3，000年来用 

汉字和各民族语言文字记载下来的传统利用的数千种植物“正本清源”，用现代科学方法考证其进化系 

统地位 ，地理分布和古代的各种用途 ，为现代社会生产和生活服务． 

(5)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 ，开展民族植物学交流与合作．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对于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较高 的应用价值，特别是在植物多样性清查编 目，植物资源可持续利 

用 ，社 区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均具有交流与合作的广阔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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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ree-decades Developm ent of Ethnobotany 

and Perspectives in China 

PEI Sheng-ji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Kuaming 650204，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presents general introduction and discusses on three—decades development of 

ethnobotany and perspectives in China．Ethnobotany as a scientific discipline was born in 1 896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it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in 1 982．After thirty years development， 

ethnobotany as scientific discipline in China is remarkable in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e， 

establishment of theoretic framework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immense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plant resources，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cultural diversity 

conservation as well as rur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This paper presents and discusses briefly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ethnobotany，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theoretic innovation development 

and ethenobotany research advances in China；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thnobotany in near future years are propose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ethnobotany；China；three—decades development；research advances；perspectives 

[责任编辑：关紫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