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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植物学
—

一个应予重视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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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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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植物学是研究不同民族的人们在其特定的

社会
、

文化背景下
,

如何利用当地植物的一门科学
。

J

言被认为是一门较新的但广博的学科
,

是植物学
、

人类学
、

植物化学
、

社会学
、

医学和农学等的综合
。

从 人类历史看
,

社会的发展是与植物分不开

的
,

人类生活都直接或间接依赖植物及其产品
。

民

族植物学之所以重要
,

是因为它追溯人类与植物之

问关系的发展过程
,

包括古代文明中植物被作为粮

草
、

医药
、

纤维
、

染料
、

遮棚等的利用
,

涉及食品

工业
、

医学和草药学
、

造纸工业
、

化学工业
、

橡胶

工业等
。

对现代医学
、

农业甚至工业制造业的发展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比如
,

在现代社会中
,

我们总

共只利用了不足 100 个物种作为食品
,

但 自然界中

有
‘

成干 卜万的物种未被开发出来
,

潜在的
、

口感好

并极富营养的食品很多
。

现在每年都有新的物种被

发掘出新的作用和价值而成为市场畅销的食品
、

饮

料
·

、

保健品
、

药物等
,

这些产品的开发许多是得益

于古代人对之利用经验的启发
。

这些信息有些是我

们口常熟悉的
,

只是我们有时会忽略它
,

比如民间

利用草药或一些偏方治病
,

利用自制染料染布等
。

随着时间的流逝
,

许多重要信息也逐渐被人们遗忘

或丢失
,

所以收集和保存人类利用植物的相关信息

LJ 益受到关注
。

有一个时期
,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
,

人们曾一

度失去或减弱了对植物在人类生活中作用的关注和

研究
。

但是近些年
,

民族植物学又逐步受到重视
,

比如与民族植物学有密切联系的草药学
。

以前
,

药

理学家研究药物必须具备植物学的相关知识
,

内科

大夫也必须学习草药治疗的课程
。

但是随着现代医

学和药物研究的发展
,

化学合成药逐步取代植物来

源的药物成为主流
,

人们的研究兴趣也转向了实验

室
。

到了 2 0 世纪 9。年代
,

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

展和基因组学研究的深入
,

研究人员将目光重新投

向了自然界中的植物
。

他们认为植物药在治病抗病

中仁5起最主要的作用
,

因为植物中蕴藏着大量的有

用基因
,

而通过植物化学的研究可以找到新的化学

结构
,

筛选到抗某种病毒的天然化合物
。

1叨 1 年世

界最畅销的药物中有一半是天然化合物或衍生物
。

目前地球上 2 50 0 00 种高等植物中只有 5% ~ 16% 被

筛选过
。

我国药用植物丰富
,

又有各民族 长期使用

植物药的宝贵经验
,

发展潜力极大
。

另外
,

随着人类

对地球开发的加剧
,

人类面临着巨大的环境生存压

力
,

大片的热带雨林在消失
、

草原在退化
、

湖泊在

干涸
、

物种在灭绝
,

生物多样性保护 已受到 世界各

国的关注
。

民族植物学是门多学科交叉的科学
,

它

可以深入研究各民族独特的宗教和利用植物
、

保护

植物的方式
,

如充满神秘和民族特色的
“

神树林
”

一直是民族植物学家关注的一个焦点
。

在印度
、

印

度尼西亚
、

非洲的塞拉里昂等地
,

许多学者对神树

林的民俗
、

宗教背景
、

植被类型
、

植物组成
、

利用传

统
、

经济价值
、

保护意义等诸多方面进行研究
,

并

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纳入亚洲及非洲的一些 M A B

项 目中
。

我国一些学者 自 2() 世纪 80 年代也开始了

此方面的研究
,

这方面的研究进展可为人类提供宝

贵的自然保护的管理经验
。

当前
,

民族植物学正在逐步受到人们的关注
。

国际上从事研究的专家学者很多
,

如美国成立了民

族生物学协会
,

出版了大量的民族植物学方面的专

著和 《民族植物学报》
。

涉及民族植物学研究的网

页更是丰富多彩
,

包括美洲土著人的民族植物学数

据库
、

植物化学和民族植物学数据库
、

热带植物数

据库
、

人与植物关系的专栏等
。

每年有民族植物学

年会
,

并有专门的人才培养计划
,

澳大利亚等国也

有专门的民族植物学网页等
。

虽然民族植物学研究

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

但现在的许多研究工作是私

人机构资助的
,

他们的目的是应用赢利
。

而民族植

物学家所要进行的大量基础研究
,

即使对人类
、

经

济和生态系统的宏观管理决策有很好的作用
,

在美

国基金会 (N S F)都不易获得资助
,

更不用说美国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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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部 (u S D A) 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 IH ) 了
。

对

N SF 资助项 目进行统计
,

有 31 项从题目上看是研

究民族植物学和经济植物学的
,

其他只是与研究内

容有一定关联
。

为了促进 民族植物学的发展
,

美国

国家环境研究所委员会 (C N IE ) 的专家学者多次与

N SF 沟通
,

希望加大对经济植物学和民族植物学研

究的支持
,

并呼吁美国科学基金会 (N SF) 成立经济

植物学和 民族植物学评审组
。

N SF 也在反复讨论

民族植物学的资助问题
,

并希望 民族植物学团体提

交召开民族植物学研讨会的申请
,

借此机会确定相

关机构可以资助的民族植物学和经济植物学的科学

问题
。

从民族植物学的整体发展方向看
,

主要是以下

几个方面
:

(l) 各个民族利用植物的民族植物学知

识
,

包括其民族的宇宙观
、

文化信仰
、

传统知识和

实践
,

以及管理生物资源的传统制度
;

(2 ) 民族植

物学特别是民族生态知识在环境资源管理和持续发

展中的应用
,

包括对典型生境
、

植被和生态系统的

保护和利用
,

强调民族管理的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

功能
、

生计生产功能
、

传统驯化和传统管理
;
(3) 以

文化为背景的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
,

包括利用遥

感技术对民族地区多样的生态和文化景观的民族参

与性制图
,

利用文化信仰对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

神山胜景的保护机制的研究
。

民族植物学的重要意义和将来的发展趋势毋庸

置疑
,

现在是该学科发展的关键时期
,

其中难免碰

到一定困难
。

一方面是人们对其认识不足造成的
,

另一方面也由于学科本身的交叉性强
,

与其他学科

的界限不够清楚
,

造成学科应解决的科学问题的范

围不够明确
。

相信民族植物学家能够顺利解决这些

问题
。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

各民族的文化传

统历史悠久
,

民族植物学的发展前景广阔
。

希望更

多的政府部门
、

资助机构和个人团体关注并扶持这

个学科
,

使之能够迅速成长并积极促进我国科学
、

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

(上接第犯 页)

文库
。

这种忽略表达形式
、

自动鉴定序列标记陷

阱及突变基 因的方法
,

促进了基因功 能的大规模

研究 {9 ]
。

随着某些神经信号传导通路缺陷的基因敲除或

突变小鼠数 目的增加
,

这种可遗传的动物系统将成

为蛋白质组分析的理想工具
。

例如
,

研究发现 P SD
一

9 5 缺失突变小鼠存在 LT P 及学习功能上的缺陷
。

用蛋白质组学的方法对 I
〕
SD 一95 突变小鼠进行系统

分析
,

如果不能全部至少将部分解释这些观察到的

表型
,

并且解释表型间的内在联系
。

目前
,

用功能蛋白质组学的方法对 NM D A 受

体复合物的分析结果表明
,

复合物中三分之一的蛋

白质 (约 25 种)参与突触传递长时程增强或抑制的

诱导
,

说明该复合物的基本功能在于突触可塑性的

诱导
,

为我们研究复合物中其他未知生理功能的蛋

白质提供了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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