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9 立 i 植 物 1 3卷

介绍重要外刊 S y s t e m a t i c B o t a n y

嵘系统植物学 》 ( S y st e
m at ic B ot a

ny ) 又译作 味植物分类学 》
,

是一份由美国植物分类学家协会出

版的植物系统分类学专业性杂志
。

该刊创刊于 1 9 76年
,

每年 1 卷 4 期
,

分季出版
,

目前每卷价格为 75 美元
,

发行量 1 65介份
。

至 1 9 92 年 6 月已出版了 17 卷共66 期
。

之所以以 《 系统植物学 》 命名此刊与其办刊的方 向有

很大的关系
,

该刊主要刊载有关植物起源和系统分类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

纯理论性的植物分类学论文 以 及

综合性的文献评述
,

侧重于那些阐述有机体或分类群之间关系或系统进化理论研究新进展的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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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5年
,

广西植

物研究所通过交换标本与加利福尼亚科学院的 B r u ce B a rt h ol
o
m

e w 先生建立了联系
,

并通过用 嵘广 西

植物 》 与之建立了刊物交换关系
,

由此获得了嘴系统植物学 》 自创刊以来的所有卷期
,

现均收藏于广 西 植

物研究所图书馆中
。

除了刊载传统的植物经典分类学
、

分布学
、

地理学等方面的研究报告之外
,

《 系统植物学 》 还大 量 采

用了应用新理论
、

新技术
、

新方法对植物进行系统研究的论文
.

其范围包括了对植物的组织形成
、

细 胞 结

构
、

染色体的核型和计数
、

抱粉
、

数值分类
、

化学成分分类
、

生物化学
、

古化石等的研究
,

从各方位 探 讨

植物的起源
、

植物分类群之间的关系
、

植物的系统和进化途径等问题
,

从而给古老的植物分类学研究 注 入

了新的活力
。

近年来
,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和普及
,

用数学原理定量化分析植物分类群之间的关系已成为一 种 可

行的手段
。

《 系统植物学 》 刊载了大量有关数值分类学的介绍和论文
,

尤其偏重于效果较理想的分支 分 类

学方面的研究
,

出版了
“

分支分类学和植物系统学论文集
”

( C af st ics a

dn P al nt S ys te m at ics
,

见第 3

卷第 2 期
,

1 9 7 8年 )
,

以及许多用分支分类方法对植物分类群进行系统和进化研究的论文
。

这些论文 对 深

化植物分类学研究和促进数值分类学这一分支学科的发展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

在物种的形成和进化方面
,

《 系统植物学 》 亦刊载了不少精彩的论文
,

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各

种类群的进化途经
,

如
“

对植物物种形成的非正常地质刺激
, ,

( A n E s s a y : T h e S t i m
u l u s o f U n u s u a

G e o l o g i e s f o r P la llt S p e e i a t i o n
,

见第 2 1卷第 3 期
,

1 9 5 6年 )
、 “

被子植物最初无维管束吗? ”

( A r e

t h e A飞 i o s p e r
m

s P r im i t i v e l y V e s se l l e s s ? 见第 6 卷第 4 期
,

2 9 8 1年 ) 等
.

这些论文实际上亦尝试应

用了新的技术手段论证所提出的进化观点
。 “

被子植物黄酮 类进 化 重评
”

( A n gl os p er m s F al v o
on id

E vo lu t io 几 :
A R e a p p ia as l

,

见第 3 卷第 4 期
,

1 9 7 8年 ) 等类文章则似植物体内同类化合物的化学成分的

变化为线索
,

寻找其演化规律
,

从而探讨其物种的进化途径
。

此外
,

该刊也刊载了许多其他相关学科 的 研

究成果
,

其中如
“

植物种群生物学论文集
, ,

( P af nt P o p u al t i o n B i o lo g y a t t h e C r o s s r o a d s :
A

S y m p o is u m
,

见第 1 卷第 3 期
,

1 9 7 6年 ) 等在植物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

《 系统植物学 梦以其刊载的高水平和具有新颖学术思想的论文为推进现代植物分类和系统学的发 展起

了积极作用
.

成为一种国际性的和较有影响的专业性刊物
,

在国际植物学界
,

特别是植物分类学界占 有 了

与其相应的地位
。

广西植物研 究所 黄广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