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 西 植 物 Guihaia 24(6)：481—487 2004年 l1月 

论动态经济植物学 

许霖庆1，2 

(1．香港中港生物技术中心，香港 ；2． 广西植物研究所，广西桂林 541006) 

摘 要：经济植物学是植物科学中与生产实际及人民经济生活联系最密切的分支学科。由于过去对经济植 

物的市场动态重视不够，未能发挥植物资源的最大作用。该文提出的动态经济植物学是研究那些直接及间接 

对人类有利及有害的植物；研究它们的植物学特性(分类、生理、生化、解剖、细胞、遗传、生态及用途等)、栽培、 

繁殖、收获和加工，特别是市场情况、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还对动态经济植物学的定义、研究对象、内容及教 

学和研究工作进行了较全面探讨，旨在使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更有效地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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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Dynamic Economic Botany 

XU Lin—qing(HUI Lain—Hing) 

(1．Sino-HongKong Biotechnology Centre，HongKong，China；2。Guangxi lnstitute of Botany， 

Guangxi Zhuangzu Autonomous Region and Academia Sinica，Guilin 541006，China) 

Abstract：Dynamic Economic Botany studies plants utilized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or the benefit of hu— 

manbeing．The study focuses not only on their taxonomy，anatomy，cytology，biochemistry，physiology and e— 

cology，but also their usage，propagation，cultivation，harvesting，manufacture and especially the economic value 

and marketing situation of these economic plants．This paper in addition to the definition and contents of Dy— 

namic Economic Botany，discussed the ways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 work of Dynamic Economic 

Botan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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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植物学(Economic Botany)是植物学中与 

生产实际、市场经济及人民生活最密切联系的一个 

重要分支学科，研究与人类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各 

种植物，在植物科学发展史中占有重要位置。在中 

外植物科学发展历史中，最古老的著作都和经济植 

物有关，如中国的“神农本草经”(公元 452～536 

年)；南方草木状(公元 304年)以至许多古代农书、 

药谱、园艺著作都是重要的经济植物论著(陈家瑞， 

l984)；外国植物学发展历史亦有同样情况，而经济 

植物学成为一门独立系统性的学科则始于十九世 

纪。据 Wickens(1990)报导，首次按照植物的经济 

用途分类而非按植物分类学系统分类去论述植物， 

出版“普通经济植物学”的作者是 Archer(1853， 

1865)；此后 有 Condolle(1882)，Bougler(1889)。 

1847年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Kew Garden)设立了 

世界上首个对公众开放的“经济植物学博物馆”。在 

1876年美国哈佛大学开始把“经济植物学”作为大 

学讲授课程。到了二十世纪，“经济植物学”在欧、美 

等国日渐普及，成了许多大学的讲授科 目。二十世 

纪至今，出版 了许 多内容丰富的教科书和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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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ford，1934；Hill，1937；Schery，1972；Koch- 

har，1981；Simpson 和 Conner—Ogorzaly，1986， 

1995，2001； Purseglove，1985，1987；W ickens， 

2001)。我国近代植物学发展早期，已有经济植物学 

的研究工作，早期的研究大都和植物分类学相结合， 

著名植物分类学家陈焕镛(1922)发表了“中国经济 

树木”，并于 1947年在广西桂林成立了“广西大学经 

济植物研究所”(现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前 

身)。但中国经济植物学的研究工作在解放后才有 

很大发展，其中一项重大的研究调查工作是中国科 

学院植物研究所和商业部在 1958～1959年组织了 

全国5O多个单位，动员了约 3万人，在全国范围内 

普查了植物资源，在 1961年出版了《中国经济植物 

志》(上、下册)，记载 2 4l1种经济植物。建国以来 

还出版了许多药用、油料、粮食、园艺、林业等经济植 

物的著作；在经济植物研究方面取得可喜成果，以引 

种及保存植物资源和经济植物为主要任务的植物园 

也从解放前不到2O个，7O年代 21个发展到今天的 

140多个(靳晓白，2003)。不过在开展经济植物学 

的系统性研究和教学工作方面，尚有许多有待改进 

的地方。例如，国内科学杂志还缺乏像美国“经济植 

物学”(Economic Botany)那样的定期刊物，在学会 

组织方面也没有像美国“经济植物学会”那样的专门 

学会，在研究机构设置方面还缺乏专设的经济植物 

综合研究所。我国虽然有 140个植物园但还缺乏像 

英国千禧年十大工程之一，花了近十亿人民币在康 

和郡建立了一个“伊甸园项目”(Eden Project)，建成 

一 个以经济植物为主的展览、研究、教育三结合的中 

心，建造了几个巨大不同生态环境的温室，展示来自 

世界各地区的经济植物。2001年开幕的头一年便 

吸引了英国内外 200万观众参观，开展了多项研究 

并招收了博士、硕士研究生 (Prance，2002)；在国内 

植物专业的教学工作方面，上世纪 5O～6O年代，照 

搬苏联一套，经济植物学并没有列入统一的高校教 

学大纲内，至今虽然高等院校的教学大纲已作了许 

多改进，但开设“经济植物学”课程的院校并不普遍。 

1995年暨南大学出版过一本《新经济植物学》教科 

书(颜素珠，1995)，但还是从普通植物学及分类学的 

教学角度去编写的，内容比较简单，印数也不多，和 

欧、美等国家相比，有一定差距。 

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快速发展， 

于 2002年加入了 wTO，国际上争夺动植物基因资 

源十分剧烈，对经济植物的需要日益增多，因此有必 

要改进和加强经济植物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才能 

适应时代的要求，赶上先进的国际水平。 

1 开展“动态经济植物学”研究与 

教学的意义 

开展经济植物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对于充分 

开发与保护中国植物资源，发展地方经济，促进国民 

经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大家都已十分理解。笔者 

提出要加强“动态经济植物学”的研究与教学却是一 

个新的提法，对国内外学者还是比较陌生：为什么要 

强调“动态”这两个字呢?下面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 

法供大家参考。 

为什么提出“动态经济植物学”这一论题。经济 

植物需要变成商品，符合市场需要，具有市场价值， 

顺利出售，才能取得经济效益，为国民经济发展服 

务。但在现存的经济植物学的教科书中，内容只介 

绍各种经济植物的分类、形态、成分、生态、用途、一 

般应用的简史等植物学特性；很少提及每种植物的 

市场情况、经济学特点，缺少了这方面内容，学生学 

习以后，不了解这些植物的市场情况，缺乏动态的市 

场概念，在毕业后参加工作，如果从事植物科学研究 

工作，往往容易从学科发展中找一些前人未做过的 

题目为研究内容，待研究出结果发表了论文以后再 

设法去联系生产实际，结果事倍功半。建国以来，研 

究论文不少，但能对国民经济和生产实际真正起作 

用的成果比例不高，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但上 

述的情况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在工农业生产和商业、企业活动中，市场是决定 

这些企业的成败关键，如果生产或经销的商品没有市 

场，产品滞销、积压，资金不能回收；企业便会面临亏 

本倒闭的危险；因此所有企业的运作都以“市场第一” 

为原则。植物科学的教学和研究有自己的特点，不能 

和企业等同，但作为要为国民经济和工农业生产服务 

的“经济植物学”和纯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不同，必 

需切合市场需要才能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服务。笔者在过去四十多年的植物学研究生涯中对 

于上述情况有了一些体会，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及香港大学工作时，对上述情况体会不深，在 6O～70 

年代的二十多年研究工作中，不少课题从学科出发， 

从文献调查中寻找。但自从 1983年参加了国际贸易 

工作，担任了美国和瑞士公司的经理工作以后，才深 

刻了解到植物学研究要为生产服务必需了解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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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因此，从 1983年 12月应陈俊愉院士邀请在厦 

门中国园艺学会召开的花卉商品性生产学术讨论会 

上作了“香港花卉生产市场情况”报告开始，便开展了 

园艺植物的市场研究，并先后在北京、广州、上海、长 

春、石家庄、哈尔滨等地，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农科院、 

北京大学、北京农大、复旦大学、东北师大等高等院校 

及研究机构作过多次学术报告，对国内教学、科研工 

作提出了意见(许霖庆，1998a，1998b，1998c)，并提出 

了“市场经济植物学”的概念(许霖庆，1999)；在这些 

工作的基础上还提出了“开展动态经济植物学”的教 

学及研究的建议(许霖庆，2001，2002，2003)。希望和 

从事这一领域的学者们共同讨论，研究与参与。 

1．1经济植物的种类与时增减 。是一个动态变化的 

过程。经济植物学需要及时反映这一情况 

目前，在全球 3O万种高等植物和约 2O万种孢 

子植物中，被人类利用的只占小部分，有许多植物的 

功能有待发现：例如估计可以作为人类食物的植物 

约有 3 000种，但 目前只有 200种被开发为经济作 

物，而有重大经济价值的不超过 2O种；在药用植物 

方面潜力更大，随着科学进步，新的植物功能不断被 

发现，经济植物的种类也随之而增加。紫杉醇抗癌 

作用被肯定后，红豆杉便成了珍贵的经济植物，其他 

如青蒿素、螺旋藻、灵芝孢子等是近年来新增加的重 

要经济植物种类。此外随着合成化学科学的发展， 

一 些原来由植物提炼的产品，逐步被人工合成制品 

所代替，如橡胶，原本由巴西橡胶树分泌物提炼出来 

的，由于人工合成橡胶工业的发展，使曾经成为东南 

亚地区经济重要支柱的橡胶种植业受到冲击，降低 

了它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 

1．2经济植物的市场不断变动是一个动态变化过 

程。它的研究和教学需要及时反映这些动态变化才 

能为发展经济服务 

过去国内经济植物的生产与销售，经常出现一 

涌而上、一涌而下的现象，当一种花卉或植物产品畅 

销便闻风而起，大家都去研究，生产同一产品，结果 

市场饱和，产品滞销，价格暴跌，人工亏本，最后甚至 

把辛辛苦苦种下的植物砍掉改种完事。例如上世纪 

8O～90年代，全国大搞柑橘生产，有一年全国大丰 

收，供过于求，各城市大街上都堆满了每 1 kg 0．2～ 

0．4元的橘子，连采收的人工钱都不够，结果一些地 

方让橘子烂在树上，后来发生大面积砍树改种。这 

样的故事，不断重复发生，在花卉开发工作中例子更 

多，君子兰、米仔兰、雪松⋯⋯以至各省大种银杏等， 

都是屡见不鲜的事例。这些事实教训说明了经济植 

物学的研究、生产、教学都必需与动态的市场情况相 

适应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1．3经济植物学的研究还需要时刻注意国民经济发 

展的情况 

中国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中，经济发展很快，人 

民生活水平大有提高，特别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 

城镇和全国大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大大提高，已逐 

渐赶上经济发达的港澳城市。笔者曾研究过港澳地 

区大米的消费情况。1977年，香港全年进 口大米 

338 285 t，其中由内地进口的占 52 ，由泰国进口 

的占31．8 ；2001年香港全年进口大米 315 610 t， 

由中国内地运入的只占 3．8 ，由泰国进口的占 

84．3 ，由澳洲进 口的占 11．9 ，即在香港的大米 

市场 96．2 已为洋米占领。这种吃洋米的趋向已 

经吹向深圳、珠海、广州和内地一些大城市。中国是 

世界产米大国，据 2002年统计占世界产品产量的 

3O．7 ，名列第一位，但自己的一个特区的市场却全 

为洋米占领。二十五年来，中国大米输入香港的数 

量连年下降，主要是质量不如洋米，加上在包装、营 

销手段等方面较差，市场便被占领。国内二十多年 

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对大米的质量要求也高 

了，这就为洋米进入内地市场开放了道路。 

粮食是国家的经济命脉，手中无粮，政治不稳。 

中国作物育种家们历来把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作为水 

稻育种主攻方向是正确的，也取得十分骄人的成绩。 

今后这仍是主攻方向，但是在人民生活提高了的情况 

下，有必要分出一部分力量去攻“提高质量”的问题， 

否则就会脱离人民的需要，前些年，优质米供不应求， 

质量较低的大米大量滞销压仓不就说明这个问题吗? 

2002年开始中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 

O．)。这意味着国外经济植物产品将进入国内市场 

成为国内同类产品的强劲竞争对手。另一方面加入 

WTO也为中国经济植物及其产品行销国外参加国 

际市场竞争提供了条件。这两种情况对中国经济植 

物学家们提出了(1)提高产品质量，在国内市场竞争 

中夺取胜利；(2)熟悉国外经济植物品种特性，引进 

国外优良品种，加以驯化、改良，大规模生产打入国 

际市场。(3)在国内特色的经济植物商品中，挑选出 

适合国外市场销售的品种，提高质量，改进包装，研 

究适合国外市场营销策略与手段，成功地把产品推 

向国外市场。这三方面都有大量新的研究课题。因 

此“经济植物学”在教学上需要打破过去只谈国内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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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种不谈国外重要流行的经济植物，在研究上也 

要跟上新的形势，提出新的研究课题。不能再用固 

步自封的观点，而要用紧跟国内外形势的“动态”观 

点去做“经济植物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2 动态经济植物学的定义 

传统经济植物学研究经济植物的分类、性质、用 

途、成分和分布等植物学特性。美国经济植物学会 

在章程中把这一学科的范围定得十分广泛：“研究所 

有被人类利用的经济植物的过去、现在、将来所有的 

活动。”这一广义的定义涉及到除植物学科外还涉及 

农、林、药、地理、地质、园艺、生药、医、微生物等学 

科。已退休的英国邱园原经济植物及植物保存部主 

任G．E．Wickens提出经济植物的定义“为人类利益 

而直接或间接利用的植物，间接利用的植物指畜牧 

业及环境保护所需要的植物。”“经济植物学为一多 

学科的研究，除了纯植物学科如分类学、生态学、生 

理学、生化学、细胞学等还包括部分农学、林学及园 

艺学中的繁殖、栽培、收获、制造及产品的经济和市 

场”(Wickens，1990)。笔者同意 Wickens的意见， 

但动态经济植物学则着重于研究经济植物的市场动 

态和经济及社会效益。笔者提出的定义为“动态经 

济植物学是研究那些直接及间接对人类有利及有害 

的植物；研究它们的植物学特性(分类、生化、生理、 

生态、遗传、结构、细胞学、用途)以及它们的繁殖、栽 

培、收获、制造、贮运和它们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特别 

是它们的市场情况。”它是一门自然科学与经济科学 

相结合的科学。旨在开发植物资源，为发展国民经 

济改善人民生活这个重大任务服务。 

3 动态经济植物学的研究对象 

动态经济植物学研究四部分植物：(1)栽培植物 

及其制品：如稻、麦、棉等农作物，花卉、蔬菜、水果等 

园艺作物及林业植物、药用植物等已被人工栽培的 

经济植物。(2)已被利用的野生资源植物：直接采收 

为人类利用的野生植物如冬虫草、蔬菜、泥炭藓、许 

多种中草药等。(3)经过研究，可引种驯化开发为商 

品的资源植物，如野生蔬菜、野生花卉、有观赏价值 

的树木等。(4)对环境保护有利或有害的植物：如抗 

污染、净化水源植物；和对生态环境造成公害的植物 

如大米草、紫茎泽兰、薇甘菊、含羞树等。 

上述经济植物按其用途可分为 l9类：(1)粮食 

植物；(2)油料植物；(3)糖料植物；(4)香料植物；(5) 

饮料植物；(6)蔬菜植物；(7)水果植物；(8)花卉及绿 

化、观赏植物；(9)药用植物；(10)纤维植物；(11)林 

业植物；(12)染料及鞣料植物；(13)兴奋剂植物； 

(14)有毒植物及致敏植物；(15)对环境有益(抗逆 

性)及有害植物；(16)饲料植物及蜜源植物；(17)燃 

料、能源及工业原料植物；(18)藻类经济植物；(19) 

菌类经济植物。 

4 动态经济植物学的教学工作 

动态经济植物学是植物科学中与实践联系最密 

切的学科之一。在先进国家的高等教育中不少大学 

已开设了这门课程，笔者希望我国高教部能考虑这一 

情况在大专院校中开设这一课程，提高学生对资源及 

经济植物的植物科学知识和市场经济的认识，为研究 

和开拓经济植物的新领域和新市场打下良好基础。 

动态经济植物学除了可作为大专院校生物科学 

学院植物学专业学生的专业课外，还可作为农、林、 

牧、园艺、医、药、经济等学科及生物学科非植物学专 

业学生的选修科目，其内容可比专业科目较为简短。 

动态经济植物学的教学内容，除了包括上述第 

三及第四段所列出的内容外，还需要加入以下各项： 

(1)植物与人类生活的关系；(2)经济植物的重要意 

义；(3)中国加入 WTO后，经济植物的市场前景； 

(4)经济植物的开发利用与植物资源的保存及可持 

续发展；(5)生物技术在经济植物研究中的应用技术 

及概况；(6)各类经济植物资源的筛选标准及研究方 

法概论；(7)电子资讯科技在动态经济植物研究及教 

学中的应用；(8)动态经济植物学研究及教学中常用 

的互联网址；(9)教学单位所在的地方植物资源及经 

济植物概状及市场情况。 

动态经济植物学作为一个新的课程科目，涉及 

范围较广，需要有一个新的教学大纲和新的教科书； 

工作量很大，非个人或少数人力量可以承担完成，需 

要有关专家共同讨论，分工合作去编写完成，笔者建 

议由高等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并与有关专业学会共同 

组织有关专家共同讨论，分工协力合作完成。 

5 动态经济植物学的研究工作 

我国在经济植物学研究工作方面，已取得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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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中国植物学会 ，1994；谢孝福，1994)。去年植物 

学会 7O周年年会论文摘要中也反映了近十年来的进 

展(中国植物学会，2003)，该论文集共收录论文 674 

篇，其中植物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栏目下的论文 ll8 

篇，占全部论文17．5 ，加上其他栏目中有关经济植 

物的论文，则占全部论文的 2O 以上，而在 118篇论 

文中，有关药用植物的有41篇，占4O ，植物资源保 

护方面论文 23篇，约占2O ，园艺植物引种有 23篇， 

约占2O％，仅此三项共占8O 9／6，其他类别的占2O ； 

但在这些论文中，有关经济植物引种驯化使成为商品 

的研究很少，更没有看到经济植物市场研究的报告。 

笔者认为经济植物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发表论文阶 

段，更重要的是研究把研究结果转化为商品的中试、 

扩大生产等下游研究，使成果变成有实质经济价值的 

商品，才能发挥资源植物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 

达到研究经济植物的真正目的。因此，笔者建议注意 

加强经济植物转化为商品的下游研究和开展市场研 

究是动态经济植物学的重要研究方向。 

动态经济植物学的研究工作范围很广，笔者建议 

可从下列几方面选择研究题目：(1)加强国内外各种 

经济植物市场调查及研究工作，收集及系统整理分散 

在各科研、经济、传播媒介、互联网上有关资料，进行 

分析研究，特别注意有重大经济价值及当前热门的经 

济植物市场情况，及时公布研究分析结果，刊登在专 

门刊物上并登录上网，供有关部门及研究人员制定生 

产及研究计划参考，以避免盲目性。目前这一领域是 

经济植物学研究中一项薄弱甚至空白点。有关部门 

可考虑成立一经济植物市场资讯中心，有目的、有计 

划并长期地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工作。(2)引种、驯化、 

改良国外或外地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经济植物品种和 

引进经济植物产品，扩大生产规模，使成为适合市场 

需要的商品，经过营销取得经济实效。引种前应经详 

细调查，作出切实可行的可行性报告再加以实施，避 

免盲目性以免造成人力物力浪费。注意协调工作，避 

免重复引进。(3)建国以来各种研究单位在经济植物 

研究工作方面取得不少成果，可惜不少只停留在发表 

论文阶段，因机构、人员、计划变动而没有进行下游研 

究，进行中试及投产研究，建议各单位认真作一次清 

理，把那些确有经济效益市场的项目，开发成商品，推 

向国内外市场。(4)中国有 3万种高等植物，占世界 

第三位，其中有许多野生植物的功能，经济价值还未 

被开发出来，建议在过去资源调查基础上，从中筛选 

出有市场价值的经济植物，研究它们的植物学特性， 

引种驯化、繁殖以至规模性生产为商品，这是一项长 

期性工作，但也是最有潜在优势的工作，相信将来一 

定可以在这类研究中生产出更多的药用、观赏植物 

⋯ ⋯

。 (5)加强对珍、稀、濒危和特色植物的原地保存 

和迁地保存研究工作。加强执法、制止非法乱挖滥伐 

野生资源植物，防止宝贵种质资源外流。一位美国学 

者J．Rifkin(1998)曾经说过：“正如在工业时代能掌握 

石油和高价金属便对世界市场有生杀大权一样，在二 

十一世纪中，基因是生化世纪的绿色黄金，能控制地 

球遗传资源的经济与政治性力量，将有莫大的权能掌 

握未来世界的经济。”目前全球各国都在全世界范围 

内搜索带有特殊性状的微生物、动物、植物和人种遗 

传基因资源，这是一场尖锐的资源争夺战。中国政府 

与人民有责任去保护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宝贵资源， 

并在这场世界性竞争中取得胜利。 

为了使动态经济植物学的研究更快地发展和使 

其研究成果能取得实质性经济效益，在科研行政管 

理工作中有必要总结经验，进行改进。笔者有如下 

不成熟的意见供大家讨论指正：(1)保持研究工作计 

划长期稳定和组织领导的相对稳定是使经济植物学 

研究取得成绩的关键，回顾建国以来，由于组织机构 

和领导变动频频，造成了人力、物力、时间的大量浪 

费．也是使一些研究不能一竿子到底，直至转化为商 

品取得经济效益的主要原因。今年有两件中国农学 

和生物学研究界的重大盛事值得我们深思：一是 

2004年 3月30日世界粮食基金会在华盛顿宣布颁 

发2004年度世界粮食奖给袁隆平院士和非洲塞拉 

里昂的琼斯博士，表彰他们：为大大提高亚洲和非洲 

亿万人民的粮食安全取得了突破性的科学成就。这 

是世界性殊荣 的奖项 ，是 国际农业领域最高荣誉。 

试想如果袁教授不是坚持数十年为一日从事水稻杂 

交工作研究，有可能取得水稻杂交的突出成绩么? 

另一项消息来自5月中旬美国纽约时报报导：联合 

国世界卫生组织紧急订购一亿剂“青蒿素”协助第三 

世界对付每年有 3亿疟疾病例，100万人死亡的流 

行病；订购青蒿素代替历来订购的金鸡纳霜是因为 

青蒿素的治疟疾功效较好，金鸡纳霜由于长期使用， 

在一些病区的疟原虫已产生耐药性。青蒿素是我国 

在上世纪 1965年由青蒿提炼成功的新药，经过多年 

的研究和临床试验，并经过数十年的实践才获得国 

际上的认可。这次取得十分大的海外定单，是长期 

研究、实践的结果。生物学是研究生命的科学，是探 

讨自然界最高级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科学，具有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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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期性特点，如果忽视这一特点，只用短、平、快的 

指导思想去拟订一切生物学研究方向和计划，会阻 

碍这一学科的发展。建国以来的许多成功和失败的 

例子不是已证明了这点么? 

(2)任何事业的成功与失败决定于正确的路线 

与决策，而有了正确的政策，干部是决定因素；科研 

工作的成效，研究人员是决定因素，目前在研究人员 

队伍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 是目前干部提升制度中过分侧重论文的数 

量，对于论文在生产实践中的实际效果重视不够，这 

种倾向使科技人员的精力集中在容易出论文的研究 

题目而不去碰那些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在生产实践中 

起作用的研究题目。这种政策需要加以修订。一方 

面使科研工作有正确的导向，另一方面也要给那些 

奋战在生产第一线的科技人员有合理的升级获得高 

级职称的机会，才能保证经济植物学研究更密切地 

结合生产实际。 

二是要珍惜科技人员的研究业务时间，目前，非 

研究工作业务占去科技人员的时间太多。定计划、 

总结、申请基金、重复的论证、行政及业务各种会议， 

一 周 4个工作日中，真正在实验室、图书馆、车间、农 

场工作的时间实在不多，而担任行政领导的科技人 

员的研究业务时间更加少。任何有水平的研究成果 

都是需要艰苦的努力和花大量时间和精力才能取得 

的，在目前科技发展一日千里的形式下，中国如不高 

速度前进便要落后，中国科技人员浪费不起宝贵的时 

间!在 50~60年代，中科院曾订出了条例，保证业务 

人员一周有 s／6的工作时间，雷打不动，现在好像已 

经再没有听见有这样的规定了。这需要加以解决。 

为了更好地推动经济植物学的研究工作，建议 

在国内的植物科研机构中，选择 1～2个研究所或植 

物园，成立专职的经济植物研究所，主攻经济植物的 

开发、利用研究，协调全国的经济植物研究工作，出 

版定期学术刊物。 

6 动态经济植物学的科学普及工作 

(1)经济植物学是和国民经济、人民生活息息相 

关的学科，保护植物资源必需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 

加才有效果，因此，动态经济植物学必需包括科学普 

及工作。科普工作除了通过出版小册子、科普讲座、 

书籍、海报等文字宣传外，还要通过电视台、电台、报 

刊杂志等传播媒介进行科普宣传，此外还要发行光 

碟，通过互联网以加强科普宣传力度。 

(2)经济植物学的科普宣传基地在全国140多 

个植物园，建议在每个植物园中都根据具体条件设 

置经济植物专类园，在全国考虑成立像英国康和郡 

那样的“伊甸园”项目1～2个，作为经济植物学的科 

研、教育、科普中心，并与展览及旅游结合在一起，以 

推动经济植物学研究和保护种质资源的工作。 

(3)经济植物的开发利用涉及的学科很多，如 

农、林、牧、园艺、植物学等，在各学科之间互有重叠 

现象，例如引进国外经济植物种质资源，植物园可以 

做，园艺、农、林等机构，各地方研究单位都可以做， 

为了协调各方面力量，减少人力物力浪费，除了政府 

有关部门要把好关外，有必要成立一民间学术学会 

一 “中国经济植物学会”，互通情报，交流经验，促进 

经济植物学的教育与研究和科普工作。 

7 结束语 

展望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国民经济将有很大的 

发展，新的时代对中国经济植物学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要求研究和教学人士拿出更多有实质经济和社 

会效益的成果和培养出更高质量的人才，在保护国 

家宝贵植物资源、环境保护、经济植物的开发利用等 

方面作出更大贡献。中国从事经济植物学研究与教 

育的专家们任重道远。笔者衷心祝愿他们在未来的 

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绩，团结一致，无愧于这个伟大 

的时代。这是一个年愈古稀的老植物学工作者一点 

希望和祝福。笔者在本文提出的一些不成熟的意 

见，目的在抛砖引玉，还望同行们讨论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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