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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任何一个国家的富强
,

都在很大的程度上仰仗本国的资源
。

自有人类以来
,

自然界的植

物资沫即在不断地为人类所利用
。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
,

其利用植物资源的广度和深度自是

不同的
,
在科学飞跃发展和生产手段及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

,

植物资源终半越受到爱护珍惜
和更广泛及更有深度地被利用

。

由于人口的增加
,

生产活 动的扩大和强化
,

.

导致天然植物资

源的递减
,

甚至造成一部份种类之灭绝
。

因此
,

在我们专心致志地搞四化的今天
,

一方有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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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优势
,

或在天然的生存竟争中竟争能力较强的植物
。

`

从地带性的角度看
,

据陆益新
、

梁畴芬一文 l ’ 1 的统计
,

广西的 16 9 8个属中
,

分布于热

带的属有 5 54 个
,

占总属数的32
.

63 %
,

共含有 1
,

4 23 个种
,

占广西植物估计总 数
一

7
,

。00 种的

20
。

33 %
。

分布于热带一亚热带的属有 4 74 个属
,

占广西总属数的2 7
.

92 %
,

但它们含有 2 2 5 9个

种之多
,

占广西总种数的 3 2
.

2 7%
,

在广西植物区系中占首位
。
含。

。
3 3%

,

与3友 27 % 相 加
,

达 60
.

“ %
,

占广西总种数的大半
。

可见广西植物的地带性质是以热带一亚热带为主
。

从科的大小
,

即从含种类之多少计
,

广西植物的大科为下列表中含种类 30 个以上的 50 个

科
.

绍414140393535353430“55叙叮,1
`

47姑44封43

科科科

木花

挤灰旋

74716969686767615958

科科科科科科青参亚茅木冬玄苏竹 冬卫忍

1几O甘.勺ù勺月,,自Zn
甘O甘拓吕几̀,几.二n.o甘00ù趁8

印月奋才已.二,几. .二,二蝶形花科 尊 麻 科

壳 斗 科

唇 形 科

萝 摩 科

苦芭苔科

杜鹃花科

百 合 科

桑 科

挑金娘科

夹竹挑科

姜 科

葫 芦 科

暇 李 科

五 加 科

紫金牛科

马鞭草科

野牡丹科

天南星科

防 己 科

木 柳 科

葡 萄 科

茄 科

樱 草 科

爵 床 科

锦 葵 科

梧 桐 科

木 兰 科

鸭拓草科

安息香科

伞形花科

棕 悯 科

266231215189186171160158152129
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

亚草裁戟草

菊未萌兰律茶益大莎

了

但从各科之种数占全国种数的百分率之高低来排列
,

则又另有别一优劣 之 势
,

其 结 果

如下
.

鸭拓草科 6 7
.

3 1

苏 木 科 66
一

3 0

安息香科 64
。

81

防 己 科 6 1
。

1 1

灰 木 科 5 8
.

7 5

紫金牛科 5 3
。 4 9

姜 科 5 1
.

7 5

锦 英 科 5 0
一

6 5

葫 芦 科 5 0
.

0 。

夹竹桃科 49
.

6 8

挑金娘科 48
.

7 7

梧 桐 科 峨7
.

56

桑 科 4 7
。 。 6

萝
.

袭 科 4 2
.

8 6

壳 斗 科 魂2
。
6 5

大 戟 科 4 1
。
7 6

棕 搁 科 幻
.

67

鼠 李 科 41
.

拐

茶 科 4 0
.

3 0

冬 青 科 40
.

00

马鞭草科 s。
。
6 6

苦芭谷科 3 .8

野牡丹科 3 3
。
3 3

卫 茅 科 32
。

24

禾 亚 科 32
。

09

忍 冬 科 28
.

02

木 挥 科 2 5
一
0 0

百 合 科 24
0

55

蝶形花科 2 4 .

25

爵 床 科 2 3
。

03

天南星科 21
。

84

蓉 科 2 0
。
6 1

杜鹃花科

玄 参 科

菊 科

樱 草 科

伞形花科

19
。
2 5

1 8
。
5 0

1 8
。
2 5

1 4
。
2 3

1 2
。
2 1

1 1
。
42

1 0
一
5 7

1 0
.

0 4

8
。
2 3

6
。
4 8

2
一匕ù勺00月吸,自1占OR
ù

6
.血口̀虎01勺月廿通组o
nJ

从种类的绝对数来看
,

有些科可以说是广西的大科
,

亦可勉强说是广西的优势科
, ’

但在

全国范围内说
,

它并非优势科
,

因为它 占的百分率不大
。

例如樟科
,

它在广西有 17 1 种
,

但

仅占全国 12
.

21 %
。

又如菊科
,

它在广西有23 1种
,

排第二名
,

但它仅占全国 1 0
.

04 %
。

还 有

一点要考虑到的
,

即有某些科虽然 占全国总数的百分率很大
,

它在广西的绝对种数亦不算小
,

但因它的植物个体小
,

分布的数量亦不大
,

所以不在植被中占优势
,

并没有引起 人 们 的 注

意
,

因此亦很难承认它是优势科
。

如鸭拓草科
,

它在广西有 35 种
,

占全国总数的 67
.

31 %
,

若

以百分率算
,

它名列第一
,

但由于上述的原 因
,

很难说它是广西真正的优势科
。

如果从经济

眼光来考察
,

即使用某些科在广西的种数较多
,

在全国总数中亦古较大的百分率
,

在植被中

亦不见得它没有多大的地位
,

但从经济的角度评议
,

很难把它评为优势科
,

如禾亚科 ( 农作

物除外 )
、

莎草科
,

灰木科
、

算麻科等科
。

看来
,

评价哪些科为广西的优势科
,

还得从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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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 (G i` k g o
b i l o b a

)
、

水松 (G ly p上o s t r o
b

u s p e n s i l i s )
、

掌叶木 (H a o d e l i o
d

e n d r o n

Ob 4 i n i, r i )
、

异裂菊 (H e t e r o p l e义 i, v e r n o n i o id e s
)
、

狭叶坡垒 (H
o p e a e五i n e n s i s )

、

华库林木 (班
u : r i也 1a s i o e n s i s )

、

鹅掌揪 ( L i r i o d e n d r o n e b i n e n s e
)
、

紫荆木 (M
a d石u ·

_

ca
一

p“ q u i叮 i )
、 ’

马兰后 (M
a l二 n i a o l e i f

e r a
)
、

香木莲 (M公 n g l三e t i a a r o m a t i o a
)
、

异

:

形玉叶金花
`

(M “ s a e n d a a n 。 祖 a l乒)
、

蕉木 (O
o e o d o s t i gm a h a i n a n e n s i s )

、

药用野稻
一

’

(Q
r 了滋扭 o f f i e i n a l i s )

、

普通野稻 (o
r y z a r : f切 o g o n

)
、

白豆杉 ( P es u d o t a x o s e h i e n i i )

短叶黄杉 (P
s e u d o t s u g a

b
r e , i f o l i a )

、

木瓜红 (R
o h d e r o d愁n d r o n m a c r o e a r p u m )

、

马
一

尾树
:

(R h o ip t e l e a e h i l i
a n th a

)
、

合柱金莲木 ( S i
n i a r五o d o l e u e a

)
、

四药门花 (T
e t r a -

th y r i u m s u b e o r d a t u m )
、

观光木 (T
s o o n g i o d e n d t o n o

d
o r o m )

、

广西青梅 ( y a t i e a

g o a n g石。 : 15 )
。

三级的有盯种
,

占全国三级总数的 28
.

2 %
,

它们是
: 顶果树 (A

o r
oc ar

、

p . s f r 县 x i n i f o l i u s )
、

稼花杉 (A m e n t o t a x u s a r ` o t a e n i a
)
、

田林细子龙 (A m e s i o d e n
-

d r o n t i e n l i n e n s i s
)

、

见血封喉 (A
n t i a r i s t o x i e a r ia )

,

土沉香 (A q u i卫a r i a s i n e n s i s )
、

舌柱麻 (A
r e h i b o e h m e r i a a t r a t a

)
、

白桂木 (A r t o c a r p o s h了p a r g y r e o s
)

、

翠柏 (C
a
l
·

·

如e e d r o s m a 亡r o
l
e p i s )

、

锯叶竹节树 (C a r a l l i a d ip l o p e t a l a )
、

华南拷 (C
a s t a 红 o p s i s

e o n e i n n a
)
、

青钩拷 (C
a s t a n o p s i s k a w a k a m i i )

、

肥牛木 (C
e p h a l o m a p p a s i n七n s i s )

、

一

沉水樟 (C i n 几 a m o m u m m i七r a n t h u m )
、

蝴蝶果 (C l e id i o e a r p o n e a v a
l
e r云e i )

、

短粤黄

莲 (C
o p t i s e

h i n e n s i: v a r
.

b r e v i s e p a l a
)

、

桂滇桐 (C
r a i g i a k w a n g s i e n s i s )

、

云南苏

铁 (C y e a s s i a , n e n s i s )
、

八角莲 (D y s o s m a v e r s ip e l l i s )
、

胡豆莲 (E
u e r e s t a t r i f

o l i o
-

l盈 t a
)
、

天麻 (G
a s t r o d i a e l a t a

)
、

苦 梓 (G m e l i n a
h

a i n a n e n s i s )
、

银钟花 (H
a l e s i a

m a e g r e g o r i i )
、

假山龙眼 (H
e l i e i o p s i s h

e n r y i )
、

海南大风子 (H y d n o e a r p u s 五a i
·

。 a n e o s i s )
、

地枫皮 ( I l l i
e i u m d i f e n 之p i )

、

粘木 ( Ix
o n a n t h e s e h i n e n s i s

)
、

黄 校 油 杉
_

(K
e t e l e e r i a e a l e a r e a

)
、

油杉 (K
e t e l e e r i a f o r t u n e i )

、

柔毛油杉 (K
e t e l e e r i a p u b e s

-

e e o s
)
、

五 \( 果叶木姜子 ( L i t s e a
d i l l

e n i i f o l i a )
、

大叶木兰 (M
a g n o l i a h

e n r y i )
、

凹叶

厚朴 (M
a g n o l i a o f f i e i n a l i s s u b s p

.

b i l o b a
)
、

大果木莲 (M
a n g l i e t i a g r a n d i s )

、

大叶

木莲 (M
a n g l i e t i a m e g a p h y l l a )

、

香籽含笑 (M i e h e l i a h e d y o s P e r m a
)
、

巴戟 (M
o r i n d a

o
f fi

e i n 压 115
)
、

兰花蕉 (O
r e h id e n t h a e

h i n e n s i s )
、

红豆树 (o
r m o s i a il o s i e i )

、

海棠花

(O t t e l i a a e u m i皿 a t a )
、

闽楠 (P五o e
b

e
b o u r n e i )

、

祯楠 (P h o e
b e e五e n n a n

)
,

华南五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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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 (P in u s

广 西 植 物 5卷

k wn at gn u g en si s
)

、

长叶竹柏 (Po do e a rp u sl fe u ry i )
、

鸡毛松
一

(Po
dQ e a rp u s

i mb ri e at u s
)

、

青檀 (Pt e ro e e lt i st at a rin o i i w )
、

白辛树 (Pt o e rst y a rxp si lo p 五y l l a )
、

粗齿梭罗 (R e e ve si a ro t un di fo l i a )
、

似血杜鹃 (R ho do dn e do rn ha e mat o de s
)

、

半枫

荷 (S e mi l i qu i da mb a re at hay n e si s
)

、

药萌薯 (T a e e a e hn at n e ri )
、

银鹊树
一

(T ap i se i a

sin en si s
)

、

多果榄仁 (T e ri mn a l i a my rio e a rp a
)

、

红椿 (T o o n a e i l i at a
)

、

南方铁杉

(T u sg a e hin en si sa v r
.

t e hek i an g en si s
)

、

长苞铁杉 (T su g a lo n g i b ra et e at a
)

、

干果木

(X e ro sp e rmu mbo n i i )
、

任木 (Zn e i a in si gn i s
)

。

这个名录是很初步的
,

但绝大多数是

我国特有的植物
。

( 六 ) 入载为模式的植物

所 谓入载为模式的植物
,

即在学术文献上所记载的新植物
,

作者所根据的标本被明文指

定为模式或副模式的标本是采自广西者
,

该新植物即为本文所称广西的入载为模式的 植物
。

据我们统计
,

此种植物共有 9 80 种 ( 包括亚种
、

变种
、

变型 )
。

隶属于 1 26 科
,

多8 1属
。

其 中

含分类群最多的科为 ( 括弧内为属
: 种的数 目 ) : 茶科 (l O : 8` )

,

苦芭苔科 (1 7 : 72)
,

尊麻科

( 7
: 4 8 )

,

杜鹃花科 ( s
: 4 0 )

,

竹亚科 ( 1 3
: 3 6 )

,

樟科 ( 1 0
: 3 6 )

,

蔷薇科 ( 1 1
: 3 5 )

,

姜 科 ( 6 : 2 9大

夹竹桃科 ( 1 5
: 2 5 )

,

械树科 ( 1 : 2 4 )
,

大戟科 ( 1 0
: 2 2 )

,

茜草科 ( 1 0
: 2 2 )

,

壳斗 科 ( 5 : 2 0 )
,

唇形

科 ( 1 4
: 1 8 )

,

蝶形花科 ( 7 : 1 7 )
,

萝摩科 ( 1 0 : 1 6 )
,

芸香科 ( 7
: 1 6 )

,

樱草科 ( 1
: 1 2 )

,

卫茅 科 ( 4 :

1 1 )
,

兰科 ( 。 : 1 0 )
,

百合科 ( 4 : 1 0 )
,

忍冬科 ( 2
: 9 )

,

棕桐科 ( 5
: 8 )

。

若 以地区计算
,

计桂 林 地

区 5 0科
,

8 0属
,

1 3 7种 ; 柳州地区 5 9科
,

1 0 7属
,

1 5 3种 , 河池地区 3 9科
,

5 5属
,

7 4种 , 百色地

区 6 1科
,

1 1 6属
,

1 4 5种 ; 玉林地区 2 3科
,

2 7属
,

2 9种 ;
南宁地区 7 3科

,

1 1 6属
,

1 5 5种 , 梧州

地区 9 科
,

1 3属
,

2 1种 ; 钦州地区 5 6科
,

9 9属
,

1 5 7种
。

历年发表的模式在建国前共有2 82 个 ; 建国后的五十年代有 90 个
,

六十年代81 个
,

七 十

年 代 1 62 个
,

八十年代 36 1个
。

若以模式标本采集的时间算
,

建国前约 占58 % , 建国后五十年

代 2 5%
,

六十年代 10 %
,

七十年代 6 %
,

八十年代 2 %
。

入 载为模式的植物在植物资源中的地位和意义首先是科学上的地位和意义
。

除了这种意

义
,

有些也许还有经济意义
,

有些可能暂时还不了解其经济意义
。

具有经济意义的赫赫有名

者 如
: 银杉

、

金丝李
、

舰木
、

蝴蝶果
、

肥 牛树
、

擎天树
、

罗汉果
、

甜茶
、

金 花 茶
、

杜 鹃 花

等
。

入载为模式的植物包含了广西全部特有植物
,

也包含了绝大多数受保护的濒 危 珍 稀 植

物
。

这几类具有特殊地位
,

甚或具有科学和经济双重意义的植物需要怎么样的方法和措施给

予保护和开发利用之
,

这是需要专题讨论和规划的问题
。

本文统计的入载为模式的植物估计有一部份在分类学上是不能成立的
。

但何者成立
,

何

者不能成立
,

需要大量的调研查核工作才能解决
,

这 又非本文所能包得了的工作了
。

本文的

材料仅供初步参考
,

其 目的是想从这一个方面引起各方对广西植物资源之丰富及其重要意义

有所认识
。

二
、

广西植物资源直接利用概况

(一 )政府部门收购及生产单位的利用

材用 木材向来是国民经济
、

生产建设的最重要的材料之一
。

木材采伐是本区重要生产

部分之一
。

木材资源则是植物资源开发利用中最重要的内容
。

作为采伐对象的树种主要是杉



挂期 梁畴芬等
:

在开发利用中的广西植物资源 2 3 3

梦 ( C
。 “ n in g a hmia lauo o la甸

、

松树 ( Fn i“ “ m“
ss。 ” iia狈冲和杂木勇种 (寒丧应金木是

指松` 杉以外的所有树种
,

如按树 ( E o ac 行Pt o s p 早恙兮榨树丘其 i明处脚刚加妞, 外。 a) 蔺

椎树 ( c
a s t a n o p s i s 冬p p

.

)
、 一

苦糠谈M
` l io a加 d a

地 ; 勃 、 奴橱 `八
u蚤。。 i认

一

f o r t, n e i李
、
酸枣

(c 如“ 。铃 on d ai
s

xa ill
“ r

)si 等
。

主
「

要甩子建筑
、

工矿建提岁 作枕木、 屯 杆
、

装 修矿家具

撤造
、

造船
、

造纸
、

火柴材和薪柴等
。 一

据林率 )部门统计
,

从1妇5健年势玲 8。年的
,

3 1年中
,

全区共

采伐了木材 34
,

1 80
,

6 15 立方机 从 l邻 6年开始
,

:每年琳一百余万立方来的数量采伐
,

至 19 7 ,

年达一百九十 余万立方米
,

19 80 年保持形赓砂气十余双靡方料
减

技历史他概逐年相加让算
,

佑

计解放以来的木材产值达 2 43
,

5 92 万元
。 `

. .

、
一

一一

中草药 广西是全国中药材的主要产地之一
,

其虫植物药材哨…3仆种、 主哭产 品 为
: 田

七 ( P
a n a x n o t o 一` i n s e n ` )

、

山豆根 (E ,
.

。七r e岁t a t o i如工10 1时扭 )
、 红芽大救 ( E u p h , : b i a

p诊k i耽
n s i s )

、

千年健 (H
o山 a l o m e n a , e e妞里饭 )

、

山药
L

( p i。 。吟。 。 。 尽
如械

. : )又
一

找未 (C
u工鸿咚翔 a

kw a n g s i e n s i s
)
、

郁金 (C u r e u m a a r o m ` t f忆 a )
、

水半夏 ( T冲 h 。 奥 i二川 : f l a g e l.l i f o
r鱼。 )

、
一

山

奈 (K a e m p f e r i a g a l a n g a
)
、

广防己 (A 龙
’

ì t o l 6心拉i冬…f a n g e
h i)

、

葛根
、

(P
u e。 犷 i a t h。功 , o n i )

鸡血藤 (M
u e u n a b i r d w o o d i a n a

)
、

肉桂
、

地枫皮
、

金银花 (L o n i e e r a
j
a P o 几 i e直 )

、
·

八角

( 11通i夕i u娜 v e r u m )
、

罗汉果 ( S i o a i t i a
、

_

g r os
v e熟。 犷污派 砂仁

_

tA血
o m 。 川 v i l l嘲曦触蕊万谭果

(A 瓜。血 u m st oa ko )
、

桂元肉 (E 场叭互
r
场

;

扬
n

妙减k 桑寄生 ( L
。
邝川五

u ` p ar a杯 ti 亡us )
、

石

解 (D e o d r o b i u m d o n
晓今叫汤 )

、

青天葵 (N o r y 元l主a 汇Q , d i i )
、 ’

昊香草 (L扑 io a心行奢二 f o e 。二 m `

g r a e e u nr )
、

安息香 ( S t y r a x t o 二 k i n 亡 n s i s )`
一

松
.

香 ( P i n u ,
’

m 么 s s o n i a n旦)
、

获 等 ( P
o

.

r i a

c o ` e os ) 等
.

_ . 1 . 一
, 、

入药于 中医的中药材与社会上和民间使用的草药相加至少达2
,

42 6种以上
,

如果尺 度 放

宽
,

很容易达三千余种
,

但无论如何
,

广西的药用植物至少占全国药 用植 物
一

总 数 豹 70 %

以上
。

据不完全统计
,

广西特有的药用植物有 1 17 种
。

一

广西有如此丰富钓药用植物 资源
,

考

其原因
,

一是气候为北热带
、

南亚热带及中亚热带的气候
,

二是山多起伏大
,

4

三是有广大的

岩溶地区
` 但在二三千种中草药之中

,

正在开发的只有名22 种
,

占总数的 33
.

笋%
.

药用值物

资源的开发主要反映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收的上
,

1, 8 3年收购额为 4
,

24 6万元
。 ’

最高记录为 1 978

年 ; 收购额为 9
,

。52 万元
。

三十多年来共收购92
,

恤 7万元
。

1 983 年收狗中草苑珍 9
二

0佃公担彩

价值照
,

通60
,

的 o元
。

现有中药厂 3。家
,

利用中草药制成药的年产值约 1 亿叮。0万元
.
几利 润 约

` ·

1 千万元
。

一
、

-

由于客观上的需要量比供应量更大
,

一部分药用植物已推广人工栽培
,

栽种面积较大的

有
:

舍银花
、

水半夏
、

砂仁
、

山枝子 (G
a r

具
e n i a ja s ni i n o i d e s

)
、

天冬 (A , p a r a g u 。
`

e o o h i n -

e h i n e n s i s
)
、

穿心莲 (C
a n s e o r a l u e id i s s im a

)
、

苦玄参 (P i e r i a f e l一 t e r r a e
)

、

天麻
、

粉
_

葛今
-

花粉 (T找
c卜os

a nt h e : k ir il o w ii )
、

干年健
。

从外地引种且大面积栽培的有
; 河 南 的 地 黄

(R e五m a n n i a g l u t i n o s a )
、

牛膝 (A e h了 r合 n比畔
s _

b id o n t a之a
)
、

红花滚C a r th a m u ` t i n e t o r i u s
),

安徽的芍药 ( P尽e o n i a l a e t i f l o r a
)
、

’

获荃 , 浙江 (Jt 玄参 ( S
e r o p h u

l扛, i a n io g p o e n s i s )
、

菊花

(C h
r y s a n t h e m u m m o r i f o l i u m )

; 河北的白龙 (A
n g o l i o a

’

d a h u r i e a
)
、

板兰根
_

(B
a p五i o a e ,

a n t h u s e u s i a
)
; 江苏的薄荷 (M

e n t h a 五a p l o e a l y x
)
,
福建的泽泻

~
菠人 115” a p l每雌砚

。 -

a q u冬t五e a v o r
.

o r i e n t a l e ) , 四川的杜仲 ( E u e o户 m i a u lm o i d e s
)
、

厚朴
、

黄莲 (C
o p t i s

, h元肠
e n si s

)
、

黄柏 ( P五e l lo d
e n d r o n a m u r怪应 s e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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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生好维 野生纤维主要用于造纸
,

原料取木材和草本植物两类
。

主要植物为马尾松
、

按树 谬此戒” t此 印 .P ), 其次为竹类
,

芒秆
、

黄茅草
、

龙须草 ( E云滋oi Ps 认 短泉劝砍如)` 构

薰{黔蓄燃翼{薰然翼:爹凝馨篡
产量 12

,

“万吨 ( 不包括乡镇集体企业生产的土纸 )
,

舟去木材约 1, 万立方米
,

蔗廷贪薯方曦
_

竹类约47 万吨
,

草类 2 万吨
。

全部造纸原料约值 5
,

7。叨元
。

尸

此外
,

经验还证昵
,
一用树粮造

纸经济效益显著
,

产品质量也较高
。

_

一
造纸工业投资大

,

发展有一定困难
。

各地所办小厂原料来源易解决
。
广西目爵燕走鑫目用

的野生纤维原料约占总数的 2。%左右
扩

·

原因是人工砍伐困嗽 运翰能力赶不上` 欲襄造幕业

的发展
,

最好除了考虑野生原料供应之外
,

另立原料生产基地
, 一

神植速生树种
,

从砍伐豹泪脂

械化和运输上的方便以降低成本
,

增强造纸业的生命力
。

- - - - - ~ -

一

蔗值本是很好的造纸原料
,

广西对它利用率较低
,

原周是区内缺煤
,

许多糖广都把德作

翩烧掉了
。

一
几
/

/
_

好生翻摺 广西能出油脂的植物有韶吕种
,

但且前能用上
,

有收购的
,

一绝大部分为襄培

植物
,

如眷油
、

桂油
、

按叶油
、

蓖麻油
、

桐油
、 一
茶油嘱于半栽培半野生的有乌柏 l由基

一

核夏葺私
-

真正是野生原料的
, 恐怕有有山苍子一种

。

乌柏油的大部分来自近年发展赶来的人工乌拍乖奉;
~

用它来制皂是较理想的
,

但工业方面嫌它贵
,

而农民则又抱怨卖价残
。 一 于

据说外餐的柏攀奢摹摹价
较高

,

但又说别人懂得综合利用云云
。

如此说来
,

开发植物资源和发展农林业的蔚蒙扛誊佘

工业的水平而定
·

一197 2呼 84年收购松脂 1 8
,

33 9 6 08 担 , 山苍籽 2 4石
,

47 3担 , 山苍籽油 57 ,4能担 , 乌柏裹攀彭提
、缝奋

担
,

乌柏籽油 1 9 9担
。

其他杂油脂 1 2 0 .5 2担
。

_

一
-一

一

资生旋毅 野生植物中能移提供淀粉原料的植物上百种
,

但为商业上利用的仅有两氨

石鬓擂戳氮黑黔羹漂咒拿纂井蕊翼攫窦默黑华察
_

黯鬃霖矿;之
`

篡井黯淤
g

糯
水

器黔霭篡)军龙狱穿
另有一些野生淀粉品质优良

,

但因产量不大
,

通常是以乡镇的民间产品上市
,

如拚梅豁
、

歌
自棕搁科的枕榔 (A

f e o ga p i n n a t a)
。

有的虽是质优味美的可食淀粉
,

但因采趁费勤三
,

常年

不见被利用
,

大概只能作为饥荒之年的救饥粮了
,

如戴 (Pt 6r i d她。 aq
o

iil 叨幸冲勺案督萦裸
属此类

。 一 _

一
卜

据区土产公司的资料
,

野生淀粉原料的收购量
,

19 ” 一 1兮84 年总收购量为冬 0覆夔
,

舰右霆`
1 9 7 2年至玲” 年的八年期间内

,

每年的收购量均保持六位数
,

即在生。万担室沁万担乏间; 霭

从 1
咖年起

,

收购量便下降至五位数
,

即不足 1”方担
,

1, 84 年才 1东 , 打担罢了
,

熟荆i清颤擂
-

似与农业执行责任制
,

农业生产抬头发展有关吧
。 - - -

一
_

一

界生水果 广西的野生植物中果实可食的种类也是很多的
,

一

最粗略的统 计
,

也在 三
_

百

种以上
。

但目前已被开发利用
,

已成商品的
、

主要是中华称猴桃 { A ct 左成 t认 违`耻娜枯轰

山葡萄 ( v 认 i : fl e x u 。 s a
)
、

金樱子 ( R
。
as l

a
盯烤缸习

、

刺梨
·

〔获哪 。 r 。 、 b。枪h蜻 主漪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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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o rma
li ) s等数种

。

它们直接由酒厂或饮料厂收购用来酿酒或制造 脯
、

酱
、

汁 等 食 品
,

少

数药用 ( 金樱 子 )
。

中华称猴桃是当今全国众所周知的新兴水果
,

一方面在利用野生资源
,

一方面在进行加工及培育研究
。

山葡萄是永福县酒厂生产葡萄酒的主要原料
,

产 酒 品质 优

良
,

风味纯正
,

早已远近闻名
。

金樱子和刺梨同为属内植物
,

果实相似
,

均以含维生素丙和

糖类丰富而闻名
。

前者是老品种
,

其果肉称金樱肉
,

入药
,

分布很广 , 刺梨是新推出的热
、

1

货
, 〕

主产百色地区
。

、

估计野生水果年产值可达 2 0万元以上
。

野生棍料 蹂料为制革的必需之品
。

广西的揉料植物百余种
,

但资源分散
,

比较集中的

地方为百色地区
。

丰富的蹂质大部分是藏存于树木的皮部
。

要利用揉料资源
,

就要把树皮剥

下来
,

这样一来
,

就有杀鸡取卵之弊
。

过去百色的拷胶厂多用余甘子 ( P五刃 al nt h us
e m bl i o a)

的树皮
。

现 已基本用完
,

正在改用杨梅 (M yr i c a r u
衍 a) 的树皮

,

壳斗科落叶性的株类的橡

碗
·

( 与橡子配对 ) 也是很好的揉质原料
。

但橡碗从树上掉下来与林地 中的树叶及其他掉落物

混在一起
,

不易收集
,

不像剥树皮那么便当和得到少劳力多产量的收获
。

所以造成弃橡碗而

进军树皮的局面
,

这在计较经济效益的情况下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

据区土产公司的资料计算
,

从 19 74 年至 1 9 84 年的 11 年内
,

总共收购拷胶原 料 .4 5 77
,

929

担
,

收购值 5 7
,

2 2 4
,

1 12 元
。

( 二 ) 民间的利用

一个国家
,

一个社会对一种自然资源的利用
,

往往发源于民伺
,
特别是对与生活有密切

茉系的植物资源尤其如此
。

民间对植物资源的利用是很广泛的
,

本文不可能一一给以详尽的

缕述
,

这里只举一些我们印象较深的事例
,

作为今后更广更深地去开发提供一些线索而巳
。

材用 木材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物资
。

举炊
、

取暖要烧柴薪 , 盖房子要用木材 ,

睡床坐橙和农具工具无一不是需要木材来制作
。

所以
,

山林中的树木孰优孰劣
,

乡里的人都

清楚
,

而且一一给它们安上名字
,

可见其关系之密切
。

各种树木的材性如何
,

其纹理
、

色泽
、

硬度
、

耐水
,

耐蛀
、

加工等等特征和性能如何
,

民间自有一套学问
。

各种树木到 了 他 们 手

里
,

真可以做到树尽其材
,

各显所能的地步
。

除了杉木
、

松木用于一般的建 筑 及 器 具
、

农

具
、

家具用材之外
,

兹举其他用
`

材如下
:

作为上等的檐柱之材用规木
、

金丝李
、

格木等
。

用作猎枪枪把的木 材 为 紫荆 木 (M
a d五u e a s u b q u i n e u n e i a l i

s
)
、

蚂蜗树 (H y d r a n g e a

lni kw e i e n s i s )
、

黄棉树 (A d i n a p o
ly

e e p h
a
l
a
)

、

君迁子 (D i o s P y r o s l
o t u s

)
。

用于刻制印章的木材为银木 (W
r i g h t i a p u b e s e e n s )

、

黄杨 ( B
u x u s s p )

。

制作板鞋的木材不变形
,

不易碎裂
,

光滑凉爽
,

银木最为适宜
。

用于制作纱锭
、

线 辘 的 木 材 选 荷 木 ( S
e h im a s u p e r b

a
)
、

陀螺果 (M
e ll i o

d
e n

d
r o n

X y l o e a r p u m )

供制造火柴和牙签的木材要较轻而又有韧性
,

推拟赤杨 (A nl Pi h yl hi m f or t u n ei ) 和鸭

脚木 ( S
e
h

e
f f l

e r a o e t o p h y l l
a
) 为最佳

。

做扁担用的木材要有相当的硬度 , 又要有较好弹性
,
最好是临桂绣球 ( 即蚂蝎木 ) 和黄

棉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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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_
’

做耙土用的耙齿最好为山杠木 (P hot n i ia g l a b ra )
。

做耙背脊的 木 材 用 香 椿 (T 。 。 n a

S 主n n e si s
)

一

山里的人做床架喜用杨桐 ( d Ain an d ra i mz l et t i i )
。

~
一

制造木工用的刨壳多用青冈栋 (Q
u e re u sg l a u e a

)和乌冈栋 Q (
u e re u sp hi l一y a e r。 i de s

)

之类的栋树
。

做农具撅
、

锄
、

斧
、

锤
、

镰一类的把柄多用壳斗科植物和山杠木
、

棒木 ( Eu ry a sP . )等
。

放养木耳喜用千年桐 (le Au rit e smo nt an
a )和陀螺果等树木

。

放养香菇 则 用 马 尾
_

树

(R ho ip t e
l
e a : hi l i a

n 土五 a
)

。

上等的家具用材在桂北推擦木 (Po e u do sa sa s
f

ra st :u mu
)

,

在 桂 南 推荔 枝 (L i飞
c h i

e h i n e n s i s
)

、

龙眼 (E
u p h o r i a

l
o n g a n

)
、

木菠萝等
。

药用 民间利用野生植物资源最为广泛的类别除了木材之外
,

恐怕就是药用植物了
。

据

区中医药研究所同志的调查统计
,

广西各少数民族各有各自熟识和掌握的植物药
,

计壮族药

有 6 80种
,

瑶族药 5 50 种
,

侗族药27 8种
,

松佬族药2 46 种
,

苗族药 2 12 种
,

毛难族药 10 2种
,

京

族药 2 4种
,

彝族药21 种
。

’

一种资源的企业性开发往往是发源于民间利用盼经验
,

这一规律表现在药用植物的利用

发展史上尤为显著
。

草药与中药之间本来不存在天然的分界线
。

草药上升为中药
,

上了药典
,

跻身于中医生的药房之后
,

其药物的特性并没有变
,

所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人对于它的认识的

提高
,

从而改变了利用它的广度与深度而已
。

据初步统计
,

广西 自解放以来从草药中筛选提

升为中药利用的种类达 60 种左右
。

在科研方面对某些草药的研究深入
,

无不来 由于民间经验

的启发
,

如紫金牛 (A
r d i s i a j a P o n i e a

)
,

苦玄参
、

毛冬青 ( I l
e x p u b e s e e n s )

、

红根草
、

萝

芙木 (R
a u v o l f i a v e r t i e i l l a t a

)
、

黄花篙 (A
r t e m i s i a a n n u a

)等
。

纤维 民间利用的野生纤维大致分为五类
:

全草
,

韧皮
,

木质部里提纯的纤维
,

天然生

成的纤维
,

用于纤维的藤类
。

一

用全草搓作绳子用的植物最著名者为龙须草
,

现已为国家收购
,

作为造纸原料
。

`
1

剥取树木的韧皮部制作绳子用的木本植物最 著 名 者 为 构 树
、

了 哥 王 (W i ks t r o e m ai

ni di ac )
、

家麻树 ( St
e
cr ul ai Pe

x a
) 等

,

这些优质的纤维亦已为国家所收购
。

山里人的屋旁

屋后往往有一二株家麻树
,

这种树萌发力很强
,

被砍之后能够迅速萌发新的枝条数条
,

保持
一

定的粗度和长度
,

把当年生的萌发枝砍下剥取其韧皮使用
,

最为适合
。

从竹类的当年生新竹经过浸泡处理提取纤维称其为竹麻
,

适于打草鞋
。

更嫩一些的新竹

处理打成竹浆
,

一

便是造纸的原料
。

这种使 用
一

法
`

在 山 区 很 常 见
。

所 用 竹 子 大 多 是 毛 竹

( P h y l l o s t a c h y s
一

P u b已 s e e n s )
。

天然生成的纯纤维如棕搁 ( T
r a 。 h y ac 印 us f or t u

ne )i
,

这是大家知道的
。

不过这是栽培

植物
。

可能它是木质树木伏的多年生植物中最重要的纤维植物了
。

山里的群众有两句顺 口溜

称赞棕树说
: “ 家有干株棕

,

子孙不会穷
” 。

富子纤维的藤本植物在民间是 以藤 当绳使用
。

这是一种特殊的天然的纤维成品
。

民间用

得最多的为九龙藤 ( 又名龙须藤
,

B a u h i n i a e h a m p i o n i )
、

葛藤 ( P
u e r a r i a p s e u d o h i r s u t a

)

各种黄白藤 (C
a l a o u s , p

.

和 D a e :了l o n o r o p , , n a r g a r i t a e
) 和石松属 ( L y e o p o d i u m ) 植

物
。

后者就是桂东
、

桂北一带制作藤椅的原料
? 至于桂南

、 桂西南民间所编制的藤篮之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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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

则是取材于芒其骨 (D i e r a n o p t e r i s d i e h o t o m a
)

油料 广西植物中种予含油的种类也不少
,

达邻 8种
。

但能提升到产业上作为商品 者 则

尚未有所突破
,

仍然停留在民间的利用上
。

说到底
,

实是尚未发现有何种的质量和产量可与

现有的油料作物抗衡
。

有些种类的油质很好
,

确能充作 食 用 油
一

的
`

如
一

油 植
;

果
二

(H
o d g : 。 ni a

二 a e r o e a r p a
)

、

广宁油茶 (C
a m山认

落 e m i s晌
a t a
派 宛田红花油茶 (C

a 血 e
l l

_

ia
一

p o
l了Qd o n t a

)
`

博白大果油茶 (C
a m el lai 名过

a
狱吮 ar 扣a ) 等都在群众中普遍给以好评的种类

,

甚至说是优

异于现有的
_

木本油料
。

但这些种类或因产量不高 〔袖茶类 )
’

或因栽培困难和加工 ( 榨油 ) 上

的特殊困难
,

都无资格被擞裔珍粼森培作物行列中去
。

但这些种类在民间确在利甩的
。

在画

难时期
,

民间往往把年景好时不予理睬的种类也拿来食用 了
,

如 牛耳 枫 ( D
a p五n Pi h yl hi m

e a
l y

e i n u m )
、

鸭脚板 (掌叶木
,

(H
a n d e l i o d e

初 r d ` b o d i n i e r i矢哩泞 (E b e r h a r d t i a a u t a t a
)

着头果 (M
a
l
a n i a o l e i f

e r乒}等
。

一

笼粉 在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中
,

淀粉类的食物一直是进餐中的主食
。

自然界 所 产 含

淀粉的植物何者优 良
,

何者低劣
,

一

经过人类数千年的尝试筛选
,

兹今已有定论
。

言及粮食
,

一

必称五谷
,

几乎是不可改变的格局言 当然
,

在世界范围内
,

各洲各国容或有所侧重
,

如热带

地区`
_

以木薯作粮食
,

甚称特点 , 欧美国家中马铃薯在淀粉类食品中占比重较大
,

等等
。

要

想在现有的植物资源中找出一种比现有的栽培粮食作物更好的淀粉植物
,

可 以说 是 不 可 能

的矛如上文所提到过的观点
,

野生植物中的淀粉不过是作为荒年的救饥粮而巳
。

像枕榔粉这

、 类型的谊粉能够成为一种商品
,

可算是凤毛麟角的了
,

而且毕竟还未能成为栽培作物行列
一

的洲员
,

一
介

:

水早 野生水果的性质与淀粉类
、

油料类及纤维类的性质大致相同
,

它们同是人类生活

中旗以生存的基本物质
。
经过人类数千年的选择

,

优良的种类早 已引野生为家种
,

一般是不会

出现更好的品种了
。

但水果类在大规律之下由于它还有独具的特点
,

主要是营养成分复杂
,

风味多样
, ,

和色泽及形状上不同的美
,

随着人类生产的发展
,

生活水平的提高
,

在食物的迫

雾方面有所发展和变化
,

希望有更多不同类型的水果出世以满足 自已的需要
。

近十年来
,

在

世界的水果业中称猴桃的迅速兴起
,

就是这个原因
。

又如近年热了一阵的刺梨
,

它本是不宜

鲜食的非典璧的水果
,

但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丙和醋
,

可以用来加工制造饮料
。

饮料的大量

儒求
r

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志之一
,

所以它也应运而生了
。

广西的野生水果除了称猴桃之外
,

普遍为民间群众所采食的还有桃金娘 ( R卜do
。 二yt t 。

t o m e n t o s a
)
、

山 葡 萄
、

杨 梅
、

山 荔 枝 (D
e n d r o b e n t h a m i a s p p

·

)
、

野木瓜 ( S t a u n t o n i a

s p p
.

)
、

乌泡薄 (R
u
b

u s s p
.

)
、

野批把 (E
r i o b o t r y a s p

.

)
、

乌饭 ( y
a 亡e i o i u 位 s p

.

)等
。

其中

称猴桃
、
桃金娘

、

山葡萄
、

杨梅
、

乌泡苟等数种常见于民间的集市上
。

凡是有资格上市的
,

大撅就有一定的价值
。

在昨天还是不屑一顾的东西
,

在明天工业水平提高
,

技术进步的条件

下
,

可能是受重视的资源了
。

在科研方面应该先走一步
,

预见到未来
。

芳. 在生产落后的社会
,

最不受重视的是芳香植物
。

生产发展了
,

它也就逐渐受到重

视
。

只要社会需要
,

国家需要
,

民间也就能搞起来
。

解放前民间生产的桂油
_

和茵仙是广西的

传统产品
。

解放后又陆续生产按叶油 ( 主要用柠檬按 E uc al y p tus
c it ti o d 。 , )

、
_

香茅油 (用

香茅和枫茅
,

C y m b o p o g o n e i t r a t u , ,

C
.

n a r d u s
)
、

薄荷油 (M
e n t五a 五a p l o心 a ly x )

、

T 香

罗勒油 ( o
o ni 。舆 犷

“ ti ” 5 1贝 ; m ) 等
。 而且这些芳香搏物在 民间都有人工栽培

? 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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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广西植物资源开发利用的试验研究

(一 )种类的润奋发规

资源的开发必须先有资源的调查
。

把植物的种类弄个一清二楚
,

乃是植物资源调查工作

中最基本的一项工作
。

此项工作在二十年代便已井始
,

解放后做的上作更多
,

真可谓不可同

日而语
。

做这项工作的人大多数是从事植物分类学工作者
,

也有农林院校和科研所的近参行
家

。

不管他们主观上如何认识和思考
,

他们辛勤劳动积累下来的资料客观上都是为广酋祷物

资源的开发利用服务的
。

如果没有他们去进行爬山越岭
,

涉水登山的采集工作
,

积累下成千

上万的植物标本
,

恐伯不会有今夭的植物所了
。

解放前采集标本较多的代表人物有秦仁 昌
、

辛树帜
、

钟济新
、

苏宏汉
、

陈立卿
、

高锡朋
、

梁向 日
、

曾怀德
、

黄志
、

邓良
、

陈文
。

解放后兰十余年以来进行的采集工作 更 多
,

规 模 更

大
,

人次更多
,

采集过的地方更广
。

植物所先后派出专事采集或兼采集的人员达五十人以上
。

现在编号归柜的标本近三十万号
。

本文前头所报导广西植物科
、

属
、

种的统计数字就是凭借

这几千万号标本经过多年的鉴定整理
,

编成名录
,

并收集历年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

资料统编而成
。

标本室标本的鉴定工作除了植物所本身的人员外
,

还得到区内外同行专家广

泛的支援
,

使得多年辛勤积累的标本得以转变为实际可用的资料
,

从而间接地支援了广西植

物资源的开发工作
。

植物所的同人和区内外给以协助的伺行以及先辈等共同几十年的辛勤劳

动的成绩初步反映在一套 《 广西植物名录 》 上
。

名录上的每一个植物名称及其分布记录
、

民

间用途等等字面上凝聚着多少人的汗水啊 ! 现在 《 广西植物志 》 的编写工作正在进行着
。

它

是继 《 名录 》 之后高一级的工作
。

它的完成
,

将更加有效地为广西植物资源开发研究服务
。

现在统计出的科
、

属
、

种的数字所包含的植物名称
,

一部分是参考邻省乃至全国同业单位的

植物定名而得
。

如果没有这些草位所提供的参考资料
,

一

单靠植物所单枪匹乌地午
,

现在所取

得的成绩是不可思议的
。

一部分是直接从采集到的标本中经所内外
,

区内外的向行专家鉴定

直接定名的
。

这一部分植物即上文所述的所谓入载为模式的植物
,

共计9 80 种
。

这近千 种 的

植物即包含了广西的特有植物
,

是广西植物资源中最具地方特色的部分
。

这98 0种植物中发

现于解放前的共有2 82 种
,

发现于解放后的计 6 9念种
,

占总数的 71 %
。

解放后发现的植物中按

年代分
,

五十年 代有 90 种 ;
六十年代有 81 种 ;

七十年代有1 62 种 ;
八十年 代有 36 1种

。 ` -

( 二 ) 综合性的调查
_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来
,

广西进行过比较大型的
、

综合性的调查不少
,

内容有宽有窄
。

有

些是广西本身的力量去进行的
,

有些是区内与区外力量合作进行
。

内容上少不了有植物资源

这一专业 的调查有下列多次
,

1 9 5 3年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发起并领头
,

有该院地理所
、

广东的中山大学植物研究

所 ( 现为中科院华南植物所 ) 和广西植物所参加的越城岭兴安地区的植物调查
,

包括植物群

落
、

植物资源
、

土壤
、

气候
、

地形等专业
。

1, 5 5年由中科院华南植物所及其工作站 ( 广西植物所的前身 ) 合作进行广福林区 ( 后欢
称花坪林区 ) 附有动物调查的植物调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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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欺 梁畴芬等
:

.

在开发利用中的广西植物资源 23,

,
一

1 9 57 年由中国科学院新组成的华南生物资源综合考察队领头
,

吸收科院内外有关单位参

加对广西红水河流城进行多学科的综合性考察调查
。

一
、

一

19 58 年由上一项同样的组织进行桂西南及十万大山的考察调查
。

找 9i 的年由广西植物所派出夭批科技人员到广西各地进行植物资像普戴 谊是一项全国性
钓各省 ( 区 ) 都进行的工作

。

根据这次普查所取得的资料
.

后来编写出版 《
·

中国经济植物手

册 》 一书
。

1” 。年由华南综考队组成与 57
,

58 年同样的组织进行桂东南地区的综合考察
, ;

这次 考 察

侧重于橡胶宜林地的寻找和评价
。 」

. . -

1 96 1年由广西植物所相邀区内若干单位组成小型的
,

有现场测试和加工的凌乐 ( 即现今

的凌云和乐业两县 ) 植物资源调查队
。

1 962 年由自治区科委出面组织
,

由广西植物所领头
,

有区内外单位参加的综合考察队到靶

坪林区进行调查
。

由于这次的调查结果和建议
,

导致花坪林区经自洽区决定后报国务院批准

为自然保护区
。

考察报告最近可由山东人 民出版社出版
。

均铭年广西植物所
、

区防疫所
、

区医药所和江苏植物所组成调查队
,

对驭蚁药及治疟药

进行专项调查
。

197 2年由区药材公司组织一次由区内植物所
,

医药单位组成的专项调查队调查桂西南`

带的南药
。

,

应97 6一78 年由药材公司组织
,

区内多个单位参加组成的广西中草药工作服务队进行全区

的中草药普查和中草药工作技术培训等服务活动
。

、

1钾9一1
;

980 年由区科委组织
,

由广西植物所领头组成的综考队对异岗林区进行调查
。

由

于这次的调查结果及建议
,

导致此林区最后经自治区决定后报国务院批准为自然保护区
。

因

为此保护区地跨龙州和宁明两县
,

所以后来又分为粪悯和陇瑞两个自然保护区
。

1 9 81 一 82 年由区科委组织
,

由广西植物所领头组成综合考察队对金秀县大瑶山进行 调

查
。

综考报告最近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
。

( 三 ) 应用上的研究
一

本文所说的植物资源主要指野生植物资源
。

从广义的概念说
,

不管哪一学科
,

凡是以或

者主要以野生植物为研究对象的工作及其所出版的书刊
,

都可以说是广西植物资源开发研究

范围内的工作或成果
,

下面所引事例和出版物都从这一概念出发
。

材用 广西是树种最多
,

珍稀树种较多的省 ( 区 ) 之一
。

容易吸引林业工作者和植物工

作者注意
,

去研究
,

那是很自然的事
。

早在1 955 年就出了一本广西省林业厅编印的广西的主

要树木整理
。

到了 1 0 5 8年
,

谢福惠著有广西木材初步识别一书
,

一

1 9 7 7年广西农学院林学分院

与区林业局复又编著了木材树种简易识别
,

1 9 64 年广西林亚厅编印了广西造林技术规程施行

细则 ( 试用本 )
。

这就为广西林业的发展
,

木材采伐和经营等业务提供了一个科学 技 术 基

础
。

一

退林科所和大青山试验局从五十年代到现在
,

大量引种了本区的野生珍贵树种
,

从试验

实践上提供了不少宝贵的阔叶树造林试验
。

现已完成红椎 (C as at n o p s i s h ys tr i x)
、

火 力 楠

(M i e h
e l i a m e e l u r e i v a r

.

s u b l a n e a
)

、

米老排 (M y t i l a r i a l
a o e n s i s )

、

湿地松 (P i岛咚哭

, 川
。
iit )

:

红荷木 S(
。 hi 舆 , w a

ill
c

娜 )i 的引种试验工作
,
并已逐步推广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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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黄用
「

广西是全国最丰富的植物药库之一
, 、

在科研方面做下的工作也是较多的
。

从下列

的出版物可 见一斑
:

19 63 年区卫生厅编著广西中药志第一辑和第二辑 , 1 9 6 6年广西中医药研
究所编著广西民间常用草药第一集和第二集 , 1 9 69年广西革委会政工组卫生小组编广西良伺
{徽用中草药第一册

, 1 9“ “年广西中医药研究所编印广西药用植物名录 , 1, “ 9年广西植物所绅
和

,

了广西实用中草药新选
, 1 97 4年广西卫生局主编广西本草选编

, 1 9 7 6年广西植物所和区医

药公司合编广西草药简介第一集
, 1 9 8 3年钟树权和辛斌合编常用养身中药

。

另在应用中草药

汗兽医方面还有两本书
, 1 9 5 9年陈立卿编著广西中兽医药用植物

, 1 9 7 4年区兽医研究所编广

西兽医中草药处方选编
。

`

, _ `
_

一

投入力量于药用
_

植物的研究
,

区内的单位主要是中医药所
、

植物所
、

林科所
、

亚热带作

物所
、

农学院
。

在研制新成药方面还有 18 家药厂技术上的配合
。

下面是科研上的主要成果
,

r

其中出 自中医药所成果是最多的
:

-

研制成功的成药有抗房丸
、

降压灵
、

炎见灵
、

胖得乐
、

金鸡冲剂
、

结石通
、

健脾晶
、

罗

汉果 晶
、

罗汉果冲剂
、

`

鸡骨草丸
、

胃灵
、

灵芝冲剂
、

.

板兰根冲剂
、

消炎退热冲剂
、

田七花冲

别等
。

经统计
,

经 卫生药政部批准生产的中成药加 3个品种
。 一

光是保健饮料 即达兰十 余 种
,

从 19 80 年起
,

年产值 80 。万元
,

占中成药总产值的 1 6
.

2 % ( 中成药总产值为4
,

9 38 万余元 )
。

一 中医药所药厂用萝芙木生产降压灵年产值平均 80 万元户成为科研所成果取得经济效益的
“ 卫星 ” 。 。

`

经过比较试验
,

一向进口 的药物安息香
、

沉香
、

芦荟
、

大风子
、

阿拉伯胶
、

血竭等巳找

到可以 代用的资源
。

、

实验证明
,

大叶钩藤
、

毛钩藤
、

白钩藤
、

钩藤不带钩的嫩枝均具大致相同的降压
、

镇静

和解疼作用
,

扩大 了药源
。

青篙的研究所得出的青篙素除供药用外
,

还可配制青篙素香皂
,

深受欢迎
。

研究用广西黄皮油制成驱蚊油已经使用
。

利用剑麻废渣提取剑麻皂素
,

扩大了街体激素的原料资源
。

田七采取摘除花苔的方法
,

产量增加 12 7
.

2%一 1 4 0
.

9%
。

1 9 7 5一 1 9 7 7年每年增收 5
,

2 98
,

7 5 0元
。

一

经比较试验
,

广西的水半夏证明与半夏 (Pi ne ill
a t e
比

a t a
) 药效一致

,

从 ” 年 以 来
,

已推广栽培水半夏 1 3
,

0 0 0亩
,

共产 47 万担
,

价值 4
,

7 00 万元
。

研究马兜铃素可治因化疗所造成白细胞的下降
,

提高机体免疫能力
、

增加中性白细胞吞

噬功能
。

所提出的尿囊素可广泛应用于 日用化工工业
。

以黄毛豆腐木 ( P
r e m n a f u l v a

) 为原料制成健骨注射液
,

治肥大性脊 椎炎
,

有效率 97
.

37 % ;
对风湿性关节瘤有效率亦达 9 1

。

9 5 %
。

研究广西产的剑叶龙 血树 ( p l e o m e l e a n g u s t i f
o l i a )生产血竭接近成功

。

研究从小叶按提取小叶按油再提按油素
,

已成出 口商品
。

研究单位协助柳州牙膏厂利用野生的两面针 ( Z
a nt h o x y lhi m ni t i d u m ) 制造两面 针 牙

膏
,

形成王牌产品
,

从 1 9 8 1年生产一千万支发展到 1 9 8 5将产一亿二千万支
,

利润可迭 36 0 方

兀
0

水果 目前主要进行称猴桃的种质收集
,

野生变家生的栽培试验尸 综命选种工作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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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期 梁畴芬等
:

在开发利用中的广西植物资源

其他如刺梨的研究有何成果未见报道
b

-
-

一
`

夕 由于国内生产的发展
,

国际市场的吸引
,

近年提倡发展香料生产
,

研究芳香植物
,

_

一些

革位也正在投入一定力量去研究
,

但还未有突玻性的成果

二
_ :一` 一

_

;

其他如纤维
、

淀粉一类几乎停顿
。

油料植物虽然吸引力较大
,

但真正投入力量
,

才懂得

不易取得可喜成绩
。

牧草还有区畜牧所在研究
。

饲料方面有一些不同饲料饲养观察
,

取得一定的试验结果
。

花卉和绿化植物在新的形势下
,

巳在人们的心 目中重新树立起美好的形象
。

作为一个分

支 的行业
,

其发展是很快的
,

但 目前大家似乎都着眼于经济效益
,

主要力量放在技术上的改

进
,

还顾不上有计划韵系统研究或理论研究
。

在基本参考资料方面
,

植物所在六十年代初出

了一本广西绿化植物第一集 ; 1 9 8 3年再出了一本广西石灰岩石山植物图谱
,

聊胜于无
。

四
、

广西植物资源开发利用途径的探讨
鞋并发何题

,

总的分为生产和科研两个方面
。

生产是第一线
,

是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产业

军
,

是科学技术的应用者 , 科研是生产的后继力量
,

是赖以竞争的依靠
,

开发型
、

应用
`

型的

科技力量不通过生产来体现它的力量
,

就变得毫无意义
。

生产部门的存亡和发展
,

与客观上

的经济形势
、

市场情 况有更密切的依附关系
,

因而生产部门自身天然地有其 自我调整的属性
。

科挤部门虽不能完全不同
,

但至少无如生产部门那么大的明显性
。

因此
,

这里我们着重从科
研的角度谈谈开发途径这个题目

。

飞

(一 ) 指导息想

钱们认为第一要紧的是要明确一个战略思想
,

要做出一个规划
, ,

要按照规划逐年作出相

应的安排
,

有计划有组织有条理地去进行
。

而不是髓风摇摆
,

赶热浪
,

或以个人 意志
`

为 转

移
。

开发的事业是牵涉到多行业的事业
,

租的划分主要是工
、

农
、

商
、

交通
.

政府的规划里

就应该把他们罗织进去
,

分别承担任务
。

( 三 )
·

并发对象问皿
植物资源的内容及其用途非常复杂

,

可谓类别繁多
,

分不胜分
。

我们 自不能什么都去研

究
,

什么都去经营
。

只能择优而为
,

盖因受力量有限和市场规律所制约也
。

一

我们以为从自身资源的优势
,

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考虑
,

再从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需求
趋势来考虑

,

第一类优先开发的首推药用植物树花卉及绿化植物
,

包括特有和珍稀植物
。

第
二类嚏奢香植物和野生水果

。

第三类是特用材用树种
。

肴些植物苛能是身兼两类
,

甚至三类
,

譬如芳香植物
,

或能兼作绿化植物
。

其他类别如纤维
、

油料
、

淀粉等类已有栽培作物作台柱
,

不必在野生资源中多花力气
。

一旦作出了全区开发重点对象
,

有关的生产部门和科研单位即有了业务上的主玫方向
,

是很重要的
。

否NJl, 只可继续打乱仗
,

形成不了拳头
,

拿不出名牌产品
,

得不到特久性帅经
济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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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专业及其力皿的配里
,

包括机构及人员的臼戴
- - - -

犹如打仗时兵种与兵力的配置
,

此理不言 自明
。

因为现有的机构
,

包括所可寞
、
组

,

它

们是在历史上的习惯和旧的观念支配之下沿袭下来的
,

不一定都能适应新订的开舞罐匆圈攀
求` 举植物所的植物园作例来说

,

若不大力加强
、

扩大
,

势难适应规划要求
, 丁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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