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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近代植物学文献辑录

(清末一 19 9 4)

谢 道 同
(广西科学院生物研究室 )

摘要 辑录清末一 19 49年广西植物学的中
、

外文文献资料共 71篇 (未包括农林栽培植物 )
,

按其 发 表

年月先后次序排列
.

上述文献资料
,

编者大多作有内容提要或摘要
。

( 一 ) 作者因编写 《 广西近代农业科技文献辑录 》 之便
,

对广西近代植物学文献进行研

究
。

本文是 《 广西近代农业科技文献辑录 》 ( 手稿
,

1 9 8 5 ) 的植物学部份
。

林业和栽培作物

另有篇章不在此内
。

( 二 ) 本辑录的文献资料
,

主要采自1 9 49 年以前广西和国内外出版 的 期 刊
、

报 纸
、

图

书
。

以发表年月先后次序排列
, 以便从著录窥见广西近代植物学不 同年代发展的状况和趋势

。

( 三 ) 整理科技历史文献资料
,

是科技史研究的必不可少的先行工作
。

过去的杂志报刊

中的论文
、

记事
、

调查
、

报告等
,

浩翰繁多
。

历时既久
,

常有遗忘散失
,

今人新辈更往往毫

无所知 , 加上缺乏系统的著录
,

临时需要
,

查索谈何容易
。

编者勉力编纂这部辑录
,

钩沉阐

幽
,

多方辑失
,

意在摸清家底
,

进而条其篇目
,

撮其旨意
,

提供一部检索工具
。

编辑文献辑

录
,

编者不敢妄操去取之权
。

凡 已访辑到的
,

只要与编辑主旨相符
,

不论存失
,

不论观点
,

均兼收并储
,

淮恐名文湮没不彰和缺漏
,

以期编成一部比较完整的
、

反映家底的总目
。

至于

甄别真伪粗精
、

衡量虚实
,

皆由读者 自为之耳
。

( 四 ) 编者本意
,

对收录的每篇文献资料
,

都作内容摘要或提要
。

但有些原文早已散失
,

或虽存而编者访辑未得
,

这类只知其名而未见其文的文献资料
,

其摘要或提要只 有 暂 付 阔

如
。

有待今后增补
。

( 五 ) 本辑录的编纂
,

曾得到许多领导同志
、

前辈专家学者的支持
、

帮助 , 国内各大图

书馆提供资料
,
许多同志协助具体工作

。

谨此一并深致谢忱 !

谨志
。

2
.

F o r d C
.

T h e
W

e s t R i v e r ,

C h i n a ( 中国西江 ) 1 8 8 2
.

G a r d
.

C h r o n
.

n
.

S e r
.

1 8 : 6 52一 6 5 3

记述该区域植被情形
。

2
.

M e
l l

.

R
、

S u d e il i n e s i s e h e l a n d s e h a f t s t y p e n u n d ih r e N u t z u n g ( 华南的自然生

境及其利用 ) 2 9 2 7
.

Z e i t s e h r
.

G e s
.

E r d k u n d e B e r l i n : 3 0一 3 9

论述广东和广西的土壤
、

气候
、

出产及植被情形
。

3
.

辛树帜 广西植物采集纪略 1 9 28
.

3
。

自然科学 1 ( 1 )
: 1 23 一 1 29

记述作者等 1 9 2 7年秋到广西横县
、

灵山采集植物的情况
。

此行共采得植物标本 4 43 种
,

其名正在鉴定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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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江有文 粤桂滇三省所产植物之调查清折19 28
,

10
.

暨南周刊 4 ( 1 )
:

33 一34

记载作者调查粤
、

桂
、

滇三省所产植物的大略情形
。

其中介绍广西产的植物有八角
、

玉

桂
、

茶油
、

桐油
、

桂花
、

万年青
、

榕树等 7 种 ;
广东产的 5 种

:

云南产的 4 种
。

5
.

国立中山大学广西瑶 山采集队 广西瑶山动
、

植物采集纪略 1 9 2 9
.

3
.

自然科学 1

( 4 ) : 1 7 8一 1 8 5

中大瑶山采集队于 1 9 2 8年 5 月到广西瑶山采集动
、

植物
,

历时三月
,

所获标本极多
。

本

文简要报告采得的动
、

植物标本概况
, 记述在罗香

、

金秀
、

圣堂顶三地的采集经过
。

通过采

集
,

明确了瑶山植物的分带情形
。

6
.

国立中山大学广西瑶山采集队 采集瑶山报告及请辟瑶山为学术研究所意见书

1 9 2 9
。

中山大学印行 共25 页

19 2 8年 5 月电冲大学生物系与语言历史研究所联合组成采集队
,

取道平南入罗香进瑶山

采集和调查瑶人瞬洛
,

共历时三月
。

本文报告此次生物采集和民俗调查的经 过 与 结 果
,

指几

出 :
瑶山动

、

植物资源年富
,

种类繁多
,

奇特新颖 , 在人类学和语言学上也多有研究价值
,

是科学界一大宝藏
。

建议
:

改良瑶人生活
、

栽培瑶 山森林
、

`

开辟瑶 山为大规模公园
、

设立瑶

山学术研究所
,

开发瑶山
,

使瑶 山贡献于科学
,

科学造福于瑶山
。

7
.

钱天鹤 广西科学调查团成绩之一斑 1 9 29
.

4
.

科学 13 ( 9 )
: 1 2 6 4一 1 2 6 6

1 9 2 8年 6 月
,

广西科学调查团动植物组在宜山
、

百色
、

南宁等 10 余县及十万大山和瑶山

调查采集
,

共得植物标本2 6 0 0余种
,

3 万数千余份
,

内中颇多新种
,

为世人所珍视
,

如山柠

檬 ( C i t r u s i c h a n夕e n s i s ) 和豆科紫荆属的一个新种乔木 ; 动物标本 1 7 2 0多种
,

近5 6 0 0份
,

其

中国内所未 曾采获者甚多
。

8
.

钱天鹤 广西科学调查团成绩志略 1 9 2 9
.

5
.

科学 13 ( 1 0 ) : 1 42 4一 1 42 6

广西科学调查团动植物组 1 9 2 8年 10 月继续在龙州等地调查采 集
。

本文简要报道调查采集

的收获
。

9
.

国立中山未学广西瑶山采集队 国立中山大学广西瑶山采集队采集日程 1 9 2 9
.

7
.

中山大学印行 共 1 68 页

192 8年 5 月
,

中山大学生物系组成以辛树帜教授为首的广西瑶山采集队到瑶山采集和调

查
,

共历时三月
。

本书由石声汉先生执笔
,

自1 9 2 8年 5 月至 8 月
,

逐 日笔记
,

生动地记述了

当 日采集的情形
、

瑶 山概况
、

生物情形
。

全书共八万余字
。

2 0
.

C h i n g
,

R
.

C
.

S o m e N e w s p e e i e s o f F e r n s f r o m K w a n g s i
,

C h i n a
(秦仁 昌

,

广西获类植物的几个新种 ) 1 9 2 9
.

a
.

S i n e n s i a l ( i ) : i 一 13

1 ” “ 8年春
,

中央研究院对广西进行了第一次科学考察
,

采集 了极其丰富的蔗 类 植 物 标
,

本
。

本文记述 了 1 4个新种及其生态环境
。

1 1
.

D i e l s L
.

M i s e e l l a n e a S i n e n s i a
,

l ( 中国杂记 ) 1 9 3 0
。

N o t i z b l
.

B o t
.

G a r t
.

B e r l i n 1 0
: 8 8 1一8 9 2

记述 J
.

F
.

R o C k 在江苏
、

辛树帜在广西采集的多种植物新种
。

一2
.

R
.

C
.

C h i o g F o u r N e w M
a g n o l i

e a e f r o m K w a n g s i ( 秦仁吕
,

广西 木 兰 科 四

个新种 ) 1 9 3 x
.

J o u r n
.

o f B o t
.

6 9
: 2 3 1一2 3 3

记讼1 9 2 8年作者在广西采集的木兰科四个新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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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

H
a nd e l一 Ma z z e t t i

,

H
.

P l a n t a e N o v a e
C h i n g i a n a e (广西秦氏植物新种志 ) 1 93 1

.

7
.

一 1 9 3 6
.

S i n e n s i a Z ( 1 )
: 1一 8

、
2 ( 2 )

: 1 2 3一 1 3 2
、

3 ( 8 ) : 18 5一 1 9 8
)

5 ( 1 )
: 1一 1 6

、

7 ( ? )
:
右1 9一 6 2 3

记述 1 9 2 8年秦仁 昌在广西凌云
、

河池
、

马山
、

柳城等地采集的植物新种
。

2 4
.

T e n g s h u 一 e h 。 。 F u n g i f r o m s o u t h w e , t e r n C h i n a ( 邓叔群
,

中国西南的真菌 )

1 9 3 2
.

2
.

B i o l
.

L a b
.

S e i
.

S o e
.

C h i n a 7 ( 3 )
: 6 9一 8 4

记述秦仁昌1 9 2 8年在广西
、

蒋英 1 9 3 0年在贵州
、

方炳文1 9 2 8年和 19 劝年在四川采集的共

48 种真菌
。

其中在广西采得的 8 种
,

贵州采得的33 种
,
四川采得的 24 种

。

但没有新种的报道
。

1 5
.

S i n 5
.

5
.

a n d W
u Y i n 一 e h a n A N o t e

P o ly P o df a c e a e o f Y a o 一 S h a n
K w a n g s i (辛树帜

、

1 9 3 2
.

B u
l l

.

D e p t
.

B i o l
.

S u n y a t s e n U n i v
.

3 :

论述广西瑶山水龙骨科植物的地理区系
。

。 。 t h 。 P u y t o g e o g r 。 p h y 。 f 户油1梦
吴印禅

,

广西瑶 山的水龙骨科植物分布 )

3 4 9一 3 6 6

1 6
.

王儒林 叶绿素的研 究 ( 一
、

二
、

三 ) 1 9 3 2
.

5 一 6
.

广西大学 周 刊 2 ( 1 0 ) : 3

一 5
、

2 ( 1 1 ) : 5 一 7
、

2 ( 1 2 )
: 1 一 1 1

论述叶绿素等植物色素的形成
、

理化性状及抽提方法
。

1 7
.

Y
.

L
.

K e n g A N e w S p e e i e s o
f M i e r o s t e g i “ m f r o m K w a n g s i C h i n a

( 耿以

礼
,

广西小幕草属一新种 ) 1 9 3 2
.

9
.

S i n e n s i a a ( 3 ) : 9 1一 9 2

记述 1 9 2 8年 1 1月秦仁 昌在广西十万大 山潮湿的山脚处采集到的小幕草属一个新种 M
.

b i f
o r m e K e n g s p

.

n o v
. 。

标本保存在南京自然历史博物馆
。

1 8
.

Y
.

T s i a n g N o t e s o n t h
e

A
s i a t i e A p o e y n a l e s

( I一 V ) ( 蒋英
,

亚洲夹竹桃志 )

1 9 3 2
.

1 1
.

S i n e n s i a 3 ( 4 )
: 1 5 7一 1 6 0

、
1 9 3 4

.

S u n y a t s e n i a Z ( 2 )
: 9 0一 2 0 2

、
1 9 3 6

.

5
.

S u n y a t s e n i a 3 ( 2 , 3 )
: 12 1一 2 3 9

、
1 93 9

.

6
.

S u n y a t s e n i a 4 ( i ,
2 )

: 3 1一 9 4
-

1 9 4 1
。

9
。

S
u n y a t s e n i a 6 ( 2 )

: 1 0 9一 1 5 8

全面收集
、

整理亚洲各国自1解8年至 1 9 3 9年调查采集的夹竹桃科植物数百种
,

并作详细

记述
。

夹竹桃科在国内主要分布在华南
、

西南诸省
。

广西采集到的有2洲
1 ,

主要 分 布 在 龙

州
、

南宁
、

平南
、

柳城
、

大瑶山
、

大朋山
、

兴安等地
。

作者还将与我国关系较大的39 个种一

一列出并加以订正
,

广其中有西的 4 个种
。

19
.

王儒林 烟草植物碱类 1 9 3 2
.

10
.

广西大学周刊 3 ( 3 ) : 6一 10

论述烟草植物碱的种类
、

抽提及其理化性质
。

2 0
.

黄季庄
、

吴印禅 大明山采集致辛树帜先生械 1 933
.

10
.

科学世界 2 ( 10 )
: 8 03

一 8 0 6

1 9 3 3年 6 月作者到广西大明山调查采集
。

本文是作者写给辛树帜先生的两封函
,

报告大

明山植被
、

环境
、

采集收获等情况
。

2 1
.

J
.

E
.

D a n d y M a g ” o l i a e e a e C o l l e e t e d i n K w a n g s i b y R
.

C
.

C h i n g 1 9 2 8 (广

西秦氏木兰科志略 ) 1 0 3 3
.

7
.

S i n e n s i a 4 ( 1 )
: 1 0一 13

记述 1 9 2 8年秦仁 昌在广西采集的木兰科植物 6 种
,

其中 4 个新种已在 1 9 3 1年发表
。

2 2
.

A
.

W
.

E x e l l
,

M
.

A
. ,

F
.

L
.

5
.

A R e v i s i o n o f t h e G e n u s R h o d o l
e i a ( 红苞

木属订正 ) 1 93 3 : 7
:

S u n y
a ’ s e o i a 套 ( 2

,

3 ) , 9 5一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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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已知的红苞木属的 7 个种的地理分布及其亲缘关系
。

其中分布在广西的有一个种
。

照片 4 张
,

附图一帧
。

2 3
.

H
.

H
.

H
u A R e v i e w o f th e

G
e n u s C a r p i n u o i n C h i n a ( 胡先翰

,

中国鹅茸

杨属综述 ) 1 9 3 3
.

7
.

S u n y a t s e n i a l ( 2
,

3 ) : 1 0 3一 2 1 0

记述中国鹅耳杨属的特征性状
,

分述 23 个种的来源
、

采集地点和时间
、

在中国的分布
。

其中一个种在广西有分布
。

2 4
.

敏 生 蓖麻植物碱类 19 33
.

10
.

广西大学周刊 5 ( 乞 )
: 8 一 10

( 原文待访辑 )

2 5
.

汪振儒 广西种子植物名录初稿 19 34
.

2 一 12
.

广西大学周刊 6 ( 乞一 9 )
: 、

6 ( 1 3 ) : 、 6 ( 1
一

4 ) : 、

7 ( 1 一 1 0 ) : 、
8 ( 1 )

: 、

8 ( 2 )
: 、

8 ( 1 0 ) : 、
8 ( 1 1 )

。

( 原文待访辑 )

2 6
.

汪振儒 关于研究广西植物的一点意见 19 34
`

4
.

广西大学周 刊 6 ( e )
: 3 一 8

指出广西植物研究的基础在于植物的采集与调查
、

成立植物标本室和植物园
。

27
.

敏 生 六堡采集的前后 1 934
。

5
.

广西大学周刊 6 ( 13 )
: 8 一 10

( 原文待访辑 )

2 8
.

W
a n g C il

u n C h
e n g A N e w L o ar 耐 h o s f

r o m K w a n g , i ( 郑万钧
,

广西娜寄生属

一新种 ) 1 9 3 4
。

6
。

S i n e n s i a 4 ( 1 1 ) : 3 2 7ee 3 2 8
’

记述作者 1 92 8年在十万大山海拔 1树O叹处采到的一个新种 L or a 耐加 : hc 细ig 才
,

认为它是

cl’ hc at 耐加s 组中一个非常独特的种
。

有叶
、

花序及柱头附图
。

2 9
.

W o o n一Y o u n g C h
u n

A d d i t i o n s t o t h
e F l

o r a o
f K w a n g t u n g a n d S o u t h一

E a s t e r n
C h i n a ( 陈焕墉

,

增订广东和中国东南部植物志 ) 1 9 3 4
一1 9 40

。

6
.

S u o y a t s e n i a

1 ( 4 )
: 2 0 9一 3 1 6

、

2 ( 1 )
:

4 9一 8 7
、

4 ( 8
,

4 ) : 1 6 9一 2 7 1

对中国东南部的农林植物资源作了广泛的收集
、

整理
,

并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作了大量

补充和订正
,

其中有些是新种
,

有些是过去未定名的
。

本文记载的植物种类
,

大多出自广东
,

其次是广西
,

少数取材于贵州等省
。
其中分布于广西的有 1 40 多种

,

采 自兴安
、

资源
、

忻城
、

石龙
、

琶宁
、

平南
、

桂平
、

武鸣
、

靖西
、

龙州
、

凌云
、

东兴等县及十万大山
。

3 0
.

何椿年 广西大明山初步纪略 1 9 3 4
。

7
。

自然科学 6 ( 1 ) : 1 6 9一 1 7 4

1 9 3 3年 6 月
,

中山大学黄季庄等 6 人到广西大明山调查和探采
,

历时约两月
。

本文记述

此次调查采集的动
、

植物概况
,

计有植物标本 600 余种
,

动物标本数十种
。

其中鸟类标 本 3 6

种
,

文中附有其名录
。

31
.

汪振儒 藻类植物之分类 19 3 5
.

1
.

广西大学周刊 7 ( 1 5
,

16 )
:

15 一 18

介绍W
e a t和 F r i t a e il ( 1 02 7 ) 将藻类植物分为 1 2大类的分类方法

。

3 2
.

汪振儒 藻类研究之历史 1 9 3 5
。

1
。

广西大学周刊 7 ( 1 3 )
: 、

7 ( 1 4 )
: 6

.

一 9 ,

1 9 3 6
。

7
。

中国植物学杂志 3 ( 2 ) : 1 0 1 3一 1 0 2 5

藻类研究始见于文字记载者为 1 7 1 1年 R e a u m u r 氏
。

本文详细论述 1 7 1 1 年以来藻类研

究的进展
、

主要著述及成果
。

3 3
.

史德威
、

周蓄源 广西植物调查纪要 19 35
.

5
.

金陵学报 5 ( 1 ) : 1” 一 19 5

记述作者在广西凌云
、

融县
、

三江等县调查情况和上述三县的地形
、

土壤
、

气候条件及



3期 谢道同
:

广西近代植物学文献辑录

栽培作物` 半野生植物
、

野生植物的种类和生长环境
。

34
.

A
.

N
.

S t e wa rd a nd C h e oS h
u一 Y ue nR e e e n t b ota n iea le xp la o rt i on` in

K丽比宫蛇 ( 史德威
、

周蓄源
,

广西近代植物学之探讨 ) 1 93 `
.

C h in
a

oJ ur
n

.

2 3
: 3 63 一 37 2

综述广西近代植物学的研究进展
、

成果等概况及今后的设想
。

3反
.

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 广西植物园概况 1 935
.

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

究院编印

( 原文待访辑 )

36
.

陈立卿 植物的生活和环境的关系 19 35
.

10
.

西大学生 ( 2 ) f 73 一80

从植物生理学和植物生态学两个方面论述植物的生活与水份
、

温度
、

光
、

化学因素
、

物

理因素以及和气候
、

地理
、

生物的关系
。

37
.

苏宏仅 各种植物叶上气孔多寡之比较研究 1 935
。

10
.

西大 学 生 ( 2 )
:

80 一88

作者以 12 科的双子叶植物和 3 科单子叶植物为材料
,

研究各种植物叶上气孔多寡与该种

植物的生态及进化源溯的关系
,

其结果为
:
各种类植物

,
卜

叶上气孔多寡迥异
,

但平均每平方

毫米有气孔 2 83 个
, 气孔不足此平均数者

,

或为喜生于阴低潮湿地的矮小低等植物
,

或 即 为

高等植物
,

其叶多为针状或披针状
, 气孔少者较气孔多者进化

。

3 8
.

苏宏汉 龙州植物采集记 19 3 5
.

12
.

广西大学周刊 9 ( 7 一 8 )
:

14 一 16

1 93 5年 9 月
,

作者等在龙州采集植物
。

本文记述龙州钓地理环境
、

植被
、

植物种类等概况
。

3 9
.

A
.

N
.

B e n e m e r i t o
T h e

G
a r c i n i a o f S o o t h C h i n a

(G
u t t i f e r a e

) ( 华南的倒捻

子属 ( 金丝桃科 ) ) 1 93 6
.

1
.

L i n g n a n
S

e i
.

J o u r n
.

1 5 ( 1 ) : 5 7一 6 7

描述华南倒捻子属的 6 个种
。

其中 3 个种是本地种
,

有 2 种在广西有分布 , 另外 3 个种

是国外引进的
。

文内有种检索表及附图
。

40
.

E
.

D
.

M e r r i l l M i s e e l l a n e a S i n e n s i a
(中国杂记 ) 2 93 7

.

5
.

S u n y a t s e n i a 3 ( 4 )
:

2 4 6一 2 6 2

综述历年中国植物志书上的记载 共记述 23 科 31 属中国植物
,

其中有 4 个新属
。

产于广

西的有隐棒花属的一个种 C y tP o c or y 肋 S ”̀ e sn ia
,

采 自龙州 ( 龙州是巾国隐 棒 花的唯一产

地 ) , 还有鱼藤属的 D
e r r i s * o k i n , f s

。

4 1
.

C h a o 一 e h i e n C h a n g A N e w G e n u s o f
·

C o川 P o忿i ta e f r o m K w a n ` 5 1 ( 张肇鸯
,

广西菊科之一新属 ) 1 9 3 7
.

5
.

S
u n y a t s , n i a 3 ( 4 ) : 2 G6一 2 6 9

描记 1 9 3 5年 10 月在广西全县采到的菊科一新属— 异裂菊属 H et er oP !e 对 : 。

附图和照片

各一
。

4 2
.

W
o o n Y o u n g C h

u n
`

a n d F o o n C h e w H o w N o t e s o n

aP
e d i c a l y 戈 a n d R e -

l a t e d G e n e r a (陈焕铺
、

候宽叹
,

’

匙曹木属及其近缘属研究 ) 1 9 3 9
.

6
.

S u “ 了a t s e n i a 4 ( 1
,

2 )
: 1 0一 1 5

记述匙尊木属及其近缘属的三个种
。

其中两个近缘属的种采 自广西十万大山
。

附有照片

及种子器官图多幅
。

遵3
.

W
.

Y
.

C h
u n a n d Y

.

T s i a n g A N
e w S p e e i e s o

f H o o e ” i a ( 陈焕铺
、

蒋 英
,

拐枣属之一新种 ) i , 3 9
.

6
.

S u n了 a t s e n i a 4 ( 1
,

2 ) : 1 6一 17

玲 33 年至 1 9 3 7年间
,

作者在广东
、

广西 ( 桂林和资源 ) 、
安徽三省采集到拐枣属的一个



广 西 植 物 丫卷

新种
:

H。仰。 l’ afrh̀ c oc aP r a的标本
。

这是 15。年前发现拐枣属以后的第二个种
,

具有重要的

经济价值和学术意义
。

有照片和图各一
。

4 4
.

W
.

Y
.

C h
u n a n d F

a i t h C h
u n N o t e s o n

eB
g o ” i a ( 陈焕铺

、

陈淑珍
,

秋梅棠属

研究 ) 1 9 3 9
.

6
.

S u n y a t s e n i a 4 ( 1
,

2 )
: 2 0一 2 5

-

记述 5 种新发现的秋海棠
,

他们分布于广东
、

海南
、

广西
、

福建等省
。

其中 3 种
,

1 93 5

年和 1 9 3 6年就已在广西凌云
、

平南等地采到
。

` 5
.

H o h H i n一 e h e u n g G e n u s A l
e u r i r e : i n K w a n g t u n g a n d K , a n g s i ( 何宪章

,

两广之油桐属 ) 1 93 9
.

5 一 1 1
.

L i n g n a n
S e !

.

J
o u r n

.

18 ( 3 )
: 3 0 3一 3 2 7

、
1 5 ( 4 ) :

5 1 3一 5 2 4

两广之桐油属
,

有下列 3 种
: A le u r i r e : 川 o lu e e a o a

W i l l d
、

A
.

f o r击 1 H e m s l
.

、
A

.

优耐
a an ( L

o u
r) W i l s

。

文内除有种的检索表和种的描记外
,

还论述其产地
、

栽培历 史
、

经

济价值
、

分布
、

寿命
、

产量
、

钾油的成份
、

变种
、

栽培法及其对环境的要求
。

建议
:
引进新

品种和变种 , 研究花粉对结果的作用
,
应用营养物以影响雌花在花序上之分配

。

46
.

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 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工作报告 1 9 40
.

( 原文待访辑 )

4 7
.

汪振儒
、

钟济新
、

陈立卿 广西种子植物名录 ( 一—
九 ) 1 940

.

4
.

一 19 42
.

4
。

广西 农 业 1 ( 2 )
: 6 8一 7 7

、

1 ( e )
: 4 0 3一 4 1 5

、

2 ( 2 ) : 1 3 4一 1 4 1
、

2 ( 3 )
: 2 2 3

一 2 29
、

2 ( 4 )
: 2 8 5一 2 9 4

、

2 ( 5 )
: 3 7 1一 3 8 4

、
2 ( 6 ) : 4 6 8一 4 7 2

、

3 ( 1 )
: 5 7

一 6 0
、

3 ( 2 )
* 1 2 1一 1 2 4

自1 93 5年以来
,

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采集队每年在广西各地采集植物标本
,

累积已达 1

万 5 千余号
。

本文为作者对部份 已整理就绪并定有学名的标本的分类记载
,

计有裸子植物 9

科23 种
、

被子植物 64 科3 85 种
,

一一列有名称
、

采集时间
、

采集地点
、

采集人
。

48
.

钟济新
、

陈立卿 桂北采集植物琐记 1 9 40
.

8
。

广西农业 1 ( 4 )
: 270 一 274

作者 1 93 9年11 月至 12 月在桂北之罗城
、

融县
、

三江采集植物标本计 5 千余件
、

700 余号
,

正待研究整理
。

本文记述了旅程所见所闻
,

包括风土人情
、

植物种类
、

植被概况等
。

4 4
.

W
u Y

.

C
.

B e i t r , g e Z u r K e n u t n i s d e : F l o r a S u d一 C h i n a s
( 昊印禅

,

今日华

南植物学的成就 ) 1 0 40
.

B o t
.

J a h
r
b

.

E n g le r 7 1 : 1 6 9一 1 9 9

主要根据辛树帜对广西植物的采集调查
,

综述了华南植物学的成果
,

并记述了若干新种

的形态特征
。

附图多幅
。

5 0
.

C h a o 一 e
h i e n C h a n g S

o m e N e w a n d I m p e r f e e t ly K
n o w n

S p e e i e s o
f C o川P -o

i ra e ( 张肇鸯
,

菊科若千新种和不明种 ) 1 9 4 1
.

1
.

S u n y a t s e n i a e ( i )
: 2 7一 2 5

记述作者在四川和广西采集到的 5 个菊科之新种
,

其中两个是 1 9 3 7年 7 月在广西资源猫

儿山采的
。

另外还有一个未明种 C a l o *1
5 a n a m i r i e a

,

可能与oT lb o n `a a n a m sr i c a 同
。

有照片

4 帧
。

5 1
.

C
.

C
.

C h
a n g A N e w P a d o e a叻 u : f r o m K w a n g s i ( 张肇鸯

,

广西罗汉 松 之 一

新种 ) 1 9 41
.

1
.

S
u n y a t s e n i a 6 ( 1 ) : 2 6一 2 7

1 93 6年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在广西象县
、

瑶山等地发现罗汉松一新 种 aP 而比叻
” s

婀侧` , 其树高达12 米
,
本文对此新种作 了描记

,
附有照片和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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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

F
.

A
.

M eCl u r eOn S o m eN ew n a d Im pr ef e et l yK
n ow n S P e ei o s ef Ch in s e e

B a附b o o s (中国场竹属若干新种和未明种 ) 19 4 1
.

1
.

S n u y at s en i a6 (i) :2 5一 5 1

记述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和岭南大学保存的 7个新种和 3个未明种
。

其中 3个新种分布

在广西瑶山
,

其余分布于广东
、

海南
、

广西
、

云南
、

贵州等省
。

5 3
.

F
r a n k l i n

P
.

M e t e a l f E l a e o c a r P , , 5
D

e e i P f e n : H e m s l e y ( 杜英属二个种名的订

正 ) 1 9 4 1
.

9
.

S
u n y a t s e n i a 6 ( 2 )

: 1 7 8一 1 8 4

过去的著述中认为 E l
a e o c a r P“ 5

de
e i P i e n s与E

.

s夕 t口 e s t r i s是同物
,

以致造成很大混乱
。

作者列举大量资料证明他们是两个不同的种
。

前者产于 日本等国
,

而后传入中国 华 南 的 广

东
、

海南
、

广西等地 ; 后者则产于中国广东
、

福建
、

湖南
、

广西
、

四川等省
,

广为分布
。

5 4
。

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 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概况 1 9 4 1
.

( 原文待访辑 )

5 5
。

李酉开 植物之氰化合物 1 9 43
.

4
.

广西农业 4 ( 2 )
: 92 一 n 3

论述植物所含氰化物之性状
、

生成
、

作用
、

分布以及动物中毒的症状和防治方法
,
简介

测定植物体中氰的方法
。

5 6
。

张信诚 微生物对于植物生长素之产生 19 43
.

6
.

广西农业 4 ( 3 )
:

16 8一 1 80

微生物在分解有机物的过程中
,

能产生植物生长素
,

促进植物生长
。

本文综述 1 9e 3年以

来关于微生物产生植物生长素研究的历史
、

进展和产生植物生长素的机制
。

5 7
.

L i H
u i一 l i n N o t e s o n t h e F l o r a o f K w a n g s i P r o v i n e e C h i n a

( 李惠林
,

广西

植物区系 ) 1 9 4 3
.

J o u r n
.

A r n
.

A r b
.

2 4 ( 4 )
: 4 4 4一 4 5 9

记述广西新近记载的植物 15 科 28 个种
。

5 8
.

C h i n 一 e h ih J a o S t u d i e s o n t h e F r e s h一w a t e r A l g a e o f C h i n a
X l

.

N
e w

M夕二 oP 仰ce “ fr
o m K w a n gs i (饶钦止

,

中国淡水赛类之研究十三
、

广西兰绿藻之新植物 )

1 9 4 4
.

2 一 1 2
.

S i n e n s i a 1 5 ( 1 一 6 )
:

7 5一 9 0

1 93 8年作者在广西阳朔
、

修仁等地收集了多种多样的淡水藻类标本
,

其中有 3 属 1 9种和

7 个变种是新发现的
。

本文对这些新种作了描述
,

并附有图
。

5 9
.

L i H
u i一 l i n N e w K w a n g s i P l a n t s

( 李惠林
,

广西植物新种 ) 1 9 4 5
.

J o u r n
.

A r o
.

A r b
.

2 6 ( 1 )
:

6 0一 6 6

( 原文待访辑 )

6 0
.

C h u n g C h i一 h s i n g T h e K i n d s a n d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o f R u b b e r 一 y i e ld i n g P l a n t s

i n K w a n g s i ( 钟济新
,

广西树胶植物之种类及其分布 ) 1 , 4 5
.

1 2
.

A g r
.

E x t e n
.

N e w :

( 农业推广通讯 ) 7 l( 2)
:

37

广西产胶植物有夹竹桃科的大叶鹿角果
、

杜仲藤
、

互生叶杜仲藤
、

树胶藤
、

腺花夹竹桃 ,

罗摩科的牛腿子
; 山榄科的胶木等

,

均为佳 良种类
。

本文记述它们的分布和形态特征
。

6 1
.

W
.

Y
.

C h u n A N e w G e n u s i n t h e C h i n e s e F l o r a
( 陈焕铺

,

中国植物类群中

一新属 ) 1 9 4 6
.

1 1
.

S u n y a t s e n i a 6 ( 3 , 4 )
: 1 9 5一 1 98

1 92 8年 8 月
、

1 93 4年 5 月
、

1 9 3 5年 8 月和 1 9 3 7年 6 月
,

作者先后几次在广西凌云
、

靖西

及广东乐昌县发现苏木科任豆属任豆木 Z朋 fa :’n 对 g :n’ : ( 新种 )
。

任豆属在我国仅此一种
,

其树高 1 5一20 米以上
,

木材坚实
,

纹理精细
,

是一种有价值的精木
。

它不但材质好
, 而且生



7卷广 西 植 物 7卷

长迅速
。

本文记述任豆木的形态特征
,

并有附图
。

6 2
.

L i P e n g 一 f e i E n u m e r a t i o n o
f S f n o c a la nt u s S P e e i e s i n S o u th C h i n a ( 李鹏飞

,

华南慈竹属种 目 ) 10 4 6
.

1 1
.

S u n y a t s e n i a 6 ( 3
,

4 )
: 1 9 9一 2 1 8

慈竹属植物约20 余种
,

分布于东南亚
。

我国有 9 种
,

主产于西南和东南各省
。

本文记述

了 5 个种
,

其中一个较小的竹种 S i n o e a la m u : m i n o r M e C l u r e
在广西瑶山有分布

。

6 3
.

F
.

C
.

H o w N o t e s o n E r 夕c i b e a n d N e u r

oP
e l r i s i n C h i n a ( 侯宽昭

,

T 公藤属

和盾苞属的中国记录 ) 1 9 4 6
.

1 1
.

S u n y a t s e n i a 6 ( 3
,

4 )
: 2 2 1一 2 3 0

记述分布于我国的丁公藤属的 9 个种
。

它们主产于华南
,

其中二个种在广西 瑶 山 有 分

布
。

另有两个未明种
,

一个是丁公藤属的
,

另一个是盾苞藤属的
。

文内有丁公藤属的中国种

检索表
。

6 4
.

F
.

C
.

H
o w R u

bi a c e o o s P l a n t s i n t h e C h i n e s e F l o r a ( 侯宽昭
,

中国植物类群

中的茜草科植物 ) 1 9 4 6
.

1 1
一

1 9 4 8
.

1 1
.

S u n y a t s e n i a 6 ( 3
,

4 )
: 2 3 1一 2 6 2

、

7 ( 1
,
2 ) :

2 3一 6 2

茜草科植物共 45 0属约 5 50 0种
。

本文所述的风箱树属等 14 个属均为中国所产
,

共有 75 个

种和变种
。

其中水锦树属 23 个种和变种
,

水团花属和勾藤属各n 种
。

以上广西产的占很大比

重
,

共有 5 属 33 个种及变种
,

分布于十万大山
、

大明山
、

瑶山
、

龙州
、

上林
、

武鸣
、

大新
、

凌云
、

上思等地
。

有照片 8 张
,

图 6 幅
。

6 5
.

W
’ .

Y
.

C h u n
G e s ” e r i a e e a r u m P l a n t a e N o v a e S i n i e a r u m ( 陈焕铺

,

中国之新苦

首苔科植物 ) 1 , 4 6
.

1 1
.

S u n y a t s e n i a 6 ( s
,

4 ) : 2 7 1一 3 0 4

记录在广东
、

海南
、

广 西
、

浙江
、

贵州等地发现的苦芭苔科植物的 9 个属 202 个种
。

其中

分布在广西和广西特有的有 6 个种
。

照片 4 张
,

图 3 幅
。

6 6
。

苏宏汉 南宁植物名录初稿 1 947
.

9
.

1 9
.

桂林中央日报

记录山茄子
、

白金银花
、

车前
、

蓖麻等 6 种南宁植物的学名
、

形态特征及用途
。

67
。

周百嘉 樟油在植物切片学上用途之研究 19 48
.

4
.

西大学报 1 ( 1 ) :
14 0一14 6

1 9 4 3年秋
,

作者研究以 1 31 ℃以上蒸馏后全无水份的樟油代替二 甲苯作透明剂
,

制 作 植

物切片标本
,

可达完全去水 目的
,

价廉易得
。

据试验研究
,

樟油在植物切片学上 主 要 用 途

为
:
完全去水剂

、

透明剂
、

透蜡剂
、

脱蜡剂
、

加拿大树胶之溶剂
,

尤以作去水剂和透明剂最

宜
。

68
.

F a i t h C h u n U n d e s e r i b e d S p e e i e s o f A c t f n i id a
( 陈淑珍

,

称猴桃属未描述 过 的

种 ) 1 9 4 8
.

1 1
.

S u n y a t s e n i a 7 ( 1
,

2 ) : 1 1一 1 4

称猴桃属约 36 种
,

分布于东南亚
,

我国有 32 种
。

木文记述的 3 个未经描述的种
,

有 2 个

产于广西大明山和全县
。

照片 1 张
。

69
.

H u n g一 t a C h a n g A d d i t i o n s t o t h e
H

a 脚a m e l ida c e o “ 5
F l

o r a o f C h i n a ( 张宏

达
,

增订中国金缕梅植物 ) 19 4 5
.

1 2
.

S u n y a t s e n i a 7 ( i
,

2 )
: 63一 7 4

本文增补我国金缕梅科的 6 个属
,

其中有一个属广西有分布
。

有照片及图多幅
。

7 0
.

Y i n g T s i a n g A N e w P i ” e f r o m S o u t h C h i n a (蒋英
,

华南之一新松树 ) 1 9 48
.

1 1
.

S
u n y a t s e n i a 7 ( 1

,

2 )
: 1 1 1一1 1 4

蓬92。年在广东北部发现的五针松尸i un ; K ZD “ ”
州如 g e sn is

,

以后在海南
、

广西瑶 山 、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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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也采集到
。

由于它与 尸
.

优or r l’s 。耐c ol a
很相似

,

本文特对 它们作了详细比较和论述
。

7 1
.

L i H u i一 l i n A n
E

n u m e r a t i o n o f S y m p l o e o s S p e e i e s
f
r o m K w a n g s i ( 李惠

林
,

广西灰木属植物名录 ) 2 9 5 0
.

T a i w a n i a l : 3 1 1一 3 1 6

( 原文待访辑 )

A B IB L IOG RAP H Y O F G UANGX I BO T AN Y !N MODE RN T IME

巨
X i e D a o 一 t o n g

( L a b o r a t o r y o f B i o l o g y
,

G u a n g x i A e a d e m y o f S e i e n e e s )

Ab s t r a c t T h i s a r t i e l e e o m P r i s e s 7 1 t i t l e s i n C h i n e s e s a n d f o r e i g n l a n g u a g e e o n e e r -

n i n g b o t a n y o f G u a n g x i
,

C h i n a e x e l u d i n g f o r e s t r y a n d a g r i e o l t u r e
.

I t e o v e r s t h e : l i t e
-

r a t u r e t h r o u g h t he l a s t y e a r s o f Q i n g D y n a s t y t o 1 94 , a n d t h e t i t l e s w e r e a r r a 口 g e d

1 0 a e e o r d a n e e w i t h t h e d a t e o f p u b l i e a t i o n o f t h e P a P e r s
,

U n d e r m o s t o f t h e i t e m a n

a u n o t a t i o n w a s P r o v i d e d b y t h e a u t h o 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