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越南北部地区植物名录»评介
———百年中国植物分类学发展有感

　 　 进入 ２１ 世纪ꎬ中国植物分类学研究经历几代人、一百多年
的努力ꎬ不但完成了巨多自己的工作ꎬ而且彻底改变了过去任由
他人采集研究中国植物的历史ꎬ如今改写为国人走出国门研究
其他国家植物的历史! 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洪德元院士带领团队开展泛喜马拉雅植物志的工作ꎬ不仅在国
外进行野外考察ꎬ还先后出版数卷书籍ꎻ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
王青锋团队在东非的工作ꎬ特别是肯尼亚植物的研究ꎬ不仅出版
了名录ꎬ还有植物志正在编写中ꎻ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
园东南亚中心谭运洪等在缅甸等国的工作不仅发表了大量的类
群ꎬ还在准备修订缅甸的植物名录ꎻ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关于
南美的采集工作以及出版加那利群岛植物志ꎻ中国科学院昆明
植物研究所对中亚的考察与研究等ꎮ 这些工作基本上都是英文
(或者中英文)出版ꎬ凸显大国的责任担当ꎮ 以上各项工作都是
本世纪中国植物分
类学百年之后发展
的有力说明ꎮ 最近ꎬ
看到了中国学者韦
毅刚和温放(广西壮
族自治区中国科学
院广西植物研究所ꎬ
以下简称广西植物
研究所)与越南学者
合作完成的一本名
录ꎬ感到有必要提笔
将其介绍一下!

韦毅刚、Ｄｏ Ｖａｎ
Ｔｒｕｏｎｇ、 温 放 主 编ꎬ
«越南北部地区植物
名录»(Ａ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Ｖｉｅｔｎａｍ)ꎻ４５１ 页ꎻ北
京ꎬ中国林业出版社ꎻＩＳＢＮ:９７８ ７ ５２１９ １５８６ ０ꎻ定价:２８０ 元ꎮ 全
书由英文、中文和越南文撰写ꎬ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亚洲团队负
责人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Ｍ. Ａ. Ｕｔｔｅｒｉｄｇｅ 作序ꎻ书后附有参考文献、学名、中
文名和越南名索引ꎮ 该名录记载越南北部维管植物 ２４７ 科１ ６４２
属５ ２６７种植物ꎬ每个种都有三种语言的名称、隶属和地理分布ꎻ
其中ꎬ蕨类采用最新蕨类分类系统(ＰＰＧ Ｉ)、裸子植物采用最新
的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ｈｕｓｚ 系统、被子植物采用最新的 ＡＰＧ ＩＶ 系统ꎮ

越南北部(越南语:Ｍｉ ｎ Ｂ ｃ Ｖｉ ｔ Ｎａｍ)是指越南八个地理
区且位于北部靠近中国(东部为中国广西ꎬ西部为中国云南)的
三个ꎬ即西北部、东北部和红河三角洲地理区域ꎮ 其中ꎬ西北部
(Ｖùｎｇ Ｔ ｙ Ｂ ｃ)包括奠边省、莱州省、山萝省、和平省、老街省和
安沛省等 ６ 个省ꎻ东北部(Ｖùｎｇ ｎｇ Ｂ ｃ)包括北江省、北乾省、
高平省、河江省、谅山省、富寿省、广宁省、太原省、宣光省等 ９ 个
省ꎻ红河三角洲ꎬ又称红河平原(越南语: ｎｇ ｂ ｎｇ Ｓôｎｇ Ｈ ｎｇ)、
北部平原(越南语: ｎｇ ｂ ｎｇ Ｂ ｃ Ｂ / 垌平北部)ꎬ包括北宁省、
河南省、海阳省、兴安省、南定省、宁平省、太平省、永富省、河内
市、海防市 ８ 个省和 ２ 个直辖市ꎮ 三个地理区域区总计 ２５ 个省
(市)、面积达 １１ 万 ｋｍ２ꎬ约占越南总面积(约 ３３ 万 ｋｍ２)的三分之
一ꎬ接近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陆地面积(约 ２３.８ 万 ｋｍ２)的一半ꎮ

越南位于中南半岛的东部ꎬ属于热带范围且雨林和季雨林
极为丰富ꎬ加之自然地理多样ꎬ特别是南北狭长ꎬ境内多山且河

流纵切ꎬ使得生物多样性复杂且种类多样ꎮ 然而ꎬ由于历史的原
因ꎬ越南境内植物物种数目一直没有彻底清查ꎮ 历史上法国等
曾经组织编写柬埔寨、老挝和越南植物志ꎬ但至今并没有完成ꎻ
越南也曾经出版越文版本的简要植物志ꎬ也没有完成ꎻ其生物多
样性的本底ꎬ可谓至今不是十分清楚ꎻ特别是北部人口稠密且历
史悠久ꎬ开发过度ꎬ尤其是边缘山区ꎬ保护工作相当艰巨ꎮ 越南
不仅紧邻中国南部(东北部紧邻中国广西西南部ꎬ西北部紧邻中
国云南东南部)ꎬ而且物种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形同或者相似或者
近缘ꎻ而历史上我们很少参与或者没有相关的采集(除 ５０ 年代
很少的活动外)或者研究(除个别相关类群的修订外)ꎬ历史上人
员交往或者学术交流也相当有限ꎮ 广西植物研究所“中国西南－
中南半岛喀斯特植物多样性保育与可持续利用”团队多年来一
直从事中国广西及其周边省份(特别是喀斯特)植物分类和区系
研究ꎮ 中国(广西)与越南山水相连ꎬ为相关的合作研究工作提
供了便利条件ꎬ考虑到中国西南与越南北部地区植物区系密切
的联系性ꎬ聚焦越南北部地区ꎬ结合该团队在中国西南地区植物
多样性研究的优势ꎬ将有助于加深对这一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
的了解ꎮ 该团队于十余年前(２０１１)开始与越南国家自然博物馆
合作ꎬ特别是针对越南北部的植物种类进行国际考察与研究ꎬ经
过多年的努力ꎬ终于出版这本名录ꎬ确实可喜可贺! 广西植物研
究所于 １９３５ 年创立ꎬ在职人员 ２００ 余人ꎬ馆藏标本 ５０ 余万份ꎬ不
但拥有一支我国南方的重要分类学队伍ꎬ而且有主编«广西植物
志»和出版«广西植物»期刊的经验ꎬ特别是在喀斯特地区和苦苣
苔科、荨麻科植物等南方特色地域与类群方面有明显优势ꎮ 越
南国家自然博物馆(Ｖｉｅｔｎａ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ｕｓｅｕｍ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ꎬ隶属于越
南科学技术研究院(Ｖｉｅｔｎａｍ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ꎬ为越南新兴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ꎬ标本馆收藏 ２
万份标本(ＶＮＭＮ)ꎬ有近 １０ 人从事分类学相关的工作(根据国际
标本馆网址 ２０１５ 年更新信息)ꎬ并且大多数都是年轻获得学位者ꎮ
两者的合作ꎬ可谓开创中越植物学领域的创造性篇章!

«越南北部地区植物名录»是对该地区植物多样性现状全面
调查及历史资料全面收集整理的成果ꎮ 这是迄今为止已知的越
南北部地区植物最全面详细的成果总结ꎬ也是第一部由中国人
主编的有关越南植物多样性研究的专著ꎮ 纵观该«名录»ꎬ系统
采用国际最新研究成果ꎬ首次同时提供了中文、英文和越南文三
种文字ꎬ方便各国使用ꎬ凸显作者们的学术占位与思路ꎬ不愧国
际合作! 特别是物种分布到达省份(越南的一级行政单位ꎬ相当
于中国的省区市下边的县市级)ꎬ并有中文、英文和越南文标注ꎻ
确实为后续工作的使用带来了诸多方便(以前我们对于越南文
的识别与使用极为有限)ꎬ不仅理清了其资源基本现状ꎬ更使得
资料公开且方便各国使用! 为越南北部地区植物多样性保护提
供了重要的本底数据依据ꎬ同时为这一地区的植物多样性起源、
形成及维持机制研究ꎬ以及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在国际合作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
献ꎮ 希望再版时增加各物种越南之外分布信息(包括中国的分
布)ꎻ如果进一步要求的话ꎬ特有种、栽培种或者外来种的进一步
详细信息值得考虑ꎮ 希望下一步的工作能够将此补齐且结合周
边的分类学情况ꎬ并实时确定物种的状态与分布信息ꎬ最终成为网
络数据资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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