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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经济植物志（套装共2册）》系我国第一部经济植物志，选入以野生植物为主的、利用价
值较大的纤维类、淀粉及糖类、油脂类、鞣料类、芳香油类、树脂及树胶类、橡胶及硬橡胶类、药用
类、土农药类与其他类的植物共2411种（按一物一用计）。
全书按原料类别分为十章，每章分总论和各论两部分。
总论内容概括地论述本种原料的用途、经济价值、理化性质、采收和加工方法等；各论记载了每种植
物的中名、地方名、学名、原料名、形态特征、生长环境、产地、用途、理化性质、采收处理及加工
方法的特点等等。
除少数情况外，每种植物皆附有插图，以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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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总论　  纤维植物的应用范围很广，除日常生活必需的纺织用品需要纤维作为原料外，一切绳
索、包装用品、编织用品、纸张、塑料以及炸药等也都需要纤维原料。
　  一般地说，编织用的纤维，加工工艺比较简单，取材容易，许多草本和木本植物的茎杆、枝条以
及某些单子叶植物的叶子，都能编织各种草帽、凉席、草鞋、筐、篮和家具、容器等。
绳索用纤维则须经过初步脱胶过程，纤维也要求有一定的长度和强力。
纺织用的纤维质量则须较高，除要求具有一定的长度和细度外，而且要光泽好、富有弹性和有较大的
强力。
目前用于纺织的，在栽培作物中主要有棉、亚麻、苧麻等几种。
野生植物中的罗布麻、南蛇藤以及荨麻科一些植物纤维也用于单纺或与棉、毛混纺，织成很好的衣料
，至于纺织包装用布、粗帆布、麻袋用的纤维和供填充用的纤维，就有更多种野生植物可以利用。
造纸和制人造丝工艺过程较为复杂，须先经过化学方法或机械方法制成纸浆。
纸浆以往多用棉麻和木材制造，现在除了制高级纸和其他特种用纸外，已广泛利用农副产品和各种野
生植物纤维。
纸浆的用途很广，不仅可以制造各种文化用纸、电气工业用纸、农业用纸、建筑用纸板等，并可以制
造人造丝、火药棉、无烟火药、塑料、喷漆、乳浊剂、粘合剂等。
　  纸浆经苛性钠、二硫化碳处理胶化，生成磺酸纤维素酯，可以抽成人造丝。
纸浆经醋酸酯化，变成醋酸纤维，溶解于丙酮中，经过抽丝即得醋酸人造丝。
人造长纤维可以纺织成人造丝绸、汗衫、袜子等各种纺织品。
人造短纤维可单纺，也可混纺。
细而短的称人造棉，粗而短的称人造毛，如与羊毛混纺则为人造毛，与棉混纺则为人造棉，都可以制
成各种价廉物美的纺织品。
纸浆经过高度硝化（含氮量为12.5~13.3%），则可制成具有强烈爆炸性的火药棉，并可制造无烟火药
。
纸浆醚化后的甲基纤维素、乙基纤维素、苯基纤维素等纤维醚，可为塑料、喷漆、乳浊剂、粘合剂等
的原料，将纸浆浸渍于树脂中，加热加压即成层压体。
这些新型塑料的纸基层压板，广泛应用于工业上。
由此可见，植物纤维经过各种不同的加工，不仅为人民日常生活所必需，而且可以广泛地应用于化学
工业、国防工业、电气工业、建筑工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植物纤维是植物体的一种特别细胞组织，它的细胞壁很厚，中空，胞腔狭窄，长度较大，两端封
闭而渐尖，全体成长纺锤状。
纯净的纤维是无臭无味，多为细长的白色物质，从外观上看，单纤维直径一般自几微米至几十微米，
而它的长度比直径要大l~1000倍，甚至更长。
它的主要成分是纤维素（C6H10O5）n，其余是蜡质、脂肪、果胶质、木质素、水分和其他杂质等。
纤维素是构成植物细胞膜和细胞壁主要成分的高级多糖化合物，并赋予植物组织以机械的韧性和弹性
，组成了植物的骨架。
正因为如此，植物才能坚固地生长在大地上，使叶子能够与空气和阳光进行接触，而成长发育，开花
结果。
蜡质生于纤维表皮的外层，具有保护纤维、增强弹性的功能。
脂类含在纤维分子中，为硬脂酸、软脂酸等脂肪酸化合物。
果胶质分布在植物纤维内各部，外层含量最多，渐近内部则含量渐少。
木质素主要存在于植物体的木质部分，它是构成植物茎杆的坚强部分。
从利用价值上来说，凡含木质素成分较多的，其纤维的韧性、弹性、伸长度都较差，反之则较好。
　  植物纤维存在于植物体的各部分，如根、茎、叶、果实与种子都含有纤维，其中以茎部的纤维最
为重要。
今将纤维在各器官中的情况分述如下：　  1.茎可分草质茎与木质茎两大类：在草本植物的茎杆中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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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维管束。
维管束分二部分，外面是韧皮部，里面是木质部；在韧皮部中有许多韧皮纤维，常成束状存在，大麻
、亚麻与苧麻等的韧皮纤维束特别发达，可供纺织用。
在木本植物的树干中，外面有树皮，里面是木质部；韧皮纤维存在于树皮的内层，如构树皮、山棉皮
、椴树皮等，即用树皮提取纤维；树干木质部中含有大量木纤维，如杨树、柳树、榆树等的木材可供
造纸原料。
　  2.叶在叶子里的纤维存在于叶脉中，通常不发达；只有少数单子叶植物种类，如剑麻、马兰等的叶
可供纤维用。
　  3.果实有些植物的果实外面有长绵毛，如大火草（野棉花）。
还有一些植物的果皮内富含纤维，如椰子。
　  4.种子生在种子外面的长毛是细长的单纤维，例如棉花、木棉、杨树与柳树的种子上都有这种纤维
。
　  5.根根部的纤维与茎部相近似，韧皮纤维存在于韧皮部中，木纤维存在木质部中。
例如马兰与甘草根部的纤维。
　  纺织用的野生植物纤维以用韧皮纤维为多，其中以荨麻科、锦葵科、椴树科、梧桐科、桑科植物
一些种的纤维较好，夹竹桃科的罗布麻、卫矛科的南蛇藤的纤维尤为优良。
制造高级文化用纸的纤维中，以瑞香科与桑科植物的树皮为最好。
　  由于植物纤维存在的部位不同和用途不同，因此采收处理时，也必须根据不同季节，采取各种不
同的方法。
草本和木本植物的采收期各有不同。
草本植物中，凡属一年生草类，可在其开花结果时期进行采收，否则不是剥皮困难，便是纤维质量不
好，强力、韧性减低。
对于多年生草类多在开花抽穗前，在其离根蔸4~6厘米处割下（根据不同品种生长情况，每年采割一
次或二次），把割下来的茎杆摊开晒干（雨天晾干，应防止沤坏变质）。
至于采收木本植物及竹类、藤本植物等，则须注意以下各点。
　  1.小灌木或其他树干不大的植物，如山棉皮、黄荆条等，采伐时要在植物茎杆基部离地面5~10厘米
处，用利刀砍断，保留近根部分使其继续发芽生长。
　  2.对枝杆粗大的植物，必须采伐枝桠，如构树、梧桐、木芙蓉等，都可采取削枝方法，用弯月形利
刀，嵌在竹秆或木杆上，削下枝条，每棵树木每次砍下的枝条数量　  不宜超过树枝总数量的三分之
一或三分之二，以免妨碍植物的生长；对生长迅速、发育能力强的植物，也可把整树的枝干砍下，如
水冬瓜树（赤杨）萌发力很强，枝干全部砍下后，一年内又可重行长出一米左右高的嫩枝条。
　  3.树皮是植物运输养分的必经之路，没有树皮植物便不能继续生长，因此剥取树的干皮，绝对不能
过多。
以往不少地区，对不宜采伐和刈枝的高大乔木，大都采取三角留皮法，就是剥去干皮总面积的四分之
一。
但用三角留皮法剥皮，费力多，收获少，很不合算。
因此必须与林业部门密切配合，在采伐用材林的同时，进行全面剥皮。
辽宁省已经这样做，效果很好。
　  4.藤本植物纤维，一般常年可采，但以夏秋季采收为好。
因这时含水分较多，便于剥皮，纤维质量也较佳。
若是作为编制用，最好选取全藤大小均匀而光滑的藤条，削去侧生枝叶，捆扎成束备用。
　  5.竹类的品种很多，用途极广，特别是毛竹（南竹），已成为国家生产建设的重要用材。
南方各省每届农历小满前后，砍伐当年嫩竹作造纸原料，很是可惜。
如有必要，只在交通不便的深山可进行砍伐，更应注意不挖食春笋。
对材用竹类宜砍伐三年以上的植株，从蔸部6~10厘米处砍下。
其他小杂竹（篱竹、箬竹、京竹、水竹等），则按用途砍伐一至二年生的，一般应以砍伐量占竹林全
面积三分之一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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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由于各种植物纤维用途不同，各地区应按资源分布情况，指导群众掌握各种纤维用途的知识，可
用折、搓、拉、捶等方法，来区别纤维素多少，纤维长度、细度和强力、柔软性、弹性及伸长度等。
根据上述性能来决定每一种纤维的用途。
如拉力强、长度适宜，细而柔软，具有弹力、光泽较好的纤维，可用于纺织。
如果纤维细长、拉力强、欠柔软、光泽较差的，就可用于代麻。
质地脆弱又短的纤维，则可用于造纸。
剥皮困难的藤条，则可用于编制日用品。
总之，要预先安排好用途，采集时分类分扎，这对分别加工和综合利用，有着重要关系。
　  7.剥制枝条皮有三种方法，（1）剥鲜皮：先用木捶敲打后剥皮或用剥皮机剥皮；　  （2）湿剥：
将枝条浸入水内，等浸透后再剥；（3）干剥：将枝条晒干后，用石滚碾碎，使韧皮很自然地脱下来
。
以上方法，要根据植物的性质和劳动力的安排来选择使用，如农忙时不能剥鲜皮，可暂时摊开保存，
闲时再湿剥或干剥。
但用作编制品的藤条，则忌用捶打碾压方法。
　  8.采集后的枝条，或经过剥皮后的原料，应即存放在通风干燥处，并按各种不同品种和用途及时加
工，避免堆置露天，任其雨淋日晒。
　  甲.纺织纤维我国野生纤维植物原料种类极为丰富，仅据1959年全国普查结果，已找到有利用价值
的野生纤维植物460余种，经过研究分析，证实这些野生植物不仅有很多种可以作为编织、填充以及造
纸原料，而且有很多种还可以作为代棉麻纺织的优良原料。
　  作为纺织用的纤维，要求具备一定的物理、化学性能，分述如下：　  （一）物理性质　  1.强度是
指纤维抵抗拉断的能力，因纤维的种类、产地及强力测定等条件不同而异。
纤维的强度愈大，纺出的纱愈强韧，且在纺织过程中纤维亦不易被折断。
单根粗纤维的强度，一般比细纤维略大，但其单位面积的裂断负荷比细纤维小。
下面是几种主要植物单纤维强力比较表：　  2.长度、细度和比重纤维长度是决定纺纱价值的主要因素
之一，它直接影响纱的质量，通常是纤维愈长者愈好，如纤维长度在5毫米以下，则难于纺纱。
纤维细度直接影响其本身的物理机械性能，细的纤维往往较粗纤维柔软、天然捻曲多，光泽好，强力
高，因此，纤维愈细，制成的成品愈精致。
　  纤维的比重，系纤维与水之比，一般比重为1.61，但因纤维含有气孔及不纯物质，故比重为1.5
～1.55。
几种主要植物纤维的长度、细度和比重如下表：　  3.韧软性、弹性、可塑性、伸长度纤维的韧软性、
弹性、可塑性、伸长度在纺织工业加工过程中很为重要，它直接关系到成品的柔软、弹性和坚牢度。
各种纤维的韧软性、弹性、可塑性、伸长度皆不相同，它们与组成纤维的成分有关，一般含木质素成
分较多的纤维较差，反之较好。
　  4.吸湿性纤维能吸收大气中的水汽而达平衡状态，常态时所吸收的水分，动物纤维约为其重量的11
～16%，植物纤维约为6～8%。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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