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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植物地理》是通过用广义植物地理学概念，对长期系统积累的植物地理学野外调查资料作
一系统总结，以阐述植物地理学研究内容的广泛性及涉及相关学科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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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曾任该所植物分类、植物地理研究室副主任，现任中国植物学会会员、美国植物分类学家学会会员、
《植物分类学报》常务编委，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59年至1995年期间分别赴浙、闽、鄂、桂、川、黔、滇、琼、陕、青、藏、豫和内蒙等地进行植物
地理学考察，9次参加和组织领导中美联合植物学考察，并赴美国、日本、墨西哥等国家进行植物学
野外考察。
在国内外发表论文60余篇、专著4部、合作编著14种。
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1999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97年）、中国科学院竺可
桢野外科学工作奖（1992年）、云南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006年）、第七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二
等奖（1995年）。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副编审，曾任《植物学通报》副主编。
1958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生物系，同年入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生物研究所，从事植物资源、分类和
地植物学研究，多次参加和主持四川植被和植物资源野外考察工作。
1972年调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从事植物化学研究工作。
发表论文10余篇，参加撰写专著2部。
曾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三等奖（1981年），四川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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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由应俊生和陈梦玲编著的《中国植物地理》内容介绍：植物区系地理学研究尚存在众多迷局。
传统的北极起源理论是不能接受的。
泛北极在生物地理区域上也显得空洞。
纯印度植物区系成分是不存在的。
喜马拉雅植物区系已被证实是次生的，来源于中国西南区系。
古地中海的出现、扩展与退却，以及北部荒漠区系、东北部日本区系、东部台湾区系、南部海南区系
、中南半岛区系，还有横断山区系，无不反映着中国区系与劳亚古陆、冈瓦纳古陆植物区系之间千丝
万缕的联系。
但最不能忽视的是中国内陆，存在着大量种子植物的原始类群，众多的孑遗种、活化石，持续发现有
古果古花。
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什么呢？
现在是过去的钥匙，毫无疑问中国植物区系是解决这些“迷惘”问题的关键和核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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