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族植物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民族植物学>>

13位ISBN编号：9787532391042

10位ISBN编号：7532391043

出版时间：2007-12

出版时间：上海科技

作者：裴盛基,淮虎银

页数：33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族植物学>>

内容概要

民族植物学是一门研究人与植物相互作用关系的科学。
本书以植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协同演化关系为主线，系统介绍和论述了人类利用植物的文化行为
与实践过程，及其对植物物种和生态系统的影响；人与植物相互作用关系的动态发展特征；植物资源
可持续利用的基本方法和途径；民族植物学对传统知识保护和农村社区发展工作的基本原理与方法等
。
本书是在充分吸收、消化国外理论、方法和经验，并经长期探索和积累我国各地相关研究工作的实际
经验基础上总结而成的我国第一部系统性民族植物学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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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裴盛基，1938年7月生．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民族植物学会主席
，中国植物学会药用植物与植物药专业委员会顾问，中国生态学会中药资源生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委员会（WCPA）委员，自然保护区文化与精神价
值工作组（CSVPA）成员，物种委员会药用植物组成员Journal of Ethnobotany国际编委，Society of
Ethnobotanists高级会员。
历任中国科学院原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所长．昆明植物研究所副所长，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
（ICIMOD）资源环境部主任．生物多样性专家，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国际技术顾问，国际民族
生物学会（ISE）主席。
主要从事植物资源、植物分类、民族植物学研究。
发表学术论文、论著120多篇（部）：获国内9b科技奖项12项，是我国民族植物学的开创者，荣获民族
植物学家协会最高奖哈什伯杰奖和美国东西方研究协会杰出奖。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族植物学>>

书籍目录

序前言第1章 绪论　§1.1 民族植物学定义及学科性质　　1.1.1 民族植物学的定义　　1.1.2 民族植物学
的学科性质　§1.2 民族植物学的诞生及其发展史　　1.2.1 萌芽和奠基阶段（1896年之前）　　1.2.2 形
成阶段（1895—1940年）　　1.2.3 发展阶段（1941—1970年）　　1.2.4 成熟阶段（1978年后）　　1.2.5
民族植物学概念的演变过程　§1.3 民族植物学发展的特征　　1.3.1 研究方法的新进展　　1.3.2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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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经济用途和实用价值的研究    3.2.2 对植物的认知和社会文化价值的分析    3.2.3 对植物的生态学和
文化生态学的研究  §3.3 民族植物学研究的三个阶段    3.3.1 描述阶段    3.3.2 解释阶段    3.3.3 应用阶段  
§3.4 民族植物学研究的步骤和方法    3.4.1 民族植物学研究的一般步骤    3.4.2 民族植物学的定性研究方
法    3.4.3 民族植物学的定量研究方法参考文献第4章 植物与人类饮食第5章 植物与人类文化第6章 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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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民族植物学的分支学科　　民族植物学是一门多学科形成的交叉学科。
由于民族植物学研究对象的特定性，民族植物学研究项目必须在从事植物分类学、人类学、语言学、
经济植物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共同参与下，才能获得更为可靠的结果。
民族植物学以研究人类与植物之间的直接关系为基本内容，既不是单纯地研究人类本身的行为，也不
是仅限于研究植物的实用价值或植物的用途。
民族植物学与植物学、生态学、文化人类学、园艺学、经济学等学科之间有内在的联系，这些学科构
成了民族植物学的学科基础。
如民族植物学研究中，既要借助于有关植物学的基本方法，也要借助于文　　化人类学等学科的基本
原理和方法。
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在民族植物学研究项目中，因研究的具体对象的不同而被区分为民族植物学的分支学科，如区域民族
植物学、森林民族植物学和药用民族植物学等。
本章将对民族植物学的主要分支学科进行简要介绍，其他一些分支学科将在以后的章节中陆续进行更
为详细地介绍。
　　§2.1 民族植物学的学科基础　　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民族植物学不仅涉及到一些自然科学
，同时也与社会科学有密切的联系。
植物学、人类学、生态学和经济学等构成了民族植物学的主要学科基础。
　　民族植物学是伴随着西方工业化国家对“新世界”（泛指美洲）的探索而出现的一个必然结果。
自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欧洲对北美大陆的探索出现了高潮，所记载的人们并不熟悉的自然与人
文景观，以及当地原住民如何利用这一景观中自然资源的经验和知识，构成了民族植物学萌芽的基础
。
　　对植物学家来说，民族植物学是研究如何科学利用自然资源的一门科学，研究的问题和焦点集中
在植物的用途上。
对于人类学家来说，其焦点则是放在原住民族对世间万物的观点、划分原则方面，以及植物界对人类
生活方式的影响。
　　很早以前，琼斯就认识到，了解人与植物之间的相互作用，需要植物牛态学的根据和方法，一些
定量方法可以确定人与植物之间的相互影响的程度。
琼斯也强调了对古老科学、民间分类学，以及有关对植物界信仰研究的必要性。
因此，也有人认为，民族植物学实际上就是一门生态学，它将地理学、植物学和生态学有机地融合到
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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