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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根据近年来笔者所见的一些资料，介
绍了从明晚期葡萄牙人由海上来到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这段时期，西方各国对我国生物
的考察、收集和研究的情况。
阐述了他们的研究活动对生物学发展的影响；记述了这段时期西方各国在我国引种各类动植物的有关
史实；展示了西方对我国作为一个生物多样性异常丰富的中心，以及他们称之为“园林之母”和“重
要栽培植物起源中心”的认识历程。
本书在叙述生物学相关历史的同时展现了中外交流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并因内容涉及资源和环境而
富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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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桂环，福建省连城县文亨乡人。
1982年1月毕业于兰州大学生物系，随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古代科学史室工作。
此后一直从事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环境保护史和近代西方人在华收集、引种生物等方面的专题研究。
1996年11月被聘为研究员。
现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部副主任。
　　目前正在从事中国生物学史和“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科学活动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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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他发现在川鄂交界的四川一侧，花卉植物中华猕猴桃和各种蔷薇特别丰富。
满山红（Rhodendodron，moriesii）、喇叭杜鹃（R.discolor）也很多，此外还有荚蒾、溲疏、六道木和
楝木等多种很好的花木。
有些草地中还分布着很好看的黄花鸢尾（Iriswilsonii）。
道路旁边常见人们栽培小花香槐、金钱槭、青冈、板栗、核桃、漆树等作为风景树木，尤其是黄桷树
特别多，后来他发现这是四川中部的特色树种之一。
　　从大宁西出，威尔逊发现当地普遍栽培油桐这种经济树木；坟堆上常种的绿化树则是黄连木，他
的嫩芽被当作蔬菜食用。
山上最常见的树木是马尾松、柏树，还有朴树和鸡仔树。
在这里他发现一些旌节花和六道木新种，还看到红豆树和南天竹等颇具观赏价值的乔木。
后者通常生长在岩石上，红色的嫩枝叶特别好看。
　　经一段时间的西行，他们进入了东乡县。
威尔逊除发现那一地区常见黄连木和合欢风景树外，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收获，就是发现野生的木香
花和半野生状态的茶。
后来他们一行经仪陇过保宁、潼川到成都。
威尔逊发现竹子、楠木、柏树和桤木是成都平原很有特色的栽培树种，后者是成都盆地的主要薪柴。
　　从成都出发，他们往西北到灌县，然后经汉州、什邡、绵竹、安县、中坝、龙安到石泉（北川西
北）一带。
威尔逊在龙安等地的收获是很大的。
他发现那些地方芳香月季分布很普遍。
观赏树木梧桐、枫杨、灯台树很多。
主要的灌木花卉还有绣球、鬼灯檠、绣线梅；醉鱼草的种类也很丰富，尤其在小河边，大叶醉鱼草、
落新妇和一种百合特别多。
他从那一带引种了当地人称之为“白果”的连香树（CercidiphyffLumjaponLcumvar.Sinensis）到西方栽
培。
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树种。
威尔逊还发现从海拔近3000米到山顶的高山地带，花非常漂亮的美容杜鹃极多。
这一带植被的重要特征是柳树的种类和数量都极为丰富，淡红荚蒾是最常见的灌木。
他旅行到这些地方时，落新妇、绣线梅、野棉花、白苞蒿正开着很好看的花。
其他显眼的花卉植物还有水金风、唐松草、乌头、黄花绿绒蒿等等。
它们都给这位旅行者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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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汇集了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
发展综合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反映了多角度的综合性研究、个案研究、学科史专题研究和资料整
理方面的成果，涉及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历程中的基本问题、基本史实和脉络、重要的历史资料。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为丛书之一，主要讲述了从明晚期葡萄牙
人由海上来到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这段时期，西方各国对我国生物的考察、收集和研究
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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