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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园 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机构，其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同时，植物园在我国生

态文明建设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近年来，各地区又陆续新建一批植物园, 我国植

物园的数量在不断攀升。植物园为了发挥它在物种保存、科普教育、科学研究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需要一

大批懂得植物园管理的高级管理人员。为满足联盟单位的需求，针对目前在岗的植物园园长、副园长，中

国植物园联盟于2015年11月8日至11日开展了第一期植物园管理高级研修班。  

PART1 植物园的定位与功能 

- 植物园的定位与使命 （讨论+报告） 

- 现代植物园发展历史及植物园的功能（报告） 

PART2 园林园艺与物种保存 

-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园林园艺与物种保存的现状与问题（分组观察+汇报讨论） 

PART4 科学研究 

- 植物园的科学研究（特邀报告+讨论） 

- 各植物园应该开展的研究方向与重点（分享） 

PART5 管理（决策、人力资源、财务） 

- 限制植物园发展的重要因素与解决方案（世界咖啡馆形式讨论） 

- 植物园的人力资源管理（特邀报告） 

- 植物园的财务管理（报告） 

- 如何经营好一个植物园（报告） 

- 如何提高本园的管理水平（讨论） 

PART3 科学普及与环境教育 

-  科普教育与植物园的社会影响力（报告） 

- 我国植物园科普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改进措施（分享+讨论） 

文献阅读 

特邀植物园专家访谈 

论文 

课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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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研修班的重要日程是与国内外植物园专家前辈座谈，座谈时间因为讨论热烈而一再延长。座谈

结束后，全体人员在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科研中心合影留念。参加座谈的专家前辈：许再富（第一排左五），

Stephen Blackmore（第一排左六），Vernon Heywood（第一排左七），贺善安（第一排左八），张佐双（第一排左九）。 

开班第一天，陈进研

究员（中国植物园联

盟理事长、西双版纳

热带植物园主任）为

大家介绍研修班举办

的初衷及课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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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报告人：华南

植物园任海主任 

特邀报告人：武汉植物园张全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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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上午，与植物园专家前辈座谈。 



 

           植物园管理高级研修班  I  CUBG  l  8 

北京植物园未来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北京植物园  魏钰 

     

摘要：在我国植物园事业繁荣发展以及全球变化等形势下，位于首都的北京植物园将面临众多挑战与机

遇，我们在今后的发展中应该进一步明确定位，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植物迁地保护、科普教育和科学研

究方面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植物园，全球变化，引种栽培，迁地保护，科普教育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o Beijing Botanical Garden in the future 

Yu Wei 

Beijing Botanical Garden, Beijing  100093 

Abstract：Beijing botanical garden which is situated in the Capital of China will face many challenges and oppor-

tunities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otanical Gardens and global changes. We should take our advantages 

to the full and make a contribution to the society via ex situ conservation, public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the fu-

ture. 

Keywords：botanical garden, global change, plant introduction, ex situ conservation, public education 

 

当前，中国植物园事业蓬勃发展，队伍不断壮大，目前全国约有191家植物园（廖景平，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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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俗话说“盛世兴园林”，这说明我国正处在一个繁荣昌盛的时期，无论政府还是

百姓都逐渐意识到植物园的重要性，当前是中国植物园发展的一个大好时代。纵观植物园的发展史可以看

出，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全球变化，植物园的功能和使命都在不断改变，从几百年前的药用植物园，到为

国家寻求经济作物，直至现在科研、科普、保育和展示等复合功能，植物园在人类社会活动中起到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 

北京植物园建于1956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批植物园之一，2016年将迎来60周年华诞，在新的

形势与环境下，北京植物园未来将面临何种挑战和机遇？又该如何去应对这些变化？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进

行深入的思考和探讨。 

 

1  面对的挑战 

1.1  我国植物园事业发展迅速，数量不断增加，建设力度不断增大，在全国众多植物园中，北京植物园如

何定位才能发挥自身优势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从而在中国植物园界以及世界范围内占据一席之地？  

1.2  全球变化，特别是气候变化导致更多植物生境的改变，这对植物园的迁地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Heywood，2011），在引种栽培时要考虑到气候变化因素，以往适合北京生长的植物现在可能由于气

候变暖或者极端天气的出现而不再适宜生长。 

1.3  气候变化将导致一些植物的物候随之发生变化，可能会影响到某些植物的授粉或者繁殖，使其走向灭

绝；同时北方地区的气温变暖，将会导致外来入侵物种的增加，对植物园内的其它植物形成威胁，作为植

物园将面临更重要的任务去研究环境变化对植物的影响，从而及时采取措施去保护植物。 

 

2  面临的机遇 

2.1  随着人口增加，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导致城市生态环境越来越差：愈发严重的雾霾、越来越少的绿

地、缺少与自然接触的孩子们……这些状况亟需改善！以往，人们更关注植物园的景观，而其科研作用往

往被忽视。实际上，基于植物为基础的解决方案更具有可持续发展的长远作用（Crane，2009）。因而，

这些问题的出现使得植物园的功能更加凸显，特别是作为一个城市植物园，在当前形势下以及未来，我们

将承担起比以往更重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2.2  全球气候的改变，导致北方气候变暖，华北地区连续数年出现暖冬现象，这为北京植物园的引种工作

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一些以往需要在保护地越冬的植物，现在也可以露地越冬了，这种改变拓宽了北京植

物园的引种范围。 

2.3  物候观测是北京植物园的一项基础工作，这些长期观测的数据将成为本地区气候变化的重要证据，可

为政府决策提供重要的依据，这将加大植物园对社会的贡献和影响力。 

3  未来发展策略 

面对以上挑战和机遇，北京植物园在未来应重点开展以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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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现任BGCI主席Stephen Blackmore说过：世界上的植物园有几十种，每一种对社会都有各自的贡

献。因此，北京植物园在以世界一流植物园为目标的前提下，应根据我们所处的政治地位与地理位置，进

一步明确本园的定位与使命，从而为其它方针政策的制定指明方向。同时，结合地铁的修建、西山隧道工

程等项目，对植物园总体规划进行修编，完善引种规划、景观规划以及人才规划。 

3.2  气候变化将对植物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应该及时了解国际最近研究动态，调整我园的植物迁地保护

策略，重点对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植物进行调查和保护，加强对本土植物的收集、保护、研究与应用；

适当扩大引种范围，对于本地域不适宜园区环境的珍稀濒危植物，如北京郊区山地植物，夏季无法承受平

原的高温可以采取就地保护的办法，如建立卫星园或者联合当地相关部门建立保护区，采取多种形式进行

植物多样性的保护。 

3.3  科普教育是一个植物园提高其社会影响力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北京植物园每年游客量达260万—300

万，针对受众面广的特点应该积极开展科普教育，丰富教育形式，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以及对自然的热

爱；同时大力提倡园艺疗法，建立并完善园艺福祉园，通过科普活动让人们了解园艺对人身心健康的积极

作用。 

3.4  全球的变化使得植物园在未来社会活动中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我们应该抓住机遇，充分发挥城市

植物园的优势：加强科学研究，特别是气候变化对植物的影响以及城市生态环境的研究，为建设宜居城市

提供理论依据和示范。 

3.5  加强植物园的管理和文化建设。在现有事业单位体制下探索合理、有效的管理机制，加大绩效考核力

度，建立公开、公正的奖励机制，为有想法、有干劲的职工提供更加广阔的施展空间；同时创造良好的文

化氛围，带领全体职工为了美好的愿景而共同努力！ 

 

致谢： 

本人有幸参加2015年植物园管理高级研修班，受益匪浅，感谢CUBG的精心组织、感谢陈进主任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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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特色 提升上海植物园影响力 

 

上海植物园 毕庆泗 

 

在 
短短三天的培训期间，任课老师和各位领导都在探讨植物园的定位、使命，探讨当前我国植

物园的发展思路，其中一个提法让我印象深刻：作为植物园的建设与发展，是让职工过上好

日子还是赚足够的钱，都不是，而是影响力，影响力，影响力！ 

与国外发达国家植物园建设发展几百年的历史相比，我国植物园的建设和发展还相对年轻，植物园对我们

来说是一个舶来品，但在发展目标上，许多植物园都瞄准世界先进植物园，同样上海植物园也将发展目标

定位“国内领先、国际一流”，说到底也即影响力的问题，思考上海植物园的现状，与一流植物园相比，

我们并没有多大优势，物种收集包括温室植物在内，不过8000种；技术人才队伍在30人左右；自然教育

设施还不够完善，团队不足10人；园艺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当前又面临与辰山植物园的错位发展，

如何达到一流的目标，如何逐步提升影响力？我认为上海植物园有两点可以做强做大，应该聚集特色，从

文化和服务方面出发，会更快提升我园影响力。 

1、文化 

在国内，上海植物园属于有较长发展历史的，至今建园已有40年，在国内植物园中有两个专类园也是非

常有特色的，即盆景园和兰室。 

盆景与兰花都极具中国传统文化，两者都具有非常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文化内涵。上海植物园是海派盆景的

发源地，曾培养了五位国家级盆景大师，至今仍有2000余盆盆景精品，同时架起了我园与西方先进植物

园交流的桥梁。兰花作为四大名花之一，在当今灿烂的西洋兰面前却愈发高贵典雅，我园兰室牌匾为朱德

老总亲笔题写，也曾将自己喜爱的兰花寄养于此，当年也成为文化名流的聚会场所，文化气息浓厚。目

前，我园兰室收集有兰花300余种，每年均进行兰花展，吸引大批养兰爱兰人士，在国内外植物园中，有

盆景与兰花者相对较少，而上海植物园兼而有之，特色明显，那么如何做好盆景与兰花的文章呢？ 

以盆景为例，海派盆景人才辈出，也有许多经典作品，已经形成了成熟的风格，并得到业界认可，在新形

式下，一是要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将海派盆景的理论和技艺继承下来，二是加大与国内外盆景流派的交

流，兼容并蓄，推陈出新；三是加强盆景的展示、宣传和科普，让更多的人认识盆景，喜爱盆景；四是最

重要一点，要不拘一格的培养盆景代表性人才、大师级人才，盆景的创作不象其它园林作品，非一朝一夕

可以完成，不但要有理论功底，要有对美学的认知和鉴赏，有灵巧的双手，更要持之以恒，不得不说现在

人才难求，要加大对这方面人才的选拔激励。在最近几年的国际盆景赏石大会中，欧美国家、东南亚国家

派出的队伍有很多年轻精干的脸孔，相较而言，作为盆景艺术的发源国，我们国家盆景人才显得相对较

少。上海植物园盆景园，作为海派盆景的代表之地，一张响当当的名片，在提升上海植物园影响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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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起到事倍功半的效果，我们必须打起盆景园这个文化旗帜，使其成为国内外植物园交流的纽带，从而推

动更广泛的交流合作，以点带面，提升我园影响力。 

2、服务 

与辰山更注重植物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上海植物园将更加注重应用技术方面的研究推广与应用，着眼于

将植物新品种、新材料、新技术、新理念、新成果的推广应用，提升为上海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服务能

力，而这个“服务”能够做到什么程度，也将直接体现上海植物园的影响力。我认为要做好服务工作，以

下二件事非常重要： 

首先是上海（国际）花展，经过年10年的举办，上海花展作为上海地区唯一的综合性的花展越来越受到

业内外人士的肯定，已经成为展示上海绿化发展的平台，尤其是在近3年的过程中，花展瞄准“切尔西花

展”，以庭院园艺为主题，立足让园艺进入寻常百姓家为目标，加强园艺深厚的群众基础，让全社会共同

关注和参与城市生态文明的建设，把花展做成更多市民参与的盛会，打造成为城市、为市民“服务”的大

牌，而不仅仅是行业内自拉自唱，业外人士看热闹的大戏。让每年近30万的游客成为主角。现在不少好

的成果、好的理念已经应用于上海的绿化建设，一些好的理念已经步入寻常百姓家，这张”服务“之牌已

经在为上海植物园增光添彩。 

其次是自然教育，上海植物园的已经打造了一些初具品牌的科普工作，但从自然教育的概念来讲，其工作

的广度和深度还远远不够，其成效和影响力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还要借助于科普教育基地、二期课改这

些平台，总结”暗访夜精灵“成功的经验，完善科普教育设施和人才梯队培养，提升自我素质，开拓更多

的自然教育课堂，加强对不同层次不同人群的自然教育，切实发挥植物园的科普教育功能。在教育手段也

要与时俱进，逐步实现教育社会化、网络化、国际化，提升为社会有“服务”能力，从而提升上海植物园

的影响力！ 

当然，无论以上目标多么的伟大，一切都需要一支强有力的团队来执行完成，正如课堂上所讲，一个植物

园代表性人才的水平指示单位的水平，上海植物园对现有人才的培养和后续青年人才的培养非常重要，特

别是加强科技人才及特色技能人才的培养，刻不容缓！要以专业化、国际化的眼光培养植物园的领军人

才，引导事业健康发展，不断提升上海植物园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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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植物园是由城市园林单位主管，满足城市建设需要，向公众开放的，具有“科学的内涵、

艺术的外貌、文化的展示”的综合性植物园。首先在功能上他区别于城市公园，其次区别于

科学院系统植物园偏重于植物基础科学研究。城市植物园的主要任务是在加强园区景观建设

的基础上，发挥其生态功能，开展植物的引种驯化、面向公众的科普教育以及服务于城市绿化的科学研究

和推广工作。 

但是当前限制城市植物园发展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主要一是体制的制约，由于植物园的上级决策

者对植物园的认识不够，使植物园在科学决策、建设规划、人才引进等方面缺乏自主性和科学性；二是科

研力量的薄弱，包括科研人员、科研设备等的不足，致使科研、科普教育功能发挥不到位；三是城市建设

挤占植物园的现象时常发生。因此城市植物园要想获得长远的发展需要克服多种制约因素，科学定位，统

筹规划，认真做好以下五个方面工作。 

一、营造科学性与艺术性兼备的园林景观 

“艺术的外貌”是吸引公众的关键因素，想要更多的人认识植物园、了解植物园，首先要让他们走

进植物园。但植物园不同于一般的城市绿地，植物景观的建设更重要的是要强调科学性。其科学性主要包

括科学的布局、科学的植物收集和配置以及科学的管护。科学的布局是指要按照理论植物学原则或者应用

植物学原则进行专类园设置，如体现植物分类系统的专类园、体现自然生境的专类园、体现应用价值的专

类园等；科学的植物收集和配置是指植物的选择搭配在满足景观效果的基础上，要更加注重地域性、生态

性和多样性；科学的管护是指要用和谐发展的理念来指导具体的管理养护工作，如严格的植物生长记录，

预防为主的植物病虫害防治等。 

二、建立完善的科普教育体系 

科普教育是植物园科学内涵的一个重要体现，将直接影响植物园的社会影响力和辐射力，这也是城

市植物园可以大有作为的一个重点。科普教育不但是要向公众普及植物学和园艺学知识，更重要的是提高

其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唤起人们对自然的尊重和热爱。植物园科普教育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

是科普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如植物标牌、专类园介绍牌等环境解说系统，科普馆、标本馆、种子库

等；二是科普活动的多样性，科普活动包括更具人文和科学内涵的花展、植物课堂、营日活动、夜游活

动、与高校结合的校外实践活动等，科普活动的设置要根据不同的人群特征分类，同时可以把植物、动物

及其生存环境作为一个整体来科普；三是科普队伍的建立，包括专职科普人员和面向社会招募的科普志愿

者，要逐渐形成一支社会覆盖面广、影响力大、专业技能扎实的科普团队。 

三、开展定位准确的科学研究 

没有科研工作的植物园是没有灵魂的，城市植物园要在充分认识自身现状和制约因素的条件下，准

确定位，找准科研方向和重点。要将科研力量一方面集中在本地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上，同时要注重对其

种群的保护；另一方面要集中在植物的引种驯化、园林新品种的开发和推广、园艺栽培技术的创新等服务

于城市园林绿化的应用型科学研究方面。同时要积极加强与中科院系统植物园、大学、研究院等科研机构 

城市植物园的发展思考 

 

郑州植物园  宋良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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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流与合作。更重要的是植物园要逐渐建立起一支专业技术队伍，以支撑野外调查、采集、引种繁育

等。 

四、逐步建设数字植物园 

作为植物资源库，植物及其科学信息是植物园的根本。被收集植物的价值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其

历史，包括引种信息、生长记录等, 而没有科学信息的植物是没有科学价值的，因此数字植物园的建立就

非常有必要。数字植物园系统应该包括植物信息收录和管理、植物数据检索、虚拟植物园等多种功能。但

数字植物园建立所依赖的根本是在对园区植物的彻底调查上，这也将是一件重要而又艰巨的工作。 

五、创新植物园的经营管理理念 

城市植物园要实现更好的发展，经营管理是重点。首先最关键的一点是管理者要让城市的领导者和

决策者认识到植物园在城市发展和建设中的重要意义，这样才能为植物园发展争取更多的机会和空间。其

次要通过各种途径解决资金问题，一是可以通过强化特色增强吸引力，如特色专类园的设置、新优品种的

收集、品牌花展的举办、依靠科普活动的社会效应等；二是在保证正常的运转的基础上适度开展行业开发

推广；三是积极申请各级各类课题和项目，以保证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 

参观版纳植物园棕榈园时，讨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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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植物园发展思路 

 

福州植物园 连巧霞 

 

福 
州植物园（福州国家森林公园）是直属于福建省林业厅的事业单位，始建于1959年,其前生为

福州树木园，1988年经国家林业局审批成立福州国家森林公园，2006年经省编办审批成立福

州植物园。福州植物园位于福州市区北部，距市中心7公里，总面积2891.3公顷，建设范围涉

及福州植物园植物大观园、福州北峰国有林场及宦溪国有林场，其中植物大观园面积859.3公顷，北峰国

有林场面积768.7公顷，宦溪国有林场面积1263.3公顷。 园内生长着各类植物255科7225种（其中：蕨

类植物39科147种、裸子植物13科214种、被子植物203科6864种；野生资源植物159科458属819种；

国家Ⅰ、Ⅱ级保护植物近百种），现已建成竹园、榕树园、苏铁园、棕榈园、桃花园、樱花园、梅花园、

紫薇园、珍稀植物园、荫生植物园、姜目植物园、药用植物园、豆目山茶园、树木观赏园等14个植物专

类园区，成为园林景观优美、科学内涵丰富的南亚热带植物的大观园。是一处集植物引种驯化、生态保

护、科研科普、森林旅游于一体的生态景区，也是海峡西岸重要的生态文明教育基地。 

1.  福州植物园发展优势 

1.1 区位优势：地处省会城市福州，与台湾省一水之隔，地理位置极为特殊；距市中心仅7公里，市

区有多趟班车可直达公园东南大门；交通方便，公园内具有多种交通工具，具备游览的通达性。 

1.2 自然资源优势：总面积达2891.3公顷，土地资源充足，自然地理地貌多样；景观资源结构具有

多样性、区域性和增智性。位于园区北部的龙潭风景区，层峦叠翠，峡谷幽深，溪流清澈，空气清新。龙

潭溪深藏于青山幽谷之中，自北向南流贯全园，蜿蜒跌宕，形成了众多瀑布深潭，水体景观独特；溪畔生

长着天然常绿阔叶林，生物多样性丰富；园内人文景观丰富，有宋、元以来的摩崖石刻、古墓、古寺庙

等；长达20多公里的古驿道及登山道将各景点串联成线，已成为游客怀古揽胜、休闲健身的理想去处。 

1.3 基础资源优势：园区内旅游项目齐全，拥有全国唯一的以森林生态为主题的福建森林博物馆、全

长2.6公里的环湖木栈道，榕荫观鱼、旱地雪橇、鸟语林等众多景点和游乐项目，可满足科普、观光、休

闲、游乐等不同需求；宾馆、餐厅、茶座等服务设施齐全，提供了完善周到的旅游服务，是度假、疗养的

最佳场所。 

 1.4 知名度较高：福州植物园在省内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是福州市民休闲度假的首选去处。植物园

前身为福建省福州树木园，建园五十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重视下，公园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特别

是朱德、陈毅、杨尚琨、李鹏、朱鎔基、胡锦涛等40多位国家领导人先后来公园视察，极大地推动了公

园的建设和发展。改革开放的春风使满园春色的树木园一跃成为福建省首个国家级森林公园，并于1997

年进入全国森林公园十大标兵行列，1999年被国家旅游局评为全国首批AAAA级旅游风景区之一，2001

年被国家林业局评为全国森林公园十大标兵单位之一，2010年被中国科技协会评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2013年被国家林业局评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森林公园。随着建设力度的加大，公园知名度进一步提高，

2014年游客量达400多万。 

2.福州植物园发展存在的限制条件 

        2.1 土地利用较乱：植物园内用地地块布局较为分散，不利于整合利用。主要游览区植物大观园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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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单位和居民点，布局较混乱，植物展示区与居民区划分不明确，使得植物展示区域景观破碎化。外围

两大林场范围内用地分散，不利于功能的整合和景观系统化的建设。 

    2.2 植物园功能尚不完善：缺少植物园应有的系统化的专类园、主题园等植物展示体系；并且缺少景观

温室及科研试验区域。植物园现搜集植物种类近三千种，有待增加完善；现有专类园品种数量不足、质量

不高，地域性特色植被种类还不够丰富。 

    2.3 交通游览体系较乱：植物园植物大观园内主路、二级路、游步道分级不明确、不规范，存在人车混

杂现象。植物大观园外两大林场之间缺少联系，道路系统基本无分级，无法满足各区块间的沟通联系以及

浏览和活动需求。 

   2.4 林场景观观赏性较差：现有两大国有林场都以营造经济林和用材林为主，树种较单一，林下植被

少，虽然森林覆盖率高，但作为风景林，植物种类较少，色相和季相景观较差，层次感不强，影响植物园

景观的观赏效果。 

   2.5 植物大观园植物空间类型较单一：植物园植物大观园内植物郁闭度较高，景观空间类型显得较为单

一，缺少较为开阔的草坪及活动区域。 

   2.6 植物园科研和科普方面的人才缺乏：2008年公园免费开放后，人员编制从204人减少到85人，目前

现有职工121人，由于超编，高精尖人才需待现有人员自然减员到85人以下才能引进，人员老化和梯队建

设问题突出。目前我园虽有高级职称人员37人（其中教授级高工3人）但大多是园林规划、设计、施工和

旅游、经济管理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严重缺乏植物分类、引种驯化、科研、科普教育等方面的专业人

才。 

   2.7 植物园建设资金投入不足：由于体制的原因，植物园的建设经费来源渠道不畅，大量资金投入到基

础设施建设和管理经费中，在植物引种驯化、科研、科普教育方面的投入较少。 

3.  福州植物园今后的发展思路 

3.1 明确使命，准确定位：福州植物园应以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为契机，在发展生态城市建设的大背

景下，根据福州植物园的区域特点、资源优势、资源组合状况及市场需求，在森林资源保护的前提下，以

植物收集展示、科研科普教育、森林生态旅游、休闲度假、娱乐健身为主要功能，以生态旅游及绿色产业

为主导产业；建设成为具有典型亚热带植物特色的知名的综合性国家级植物园，以及闽北闽中地区生态旅

游的重点区域与示范基地。 

      3.2 明确目标，突出区域特色 

3.2.1 整合园区内植物大观园，北峰林场、宦溪林场三大区块，整合区域多种资源，调整土地利用

布局，进行园区内居民点调控，严格控制区域内居民数量。并结合多样的立地条件，建立系统的植物景观

展示系统。明确并完善功能及景观区划分，使植物园建设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 

3.2.2 植物大观园完成向综合性植物园的功能、风貌与内涵的转变。强化以平原地区为核心的植物

专类园和主题园展示系统；以山地溪谷为核心的植物观赏、山林健身、风景林游览；以北峰、宦溪林场为

核心的生态游、郊野俱乐部主题。 

3.2.3 建设2至3个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突出区域特色的植物专类园。建成主题明确、精品专一的特

色植物园，要有侧重、有目的、避免大而全，项目繁多，各个主题不突出的建设。改造并提升森林博物

馆，建设植物展示温室，发挥保存植物资源、保护植物多样性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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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重视人才，多渠道培养专业人才：植物园要发展，人才是关键。改变目前我园发展专业人才缺乏

问题迫在眉睫。一是采取与相关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开展课题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来提升科研水平和

专业人才队伍素质；二是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促进知识更新和人才转型，提高专业人才队伍的整

体水平。应加大选送专业技术人才参加中国植物园联盟等举办的各类专业培训班学习的力度，有目的的选

送人才到国际一流的植物园进行专项培养，造就一批学科带头人。三是加强自身人才培养工作，提高全园

人员的整体素质：要制定人才激励机制，进一步明确专业技术人才主攻目标和任务，认真开展专业技术人

员的继续教育工作。从2012年起，我园每年都采用举办有针对性的符合公园实际的专业培训方式开展专

业技术人员继续再教育工作，收到了显著的培训效果。 

 3.4 加大科研投入，提升植物园的科学内涵：要加强科研设施设备的建设，为植物引种、驯化，优

良种质资源开发应用研究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提供必要的条件；要加大建设具有机械化、智能化水平的

科研苗圃建设力度，为开展构建种质资源库，引种驯化等科学研究提供基础条件。 

3.5重视科普教育工作，提升植物园建设的公众影响力：要建立专业的科普教育机构，配备足够的专

职人员，构建完整的科普教育展示体系，并结合植物解说系统、智慧景区等建设，充分发挥植物园丰富的

生物多样性资源和景观优势，提升植物园科普教育的科学性、趣味性和参与性的教育水平，以生态文明建

设为契机，以科普教育为载体，努力建设成为国家级生态文明示范区和生态旅游示范区。 

 3.6 多渠道争取资金，加大对植物园引种驯化和科研、科普方面的投入。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契

机，充分利用福建林业的资源优势，积极争取花卉新品种引进与研发、极小种群保护和珍稀濒危植物保护

等方面的资金支持，通过项目带动促进来植物园的发展。 

         3.7 充分发挥与台湾的近邻关系，加强两岸品种交流，引进台湾优良种质资源进行开发应用研究，

提升我园的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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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5年11月9日至12日，有幸参加了中国植物园联盟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植物园主办的植物园

主任高级研修班。短短几天的研修旅程，对于一名新任植物园主任尤其是刚刚进入植物园神秘

领地的人来说，不仅仅是一次研习和交流的机会，更近乎是一次植物园新人的“朝圣“之旅。

研修中，得到知识的灌溉，文化的沐浴，思想的碰撞，疑惑的解开，确实受益良多。 

三天的研修课程，内容非常充实。西双版纳植物园主任陈进教授关于植物园使命、定位、发展、规

划、经营、财务管理、园林园艺、物种迁地保护等植物园管理诸多核心问题的深入剖析讲解，华南植物园

主任任海教授关于植物园科研和武汉植物园主任张全发教授关于植物园人力资源管理的精彩报告，让学员

深受教益的同时，更认知到国内先进植物园近年来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和中国植物园未来发展强大的引领

力量；王西敏硕士领衔的西双版纳植物园环境教育团队关于环境教育、科普、培训和网络宣传信息工作的

全面展示和分享，让我们体验到植物园公众教育发展的新方向和新理念；和Stephen Blackmore、

Vernon Heywood、贺善安、张双佐、许再富、黄宏文等国内外植物园“大佬”前辈面对面的交流，让

我们领悟到植物园理论的深厚蕴藏和植物园人生的独特魅力；与上海、北京、厦门、秦岭等植物园同行学

员之间的探讨切磋，分享了经验，增进了友谊和联系。 

此次研修，对于我个人而言，更触动灵魂、直入心底的获益，是在三天课程中，能够直接领略和完

全浸润于西双版纳植物园代代传承与积淀、近年来更得益于陈进教授苦心耕耘、悉心培育、不断发扬光大

的浓厚的植物园文化。正是这种文化，造就了一个科学内涵和美丽园艺完美结合的植物园，吸引全球各地

观光客和植物爱好者纷至沓来；是这种文化，招揽世界各国植物和生态学者慕名前往，使西双版纳植物园

率先成为国际化植物园；是这种文化，聚拢了一大批本来可以在一线大都市就业发展的优秀植物学者和园

艺人才潜心于偏僻的西南边陲小镇研学创业；是这种文化的侵染，让在这里工作和学习的人们，既显得内

心宁静、神情淡定、怡然相谐，又能精神饱满、热情洋溢、奋发有为。这种景象，不能不让我深思：仙湖

植物园应该培育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才能不辱使命，升华发展？ 

深圳市中国科学院仙湖植物园位于深圳市罗湖区东郊，东倚梧桐山，西临深圳水库，占地546公顷，

始建于 1983年，1988年5月1日正式开放，迄今已发展成为一座集植物科研科普、物种迁地保存与展

示、植物文化休闲等功能于一体，尤以风景园林见长的综合性植物园。2008年，中国科学院与深圳市人

民政府签署了共建仙湖植物园的协议。2012年6 月获批组建深圳市南亚热带植物多样性重点实验室； 

2013年1 月获批成为深圳市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2013年7月被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认定为深圳市所

属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科研领域：植物学）的科学研究机构。 

仙湖植物园是一个年轻的植物园，以建设成为具有一流专业水平、一流的园林景观、一流的植物战

略资源收集的国际知名植物园为战略目标定位。近期任务是大力提高植物资源收集水平、建立科学严谨的

植物档案信息系统、提升园林园艺景观、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提高公众教育水平等，为迎接2017年在深

圳召开的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做好充分准备。 

在植物资源收集上，我园正在筹建亚热带植物资源保种中心，以尽可能齐全地收集保育本地特色植

物、本区域珍稀濒危植物、全球亚热带战略性资源植物为策略，力争五年内成为全球植物园亚热带植物引 

植物园文化与植物园发展 

 

深圳市中国科学院仙湖植物园 张国宏  



 

           植物园管理高级研修班  I  CUBG  l  19 

种保育的领先者，植物收集达20000种以上； 在科研上，仙湖植物园在近几年大量引进高级人才，并加

快实验室硬件建设，建立了深圳市热带亚热带植物多样性重点实验室和博士后创新基地，制定了中长期科

研规划，在科研方向上确立为围绕仙湖植物园和所在城市的发展需要，聚焦于特色植物类群开展系统性研

究，如裸子植物聚焦在苏铁类植物（李楠博士）、被子植物中的特色类群（张寿洲博士、邱志敬博士、万

涛博士等）、孢子植物中的蕨类（刘红梅博士、王晖博士等）和苔藓（张力博士、左勤博士）、观赏植物

和药用植物（陈涛博士、雷江丽博士等）等，形成仙湖植物园科研的优势和特色。在园林园艺建设上，要

将中国传统山水写意园林艺术与精湛华美的西方植物园艺高度结合，为市民和游客呈现美轮美奂、品味高

雅的园林风景。在公众教育方面，要以唤醒和培育公众良好的生态和环境意识为宗旨，策划和开展一系列

主题活动，树立在全市和全国有影响的自然教育和环境教育品牌。 

定位清晰和目标明确之后，不付诸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成功不会轻易来临。如何使这种努力能够

持久维系以不断推动植物园的发展，直至目标实现？此次研修以及西双版纳植物园经验给我的启示是，构

筑和培育植物园文化是其中关键。我认为，也倡议，仙湖植物园文化应当包含以下成分： 

--热爱植物。所有工作人员，无论是管理层，研究人员，还是普通职员，都要如同喜爱自己的孩子一

样喜爱植物，都要像敬重父母一样敬重、感恩植物，都要像了解和信任自己的爱人一样知晓植物。把植物

当作自己家人一样呵护。 

--光明正气。植物成长依靠阳光，植物园队伍建设要特别提倡阳光文化，谦和诚信相处，光明磊落相

待，拒绝内耗内斗，不搞团团伙伙，共同营造风清气朗大气候。 

--包容开放。植物园的核心使命是保存生物多样性，多样性必然呼唤包容。植物园是综合性科学机

构，集科研、引种、公众教育、风景旅游等功能于一身，必须要有不同专业背景的人才共襄其事。这就要

求植物园工作团队中的每一位成员，都要始终保持包容开放、协同合作的心态，团结共进，相互支持。 

--敬业尽职。植物园的工作非常繁杂，因为需要长期坚守也略显寂寞枯燥。因此也特别植物园工作人

员必须做到各尽其责，各守其职，各敬其业，尤需以匠人之精神和韧性，追求极致和完美。 

--遵规自律。在科学研究中，既要有严谨的科学精神，也要敢于假设，敢于质疑，敢于创新；在园艺

创作时，更要富有意趣、激情和想象，勇于破常规俗见。但是在工作纪律和廉政制度上，必须要遵规自

律。仙湖植物园作为政府属下的科学机构和公益性事业单位，掌握和使用了重要和大量的公共资源，廉洁

是事业发展和安全的最基本保障。 

      以文化凝聚人心，植物园事业方能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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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植物园可持续发展的探索 

 

广西药用植物园  张占江 

 

从 
植物园的发展史来看，植物园起源药用植物园，并且随着功能和定位逐步变化植物园的类型

也越来越多元化，在植物迁地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植物园建

设和发展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而且这种支持状态要长期保持稳定，植物园才

能真正得到发展并发挥它的真正功能。 

世界上多数植物园是靠国家或地方财政或社会捐助的方式维持自身的发展，换句话说，植物园靠自身

能力获得良好发展的并不多，植物园发展好坏和快慢与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密不可分。而国家和社会的支持

受到整体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大，也对植物园发展产生较大影响。如何能够完善植物园自身造血机能，构建

植物园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是很多植物园长期以来一直思考的问题。 

广西药用植物园也是如此，无时无刻不在为自身可持续发展需找出路。广西药用植物园始建于1959

年，占地面积202公顷，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卫计委（原卫生厅）直属的从事药用动、植物资源收集、保

存、展示、科普教育；药用动、植物资源保存与利用、特色中药资源、民族药资源产品开发、中药材产品

质量检测技术与标准研究；中药材产品质量标准起草以及检测服务的公益性事业单位。长期以来一直受事

业单位体制的影响，单位发展长期处于缓慢滞后的状态。到2001年，药园新一届领导班子成立，开始了

药园可持续发展的探索，并逐步形成了现有的药园发展模式： 

 药园领导首先给药园一个适合自身的定位。药园作为公益性的事业单位，要想给社会提供公益性服

务，首先自身必须发展好才行，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如何将自身的资源优势具有国际

影响力，如何将自身的资源优势转化成科研优势、经济优势是药园这个时期重点考虑的问题。 

（一）充分巩固药用资源优势，保持药园地位。 

广西药用植物园自建园起，一直从事药用资源收集、保存、驯化、栽植等工作，具有突出的传统优

势。但收集物种多局限在华南区域，引种渠道单一，范围有限，影响力并不显著。新的领导班子成立后，

继承了前辈资源优先的传统。充分认识到资源量是突显单位地位的重要因素，拥有资源在业界才更有话语

权。因此，单位十分重视资源队伍的建设，制定引种目标，拓展引种渠道，完善保存方式。到2014年

底，药园已经实现收集保存药用植物8900余种，在2011年被英国吉尼斯总部以保存面积和保存物种两项

指标认定为“世界最大的药用植物园”，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广西药园已在药用资源保育领域处于了国内

领先水平，与国内外的交流日益频繁，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二）构建药用资源研究体系，增加药园品味。 

药园发展由于历史原因，药园前期职工多是由农民组成，文化程度较低，主要从事药用植物引种、驯化和

种植工作，系统的科研体系基本上没有。随着药园的发展，资源的增加给科研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

资源保存、资源研发提供保障。药园领导一直认为，拥有如此多药用资源，如果不充分发挥好资源应有的

作用，实则是对资源的浪费。按照此观点，药园开始科研体系的建设，经过近十年的探索，逐步形成了以

基础研究为主的省级重点实验室-广西药用资源保护与遗传改良实验室；以基础应用为主的省级工程技术

中心—广西中药材生产工程技术中心；以资源开发为主的国家工程实验室-西南濒危药材资源开发国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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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实验室；以中药材质量控制为主的研究中心-中药材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伴随着科研体系的建设，药园

也引进了大量科技人才，到目前，药园拥有科技人员230人左右，其中硕士博士团队130人，具有高级职

称研究人员近40人。药园的科研平台已出具规模，研究水平已显著提高，为药用资源科学保存、科学管

理、科学开发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撑。 

（三）积极推进药园成果转化，提升药园实力。 

随着科研体系的逐步完善，科研团队的形成，药园近些年产出了较多的实用型的研究成果，如何更好

的发挥成果的能效，实现科研成果的真正价值。药园在成果转化平台的构建方面投入了很多精力。利用技

术入股的方式与他人合作成立了以药用植物种子种苗生产、药材加工提取、保健品及药品生产及销售于一

体的股份制有限公司。优先为科技人员提供成果转化，实现科研成果走向市场，同时，成果转化的效益进

一步反哺药园的资源保存和科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药园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鲜血液。 

总之，广西药用植物园经过五十多年，几代植物园人的共同努力，逐步形成了“以资源保护促进科学

研究，以科学研究引领产业发展，以产业发展巩固资源保护”的三位一体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也为未来药

用植物园建设作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在棕榈园围绕科普设施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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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是基于参加中国植物园联盟在2015年植物园管理高级研修班的学习体会，经过近些日的

思考，对我们沈阳树木园的定位进行了一些梳理，又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下面将我园的定

位做一简单介绍，综下所述仅代表个人想法。 

树木园简介 

沈阳树木园，隶属于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现有市内老园区和辉山分园两个园区，老园区始建

于1955年，位于沈阳1环内的南运河带状公园中段，占地5公顷，辉山分园始建于2006年，位于沈北新

区，占地135公顷，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雨热同季。该区年平均气温7.4℃，

极端最高气温38.3℃,极端最低气温零下35℃，年平均降水量755.4毫米。 

沈阳树木园老园区拥有露地栽培乔、灌木树种554种，其中国外树种80种，国家级重点保护树木25种。经

过50年的生长和自然更新，已蔚然成林，形成具有多层次的森林群落，被誉为“大城市中的小森林”，

园中有温室近千平方米，收集温室植物500种。经过近10年的建设工作，辉山分园现拥有露地栽植植物

630种，各类专类植物收集区10个，园区已初步规模。 

树木园的定位 

树木园的定位：立足我国东北地区,面向我国其它北方地区及国外近纬度地区，收集、保存这些地区的野

生植物种质资源，以生物多样性保护、城市森林生态学、共生生态学做为主要研究方向，同时开展相关科

普教育，将树木园建成我国极具地方特色和学科特色的科学树木园。 

中国科学院沈阳树木园“定位”的思考 

 

中国科学院沈阳树木园  张粤 

参观版纳植物园苗圃时，与

苗圃管理者讨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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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木园定位解析 

    我园的主要引种驯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将围绕东北地区进行。上述所涉及的东北地区包括辽、

吉、黑三省加上内蒙古的东四盟，涵盖长白植物区系、内蒙植物区系和华北植物区系的多数植物种类，植

物种数3000余种，其中近80%可以在沈阳露地栽植，另外我园还担负着部分该地区的植物资源调查工

作，其它植物引种的区域还涵盖了我国华北、西北地区及北美和北欧的沈阳近纬度地区。 

依据我们的定位，我园的科研工作将有三个研究方向，①植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研究,重点开展东

北特有及稀有濒危植物的就地、迁地和回归保护与持续利用研究，揭示其濒危原因、保护机制及开发利用

前景，以引种保护地区性受威胁植物总数的80%为目标，开展3-5种重点保护植物的回归试验研究。②城

市森林生态学研究,针对工业化发展和城市建设带来的一系列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如城市热岛效应

和城市热岛效应以及噪声、水、气、固体废弃物污染等），结合树木园目前的在研究项目以及现有的研究

基础，以原有树木园和辉山分园为基地，开展城市森林生态学定位研究，其内容包括：城市森林生态系统

结构、类型、特征及动态变化；城市森林对全球变化的响应与反馈；城市森林生态环境功能（城市森林冷

岛效应）；城市森林生态规划和结构设计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等。通过研究以沈阳市为例，制定城市森林植

被的生态设计，建立城市森林植被对环境的调控模型，准确评价城市森林生态和社会效益，进一步完善和

发展城市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③共生固氮树木资源及共生生态学研究,通过大量引种收集豆科及非豆科

共生固氮树种资源，重点开展逆境条件下共生固氮树种资源及共生微生物动态研究，并对其共生效率进行

综合评价。通过对树木与菌根真菌及固氮菌或弗兰克氏放线菌联合共生体形成的研究，确定构建优化共生

体的最适菌株以及最适条件，查明联合共生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及机理，提出逆境条件下优化共生体应用技

术体系，促进共生生态学的完善与发展。  

我园的科普工作的主要内容除了向公众介绍普及植物知识以外，还主要注重树木园科研工作和研究所科研

工作的科学普及工作，在近几年的工作中要提高科普队伍水平和认真做好科普工作规划，要大量加入博物

学的知识范畴，引入环境教育与自然教育的理念，将公众向认知自然和热爱自然的方向引导，提高公众的

环境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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