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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民族出版社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牟本理贺词：

《甘肃省小陇山高等植物志》是甘肃东南部植物资料

数据库，是科研教学资料库，是学术交流的信息库，是几

代小陇山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问世进一步雄辩地说

明：小陇山景色秀美、物产丰饶，是甘肃南部重要的生态

屏障，我们应当使它得到进一步的保护，造福甘肃人民。

我热烈庆贺《甘肃省小陇山高等植物志》出版!

我衷心祝愿小陇山林业局在新的世纪再创辉煌!

字字坦
2001年6月6 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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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林业部副部长、全国治沙协会名誉理事长董智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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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关君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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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林业厅厅长马尚英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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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天水市委书记王洪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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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市市长张津梁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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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安定国同志1932年10月出生于天水市甘谷县。1957年8月毕业

于西北大学生物系。1957年9月至1962年12月先后在林业部造林司、

中共中央西北局计委工作，1963年至1993年在甘肃省小陇山林业实验

局林勘队、麻沿林场、林科所、麦积植物园工作，1986年加人中国共

产党。1994年退休。

安定国同志生前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正高级工程师。曾

被中国环保学会、植物学会、林学会、杜鹃花学会等多家专业组织聘

为会员，并当选甘肃省第七、八届人大代表、天水市政协第二届常

委，北道区第一届政断常委。

在近四十年的工作中，安定国同志将所学的专业知识，运用于林学和植物学的研究，在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达到了较高的造诣。编著了《小陇山林区高等植物志要》、《天水植物名

录》、《天水植被》、《天水药用植物手册》等专著。与他人合著了《天水森林》、《甘肃森林》、

《甘肃植被》等书籍，同时在省级、国家级刊物上发表专业论文20多篇。经过长期的探索和

不懈努力，他积累了大量的植物标本、种子标本和木材标本。在他的提议下，林业局在植物

园成立了专业标本室，现藏各类标本6万多份，为陇东南之最。为我局的植物分类、营林生

产和林业科学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于麦积植物园，从前期设计、论证、可行性研究到

创建成功，以及1860多种植物、花卉的收集、引种、定植、驯化，他更是倾注了大量的心

血。他不辞劳苦，风餐露宿，足迹踏遍了小陇山林区的山山水水。正是有了他的呕心沥血，

才得以使植物园成为全国的四大名园，成为中国科协命名的首批百家科普教育基地。在他的

首倡和力争之下，植物园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接纳为成员单位，成为国际植物园网络组织中

的一员，和14个国家的有关组织保持着长期的业务往来。他本人曾多次被邀请参加国际学

术会议。他的科研成果曾获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二次、三等奖二次，林业部科技进步一等

奖一次，甘肃省林业厅和天水市科技进步奖各一次，事迹与生平已入典《科技专家名人咨询

通讯录》和《中国当代高级科技人才系列词典》；已付梓排版印刷，拟正式发行的书籍有

《小陇山高等植物志》。他人退志犹存。退休后仍然时刻关注着林业局的发展与建设。由林业

局党政牵头成立的《小陇山林业志》编委会聘请他任副主编。为系统、全面总结小陇山林区

四十年的建设发展和科学研究，仍在废寝忘食地工作着。就在临终之前，他刚刚校对完《药

用植物手册》一书。此书和《小陇山高等植物志要》出版后，必将对林业科学研究、植物分

类研究和林业学科教学起到较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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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陇山林区地处秦岭西段，是暖温带向北亚热带的过渡地带，东接关中、南控

巴蜀、西连青藏、北通黄土高原，是我省的一片绿色宝地。由于受气候地形的特殊

影响，林木繁茂，植物种类丰富，’保存了许多珍、稀、濒危植物，植物的地理成分

也复杂，是我省主要的森林植物种质资源基因库。

小陇山林业实验局正高级工程师(教授级)安定国同志从1963年开始，经过

近30年的艰苦努力，踏遍了小陇山林区及陇南山区的山山水水，采集了几万份植

物标本，经过整理鉴定建成植物标本室，营造了小陇山麦积植物园。在此基础上，

经过多年辛勤劳动，几经易稿，编纂成了《甘肃省小陇山高等植物志》一书，全书

含150多万字、2000余幅图，共记载高等植物2800多种，可谓图文并茂。该书基

本摸清了小陇山林区的植物资源种类、分布和用途，其中对木本植物和药用植物有

所侧重。通过省级鉴定，得到专家的好评，获得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将对农、

林、牧、医等方面的生产、教学和科研提供基础资料，对生态环境建设以及植物资

源保护和综合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本书的知识性、科学性都很强，内容丰富，

不论在生产建设、教学实习和科学研究方面都可作为参考书，也是一本有价值的工

具书。

《甘肃省小陇山高等植物志》一书付印之际，编著者请为序，余乐仅述数语，

以叙其旨。大篇文章，一人所为，难免有不足，请读者斧正，日臻完善，是所望

也。

●

原甘肃省林业厅厅长 蒲泽

2001．4



编写说明

编写说明

小陇山地处秦岭西段。是暖温带向北亚热带过度的地带。东接关中，南控巴

蜀，西连青藏，北通黄土高原，为我省的绿色宝地。这里因受气候地形的特殊影

响，林木繁茂，植物种类丰富，保存了许多珍贵、稀有和濒危植物，植物的地理成

分也复杂，成为我省森林植物的种质资源的基因库。植物的多样性为西部大开发提

供了改变生态环境和利用的物质基础。

小陇山区域包括天水市的秦城区、北道区、甘谷、秦安、武山、清水、张家川

及陇南地区的徼县、成县、两当、西和、礼县和定西地区的漳县，总面积约为

4000万亩，其中林地面积1260万亩。位于东经104023’一106043’，北纬33031’。340

41’间。西秦岭及岷山余脉横贯中部，形成嘉陵江和渭河两流域的分水岭。秦岭南

属岭南山地内有徽成红色丘陵盆地和西礼黄土丘陵盆地。岭北山坡陡峭．沟谷短

促，面积窄狭；渭河谷形成宽窄相间的葫芦状谷形；渭北为黄土梁峁沟壑区；关山

山地与秦岭纵列垂直。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最高点漳县露骨山(3941米)、最低点

徽县虞关(700米)，相对高差3241米。年平均气温7℃．12℃，平均降雨量600—

900毫米，相对湿度林区达78％，无霜期130～220天，干燥度0．89～1．29，属湿润

和半湿润类型。由于气候、地形、经纬度和垂直分布的影响，种群结构和区系成分

也有明显的差异。西部高山区有喜马拉雅植物区系成分，东南含有华中植物区系成

分，东北部多为华北植物区系成分，西北部有蒙新植物区系成分侵入，反映了与周

围的连续性。但由于地理和气象的综合因素，也形成了自身的独特性。

本书记载了小陇山地区的高等植物225科、877属、2753种(包括亚种、变

种、变型)。其中包括了少量栽培、引种及花卉种类，其中：

苔藓植物门：53科98属 139种

蕨类植物门：21科43属88种2变种

裸子植物门：8科20属48种3变种3变型‘

被子植物门 143科716属2212种235变种5变型 18亚种

排列顺序被子植物门按恩格勒尔(Englier)系统排列；裸子植物门科属顺序按

郑万钧教授的系统排列；蕨类植物门按秦仁昌教授的系统排列；苔藓植物门采用恩

格勒尔和陈邦杰的意见排列。每门有科、属、种的检索表，并有形态、产地、生

境、分布等的简要说明和描述，部分种类记载了主要用途，对一些乔木树种着重叙

述了生长情况。
‘

从1963年开始，经过了几十年的艰苦跋涉，利用野外工作的优势，边采集，



2 甘肃省小陇山高等植物志

边整理，边鉴定，搜集了大量植物标本。先编出《小陇山林区植物名录》，于1980

年初步完成了《小陇山林区高等植物志要》(征求意见稿)，1986年由省林业厅受

省科委委托组织通过鉴定，获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后又经过三年的修改、补充

才脱稿，此外还建成了“小陇山植物标本室”和“小陇山麦积植物园”为本书的编

写作了后盾。编写进书中的大量标本存于标本室，只有少部分参考有关文献资料。

专用术语统一于《中国植物志》和《中国高等植物图鉴》。黑白线条图，自绘或仿

绘。借用或转绘，均署明出处。

在编写过程中曾得到原天水市委书记牟本理、原省林业厅厅长蒲泽、省林业厅

总工程师张汉豪、天水市政协主席郑荣祖、天水市农委主任冯超等同志大力支持。

天水市科委雷升杰和张和平主任出力援助。小陇山林业实验局胡自多、王文杰书

记、王万忠局长指导。小陇山林业实验局林科所各届所长：刘尚义、张增敏、黄国

卿、张宋智、韩涛等同志的支持。在工作中有孙建兴、裴会明、王小平、赵小翠、

孙永辉等同志描图、清稿、订对。他们都付出辛勤劳动，这里表示感谢。

作者：安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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