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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本报记者 张行勇
董长根 李思锋

5月 14日上午，由陕西省西安植物
园承办的 2011西安世园会国际插花艺术
竞赛在浐灞会展地的国际竞赛馆开幕，来
自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瑞士、瑞
典等国家，以及我国香港、陕西、四川、福
建、湖北、云南、广州等省（区）33家单位，
东西方不同流派、不同风格传统和现代的
近 300件构思新颖、制作精美，令人叹为
观止的插花艺术造型和巧夺天工的花艺
创作作品，使国际竞赛馆格外绚丽，游客
流连忘返。
据此次国际竞赛筹备办公室主任、西

安植物园园长李思锋介绍，西安世园会第
二场国际竞赛是陕西插花史上规模最大
的插花艺术盛会，与 4月 28日上午“2011
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后，由西安植
物园承办的国际兰花展一样受到如潮好
评。在兰花竞赛期间，国际园艺生产者协
会（AIPH）主席杜克·法博、国家林业局局
长贾治邦等称赞国际兰花竞赛展的成功
举办。
国内外众多媒体在关注这次竞赛成

功举办的同时，西安植物园再次成为社会
瞩目的焦点。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周年之

际，回顾西安植物园从诞生之初的婴儿到
时至今天的青年发展期，走过的 52年发
展里程是一条不平坦、不平凡的道路，其
间充满坎坷、艰辛，但终其取得的各项成
就为今天的绿秧千年古城，繁花似锦长安
城的景观绘就添有重彩浓密的一笔。

大雁塔下建园

1956年，国务院发布了第一个全国
自然科学远景规划———《十二年科学发展
远景规划》，提出利用大量有价值的野生
植物资源的任务。
鉴于西安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秦岭丰

富的野生植物资源，1958年，中国科学院
责成指示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筹建西安
植物园。经中国科学院陕西分院与陕西
省、西安市人民政府洽商后，获得省、市有
关领导的大力支持，并将在西安建立植物
园的建议列入陕西省 1958～1962年科学
发展规划中。

1958年 9月，经多次在西安地区实
地调查，最终选定园址设在西安市南郊大
雁塔西南、翠华南路以北，涉及大雁塔、瓦
胡同和庙坡头三个自然村。其中考虑的重
要因素是地理位置距离市区适中，地势北
高南低，适宜植物配置与造景；再者该处
多为坟地，且为旱地，对农业耕作影响不
大。

1959年 4月，正式宣布成立“中国科
学院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西安植物园”。

1966年元月，中国科学院决定西安
植物园独立，正式划归西北分院直接领
导。“文革”开始后，园内工作陷入全面瘫
痪，一个初具规模和外貌的植物园变成了
残垣断壁、杂草丛生的荒园，引种保护的
植物和定植的苗木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并
多次面临关停的威胁情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陕西省委批准陕西省
科学院成立。西安植物园划归属陕西省科
学院领导，中国科学院西安植物园更名为
“陕西省西安植物园”并沿用此名称至今。
当年黄宗英的报告文学———《大雁情》，使
许多国人知道了大雁塔下的西安植物园，
及其一批鉴定坚定党的信念，为人民幸福
艰苦奋斗不断前行着的知识分子。
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特别是近 10

年来，随着科学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和国
际、国内合作交流的不断扩大，西安植物
园的各项事业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也为
陕西科技、经济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2006年，西安植物园与“陕西省植物
研究所”实行“一套机构，两块牌子”，是集
植物迁地保育、植物科学研究、科普教育
为一体的陕西省级社会公益类研究单位。

引秦巴植物进城

时间的光轮转换至 1961～1962年夏
秋，值《秦岭植物志》编审委员会和全国园
艺学会在西安开会之际，西安植物园邀请
了植物学家林鎔、裴鑑、耿以礼、刘慎谔、
陈邦杰、俞德俊、钟补求等教授著名专家
学者到园，对其方向、任务、规划、建园、科

研等方面给予了精心指导。
1963年初，按照中国科学院的部署，

西安植物园开展了“三定”（定方向、定任
务、定课题）工作。
方向：对西北地区野生有用植物及国

内外栽培植物引种驯化，建成一个具有我
国西北特色的植物园，为国民经济服务。
任务：一是调查研究西北植物资源，

进行开发利用；二是引种国内外，尤其是
秦岭、西北和华中地区野生和栽培的经济
植物，进行引种驯化试验，以丰富西北地
区资源。

1986年，根据陕西省科学院的安排，
再次制订了科技发展规划，再次确定西安
植物园的任务是：以秦巴山区经济植物引
种驯化为主，兼顾黄土高原改造对植物种
类的要求，并注意引进国内外有价值的经
济植物，同时建成具有本省植物特色，中
等规模、良好园林景观和科学内容的现代
化植物园，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城乡绿化、
美化服务，为科研、教学、旅游、科普提供
场所。
秦岭和巴山（包括米仓山）位于我国

中部，占有陕西南部、四川盆地的北缘、甘
肃的东南角及鄂西北。秦巴山区素有“天
然生物基因库”、“天然药库”之称。
自西安植物园建园初期引种工作的

重点就是“秦岭与大巴山脉”。
截至 2007年底，西安植物园收集保

存的植物 3453种，分别隶属于 180科 926
属，其中，蕨类植物 18科 33种，裸子植物
9科 55种，被子植物 153科 3365种。与陕
西省“13115创新工程”支持建立的“陕西
省生物种质资源工程中心”，基本构成秦
巴山区植物的种质资源库及研究共享平
台。
这其中尤其可喜的是引种栽培成功

国家及陕西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 38科
54属共 62种。其中蕨类植物 1种，裸子植
物 11种，被子植物 60种；属国家一级保
护植物 11种，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55种，
珍稀濒危植物 40种，被列为濒危的 10
种，渐危的 31种，稀有的 21种。而且通过
多年的引种驯化研究，对其中 10余种濒
危植物繁殖、中试后，大部分表现出优良
的园林性状，如用于当地园林绿化的银
杏、水杉、银雀树、文冠果、喜树等，不但有
望解决濒危问题而且可以开发成园林绿
化树种。

满城尽开郁金香

日出江花红似火。3月 30日，西安植
物园经过精心准备，一年一度的鲜花盛
会———西安郁金香花会在兔年明媚的春
天开幕，50多万株的 50多个郁金香品种，
与欧洲水仙、风信子、鸢尾等 100多个品
种组成的郁金香田园展区，与婀娜多姿、
随风飘动的翠柳，徐徐转动的风车，交相
辉映。而处同城的兴庆公园、革命公园的
郁金香也使花团锦簇、盛开怒放，使位于
西北黄土高原的古城西安的春天如同江
南般绚丽多彩。

这是由陕西省、市政府主办、西安植
物园承办的第十九届西安郁金香花会。
郁金香，被荷兰人称为“花中女皇”。

自上世纪 20年代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
郁金香在国内不能栽培，国内好多城市先
后引种均以失败告终。1979年开始，西安
植物园张俭副研究员开始研究郁金香的
引种课题，没有经费，针对本地自然条件，
先后用了 8年时间通过不断的试验，摸索
出科学合理的栽培技术和防止种球退化
的手段，使郁金香首次在我国成功栽培。
“郁金香的引种栽培及繁殖技术研究”通
过了省级技术成果鉴定。后来小批量的研

究成功后，政府才拨给一点经费。1988年，
西安植物园在全国第一次举办郁金香花
展。西安植物园栽种的 36个各色品种争
奇斗艳，前来参观的人将实验地围得水泄
不通，将围墙挤塌了。在西安植物园的带
动下，目前，我国 20多个省市举办郁金香
花展，大江南北盛开郁金香。
随后，西安植物园的科学家们对郁金

香进行了涉及引种栽培、资源利用、病害
及抗病育种、植物生理、促成和延后栽培
等全面系统的研究工作。
一年一届的西安郁金香花会，吸引了

数百万之众的游客，社会反响巨大，影响
波及国内外，一度引来国内许多大中城市
纷纷仿效举办大型郁金香花展，带动了我
国花卉事业的发展。
而木兰科植物多数种类树姿雄伟、生

长迅速、寿命长，栽培简单，病虫害少，且
具有一定的抗污染能力，特别是其花朵不
仅有白、绿、红、紫红、粉红、黄等多种，而
且有集中开花到持续开花类型、有小花到
大花类型。其一些品种是著名的园林观赏
树种，同时也是建立城市生态背景林，提
高城市绿化树种多样性和生态效果以及
景观效果的核心类群。而我国有木兰科植
物 11属 100余种，是木兰科植物的现代
分布中心和多样性保存中心，也可以说是
木兰科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但是野生
木兰科一些种类适应性差、不耐移栽、始
花期长，限制了在园林绿化中的推广应
用。
为此，西安植物园从上世纪 70年代

初期开始从事木兰科植物引种栽培及新
品种选育工作，通过 30余年的辛勤努力，
采用自然芽变和人工杂交的方式，选育出
玉灯玉兰、红霞玉兰、香蕉玉兰、常春二乔
玉兰、红脉二乔玉兰等十余个观赏性高、
适应性强的品种，已被国内外众多科研、
园林单位引种，并广泛应用于城市园林绿
化，受到业界的普遍赞誉。
另有，西安植物园还开展风信子、欧

洲水仙、花毛茛、百合、朱顶红等球根花卉
的引种栽培及繁殖推广、温度调控在主要
球根花卉产业化生产中的应用、苔藓植物
分类学研究及一些秦巴山区资源植物的
植物化学、抗污染植物筛选、植物染色体、
植物保护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丹参野生驯化谱写《大雁情》

作为“道地”丹参的老产区的陕西省
商洛市，地处秦岭东段南麓，地跨长江、黄
河两大流域，特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是
众多中药材的最佳适生区，素有“天然药
库”之称。商洛丹参历史悠久，始于《神农
本草经》，历代本草均有记载，即所谓“今
陕西河东州及随州皆有之（丹参）”。古之
河东州即今商洛地区。商洛药农有长期种
植丹参的经验。就是这样自然条件优越的
地区，由于种植不规范、没有科研支撑，过
去办药场也是件赔本的事，那时候药材公
司年年赔本。直到上世纪 70年代初，西安
植物园秦官属助理研究员在洛南县开展
了丹参野生变家种的研究工作。经过 10
年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果，实现了种子繁
殖、人工种植和品种纯化三大目标。至此，
商洛丹参的人工栽培在全国声名大振。
1978年春天，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
我作为特约记者列席大会。大会期间，著
名作家、电影人黄宗英将秦官属将从事科
研的坎坷经历和艰苦努力的事迹写成报
告文学《大雁情》，选入《大学语文》教材，
响震全国，名满天下。

4月 5日，商洛市领导、天士力商洛
药业集团和村民们对前来开展院地合作
考察调研的中科院西安分院陕西省科学

院领导一行，由衷地表示感谢当年丹参野
生驯化工作为商洛人民脱贫致富带来的
福泽，并惠及今天形成全国最大的天士力
丹参规范化种植基地及产业。
自西安植物园建立至今，先后在园内

建立药用植物标本区，进行野生药材变家
生、南药北移等方面的引种驯化工作，普
及药材科学知识，推广生产经验。上世纪
70年代初期，随着国内药用植物研究的
广泛开展，研究工作也逐步向广度和深
度发展，先后研究的药用植物种类有地
黄、穿心莲、桔梗、丹参、半夏、西洋参、九
节菖蒲、水飞蓟、山茱萸、杜仲、柴胡、黄
芩、毛青藤、苦参等数十种，并开展了药
用植物的种质资源、化学成分、药理药
效、生产工艺和规范化栽培等方面的研
究工作。如，自 1975年开始进行西洋参
引种驯化研究，总结了一整套科学的栽
培与加工技术。1984年取得阶段性成果
后，在陕西省留坝、洛南等 20个县推广
种植。对陕西省产的西洋参与国内外所
产西洋参的药材性状、组织特征、浸出
物、理化性质、化学成分进行了全面系统
的对比实验研究，对人参皂甙及脂肪酸
进行了分析鉴定，证明本省产的西洋参
中人参皂甙高于国内其他省区栽培的西
洋参平均水平。此项获卫生部颁发“西洋
参生产新药证书”。而同期研究的紫花水
飞蓟，经引种栽培及各种田间试验获得
成功后，在陕西省及甘、晋、川、豫、苏、辽
等省，协助各药厂兴建了 17个紫花水飞
蓟果实生产基地，年年均种植面积达
1100公顷。
时至今日，西安植物园引种保存的

800 多种药用植物、保藏 1000 多种
2200 多份药用植物种子及在中药材良
种选育、规范化栽培技术研究、基地建

设、药用植物重要成分的提取与产品开
发等方面已形成陕西省乃至区域的优势
学科。
近年来，以李思锋为学科带头人的研

究团队在陕西中药材GAP基地建设及其
规范化栽培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于 2005年荣获陕西省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

大红袍漆树真“红”

在西安植物园建园初期，正值国民经
济困难时期，国务院多次发出加强野生植
物资源利用，“让野生植物参加社会主义
建设”的号召。该园重点对木本油料类植
物和芳香类植物进行了开发利用研究，先
后进行研究了薰衣草、玫瑰、齐墩果、阿月
浑子、扁桃、杨柳、文冠果、毛叶山桐子、旱
生油瓜、毛竹、漆树、甜叶菊等植物种的生
物学特性、栽培技术、品种选育、有效化学
成分及含量、提取工艺、病虫害防治、等项
工作。
其中对“漆树品种调查、育苗和增加

流漆量的研究”最为成功。当时科研人员
对全国 14个省 500多个县的生漆资源的
分布和品种进行了调查，选出大红袍、红
皮高八尺等 18个优良的农家品种，在全
国各地推广。在陕西省平利县建立了漆树
生产基地和良种园，育苗 100余万株，支
援其他省份 75万株，且“红火”得供不应
求。随后，针对大红袍漆树品种速生优质
的特性，开展对漆树乳汁道的解剖研究及
细胞染色体观察，揭示了漆树乳汁道结构
与产漆量的关系以及在品种选育中的作
用，并首次发现了世界上唯一的自然三倍
体漆树，从理论上说明了大红袍漆树产量
高的原因。该项目获 1978年全国科学大
会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陕西省科
技奖一等奖等。

城市的一角科普地

1960年，西安植物园编著的《花木
繁殖与栽培》一书面世，时任中国科学院
院长的郭沫若欣然以《蝶恋花》赋词，盛
赞此举，并以“岭外牡丹花似锈，朔方橘
柚大如斗”来期待植物引种驯化工作取
得辉煌成就。

52年来，西安植物园始终将植物园服
务社会大众、普及植物科学知识、提高全民
素质作为立园发展的一项基本纲领。
如，1959～1965年期间，根据社会的

需要，组织研究人员编写《西北植物手册》6
本，作为人民公社社员及干部辨认野生有
用植物编写了《陕西中草药》、《陕西中草药
生产技术》（5册），供各地药材公司和广大
农民种植药材使用。特别是自举办第一届
郁金香花会始，借助盛会的人气，举办各种
植物与环境的科普教育于花展活动之中。

2006年以来，西安园策划制作的、由
178块展板组成的科普宣传长廊布置在主
干道两旁，每年更换 1～2次内容，不仅有
效地普及了植物学和生态环境保护知识，
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赞誉和省市有关部门
的高度评价，而且使植物园在社会上的声
誉和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
据了解，自 1984年对外开放以来，西

安植物园已接待了国内外游客 500多万
人次，先后被授予“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基
地”、“全国青年科技创新教育基地”、“陕西
省科普教育基地”和“西安市科普教育基
地”，显示了西安植物园存在的社会价值和
社会公益功能，提升了西安植物园在陕西
省乃至全国的地位。
截至目前，根据不完全统计，西安植

物园先后有 100余项成果获得了国家、省
部和地市级奖励，其中国家级奖 4项；在各

类期刊上发表论文 600余篇，出版各类专
著 65部；与 40多个国家、100多个植物园
建立了合作关系，为社会进步和陕西地方
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近年来，西安植物园进一步调整科研

方向，凝练学科目标，把秦巴山区、黄土高
原植物资源调查、保护与利用研究，植物迁
地保护，园林花卉植物开发利用研究，药用
植物良种选育、栽培技术研究等作为重点
研究方向，把人才队伍建设、学科建设、实
验平台建设作为重点，经艰苦的探索实践，
目前均取得了显著成绩。
据悉，西安植物园目前是陕西省三秦

学者“植物学（植物资源保护）”学科的设岗
单位；是 2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依
托单位，同时也是陕西省秦巴山区生物资
源保护与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陕西
省植物资源保护与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而由西安植物园承担的国家基础性研
究重点课题“秦岭山地野生植物种质资源
调查与评价”等项目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今天的西安植物园是在国内外占有

重要地位并具有重要影响的植物园之一。

彩霞云端天空蓝

2011年 3月 16日，是一个春风拂面

的好日子。古城西安百姓沐浴在春天的阳
光里，一件与他们甚至子孙生活质量紧密
相关的事情正在上演。即，西安曲江新区
管理委员会、陕西省西安植物园在曲江新
区举行了《西安植物园迁扩建项目协议》
的签约仪式。从此，西安植物园原址东区
的搬迁及新址园区的规划建设正式拉开
序幕。
西安植物园迎来了彩霞云端天空蓝

的发展新机遇。
李思锋介绍，全新的西安植物园规

划面积将达 12000亩，其中约 650亩的
核心区由西安植物园建设完成。工程建
设分两期完成，一期投资 5.2亿元，计划
2014年完成。

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樊大可
说，西安植物园东区搬迁后，曲江新区重
点文化项目大唐不夜城具备全面建设条
件，慈恩西路也可以迅速贯通，这对曲江
新区改善区域交通环境，进一步形成文
化产业聚集有着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打
造文化曲江、历史曲江的基础上，对进一
步打造绿色、生态曲江具有战略性的意
义。

中科院西安分院、陕西省科学院党
组书记周杰说，植物园是一座城市的生
态名片，是国际化大都市的标志之一，其
建设水平也代表了一个城市的科技、文
化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西安曲江新区
管理委员会、陕西省西安植物园经历近
10年的沟通、协商，最终形成共识共赢的
发展合作协议，是陕西省委、省政府及西
安市、政府落实科学发展观，惠及民生的
一件重要决策及实践。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陕西省人民政
府常务副省长娄勤俭在 2011年 2月 21
日上午召开的“陕西省西安植物园迁扩
建有关事项专题会议”上讲，陕西省科学
院介绍了基本情况，西安植物园物种保
护的作用对国家很重要。西安植物园迁
扩建项目也是科学发展的需要。西安植
物园的规划应作为西安市建设国际化大
都市规划的一部分，新址 600亩土地，应
该只是一个核心区；植物园的建设和曲
江发展没有矛盾，要把植物园的规划与
曲江新区的规划统一考虑。植物园新址
的建设对曲江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陕
西省提出了生态环境建设要上个台阶的
目标，西安植物园就是一个城市的生态
功能区。

据悉，2011年 2月 21日，由娄勤俭
同志主持召开“陕西省西安植物园迁扩
建事项专题会议”，在听取陕西省西安植
物园迁扩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周杰同志
关于西安植物园迁扩建项目前期准备工
作情况的汇报后，会议通过了西安植物
园迁扩建方案，并决定西安植物园迁扩
建工程列为省市重点项目，同时西安市
政府及曲江新区管委会也已经将该项目
纳入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

西安市要建设旅游城市，要把西安
植物园的建设与旅游结合起来，要有泛
植物园的概念。双方协商的结果实现
了双赢。对西安植物园来说是提供了
发展机遇，对西安曲江来说，提升了曲
江的品味和影响力。娄勤俭提出西安
植物园的长远发展建议要考虑，其基
本功能定位是科研、繁育、保护、展示。
其中，展示的功能要有益于曲江的发
展、提升曲江的水平，还要有益于中小
学生的科普教育。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五年
后，一个国内一流水平与规模的全新西安
植物园将在西安汉代杜陵塬区建成，西安
植物园将凤凰涅槃翱翔于彩云蓝天之间。
虽然以“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

题的 2011西安世园会将在 10月 22日
落幕，但未来以西安植物园为引领、支撑
的“花开长安，绿秧西安”的不落世园会
址及城市将更加美丽。

花开长安
———西安植物园引领千年古都绿色发展

一部植物园的历史，就是一部植
物引种驯化、植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
研究的历史，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我
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奋斗史的一个
小小缩影，是科技战线上一些共产党
员克难攻坚用创新成果回报人民以
践行誓言的生命乐章符号。

韩磊那沧桑、厚重的嗓音演唱

的 2011西安世园会的主题歌《送你
一个长安》在西安的天空不时地回
荡……

送你一个长安
一城文化半城神仙
古都花开春满家园
绘一幅蓝天还有祥云一片
噎噎

记者手记

李思锋与樊大可代表双方签订《西安植物园迁扩建项目协议》。

年植物资源课题组人员在陕西岚皋县境内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