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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说中，建于 2 800 年前的“神农本草

园”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植物园雏形。公元前

138 年，中国汉武帝刘彻扩建长安 （今西安） 上

林苑时，栽植了远方所献珍贵果树、奇花、异草

2 000 多种，也是世界上早期的植物园雏形。宋

代司马光 （1019-1086 年） 所著 《独乐园记》 中

提到的“采药圃”，记载了“沼东治地为百有二

十畦，杂莳草药，辨其名而揭之”，已类似现代

的药用植物园[1]。

为了探索中国植物园科普发展历程，笔者收

集了国内部分植物园的科普资料，并通过多种渠

道深入调查了南京中山植物园 （NJBG）、中科院

华南植物园 （SCBG） 和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

物园 （XTBG） 的科普演变的历史，粗略地归纳

出国内植物园科普发展的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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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探讨植物园科普发展历程，本文通过调查收集国内三个典型植物园科普演变历史的相关资料，归纳出中国植

物园科普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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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早期起步阶段院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八

十年代
中国第一座国立植物园是建于 1929 年，位

于南京钟山脚下中山陵旁的孙中山先生纪念植

物园，即今天的南京中山植物园。早期的植物

园还有成立于 1934 年的庐山森林植物园。在

1949 年以前，中国只有很少几个植物园，其主

要功能是物种收集，南京中山植物园曾在战争

中遭到严重破坏，在当时的情况下，无法开展

科普工作。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前，植物园的

科普工作基本是一片空白。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植物园数量增多，出

现了中国植物园发展历史的第一个高潮，杭州、

北京、沈阳、广州及武汉等地先后建立了植物

园。这个阶段，随着植物园的建设，传统的科

普工作也逐步开展起来，主要是传播植物学和

园艺学知识，向人们介绍植物界的珍、奇、美、

异。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由于远离城市，

1959 年建园初期的来访者主要是国内外的有关

科技人员以及少数参加冬、夏令营活动的中学

师生，每年接待人数仅数千人。此时的科普教

育规模很小，主要是对当地少数民族进行简单

的科学技术传播，对入园的学生进行科学知识

普及，科普效果十分有限。笔者将 20 世纪五六

十年代———八十年代这一阶段看作“植物园科

普的早期起步阶段”。

2 中期成长阶段院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末期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由于人类开始关注环

境问题，植物园受到空前未有的重视，甚至被

誉为“植物的诺亚方舟”，植物园科普工作也如

雨后春笋般开展起来，科普机构初现雏形，笔

者将这一阶段称为“植物园科普的中期成长阶

段”。1988 年，国际植物园学术会议成功地在南

京中山植物园召开。1993 年举办的第十一届国

际植物园协会会议上，中山植物园主任、江苏

省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所长贺善安教授，当选为

国际植物协会的副主席，这是中国学者首次被

选为该重要的领导位置。正如 1993 年在阿姆斯

特丹国际植物园会议所宣告的，世界植物园活

动已从欧洲转向亚洲。

南京中山植物园是国内最早建立专门科普机

构的植物园之一。早在 1983 年，就成立了科普

组，由 3 到 4 名专职人员专门从事科普工作，包

括科普讲解、科普展览、科普画廊、标牌制作、

编写科普小册子、发表科普文章、出版科普图

书、组织夏令营、知识竞赛、与电视台合作拍摄

专题片，为早期国内植物园科普树立了榜样。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自 80 年代对外开放以

来，设置了科普组，工作人员只有美工和摄影，

主要手段是展示活植物、佩挂少部分树木名牌、

配置简单的说明牌和宣传栏，目的是向游客传

播植物学知识。由于提供的信息量少和传递手

段落后，科普效果不太明显。1982 年科普馆建

成后，先后举办了“人与生物圈、花卉观赏、

蝴蝶标本展”等科普展览，受到游客欢迎。

1993 年尝试将科普工作与旅游服务结合。1996

年后，先后成立“科研科普办公室”、“科普旅

游部”、“科普信息部”等专门负责科普工作的

部门，配备有文书、摄像、美工、科普导游等

岗位，购置了一批科普仪器与设备，增建了宣

传橱窗、导游牌等科普设施，科普工作的硬件

环境得到优化，组织建设明显加强，开展了具

有植物园特色的科技周、科普冬 （夏） 令营、

青少年创新教育等系列活动。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也于 1991 年，

成立了挂靠园林园艺处的宣传教育组，由 4 名

职工组成，并出现了最早的科普导游 / 解说员。

为体现热带雨林民族文化特色，早在“九五”

期间，就制定和实施了科普教育的“五个一”工

程：规划建设了面积 2 000 平方米的“热带雨林

民族文化博物馆”，摄制了一套 《走进雨林》 的

VCD 光盘，出版了一本图文并茂的 《热带雨林漫

游与民族森林文化趣谈》 科普书，并建立了一支

由 50 多名傣家姑娘组成的科普导游队伍。

在这一阶段，各植物园科普内容主要还是

传播植物学、生态学、园艺学等知识；随着专

类园和科普场馆的建设，综合性科普活动得以

开展，科普形式、手段得到拓展；引入了科普

旅游的新概念，并在几个大的植物园付诸实践。

国际合作方面，1994 年以来，南京中山植物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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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开展了植物园科普领域的国际合作，并取得了

一系列的成果，有效提高了国内植物园科普活动

的层次。如：与国际植物园保护组织BGCI 合作

出版了植物园教育通讯 《根》 的中文版 （李梅翻

译、编辑）；成功举办两次植物园科普教育培训

班和两次大型环境教育展览；编译出版全球植物

园开展环境教育的纲领性文件———《植物园与环

境教育》 中文版 （李梅译）；与英国总领事馆和

英国伦敦生态研究所合作建立“自然小径”———

国内植物园第一个户外环境教育的小区。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植物园致力于让

青少年学生了解并热爱大自然、提高科技素质。

植物园被广大师生亲切地叫做“生物学习的第

二课堂”和“社会实践的理想基地”。

3发展成熟阶段院 21 世纪以来至今
21 世纪后，南京中山植物园的科普职能部

门分别演变为科普组、科普旅游组、科普部。

2001 年，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科普旅

游部成立，包括科普策划人员、导游 / 解说员、

电瓶车驾驶员在内的科普队伍，最多时已发展

近百人。2008 年 3 月，科普教育组与科技信息

中心合并成立科普信息中心。

从几个植物园科普机构的演变过程来看，

从最早的 1983 年开始，大概经历了小规模的科

普组、与旅游相结合的科普部、专门的科普信息

中心的演变过程。根据各自植物园的需要，专职

科普人员从零星的几个人，发展到具备一定的规

模。在与旅游结合的过程中，先后出现了从兼

职演变到专职的科普导游，或称科普解说员，

甚至发展成西双版纳植物园近百人的规模。

21 世纪是生物科学的世纪，植物园作为自

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融合的实体，科普工作

的重要地位日益彰显，科普内涵和外延不断丰

富发展，对象、形式、内容、方法、渠道都有

了大跨度的进步和完善，创造性、先导性地向

人们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

学精神、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培养人们解决环

境问题所必须的态度、行为和技能，真正实现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南京中山植物园于 2001

年开通了国内植物园界第一家宽带网站 （www.

cnbg.net），以大量知识、信息、图片及活动画面

展示植物世界的奥妙与神奇。

以华南植物园为例，其积极参与地方各级科

普工作，制定科普发展规划；从形式和内容上进

行创新，举办富有植物园特色的科普活动，编辑

和出版书籍，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积极开展

远程网络科普，积极提高公众科学素养；开展科

普研究，建设科普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

展以“琪林科普”为品牌的论坛与培训，系统提

升科学传播能力。因此，笔者把 21 世纪以来的

时期称作“植物园科普的发展成熟阶段”。

在这一阶段，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宣传和

重视，植物园的科普工作也相应地把重点转移

到了环境科学上来。以环境问题为中心的环境

教育，是原有科普工作的继承和发展。可持续

发展是当代全人类关注的焦点，资源和环境的

持续利用和保护，已成为全球性战略问题。要

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提高环境意识、普

及环境科学知识、提高人类保护环境的自觉性；

而如何保护和持续地利用生物多样性，则是可

持续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植物园是从

事研究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机构，因此有义务

提高全民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将生物多样性

与人类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让人们认识到生物

多样性的价值，使全社会重视、理解、支持和

参与保护工作。植物园科普教育，就是要告诉

人们：植物是地球上一切生命的基础[2]。

植物园是进行生态旅游的天然场所。生态

旅游以自然性、保护性、教育性和精品性为特

征。其中，最基本、最独具的特性只能是教育

性———生态旅游中的环境教育。生态旅游应把

生态保护作为既定前提，把环境教育和自然知

识普及作为核心，是一种求知型的高层次旅游

活动；而不应把生态消费放在首位，不得以生

态消耗为代价来满足旅游者的需求和获得经济

收益。它的形式主要有自然保护型生态旅游、

文化型生态旅游、科普型生态旅游和生活型生

态旅游[3]。在市场经济的新形式下，除了传统的

科普方式，植物园开始通过市场运作来争取游

客、获得旅游收入，在旅游中打出科普品牌，

寓教育于游览、休闲、娱乐，彰显植物园的

“科普旅游”特色。

西双版纳有傣、汉、哈尼、布朗、基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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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等 13 个民族，傣族约占了该地区人口的 1/3。

远古时，这些民族都生活在热带雨林中，以渔

猎与采摘为生，后来因农耕发展而离开森林，

但他们的衣食住行、医药卫生、生产活动、文

学艺术、宗教信仰等均与热带雨林及其中的动

植物资源密切联系，形成了独特而多样的民族

森林文化。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西双版纳植物

园抓住西双版纳发展民族生态旅游的大好机遇，

在我国率先推出“科普旅游”，其科普教育也得

以迅速发展。在 1999 年召开的全国科普工作大

会上，“科普旅游”概念由时任园主任许再富

正式提出，得到了新闻媒体和与会者的普遍关

注。进入“十五”期间，随着“万种植物园”

项目实施力度的不断加大，10 000 多种植物引

种目标实现，30 多个植物专类园区建设与改造

完成，热带雨林民族文化博物馆对外开放，园

区科普设施建设日益完善，科普网站建成和科

普机构成立，其科普教育得到了全面的提升和

发展。在寓教于游、寓游于教的科普旅游活动

中，充分利用活植物、植物标本、植物制品、

文字、图片、声像和网络等手段，广泛而生动

地向公众介绍了多样而独特的民族森林文化，

宣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科学思想，

以提高公众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在发展中

较好理顺了科研、科普、旅游三者间的关系，

三者三位一体、相得益彰，每年数十万的国内

外旅游者纷至沓来，使得地处边陲的植物园有

了更多向公众开展科普教育的机会。2003 年集

科普教育、文物保存、科学研究和生态旅游等

为一体的“热带雨林民族文化博物馆”建成并

开放，不仅为西双版纳民族森林文化的科学研

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支撑平台，还与所处的民

族森林文化园一同成为植物园宣传“人与森林”

互动科学思想和知识普及的重要基地。2005 年，

该园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博物杂志”和中

央电视台“异想天开”栏目联合举办“探寻热

带植物王国”夏令营，并与地方学校联合举办

“绿岛探秘”科普活动，引入“以学习者为中

心”的教育理念，并对活动进行科学评估，取

得阶段性进展。

华南植物园也于 1993 年尝试将科普工作与

旅游服务结合。1996 年后，成立专门科普部门，

开展以科普为特色的绿色生态旅游。创建“琪林

科普”品牌，推出四大品牌科普活动，分别是以

“缤纷琪林”为主题的四季珍奇花木和景观观赏

活动、以“动感自然”为主题的系列游园活动、

以“琪林天籁”为主题的文化艺术系列活动和以

“体验科学”为主题的系列小课题活动。不仅让

游客在游览的同时得以陶冶情操，更引导他们形

成保护生态资源与环境的理念；让青少年充分感

受大自然乐趣，激发对科学研究的兴趣，提高科

学素养、培养高尚情趣。

在国内外交流培训方面，笔者曾设计过 《中

国植物园科学传播调查表》，并对国内 10 多个植

物园进行问卷调查。对于大的植物园来说，国内

和国外的交流机会是非常多的。笔者就曾于

2006 年 9 月代表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参

加国际植物园保护组织（BGCI） 在英国牛津大学

举办的“第六届世界植物园教育大会”，作了题为

“环境教育与环境态度的改变”的报告，并和与会

的各国从事植物园教育工作的代表进行了广泛的

交流，这对于科普工作者来说，是非常难得的学

习机会。2004 年以来，西双版纳植物园与美国德

州 A&M 大学、世界 WWF组织、香港嘉道理农场

暨植物园和国内的有关植物园等科普机构均有密

切的合作与交流。另外，一些植物园会组织科普

人员参加植物园相关的会议，例如每年 1 次的科

普总结会，2年1次的植物工作委员会等会议。

致谢院 感谢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朱

鸿翔袁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的季申芒尧 柯萧霞尧 韦

强尧 赖志敏袁 南京中山植物园的李梅尧 贺善安等

多位老师提供资料遥 感谢我的导师陈进 渊中科院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主任尧 研究员冤尧 李大光

渊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社科系科学传播教授冤 和

廖景平 渊中科院华南植物园园艺中心常务副主

任尧 研究员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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