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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老是中外著名的植物学家，在植物学中的分类学、区系学、生态学、地植物学、地理学、经

济植物学，及其药用植物学等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为我国相关植物学研究机构的规划、建

立和专业设置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从而获得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吴老研究成果丰硕，其中，两项重大项目“《中国植物志》（中英文版）的编研”和“中国种

子植物区系研究”都已完成。在地方植物志中，吴老还主编了《西藏植物志》和《云南植物志》，

同时关心其他地方志的工作。这些都为我国植物科学的发展和植物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及环境保

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我知道吴老之名，是在上世纪“抗美援朝”之时，从报道美国用带病毒菌的植物叶空投到朝鲜

进行细菌战，是吴老和老一辈植物分类学家一起对植物叶的鉴定，确认不是当地植物的叶子提供了

佐证。一直到1978年10月，中国植物学会主持在云南昆明中国植物学会45周年代表大会的年会上，

我才真正认识吴老，其后在每5年的年会上都能见到吴老。1982年，吴老应新疆植物学会的邀请，

在吕春朝同志陪同下，来新讲学和考察新疆的植物区系，我有幸参加陪同，对天山南北坡植被的垂

直分布和植物区系进行了考察，从吐鲁番、乌鲁木齐至伊宁市到新源县考察野果林后，由此翻越天

山，至南疆和静县的巴仑台，再沿乌鲁木齐至库尔勒公路翻越天山，回到乌鲁木齐。这时，吴老年

高66岁，汽车在山区公路上长途颠簸，其辛苦和劳累，可想而知，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也是我们

晚辈要好好学习的。其后，在吴老1989年主持“中国种子植物区系研究”大项目时，指名要我参加

项目中的“荒漠植物区系”课题，要求每个课题负责人，每年都要在汇报会上进行汇报和听取吴老

的评审和指导，这样我和吴老见面接触有了更多的机会，让我更感到吴老对植物研究的学识广泛和

向吴老学习
——  缅怀吴征镒导师一生做好人好事的

高尚品德

沈观冕

（1935～），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植物学会50周年年
会， 山西太原迎泽宾
馆前（左起：南京所的
佘孟兰研究员、单人骅
研究员、吴征镒、沈观
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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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实践的奉献精神，真正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楷模。

我在新疆从事植物研究方面的工作50多年，承蒙导师们的厚爱和教诲，同行们的支持和帮助，

当时在任务带学科的前提下，作过一些工作。在吴老的关怀下，新疆从事植物学的工作者，才能集

高校和研究单位的众人之力，用30年的时间，终于共同完成了6卷7册《新疆植物志》的编著出版，

以及《新疆经济植物及其利用》的编著和出版，总算是填补了新疆的两大空白。在此基础上，我们

将遵守吴老的遗志，继续从宏观和微观上尽力作好新疆植物学领域内的研究工作。

今当吴老逝世一周年之际，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组织编辑出版《吴征镒先生纪念文集》

之时，让我们更加缅怀吴老，学习吴老执着为国为民的奉献精神，为探索和发展植物科学研究终身

不渝，品德高尚，治学严谨，传承和培养后人的无私精神。吴老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和业绩，必将

在全国和世界研究植物的同行中得到发扬和光大。

1990年6月，“中国种
子植物区系研究”汇报
会，吴老和与会者在甘
肃兴隆山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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