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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民族植物学———一个新兴的民族植物学研究领域

耿彦飞１ꎬ 王雨华２ꎬ①ꎬ 裴盛基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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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市民族植物学(ｕｒｂａｎ ｅｔｈｎｏｂｏｔａｎｙ)是一个新兴的民族植物学研究领域ꎬ一般指在城市背景下研究人与植物

相互关系的科学ꎬ主要关注城市居民(新移民和原住民)利用植物和植物产品的知识ꎮ 本文系统阐述了城市民族植

物学的定义、研究进展和研究内容ꎬ并探讨了该研究领域面临的挑战和未来发展方向ꎮ 国外城市民族植物学研究

主要聚焦于药用植物知识状况ꎬ同时关注庭院与城市绿地的植物多样性及其在塑造城市景观、增强文化认同及保

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作用ꎻ国内城市民族植物学研究还包括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人群和受城镇化影响较大的农

村地区人群的传统植物知识ꎮ 城市民族植物学研究内容包括传统植物(如传统食用植物和传统药用植物等)知识

的迁移与适应、城市集市植物(产品)、庭院植物、城市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传统生态知识与生态文明建设ꎮ 如今ꎬ
城市民族植物学研究面临众多挑战ꎬ包括如何防止传统植物知识逐渐消失ꎬ如何避免传统植物知识边缘化和同质

化ꎬ如何长期跟踪特定群体ꎬ如何应对文化多样性对居民植物认知及植物使用方式的影响ꎬ以及如何增强研究结果

的可扩展性、可转移性和解释性ꎮ 研究者应坚持植物多样性保护、传统文化传承、乡土植物优先和可持续发展的基

本原则ꎬ积极组建专业研究团队和机构ꎬ设立科学教育中心ꎬ并推动城市植物产业发展ꎮ

关键词: 城市民族植物学ꎻ 民族植物学ꎻ 传统植物知识ꎻ 城镇化ꎻ 跨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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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与植物的相互作用为人类的进化与文化发展

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ꎮ 数万年来ꎬ人类通过采集、
狩猎、农耕、放牧和营林等生产活动积累了丰富的植

物学知识ꎮ 这些知识被现代科学归类为传统知识ꎬ既
是一种文化载体ꎬ也是一种人类文明形式ꎮ 实际上ꎬ
地球上最初并没有城市ꎬ人类栖息在广袤的乡村、草
原、森林、海洋和沙漠等自然环境中ꎬ受自然环境、农
业发展、社会制度、科技进步等多重因子的影响ꎬ经过

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ꎬ最终形成城市ꎮ 在人类迁移

至城市生活后ꎬ人与植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发生了 ４ 个

重大变化:１)空间变化(ｓｐａｃｅ ｃｈａｎｇｅ)ꎬ即从自然生态

系统的生存空间转向人造空间ꎻ２) 时间变化( ｔｉｍｅ
ｃｈａｎｇｅ)ꎬ即从农耕文明时代过渡到工业文明时代ꎻ
３)维度变化(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ꎬ即人与植物的接触

由高维度、直接的相互作用转变为低维度、间接的相

互作用ꎬ如仅接触植物产品而非植物本身ꎻ４)行为变

化(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ｃｈａｎｇｅ)ꎬ即人类对植物的亲和行为逐渐

减少ꎬ与自然的关系逐渐疏远ꎬ并且ꎬ随着代际更替ꎬ
这种疏远必将导致相关植物文化的退化直至消亡ꎮ
研究发现ꎬ城市化导致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ꎬ城市化

地区及其周边地区的物种丰富度、多样性和组成也发

生了明显变化ꎬ导致人们转向久坐的生活方式ꎬ习惯

食用加工食品ꎬ并逐渐与自然脱节[１－４]ꎮ 尽管如此ꎬ
在城市ꎬ人与植物的互动空间仍然存在或被创造出

来[５]ꎬ例如庭院(ｈｏｍｅｇａｒｄｅｎ)是一种古老的土地利用

系统ꎬ历经了数个世纪的生物文化变迁ꎬ并持续发展ꎬ
至今仍焕发着生命力[６－７]ꎮ

城市中的植物可依据功能划分为环境保护植物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ｔ )、 文 化 景 观 植 物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ｌａｎｔ)、经济有用植物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ｕｓｅｆｕｌ ｐｌａｎｔ)和益康植物(ｈｅａｌｔｈ￣ｂｅｎｅｆｉｔ ｐｌａｎｔ)ꎬ其
中ꎬ环境保护植物可调节气候、降尘防污染、保持水土

等ꎬ文化景观植物在人类文化活动中被赋予了特定的

意义和象征(如寺庙林等)ꎬ经济有用植物具有某种

特定经济用途(如经济林、经济作物等)ꎬ益康植物则

有益于人体健康(如药食两用植物、减碳增氧植物

等)ꎮ 总体而言ꎬ植物在城市中具有 ４ 大功能ꎬ即经济

与服务功能、环境保护功能、传承文化功能和健康保

健功能ꎮ
随着人口迁移ꎬ城市化已成为一个重要问题ꎮ 截

至 ２０１８ 年ꎬ全世界 ５５％的人口居住在城市ꎬ预计到

２０５０ 年ꎬ这一比例将上升到 ６８％[８]ꎮ 以贵州省为例ꎬ
２０１４ 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４０.０１％ꎬ位列全国倒数

第 ２ꎬ２０２３ 年底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上升到 ５５.９４％[９]ꎮ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ꎬ国务院印发«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

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简称«行动计划»)ꎬ提出

要经过 ５ 年的努力使全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接近

７０％ꎬ更好地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ꎮ 这意味着ꎬ
届时中国城镇常住人口将接近 １０ 亿ꎮ «行动计划»
还强调ꎬ坚持以人为本ꎬ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作为新型城镇化首要任务ꎬ统筹各地区资源环境承载

能力、功能定位、城镇化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ꎬ因地制

宜确定城镇化建设重点方向ꎬ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路

径ꎮ 为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求和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ꎬ在人类不断重塑生存空间的过程中ꎬ构建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至关重要ꎮ

１　 城市民族植物学的定义和特点

民族植物学(ｅｔｈｎｏｂｏｔａｎｙ)由美国植物学家 Ｊｏｈｎ
Ｈａｒｓｈｂｅｒｇｅｒ 教授在 １８９５ 年正式提出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末ꎬ国外的民族植物学家开始意识到生物文化多样

性并不局限于分散的边缘社区ꎬ也是大都市地区的重

要组成部分ꎬ尤其是在都市移民社区[１０]１０４ꎮ 城市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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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植物学(ｕｒｂａｎ ｅｔｈｎｏｂｏｔａｎｙ)最早出现在«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ｕｓｅｄ ｂｙ Ｌａｔｉｎｏ ｈｅａｌｅｒｓ ｆｏｒ ｗｏｍｅｎ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ｉｔｙ»一文中[１１]ꎬ一般指在城

市背景下研究人与植物相互关系的科学ꎬ主要关注城

市居民(新移民和原住民)利用植物和植物产品的知

识ꎮ 狭义的城市民族植物学包括针对城市居民(原
住民)的传统植物知识研究、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人

群的传统植物知识研究和跨国移民的传统植物知识

研究ꎬ广义的城市民族植物学还包括受城镇化影响较

大的农村地区人群的传统植物知识研究ꎮ 与在偏远

农村地区进行民族植物学研究相比ꎬ城市民族植物学

研究需要一套不同的技能ꎬ例如在远离自然环境的情

况下处理植物知识碎片信息的能力ꎬ以及在多元族裔

社区中开展研究的能力[１１]ꎮ
文化和景观处于不断的动态变化中ꎬ促使民族植

物学知识的形成条件也持续变化ꎮ 在多元文化的城

市中ꎬ人类与植物的互动为民族植物学研究提供了一

个极具研究价值的空间ꎬ城市也成为连接传统与创新

的重要桥梁[１２]ꎮ 在经历转型的地区ꎬ城市民族植物

学研究能够提出关于保护城市自然区域的重要问题ꎬ
特别是那些位于城市结构间隙中的自然空间[１３]ꎮ 城

市民族植物学研究将自然区域、文化关键物种与居民

价值观纳入综合考量范围ꎬ能够识别在研究地区持续

存在的文化群体ꎬ从而确保民族植物学知识的表达和

再阐释得以延续和传承[１３]ꎮ

２　 城市民族植物学研究进展

以 “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ｏｂｏｔａｎｙ” 为主题在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数据库中进行检索ꎬ发现仅有 １００ 余篇论文

与城市民族植物学密切相关ꎮ 这些研究主要关注发

达国家移民的植物利用知识(尤其是药用植物知识)
情况ꎬ如瑞典的泰国移民[１０]１４６、澳大利亚的韩国移

民[１４]、德国的土耳其移民[１５]、英国的巴基斯坦移民

和哥伦比亚移民[１０]２－３ꎬ[１６] 及美国纽约市的拉丁美洲

移民和多米加移民[１１ꎬ１７] 等群体ꎮ 研究内容包括:移
民是否仍然依赖于自己在国内的医疗保健策略ꎬ移民

的食用和药用植物的来源渠道ꎬ随时间推移移民医疗

保健策略的变化等[１０]１ꎮ 国外的城市民族植物学研

究发现ꎬ全球各大洲的城市居民都有使用药用植物的

习惯ꎬ但利用趋势却有所不同ꎮ 在美洲ꎬ草药不仅是

发展中国家贫困群体医疗保健的重要组成部分ꎬ而且

是发达国家富裕阶层青睐的高成本保健品[１８－１９]ꎻ在
南美洲的巴西ꎬ城市和农村地区庭院中均栽种药用植

物ꎬ并且他们种植药用植物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治疗疾

病ꎬ还有文化传承的需求[２０－２２]ꎻ在欧洲ꎬ伦敦等大都

市的移民群体保留了丰富的传统药用植物知识[２３]ꎻ
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等

亚洲国家的城市居民对草药高度依赖[２４]ꎻ非洲城市

居民对草药的依赖程度也较高[２５]ꎻ在大洋洲的澳大

利亚ꎬ城市中受过良好教育并拥有稳定工作的妇女更

倾向于使用替代药物和草药ꎬ并且ꎬ草药逐渐成为富

裕阶层的奢侈品[２６]ꎮ
研究还发现ꎬ原住民与新移民的药用植物知识交

流与传播有 ２ 个途径ꎬ即基于口头传播的传统路径和

基于媒体和资源咨询的非传统路径[２７]ꎮ 移民的传统

药用植物知识的跨文化适应是一个多方面的过程ꎬ表
现为原有的传统药用植物知识可能会丢失、延续和更

新[２８]ꎬ而且他们在新环境下会有意保留和保护文化

关键物种[２９]ꎮ 通常情况下ꎬ移民的传统药用植物知

识主要通过以下 ４ 种方式进行整合并参与到城市植

物知识循环中:１)融合或重组ꎬ即移民将原有的药用

植物使用习惯引入当地ꎬ与原住民的药用植物知识相

互借鉴和融合ꎬ促进城市中已有的药用植物与移民带

来的新植物同时被利用ꎬ以增强治疗效果或改善制剂

感官特性ꎬ或者用于治疗特定疾病的植物物种重要性

顺序发生重大变化ꎬ植物的获取渠道更加多样ꎻ２)重
新定位ꎬ即城市中原本不存在的药用植物随移民迁入

本地并被利用ꎻ３)空间隔离ꎬ即药用植物的利用模式

在不同文化群体间有明显差异ꎻ４)共存ꎬ即与具有药

用功能的文化植物共存[５]ꎮ
除药用植物知识外ꎬ国外城市民族植物学研究还

比较关注庭院与城市绿地的植物多样性及其在塑造

城市景观、增强文化认同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

作用[３０－３３]ꎮ 庭院中保存着许多古老的植物品种ꎬ由
于不再适合现代农业的机械化种植ꎬ这些植物难以在

市场上获取ꎬ因此ꎬ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庭院是农

业生物多样性的就地保护区ꎬ并且庭院对小气候的形

成和维持很重要[３４－３６]ꎮ 城市绿地和庭院不仅能够促

进植物多样性保护与粮食安全ꎬ帮助人们应对气候变

化ꎬ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福祉ꎬ还能够增强城市景

观与周边残余森林区域之间的连通性[３７－３９]ꎮ
中国是世界上城市形成较早的国家之一ꎮ 中国

民族植物学自创立起便已包含针对城市集市植物的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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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ꎮ 例如:１９８７—１９８８ 年 Ｐｅｉ 等[４０－４１]进行的“滇西

北集市植物调查”就是一项早期的城市集市民族植

物学研究ꎬ该研究聚焦云南大理三月街(一个大规模

集中交易中药材及其他植物产品的集市)ꎬ标志着中

国早已进入城市民族植物学这一新兴研究领域ꎬ并在

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该研究领域的发展ꎮ ２００４ 年ꎬ裴
盛基先生应邀在英国肯特大学联合讲学时曾与美国

民族植物学家 Ｇａｒｒｙ Ｍａｒｔｉｎ 讨论过有关城市民族植物

学的问题ꎮ ２０２４ 年ꎬ裴盛基[４２] 提出要不断扩展民族

植物学研究新领域ꎬ开辟城市民族植物学研究ꎮ 近年

来ꎬ国内研究者在城市民族植物学研究上已取得较大

进展ꎮ 刘浩等[４３]和何艺等[４４] 发现ꎬ城市化进程导致

北京市植物多样性显著变化ꎬ以外来种的增加和乡土

植物的减少为主要趋势ꎻ乡土植物在城市园林绿化中

具有显著优势 (如更好的环境适应性和低维护成

本)ꎬ保留和恢复乡土植物对维持城市生态平衡具有

重要意义[４５]ꎻ关钥元等[４６] 发现ꎬ哈尔滨的城市绿地

呈现集中分布特点ꎬ不同类型绿地在生态功能上相互

补充ꎬ加强了绿地之间的耦合关系ꎬ提升了城市生态

系统的整体功能ꎻ郑梦菲等[４７]发现ꎬ城镇化水平较低

的区域保留了更多的古树资源ꎬ且这些古树往往与当

地的文化和宗教习俗紧密相关ꎬ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

高ꎬ古树数量减少ꎬ保护压力增大ꎻ李飞飞等[４８] 认为ꎬ
中国在植物园建设上存在缺少以文化展现植物多样

性的主题园等不足ꎬ呼吁植物园定期组织与当地民俗

　 　 　

或节日文化相关的植物文化展示活动ꎬ为建设具有中

国生态文明特色的国家植物园体系提供参考ꎻ尹
仑[４９]指出ꎬ传统知识在气候变化的适应和缓解方面

具有重要价值ꎬ尤其是在农牧业管理、水资源利用等

领域ꎬ将传统知识与现代科学相结合ꎬ能够为应对气

候变化提供更加多样化和适应性的解决方案ꎮ 此外ꎬ
笔者认为国内的城市民族植物学研究还应重视从农

村迁移到城市的人群以及受城镇化影响较大的农村

地区人群的传统植物知识ꎮ

３　 城市民族植物学研究内容

民族植物学为跨学科的科学ꎬ研究内容广泛ꎮ 裴

盛基等[５０]将民族植物学划分成经典民族植物学、区
域民族植物学、应用民族植物学、植物类群民族植物

学、民族生态学和药用民族植物学等分支学科ꎮ 就研

究内容而言ꎬ与城市民族植物学联系较为紧密的民族

植物学分支学科有经典民族植物学、区域民族植物学

和应用民族植物学(图 １－Ａ)ꎮ 城市民族植物学需要

结合经典民族植物学和应用民族植物学的研究手段

与方法ꎬ不仅要记录传统植物知识的现状与变化ꎬ还
要关注植物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植物资源可持续利

用、农村社区的生计与发展等领域发挥的重要作用ꎮ
同时ꎬ城市民族植物学研究往往像区域民族植物学一

样聚焦特定地理范围内人与植物的相互关系ꎬ深入分

　 　 　

Ａ: 与城市民族植物学联系紧密的民族植物学其他分支学科及其研究内容 Ｏｔｈｅｒ ｓｕｂ￣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ｂｏｔａｎｙ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ｕｒｂａｎ ｅｔｈｎｏｂｏｔａｎ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ꎻ Ｂ: 城市民族植物学的研究内容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ｔｈｎｏｂｏｔａｎｙ.

图 １　 城市民族植物学与民族植物学其他分支学科的联系及其研究内容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ｒｂａｎ ｅｔｈｎｏｂｏｔａｎ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ｓｕｂ￣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ｂｏｔａｎ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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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当地的特定文化和生态背景ꎬ进一步挖掘和揭示当

地人传统知识的内涵ꎮ 具体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传统

植物知识的迁移与适应、城市集市植物(产品)、庭院

植物、城市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传统生态知识与生

态文明建设 ５ 个方面(图 １－Ｂ)ꎮ
３.１　 传统植物知识的迁移与适应

城市民族植物学研究首先包括城市原住民与新

移民之间传统植物知识的交流与传播ꎬ探讨原住民的

传统植物知识有何变化以及新移民如何在城市环境

中寻找、种植和使用他们文化中的重要植物(包括食

用植物、药用植物、文化植物、染色植物等)ꎮ 研究的

具体问题主要包括:各群体或民族的传统植物知识如

何保持ꎻ目标群体或民族与其他群体或民族的传统植

物知识怎样相互吸收ꎻ在各文化群体的相处中ꎬ目标

群体或民族的传统植物知识发生了哪些变化ꎻ为什么

有的传统植物知识得以保存并发扬光大ꎬ而有的传统

植物知识却被融合ꎻ人们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发生

了哪些变化等ꎮ
３.１.１　 传统食用植物知识　 城市中传统食用植物知

识研究涵盖城市居民和各国家新移民的传统食用植

物知识的现状及其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变化等ꎬ国
内常见的城市移民群体有广州的非洲人群体、深圳的

苗族群体和从乡村迁移到城市的居民群体等ꎮ
食物是衔接乡村与城市、人与自然的重要纽带ꎮ

乡村与城市人们的饮食特点存在显著差异ꎬ例如ꎬ药
食是否分离、食物组成中是否包含野生食用植物和庭

院植物、食物构成是否有明显的季节性以及人们对外

部供应链的依赖程度(图 ２)ꎮ 人们从农村迁移到城

市或从一个国家移居到另一个国家ꎬ这些流动的群体

利用食物来表征自己割裂的地方认同和身份认同ꎬ并
通过食物来适应新的生活ꎮ 城市中的传统食用植物

知识和人们获取食物的渠道均具有特定的特征ꎮ 城

镇化驱动了食物系统的变化ꎬ这些变化蕴含着复杂的

人地耦合关系ꎬ人们需要不断适应这些变化ꎮ

图 ２　 农村与城市饮食的特点与差异
Ｆｉｇ. 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ｄｉｅｔｓ

　 　 城市民族植物学作为新兴的民族植物学研究领

域ꎬ在践行“大食物观”和构建可持续食物系统上可

发挥重要作用ꎮ 通过融合传统植物知识与现代科技ꎬ
城市民族植物学不但能够丰富食物系统的多样性ꎬ还
能促进城市生态平衡和植物资源的高效利用ꎮ 以民

族特色食用植物为核心ꎬ城市民族植物学能够推动绿

色发展ꎬ促进城乡经济交流与融合ꎬ增强人们的文化

认同感ꎬ从而为实现食物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

且具有地方特色的解决方案ꎮ 未来城镇化进程中ꎬ应
重视并系统整理乡土文化的记忆与传承ꎬ关注食物文

化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ꎬ使“乡愁”能够融

入“中国梦”建设之中ꎮ
３.１.２　 传统药用植物知识　 城市传统药用植物知识

研究重点关注药用植物的可持续利用以及城市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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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及移民对药用植物使用的跨文化适应ꎬ具体包括:
城市中传统药用植物知识的特点及城市中人们(含
移民)获取药用植物或药材的途径ꎻ城市与农村使用

的药用植物种类与频率是否存在差异ꎻ庭院和城市绿

地里是否种植药用植物ꎻ城市移民药用植物知识的特

点和传播情况(有没有传播到其他移民群体或本地

人及他们的使用情况)ꎻ是否吸收和利用其他族裔传

播过来的药用植物知识等ꎮ
３.１.３　 其他植物知识　 其他植物知识的迁移与适应

研究指其他经济植物(如观赏植物、色素植物和纤维

植物等)和文化植物的传统知识如何通过转化、创新

和适应在城市中找到新的表达形式ꎬ例如:传统植物

知识能否通过市场化、文化产业化等途径在城市社区

重新焕发活力ꎬ为城市发展注入多样性和丰富性ꎮ
３.２　 城市集市植物(产品)

当资源开始被商业化时ꎬ传统知识常常会转变为

一种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形式ꎬ不同的知识系统在共

存过程中形成新的混合实践ꎬ在现代经济和文化条件

下存续发展[５]ꎮ 城市集市植物(产品)的研究涉及探

讨传统植物在城市环境中的创新利用方式ꎬ包括新型

植物加工技术及其在现代医疗中的应用ꎮ 同时ꎬ城市

集市植物(产品)的研究内容还涵盖集市中植物产品

的基源植物、制备形式、生物地理起源以及市场交易

对其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影响等方面ꎮ
例如:Ｌｅｅ 等[５１]在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０６ 年间曾对云南红河

州的周期性市场进行调查ꎬ记载了用于治疗 １６ 种疾

病的 ２１６ 种药用植物ꎻ龙春林老师的研究团队对湖南

江华瑶族自治县、广西靖西市等地的端午药市开展了

城市集市调查ꎬ系统记录了这些集市中的植物资源及

其利用状况[５２－５３]ꎮ 此外ꎬ城市集市植物(产品)研究

还覆盖了贵州省纳雍县、兴仁市和贞丰县等地的城镇

集市[５４－５５]ꎮ 人与植物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复杂的ꎬ
城市集市植物(产品)研究不仅能反映传统植物知识

的复杂性ꎬ还能帮助研究者理解特定人群行为中的传

统知识(如植物源产品的选择和消费策略[５６])ꎮ 由于

传统植物知识指导着植物产品的选择与利用策略ꎬ对
流通产品的分析成为评估城市集市植物的知识特征

及其在多元文化城市环境中传播方式(如大众媒体)
的有效方法[５７]ꎮ

乡村丰富的植物资源可以通过合理开发和加工

进入城市市场ꎬ满足城市居民对绿色健康食品和生态

产品的需求ꎮ 城乡之间的植物资源流动不仅促进了

植物资源的高效利用ꎬ也推动了城乡经济、文化和生

态的协调发展ꎮ 全面摸清城乡植物资源家底ꎬ构建科

学合理的植物资源流动机制ꎬ对于实现城乡一体化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ꎮ 另外ꎬ集市是人们在生产实践中形

成的物质空间ꎬ并延伸出具有社会文化特质的多元空

间ꎬ在促进地方认同、实现地方情感建构中发挥重要

作用[５８]ꎮ
３.３　 庭院植物

庭院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储存库ꎬ往往栽培本地

物种和传统品种ꎬ帮助保护和传承乡土植物ꎬ避免这

些植物在农业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消失ꎮ 庭院种

植作为一种传统的农业形式ꎬ不仅在农村地区随处可

见ꎬ在城市也较为常见ꎮ 庭院通常栽培多种植物ꎬ包
括食用植物、药用植物、观赏植物等ꎮ 庭院植物的研

究内容包括栽培植物的组成及各自用途、庭院植物种

类的多样性、庭院之间的植物相似性及影响因子等ꎬ
具体问题包括:农村和城市地区庭院的规模和传统管

理方式差异ꎻ农村和城市庭院种植的植物物种丰富度

差异ꎻ城市庭院植物的起源等ꎮ
虽然城市中的庭院种植面临着空间有限的挑战ꎬ

但也催生了许多创新性的园艺形式ꎬ如屋顶花园、阳
台园艺、社区花园等ꎮ 这些园艺形式不但在维持城市

绿色空间、增强居民心理健康和提升居民生活质量方

面发挥积极作用ꎬ还能提供多种生态系统服务ꎬ如调

节气候、防止自然灾害、提高土地生产力、增加生物多

样性、提高人们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等[５９－６１]ꎮ
３.４　 城市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

植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ꎬ也是

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随着中国进入城市

化高速发展阶段ꎬ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研究的紧迫

性和重要性愈发显著ꎮ 对城市而言ꎬ外来植物丰富了

城市绿地的多样性ꎬ并且ꎬ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偏好在

塑造城市绿地的景观上有重要作用[６２－６３]ꎮ 然而ꎬ在
城市森林发展中ꎬ盲目引入观赏价值高的外来树种ꎬ
可能会导致本地生物多样性丧失及区域之间生物同

质化问题ꎮ 这种生物同质化现象使得许多不适应气

候的植物在城市中大量种植ꎬ削弱了城市生态系统应

对气候变化的能力ꎮ 因此ꎬ探讨城市化、全球化和气

候变化背景下城市绿化植物的气候适宜性和可持续

性显得尤为重要ꎮ 这不仅关系到城市生物多样性的

保护ꎬ还对提升城市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气候变化适

应能力具有深远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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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绿地可分成公园绿地〔包括综合公园、社区

公园、专类公园(如植物园等)、游园四类〕、防护绿

地、广场用地、附属绿地、区域绿地(包括风景游憩绿

地、生态保育绿地、生产绿地等)５ 个大类[６４]ꎮ 城市

绿地生物多样性可用维管植物丰富度、生态系统类型

多样性、乡土物种相对丰度指数、物种特有性、外来物

种入侵度、城市绿地率和古树名木丰富度等指标进行

评价ꎮ 城市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的具体问题包

括:城镇化进程导致农村和城市区域的植物多样性发

生怎样的变化[６５]ꎻ城市绿地中是否存在传统地方性

知识的文化特征[６６－６７]ꎻ考虑到与自然的日益脱节和

对本土植物的了解以及城市外来植物的增加ꎬ如何重

新思考对城市绿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策略[６５－６８]ꎻ城
市民族植物学在国家植物园建设中发挥哪些作用等ꎮ

城市民族植物学可以在城市景观塑造、城市规划

和绿化建设(包括国家植物园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ꎮ 植物是有生命的景观材料ꎬ是传承物质文化与

非物质文化的重要载体ꎬ能够展现传统价值观、文化

底蕴及宗教思想等多重内涵[６９]ꎮ 有研究表明ꎬ城市

居民居住地周围公共土地的景观及其特有的动植物

在城市居民的文化认同和归属感方面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３０ꎬ７０]ꎮ 李飞飞等[４８] 提出ꎬ在国家植物园建设

中需加强植物文化信息、传统知识惠益分享和文化主

题园建设ꎬ以促进中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发展ꎮ 城市民

族植物学研究应充分考虑和利用民族特色植物资源ꎬ
记录与发掘植物文化ꎬ助力生态效益与文化价值双重

目标的实现ꎬ为现代城市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内涵ꎬ
推动城乡生态环境改善及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创新ꎮ
３.５　 传统生态知识和生态文明建设

传统生态知识包括土著、农民和当地社区与环境

互动过程中发现和维持的知识、信仰、传统、实践和世

界观[７１]ꎮ 原住民通过与环境的长期互动积累了丰富

的传统知识体系ꎬ使他们能够敏锐地感知环境变

化[７２]ꎮ 通过将这种传统生态知识与现代科学知识进

行比较并发挥两者的协同作用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当

地环境变化的成因ꎬ从而实施更加有效的应对策略ꎮ
在人类从乡村迁移到城市后ꎬ人与自然共存的模式也

发生了转变ꎬ如何将通过长期的实践和经验积累形成

的与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相关的知识应用到城市环

境中ꎬ探讨不同文化群体对城市生态系统的适应和实

践也是城市民族植物学研究的重要内容ꎮ 此外ꎬ还可

以探索如何利用乡土植物和传统生态知识应对各种

环境挑战ꎬ以增强城市生态系统的稳健性ꎬ如城市热

岛效应、空气污染等ꎮ
传统生态知识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实

践价值、技术技能价值、社会保障价值和精神支持价

值等[７３]ꎮ 虽然现代科学技术被广泛信任ꎬ但传统生

态知识经过长期实践验证ꎬ具有独特的可靠性和有效

性ꎬ因此ꎬ传统生态知识既是特定民族的精神财富ꎬ也
是确保生态系统稳定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ꎮ
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０２３ 年首个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作

出重要指示ꎬ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

发展的根本大计ꎬ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

题ꎬ是关系民生福祉的重大社会问题ꎻ他还在 ２０２３ 年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ꎬ推动城乡人居环境明

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ꎬ以高品质生态

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ꎬ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ꎮ
在快速城镇化和经济发展进程中ꎬ人类活动的增

强与人工设施的扩张导致气候变化日益加剧ꎬ人类与

野生生物的生存受到巨大威胁ꎬ探索和运用传统生态

知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生态问题的策略ꎬ契合“人
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文明思想ꎬ可以有效提

升城市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和连通性ꎬ从而推

动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ꎬ并促进全球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目标的实现ꎮ

４　 城市民族植物学研究的挑战和展望

４.１　 挑战

从社会背景、文化差异、生态变化等方面看ꎬ城市

民族植物学研究面临着多重挑战ꎮ 一是随着城市化

进程的快速推进ꎬ许多传统植物知识会在城市中逐渐

消失ꎬ年轻一代可能不了解或不再重视祖辈的传统植

物知识ꎬ导致民族植物学知识的代际传承面临严峻考

验ꎻ二是城市是文化的融合点ꎬ不同文化背景的社区

共存ꎬ可能会导致传统植物知识的边缘化和同质化ꎻ
三是城市环境复杂多样ꎬ城市居民的流动性较高ꎬ很
难长期跟踪特定的群体ꎻ四是由于城市人口的多样

性ꎬ不同文化背景的居民对植物的认知和使用方式存

在很大差异ꎬ增加了研究的复杂性ꎬ研究者需要应对

这种文化多样性及其对植物使用的影响ꎻ五是在研究

传统生态知识应对环境变化时ꎬ如何增强其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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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扩展性、可转移性和解释性也是研究人员需要面

临的重要问题ꎮ 总之ꎬ城市民族植物学研究不但要求

研究者在方法上更加灵活ꎬ注重多学科合作ꎬ还要积

极与社区和政策制定者进行沟通和合作ꎮ 在应对这

些挑战的过程中ꎬ创新研究方法及获得政策支持非常

重要ꎬ每个从事城市民族植物学研究的人都要给予足

够的重视ꎮ
４.２　 展望

城市民族植物学是一个新兴的民族植物学研究

领域ꎮ 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ꎬ城市民族植

物学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ꎮ 中国的城市民族植物学

研究不能只局限在城市地区ꎬ还应包括受城镇化影响

较大的众多农村地区ꎮ 城市民族植物学研究内容涵

盖不同文化群体的复杂互动ꎬ可在传统植物知识的保

存和传承、传统医药与保健的实践创新、城市绿地生

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ꎮ
在城市民族植物学研究中ꎬ研究者应坚持植物多

样性保护、传统文化传承、乡土植物优先和可持续发

展的基本原则ꎮ 为此ꎬ需积极组建专业研究团队和机

构ꎬ推动该领域从理论研究到实践应用的全面发展ꎬ
以促进人与植物和谐共生的城市建设与可持续发展ꎮ
同时ꎬ建议设立科学教育中心ꎬ通过博物馆、体验园区

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科普活动ꎬ提升公众对城市生态

系统和植物资源的认知水平ꎮ 此外ꎬ还应推动城市植

物产业发展ꎬ注重植物产品的种植、开发、生产及营销

等环节的整合与创新ꎬ推动绿色产业的拓展与升级ꎬ
助力绿色经济的高质量发展ꎮ 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城

市生态效益ꎬ还能促进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增长ꎮ 总

之ꎬ城市民族植物学研究不仅有助于保存和传播传统

植物知识ꎬ还能为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民生福祉做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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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２０２２ꎬ ２４: １２０７－

１２４０.　
[３３] 　 ＭＩＬＡＮＥＳＩ Ｌ Ｄ Ｓꎬ ＰＥＲＯＮＩ Ｎꎬ ＤＯＳ ＲＥＩＳ Ｍ Ｓ.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ｌｍ

Ｅｕｔｅｒｐｅ ｅｄｕｌｉｓ ｍａｒｔｉｕｓ ｉ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ｕｎｉｔｓ ｍａｎａｇｅｄ ｂｙ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 ｏｒｉｇｉｎ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Ｂｒａｚｉｌ[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２０１３ꎬ ９: ４７.

[３４] 　 ÁＶＩＬＡ Ｊ Ｖ Ｄ Ｃꎬ ＤＥ ＭＥＬＬＯ Ａ Ｓꎬ ＢＥＲＥＴＴＡ Ｍ Ｅꎬ ｅｔ ａｌ.
Ａｇｒｏ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 ｓｉｔｕ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ｑｕｉｌｏｍｂｏｌａ ｈｏｍｅ
ｇａｒｄｅｎ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Ｊ] . Ａｃｔａ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
Ｂｒａｓｉｌｉｃａꎬ ２０１７ꎬ ３１(１): １－１０.

[３５] 　 ＥＩＣＨＥＭＢＥＲＧ Ｍ Ｔꎬ ＡＭＯＲＯＺＯ Ｍ Ｃ Ｄ Ｍꎬ ＭＯＵＲＡ Ｌ Ｃ 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ｕｓｅ ｉｎ ｏｌｄ ｕｒｂａｎ ｈｏｍｅｇａｒｄｅｎｓ ｉｎ Ｒｉ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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