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裸子植物门

(二)被子植物门











(三)四川裸子与被子植物门树木

科、属、种数统计总表



二、四川省林业高级专家及全国劳动模范名录





三、四川省林业厅(局)历任领导干部名录





四、《四川省志·林业志》编纂机构人员名录

《四川省志·林业志》编委办公室

专职办公人员

杨向晨 李立群 肖明泽 杨 涛

《四川省志·林业志》主要撰稿人

(按姓氏笔划为序)

丁福祥 万里征 于晓心 马联春 王大固 王成章 王继贵

方智生 龙光华 叶志安 田德林 江 陵 先开炳 毕凤洲

刘可翘 刘宗林 刘承福 刘挹殊 刘康群 许亚杰 孙宗华

朱炳华 杜 信 陈 渊 陈守常 陈素芬 陈道兴 宋立华

宋作文 邹世琨 李立群 李昌华 李焕蓉 李新华 杨仲赤

杨向晨 杨其昌 陆秀宣 何伯琨 何明全 吕彭孙 罗 维

罗 强 罗志远 罗裕光 张大治 张国威 张济才 张笑筠

周达芬 周君壳 周适军 周锡华 周德彰 郑青荣 郑晓琴

林鸿荣 赵 # 赵文锐 赵良能 赵德明 郝心平 钟开沛

钟星荣 段雪梅 施淑宜 徐世耕 徐贵莲 倪文澜 唐有义

袁志全 黄大新 黄光玉 黄成武 崔阳韬 龚固堂 银承忠

程 林 谢 濑 曾寿梧 彭武明 漆成祥 廖 权 廖志抗



编 后 语

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四川省林

业厅就组织人员进行过一次修志工

作。1960 年《四川省志》编辑委员会成
立，省长李大章任主任委员，副省长兼

教育厅厅长张秀熟任副主任委员，具

体主持省志的编写工作。四川省林业

厅随之于 1961 年初组织了修志班子，

陈道兴工程师为修志编写班子的负责

人，继后林业厅派张觉宝为行政组织

管理负责人。四川省林业厅机关、四川

省林业科学研究所、四川省林业勘察

设计院、四川省灌县林业学校、雅安林

业学校、成都木材综合工厂、四川省木

材公司和四川林学院等单位均抽了业

务技术人员参加修志工作。修志工作

前后共有 20 多人参加，历 时 6 年有

余。但是，由于领导班子不固定，行政

负责人前后换过 5 人，造成写志人员

多数不安心。虽然主要修志人员尽到

了最大努力，搜集了不少资料，却成效

不大。搜集到的资料和写出的资料长

篇计有：森工采伐、林业特产和护林防

火。尚未来得及搜集和编写更多的资

料，1966 年“文革”开始，修志班子被

迫解散，搜集到的资料也基本散失。

1978 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

会召开以后，在全国出现了安定团结，

经济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已具备了

“盛世修志”的基本条件。在中共四川

省委、四川省政府的布置下，四川省林

业厅于 1983 年初成立了写志的领导

班子。写志班子，由 8 人组成《四川林

业志》领导小组，由 7 人组成编辑委员

会，编委办公室还配备了 3 名专职工

作人员(后增为 4 人)。在林业厅修志

班子领导下，并以有关处、室、院、所和

公司由 44 人分别组成了 11 个小志

(分志)的修志班子。11 个小志前后组

织 181 人担任搜集资料、撰写志稿和

各小志的编纂工作。参加《四川林业

志》(包括各小志)修志各项工作的，前

后共有 239 人。从 1983 年初至 1993

年上半年历时 10 年多，完成了全部志

稿的编写和修改工作。整个修志工作，



分为 4 个阶段进行。

一、搜集资料和撰写初稿阶段：11

个小志(分志)的修志班子分别进行拟

定纲目到搜集资料和整理卡片，大体

在 1983 年初至 1986 年初，历时 3 年，

搜集有关资料和撰写初稿共约 2200

万字，彩色照片近 200 张。

二、各小志编写阶段：各小志在各

自搜集和整理的资料基础上，大致是

从 1986 年初开始至 1988 年底，历时

约 3 年，编写完成人事机构、宣传教

育、造林、森林保护、科技研究、物资贮

运、森林工业、种苗、医疗卫生和杂记

共 11 个小志(分志)约 290 万字。

三、《四川林业志》的编纂和总纂

阶段：编纂和总纂阶段是交叉进行的。

由 6 位编委(分主编)根据 11 个小志

的章节内容分别编纂成有关篇章的志

稿。另外又重新搜集补充 40 余万字各

小志均未包括的重要内容，由一名主

编总纂成全志的志稿。全志书共分为

10 篇、42 章、159 节和 1 篇概述，10 个

附录和 1 篇编后语，共约 230 万字。编

纂和总纂阶段(包括审稿和修改)从

1988 年底至 1992 年 9 月，历经近 4

年时间。

四、本志《四川省志·林业志)编

纂阶段：《四川省志·林业志》在《四川

林业志》编纂之前，于 1990 年 8 月曾

编写打印出一个 56．6 万字的送审稿。

但因包括的内容范围与后来要求的差

别很大。因此，只得重写。

本志稿，是在 230 万字的《四川省

林业志》基础上，精缩加工而成的。这

次的重写工作是从 1992 年 9月初开

始至 1993 年 4 月底，历时 10 个月完

成。《四川省志·林业志》的重写稿共

分 7 篇、26 章、98 节，约 50 余万字。

本志书是四川有史以来的第一部

《四川省志·林业志》，因此，本着尽量

多搜集一些重要历史资料的原则，上

限不 限，尽量搜集，下 限只 搜集到

1985 年底以前的资料。

本志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各有

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四川省林业厅机

关各有关处、室、院、所和公司等单位

也都非常关心并大力支持，尤其是四

川林业勘察设计研究院代行管理经费

和抽人配备了全部《四川省志·林业

志》编委办公室的专职办公人员。对以

上单位，特此道谢!四川省林业厅的各

位领导与四川省林业厅原厅长韩正
夫，原副厅长乔雪村等对该志书的编

写工作非常关心并给予了大力支持和

指导，谨此致谢!

由于我们对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

缺乏经验，加之知识水平及编写能力

有限，志书难免会有错误和不足之处，

深切希望读者批评指正，以利今后续

修。

1 9 93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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