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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多样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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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明重庆市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多样性特征ꎬ本研究从物种组成、生活型、地理分布格局和分布热点

区域 ４个方面分析了重庆市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现状ꎮ 结果表明:重庆市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种类丰

富ꎬ共有 ６２科 １１６属 ２１０种(含亚种和变种ꎬ下同)ꎬ其中种子植物种类最多(１８９种)ꎬ具有明显优势ꎮ 在科水平上ꎬ
兰科(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植物种类最多(１２属 ４１种)ꎻ在属水平上ꎬ重楼属(Ｐａｒｉｓ Ｌｉｎｎ.)植物种类最多(１４种)ꎮ 从生活型

看ꎬ重庆市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包含高位芽植物、地上芽植物、地面芽植物和地下芽植物ꎬ并以高位芽植物

(１０２种)和地面芽植物(７９种)为主ꎮ 重庆市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均分布有重点保护野生植物ꎬ其中ꎬ南川区分布的

种类最多(１４８种)ꎬ巫山县、巫溪县和城口县分布的种类较多(均超过 １００ 种)ꎬ而渝北区、巴南区等主城区分布的

种类总体上较少(多在 ３０种以内)ꎮ 从垂直分布看ꎬ重庆市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在海拔(９００ꎬ１ ３００] ｍ的种类

最多(１４１种)ꎬ之后随海拔升高而减少ꎮ 重庆市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在 ４ 个主要山脉均较为丰富(１４０ ~ １７７
种)ꎬ并以大巴山脉分布的种类最多ꎻ９ 个主要水系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存在明显差异ꎬ其中ꎬ长江水系、大宁

河水系和任河水系分布的种类均在 １００种以上ꎮ 此外ꎬ本研究还筛选出 １２个分布热点区域ꎬ其中ꎬ南川区分布的重

点保护野生植物最多(１３４种)ꎮ 针对重庆市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多样性特征ꎬ建议在全市范围内加大对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的宣传力度ꎬ增强当地群众的保护意识ꎻ积极开展重庆市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资源的彻底调查ꎬ并加强

持续监测ꎻ同时ꎬ加强受严重威胁植物的保护研究和自然保护地管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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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Ｃｉｔｙꎻ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ꎻ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ꎻ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ｈｏｔｓｐｏｔꎻ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

　 　 野生植物资源既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又
是重要的遗传资源ꎮ 保护野生植物资源能够为人类

实现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提供重要保障[１]ꎮ ２０２１ 年

９月 ７日ꎬ«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正式发布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ｇｏｖ. ｃｎ / ｍａｉｎ / ５４６１ / ２０２１０９０８ /
１６２５１５８５０５７２９００.ｈｔｍｌ)ꎬ该名录调整了 １８ 种野生植

物的保护级别ꎬ删除了 ３５种野生植物ꎬ并新增了崖柏

(Ｔｈｕｊａ ｓｕｔｃｈｕｅ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疏花水柏枝〔Ｍｙｒｉｃａｒｉａ
ｌａｘｉｆｌｏｒａ (Ｆｒａｎｃｈ.) Ｐ. Ｙ.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Ｙ. Ｊ. Ｚｈａｎｇ〕等 ２６８
种野生植物ꎮ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是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核心部分[２]ꎮ 面对中国甚至全球生物多样性

日益降低的问题ꎬ制定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ꎬ将有

限的资源和力量集中在最具保护价值和亟待保护的

物种上ꎬ是目前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迫切任务ꎬ同时也

是实现生物多样性有效保护的重要策略[３]ꎮ
重庆市位于中国西南地区东部ꎬ地势复杂、生态

系统多样、生物类别丰富且古老ꎬ因此ꎬ加强该区域的

植物多样性保护十分重要[４]ꎮ ２０１５ 年ꎬ重庆市人民

政府发布了«重庆市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

批)» (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ｃｑ. ｇｏｖ. ｃｎ / ｚｗｇｋ / ｚｆｘｘｇｋｍｌ / ｓｚｆｗｊ /
ｑｔｇｗ / ２０１５０２ / ｔ２０１５０２１３＿８６１３８１０. ｈｔｍｌ)ꎮ 该名录共

收录 了 ４６ 种 植 物ꎬ 为 保 护 崖 柏、 荷 叶 铁 线 蕨

(Ａｄｉａｎｔｕｍ ｎｅｌｕｍｂｏｉｄｅｓ Ｘ. Ｃ. Ｚｈａｎｇ)、疏花水柏枝、南
川木波罗(Ａｒｔｏｃａｒｐｕｓ ｎａｎｃｈｕａｎｅｎｓｉｓ Ｓ. Ｓ. Ｃｈａｎｇ)等地

方特色濒危植物提供了重要依据ꎮ 如今ꎬ重庆市分布

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和«重庆

市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收录的植物种

类均得到了有效保护ꎮ ２０２３ 年ꎬ重庆市林业局和重

庆市农业农村委联合公布了«重庆市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名录» (ｈｔｔｐ:∥ｌｙｊ. ｃｑ. ｇｏｖ. ｃｎ / ｚｗｇｋ＿２３７ / ｚｆｘｘｇｊｍｌ /
ｚｃｗｊ / ｘｚｇｆｘｗｊ / ２０２３０２ / ｔ２０２３０２０３＿ １１５６５８６４. ｈｔｍｌ)ꎬ对
«重庆市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进行了修

订ꎮ 该名录共收录了 ６９ 种植物ꎬ包含中国特有种 ５０
种、重庆市特有种 １０种ꎮ

本文基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和«重
庆市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ꎬ结合近年来研究团队

在重庆市实地调查中获得的资料及相关文献[５－１０]ꎬ整
理出重庆市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ꎬ同时分析

了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物种组成、生活型、地理分布

格局及分布热点区域ꎬ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保护

建议ꎬ为重庆市野生植物资源的科学考察及重要种类

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提供基础数据ꎮ

１　 研究区概况和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重庆市(东经 １０５°１１′ ~ １１０°１１′、北纬 ２８°１０′ ~
３２°１３′)位于长江中上游、三峡库区的中心位置ꎬ与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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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湖北、湖南、贵州、陕西接壤ꎬ四周山峰环绕ꎬ北有

大巴山ꎬ东及东南有巫山、七曜山和武陵山等ꎬ南有大

娄山ꎬ海拔范围为 ７３.１ ~ ２ ７９６.８ ｍ[１１]ꎮ 重庆市四季

分明ꎬ光热同期ꎬ常年温暖湿润ꎬ雨量充沛ꎬ年平均气

温 １８ ℃ꎬ年平均降水量 １ ０００ ~ １ １００ ｍｍꎬ属于典型

的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１２]ꎮ
重庆市不仅是中国南北植物的过渡带ꎬ还是“川

东－鄂西中心”(中国三大特有现象中心之一)的核心

地带ꎬ区内植物种类丰富、起源古老、区系成分复杂ꎬ
分布的植物种类高达 ５ ９００余种(含种下等级及栽培

植物 ) [１３]ꎬ 包 含 大 量 的 珍 稀 濒 危 植 物ꎬ 如 银 杉

(Ｃａｔｈａｙａ ａｒｇｙ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Ｃｈｕｎ ｅｔ Ｋｕａｎｇ)、珙桐(Ｄａｖｉｄｉａ
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ａ Ｂａｉｌｌ.)、 红 豆 杉 〔 Ｔａｘｕｓ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ａｎａ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 Ｐｉｌｇ.) Ｆｌｏｒｉｎ 〕、 南 方 红 豆 杉 〔 Ｔａｘｕｓ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ａｎａ ｖａｒ. ｍａｉｒｅｉ (Ｌｅｍéｅ ｅｔ Ｈ. Ｌéｖｌ.) Ｌ. Ｋ. Ｆｕ ｅｔ
Ｎａｎ Ｌｉ 〕 等ꎬ 其 中ꎬ 珙 桐 包 含 光 叶 珙 桐 〔 Ｄａｖｉｄｉａ
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ａ ｖａｒ. ｖｉｌｍｏｒｉｎｉａｎａ (Ｄｏｄｅ) Ｗａｎｇｅｒｉｎ〕ꎮ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野外调查及种类确定　 于 ２０２１ 年至 ２０２３ 年

对重庆市各区(县)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开展野外调

查ꎬ重点调查各区(县)的自然保护区ꎮ 沿着设置的

样线进行实地调查ꎬ调查区域为样线左右两侧 １００ ｍ
范围内ꎬ详细记录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地理坐标、生
境、个体数量及生长状况等信息ꎻ在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分布较为集中的区域设置样方ꎬ其中ꎬ乔木样方面

积为 １０ ｍ×１０ ｍꎬ灌木样方面积为 ５ ｍ×５ ｍꎬ草本样

方面积为 ２ ｍ×２ ｍꎮ 此次调查共设置了 ５７１ 条样线

和 ３１５个样方ꎮ
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和«重庆市重

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为基础ꎬ利用«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中国植物志»、«重庆维管植物检索表»、ｉＰｌａｎｔ 植物

智－植物物种信息系统(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ｉｐｌａｎｔ. ｃｎ / )、中
国植物图像库(ｈｔｔｐｓ:∥ｐｐｂｃ.ｉｐｌａｎｔ.ｃｎ / )、国家标本资

源共享平台(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ｓｉｉ. ｏｒｇ. ｃｎ / ２０１７ / )、中国数

字植物标本馆(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ｖｈ.ａｃ.ｃｎ / )和全球生物

多样性信息网络(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ｂｉｆ.ｏｒｇ / )等书籍和网

络平台确定重庆市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附录Ⅰ)ꎮ
１.２.２　 生活型分析 　 根据 Ｒａｕｎｋｉａｅｒ 生活型分类系

统[１４]对重庆市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进行生活型

分类ꎮ
１.２.３　 地理分布格局分析　 以县级行政区域为基本

单位ꎬ统计重庆市各区(县)内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

分布情况ꎮ 同时ꎬ参考文献[１５]将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分布的海拔区间划分成 ７ 个区段ꎬ分别为(１００ꎬ
５００] ｍ、 ( ５００ꎬ ９００] ｍ、 ( ９００ꎬ １ ３００] ｍ、 ( １ ３００ꎬ
１ ７００] ｍ、 (１ ７００ꎬ ２ １００] ｍ、 ( ２ １００ꎬ ２ ５００ ] ｍ、
(２ ５００ꎬ２ ９００) ｍꎬ统计不同海拔区段内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的分布情况ꎮ 若同一植物在不同海拔区段内

均有分布ꎬ则进行重复统计ꎮ
对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在重庆市主要山系(包括

大巴山脉、大娄山脉、武陵山脉和巫山－七曜山脉)和
主要水系(包括长江水系、嘉陵江水系、綦江水系、乌
江水系、龙溪河水系、酉水河水系、澎溪河水系、大宁

河水系和任河水系)的分布情况进行分析ꎮ 由于部

分山脉和水系包含多个区(县)ꎬ因此ꎬ文中部分山脉

和水系的统计结果存在数据重复ꎮ
１.２.４　 分布热点区域筛选　 采用 Ｄｏｂｓｏｎ 等[１６]的筛

除算法筛选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在重庆市的分布热点

区域ꎬ即物种丰富度最高且最为互补的区域ꎮ 筛选过

程中ꎬ若 ２个及以上区(县)包含的种数相同ꎬ则优先

选择面积较小的区(县) [１７]ꎮ
１.３　 数据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９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ꎮ

２　 结果和分析

２.１　 物种组成分析

统计结果(表 １)表明:重庆市分布的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共 ６２科 １１６属 ２１０种(含亚种和变种ꎬ下同)ꎬ
其中ꎬ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有 １４１
种ꎬ列入«重庆市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有 ６９
种ꎮ 在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种类

中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 １０种ꎬ分别为荷叶

铁线 蕨、 银 杏 ( Ｇｉｎｋｇｏ ｂｉｌｏｂａ Ｌｉｎｎ.)、 银 杉、 水 杉

(Ｍｅｔａｓｅｑｕｏｉａ ｇｌｙｐｔｏｓｔｒｏｂｏｉｄｅｓ Ｈｕ ｅｔ Ｗ. Ｃ. Ｃｈｅｎｇ)、崖
柏、红 豆 杉、 南 方 红 豆 杉、 珙 桐、 麻 栗 坡 兜 兰

(Ｐａｐｈｉｏｐｅｄｉｌｕｍ ｍａｌｉｐｏｅｎｓｅ Ｓ. Ｃ. Ｃｈｅｎ ｅｔ Ｚ. Ｈ. Ｔｓｉ)和
曲茎石斛(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ｆｌｅｘｉｃａｕｌｅ Ｚ. Ｈ. Ｔｓｉꎬ Ｓ. Ｃ. Ｓｕｎ
ｅｔ Ｌ. Ｇ. Ｘｕ)ꎻ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 １３１ 种ꎮ
重庆市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中ꎬ苔藓植物有

２种ꎬ分别为桧叶白发藓 ( Ｌｅｕｃｏｂｒｙｕｍ ｊｕｎｉｐｅｒｏｉｄｅｕｍ
Ｍüｌｌ. Ｈａｌ.)和多纹泥炭藓(Ｓｐｈａｇｎｕｍ ｍｕｌｔｉｆｉｂｒｏｓｕｍ Ｘ.
Ｊ. Ｌｉ ｅｔ Ｍ. Ｚｈａｎｇ)ꎻ蕨类植物有 １９ 种ꎬ在属和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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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占比均低于 １０％ꎬ但在科水平的占比高于 １０％ꎻ种
子植物有 １８９种ꎬ占重庆市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总种数的 ９０.０％ꎮ 这些种子植物中ꎬ裸子植物有 ２５
种ꎬ在科水平的占比低于 １０％ꎬ但在属和种水平的占

比均高于 １０％ꎻ被子植物有 １６４种ꎬ包含疏花水柏枝、
丰都车前 〔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ｆｅｎｇｄｏｕｅｎｓｉｓ ( Ｚ. Ｅ. Ｃｈａｏ ｅｔ Ｙ.
Ｗａｎｇ) Ｙ. Ｗａｎｇ ｅｔ Ｚ. Ｙ. Ｌｉ〕、南川木波罗等狭域分布

种类ꎬ在科、属、种水平的占比均在 ７５％以上ꎮ

表 １　 重庆市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物种组成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Ｃｉｔｙ

类型
Ｔｙｐｅ

科　 Ｆａｍｉｌｙ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占比 /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属　 Ｇｅｎｕｓ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占比 /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占比 /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苔藓植物 Ｂｒｙｏｐｈｙｔｅ ２ 　 ３.２ 　 ２ 　 １.７ 　 ２ 　 １.０
蕨类植物 Ｆｅｒｎ ７ １１.３ ９ ７.８ １９ ９.０
种子植物 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ｐｈｙｔｅ ５３ ８５.５ １０５ ９０.５ １８９ ９０.０
　 裸子植物 Ｇｙｍｎｏｓｐｅｒｍ ５ ８.１ １７ １４.７ ２５ １１.９
　 被子植物 Ａｎｇｉｏｓｐｅｒｍ ４８ ７７.４ ８８ ７５.８ １６４ ７８.１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６２ １００.０ １１６ １００.０ ２１０ １００.０

　 　 重庆市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中ꎬ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种类最多ꎬ共 １２ 属 ４１ 种ꎬ占比为

１９.５％ꎬ 其 中 兰 属 ( 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 Ｓｗ.)、 杓 兰 属

(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 Ｌｉｎｎ.)和石斛属(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Ｓｗ.)种类

居多ꎬ分别有 １１、１０ 和 ６ 种ꎻ藜芦科(Ｍｅｌａｎｔｈｉａｃｅａｅ)
种类较多ꎬ有 １４ 种ꎬ均为重楼属(Ｐａｒｉｓ Ｌｉｎｎ.)种类ꎬ
并且ꎬ从属水平看ꎬ重楼属种数最多ꎻ松科(Ｐｉｎａｃｅａｅ)
有９种ꎬ红豆杉科(Ｔａｘａｃｅａｅ)和樟科(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均有

８ 种ꎬ 石 松 科 ( Ｌｙｃ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 瓶 尔 小 草 科

(Ｏｐｈｉｏｇｌｏｓｓａｃｅａｅ)、木兰科(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ｃｅａｅ)和百合科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均有 ７ 种ꎬ豆科 (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和无患子科

(Ｓａｐｉｎｄａｃｅａｅ)均有 ６种ꎬ柏科(Ｃｕｐｒｅｓｓａｃｅａｅ)、小檗科

(Ｂｅｒｂ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山 茶 科 ( Ｔｈｅａｃｅａｅ ) 和 安 息 香 科

(Ｓｔｙｒａｃａｃｅａｅ)均有 ５种ꎬ杜鹃花科(Ｅｒｉｃａｃｅａｅ)有４种ꎬ
马 兜 铃 科 ( 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ｃｅａｅ )、 毛 茛 科

(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 芸 香 科 ( Ｒｕｔａｃｅａｅ ) 和 柿 科

(Ｅ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均有 ３ 种ꎬ蔷薇科 (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桑科

(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 五 加 科 ( 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 ) 和 壳 斗 科

( Ｆａｇａｃｅａｅ ) 等 １２ 科 均 有 ２ 种ꎬ 昆 栏 树 科

(Ｔｒｏｃｈｏｄｅｎｄｒａｃｅａｅ)、蓝果树科(Ｎｙｓｓａｃｅａｅ)和连香树

科(Ｃｅｒｃｉｄｉ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等 ３０科均只有 １种ꎮ
２.２　 生活型分析

分析结果(表 ２)表明:重庆市分布的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包含高位芽植物、地上芽植物、地面芽植物和

地下芽植物 ４种生活型ꎬ其中ꎬ高位芽植物种类最多

(１０２种)ꎬ占重庆市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总种数

的 ４８.６％ꎻ地面芽植物种类较多(７９ 种)ꎬ占重庆市分

布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总种数的 ３７.６％ꎻ地上芽植物

种类最少(８种)ꎬ仅占重庆市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总种数的 ３.８％ꎮ

表 ２　 重庆市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生活型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Ｃｉｔｙ

生活型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占比 /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高位芽植物 Ｐｈａｎｅｒｏｐｈｙｔｅ １０２ ４８.６
地上芽植物 Ｃｈａｍａｅｐｈｙｔｅ ８ ３.８
地面芽植物 Ｈｅｍｉｃｒｙｐｔｏｐｈｙｔｅ ７９ ３７.６
地下芽植物 Ｇｅｏｃｒｙｐｔｏｐｈｙｔｅ ２１ １０.０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１０ １００.０

２.３　 地理分布格局分析

２.３.１　 区(县)分布格局　 以重庆市各县级行政区域

为单位统计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分布状况ꎬ结果(表
３)表明:重庆市各区(县)均分布有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ꎬ但种数存在明显差异ꎮ 其中ꎬ南川区分布的种类

最多(１４８种)ꎬ占重庆市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总

种数的 ７０.５％ꎻ巫山县、巫溪县和城口县分布的种类

相对较多ꎬ均在 １００种以上ꎻ渝中区分布的种类最少ꎬ
只有 １种ꎻ渝北区、巴南区等主城区分布的种类多在

３０种以内ꎬ尤其是大渡口区、江北区、南岸区和九龙

坡区ꎬ这些区分布的种类均不超过 １０种ꎮ
２.３.２　 垂直分布格局　 垂直分布结果(表 ４)表明:重
庆市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在海拔(９００ꎬ１ ３００] ｍ
分布的种类最多(１４１ 种)ꎬ在海拔(１ ３００ꎬ１ ７００] ｍ
分布的种类次之(１３３种)ꎬ分别占重庆市分布的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总种数的 ６７.１％ 和 ６３.３％ꎻ在海拔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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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重庆市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在各区(县)的分布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Ｃｉｔｙ ｉｎ ｅａｃｈ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ｃｏｕｎｔｙ)

区(县)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ｃｏｕｎｔｙ)

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占比 /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区(县)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ｃｏｕｎｔｙ)

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占比 /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巴南区 Ｂａｎ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７ ８.１ 彭水县 Ｐｅｎｇｓｈｕｉ Ｃｏｕｎｔｙ ４７ ２２.４
北碚区 Ｂｅｉｂｅｉ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３５ １６.７ 綦江区 Ｑｉｊｉａ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８８ ４１.９
璧山区 Ｂｉｓｈ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７ ８.１ 黔江区 Ｑｉａｎｊｉａ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３８ １８.１
长寿区 Ｃｈａｎｇｓｈｏ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２１ １０.０ 荣昌区 Ｒｏｎｇｃｈａ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７ ８.１
城口县 Ｃｈｅｎｇｋｏｕ Ｃｏｕｎｔｙ １０３ ４９.０ 沙坪坝区 Ｓｈａｐｉｎｇｂａ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４ ６.７
大渡口区 Ｄａｄｕｋｏ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８ ３.８ 石柱县 Ｓｈｉｚｈｕ Ｃｏｕｎｔｙ ７３ ３４.８
大足区 Ｄａｚ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２０ ９.５ 铜梁区 Ｔｏｎｇｌｉａ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２１ １０.０
垫江县 Ｄｉａｎｊｉ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１９ ９.０ 潼南区 Ｔｏｎｇｎ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５ ７.１
丰都县 Ｆｅｎｇｄｕ Ｃｏｕｎｔｙ ３８ １８.１ 万州区 Ｗａｎｚｈｏ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５４ ２５.７
奉节县 Ｆｅｎｇｊｉｅ Ｃｏｕｎｔｙ ７１ ３３.８ 巫山县 Ｗｕｓｈ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１０９ ５１.９
涪陵区 Ｆｕｌ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４５ ２１.４ 巫溪县 Ｗｕｘｉ Ｃｏｕｎｔｙ １０６ ５０.５
合川区 Ｈｅｃｈｕ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２２ １０.５ 武隆区 Ｗｕｌｏ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７０ ３３.３
江北区 Ｊｉａｎｇｂｅｉ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８ ３.８ 秀山县 Ｘｉｕｓｈ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３４ １６.２
江津区 Ｊｉａｎｇｊｉ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８１ ３８.６ 永川区 Ｙｏｎｇｃｈｕ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２０ ９.５
九龙坡区 Ｊｉｕｌｏｎｇｐｏ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５ ２.４ 酉阳县 Ｙｏｕｙ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５４ ２５.７
开州区 Ｋａｉｚｈｏ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２３ １１.０ 渝北区 Ｙｕｂｅｉ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８ ８.６
梁平区 Ｌｉａｎｇｐ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２９ １３.８ 渝中区 Ｙｕｚｈｏ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 ０.５
南岸区 Ｎａｎ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６ ２.９ 云阳县 Ｙｕｎｙ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３０ １４.３
南川区 Ｎａｎｃｈｕ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４８ ７０.５ 忠县 Ｚｈｏｎｇｘｉ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２４ １１.４

表 ４　 重庆市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垂直分布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４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Ｃｉｔｙ

海拔区段 / ｍ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占比 /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１００ꎬ５００] ６２ ２９.５
(５００ꎬ９００] １１２ ５３.３
(９００ꎬ１ ３００] １４１ ６７.１
(１ ３００ꎬ１ ７００] １３３ ６３.３
(１ ７００ꎬ２ １００] ８６ ４１.０
(２ １００ꎬ２ ５００] ７４ ３５.２
(２ ５００ꎬ２ ９００) ４７ ２２.４

(５００ꎬ９００] ｍ分布的种类也较多(１１２ 种)ꎬ占重庆市

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总种数的 ５３.３％ꎻ在海拔

(１００ꎬ５００] ｍ和(２ ５００ꎬ２ ９００) ｍ分布的种类相对较

少ꎬ分别有 ６２ 和 ４７ 种ꎬ在重庆市分布的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总种数中的占比均不足 ３０％ꎮ
２.３.３　 在主要山脉的分布情况　 主要山脉分布结果

(表 ５)表明:重庆市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在 ４ 个

主要山脉的种数均较多ꎬ其中ꎬ大巴山脉分布的种类

最多(１７７种)ꎬ大娄山脉分布的种类次之(１５８ 种)ꎬ
巫山－七曜山脉分布的种类较少(１４８ 种)ꎬ武陵山脉

分布的种类最少(１４０种)ꎮ 并且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市级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在 ４ 个主要山脉分布的种类数量呈现相

　 　 　表 ５　 重庆市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主要山脉分布情况１)

Ｔａｂｌｅ 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ｍａｉ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ｏｆ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Ｃｉｔｙ１)

山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ｎⅠ ｎⅡ ｎｃ ｎｔ
大巴山脉 Ｄａｂ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９ １１４ ５４ １７７
大娄山脉 Ｄａｌｏｕ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７ １０２ ４９ １５８
武陵山脉 Ｗｕｌ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５ ９２ ４３ １４０
巫山－七曜山脉 Ｗｕｓｈａｎ￣Ｑｉｙａｏ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６ ９５ ４７ １４８

　 １) ｎⅠ: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ꎻ ｎⅡ: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ｏｎｄ￣ｃｌａｓｓ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ꎻ ｎｃ: 市 级 重 点 保 护 野 生 植 物 种 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ꎻ ｎｔ: 总计 Ｔｏｔａｌ.

同的变化规律ꎮ
２.３.４　 在主要水系的分布情况　 分析结果(表 ６)表
明:重庆市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在 ９个主要水系

的差异明显ꎬ长江水系分布的种类最多(１７１ 种)ꎬ大
宁河水系和任河水系分布的种类较多(分别为 １０６和
１０３种)ꎬ接下来依次为乌江水系(９２ 种)、澎溪河水

系(８７种)、綦江水系(５２ 种)、嘉陵江水系(４０ 种)和
酉水河水系(３７种)ꎬ龙溪河水系分布的种类最少(３２
种)ꎮ 比较发现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国家

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市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在长

江水系、大宁河水系、任河水系、乌江水系和澎溪河水

系分布的种类数量多于其余 ４个水系ꎮ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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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重庆市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主要水系分布情况１)

Ｔａｂｌｅ 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ｍａｉｎ ｒｉｖ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Ｃｉｔｙ１)

水系 Ｗａｔ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ｎⅠ ｎⅡ ｎｃ ｎｔ
长江水系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６ １１１ ５４ １７１
嘉陵江水系 Ｊｉａｌｉｎｇ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１ ２９ １０ ４０
綦江水系 Ｑｉ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３ ４０ ９ ５２
乌江水系 Ｗｕ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５ ６６ ２１ ９２
龙溪河水系 Ｌｏｎｇｘ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２ ２４ ６ ３２
酉水河水系 Ｙｏｕｓｈｕ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２ ３３ ２ ３７
澎溪河水系 Ｐｅｎｇｘ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４ ６９ １４ ８７
大宁河水系 Ｄａｎｉｎｇ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４ ７０ ３２ １０６
任河水系 Ｒｅｎ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４ ７２ ２７ １０３

　 １) ｎⅠ: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ꎻ ｎⅡ: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ｏｎｄ￣ｃｌａｓｓ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ꎻ ｎｃ: 市 级 重 点 保 护 野 生 植 物 种 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ｍ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ꎻ ｎｔ: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４　 分布热点区域分析

采用筛除算法对重庆市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分布热点区域进行筛选ꎬ共得到 １２ 个分布热点区

域ꎬ各分布热点区域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统计结果见

表 ７ꎮ 结果显示:南川区种数最多(１３４ 种)ꎬ其次为

巫溪县(３８种)ꎬ江津区种数也较多(１４ 种)ꎬ其余区

(县)种数均低于 １０种ꎬ其中 ７个区(县)种数为 １~３种ꎮ

表 ７　 基于筛除算法的重庆市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分布热点区域
Ｔａｂｌｅ 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ｈｏｔｓｐｏｔｓ ｏｆ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Ｃ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分布热点区域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ｈｏｔｓｐｏｔ

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占比 /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南川区 Ｎａｎｃｈｕ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３４ ６３.８
巫溪县 Ｗｕｘｉ Ｃｏｕｎｔｙ ３８ １８.０
江津区 Ｊｉａｎｇｊｉ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４ ６.６
城口县 Ｃｈｅｎｇｋｏｕ Ｃｏｕｎｔｙ ８ ３.８
巫山县 Ｗｕｓｈ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５ ２.４
北碚区 Ｂｅｉｂｅｉ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３ １.４
石柱县 Ｓｈｉｚｈｕ Ｃｏｕｎｔｙ ２ １.０
酉阳县 Ｙｏｕｙ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２ １.０
奉节县 Ｆｅｎｇｊｉｅ Ｃｏｕｎｔｙ １ ０.５
涪陵区 Ｆｕｌ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 ０.５
彭水县 Ｐｅｎｇｓｈｕｉ Ｃｏｕｎｔｙ １ ０.５
武隆区 Ｗｕｌｏ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 ０.５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１０ １００.０

３　 讨　 　 论

３.１　 重庆市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物种组成特征

　 　 重庆市位于中国西南部ꎬ拥有典型的山地地貌ꎬ
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独特的气候条件为野生植物的生

长和繁殖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生境[４ꎬ１８]ꎮ 统计结果显

示:重庆市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 ６２ 科 １１６ 属

２１０种ꎬ其中种子植物有 １８９ 种ꎬ占比达 ９０.０％ꎬ具有

明显优势ꎮ 裸子植物属于较为原始的植物类群ꎬ起源

于泥盆纪晚期ꎬ并且现代裸子植物能够很好地适应复

杂多变的环境[１９－２０]ꎮ 在重庆市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中ꎬ裸子植物资源较为丰富ꎬ共有 ５ 科 ２５ 种ꎬ且
包含许多珍稀濒危孑遗植物(如银杏、水杉、崖柏、红
豆杉、南方红豆杉、银杉等)ꎬ说明重庆市的古老植物

资源丰富ꎬ且植物多样性较高ꎮ 被子植物起源于中生

代晚期ꎬ之后迅速占领陆地ꎬ并取代了蕨类植物和裸

子植物ꎬ成为陆地植物的主要组成[２１－２２]ꎮ 本研究结

果表明:被子植物在科、属、种水平的占比均最高ꎬ且
明显高于其他植物类型ꎬ为重庆市分布的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的主要类群ꎮ
兰科属于最进化、最高级的植物类群ꎬ具有丰富

的物种多样性[２３]ꎬ同时也是重庆市分布的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中种数最多的科ꎮ 然而ꎬ兰科植物受威胁程

度极为严重ꎬ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ＩＵＣＮ)公布的

«濒 危 物 种 红 色 名 录» (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ｉｕｃｎｒｅｄｌｉｓｔ.
ｏｒｇ / )ꎬ推测一半以上的兰科植物受到不同程度的生

存威胁ꎮ 重楼属是重庆市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中种数最多的属ꎬ共有 １４种ꎮ 然而ꎬ由于重楼属植物

的药用价值较高[２４－２９]ꎬ人们不断大量采挖ꎬ造成该属

很多种类的野生资源骤减ꎬ具有濒危的风险ꎮ 另外ꎬ
在重庆市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中ꎬ有 ３０ 科仅包

含 １种ꎬ如凤尾蕨科(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的荷叶铁线蕨、景
天 科 ( Ｃｒａｓｓｕｌａｃｅａｅ ) 的 云 南 红 景 天 〔 Ｒｈｏｄｉｏｌ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 Ｆｒａｎｃｈ.) Ｓ. Ｈ. Ｆｕ 〕、 山 茱 萸 科

(Ｃｏｒｎａｃｅａｅ)的光皮梾木(Ｃｏｒｎｕｓ ｗｉｌｓｏｎｉａｎａ Ｗａｎｇｅｒ.)
等ꎬ综合来看ꎬ这些植物在分类、分布、生境和保护状

态上具有特殊性和重要性ꎬ需要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来维护其生存环境和种群数量ꎮ
３.２　 重庆市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生活型特征

生活型是植物为了响应不同的气候、水文、土壤

等生境条件而形成的形态特征ꎬ生活型相同说明植物

对生境的适应能力相似[３０－３３]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重
庆市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以高位芽植物(１０２
种)和地面芽植物(７９ 种)为主ꎬ其中ꎬ高位芽植物以

柏科、松科、红豆杉科、木兰科、杜鹃花科、豆科等科的

种类为主ꎬ地面芽植物以瓶尔小草科、兰科、藜芦科、
小檗科等科的种类为主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虽然高位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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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种类最多ꎬ但是根据野外实际调查结果及相关文

献[３４]记载ꎬ部分高位芽植物的野生种群规模较小ꎬ有
些植物种群甚至已被严重破坏ꎬ生存状况堪忧ꎬ建议

相关保护和管理部门加大对这些植物的保护力度ꎮ
另外ꎬ瓶尔小草科、兰科、藜芦科、小檗科等科植物的

观赏价值和药用价值均较高[３５－３７]ꎬ野生资源的滥挖

盗采问题十分严重ꎬ加之这些种类多为纤弱的草本植

物ꎬ易受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ꎬ因此ꎬ应对这些

植物进行重点保护ꎮ
３.３　 重庆市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空间分布格局

　 　 区域植物多样性格局可以间接反映区域内生物

多样性的丰富度状况[１７]ꎮ 重庆市各区(县)分布的重

点保护野生植物存在较大差异ꎬ这可能与重庆市复杂

的气候条件、多样的地形地貌特征以及不同区(县)
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密切相关ꎮ 在重庆市的所有县

级行政区域中ꎬ南川区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种类

最为丰富ꎬ拥有银杏、银杉等许多珍稀濒危植物ꎬ且南

川区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主要集中分布在金佛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ꎮ 金佛山属于重庆市生物多样性保

护功能区ꎬ拥有丰富的植物多样性[３８]ꎮ 在第四季大

规模冰山活动中ꎬ金佛山在秦岭、大巴山脉和大娄山

脉的保护下ꎬ躲过了冰川的袭击ꎬ为植物提供了“避
难所”ꎬ因此ꎬ金佛山分布着许多古老、特有及珍稀的

植物种类[４ꎬ３９]ꎮ 巫山县、巫溪县和城口县分布的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种类也较多ꎬ这与 ３个县内设立的自然

保护区(其中ꎬ巫山县设有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ꎬ巫溪县设有阴条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ꎬ城口县设

有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关系密切ꎮ 这些保护

区内植被保存较为完整ꎬ诸多珍稀濒危植物得到有效

保护ꎬ保护区内的植物多样性极高ꎮ 重庆市主城区各

区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种类总体上较少(多在

３０种以内)ꎬ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这些区的经

济较为发达、人口密度大且城市化进程迅速ꎬ加之人

们的生产活动频繁ꎬ对野生植物生长和生存环境造成

了较大的干扰[３４]ꎮ
重庆市属于典型的山地地貌ꎬ而山地属于独特的

自然地理区域ꎬ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４０－４１]ꎮ 随着海

拔的升高ꎬ气温逐渐降低ꎬ受山地气候和地形的影响ꎬ
植物多样性在垂直分布上通常表现出先增加后减少

的单峰分布格局[２２]ꎮ 重庆市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随海拔升高表现出相似的特征ꎬ即种数在海拔

１ ３００ ｍ 内随海拔升高而增多ꎬ并在海拔 ( ９００ꎬ

１ ３００] ｍ最多ꎬ之后随海拔升高而逐渐减少ꎻ总体来

看ꎬ重庆市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主要分布在海拔

５００~１ ７００ ｍ范围内ꎬ基本位于中低海拔区域ꎬ这是

因为中低海拔区域拥有更适宜的气候条件ꎬ能够满足

许多植物的生长和繁殖需求[３４]ꎮ 然而ꎬ中低海拔区

域的人类活动较为频繁ꎬ自然植被更容易遭到破坏ꎬ
适宜植物生存的生境不断缩减ꎬ因此ꎬ建议加大对重

庆市中低海拔区域植被的保护力度ꎬ降低人为活动干

扰强度[３４ꎬ４２]ꎮ
研究发现ꎬ山脉和水系对野生植物的分布格局有

较大影响[３４]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重庆市分布的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集中分布在大巴山脉、大娄山脉、武陵

山脉和巫山－七曜山脉 ４个主要山脉ꎮ 这些山脉的海

拔跨度较大ꎬ小区域气候及地形地貌存在明显差异ꎬ
且建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ꎬ能够更有效地保护区域内

的原生生境和生物多样性ꎬ成为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

汇集地ꎮ 重庆市 ９ 个主要水系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存在明显差异ꎬ其中ꎬ长江水系、大宁河水系和任

河水系分布的种类均在 １００种以上ꎬ这些水系不仅是

建立重庆市湿地公园的依托ꎬ还为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提供了有利的生存和繁衍条件ꎮ
３.４　 重庆市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分布热点区域

　 　 采用筛除算法筛选生物多样性分布热点区域ꎬ主
要是在以物种分布数量为基本原则确定分布热点区

域的基础上ꎬ进一步筛选出互补性最高且保护面积最

小的区域ꎬ从而组成一个整体的保护网络ꎬ尽可能实

现利用最小土地面积保护最多物种的目的[４３－４４]ꎮ 本

研究利用该方法筛选出 １２ 个分布热点区域ꎬ这些区

域分布有重庆市的所有重点保护野生植物ꎬ其中ꎬ南
川区分布的种类高达 １３４种ꎮ 比较发现ꎬ本研究筛选

出的分布热点区域与重庆市的大巴山、武陵山生物多

样性保护优先区等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区域高度重

合[４５]ꎬ并且ꎬ这些分布热点区域与重庆市分布的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的空间分布基本一致ꎬ说明这些分布热

点区域具有较高的生境适宜性和资源丰富度ꎬ并受到

了有效保护ꎬ为重庆市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提供

了良好的生存环境ꎮ
３.５　 重庆市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保护建议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资源的保护工作刻不容缓ꎬ是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基础ꎬ更是深入贯彻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的前提ꎮ 重庆市拥有丰富的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资源ꎬ不仅是因为该地区良好的生态环境ꎬ还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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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建立的众多保护区ꎮ 然而ꎬ笔者在实际调查中

发现ꎬ重庆市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正面临着人为

破坏、生境破碎化等威胁ꎬ对其实施有效的保护措施

迫在眉睫ꎮ 根据目前重庆市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物种组成及多样性特征ꎬ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制定

保护措施:
１)在全市范围内加大对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宣

传力度ꎬ增强当地群众的保护意识ꎮ 重庆市分布的重

点保护野生植物中部分种类具有观赏价值、药用价值

等ꎬ部分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区(县)的群众一旦发现

了某类植物(如兰科植物、藜芦科植物)具有经济效

益ꎬ便会无节制地乱采滥挖ꎮ 因此ꎬ需加强向当地群

众进行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重要性的宣传力度ꎬ同时加

强对当地群众生态保护意识的教育ꎮ 建议各级保护

部门定期开展科普教育ꎬ结合新型传媒技术开展辅助

宣传ꎻ同时ꎬ加强对违法乱采、盗伐等行为的惩治力

度ꎬ让当地群众知晓违法乱采、盗伐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的后果ꎮ
２)积极开展重庆市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资

源的彻底调查ꎮ 掌握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本底情况

是实现精确保护的关键ꎬ同时也是建立全方位、有效

保护体系的重要基础ꎮ 目前ꎬ多数研究集中在保护区

以内ꎬ对于保护区以外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本底资源

的研究还比较欠缺ꎬ无法全面了解重庆市分布的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的生存现状ꎬ也不利于针对性保护措施

的制定与实施ꎮ
３)加强对重庆市分布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资源

的持续监测ꎮ 加强对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调查监测ꎬ
对其生境、分布状况、种群数量进行登记ꎬ建立完备的

数据库ꎬ同时ꎬ建议设置固定样地进行动态监测ꎬ及时

掌握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资源的变化情况ꎬ为后续保护

研究工作提供第一手资料ꎮ
４)加强受严重威胁植物的保护研究ꎮ 通过野外

调查与样地监测研究ꎬ评定出目前受到严重威胁的重

点保护野生植物ꎬ开展多学科、多专业合作研究ꎬ探究

濒危机制ꎬ运用科学手段建立繁殖体系ꎬ提高人工繁

育效率ꎬ同时收集并保存这些植物的核心种质资源ꎬ
从而达到拯救和保护的目的ꎮ

５)加强自然保护地管理ꎮ 首先ꎬ进一步强化对

自然保护地的管理ꎬ减少人为活动干扰ꎬ在加强对重

点保护野生植物保护的同时加大对其生境和生态系

统多样性的保护力度ꎻ其次ꎬ提高一线工作人员的相

关工作技能ꎬ开展多学科、多专业相互合作ꎬ提高保护

与管理成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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蕨类植物 Ｆｅｒｎｓ
石松科 Ｌｙｃ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皱边石杉 Ｈｕｐｅｒｚｉａ ｃｒｉｓｐａｔｅ (Ⅱ)
峨眉石杉 Ｈｕｐｅｒｚｉａ ｅｍｅｉｅｎｓｉｓ (Ⅱ)
南川石杉 Ｈｕｐｅｒｚｉａ ｎａｎｃｈｕａｎｅｎｓｉｓ (Ⅱ)
蛇足石杉 Ｈｕｐｅｒｚｉａ ｓｅｒｒａｔａ (Ⅱ)
四川石杉 Ｈｕｐｅｒｚｉａ ｓｕｔｃｈｕｅｎｉａｎａ (Ⅱ)
华南马尾杉 Ｐｈｌｅｇｍａｒｉｕｒｕｓ ａｕｓｔｒｏｓｉｎｉｃｕｓ (Ⅱ)
金丝条马尾杉 Ｐｈｌｅｇｍａｒｉｕｒｕｓ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Ⅱ)

瓶尔小草科 Ｏｐｈｉｏｇｌｏｓｓａｃｅａｅ

裸茎瓶尔小草 Ｏｐｈｉｏｇｌｏｓｓｕｍ ｎｕｄｉｃａｕｌｅ (Ｃ)
心叶瓶尔小草 Ｏｐｈｉｏｇｌｏｓｓｕｍ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Ｃ)
狭叶瓶尔小草 Ｏｐｈｉｏｇｌｏｓｓｕｍ ｔｈｅｒｍａｌｅ (Ｃ)
瓶尔小草 Ｏｐｈｉｏｇｌｏｓｓｕｍ ｖｕｌｇａｔｕｍ (Ｃ)
薄叶阴地蕨 Ｓｃｅｐｔｒｉｄｉｕｍ ｄａｕｃｉｆｏｌｉｕｍ (Ｃ)
粗壮阴地蕨 Ｓｃｅｐｔｒｉｄｉｕｍ ｒｏｂｕｓｔｕｍ (Ｃ)
阴地蕨 Ｓｃｅｐｔｒｉｄｉｕｍ ｔｅｒｎａｔｕｍ (Ｃ)

合囊蕨科 Ｍａｒａｔｔｉａｃｅａｅ
福建观音座莲 Ａｎｇｉｏｐｔｅｒｉｓ ｆｏｋｉｅｎｓｉｓ (Ⅱ)

金毛狗科 Ｃｉｂｏｔｉａｃｅａｅ
金毛狗 Ｃｉｂｏｔｉｕｍ ｂａｒｏｍｅｔｚ (Ⅱ)

桫椤科 Ｃｙａｔｈｅａｃｅａｅ
桫椤 Ａｌｓｏｐｈｉｌａ ｓｐｉｎｕｌｏｓａ (Ⅱ)

凤尾蕨科 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荷叶铁线蕨 Ａｄｉａｎｔｕｍ ｎｅｌｕｍｂｏｉｄｅｓ (Ⅰ)

双扇蕨科 Ｄｉ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中华双扇蕨 Ｄｉｐｔｅｒｉ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Ｃ)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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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子植物 Ｇｙｍｎｏｓｐｅｒｍｓ
银杏科 Ｇｉｎｋｇｏａｃｅａｅ

银杏 Ｇｉｎｋｇｏ ｂｉｌｏｂａ (Ⅰ)
罗汉松科 Ｐｏｄｏｃａｒｐａｃｅａｅ

罗汉松 Ｐｏｄｏｃａｒｐｕｓ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ｓ (Ⅱ)
百日青 Ｐｏｄｏｃａｒｐｕｓ ｎｅｒｉｉｆｏｌｉｕｓ (Ⅱ)

柏科 Ｃｕｐｒｅｓｓａｃｅａｅ
福建柏 Ｃｈａｍａｅｃｙｐａｒｉｓ ｈｏｄｇｉｎｓｉｉ (Ⅱ)
刺柏 Ｊｕｎｉｐｅｒｕｓ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Ｃ)
水杉 Ｍｅｔａｓｅｑｕｏｉａ ｇｌｙｐｔｏｓｔｒｏｂｏｉｄｅｓ (Ⅰ)
台湾杉 Ｔａｉｗａｎｉａ ｃｒｙｐｔｏｍｅｒｉｏｉｄｅｓ (Ⅱ)

崖柏 Ｔｈｕｊａ ｓｕｔｃｈｕｅｎｅｎｓｉｓ (Ⅰ)
红豆杉科 Ｔａｘａｃｅａｅ

穗花杉 Ａｍｅｎｔｏｔａｘｕｓ ａｒｇｏｔａｅｎｉａ (Ⅱ)
宽叶粗榧 Ｃｅｐｈａｌｏｔａｘｕｓ 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ａ (Ｃ)
篦子三尖杉 Ｃｅｐｈａｌｏｔａｘｕｓ ｏｌｉｖｅｒｉ (Ⅱ)
粗榧 Ｃｅｐｈａｌｏｔａｘｕ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Ｃ)
红豆杉 Ｔａｘｕｓ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ａｎａ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Ⅰ)
南方红豆杉 Ｔａｘｕｓ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ａｎａ ｖａｒ. ｍａｉｒｅｉ (Ⅰ)
巴山榧 Ｔｏｒｒｅｙａ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Ⅱ)
榧 Ｔｏｒｒｅｙａ ｇｒａｎｄｉｓ (Ⅱ)

松科 Ｐｉｎａｃｅａｅ
秦岭冷杉 Ａｂｉｅｓ ｃｈｅｎｓｉｅｎｓｉｓ (Ⅱ)
巴山冷杉 Ａｂｉｅｓ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Ｃ)
银杉 Ｃａｔｈａｙａ ａｒｇｙ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Ⅰ)
大果青杄 Ｐｉｃｅａ ｎｅｏｖｅｉｔｃｈｉｉ (Ⅱ)
麦吊云杉 Ｐｉｃｅａ ｂｒａｃｈｙｔｙｌａ (Ｃ)
华南五针松 Ｐｉｎｕｓ ｋｗａｎｇｔｕｎｇｅｎｓｉｓ (Ⅱ)
金钱松 Ｐｓｅｕｄｏｌａｒｉｘ ａｍａｂｉｌｉｓ (Ⅱ)
黄杉 Ｐｓｅｕｄｏｔｓｕｇ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Ⅱ)
铁杉 Ｔｓｕｇ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Ｃ)

被子植物 Ａｎｇｉｏｓｐｅｒｍｓ
马兜铃科 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ｃｅａｅ

背蛇生 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 ｔｕｂｅｒｏｓａ (Ｃ)
关木通 Ｉｓｏｔｒｅｍａ ｍａｎｓｈｕｒｉｅｎｓｅ (Ｃ)
马蹄香 Ｓａｒｕｍａ ｈｅｎｒｙｉ (Ⅱ)

木兰科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鹅掌楸 Ｌｉｒ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Ⅱ)
红花木莲 Ｍａｎｇｌｉｅｔｉａ ｉｎｓｉｇｎｉｓ (Ｃ)
巴东木莲 Ｍａｎｇｌｉｅｔｉａ ｐａｔｕｎｇｅｎｓｉｓ (Ｃ)
黄心夜合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ｍａｒｔｉｎｉ (Ｃ)
峨眉含笑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ｗｉｌｓｏｎｉｉ (Ⅱ)
川含笑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ｗｉｌｓｏｎｉｉ ｓｕｂｓｐ. ｓｚｅｃｈｕａｎｉｃａ (Ｃ)
望春玉兰 Ｙｕｌａｎｉａ ｂｉｏｎｄｉｉ (Ｃ)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金线兰 Ａｎｏｅｃｔｏｃｈｉｌｕｓ ｒｏｘｂｕｒｇｈｉｉ (Ⅱ)
小白及 Ｂｌｅｔｉｌｌａ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Ｃ)
白及 Ｂｌｅｔｉｌｌａ ｓｔｒｉａｔａ (Ⅱ)
银兰 Ｃｅｐｈａｌａｎｔｈｅｒａ ｅｒｅｃｔａ (Ｃ)
金兰 Ｃｅｐｈａｌａｎｔｈｅｒａ ｆａｌｃａｔａ (Ｃ)
头蕊兰 Ｃｅｐｈａｌａｎｔｈｅｒａ ｌｏｎｇｉｆｏｌｉａ (Ｃ)
金佛山兰 Ｃｅｐｈａｌａｎｔｈｅｒａ ｎａｎｃｈｕａｎｉｃａ (Ｃ)
独花兰 Ｃｈａｎｇｎｉｅｎｉａ ａｍｏｅｎａ (Ⅱ)
杜鹃兰 Ｃｒｅｍａｓｔｒａ 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ｔａ (Ⅱ)
莎叶兰 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 ｃｙｐｅ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Ⅱ)
送春 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 ｃｙｐｅ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ｖａｒ.
ｓｚｅｃｈｕａｎｉｃｕｍ (Ⅱ)
建兰 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 ｅｎｓｉｆｏｌｉｕｍ (Ⅱ)
蕙兰 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 ｆａｂｅｒｉ (Ⅱ)
多花兰 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ｕｍ (Ⅱ)
春兰 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 ｇｏｅｒｉｎｇｉｉ (Ⅱ)
春剑 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 ｇｏｅｒｉｎｇｉｉ ｖａｒ.
ｌｏｎｇｉ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ｕｍ (Ⅱ)
寒兰 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 ｋａｎｒａｎ (Ⅱ)
大根兰 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 ｍａｃｒｏｒｈｉｚｏｎ (Ⅱ)
豆瓣兰 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 ｓｅｒｒａｔｕｍ (Ⅱ)
褐花杓兰 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 ｃａｌｃｉｃｏｌａ (Ⅱ)
对叶杓兰 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 ｄｅｂｉｌｅ (Ⅱ)
毛瓣杓兰 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Ⅱ)

大叶杓兰 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 ｆａｓｃｉｏｌａｔｕｍ (Ⅱ)
黄花杓兰 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 ｆｌａｖｕｍ (Ⅱ)
毛杓兰 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 ｆｒａｎｃｈｅｔｉｉ (Ⅱ)
绿花杓兰 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 ｈｅｎｒｙｉ (Ⅱ)
扇脉杓兰 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Ⅱ)
大花杓兰 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 ｍａｃｒａｎｔｈｏｓ (Ⅱ)
斑叶杓兰 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 ｍａｒｇａｒｉｔａｃｅｕｍ (Ⅱ)
小花杓兰 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ｕｍ (Ⅱ)
曲茎石斛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ｆｌｅｘｉｃａｕｌｅ (Ⅰ)
细叶石斛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ｈａｎｃｏｃｋｉｉ (Ⅱ)
广东石斛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ｋｗａｎｇｔｕｎｇｅｎｓｅ (Ⅱ)
罗河石斛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ｌｏｈｏｈｅｎｓｅ (Ⅱ)
细茎石斛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ｍｏｎｉｌｉｆｏｒｍｅ (Ⅱ)
石斛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ｎｏｂｉｌｅ (Ⅱ)
天麻 Ｇａｓｔｒｏｄｉａ ｅｌａｔａ (Ⅱ)
手参 Ｇｙｍｎａｄｅｎｉａ ｃｏｎｏｐｓｅａ (Ⅱ)
麻栗坡兜兰 Ｐａｐｈｉｏｐｅｄｉｌｕｍ ｍａｌｉｐｏｅｎｓｅ (Ⅰ)
独蒜兰 Ｐｌｅｉｏｎｅ ｂｕｌｂｏｃｏｄｉｏｉｄｅｓ (Ⅱ)
美丽独蒜兰 Ｐｌｅｉｏｎｅ ｐｌｅｉｏｎｏｉｄｅｓ (Ⅱ)

樟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隐脉黄肉楠 Ａｃｔｉｎｏｄａｐｈｎｅ ｏｂｓｃｕｒｉｎｅｒｖｉａ (Ｃ)
油樟 Ｃａｍｐｈｏｒａ ｌｏｎｇｅ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Ⅱ)
阔叶樟 Ｃａｍｐｈｏｒａ ｐｌａｔｙｐｈｙｌｌａ (Ｃ)
竹叶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ｆａｂｅｒｉ (Ｃ)
润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ｎａｎｍｕ (Ⅱ)
细叶楠 Ｐｈｏｅｂｅ ｈｕｉ (Ⅱ)
紫楠 Ｐｈｏｅｂｅ ｓｈｅａｒｅｒｉ (Ｃ)
楠木 Ｐｈｏｅｂｅ ｚｈｅｎｎａｎ (Ⅱ)

薯蓣科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ｃｅａｅ
穿龙薯蓣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ｎｉｐｐｏｎｉｃａ (Ｃ)
盾叶薯蓣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ｚｉｎｇｉｂｅｒｅｎｓｉｓ (Ｃ)

藜芦科 Ｍｅｌａｎｔｈｉａｃｅａｅ
五指莲重楼 Ｐａｒｉｓ ａｘｉａｌｉｓ (Ⅱ)
巴山重楼 Ｐａｒｉｓ ｂａ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Ⅱ)
金线重楼 Ｐａｒｉｓ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 (Ⅱ)
球药隔重楼 Ｐａｒｉｓ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Ⅱ)
具柄重楼 Ｐａｒｉｓ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ｖａｒ. ｐｅｔｉｏｌａｔａ (Ⅱ)

毛重楼 Ｐａｒｉｓ ｍａｉｒｅｉ (Ⅱ)
花叶重楼 Ｐａｒｉｓ ｍａｒｍｏｒａｔａ (Ⅱ)
七叶一枝花 Ｐａｒｉｓ 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 (Ⅱ)
华重楼 Ｐａｒｉｓ 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Ⅱ)
小重楼 Ｐａｒｉｓ 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 ｖａｒ. ｍｉｎｏｒ (Ⅱ)
长药隔重楼 Ｐａｒｉｓ 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 ｖａｒ.
ｐｓｅｕｄｏｔｈｉｂｅｔｉｃａ (Ⅱ)
狭叶重楼 Ｐａｒｉｓ 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 ｖａｒ. ｓｔｅｎｏｐｈｙｌｌａ (Ⅱ)
滇重楼 Ｐａｒｉｓ 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 ｖａｒ.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Ⅱ)
黑籽重楼 Ｐａｒｉｓ ｔｈｉｂｅｔｉｃａ (Ⅱ)

百合科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荞麦叶大百合 Ｃａｒｄｉｏｃｒｉｎｕｍ ｃａｔｈａｙａｎｕｍ (Ⅱ)
天目贝母 Ｆｒｉｔｉｌｌａｒｉａ ｍｏｎａｎｔｈａ (Ⅱ)
太白贝母 Ｆｒｉｔｉｌｌａｒｉａ ｔａｉｐａｉｅｎｓｉｓ (Ⅱ)
绿花百合 Ｌｉｌｉｕｍ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Ⅱ)
金佛山百合 Ｌｉｌｉｕｍ ｊｉｎｆｕｓｈａｎｅｎｓｅ (Ｃ)
乳头百合 Ｌｉｌｉｕｍ ｐａｐｉｌｌｉｆｅｒｕｍ (Ⅱ)
延龄草 Ｔｒｉｌｌｉｕｍ ｔｓｃｈｏｎｏｓｋｉｉ (Ｃ)

罂粟科 Ｐａｐａｖｅｒａｃｅａｅ
石生黄堇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ｓａｘｉｃｏｌａ (Ⅱ)

小檗科 Ｂｅｒｂ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川八角莲 Ｄｙｓｏｓｍａ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 (Ⅱ)
小八角莲 Ｄｙｓｏｓｍａ ｄｉｆｆｏｒｍｉｓ (Ⅱ)
贵州八角莲 Ｄｙｓｏｓｍａ ｍａｊｏｅｎｓｉｓ (Ⅱ)
六角莲 Ｄｙｓｏｓｍａ ｐｌｅｉａｎｔｈａ (Ⅱ)
八角莲 Ｄｙｓｏｓｍａ ｖｅｒｓｉｐｅｌｌｉｓ (Ⅱ)

毛茛科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南川升麻 Ａｃｔａｅａ ｎａｎｃｈｕａｎｅｎｓｉｓ (Ｃ)
黄连 Ｃｏｐｔｉ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Ⅱ)
草芍药 Ｐａｅｏｎｉａ ｏｂｏｖａｔａ (Ｃ)

昆栏树科 Ｔｒｏｃｈｏｄｅｎｄｒａｃｅａｅ
水青树 Ｔｅｔｒａｃｅｎｔｒｏｎ ｓｉｎｅｎｓｅ (Ⅱ)

黄杨科 Ｂｕｘａｃｅａｅ
宜昌黄杨 Ｂｕｘｕｓ ｉｃｈ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Ｃ)
黄杨 Ｂｕｘｕｓ ｓｉｎｉｃａ (Ｃ)

金缕梅科 Ｈａｍａｍｅｌｉｄａｃｅａｅ
中华蚊母树 Ｄｉｓｔｙｌｉ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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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白树 Ｓｉｎｏｗｉｌｓｏｎｉａ ｈｅｎｒｙｉ (Ｃ)
连香树科 Ｃｅｒｃｉｄｉ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连香树 Ｃｅｒｃｉｄ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Ⅱ)
景天科 Ｃｒａｓｓｕｌａｃｅａｅ

云南红景天 Ｒｈｏｄｉｏｌ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Ⅱ)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山豆根 Ｅｕｃｈｒｅｓｔ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Ⅱ)
管萼山豆根 Ｅｕｃｈｒｅｓｔａ ｔｕｂｕｌｏｓａ (Ｃ)
野大豆 Ｇｌｙｃｉｎｅ ｓｏｊａ (Ⅱ)
花榈木 Ｏｒｍｏｓｉａ ｈｅｎｒｙｉ (Ⅱ)
红豆树 Ｏｒｍｏｓｉａ ｈｏｓｉｅｉ (Ⅱ)
秃叶红豆 Ｏｒｍｏｓｉａ ｎｕｄａ (Ⅱ)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单瓣月季花 Ｒｏｓ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ａ (Ⅱ)
亮叶月季 Ｒｏｓａ ｌｕｃｉｄｉｓｓｉｍａ (Ⅱ)

榆科 Ｕｌｍａｃｅａｅ
青檀 Ｐｔｅｒｏｃｅｌｔｉｓ ｔａｔａｒｉｎｏｗｉｉ (Ｃ)
大叶榉树 Ｚｅｌｋｏｖａ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ｉａｎａ (Ⅱ)

桑科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南川木波罗 Ａｒｔｏｃａｒｐｕｓ ｎａｎｃｈｕａｎｅｎｓｉｓ (Ⅱ)
北碚榕 Ｆｉｃｕｓ ｂｅｉｐｅｉｅｎｓｉｓ (Ｃ)

壳斗科 Ｆａｇａｃｅａｅ
台湾水青冈 Ｆａｇｕｓ ｈａｙａｔａｅ (Ⅱ)
尖叶栎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ｏｘｙｐｈｙｌｌａ (Ⅱ)

胡桃科 Ｊｕｇｌａｎｄａｃｅａｅ
青钱柳 Ｃｙｃｌｏｃａｒｙａ ｐａｌｉｕｒｕｓ (Ｃ)
胡桃楸 Ｊｕｇｌａｎｓ ｍａｎｄｓｈｕｒｉｃａ (Ｃ)

桦木科 Ｂｅｔｕｌａｃｅａｅ
华榛 Ｃｏｒｙｌ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Ｃ)

秋海棠科 Ｂｅｇｏｎｉａｃｅａｅ
缙云秋海棠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ｊｉｎｙｕｎｅｎｓｉｓ (Ｃ)

卫矛科 Ｃｅｌａｓｔｒａｃｅａｅ
缙云卫矛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ｃｈｌｏｒａｎｔｈｏｉｄｅｓ (Ｃ)

千屈菜科 Ｌｙｔｈｒａｃｅａｅ
川黔紫薇 Ｌａｇｅｒ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ｅｘｃｅｌｓａ (Ｃ)
南紫薇 Ｌａｇｅｒ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ｓｕｂｃｏｓｔａｔａ (Ｃ)

瘿椒树科 Ｔａｐｉｓｃｉａｃｅａｅ
瘿椒树 Ｔａｐｉｓｃ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Ｃ)

无患子科 Ｓａｐｉｎｄａｃｅａｅ
梓叶槭 Ａｃｅｒ ａｍｐｌｕｍ ｓｕｂｓｐ.
ｃａｔａｌｐｉｆｏｌｉｕｍ (Ⅱ)
血皮槭 Ａｃｅｒ ｇｒｉｓｅｕｍ (Ｃ)
四川槭 Ａｃｅｒ ｓｕｔｃｈｕｅｎｅｎｓｅ (Ｃ)
薄叶槭 Ａｃｅｒ ｔｅｎｅｌｌｕｍ (Ｃ)
金钱槭 Ｄｉｐｔｅｒｏｎ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Ｃ)
伞花木 Ｅｕｒｙｃｏｒｙｍｂｕｓ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 (Ⅱ)

芸香科 Ｒｕｔａｃｅａｅ
宜昌橙 Ｃｉｔｒｕｓ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 (Ⅱ)
黄檗 Ｐｈｅｌｌ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ａｍｕｒｅｎｓｅ (Ⅱ)
川黄檗 Ｐｈｅｌｌ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Ⅱ)

楝科 Ｍｅｌｉａｃｅａｅ
红椿 Ｔｏｏｎａ ｃｉｌｉａｔａ (Ⅱ)

叠珠树科 Ａｋａｎｉａｃｅａｅ
伯乐树 Ｂｒｅｔ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Ⅱ)

柽柳科 Ｔａｍａｒｉｃａｃｅａｅ
疏花水柏枝 Ｍｙｒｉｃａｒｉａ ｌａｘｉｆｌｏｒａ (Ⅱ)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金荞麦 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ｄｉｂｏｔｒｙｓ (Ⅱ)

蓝果树科 Ｎｙｓｓａｃｅａｅ
珙桐 Ｄａｖｉｄｉａ 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ｅ (Ⅰ)

山茱萸科 Ｃｏｒｎａｃｅａｅ
光皮梾木 Ｃｏｒｎｕｓ ｗｉｌｓｏｎｉａｎａ (Ｃ)

柿科 Ｅ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瓶兰花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ａｒｍａｔａ (Ｃ)
乌柿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ｃａｔｈａｙｅｎｓｉｓ (Ｃ)
川柿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ｓｕｔｃｈｕｅｎｓｉｓ (Ⅱ)

报春花科 Ｐｒｉｍｕｌａｃｅａｅ
川东灯台报春 Ｐｒｉｍｕｌａ ｍａｌｌｏｐｈｙｌｌａ (Ｃ)

山茶科 Ｔｈｅａｃｅａｅ
秃房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ｇｙｍｎｏｇｙｎａ (Ⅱ)
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Ⅱ)
普洱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ａｓｓａｍｉｃａ (Ⅱ)

疏齿大厂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ｔａｃｈ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ｒｅｍｏｔｉｓｅｒｒａｔａ (Ⅱ)
紫茎 Ｓｔｅｗａｒｔ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Ｃ)

安息香科 Ｓｔｙｒａｃａｃｅａｅ
陀螺果 Ｍｅｌｌ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ｘｙｌｏｃａｒｐｕｍ (Ｃ)
白辛树 Ｐｔｅｒｏｓｔｙｒａｘ ｐｓｉｌｏｐｈｙｌｌｕｓ (Ｃ)
木瓜红 Ｒｅｈｄ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ｍ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ｕｍ (Ｃ)
秤锤树 Ｓｉｎｏｊａｃｋｉａ ｘｙｌｏｃａｒｐａ (Ⅱ)
墨泡 Ｓｔｙｒａｘ ｈｕａｎｕｓ (Ｃ)

猕猴桃科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ｃｅａｅ
软枣猕猴桃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 ａｒｇｕｔａ (Ⅱ)

杜鹃花科 Ｅｒｉｃａｃｅａｅ
短梗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ｂｒａｃｈｙｐｏｄｕｍ (Ｃ)
树枫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ｃｈａｎｇｉｉ (Ｃ)
阔柄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ｐｌａｔｙｐｏｄｕｍ (Ｃ)
巫山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ｒｏｘｉｅｏｉｄｅｓ (Ｃ)

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香果树 Ｅｍ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ｙｓ ｈｅｎｒｙｉ (Ⅱ)

车前科 Ｐｌａｎｔ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丰都车前 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ｆｅｎｇｄｏｕｅｎｓｉｓ (Ⅱ)

唇形科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缙云黄芩 Ｓｃｕｔｅｌｌａｒｉａ ｔｓｉｎｙｕｎｅｎｓｉｓ (Ｃ)

列当科 Ｏｒｏｂａｎｃｈａｃｅａｅ
崖白菜 Ｔｒｉａｅｎｏｐｈｏｒａ ｒｕｐｅｓｔｒｉｓ (Ⅱ)

冬青科 Ａｑｕ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扣树 Ｉｌｅｘ ｋａｕｓｈｕｅ (Ⅱ)

桔梗科 Ｃａｍｐａｎｕｌａｃｅａｅ
珠子参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ｄｏｎ 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ａｃｅｕｓ ｓｕｂｓｐ.
ｆｏｒｒｅｓｔｉｉ (Ⅱ)

五加科 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
竹节参 Ｐａｎａｘ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Ⅱ)
假人参 Ｐａｎａｘ ｐｓｅｕｄｏｇｉｎｓｅｎｇ (Ⅱ)

伞形科 Ａｐｉａｃｅａｅ
川明参 Ｃｈｕａｎｍｉｎｓｈｅｎ ｖｉｏｌａｃｅｕｍ (Ⅱ)
珊瑚菜 Ｇｌｅｈｎｉａ ｌｉｔｔｏｒａｌｉｓ (Ⅱ)

　

Ⅰ: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ꎻ Ⅱ: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ｏｎｄ￣ｃｌａｓｓ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ꎻ Ｃ: 市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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