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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植物大数据遴选中国地理标志资源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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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系统与进化植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９３ꎻ ２. 中国科学院大学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摘要: 为了充分挖掘和利用中国野生植物资源ꎬ并将资源植物利用与乡村振兴紧密结合ꎬ本文基于植物大数据ꎬ兼
顾资源植物的经济价值和地域分布ꎬ提出利用地标系数遴选各地级行政区的“地理标志资源植物”(简称“地标植

物”)ꎮ 在全国 ３７５ 个地级行政区(即省级行政区管辖的行政单位ꎬ包含地级市、盟、自治州、地区、省直辖县级行政

区)共遴选出 １ １８１ 种地标植物候选物种ꎬ每个地级行政区至少 １ 种ꎻ并且ꎬ从这些候选物种中遴选出 ６６１ 种地标植

物ꎬ这些地标植物或具有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历史ꎬ或已具备产业基础及当地栽培历史ꎬ或易规模化生产ꎮ
从省级行政区看ꎬ广东遴选出的地标植物最多(１０２ 种)ꎬ接下来依次为四川、云南和海南ꎬ遴选出的地标植物分别

有 ９６、８６ 和 ８３ 种ꎮ 从地级行政区看ꎬ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安徽省芜湖市、江苏省淮安市、西藏自治区林芝

市遴选出的地标植物最多(８ 种)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有 １７ 种植物仅为 １ 个地级行政区的地标植物ꎬ建议将这类植物

开发成“地理标志植物产品”(简称“地标产品”)ꎮ 另外ꎬ还存在 １ 种植物被遴选为多个地级行政区地标植物的情

况ꎮ 对于地理空间上连续的多个地级行政区的地标植物ꎬ建议协同当地有关部门打造地标产品ꎬ塑造产业集群优

势ꎻ而对于地理空间上不连续的多个地级行政区的地标植物ꎬ则需要突破地域壁垒ꎬ创新营销模式ꎬ构建营销网络ꎬ
注重品牌打造ꎬ以形成拳头产品ꎮ 研究结果显示:基于植物大数据可遴选出各地独特的优良植物资源ꎬ后续可将地

标植物开发成地标产品ꎬ避免区域资源植物产业发展同质化ꎬ服务地方经济建设ꎬ助力乡村振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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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ｍｏｇｅ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ｌａｎ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ｓｅｒｖｅ ｌｏ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ｈｅｌｐ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ｂｉｇ ｄａｔａꎻ ｌａｎｄｍａｒｋ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ꎻ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ｌａｎｔꎻ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ꎻ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近几十年来ꎬ以市场为导向ꎬ根据区域内资源禀

赋ꎬ变资源优势为产业和品牌优势ꎬ逐步形成具有区

域特色的产业链或产业集群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在

一些国家或地区得到积极倡导ꎮ 这种发展模式要求

每个县、每个镇、每个乡或每个村充分利用当地资源ꎬ
开发特色产业ꎬ形成市场优势和经济效益ꎬ最终发展

为地方标志或品牌ꎮ 根据地域范围不同ꎬ称为“一县

一品”“一镇一品”“一乡一品”“一村一品”ꎮ
早在 １９７９ 年ꎬ日本大分县为了缩小城乡差距、防

止人口外流、解决就业问题并促进经济发展ꎬ提出了

“一村一品”区域经济发展模式[１]ꎮ 该经济发展模式

秉持“立足乡土、占领全国、放眼世界ꎬ自立自主、体
现民意、独具创新ꎬ培养人才、选拔领导、面向未来”
的原则ꎬ将当地居民自主研发的产品发展为维持地方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色产业ꎮ 随后ꎬ“一村一品”区

域经济发展模式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得到迅速推广ꎬ为
日本乡村振兴做出了重要贡献ꎮ 许多国家纷纷效仿

日本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ꎬ逐渐发展成“一乡一品”
“一镇一品”“一县一品”等不同地域尺度的经济发展

模式ꎬ并且这些经济发展模式逐渐成为许多国家ꎬ尤
其是发展中国家振兴农村经济的重要途径[２－６]ꎮ

随着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发展ꎬ中国也开始

尝试探索区域经济发展之路ꎮ １９８９ 年ꎬ台湾省经济

部中小企业处推出了类似的经济发展模式ꎬ旨在遴选

出具有国际市场发展潜力的公司和产品ꎬ让台湾各地

特色产品走向国际[７]ꎮ 经过 ３０ 多年的努力ꎬ已培育

出多种特色产品ꎬ如大溪豆干、日月潭红茶、竹叉匙、
文山茶等ꎬ为台湾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ꎬ中国大陆率先在东部发达地区引进“一村一

品”区域经济发展模式ꎬ后逐步推广到中部和西部地

区[８－１０]ꎮ 截至 ２００７ 年ꎬ陕西、江西、福建等 １０ 多个省

份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或发展规划ꎻ广东、广西、黑龙江

等 ９ 个省份设立了支持“一村一品”区域经济发展模

式的专项资金ꎮ 如今ꎬ“一村一品”区域经济发展模

式在中国大陆很多地区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１１－１３]ꎮ
２００８ 年ꎬ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支持发展‘一村一品’计
划”ꎬ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对该政策的重视ꎮ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ꎬ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授权中

国民族贸易促进会牵头启动实施“中国‘一乡一品’
产业促进计划”ꎬ并按照“开展质量品牌提升行动”的
要求ꎬ结合地方实际情况ꎬ推动相关地区(村、镇级)
开展“全国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建设ꎬ打造知名区

域品牌ꎮ 截至 ２０２１ 年ꎬ国家农业农村部已经组织开

展了 １１ 批次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认定和检测

工作ꎮ 目前ꎬ该项产业促进计划已经扩展到全国近

３ ０００ 个县(县级市)、４０ ０００ 多个乡(镇)ꎬ为国家级

贫困县脱贫摘帽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ꎮ
然而ꎬ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国内ꎬ“一村一品”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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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县一品”“一镇一品”“一乡一品”)区域经济发展

模式的品牌多集中在农、林、牧、渔产品及其加工产品

(如蔬菜瓜果、粮食油料、水产品、畜禽蛋、茶叶、食品

饮料、中药材等)、文化产品和工艺品(如书法、绘画、
刺绣、雕刻、陶器、瓷器、篆刻等)以及服务性产品(餐
饮、旅游、针灸、推拿、非物质文化遗产等)ꎬ很少将当

地野生植物列入品牌培育对象ꎮ 造成这种状况的主

要原因有 ３ 个:一是人们对本地特色野生植物了解不

充分ꎻ二是各地对资源植物的开发利用不足ꎻ三是与

植物相关的产业链多未成形ꎮ 事实上ꎬ中国野生植物

种类丰富ꎬ据«中国资源植物»记载ꎬ有纤维植物 ４８０
多种、淀粉植物 １６０ 多种、油脂植物 ５００ 多种、芳香植

物 １ ２５０ 多种、鞣质植物 ２８０ 多种、药用植物 ８ ０００ 多

种[１４]ꎮ 虽然中国在野生资源植物收集方面已经取得

了一定的成就ꎬ但仍存在较多问题ꎬ如野生资源植物

的开发利用率低、精深加工及综合利用水平不高、可
持续利用重视程度低ꎮ 目前中国野生资源植物的开

发利用量只有蕴藏量的 ５％左右[１５]ꎬ虽然已有部分野

生资源植物被开发成当地名优特产ꎬ在地方经济发展

中起到支柱作用ꎬ但绝大多数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野

生资源植物仍处在“久居深山人未识”的状态[１６]ꎮ
为了更好地利用国内的资源植物ꎬ同时响应国家

“一村一品”区域经济发展的号召ꎬ本文从植物大数

据角度提出 “地理标志资源植物” (简称 “地标植

物”)的概念ꎬ即具有地域特色且有潜力开发成区域

“地理标志植物产品” (简称“地标产品”)的资源植

物ꎮ 同时ꎬ采用定量评估方法遴选各地的地标植物ꎬ
帮助地方优化绿色产业规划ꎬ避免区域发展同质化ꎬ
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ꎮ 考虑到很多经济植物跨地区

分布ꎬ本文仅遴选地级行政区(即省级行政区管辖的

行政单位ꎬ包含地级市、盟、自治州、地区及省直辖县

级行政区)的地标植物ꎬ确保遴选出的地标植物能够

反映当地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历史ꎬ代表当地

与众不同的特征ꎬ并具有较高的社会显示度ꎮ 若遴选

出的地标植物能够与当地乡村振兴工程接轨ꎬ形成规

模化产业ꎬ并通过市场转化为产品ꎬ那么这必将成为

一条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现实路径ꎮ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物种信息来源及分析

文中的物种信息以 «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ｅｆｌｏｒａｓ.ｏｒｇ / ｆｌｏｒａ＿ｐａｇｅ.ａｓｐｘ? ｆｌｏｒａ＿ｉｄ ＝ ２)为基础ꎬ
并根据«中国生物物种名录» (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ｓｐ２０００.
ｏｒｇ.ｃｎ / )进行修正ꎻ根据«中国资源植物» [１４] 将资源

植物进行分类ꎻ根据全国和地区的植物志类书籍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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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ｂｉｆ.ｏｒｇ / )收集物

种的分布信息ꎮ 数据统计分析工作由关系型数据库

管理系统 ＭｙＳＱＬ(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ｙｓｑｌ.ｃｏｍ / )完成ꎮ
１.２　 地标植物遴选

１.２.１　 地标植物候选物种的遴选　 通过地标系数遴

选地标植物的候选物种ꎮ 地标系数包括经济价值和

特定地域 ２ 个方面ꎮ 经济价值指候选物种应具备«中
国资源植物» [１４] 里提及的某一个或几个经济价值类

型ꎬ中国的资源植物主要有 １３ 个类型ꎬ即药用植物、
观赏植物、纤维植物、淀粉植物、芳香植物、鞣料植物、
蜜源植物、木材植物、油料植物、有毒植物、野果植物、
野菜植物及牧草植物ꎮ 特定地域指候选物种仅分布

在某个或某几个区域ꎬ具有明显的区域地理特征ꎮ 特

定地域分布的植物有 ２ 类ꎬ一类是中国特有植物(Ⅰ
类特有植物)ꎬ即全球范围内仅分布在中国的植物ꎬ
另一类是区域特有植物(Ⅱ类特有植物)ꎬ即虽然在

全球其他地区有分布ꎬ但在中国仅分布在少数县级行

政区的植物ꎮ
在量化资源植物的经济价值时ꎬ按照每种资源植

物具有的经济价值类型数进行量化ꎬ具有 ３ 个及以上

类型经济价值赋值为 １０ꎬ具有 ２ 个类型经济价值赋

值为 ９ꎬ具有 １ 个类型经济价值赋值为 ８ꎮ 在量化资

源植物特定地域时ꎬ按照每种资源植物分布的县级行

政区数量进行量化ꎮ Ⅰ类特有植物分为 １０ 类ꎬ即
Ⅰ１、Ⅰ２、Ⅰ３、Ⅰ４、Ⅰ５、Ⅰ６、Ⅰ７、Ⅰ８、Ⅰ９、Ⅰ１０ꎬ分布的

县级行政区数量分别为 １ ~ １０、１１ ~ ２０、２１ ~ ３０、３１ ~
４０、４１~５０、５１~６０、６１~７０、７１~８０、８１~９０、９１~１００ꎬ依
次赋值为 １０、９、８、７、６、５、４、３、２、１ꎻⅡ类特有植物分

为 ４ 类ꎬ即Ⅱ１、Ⅱ２、Ⅱ３和Ⅱ４ꎬ分布的县级行政区数量

分别为 １~１０、１１~ ２０、２１ ~ ３０、３１ ~ ４０ꎬ依次赋值为 ４、
３、２、１ꎮ 分布的县级行政区数量超过 １００ 的Ⅰ类特有

植物及分布的县级行政区数量超过 ４０ 的Ⅱ类特有植

物通常不作为地标植物的候选物种ꎮ
根据每种资源植物的经济价值和特定地域的赋

值结果计算地标系数ꎮ 为了扩大各资源植物地标系

数的区分度ꎬ以经济价值和特定地域赋值的乘积为地

标系数ꎬ因此ꎬ地标系数的最大值为 １００ꎬ最小值为 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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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地标植物遴选　 在每个地级行政区地标植物

候选物种中遴选地标植物ꎮ 由于不同候选物种可能

具有相同的地标系数ꎬ故部分地级行政区可遴选出多

种候选物种ꎮ 如果某地级行政区仅遴选出 １ 种候选

物种ꎬ则将该候选物种作为此地级行政区的地标植

物ꎻ如果某地级行政区遴选出多个候选物种ꎬ则将至

少符合下列特征之一的候选物种优先列入该地级行

政区的地标植物:１)具有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

文历史ꎻ２)已有产业基础或在当地有栽培历史ꎬ或易

形成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种植ꎮ 如果按照上述标

准某地级行政区没有遴选出地标植物候选物种ꎬ则从

分布的县级行政区数量超过 １００ 的Ⅰ类特有植物或

分布的县级行政区数量超过 ４０ 的Ⅱ类特有植物中遴

选同时具有以上 ２ 个特征且具有经济价值的植物作

为该地级行政区的地标植物ꎮ 如果按照上述方法仍

然没有遴选出合适的地标植物ꎬ则将邻近地级行政区

的地标植物作为该地级行政区的地标植物ꎮ

２　 结果和分析

２.１　 地标植物候选物种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在中国 ３７５ 个地级行政区共遴选

出 １ １８１ 种地标植物候选物种ꎬ每个地级行政区至少

１ 种ꎬ部分种类被遴选为多个地级行政区的地标植物

候选物种ꎮ 地标系数最高(１００)的资源植物有 ２ 种ꎬ
分别为海南紫荆木 (Ｍａｄｈｕｃａ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Ｃｈｕｎ ｅｔ
Ｈｏｗ)和台湾松(Ｐｉｎｕｓ ｔａｉｗａｎｅｎｓｉｓ Ｈａｙａｔａ)ꎮ 海南紫荆

木具有木材、鞣料和油脂 ３ 种经济价值ꎬ且为中国特

有植物ꎬ仅在海南省三亚市和海南省的 ９ 个省直辖县

级行政区(即五指山市、万宁市、东方市、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陵水黎族自治县、乐东黎族自治县、昌江黎

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白沙黎族自治县)
有分布ꎮ 台湾松具有芳香、观赏和油脂 ３ 种经济价

值ꎬ仅 分 布 于 台 湾 省ꎮ 小 花 地 不 容 ( 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ａ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 Ｈ. Ｓ. Ｌｏ ｅｔ Ｍ. Ｙａｎｇ )、 海 南 地 不 容

(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ａ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Ｈ. Ｓ. Ｌｏ ｅｔ Ｙ. Ｔｓｏｏｎｇ)、华中茶

藨子(Ｒｉｂｅｓ ｈｅｎｒｙｉ Ｆｒａｎｃｈ.)、蓝果杜鹃〔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ｃｙａｎｏｃａｒｐｕｍ ( Ｆｒａｎｃｈ.) Ｗ. Ｗ. Ｓｍｉｔｈ 〕、 台 湾 火 棘

〔Ｐｙｒａｃａｎｔｈａ ｋｏｉｄｚｕｍｉｉ ( Ｈａｙａｔａ) Ｒｅｈｄ.〕、海南韶子

〔Ｎｅｐｈｅｌｉｕｍ ｔｏｐｅｎｇｉｉ (Ｍｅｒｒ.) Ｈ. Ｓ. Ｌｏ〕、香果新木姜子

(Ｎｅｏｌｉｔｓｅａ ｅｌｌｉｐｓｏｉｄｅａ Ｃ. Ｋ. Ａｌｌｅｎ )、 小 叶 九 里 香

〔Ｍｕｒｒａｙａ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Ｍｅｒｒ. ｅｔ Ｃｈｕｎ) Ｓｗｉｎｇｌｅ〕、瘤果

柯 (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ｈａｎｄｅｌｉａｎｕｓ Ａ. Ｃａｍｕｓ )、 红 柯

(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ｆｅｎｚｅｌｉａｎｕｓ Ａ. Ｃａｍｕｓ )、 宽 萼 岩 风

(Ｌｉｂａｎｏｔｉｓ ｌａｔｉｃａｌｙｃｉｎａ Ｒ. Ｈ. Ｓｈａｎ ｅｔ Ｍ. Ｌ. Ｓｈｅｈ)、少药

八角( Ｉｌｌｉｃｉｕｍ ｏｌｉｇａｎｄｒｕｍ Ｍｅｒｒ. ｅｔ Ｃｈｕｎ)、新疆阿魏

( Ｆｅｒｕｌａ ｓｉｎ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Ｋ. Ｍ. Ｓｈｅｎ )、 翅 果 油 树

(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 ｍｏｌｌｉｓ Ｄｉｅｌｓ )、 厚叶 川 木 香 〔 Ｄｏｌｏｍｉａｅａ
ｂｅｒａｒｄｉｏｉｄｅａ (Ｆｒａｎｃｈ.) Ｃ. Ｓｈｉｈ〕、陕西山楂(Ｃｒａｔａｅｇｕｓ
ｓｈｅｎｓｉｅｎｓｉｓ Ｐｏｊａｒｋ.)、天目朴树(Ｃｅｌｔｉｓ ｃｈｅ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Ｗ.
Ｃ. Ｃｈｅｎｇ)、海南锥(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Ｍｅｒｒ.)、夏
蜡梅 〔 Ｃａｌｙｃａｎｔｈ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 Ｗ. Ｃ. Ｃｈｅｎｇ ｅｔ Ｓ.
Ｙ. Ｃｈａｎｇ) Ｗ. Ｃ. Ｃｈｅｎｇ ｅｔ Ｓ. Ｙ. Ｃｈａｎｇ ｅｘ Ｐ. Ｔ. Ｌｉ〕和
海南砂仁(Ａｍｏｍｕｍ ｌｏｎｇｉｌｉｇｕｌａｒｅ Ｔ. Ｌ. Ｗｕ)的地标系

数较高ꎬ均为 ９０ꎮ 另外ꎬ还有 ２４６ 种地标植物候选物

种的地标系数大于等于 ８０ 且小于 ９０ꎬ１１９ 种地标植

物候选物种的地标系数大于等于 ７０ 且小于 ８０ꎬ９０ 种

地标植物候选物种的地标系数大于等于 ６０ 且小于

７０ꎬ６８ 种地标植物候选物种的地标系数大于等于 ５０
且小于 ６０ꎬ其余 ６３６ 种地标植物候选物种的地标系

数低于 ５０ꎮ 部分遴选出的地标植物候选物种的地标

系数见表 １ꎮ
２.２　 地标植物遴选结果

对中国 ３７５ 个地级行政区进行地标植物遴选ꎬ结
果显示:本研究共遴选到 ６６１ 种地标植物ꎬ隶属于

１２２ 科 ３３４ 属ꎮ 如琅琊榆 (Ｕｌｍｕｓ ｃｈｅｎｍｏｕｉ Ｗ. Ｃ.
Ｃｈｅｎｇ)可作为河北省滁州市的地标植物ꎬ黄山溲疏

(Ｄｅｕｔｚｉａ ｇｌａｕｃａ Ｃｈｅｎｇ)和黄山玉兰〔Ｙｕｌａｎｉａ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
(Ｅ. Ｈ. Ｗｉｌｓ.) Ｄ. Ｌ. Ｆｕ〕可作为安徽省黄山市的地标

植物ꎬ由于模式产地的原因可将宝华玉兰〔Ｙｕｌａｎｉａ
ｚｅｎｉｉ (Ｗ. Ｃ. Ｃｈｅｎｇ) Ｄ. Ｌ. Ｆｕ〕作为江苏省镇江市的

地标植物ꎮ 此外ꎬ还遴选出贵州省贵阳市、黔南布依

族苗族自治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铜仁市的

地标植物贵州山核桃(Ｃａｒｙａ ｋｗｅｉｃｈｏｗｅｎｓｉｓ Ｋｕａｎｇ ｅｔ
Ａ. Ｍ. Ｌｕ)以及江西省九江市的地标植物庐山葡萄

(Ｖｉｔｉｓ ｈｕｉ Ｗ. Ｃ. Ｃｈｅｎｇ)ꎮ
对遴选的地标植物进行统计ꎬ从省级行政区看ꎬ

平均每个省级行政区可遴选出 ４３ 种地标植物ꎬ其中ꎬ
广东遴选出的地标植物最多ꎬ有 １０２ 种ꎻ其次是四川ꎬ
共遴选出 ９６ 种地标植物ꎻ云南和海南遴选出的地标

植物也较多ꎬ分别有 ８６ 和 ８３ 种ꎻ广西、安徽、山东、湖
北、新疆、河南、甘肃、辽宁、湖南和江苏遴选出的地标

植物均在 ５０ 种及以上ꎮ 从地级行政区看ꎬ平均每个

地级行政区可遴选出 ４ 种地标植物ꎬ其中ꎬ云南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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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安徽省芜湖市、江苏省淮安市、西
藏自治区林芝市遴选出的地标植物最多ꎬ各有 ８ 种ꎮ
遴选出的各省级行政区和部分地级行政区的地标植

物种数见表 ２ꎮ

表 １　 部分遴选出的地标植物候选物种的地标系数１)

Ｔａｂｌｅ １　 Ｌａｎｄｍａｒｋ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ｍ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ｍａｒｋ ｐｌａｎｔｓ１)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赋值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ｎＥ ｎＣ
ＬＣ

台湾松 Ｐｉｎｕｓ ｔａｉｗａｎｅｎｓｉｓ １０ １０ １００
海南紫荆木 Ｍａｄｈｕｃａ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１０ １０ １００
小花地不容 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ａ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 ９ １０ ９０
海南地不容 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ａ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９ １０ ９０
华中茶藨子 Ｒｉｂｅｓ ｈｅｎｒｙｉ ９ １０ ９０
蓝果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ｃｙａｎｏｃａｒｐｕｍ ９ １０ ９０
台湾火棘 Ｐｙｒａｃａｎｔｈａ ｋｏｉｄｚｕｍｉｉ ９ １０ ９０
海南韶子 Ｎｅｐｈｅｌｉｕｍ ｔｏｐｅｎｇｉｉ １０ ９ ９０
香果新木姜子 Ｎｅｏｌｉｔｓｅａ ｅｌｌｉｐｓｏｉｄｅａ ９ １０ ９０
小叶九里香 Ｍｕｒｒａｙａ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９ １０ ９０
瘤果柯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ｈａｎｄｅｌｉａｎｕｓ ９ １０ ９０
红柯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ｆｅｎｚｅｌｉａｎｕｓ ９ １０ ９０
宽萼岩风 Ｌｉｂａｎｏｔｉｓ ｌａｔｉｃａｌｙｃｉｎａ ９ １０ ９０
少药八角 Ｉｌｌｉｃｉｕｍ ｏｌｉｇａｎｄｒｕｍ ９ １０ ９０
新疆阿魏 Ｆｅｒｕｌａ ｓｉｎ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９ １０ ９０
翅果油树 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 ｍｏｌｌｉｓ １０ ９ ９０
厚叶川木香 Ｄｏｌｏｍｉａｅａ ｂｅｒａｒｄｉｏｉｄｅａ ９ １０ ９０
陕西山楂 Ｃｒａｔａｅｇｕｓ ｓｈｅｎｓｉｅｎｓｉｓ ９ １０ ９０
天目朴树 Ｃｅｌｔｉｓ ｃｈｅ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９ １０ ９０
海南锥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１０ ９ ９０
夏蜡梅 Ｃａｌｙｃａｎｔｈ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９ １０ ９０
海南砂仁 Ａｍｏｍｕｍ ｌｏｎｇｉｌｉｇｕｌａｒｅ ９ １０ ９０
大理藜芦 Ｖｅｒａｔｒｕｍ ｔａｌｉｅｎｓｅ ９ ９ ８１
台东刺花悬钩子 Ｒｕｂｕｓ ｔａｉｔｏｅｎｓｉｓ ９ ９ ８１
蜀枣 Ｚｉｚｉｐｈｕｓ ｘｉ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ｅｎｓｉｓ ８ １０ ８０
泡滑竹 Ｙｕｓｈａｎｉａ ｍｉｔｉｓ ８ １０ ８０
多花丁公藤 Ｅｒｙｃｉｂｅ ｍｙｒｉａｎｔｈａ ８ ９ ７２
天平山淫羊藿 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 ｍｙｒｉａｎｔｈｕｍ ８ ９ ７２
蒙自藜芦 Ｖｅｒａｔｒｕｍ ｍｅｎｇｔｚｅａｎｕｍ １０ ７ ７０
降香 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ｏｄｏｒｉｆｅｒａ １０ ７ ７０
褐果枣 Ｚｉｚｉｐｈｕｓ ｆｕｎｇｉｉ ８ ８ ６４
鸡足葡萄 Ｖｉｔｉｓ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ｏｓａ ８ ８ ６４
鹅毛竹 Ｓｈｉｂａｔａｅ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９ ７ ６３
皱叶鹿蹄草 Ｐｙｒｏｌａ ｒｕｇｏｓａ ９ ７ ６３
羽叶丁香 Ｓｙｒｉｎｇａ ｐｉｎｎａｔｉｆｏｌｉａ １０ ６ ６０
金耳环 Ａｓａｒｕｍ ｉｎｓｉｇｎｅ １０ ６ ６０
环根芹 Ｃｙｃｌｏｒｈｉｚａ ｗａｌｔｏｎｉｉ ９ ６ ５４
银叶桂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ｍａｉｒｅｉ ９ ６ ５４
川陕花椒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ｐｉａｓｅｚｋｉｉ １０ ５ ５０
八角 Ｉｌｌｉｃｉｕｍ ｖｅｒｕｍ １０ ５ ５０

　 １) ｎＥ: 经济价值类型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ｔｙｐｅꎻ ｎＣ: 分布的
县级行政区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ꎻ
ＬＣ: 地标系数 Ｌａｎｄｍａｒｋ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表 ２　 遴选出的各省级行政区和部分地级行政区的地标植物种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ｌａｎｄｍａｒｋ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　

省级行政区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ｎ１) 地级行政区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ｎ１)

广东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１０２ 林芝市 Ｎｙｉｎｇｃｈｉ Ｃｉｔｙ ８
四川 Ｓｉｃｈｕａｎ ９６ 淮安市 Ｈｕａｉ’ａｎ Ｃｉｔｙ ８
云南 Ｙｕｎｎａｎ ８６ 芜湖市 Ｗｕｈｕ Ｃｉｔｙ ８
海南 Ｈａｉｎａｎ ８３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Ｗｅｎｓｈａｎ

Ｚｈｕａｎｇ ａｎｄ Ｍｉａｏ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

８

广西 Ｇｕａｎｇｘｉ ６０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Ｈｏｎｇｈｅ Ｈａｎｉ
ａｎｄ Ｙｉ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

７

安徽 Ａｎｈｕｉ ５９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
Ｄａｉ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

７

山东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５９ 陇南市 Ｌｏｎｇｎａｎ Ｃｉｔｙ ７
湖北 Ｈｕｂｅｉ ５８ 秦皇岛市 Ｑｉｎｈｕａｎｇｄａｏ Ｃｉｔｙ ７
新疆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５７ 连云港市 Ｌｉａｎｙｕｎｇａｎｇ Ｃｉｔｙ ７
河南 Ｈｅｎａｎ ５５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Ａｂａ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ａｎｄ Ｑｉａｎｇ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
７

甘肃 Ｇａｎｓｕ ５４ 鞍山市 Ａｎｓｈａｎ Ｃｉｔｙ ７
辽宁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５３ 葫芦岛市 Ｈｕｌｕｄａｏ Ｃｉｔｙ ７
湖南 Ｈｕｎａｎ ５１ 阿勒泰地区 Ａｌｔａｙ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 ７
江苏 Ｊｉａｎｇｓｕ ５０ 日照市 Ｒｉｚｈａｏ Ｃｉｔｙ ７
贵州 Ｇｕｉｚｈｏｕ ４４ 神农架林区 Ｓｈｅｎｎｏｎｇｊｉａ Ｆｏｒｅｓｔ

Ｒｅｇｉｏｎ
６

江西 Ｊｉａｎｇｘｉ ４４ 陵水黎族自治县 Ｌｉｎｇｓｈｕｉ Ｌｉ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Ｃｏｕｎｔｙ

６

浙江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４１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Ｑｉａｎｘｉｎａｎ
Ｂｏｕｙｅｉ ａｎｄ Ｍｉａｏ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

６

黑龙江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４０ 濮阳市 Ｐｕｙａｎｇ Ｃｉｔｙ ６
河北 Ｈｅｂｅｉ ３９ 绥化市 Ｓｕｉｈｕａ Ｃｉｔｙ ６
福建 Ｆｕｊｉａｎ ３９ 自贡市 Ｚｉｇｏｎｇ Ｃｉｔｙ ６
内蒙古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３８ 淄博市 Ｚｉｂｏ Ｃｉｔｙ ６
陕西 Ｓｈａａｎｘｉ ３８ 仙桃市 Ｘｉａｎｔａｏ Ｃｉｔｙ ６
山西 Ｓｈａｎｘｉ ３４ 永州市 Ｙｏｎｇ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６
吉林 Ｊｉｌｉｎ ３３ 绵阳市 Ｍｉａｎｙａｎｇ Ｃｉｔｙ ６
青海 Ｑｉｎｇｈａｉ ３２ 百色市 Ｂａｉｓｅ Ｃｉｔｙ ６
西藏 Ｔｉｂｅｔ ３０ 白山市 Ｂａｉｓｈａｎ Ｃｉｔｙ ６
台湾 Ｔａｉｗａｎ ２１ 乐东黎族自治县 Ｌｅｄｏｎｇ Ｌｉ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Ｃｏｕｎｔｙ
６

宁夏 Ｎｉｎｇｘｉａ １７ 通化市 Ｔｏｎｇｈｕａ Ｃｉｔｙ ６
香港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１１ 扬州市 Ｙａｎｇ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６
重庆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１０ 成都市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Ｃｉｔｙ ６
澳门 Ｍａｃａｏ ６ 盘锦市 Ｐａｎｊｉｎ Ｃｉｔｙ ６
北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３ 铁岭市 Ｔｉｅｌｉｎｇ Ｃｉｔｙ ６
天津 Ｔｉａｎｊｉｎ ３ 阳泉市 Ｙａｎｇｑｕａｎ Ｃｉｔｙ ６
上海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１ 青岛市 Ｑｉｎｇｄａｏ Ｃｉｔｙ ６

　 １) ｎ: 地标植物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ｌａｎｄｍａｒｋ ｐｌａｎｔｓ.

　 　 值得注意的是ꎬ在遴选出的地标植物中ꎬ有 １７ 种

植物仅分布在 １ 个地级行政区ꎬ即金塔柽柳(Ｔａｍａｒｉｘ
ｊｉｎｔａｅｎｓｉｓ Ｐ. Ｙ.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Ｍ. Ｔ. Ｌｉｕ)仅分布在甘肃省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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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市ꎬ乳源葡萄(Ｖｉｔｉｓ ｒｕｙｕａｎｅｎｓｉｓ Ｃ. Ｌ. Ｌｉ)仅分布在

广东省韶关市ꎬ猫儿山杜鹃(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ｍａｏｅｒｅｎｓｅ
Ｗ. Ｐ. Ｆａｎｇ ｅｔ Ｇ. Ｚ. Ｌｉ)仅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

林市ꎬ绢毛木兰〔 Ｌｉｒｉａｎｔｈｅ ａｌｂｏｓｅｒｉｃｅａ (Ｃｈｕｎ ｅｔ Ｃ. Ｈ.
Ｔｓｏｏｎｇ) Ｎ. Ｈ. Ｘｉａ ｅｔ Ｃ. Ｙ. Ｗｕ〕仅分布在海南省陵水

黎族自治县ꎬ石碌含笑(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ｓｈｉｌｕｅｎｓｉｓ Ｃｈｕｎ ｅｔ Ｙ.
Ｆ. Ｗｕ)仅分布在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ꎬ金州锦鸡

儿(Ｃａｒａｇａｎａ ｌｉｔｗｉｎｏｗｉｉ Ｋｏｍ.)仅分布在辽宁省大连

市ꎬ宝兴悬钩子(Ｒｕｂｕｓ ｏｕｒｏｓｅｐａｌｕｓ Ｃａｒｄ.)仅分布在四

川省 雅 安 市ꎬ 贝 叶 越 橘 ( Ｖａｃｃｉｎｉｕｍ ｃｏｎｃｈ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Ｒｅｈｄ.)仅分布在四川省眉山市ꎬ高峰乌头(Ａｃｏｎｉｔｕｍ
ａｌｐｉｎｏ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ｅ Ｔａｍｕｒａ)仅分布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

市ꎬ厚叶岩白菜〔Ｂｅｒｇｅｎｉａ ｃｒａｓｓｉｆｏｌｉａ (Ｌｉｎｎ.) Ｆｒｉｔｓｃｈ〕
仅分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ꎬ莎车柽柳

(Ｔａｍａｒｉｘ ｓａｃｈｅｎｓｉｓ Ｐ. Ｙ.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Ｍ. Ｔ. Ｌｉｕ)仅分布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ꎬ栓叶猕猴桃(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
ｓｕｂｅｒｉｆｏｌｉａ Ｃ. Ｙ. Ｗｕ)仅分布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

族自治州ꎬ版纳藤黄(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ｘｉｓｈｕａｎｂａｎｎａｅｎｓｉｓ Ｙ. Ｈ.
Ｌｉ)仅分布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ꎬ草果山悬

钩子(Ｒｕｂｕｓ ｚｈａｏｇｏ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Ｔ. Ｔ. Ｙｕ ｅｔ Ｌ. Ｔ. Ｌｕ)仅分

布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ꎬ蒙自葡萄 ( Ｖｉｔｉｓ
ｍｅｎｇｚｉｅｎｓｉｓ Ｃ. Ｌ. Ｌｉ)仅分布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

自治州ꎬ龙泉葡萄(Ｖｉｔｉｓ ｌｏｎｇｑｕａｎｅｎｓｉｓ Ｐ. Ｌ. Ｃｈｉｕ)仅

分布在浙江省丽水市ꎬ温州葡萄(Ｖｉｔｉｓ ｗｅｎｃｈｏｗｅｎｓｉｓ Ｃ.
Ｌｉｎｇ ｅｘ Ｗ. Ｔ. Ｗａｎｇ)仅分布在浙江省温州市ꎮ 这些

植物的分布区域极其狭窄ꎬ一旦在野外消失ꎬ必将造

成不可挽回的损失ꎬ应将其作为分布地的地标产品ꎮ
在遴选出的地标植物中ꎬ还存在 １ 种植物被遴选

为多个地级行政区地标植物的情况ꎮ 例如: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柠条锦鸡儿(Ｃａｒａｇａｎａ ｋｏｒｓｈｉｎｓｋｉｉ Ｋｏｍ.)
具有观赏、牧草、油脂等价值ꎬ被遴选为内蒙古自治区

巴彦淖尔市、包头市、赤峰市、鄂尔多斯市、呼伦贝尔

市、乌海市、乌兰察布市和锡林郭勒盟ꎬ宁夏回族自治

区石嘴山市、吴忠市、银川市和中卫市ꎬ甘肃酒泉市、
庆阳市、武威市和白银市 １６ 个地级行政区的地标植

物ꎻ姜科 ( Ｚｉｎｇｉｂｅｒａｃｅａｅ) 高良姜 ( Ａｌｐｉｎｉ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ｒｕｍ
Ｈａｎｃｅ)具有药用、芳香及观赏价值ꎬ被遴选为广东省

河源市和茂名市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梧州市

和玉 林 市 ５ 个 地 级 行 政 区 的 地 标 植 物ꎻ 樟 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天目木姜子(Ｌｉｔｓｅａ 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ｔａ Ｓ. Ｓ. Ｃｈｉｅｎ
ｅｔ Ｗ. Ｃ. Ｃｈｅｎｇ)具有芳香价值ꎬ被遴选为安徽省黄山

市、六安市和宣城市以及浙江省台州市 ４ 个地级行政

区的地标植物ꎮ 部分遴选为多个地级行政区的地标

植物见表 ３ꎮ

表 ３　 部分遴选为多个地级行政区的地标植物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ｏｍｅ ｌａｎｄｍａｒｋ ｐｌａｎｔｓ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

地标植物
Ｌａｎｄｍａｒｋ ｐｌａｎｔ

地标系数
Ｌａｎｄｍａｒｋ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省级行政区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ｇｉｏｎ

地级行政区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ｇｉｏｎ

柠条锦鸡儿 Ｃａｒａｇａｎａ ｋｏｒｓｈｉｎｓｋｉｉ ４０ 内蒙古ꎬ宁夏ꎬ甘肃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ꎬ Ｎｉｎｇｘｉａꎬ Ｇａｎｓｕ １６
高良姜 Ａｌｐｉｎｉ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ｒｕｍ ５０ 广东ꎬ广西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ꎬ Ｇｕａｎｇｘｉ ５
天目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ｔａ ６４ 安徽ꎬ浙江 Ａｎｈｕｉꎬ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４
佛肚竹 Ｂａｍｂｕｓａ ｖｅｎｔｒｉｃｏｓａ ５６ 广东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４
贵州山核桃 Ｃａｒｙａ ｋｗｅｉｃｈｏｗｅｎｓｉｓ ８０ 贵州 Ｇｕｉｚｈｏｕ ４
海南大头茶 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８０ 海南 Ｈａｉｎａｎ ４
河北梨 Ｐｙｒｕｓ ｈｏｐｅｉｅｎｓｉｓ ６４ 河北 Ｈｅｂｅｉ ４
鹅毛竹 Ｓｈｉｂａｔａｅ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６３ 江苏ꎬ江西ꎬ浙江 Ｊｉａｎｇｓｕꎬ Ｊｉａｎｇｘｉꎬ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４
河套大黄 Ｒｈｅｕｍ ｈｏｔａｏｅｎｓｅ ４０ 山西ꎬ甘肃 Ｓｈａｎｘｉꎬ Ｇａｎｓｕ ４
长叶猕猴桃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 ｈｅｍｓｌｅｙａｎａ ３６ 浙江ꎬ福建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ꎬ Ｆｕｊｉａｎ ４
福建胡颓子 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 ｏｌｄｈａｍｉｉ ３６ 福建 Ｆｕｊｉａｎ ３
卵叶桂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ｒｉｇｉｄｉｓｓｉｍｕｍ ７２ 广东ꎬ广西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ꎬ Ｇｕａｎｇｘｉ ３
蛇莲 Ｈｅｍｓｌｅｙａ ｓｐｈａｅｒｏｃａｒｐａ ４８ 湖南 Ｈｕｎａｎ ３
多序岩黄芪 Ｈｅｄｙｓａｒｕｍ ｐｏｌｙｂｏｔｒｙｓ ３２ 宁夏ꎬ甘肃 Ｎｉｎｇｘｉａꎬ Ｇａｎｓｕ ３
美丽风毛菊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ａ ｐｕｌｃｈｒａ ６４ 青海 Ｑｉｎｇｈａｉ ３
山东栒子 Ｃｏｔｏｎｅａｓｔｅｒ ｓｃｈａｎｔｕｎｇｅｎｓｉｓ ７２ 山东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３
陕西山楂 Ｃｒａｔａｅｇｕｓ ｓｈｅｎｓｉｅｎｓｉｓ ９０ 陕西 Ｓｈａａｎｘｉ ３
川柿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ｓｕｔｃｈｕｅｎｓｉｓ ８０ 四川 Ｓｉｃｈｕａｎ ３
红果榆 Ｕｌｍｕｓ ｓｚｅｃｈｕａｎｉｃａ ２７ 江苏 Ｊｉａｎｇｓｕ ３
小叶枇杷 Ｅｒｉｏｂｏｔｒｙａ ｓｅｇｕｉｎｉｉ ８０ 云南ꎬ贵州 Ｙｕｎｎａｎꎬ Ｇｕｉｚｈｏ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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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地标植物
Ｌａｎｄｍａｒｋ ｐｌａｎｔ

地标系数
Ｌａｎｄｍａｒｋ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省级行政区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ｇｉｏｎ

地级行政区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ｇｉｏｎ

甘肃柽柳 Ｔａｍａｒｉｘ ｇａｎｓｕｅｎｓｉｓ ７２ 甘肃 Ｇａｎｓｕ ２
薄叶金花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ｏｉｄｅｓ ８０ 广西 Ｇｕａｎｇｘｉ ２
湖北凤仙花 Ｉｍｐａｔｉｅｎｓ ｐｒｉｔｚｅｌｉｉ ７２ 湖北 Ｈｕｂｅｉ ２
牛皮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ａｕｒｅｕｍ ２４ 吉林 Ｊｉｌｉｎ ２
金耳环 Ａｓａｒｕｍ ｉｎｓｉｇｎｅ ６０ 江西 Ｊｉａｎｇｘｉ ２
羽裂雪兔子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ａ ｌｅｕｃｏｍａ ６４ 西藏 Ｔｉｂｅｔ ２
灰柳 Ｓａｌｉｘ ｃｉｎｅｒｅａ ２４ 新疆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２
大花八角 Ｉｌｌｉｃｉｕｍ ｍａｃｒａｎｔｈｕｍ ８０ 云南 Ｙｕｎｎａｎ ２
瑞丽山龙眼 Ｈｅｌｉｃｉａ ｓｈｗｅｌｉｅｎｓｉｓ ８０ 云南 Ｙｕｎｎａｎ ２
夏蜡梅 Ｃａｌｙｃａｎｔｈ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９０ 浙江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２

３　 讨　 　 论

３.１　 地标植物

中国幅员辽阔ꎬ地形复杂ꎬ拥有丰富多样的生物

栖息环境ꎬ为世界重要的植物起源中心、分化中心和

保存中心ꎮ 中国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极为丰

富的植物种类ꎬ据统计ꎬ中国的维管植物有 ３ 万多种ꎬ
包括 ２ ２００ 种石松类和蕨类植物、２００ 多种裸子植物

和近 ３０ ０００ 种被子植物ꎬ其中一半以上种类为特有

种[１７]ꎮ 由于不同地区的环境和气候条件差异明显ꎬ
相当数量植物种类的分布范围较小ꎬ仅适合生长在某

一个或少数几个地区ꎮ 这一植物分布现状为遴选地

标植物提供了必要条件ꎮ 在遴选地标植物时首先应

考虑本土植物在地理分布上的独特性ꎬ再根据植物的

经济用途和开发潜力选取地标植物ꎬ从而开发出地标

产品ꎬ服务于国家“一县一品”的乡村振兴战略ꎮ 与

常见的农产品和农副产品不同ꎬ地标产品更具有地域

特色ꎬ不易同质化ꎮ 因此ꎬ对野生植物资源以及广泛

栽培的农产品和农副产品的野生近缘种进行地标产

品开发ꎬ更符合“一县一品”ꎬ甚至“一村一品”的理

念ꎬ是对发展绿色经济很好的补充ꎮ
本研究发现ꎬ部分候选物种被遴选为多个邻近市

的地标植物ꎬ充分说明这些资源植物具有极其重要的

开发价值ꎮ 例如: 陕西山楂 ( Ｃｒａｔａｅｇｕｓ ｓｈｅｎｓｉｅｎｓｉｓ
Ｐｏｊａｒｋ.)是重要的经济作物ꎬ具有食用价值和药用价

值ꎬ为陕西省 ３ 个地级行政区(西安市、商洛市和汉中

市)的地标植物ꎻ少药八角为中国特有植物ꎬ具有药

用价值和毒性ꎬ是中国重要的资源植物ꎬ被遴选为广

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南宁市和玉林市的地标植

物ꎻ长叶猕猴桃(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 ｈｅｍｓｌｅｙａｎａ Ｄｕｎｎ)具有重要

的观赏和食用价值ꎬ被遴选为福建省福州市、宁德市

和莆田市以及浙江省衢州市的地标植物ꎻ金钱松

〔Ｐｓｅｕｄｏｌａｒｉｘ ａｍａｂｉｌｉｓ (Ｊ. Ｎｅｌｓｏｎ) Ｒｅｈｄ.〕被遴选为浙

江省嘉兴市、宁波市和绍兴市的地标植物ꎻ柠条锦鸡

儿被遴选为多个省份地级行政区的地标植物ꎬ如甘肃

省庆阳市、武威市、白银市和酒泉市ꎬ宁夏回族自治区

中卫市、石嘴山市、吴忠市和银川市ꎬ内蒙古自治区呼

伦贝尔市、巴彦淖尔市、包头市和鄂尔多斯市等ꎬ该种

具有多种经济价值ꎬ不但是优良的蜜源植物和薪材ꎬ
还可作动物饲料ꎬ种子可榨制非食用油ꎬ枝干皮层可

拧绳和编织麻袋等ꎮ 对于地理空间上连续的多个地

级行政区的地标植物ꎬ可协同当地有关部门打造地标

产品ꎬ塑造产业集群优势ꎻ而对于地理空间上不连续

的多个地级行政区的地标植物ꎬ则需要突破地域壁

垒ꎬ创新营销模式ꎬ构建营销网络ꎬ注重品牌打造ꎬ以
形成拳头产品ꎮ
３.２　 地标产品

中国疆域广袤ꎬ各地的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多种

多样ꎬ生物多样性异常丰富ꎬ野生植物资源的开发利

用潜力巨大ꎮ 因此ꎬ通过将地标植物开发成地标产品

在中国发展绿色产业、实现乡村振兴不仅可行ꎬ而且

前景广阔ꎮ 地标产品可丰富城乡市场ꎬ提高当地居民

收入水平ꎬ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多种需求ꎮ 地标产

品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具有地域特色ꎬ融入了当地人文

历史和智慧文化ꎮ 只有既有地域特色、又有国际视野

的文化背景ꎬ才能给产品赋予“故事”ꎬ打上独特的标

签ꎬ并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ꎮ 各地大多有自

己的优势植物资源ꎬ有的地方木材植物资源丰富ꎬ有
的地方观赏植物资源优势明显ꎬ有的地方纤维植物资

７１



植 物 资 源 与 环 境 学 报 第 ３１ 卷　

源富集ꎬ有的地方药用植物道地ꎮ 例如:横断山区高

山花卉种类繁多ꎬ花色斑斓ꎬ可以发展花卉、精油产

业ꎻ西藏和新疆具有极端环境和抗逆植物ꎬ适合发展

地方药和民族药ꎻ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自然景观独

特ꎬ可结合旅游产业开发与当地的中药、美食、茶饮、
休闲、娱乐等相关的植物产品ꎻ陕西、四川、山西、湖
北、河南、安徽、山东则拥有名山大川或名刹古寺ꎬ宗
教和文化等旅游资源丰富ꎬ适合开发与诗词歌赋相关

的植物产品ꎮ 因此ꎬ若要开发地标产品ꎬ首先应发掘

出各地野生植物中具有多种经济价值的资源植物ꎬ再
将其开发成地标产品ꎬ最好是开发成品牌产品ꎬ服务

地方经济建设ꎮ 当地标产品能够形成规模化种植并

产生一定的收益时ꎬ就可以将地标产品的发展与生态

农业工程和乡村振兴紧密结合ꎬ进而优化当地产业布

局ꎬ改善生态环境ꎬ保护地方生物多样性ꎬ同时ꎬ还可

防止刚脱贫地区返贫ꎮ 地标产品沿用“一村一品”的
发展理念ꎬ旨在引领地区经济发展ꎬ转变发展方式ꎬ做
好特色资源植物产业ꎬ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ꎬ把
“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ꎮ

然而ꎬ本研究发现ꎬ在基于目前已有的植物大数

据遴选地标植物时ꎬ能够同时满足分布于“特定地

域”和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植物种类并不多ꎬ大部

分具有经济价值的植物跨地级行政区分布ꎮ 因此ꎬ在
尽量避免同质化的原则下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跨县级

行政区或地级行政区ꎬ甚至跨省级行政区形成地标产

品大片区ꎬ在国家经济主战场服务国家、造福人民ꎮ
此外ꎬ为了避免遴选到同质化的候选物种ꎬ需要更加

精细的空间分布数据和更准确的经济价值信息ꎮ 例

如ꎬ通过建立科学数据平台ꎬ全面收集物种的面状分

布数据(即更小空间区域的分布数据ꎬ如乡镇级行政

区、保护地、某个山区等)及点状分布数据(如物种经

度和纬度信息等)ꎬ进一步完善物种的分布数据ꎮ 对

于分布数据薄弱的区域ꎬ应该通过实际调查和定点观

测ꎬ进一步补充资源植物的分布信息ꎮ 同时ꎬ还可通

过民族植物学研究、系统发生识别以及化学和药理等

实验ꎬ获得更准确的物种经济价值信息ꎮ
另外ꎬ基于本研究结果ꎬ并结合当地的地形、生

境、土壤类型及气候等信息ꎬ还能够得到地标植物的

潜在种植区域ꎬ再结合社会需求分析其在服务不同等

级人类福祉(生存、温饱、小康、富裕)的应用情况ꎮ
例如:地标植物除了为人类提供最直接的生存和生活

资料外ꎬ还能通过生态系统服务为人类带来美学观

赏、科普教育、文化娱乐等非物质价值ꎮ 通过生态系

统服务这个环节ꎬ地标植物与不同等级人类福祉间建

立了一种实质性的关联ꎬ能为不同等级人类福祉提供

对应的植物资源ꎮ 例如:在“生存级”人类福祉上ꎬ地
标植物能够为人类提供维持生命的食物ꎬ如野果、野
菜等ꎻ在“温饱级”人类福祉上ꎬ地标植物可提供薪

柴、药材等生活资料ꎻ在“小康级”人类福祉上ꎬ地标

植物可提供色素、植物胶、精油和果胶资源、糖和非糖

甜味剂等非生存必需的生活资料ꎻ而在“富裕级”人

类福祉上ꎬ地标植物更多的是愉悦人类精神ꎬ如在城

市绿化、森林公园及国家植物园中ꎬ地标植物更多的

是为人类提供健康安全的生态环境和独特别致的景

观文化等服务ꎮ 通过收集和整合各方面信息ꎬ还有可

能计算出地标植物帮助潜在贫困人口脱贫的人数ꎬ从
而更加精准地评估和提升政府在美丽乡村振兴等方

面的工作效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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