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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
地理成分和分布特征

李亚利ꎬ 高　 龙①ꎬ 康晓育ꎬ 魏　 宁ꎬ 杨　 柯ꎬ 陈　 迪
(秦岭国家植物园ꎬ 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１)

摘要: 根据 ２０２１ 年公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及 ２０２２ 年公布的«陕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名录»ꎬ统计分析陕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物种组成、分布区类型以及水平和垂直分布特征ꎮ 结果表

明:陕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共有 １０３ 种(含亚种、变种ꎬ下同)ꎬ隶属于 ３８ 科 ６６ 属ꎬ其中ꎬ国家一级重

点保护野生植物 ５ 科 ６ 属 ８ 种ꎬ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３７ 科 ６３ 属 ９５ 种ꎮ 在科水平ꎬ兰科(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种类

最多ꎬ有 ２６ 种ꎻ在属水平ꎬ杓兰属(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 Ｌｉｎｎ.)和重楼属(Ｐａｒｉｓ Ｌｉｎｎ.)种类较多ꎬ分别有 ９ 和 ７ 种ꎮ 此外ꎬ中国

特有种 ６８ 种ꎬ占陕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总种数的 ６６.０％ꎬ其中ꎬ陕西特有种 ５ 种ꎮ 陕西省分布的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在科水平有 ６ 个分布型和 ５ 个变型ꎬ在属水平有 １２ 个分布型和 ８ 个变型ꎮ 从分布区类型看ꎬ陕
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中温带成分占优势ꎬ在科和属水平分别占 ２３.６％和 ３９.４％ꎻ热带成分次之ꎬ在科

和属水平分别占 ２１.１％和 ２２.７％ꎮ 从水平分布特征来看ꎬ秦岭和巴山地区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占绝对优

势ꎬ且多数为药用植物资源ꎬ其中ꎬ秦岭地区最多(７５ 种)ꎬ巴山地区次之(７０ 种)ꎮ 从垂直分布特征来看ꎬ中山林带

〔１ ２００ ｍ≤海拔(Ａｌｔ)≤２ ３００ ｍ〕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种数最多(７４ 种)ꎬ低山林带(Ａｌｔ<１ ２００ ｍ)次之(５４
种)ꎬ亚高山草甸(Ａｌｔ>２ ３００ ｍ)最少(２８ 种)ꎮ 研究结果显示:陕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具有明显的温

带和热带特征ꎬ并且特有成分比例较高ꎬ这些植物主要分布在秦岭和巴山地区的中高海拔ꎮ

关键词: 陕西省ꎻ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ꎻ 分布区类型ꎻ 水平分布ꎻ 垂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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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ｅｒａ ｏｆ ５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ａｒ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ꎬ ａｎｄ ９５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ｔｏ ６３
ｇｅｎｅｒａ ｏｆ ３７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ａｒ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ｏｎｄ￣ｃｌａｓｓ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ｔ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ｌｅｖｅｌꎬ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ｈａ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２６ ｓｐｅｃｉｅｓꎻ ａｔ ｔｈｅ ｇｅｎｕｓ ｌｅｖｅｌꎬ 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 Ｌｉｎｎ. ａｎｄ Ｐａｒｉｓ Ｌｉｎｎ. ｈａ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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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ｒ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９ ａｎｄ 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６８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ｓｐｅｃｉｅｓꎬ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６６.０％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ｉｎ ｗｈｉｃｈꎬ ５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ｒｅ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６ ａｒｅａｌ￣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５ ｓｕｂ￣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ｌｅｖｅｌꎬ ａｎｄ １２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８ ｓｕｂ￣ｔｙｐ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ｇｅｎｕｓ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ｓꎬ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ｉｓ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ｗｈｉｃｈ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ｆｏｒ ２３.６％ ａｎｄ ３９.４％ ａｔ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ｇｅｎｕｓ ｌｅｖｅｌ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ꎻ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ｃｏｍｅｓ
ｓｅｃｏｎｄꎬ ｗｈｉｃｈ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ｆｏｒ ２１.１％ ａｎｄ ２２.７％ ａｔ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ｇｅｎｕｓ ｌｅｖｅｌ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ꎬ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Ｑｉｎｌ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Ｂａ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ｒｅ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ｌｙ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ꎬ ａｎｄ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ｍ ａｒ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ｉｎ ｗｈｉｃｈꎬ Ｑｉｎｌ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ｈａ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７５ ｓｐｅｃｉｅｓ)ꎬ ａｎｄ Ｂａ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ｃｏｍｅｓ
ｓｅｃｏｎｄ (７０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ꎬ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ｍｉｄ￣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ｂｅｌｔ 〔１ ２００ ｍ≤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Ａｌｔ)≤２ ３００ ｍ〕 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７４ ｓｐｅｃｉｅｓ)ꎬ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ｌｏｗ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ｂｅｌｔ (Ａｌｔ<１ ２００ ｍ) (５４ ｓｐｅｃｉｅ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ｏｓ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ｓｕｂ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Ａｌｔ>２ ３００ ｍ) ａｒｅ ｔｈｅ ｌｅａｓｔ (２８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ｔ ｉ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ｈａｖｅ ｅｖｉｄ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ｈｉｇｈ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ｓ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ａｔ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ｓ ｏｆ Ｑｉｎｌ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Ｂａ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ꎻ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ꎻ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ꎻ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ꎻ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植物在全球生态系统中是第一生产力ꎬ为人类及

其他生物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ꎬ植物多样性是

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２]ꎮ 中国是全世界

１ / １０ 植物物种生存的家园ꎬ野生植物种类十分丰富ꎬ
高等植物高达 ３. ６ 万种ꎬ其中特有种 １. ５ ~ １. ８ 万

种[３]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随着经济发展ꎬ在自然或人为作

用下ꎬ全球生态环境急剧变化ꎬ部分野生动植物生境

遭到破坏ꎬ加之资源利用过度ꎬ野生动植物的数量和

种类不断减少ꎬ濒危程度加剧ꎬ全球约 １０％ ~ １５％的

动植物处于濒危状态ꎬ而中国处于濒危状态的动植物

种类占比远高于全球ꎬ达到 １５％ ~ ２０％[４－５]ꎮ 珍稀濒

危植物在植物多样性保护中占据关键位置ꎬ其不仅是

推动植物起源和系统演化研究的动力来源ꎬ还是遗传

育种的珍贵材料ꎬ其中孑遗植物更是古地质、古气候

的活记录ꎬ因此开展珍稀濒危植物保护研究ꎬ有不可

替代的科学意义及长远的社会和经济价值[１]ꎮ
陕西省纵贯亚热带、暖温带和温带ꎬ植被类型以

亚热带常绿和落叶阔叶林、暖温带落叶阔叶林以及温

带干旱草原为主[６]ꎬ南北跨越 ８ 个纬度ꎬ涵盖了森林

区、森林草原过渡区和草原区三大植被区ꎬ生物多样

性非常丰富ꎮ 最新调查结果显示:陕西省野生、归化

及栽培维管植物有 ５ １６１ 种(含种下分类群)ꎬ隶属于

２０９ 科 １ ３１６ 属 ４ ７０１ 种ꎬ种下分类群有 １１２ 亚种 ４８８
变种 １７ 变型[７]ꎮ 陕西省面积仅占中国国土面积的

２.１％ꎬ但承载了中国约 １８％的植物物种ꎬ其植物资源

在中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ꎮ 但由于长期的乱砍滥

伐、重利用轻保护ꎬ陕西省植物多样性遭到严重破坏ꎬ
许多具有潜在利用价值的植物已濒危ꎬ如不采取措

施ꎬ分布区狭小的珍稀濒危植物必将灭绝[８]ꎮ
２０２１ 年ꎬ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及农业农村部公布

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ꎬ２０２２ 年陕西省公

布了«陕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ꎬ
陕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种类约占全国

的 １０％ꎮ 基于这 ２ 个名录ꎬ结合野外调查、资料查阅

和标本查阅ꎬ本研究对陕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的地理成分和分布特征进行分析ꎬ以期为陕西

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科学保护与可持

续利用提供依据和指导ꎬ为陕西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深入研究提供参考ꎮ

１　 研究区概况和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陕西省位于中国中部偏东ꎬ地理坐标为东经

１０５°２９′~ １１１°１４′、北纬 ３１°４３′ ~ ３９°３４′ꎬ总面积超过

２×１０５ ｋｍ２ꎬ东西窄ꎬ南北长ꎬ温度带由南向北依次为

亚热带、暖温带和温带ꎮ 陕西省南北气候差异明显ꎬ
属温带大陆性气候[９－１０]ꎮ 北山和秦岭把陕西省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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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自然区ꎬ分别为北部黄土高原区、中部关中平原

区和南部秦巴山区ꎮ 长城沿线以北为温带干旱半干

旱气候ꎬ陕北其余地区和关中平原为暖温带半干旱或

半湿润气候ꎬ陕南盆地为北亚热带湿润气候ꎬ陕南山

地大部为暖温带湿润气候ꎮ 陕西省不同地区年平均

气温 ７ ℃ ~１６ ℃ꎬ且由南向北逐渐降低ꎮ 陕西省不同

地区年降水量由南向北递减ꎬ受山地地形影响明显ꎮ
土壤由南向北依次为黄棕壤、黄褐土、褐土、黑土、栗
钙土ꎮ

陕西省气候和地貌条件复杂多样ꎬ植物资源丰

富ꎮ 陕西省境内秦岭海拔 １ ５００ ~ ３ ０００ ｍꎬ山坡北陡

南缓ꎬ是秦岭山脉核心区域ꎬ主峰太白山生物多样性

丰富ꎬ海拔达 ３ ７６７ ｍ[１１]ꎮ 秦岭以南主要分布落叶阔

叶林ꎬ秦岭以北分布落叶阔叶林、森林草原、草原及非

地带性荒漠植被ꎮ 陕西省地势南北高、中间低ꎬ有高

原、山地、平原和盆地等地形ꎬ秦岭及其以南多为高

山ꎬ垂直分布差异明显ꎬ植物种类丰富ꎬ维管植物多达

３ ５００ 种以上ꎬ约为秦岭以北植物种类的 ３ 倍ꎮ 珍稀

濒危植物在陕南的分布远多于陕北和关中[１０]ꎮ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野外调查　 ２０１７ 年至 ２０２３ 年ꎬ秦岭国家植物

园联合西安植物园、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榆林沙生植

物园等单位进行野外调查ꎬ调查区域覆盖陕西全省ꎮ
根据陕西省实际情况及野外调查规程ꎬ按照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的分布特点ꎬ分布面积大且均匀的物种

采用样方法ꎬ分布面积较大且随机或者沿特殊生境呈

带状分布的物种采用样线法ꎬ分布数量少的物种采用

实测法ꎮ
１.２.２　 资料和标本查阅　 根据 ２０２１ 年公布的«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和 ２０２２ 年公布的«陕西省

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ꎬ查阅«陕西植

物志» [１２]、«陕西省维管植物名录(２０２１ 版)» [７]、ｉＰｌａｎｔ
植物智－植物物种信息系统(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ｐｌａｎｔ.ｃｎ / )和
中国植物图像库(ＰＰＢＣꎬｈｔｔｐ:∥ｐｐｂｃ. ｉｐｌａｎｔ. ｃｎ / )ꎬ并
在野外调查的基础上ꎬ检索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

(ＮＳＩＩꎬｈｔｔｐ:∥ｗｗｗ. ｎｓｉｉ. ｏｒｇ. ｃｎ / ２０１７ / ｈｏｍｅ. ｐｈｐ)和中

国数字植物标本馆(ＣＶＨꎬ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ｃｖｈ. ａｃ. ｃｎ / )
中陕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标本ꎮ
１.３　 数据分析

参考文献[１３－１４]对陕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科、属的分布区类型进行分析ꎮ
根据各植物的海拔范围(植物分布的最低海拔

至最高海拔)划定其海拔区间ꎬ同一植物在不同海拔

区间可重复统计ꎮ

２　 结果和分析

２.１　 物种组成分析

陕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共 １０３ 种

(含亚种、变种ꎬ下同)ꎬ隶属于 ３８ 科 ６６ 属ꎮ 其中ꎬ国
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５ 科 ６ 属 ８ 种ꎬ国家二级重

点保护野生植物 ３７ 科 ６３ 属 ９５ 种ꎮ 在科水平上ꎬ兰
科(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种类最多ꎬ有 ２６ 种ꎬ占陕西省分布的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总种数的 ２５.２％ꎮ 在属水平

上ꎬ 杓 兰 属 ( 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 Ｌｉｎｎ.) 和 重 楼 属 ( Ｐａｒｉｓ
Ｌｉｎｎ.)种类较多ꎬ分别有 ９ 和 ７ 种ꎮ 从特有成分看ꎬ
陕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中的中国特有

种 ６８ 种(附表 １)ꎬ占陕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总种数的 ６６.０％ꎻ陕西省特有种 ５ 种ꎬ分别为

华山新麦草(Ｐｓａｔｈｙｒ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ｈｕａｓｈａｎｉｃａ Ｋｅｎｇ ｅｘ Ｐ. Ｃ.
Ｋｕｏ)、太白杓兰(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 ｔａｉｂａｉｅｎｓｅ Ｇ. Ｈ. Ｚｈｕ ｅｔ
Ｓ. Ｃ. Ｃｈｅｎ)、秦岭石蝴蝶(Ｐｅｔｒｏｃｏｓｍｅａ ｑｉｎｌ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Ｗ.
Ｔ. Ｗａｎｇ)、长柱玄参(Ｓｃｒｏｐｈｕｌａｒｉａ ｓｔｙｌｏｓａ Ｔｓｏｏｎｇ)和矮

牡丹(Ｐａｅｏｎｉａ ｊｉ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Ｔ. Ｈｏｎｇ ｅｔ Ｗ. Ｚ. Ｚｈａｏ)ꎮ
２.２　 分布区类型分析

２.２.１　 科的分布区类型　 对陕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进行统计ꎬ结果见表

１ꎮ 结果显示:陕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科的分布区类型有 ６ 个分布型和 ５ 个变型ꎮ 世界分

布型有 １４ 科ꎬ占陕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总科数的 ３６.８％ꎬ分别为石松科(Ｌｙｃ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兰科、禾本科(Ｐｏａｃｅａｅ)、毛茛科(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景
天科 ( Ｃｒａｓｓｕｌａｃｅａｅ )、 蔷 薇 科 (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 榆 科

( Ｕｌｍａｃｅａｅ )、 千 屈 菜 科 ( Ｌｙｔｈｒａｃｅａｅ )、 蓼 科

(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 茜 草 科 (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 茄 科

(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 木 樨 科 ( Ｏｌｅａｃｅａｅ )、 玄 参 科

(Ｓｃｒｏｐｈｕｌａｒｉａｃｅａｅ) 和桔梗科 ( Ｃａｍｐａｎｕｌａｃｅａｅ )ꎮ 泛

热带分布型有 ６ 科ꎬ占陕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植 物 总 科 数 的 １５. ８％ꎬ 分 别 为 马 兜 铃 科

( 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ｃｅａｅ )、 樟 科 (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 藜 芦 科

( Ｍｅｌａｎｔｈｉａｃｅａｅ )、 豆 科 (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 无 患 子 科

(Ｓａｐｉｎｄａｃｅａｅ)和芸香科(Ｒｕｔａｃｅａｅ)ꎮ 东亚(热带、亚
热带 ) 及 热 带 南 美 间 断 分 布 型 有 苦 苣 苔 科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和五加科(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２ 科ꎮ 北温带分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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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陕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分布区类型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

科　 Ｆａｍｉｌｙ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占比 /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１.世界分布 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 １４ ３６.８
２.泛热带分布 Ｐａｎｔｒｏｐｉｃ ６ １５.８
３.东亚(热带、亚热带)及热带南美间断分布
Ｔｒｏｐ. ＆ Ｓｕｂｔｒ. Ｅ. Ａｓｉａ ＆ (Ｓ.) Ｔｒｏｐ.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２ ５.３

８.北温带分布 Ｎ. Ｔｅｍｐ. ４ １０.５
　 ８－４.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分布 Ｎ. Ｔｅｍｐ. ＆

Ｓ. Ｔｅｍｐ.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４ １０.５

　 ８－５.欧亚和南美温带间断分布 Ｅｕｒａｓｉａ ＆
Ｔｅｍｐ. Ｓ.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 ２.６

９.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 Ｅ. Ａｓｉａ ＆ Ｎ.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２ ５.３

　 １２－１.地中海区至中亚和南非洲和 / 或大洋
洲间断分布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 ｔｏ Ｃ.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Ｓ.
Ａｆｒ. ａｎｄ / ｏｒ 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 ２.６

　 １３－２.中亚东部至喜马拉雅和中国西南部
分布 Ｅ. Ｃ. Ａｓｉａ ｔｏ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 ＳＷ. Ｃｈｉｎａ

１ ２.６

１４.东亚分布 Ｅ. Ａｓｉａ １ ２.６
　 １４－２.中国－日本分布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 ２ ５.３

布型及其变型共有 ９ 科ꎬ占陕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总科数的 ２３.６％ꎬ其中ꎬ北温带分布型有

４ 科ꎬ 分 别 为 百 合 科 (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 芍 药 科

( Ｐａｅｏｎｉａｃｅａｅ )、 列 当 科 ( Ｏｒｏｂａｎｃｈａｃｅａｅ ) 和 松 科

(Ｐｉｎａｃｅａｅ)ꎻ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分布变型有 ４ 科ꎬ
分别为红豆杉科(Ｔａｘａｃｅａｅ)、罂粟科(Ｐａｐａｖｅｒａｃｅａｅ)、
胡颓子科(Ｅｌａｅａｇｎａｃｅａｅ)和壳斗科(Ｆａｇａｃｅａｅ)ꎻ欧亚

和南美温带间断分布变型仅小檗科(Ｂｅｒｂ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１ 科ꎮ 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型有木兰科(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和蓝果树科(Ｎｙｓｓａｃｅａｅ)２ 科ꎮ 地中海区至中亚和南

非 洲 和 /或 大 洋 洲 间 断 分 布 变 型 仅 锁 阳 科

(Ｃｙｎｏｍｏｒｉａｃｅａｅ)１ 科ꎮ 中亚东部至喜马拉雅和中国

西南部分布变型仅星叶草科(Ｃｉｒｃａｅ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１ 科ꎮ
东亚分布型及其变型共有 ３ 科ꎬ其中ꎬ东亚分布型仅

猕猴桃科(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ｃｅａｅ)１ 科ꎬ中国－日本分布变型有

昆 栏 树 科 ( Ｔｒｏｃｈｏｄｅｎｄｒａｃｅａｅ ) 和 连 香 树 科

(Ｃｅｒｃｉｄｉ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２ 科ꎮ 从科的分布特征来看ꎬ温带

成分(９ 科)和热带成分(８ 科)占比均较大ꎬ温带成分

略占优势ꎬ说明陕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既有温带性质ꎬ也有热带性质ꎮ
２.２.２　 属的分布区类型　 对陕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进行统计ꎬ结果见表

２ꎮ 结果显示:陕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属的分布区类型有 １２ 个分布型和 ８ 个变型ꎮ 泛热带

分布型有 ３ 属ꎬ分别为三芒草属(Ａｒｉｓｔｉｄａ Ｌｉｎｎ.)、石杉

属(Ｈｕｐｅｒｚｉａ Ｂｅｒｎｈ.)和红豆属(Ｏｒｍｏｓｉａ Ｊａｃｋｓ.)ꎮ 热

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型仅楠属(Ｐｈｏｅｂｅ Ｎｅｅｓ)
１ 属ꎮ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型有 ５ 属ꎬ分别为

樟属(Ｃａｍｐｈｏｒａ Ｆａｂｒ.)、兰属(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 Ｓｗ.)、天麻

属(Ｇａｓｔｒｏｄｉａ Ｒ. Ｂｒ.)、紫薇属(Ｌａｇｅｒ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Ｌｉｎｎ.)和
蝴蝶兰属(Ｐｈａｌａｅｎｏｐｓｉｓ Ｂｌｕｍｅ)ꎮ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

洲分布型仅大豆属(Ｇｌｙｃｉｎｅ Ｗｉｌｌｄ.) １ 属ꎮ 热带亚洲

(印度－马来西亚)分布型及其变型共有 ５ 属ꎬ其中ꎬ
热带亚洲(印度－马来西亚)分布型有 ３ 属ꎬ分别为柑

橘属(Ｃｉｔｒｕｓ Ｌｉｎｎ.)、石斛属(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Ｓｗ.)和石蝴

蝶属(Ｐｅｔｒｏｃｏｓｍｅａ Ｏｌｉｖ.)ꎻ热带印度至华南(尤其云南

南部)分布变型仅独蒜兰属(Ｐｌｅｉｏｎｅ Ｄ. Ｄｏｎ)１ 属ꎻ缅
甸、泰国至华西南分布变型仅穗花杉属(Ａｍｅｎｔｏｔａｘｕｓ
Ｐｉｌｇ.)１ 属ꎮ 北温带分布型及其变型共有 ２２ 属ꎬ其
中ꎬ北温带分布型有 ２０ 属ꎬ占陕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总属数的 ３０.３％ꎬ分别为冷杉属(Ａｂｉｅｓ
Ｍｉｌｌ.)、 槭 属 ( Ａｃｅｒ Ｌｉｎｎ.)、 冰 草 属 ( Ａｇｒｏｐｙｒｏｎ
Ｇａｅｒｔｎ.)、黄连属 (Ｃｏｐｔｉｓ Ｓａｌｉｓｂ.)、紫堇属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ＤＣ.)、杓兰属、胡颓子属(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 Ｌｉｎｎ.)、披碱草属

( Ｅｌｙｍｕｓ Ｌｉｎｎ.)、 水 青 冈 属 ( Ｆａｇｕｓ Ｌｉｎｎ.)、 梣 属

(Ｆｒａｘｉｎｕｓ Ｌｉｎｎ.)、贝母属(Ｆｒｉｔｉｌｌａｒｉａ Ｌｉｎｎ.)、手参属

(Ｇｙｍｎａｄｅｎｉａ Ｒ. Ｂｒ.)、百合属(Ｌｉｌｉｕｍ Ｌｉｎｎ.)、芍药属

(Ｐａｅｏｎｉａ Ｌｉｎｎ.)、云杉属 ( Ｐｉｃｅａ Ａ. Ｄｉｅｔｒｉｃｈ)、李属

( Ｐｒｕｎｕｓ Ｌｉｎｎ.)、 栎 属 (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Ｌｉｎｎ.)、 玄 参 属

(Ｓｃｒｏｐｈｕｌａｒｉａ Ｌｉｎｎ.)、红豆杉属(Ｔａｘｕｓ Ｌｉｎｎ.)和榆属

(Ｕｌｍｕｓ Ｌｉｎｎ.)ꎻ北极 － 高山分布变型仅红景天属

(Ｒｈｏｄｉｏｌａ Ｌｉｎｎ.)１ 属ꎻ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全温

带”)分布变型仅枸杞属(Ｌｙｃｉｕｍ Ｌｉｎｎ.)１ 属ꎮ 东亚和

北美间断分布型有 ６ 属ꎬ分别为厚朴属(Ｈｏｕｐｏｅａ Ｎ.
Ｈ. Ｘｉａ ｅｔ Ｃ. Ｙ. Ｗｕ)、鹅掌楸属(Ｌｉｒ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Ｌｉｎｎ.)、
木樨属(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Ｌｏｕｒ.)、人参属(Ｐａｎａｘ Ｌｉｎｎ.)、黄
杉属 (Ｐｓｅｕｄｏｔｓｕｇａ Ｃａｒｒｉèｒｅ) 和榧属 ( Ｔｏｒｒｅｙａ Ａｒｎ.)ꎮ
旧世界温带分布型及其变型共有 ４ 属ꎬ其中ꎬ旧世界

温带分布型有 ３ 属ꎬ 分别为芨芨草属 〔 Ｎｅｏｔｒｉｎｉａ
(Ｔｚｖｅｌｅｖ) Ｍ. Ｎｏｂｉｓꎬ Ｐ. Ｄ. Ｇｕｄｋｏｖａ ｅｔ Ａ. Ｎｏｗａｋ〕、荞
麦属(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Ｍｉｌｌ.)和重楼属ꎻ地中海区和喜马拉

雅间断分布变型仅榉属(Ｚｅｌｋｏｖａ Ｓｐａｃｈ) １ 属ꎮ 地中

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型及其变型共有 ２ 属ꎬ其中ꎬ地
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型仅锁阳属 (Ｃｙｎｏｍｏｒｉｕｍ
Ｌｉｎｎ.)１ 属ꎻ地中海区至中亚和墨西哥至美国南部间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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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陕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分布区类型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

属　 Ｇｅｎｕｓ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占比 /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２.泛热带分布 Ｐａｎｔｒｏｐｉｃ ３ ４.５
３.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
Ｔｒｏｐ.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 １.５

５.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ｓｉａ
ｔｏ Ｔｒｏｐ. 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５ ７.６

６.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ｔｏ
Ｔｒｏｐ. Ａｆｒｉｃａ

１ １.５

７.热带亚洲(印度－马来西亚)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Ｉｎｄｏ￣Ｍａｌｅｓｉａ)

３ ４.５

　 ７－２.热带印度至华南(尤其云南南部)分
布 Ｔｒｏｐ. Ｉｎｄｉａ ｔｏ Ｓ. Ｃｈｉｎａ (ｅｓｐ. Ｓ. Ｙｕｎｎａｎ)

１ １.５

　 ７ － ３. 缅甸、泰国至华西南分布 Ｂｕｒｍａꎬ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ｔｏ ＳＷ. Ｃｈｉｎａ

１ １.５

８.北温带分布 Ｎ. Ｔｅｍｐ. ２０ ３０.３
　 ８－２.北极－高山分布 Ａｒｃｔｉｃ￣ａｌｐｉｎｅ １ １.５
　 ８－４.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全温带”)分

布 Ｎ. Ｔｅｍｐ. ＆ Ｓ. Ｔｅｍｐ.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Ｐａ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１ １.５

９.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 Ｅ. Ａｓｉａ ＆ Ｎ.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６ ９.１

１０.旧世界温带分布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ｅｍｐ. ３ ４.５
１０－ ２. 地中海区和喜马拉雅间断分布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 ＆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 １.５

１２.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ꎬ
Ｗ. Ａｓｉａ ｔｏ Ｃ. Ａｓｉａ

１ １.５

１２－２.地中海区至中亚和墨西哥至美国南
部间 断 分 布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 ｔｏ Ｃ. Ａｓｉａ ＆
Ｍｅｘｉｃｏ ｔｏ Ｓ. ＵＳ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 １.５

１３.中亚分布 Ｃ. Ａｓｉａ １ １.５
１４.东亚分布 Ｅ. Ａｓｉａ ５ ７.６

１４－１.中国－喜马拉雅分布 Ｓｉｎｏ￣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２ ３.０
１４－２.中国－日本分布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 ２ ３.０

１５.中国特有分布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７ １０.６

断分布变型仅甘草属(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 Ｌｉｎｎ.) １ 属ꎮ 中亚

分布型仅新麦草属(Ｐｓａｔｈｙｒ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Ｎｅｖｓｋｉ)１ 属ꎮ 东

亚分布型及其变型共有 ９ 属ꎬ其中ꎬ东亚分布型有

５ 属ꎬ分别为猕猴桃属 (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 Ｌｉｎｄｌ.)、 白及属

(Ｂｌｅｔｉｌｌａ Ｒｃｈｂ. ｆ.)、大百合属〔Ｃａｒｄｉｏｃｒｉｎｕｍ (Ｅｎｄｌ.)
Ｌｉｎｄｌ.〕、杜鹃兰属 ( Ｃｒｅｍａｓｔｒａ Ｌｉｎｄｌ.) 和桃儿七属

(Ｓｉｎｏｐｏｄ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Ｔ. Ｓ. Ｙｉｎｇ)ꎻ中国－喜马拉雅分布变

型有 鬼 臼 属 ( Ｄｙｓｏｓｍａ Ｗｏｏｄｓｏｎ ) 和 水 青 树 属

(Ｔｅｔｒａｃｅｎｔｒｏｎ Ｏｌｉｖ.)２ 属ꎻ中国－日本分布变型有连香

树属 ( Ｃｅｒｃｉｄ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Ｓｉｅｂｏｌｄ ｅｔ Ｚｕｃｃ.) 和 黄 檗 属

(Ｐｈｅｌｌ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Ｒｕｐｒ.)ꎮ 中国特有分布型有 ７ 属ꎬ分
别为独花兰属 ( Ｃｈａｎｇｎｉｅｎｉａ Ｓ. Ｓ. Ｃｈｉｅｎ)、珙桐属

( Ｄａｖｉｄｉａ Ｂａｉｌｌ.)、 刺 萼 参 属 ( Ｅｃｈｉｎｏｃｏｄｏｎ Ｄ. Ｙ.

Ｈｏｎｇ)、香果树属 ( Ｅｍ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ｙｓ Ｏｌｉｖ.)、 独叶草属

(Ｋｉｎｇｄｏｎｉａ Ｂａｌｆ. ｆ. ｅｔ Ｗ. Ｗ. Ｓｍ.)、马蹄香属(Ｓａｒｕｍａ
Ｏｌｉｖ.)和崖白菜属〔Ｔｒｉａｅｎｏｐｈｏｒａ (Ｈｏｏｋ. ｆ.) Ｓｏｌｅｒ.〕ꎮ
从属的分布特征来看ꎬ陕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属的地理成分较多ꎬ温带成分(２６ 属)占优势ꎬ
热带成分次之(１５ 属)ꎬ分别占陕西省分布的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植物总属数的 ３９.４％和 ２２.７％ꎬ表明陕西

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以温带成分为主ꎬ同
时热带成分占有一定比例ꎬ体现了过渡性的特点ꎮ
２.３　 分布特征分析

２.３.１　 水平分布特征 　 关中平原地势平坦ꎬ为重要

的农业生产区ꎬ人口稠密ꎬ自然植被罕见ꎬ栽培植物种

类丰富ꎬ该区域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仅野大

豆(Ｇｌｙｃｉｎｅ ｓｏｊａ Ｓｉｅｂｏｌｄ ｅｔ Ｚｕｃｃ.)１ 种ꎬ因此ꎬ根据陕西

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分布特点ꎬ将水平

分布区分为秦岭地区、巴山地区和陕北黄土高原ꎮ 调

查结果(附表 １)显示:秦岭和巴山地区分布的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植物占绝对优势(９５ 种)ꎬ占陕西省分布

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总种数的 ９２.２％ꎮ 秦岭地

区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种类最多(７５ 种)ꎬ
占陕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总种数的

７２.８％ꎬ如川贝母(Ｆｒｉｔｉｌｌａｒｉａ ｃｉｒｒｈｏｓａ Ｄ. Ｄｏｎ)、太白杓

兰和 桃 儿 七 〔 Ｓｉｎｏｐｏｄ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ｈｅｘａｎｄｒｕｍ ( Ｒｏｙｌｅ )
Ｙｉｎｇ〕等ꎻ巴山地区次之(７０ 种)ꎬ占陕西省分布的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总种数的 ６８. ０％ꎬ如穗花杉

〔 Ａｍｅｎｔｏｔａｘｕｓ ａｒｇｏｔａｅｎｉａ ( Ｈａｎｃｅ ) Ｐｉｌｇ.〕、 黄 杉

(Ｐｓｅｕｄｏｔｓｕｇ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Ｄｏｄｅ ) 和 巴 山 重 楼 ( Ｐａｒｉｓ
ｂａ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Ｆ. Ｔ. Ｗａｎｇ ｅｔ Ｔａｎｇ) 等ꎻ陕北黄土高原

最少(１２ 种)ꎬ占陕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总种数的 １１. ７％ꎬ 分别为沙芦草 ( Ａｇｒｏｐｙｒｏｎ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 Ｋｅｎｇ)、阿拉善鹅观草〔Ｅｌｙｍｕｓ ａｌａｓｈａｎｉｃｕｓ
( Ｋｅｎｇ ) Ｓ. Ｌ. Ｃｈｅｎ 〕、 紫 芒 披 碱 草 ( Ｅｌｙｍｕｓ
ｐｕｒｐｕｒａｒｉｓｔａｔｕｓ Ｃ. Ｐ. Ｗａｎｇ ｅｔ Ｈ. Ｌ. Ｙａｎｇ)、毛披碱草

(Ｅｌｙｍｕｓ ｖｉｌｌｉｆｅｒ Ｃ. Ｐ. Ｗａｎｇ ｅｔ Ｈ. Ｌ. Ｙａｎｇ)、紫斑牡丹

〔Ｐａｅｏｎｉａ ｒｏｃｋｉｉ (Ｓ. Ｇ. Ｈａｗ ｅｔ Ｌａｕｅｎｅｒ) Ｔ. Ｈｏｎｇ ｅｔ Ｊ.
Ｊ. Ｌｉ〕、锁阳(Ｃｙｎｏｍｏｒｉｕｍ ｓｏｎｇａｒｉｃｕｍ Ｒｕｐｒ.)、野大豆、
甘草 ( 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 ｕｒａｌｅｎｓｉｓ Ｆｉｓｃｈ.)、 甘肃桃 〔 Ｐｒｕｎｕｓ
ｋａｎｓｕｅｎｓｉｓ ( Ｒｅｈｄ.) Ｓｋｅｅｌｓ 〕、 黑 果 枸 杞 ( Ｌｙｃｉｕｍ
ｒｕｔｈｅｎｉｃｕｍ Ｍｕｒｒａｙ)、狭叶重楼 ( Ｐａｒｉｓ 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 ｖａｒ.
ｓｔｅｎｏｐｈｙｌｌａ Ｆｒａｎｃｈ.)和矮牡丹(Ｐａｅｏｎｉａ ｊｉ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Ｔ.
Ｈｏｎｇ ｅｔ Ｗ. Ｚ. Ｚｈａｏ)ꎮ 秦岭地区、巴山地区和陕北黄

土高原共有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 ３ 种ꎬ分别为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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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桃、狭叶重楼和野大豆ꎮ
２.３.２　 垂直分布特征　 陕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的垂直分布明显ꎬ划分为低山林带〔海拔

(Ａｌｔ)<１ ２００ ｍ〕、中山林带(１ ２００ ｍ≤Ａｌｔ≤２ ３００ ｍ)
和亚高山草甸(Ａｌｔ>２ ３００ ｍ)ꎮ 调查结果(附表 １)显
示:中山林带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种类最多

(７４ 种)ꎬ占陕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总

种数的 ７１.８％ꎬ如黄杉、庙台槭(Ａｃｅｒ ｍｉａｏｔａｉｅｎｓｅ Ｐ. Ｃ.
Ｔｓｏｏｎｇ)、香果树(Ｅｍ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ｙｓ ｈｅｎｒｙｉ Ｏｌｉｖ.)、水曲柳

( Ｆｒａｘｉｎｕｓ ｍａｎｄｓｈｕｒｉｃａ Ｒｕｐｒ.)、 厚 朴 〔 Ｈｏｕｐｏｅ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Ｒｅｈｄｅｒ ｅｔ Ｅ. Ｈ. Ｗｉｌｓｏｎ) Ｎ. Ｈ. Ｘｉａ ｅｔ Ｃ. Ｙ.
Ｗｕ〕和长序榆(Ｕｌｍｕｓ ｅｌｏｎｇａｔａ Ｌ. Ｋ. Ｆｕ ｅｔ Ｃ. Ｓ. Ｄｉｎｇ)
等ꎻ低山林带次之(５４ 种)ꎬ占陕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总种数的 ５２. ４％ꎬ如红豆树(Ｏｒｍｏｓｉａ
ｈｏｓｉｅｉ Ｈｅｍｓｌ. ｅｔ Ｗｉｌｓ.)、 曲 茎 石 斛 (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ｆｌｅｘｉｃａｕｌｅ Ｚ. Ｈ. Ｔｓｉ )、 石生黄堇 (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ｓａｘｉｃｏｌａ
Ｂｕｎｔｉｎｇ)和翅果油树(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 ｍｏｌｌｉｓ Ｄｉｅｌｓ)等ꎻ亚高

山草甸最少(２８ 种)ꎬ占陕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总种数的 ２７. ２％ꎬ如太白贝母、褐花杓兰

( 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 ｃａｌｃｉｃｏｌａ Ｓｃｈｌｅｃｈｔｅｒ )、 毛 杓 兰

(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 ｆｒａｎｃｈｅｔｉｉ Ｅ. Ｈ. Ｗｉｌｓｏｎ)、太白杓兰、手参

〔Ｇｙｍｎａｄｅｎｉａ ｃｏｎｏｐｓｅａ ( Ｌｉｎｎ.) Ｒ. Ｂｒ.〕、 西南手参

(Ｇｙｍｎａｄｅｎｉａ ｏｒｃｈｉｄｉｓ Ｌｉｎｄｌ.)、三刺草(Ａｒｉｓｔｉｄａ ｔｒｉｓｅｔａ
Ｋｅｎｇ)、桃儿七和独叶草(Ｋｉｎｇｄｏｎｉａ ｕｎｉｆｌｏｒａ Ｂａｌｆ. ｆ. ｅｔ
Ｗ. Ｗ. Ｓｍｉｔｈ)ꎮ 其中ꎬ金荞麦〔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ｄｉｂｏｔｒｙｓ (Ｄ.
Ｄｏｎ) Ｈａｒａ〕的垂直分布跨度较大ꎬ在海拔 ２５０ ~ ３ ２００
ｍ 均有分布ꎮ

３　 讨　 　 论

３.１　 地理成分

陕西省复杂的地形地貌造就了该地区分布的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地理成分的复杂多样ꎮ 无论从

科水平还是属水平ꎬ陕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中ꎬ温带成分占优势ꎬ并伴有热带成分ꎬ其中ꎬ在
科水平ꎬ温带成分占 ２３.６％ꎬ热带成分占 ２１.１％ꎻ在属

水平ꎬ温带成分占 ３９.４％ꎬ热带成分占 ２２.７％ꎬ体现了

过渡性的特点ꎮ 陕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中ꎬ中国特有分布型有 ７ 属ꎬ所占比例达 １０.６％ꎬ高
于中 国 种 子 植 物 区 系 的 中 国 特 有 分 布 型 比 例

(７.６％) [１５]ꎬ也远高于新疆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的中国特有分布型比例(４.２％) [１６]ꎮ 同时ꎬ陕西

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数

量较多ꎬ有 １２ 个分布型和 ８ 个变型ꎬ多于新疆分布的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数量(５ 个分

布型和 ８ 个变型) [１６]ꎬ这与陕西省特殊的气候和地貌

为许多珍稀濒危植物和孑遗种提供了适宜的生长环

境密切相关ꎮ
３.２　 分布特征

从科的水平看ꎬ陕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中兰科种类最多ꎬ有 ２６ 种ꎬ远多于内蒙古自治区

(６ 种) [１７]和江苏省(６ 种) [１８]ꎮ 从属的水平看ꎬ陕西

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中杓兰属和重楼属

种类较多ꎬ其中ꎬ杓兰属种类(９ 种)多于内蒙古自治

区(４ 种) [１７]ꎬ与植物资源丰富的贵州省(９ 种) [１９] 一

致ꎻ重楼属种类(７ 种)也远多于江苏省(２ 种) [１８] 和

广东省(４ 种) [２０]ꎮ 中国特有种(６８ 种)远多于同处

西北地区的甘肃省(１４ 种) [２１]ꎬ也多于内蒙古自治区

(１１ 种) [１７]和广东省(１３ 种) [２０]ꎮ
陕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水平分布

区中秦岭和巴山地区占绝对优势(分别占 ７２.８％和

６８.０％)ꎬ且多数为药用植物资源ꎬ陕北黄土高原占

１１.７％ꎬ这种分布格局受地质和自然地理条件的综合

影响ꎮ 秦巴山区跨五省ꎬ兼有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之

土地ꎬ在其高大山体的屏蔽作用下ꎬ冰河期和冰后期

多种植物在此“避难所”得以生存ꎬ保留了很多孑遗

植物ꎮ 另外ꎬ由于暖温带和亚热带气候的交互作用ꎬ
秦巴山区植被具有过渡带的特点ꎬ物种资源丰富ꎬ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分布较多ꎮ 从地理位置看ꎬ秦巴

山区位于中国中部ꎬ处于东西和南北植物的交汇区及

过渡带ꎬ植物区系成分复杂ꎬ且该地区有较大面积的

森林或原始森林ꎬ如太白山和神农架ꎬ人类活动少ꎬ野
生植物资源丰富ꎬ因此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水平

分布中占有绝对优势[２２－２３]ꎮ
陕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垂直分

布明显ꎬ这与秦岭和巴山地区多高山、垂直分布差异

大有关ꎬ其中中山林带〔１ ２００ ｍ≤海拔(Ａｌｔ)≤２ ３００
ｍ〕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最多ꎬ这一垂直地

带面积宽广、地形复杂、环境多样、水热条件适宜ꎬ为
落叶阔叶林和常绿阔叶林带ꎬ同时ꎬ这一分布带人类

活动也最为频繁ꎬ自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ꎬ珍稀濒危

植物的生境不断缩减ꎬ需加大保护力度[６]ꎮ 亚高山

草甸(Ａｌｔ>２ ３００ ｍ)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

２８ 种ꎬ仅占陕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总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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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数的 ２７.２％ꎬ多数为草本植物ꎬ如独叶草、桃儿七、
扇脉杓兰(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Ｔｈｕｎｂ.)和太白杓兰

等ꎬ其原生境为青藏高原ꎬ太白山具备类似海拔的山

地、气候及土壤ꎬ成为其适生环境ꎮ 中山林带和亚高

山草甸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多数为零星分

布ꎬ很 难 被 发 现ꎬ 如 中 华 石 杉 〔 Ｈｕｐｅｒｚ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Ｃｈｒｉｓｔ) Ｃｈｉｎｇ〕、蛇足石杉〔Ｈｕｐｅｒｚｉａ ｓｅｒｒａｔａ (Ｔｈｕｎｂ.
ｅｘ Ｍｕｒｒａｙ) Ｔｒｅｖｉｓ.〕 和伏贴石杉 〔 Ｈｕｐｅｒｚｉａ ａｐｐｒｅｓｓａ
(Ｄｅｓｖ.) Ｌöｖｅ ｅｔ Ｌöｖｅ〕等ꎮ 最新研究结果表明:蛇足

石杉仅分布于中国东北地区ꎬ分布于陕西的“蛇足石

杉”ꎬ应该为长柄石杉〔Ｈｕｐｅｒｚｉａ ｊａｖａｎｉｃａ (Ｓｗ.) Ｆｒａｓｅｒ￣
Ｊｅｎｋ.〕 [１８ꎬ２４]ꎮ
３.３　 存在问题和建议

陕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生存现状

堪忧ꎬ存在以下问题:１)陕西省分布的大部分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植物的种群分布范围狭窄ꎬ自然栖息地破

碎化严重ꎬ许多物种已呈“孤岛状”分布ꎬ如长序榆、
黄杉、细叶楠(Ｐｈｏｅｂｅ ｈｕｉ Ｃｈｅｎｇ ｅｘ Ｙａｎｇ)和秦岭石蝴

蝶等ꎬ种内或种间基因交流受阻ꎬ种群退化加剧ꎮ
２)部分野生植物天然更新和自我繁殖困难ꎬ生长衰

退状况加剧ꎮ ３)个别种群栖息地破坏严重ꎬ种群个

体数量稀少ꎬ在野外零星分布ꎬ面临消亡的威胁ꎮ 因

此ꎬ应针对陕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开展

野外评估ꎬ尤其是具有经济价值、国家评估数据缺乏

和濒危的野生种群ꎬ明确其地理位置和种群规模ꎬ在
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建立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保护体系ꎬ增强对重点物种的保护力度ꎬ实行分类指

导ꎬ减少人为干扰和破坏ꎻ加大科学研究的投入ꎬ培养

专业人才ꎬ提高管理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ꎬ积极开展

人工培育和快速繁殖技术的研究ꎻ发展人工种群ꎬ并
开展相关的野外回归和检测工作ꎬ扩大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种群规模ꎬ发挥其在生态和经济领域的重要

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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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植物组成特征与地理分布格局[ Ｊ] .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ꎬ
２０２３ꎬ ３２(３): ８３－９１.

[２０] 　 杨安华ꎬ 陈祝锋ꎬ 谭　 淦ꎬ 等. 广东省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评估及其分布格局: 基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２０２１
版)[Ｊ] . 亚热带植物科学ꎬ ２０２２ꎬ ５１(６): ４７４－４８０.

[２１] 　 张继强ꎬ 赵焕新ꎬ 林　 琳ꎬ 等. 甘肃省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资源分布特征及现状 [ Ｊ] . 广西林业科学ꎬ ２０２３ꎬ ５２ ( ２):
２０７－２１３.

[２２] 　 张亮成. 秦巴山区特异的自然条件与植物资源[ Ｊ] . 经济林研

究ꎬ １９８７(增刊): ３１－３５.
[２３] 　 狄维忠ꎬ 仲铭锦. 陕西省国家珍稀、濒危保护植物的分布规律

[Ｊ] . 西北大学学报ꎬ １９８９ꎬ １９(１): ６３－６８.
[２４] 　 ＳＨＲＥＳＴＨＡ Ｎꎬ ＺＨＡＮＧ Ｘ Ｃ. Ｒｅ￣ｃｉｒｃｕｍ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ｐｅｒｚ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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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１　 陕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分布区和海拔区间１)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ｒ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１)

种(亚种ꎬ变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ｓｕｂｓｐｅｃｉｅｓꎬ ｖａｒｉｅｔｙ)

分布区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海拔区间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ｒａｎｇｅ

种(亚种ꎬ变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ｓｕｂｓｐｅｃｉｅｓꎬ ｖａｒｉｅｔｙ)

分布区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海拔区间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ｒａｎｇｅ

伏贴石杉 Ｈｕｐｅｒｚｉａ ａｐｐｒｅｓｓａ Ｑ ⅡꎬⅢ 独蒜兰 Ｐｌｅｉｏｎｅ ｂｕｌｂｏｃｏｄｉｏｉｄｅｓ∗ ＱꎬＢ ⅠꎬⅡ
中华石杉 Ｈｕｐｅｒｚ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Ｑ ⅡꎬⅢ 短芒芨芨草 Ａｃｈｎａｔｈｅｒｕｍ ｂｒｅｖｉａｒｉｓｔａｔｕｍ∗ Ｑ ⅠꎬⅡ
蛇足石杉 Ｈｕｐｅｒｚｉａ ｓｅｒｒａｔａ Ｑ ⅡꎬⅢ 沙芦草 Ａｇｒｏｐｙｒｏｎ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 Ｓ Ⅱ
穗花杉 Ａｍｅｎｔｏｔａｘｕｓ ａｒｇｏｔａｅｎｉａ∗ Ｂ Ⅰ 三刺草 Ａｒｉｓｔｉｄａ ｔｒｉｓｅｔａ∗ Ｑ Ⅲ
红豆杉 Ｔａｘｕｓ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ａｎａ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ＱꎬＢ ⅠꎬⅡꎬⅢ 阿拉善鹅观草 Ｅｌｙｍｕｓ ａｌａｓｈａｎｉｃｕｓ∗ Ｓ Ⅱ
南方红豆杉 Ｔａｘｕｓ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ａｎａ ｖａｒ. ｍａｉｒｅｉ∗ ＱꎬＢ Ⅱ 紫芒披碱草 Ｅｌｙｍｕｓ ｐｕｒｐｕｒａｒｉｓｔａｔｕｓ∗ Ｓ Ⅱ
巴山榧树 Ｔｏｒｒｅｙａ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ＱꎬＢ ⅠꎬⅡ 毛披碱草 Ｅｌｙｍｕｓ ｖｉｌｌｉｆｅｒ∗ Ｓ Ⅱ
秦岭冷杉 Ａｂｉｅｓ ｃｈｅｎｓｉｅｎｓｉｓ∗ ＱꎬＢ Ⅲ 华山新麦草 Ｐｓａｔｈｙｒ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ｈｕａｓｈａｎｉｃａ∗ Ｑ ⅠꎬⅡ
大果青杄 Ｐｉｃｅａ ｎｅｏｖｅｉｔｃｈｉｉ∗ ＱꎬＢ Ⅱ 石生黄堇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ｓａｘｉｃｏｌａ∗ Ｑ Ⅰ
黄杉 Ｐｓｅｕｄｏｔｓｕｇ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Ｂ Ⅱ 六角莲 Ｄｙｓｏｓｍａ ｐｌｅｉａｎｔｈａ∗ Ｂ ⅠꎬⅡꎬⅢ
马蹄香 Ｓａｒｕｍａ ｈｅｎｒｙｉ∗ ＱꎬＢ ⅠꎬⅡ 八角莲 Ｄｙｓｏｓｍａ ｖｅｒｓｉｐｅｌｌｉｓ∗ Ｂ ⅠꎬⅡꎬⅢ
厚朴 Ｈｏｕｐｏｅ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ＱꎬＢ Ⅱ 桃儿七 Ｓｉｎｏｐｏｄ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ｈｅｘａｎｄｒｕｍ∗ Ｑ Ⅲ
鹅掌楸 Ｌｉｒ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Ｂ Ⅱ 独叶草 Ｋｉｎｇｄｏｎｉａ ｕｎｉｆｌｏｒａ∗ Ｑ Ⅲ
油樟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ｌｏｎｇｅ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Ｂ ⅠꎬⅡ 黄连 Ｃｏｐｔｉ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Ｂ ⅠꎬⅡ
细叶楠 Ｐｈｏｅｂｅ ｈｕｉ∗ Ｂ Ⅰ 水青树 Ｔｅｔｒａｃｅｎｔｒｏｎ ｓｉｎｅｎｓｅ ＱꎬＢ Ⅱ
巴山重楼 Ｐａｒｉｓ ｂａ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Ｂ Ⅱ 矮牡丹 Ｐａｅｏｎｉａ ｊｉ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Ｓ ⅠꎬⅡ
球药隔重楼 Ｐａｒｉｓ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Ｂ ⅠꎬⅡ 紫斑牡丹 Ｐａｅｏｎｉａ ｒｏｃｋｉｉ∗ ＱꎬＳ ⅠꎬⅡ
具柄重楼 Ｐａｒｉｓ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ｖａｒ. ｐｅｔｉｏｌａｔａ∗ ＱꎬＢ ⅠꎬⅡ 太白山紫斑牡丹 Ｐａｅｏｎｉａ ｒｏｃｋｉｉ ｓｕｂｓｐ. ａｔａｖａ∗ Ｑ Ⅱ
七叶一枝花 Ｐａｒｉｓ 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 ＱꎬＢ Ⅱ 连香树 Ｃｅｒｃｉｄ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ＱꎬＢ Ⅱ
华重楼 Ｐａｒｉｓ 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Ｂ Ⅱ 云南红景天 Ｒｈｏｄｉｏｌ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ＱꎬＢ ⅡꎬⅢ
宽叶重楼 Ｐａｒｉｓ 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 ｖａｒ. 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ａ∗ ＱꎬＢ Ⅱ 锁阳 Ｃｙｎｏｍｏｒｉｕｍ ｓｏｎｇａｒｉｃｕｍ Ｓ ⅠꎬⅡ
狭叶重楼 Ｐａｒｉｓ 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 ｖａｒ. ｓｔｅｎｏｐｈｙｌｌａ ＱꎬＢꎬＳ Ⅱ 野大豆 Ｇｌｙｃｉｎｅ ｓｏｊａ ＱꎬＢꎬＳꎬＧ ⅠꎬⅡ
荞麦叶大百合 Ｃａｒｄｉｏｃｒｉｎｕｍ ｃａｔｈａｙａｎｕｍ∗ Ｂ Ⅱ 甘草 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 ｕｒａｌｅｎｓｉｓ Ｓ Ⅰ
川贝母 Ｆｒｉｔｉｌｌａｒｉａ ｃｉｒｒｈｏｓａ Ｑ Ⅲ 红豆树 Ｏｒｍｏｃｉａ ｈｏｓｉｅｉ∗ ＱꎬＢ Ⅰ
太白贝母 Ｆｒｉｔｉｌｌａｒｉａ ｔａｉｐａｉｅｎｓｉｓ∗ ＱꎬＢ ⅡꎬⅢ 甘肃桃 Ｐｒｕｎｕｓ ｋａｎｓｕｅｎｓｉｓ∗ ＱꎬＢꎬＳ ⅠꎬⅡꎬⅢ
绿花百合 Ｌｉｌｉｕｍ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ＱꎬＢ ⅡꎬⅢ 翅果油树 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 ｍｏｌｌｉｓ∗ Ｑ Ⅰ
乳头百合 Ｌｉｌｉｕｍ ｐａｐｉｌｌｉｆｅｒｕｍ∗ Ｑ Ⅰ 长序榆 Ｕｌｍｕｓ ｅｌｏｎｇａｔａ∗ Ｂ Ⅱ
白及 Ｂｌｅｔｉｌｌａ ｓｔｒｉａｔａ ＱꎬＢ ⅠꎬⅡ 大叶榉树 Ｚｅｌｋｏｖａ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ｉａｎａ∗ ＱꎬＢ ⅠꎬⅡ
独花兰 Ｃｈａｎｇｎｉｅｎｉａ ａｍｏｅｎａ∗ ＱꎬＢ ⅠꎬⅡ 台湾水青冈 Ｆａｇｕｓ ｈａｙａｔａｅ∗ ＱꎬＢ Ⅱ
杜鹃兰 Ｃｒｅｍａｓｔｒａ 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ｔａ ＱꎬＢ ⅠꎬⅡ 尖叶栎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ｏｘｙｐｈｙｌｌａ∗ ＱꎬＢ Ⅰ
蕙兰 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 ｆａｂｅｒｉ ＱꎬＢ ⅠꎬⅡ 毛紫薇 Ｌａｇｅｒ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ｖｉｌｌｏｓａ ＱꎬＢ Ⅰ
春兰 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 ｇｏｅｒｉｎｇｉｉ ＱꎬＢ Ⅱ 庙台槭 Ａｃｅｒ ｍｉａｏｔａｉｅｎｓｅ∗ ＱꎬＢ Ⅱ
大根兰 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 ｍａｃｒｏｒｈｉｚｏｎ Ｑ ⅠꎬⅡ 宜昌橙 Ｃｉｔｒｕｓ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 Ｂ Ⅰ
豆瓣兰 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 ｓｅｒｒａｔｕｍ∗ Ｂ Ⅱ 川黄檗 Ｐｈｅｌｌ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ＱꎬＢ ⅠꎬⅡ
褐花杓兰 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 ｃａｌｃｉｃｏｌａ∗ Ｑ Ⅲ 秃叶黄檗 Ｐｈｅｌｌ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ｖａｒ. ｇｌａｂｒｉｕｓｃｕｌｕｍ∗ ＱꎬＢ ⅠꎬⅡ
大叶杓兰 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 ｆａｓｃｉｏｌａｔｕｍ∗ ＱꎬＢ Ⅲ 金荞麦 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ｄｉｂｏｔｒｙｓ ＱꎬＢ ⅠꎬⅡꎬⅢ
毛杓兰 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 ｆｒａｎｃｈｅｔｉｉ∗ ＱꎬＢ ⅡꎬⅢ 珙桐 Ｄａｖｉｄｉａ 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ａ∗ Ｂ ⅠꎬⅡ
紫点杓兰 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 ｇｕｔｔａｔｕｍ Ｑ ⅡꎬⅢ 软枣猕猴桃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 ａｒｇｕｔａ ＱꎬＢ ⅠꎬⅡ
绿花杓兰 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 ｈｅｎｒｙｉ∗ ＱꎬＢ ⅡꎬⅢ 陕西猕猴桃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 ａｒｇｕｔａ ｖａｒ. ｇｉｒａｌｄｉｉ∗ Ｑ Ⅱ
扇脉杓兰 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ＱꎬＢ ⅡꎬⅢ 中华猕猴桃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ＱꎬＢ ⅠꎬⅡ
大花杓兰 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 ｍａｃｒａｎｔｈｏｓ Ｑ Ⅲ 美味猕猴桃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ｄｅｌｉｃｉｏｓａ∗ ＱꎬＢ ⅠꎬⅡ
巴郎山杓兰 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 ｐａｌａｎｇｓｈａｎｅｎｓｅ∗ Ｂ Ⅲ 香果树 Ｅｍ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ｙｓ ｈｅｎｒｙｉ∗ ＱꎬＢ ⅠꎬⅡ
太白杓兰 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 ｔａｉｂａｉｅｎｓｅ∗ Ｑ Ⅲ 黑果枸杞 Ｌｙｃｉｕｍ ｒｕｔｈｅｎｉｃｕｍ Ｓ ⅠꎬⅡ
黄石斛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ｃａｔｅｎａｔｕｍ ＱꎬＢ ⅠꎬⅡ 水曲柳 Ｆｒａｘｉｎｕｓ ｍａｎｄｓｈｕｒｉｃａ Ｑ ⅠꎬⅡ
曲茎石斛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ｆｌｅｘｉｃａｕｌｅ∗ ＱꎬＢ Ⅰ 毛木犀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ｖｅｎｏｓｕｓ∗ Ｂ Ⅰ
细叶石斛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ｈａｎｃｏｃｋｉｉ ＱꎬＢ ⅠꎬⅡ 秦岭石蝴蝶 Ｐｅｔｒｏｃｏｓｍｅａ ｑｉｎｌ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Ｑ Ⅰ
细茎石斛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ｍｏｎｉｌｉｆｏｒｍｅ Ｑ ⅠꎬⅡ 长柱玄参 Ｓｃｒｏｐｈｕｌａｒｉａ ｓｔｙｌｏｓａ∗ ＱꎬＢ ⅡꎬⅢ
天麻 Ｇａｓｔｒｏｄｉａ ｅｌａｔａ ＱꎬＢ ⅠꎬⅡ 崖白菜 Ｔｒｉａｅｎｏｐｈｏｒａ ｒｕｐｅｓｔｒｉｓ∗ Ｂ Ⅰ
手参 Ｇｙｍｎａｄｅｎｉａ ｃｏｎｏｐｓｅａ ＱꎬＢ Ⅲ 刺萼参 Ｅｃｈｉｎｏｃｏｄｏｎ ｄｒａｃｏ∗ ＱꎬＢ Ⅰ
西南手参 Ｇｙｍｎａｄｅｎｉａ ｏｒｃｈｉｄｉｓ∗ Ｑ Ⅲ 疙瘩七 Ｐａｎａｘ ｂｉｐｉｎｎａｔｉｆｉｄｕｓ ＱꎬＢ Ⅰ
华西蝴蝶兰 Ｐｈａｌａｅｎｏｐｓｉｓ ｗｉｌｓｏｎｉｉ Ｑ Ⅱ 珠子参 Ｐａｎａｘ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ｖａｒ. ｍａｊｏｒ ＱꎬＢ Ⅰ
象鼻兰 Ｐｈａｌａｅｎｏｐｓｉｓ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Ｂ Ⅱ

　 １)∗: 中国特有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Ｑ: 秦岭地区 Ｑｉｎｌ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ꎻ Ｂ: 巴山地区 Ｂａ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ꎻ Ｓ: 陕北黄土高原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ꎻ Ｇ: 关中平原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ｌａｉｎ. Ⅰ: Ａｌｔ<１ ２００ ｍꎻ Ⅱ: １ ２００ ｍ≤Ａｌｔ≤２ ３００ ｍꎻ Ⅲ: Ａｌｔ>２ ３００ ｍ. Ａｌｔ: 海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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