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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植物多样性保护和资源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和决策密切相关ꎬ迫切需要识别自然保护

地、制定资源利用规划ꎮ 本文对中国被子植物的物种丰富度、特有物种丰富度、濒危物种丰富度、系统发生多样性

和保护指数的空间格局进行了分析ꎬ按照保护指数从高到低的顺序选取累计面积达到陆域国土面积 １８％的县级行

政区作为保护优先区ꎮ 同时ꎬ对 １３ 类资源植物丰富度及资源指数的空间格局进行了分析ꎬ按照资源指数从高到低

的顺序选取累计面积达到陆域国土面积 １８％的县级行政区作为资源植物片区ꎬ并将累计面积达到陆域国土面积

５％的县级行政区作为资源植物片区的核心区ꎮ 结果表明:保护指数与物种丰富度的空间格局较为一致ꎬ主要集中

在北纬 ２１° ~３５°的西南、华南和东南的大部分区域(包括西藏南部ꎬ云南北部和南部ꎬ云南、贵州和广西毗邻处ꎬ四
川周边山区ꎬ重庆和湖北毗邻处ꎬ广西、湖南和贵州毗邻处等)ꎮ 基于保护指数筛选到 ３４ 个保护优先区ꎬ这些保护

优先区的被子植物、特有植物、濒危植物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分别占中国相应类型被子植物总种数的 ８０.５％、
８０.３％、７０.６％和 ７１.８％ꎮ 基于资源指数筛选到 ２０ 个资源植物片区ꎬ这些资源植物片区的被子植物、特有植物、濒危

植物、资源植物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分别占中国相应类型被子植物总种数的 ８２.７％、７７.２％、７４.９％、８７.０％和

７２.９％ꎬ核心区的被子植物、特有植物、濒危植物、资源植物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分别占中国相应类型被子植物

总种数的 ６０.６％、６０.６％、５８.０％、７６.３％和 ５７.８％ꎮ 研究结果显示:筛选的保护优先区与资源植物片区大致重叠ꎬ说
明筛选出的保护优先区能最大限度地保护中国的植物多样性和物种资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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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ｘ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ｂｉｇ ｄａｔａꎻ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ꎻ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ꎻ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ꎻ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ｄｅｘ

　 　 生物多样性是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和共同演化

的结果ꎬ是自然界赋予人类的宝贵财富ꎮ 植物是地球

上的初级生产者ꎬ为其他生物提供赖以生存的栖息地

和物质基础ꎬ对维持生物圈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生

态系统稳定起到关键作用[１]ꎮ 植物还能够为人类提

供大量的工业原料ꎬ如药物、纤维、油料、香料、胶脂

等[２]ꎮ 因此ꎬ人类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植物ꎮ 中

国资源植物丰富ꎬ许多栽培植物的野生近缘种具有优

良品质(如抗病、抗寒、抗旱、抗倒伏等)ꎬ是培育新品

种不可缺少的种质资源ꎬ可为农作物品种改良提供材

料[３ꎬ４]ꎮ 中国植物种类丰富ꎬ且近半数植物为特有植

物ꎬ包含许多珍稀的单种属和寡种属ꎮ 其中ꎬ部分特

有植物的系统分类地位较为特殊ꎬ在植物系统进化研

究中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５ꎬ６]ꎮ
植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如

在城市绿化和森林公园中ꎬ花草树木可美化环境ꎬ丰
富景观多样性ꎬ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ꎬ与人类福祉息

息相关[１ꎬ７－９]ꎮ 然而ꎬ进入 ２０ 世纪后ꎬ随着人口的剧

烈增长和城镇化的扩张ꎬ森林砍伐、水土流失及荒漠

化等问题日益严重ꎬ已有 ５％ ~ １５％的物种从地球上

消失[１０]ꎮ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６ 日ꎬ参与评估的 ７０％
的被子植物(有花植物)处于受威胁状态( 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ｉｕｃｎｒｅｄｌｉｓｔ.ｏｒｇ / )ꎮ 若不及时采取措施ꎬ物种的灭

绝速率将不断加快[１１ꎬ１２]ꎮ 植物多样性丧失对生态系

统功能和可持续性影响很大ꎮ 在植物多样性下降初

期ꎬ其对生态系统功能的影响较小ꎬ但当植物种数低

于一定阈值后ꎬ任何植物的灭绝都可能对生态系统功

能产生严重影响ꎬ进而影响生态系统服务水平[１３－１７]ꎮ
研究发现ꎬ除人类活动外ꎬ气候变化、极端天气、地质

灾害及生物入侵等均可对植物多样性产生严重危

害[１８－２０]ꎮ 因此ꎬ植物多样性保护与人类生存和生态

文明建设息息相关ꎮ 为了更好地应对生物多样性面

临的严峻挑战ꎬ迫切需要在国土规划中落实对植物多

样性的保护ꎮ 然而ꎬ虽然植物多样性是自然保护地规

划和建设的重要评估指标ꎬ但关于植物多样性研究的

代表数据不足ꎮ 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为例ꎬ目前

中国参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的濒危植物只有

３００ 多种[１５]ꎬ占现阶段中国濒危植物总种数的比例

不足 １０％[１９－２１]ꎮ
由于中国在植物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早期阶段缺

少相应规范ꎬ导致一些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植物资源

数量锐减[１８ꎬ２０ꎬ２１]ꎮ 例如ꎬ大量无序采挖药用植物导致

其野生资源急剧减少ꎬ甚至有些药用植物种类已经灭

绝[２２－２５]ꎮ 目前ꎬ中国不同地区间野生植物资源的开

发利用水平存在极大差异ꎬ有些地区的野生植物因长

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中而得到较好的保存ꎬ还有很

多地区因没有重视环境保护而导致野生植物面临严

峻的生存危机[２６－３０]ꎮ 近年来ꎬ国家高度重视资源植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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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开发和利用ꎮ 为了推进文化创意、设计服务与相

关产业融合发展的精神ꎬ文化和旅游部及财政部在

２０１８ 年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

指导意见»ꎬ大力发展新时代特色文化产业ꎬ深入实

施“一县一品”战略ꎬ计划在全国 ８３２ 个国家贫困县

的乡镇推选具有地域性、特色性、代表性的品牌产品ꎮ
此后ꎬ各地不断推进“一乡一品” “一县一品”的绿色

经济发展模式ꎬ目前这项产业促进计划已推广至全国

近 ３ ０００ 个县(县级市)、４０ ０００ 多个乡(镇)ꎮ 然而ꎬ
各地选择的品牌产品多为农林产品、渔副产品、手工

艺产品及特色食品等[３１ꎬ３２]ꎬ极少县、乡镇将当地特色

植物ꎬ尤其是特色野生植物列入品牌产品的培育对

象ꎮ 究其原因ꎬ可能是人们对当地的特色野生植物了

解不足ꎬ无法充分开发利用这些植物资源ꎮ
相关研究表明:自然保护区的选取和设置多以当

地的物种数以及特有物种和濒危物种的丰富程度为

主要依据ꎬ缺乏对物种演化历史的认识和考虑[３３－３７]ꎮ
生物多样性丧失将导致代表物种演化潜能的关键创

新性状和功能性状(如适应性性状)丢失[３７ꎬ３８]ꎮ 在保

护资源有限的情况下ꎬ为了防止更多的演化信息丢

失ꎬ并有效保护演化历史多样性ꎬ将系统发生多样性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ＰＤ)纳入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已经成为全球学者的共识[３８－４５]ꎮ
本研究基于植物大数据ꎬ将中国被子植物多样性

〔包括物种丰富度(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ꎬＳＲ)、特有物种丰

富度(ｅｎｄｅｍｉｃ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ꎬＥＲ)和濒危物种丰富

度(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ꎬＴＲ)〕与系统发生多样

性相结合ꎬ基于保护指数(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ꎬＰ＿ｉｎｄｅｘ)
筛选中国被子植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ꎬ旨在为中国自

然保护地识别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案ꎬ为中国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和完善提供科学依

据和数据支撑ꎮ 同时ꎬ在全面考虑不同类型资源植物

经济价值的前提下ꎬ基于资源指数(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ｄｅｘꎬ
Ｒ＿ｉｎｄｅｘ)ꎬ在全国范围内筛选资源植物片区及核心

区ꎬ以展示中国资源植物的清晰蓝图ꎬ响应国家乡村

振兴计划和行动部署ꎬ进一步优化和促进地方绿色产

业规划和经济发展ꎮ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物种信息来源及分类

本研究的物种信息以«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ｅｆｌｏｒａｓ.ｏｒｇ / ｆｌｏｒａ＿ｐａｇｅ.ａｓｐｘ? ｆｌｏｒａ＿ｉｄ ＝ ２)为基础ꎬ
依据«中国生物物种名录» (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ｓｐ２０００. ｏｒｇ.
ｃｎ / )进行修正ꎬ并去除异名、非法名、栽培种和外来

种等ꎬ最终确定的被子植物总计 ３０ ０６８ 种ꎮ 同时ꎬ根
据 Ｈｕａｎｇ 等[５ꎬ６] 的研究结果ꎬ在确定的被子植物中提

取中国特有植物ꎬ共计 １６ ６７６ 种ꎮ 濒危植物来源于

«中国高等植物受威胁物种名录»等文献[１９－２１]ꎬ将极

危(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ꎬＣＲ)、濒危(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ꎬＥＮ)
和易危(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ꎬＶＵ)植物统称为濒危物种ꎬ共计

３ ３６３ 种ꎮ 根据«中国资源植物» [２] 将资源植物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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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草植物ꎬ共计

５ ７２６ 种ꎬ其中被子植物有 ５ ０６５ 种ꎮ 根据«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ｚｈｅｎｇｃｅｋｕ / ２０２１－０９ / ０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６３６４０９.ｈｔｍ)统计区

域内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种数ꎮ
１.２　 物种分布数据来源及数据库形成

文中的物种分布数据包括文献数据和标本数据ꎬ
其中ꎬ文献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植物志»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云南植物志»«广西植物志»«江苏省植物志»
«浙江省植物志»«云南德宏州高等植物» «鄂尔多斯

高原维管植物名录»«鄂尔多斯植物志»«中国长白山

植物资源志» «淮北植物» «山西野生植物检索表»
«新疆草地植物名录» «溧阳木本植物» «新疆药用植

物名录»«贺兰山维管植物检索表»«四川攀西种子植

物»«广东植物多样性编目» «东莞植物志» «江西全

南种子植物名录»«神农架植物名录»«梅州维管植物

名录»«武功山地区维管束植物物种多样性编目»«濮
阳植物志» «宜兰县植物资源» «粤东植物名录» «浙
江温岭植物资源»«贵州维管植物编目»«西藏东南部

主要种子植物检索表»等书籍ꎬ标本数据主要来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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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ꎬ数据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ꎮ 在收集完所有文献数据后ꎬ去除

无效地名ꎬ形成包含约 １６９ 万条物种县级分布信息的

文献数据库ꎮ 另外ꎬ从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获得约

７００ 万份标本的县级分布记录ꎬ从全球生物多样性信

息网获得约 １９４ 万条大陆标本记录和 ３４ 万条台湾标

本记录ꎬ经过去重、清洗和去除无效标本记录(即经

度和纬度不在中国陆域范围)等标准化流程后ꎬ得到

包含约 ８３.６ 万条信息的标本数据库ꎮ 将文献数据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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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标本数据库结合起来ꎬ利用标准的县级行政区(包
含县、区、旗和县级市)名称(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ｃａ.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ｓｊ / ｘｚｑｈ /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０１１２０１０００１.ｈｔｍｌ)和标

准的植物拉丁学名(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ｐ２０００.ｏｒｇ.ｃｎ / )分别

对物种的分布数据和学名信息进行标准化处理ꎮ 去

除重复记录ꎬ确保同一物种在每个县级行政区内仅保

留 １ 条记录ꎮ 最终形成包含约 ２０２ 万条县级分布记

录的总数据库ꎮ 物种分布数据的统计和分析由关系

型数据 库 管 理 系 统 ＭｙＳＱＬ (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ｍｙｓｑｌ.
ｃｏｍ / )完成ꎮ
１.３　 保护指数计算

分别统计各县级行政区被子植物的物种丰富度、
特有物种丰富度和濒危物种丰富度ꎮ 同时ꎬ在“中国

维管植物生命之树” [４６] 基础上ꎬ利用 Ｒ 软件 ｐｉｃａｎｔｅ
包[４７]提取“中国被子植物生命之树”ꎬ计算各县级行

政区被子植物属水平的系统发生多样性ꎮ
保护指数可量化不同地理单元的生物多样性ꎮ

该指数包括物种多样性和系统发生多样性 ２ 个方面ꎬ
由物种丰富度、特有物种丰富度、濒危物种丰富度和

系统发生多样性 ４ 个指数组成ꎮ 为了避免不同数据

导致的偏差ꎬ将 ４ 个指数进行标准化处理ꎬ获得 ０ ~ １
的标准化数据ꎻ之后ꎬ依据 “等同权重” 原则ꎬ计算

４ 个指数标准化数据的算术平均值ꎬ即保护指数ꎮ
１.４　 资源指数计算

资源指数可量化不同县级行政区资源植物的价

值ꎮ 本研究的资源指数由资源植物丰富度(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ｌａｎｔ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ꎬＲＲ)和资源植物独特性(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ｌａｎｔ
ｕｎｉｑｕｅｎｅｓｓꎬＲＵ)组成ꎮ 其中ꎬ资源植物丰富度为每个

县级行政区资源植物的总种数与全国资源植物丰富

度最高的县级行政区的资源植物总种数的比值ꎻ资源

植物独特性为每个县级行政区内所有资源植物独特

性的平均值ꎬ其中ꎬ资源植物独特性计算公式为某资

源植物独特性＝ １－(该资源植物在国内分布的县级行

政区数 /全国县级行政区总数)ꎮ 依据“等同权重”原
则ꎬ计算资源植物丰富度和资源植物独特性的算术平

均值ꎬ即资源指数ꎮ
１.５　 空间分析和统计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工具将上述指数分别绘制到

地图上ꎬ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

指导意见»提出的“自然保护地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

１８％”标准划定保护优先区ꎮ 将各县级行政区的保护

指数由高到低排序ꎬ选取累计面积达到陆域国土面积

１８％的县级行政区作为保护优先区ꎮ 同时ꎬ将各县级

行政区的资源指数由高到低排序ꎬ选取累计面积达到

陆域国土面积 １８％且相邻的县级行政区ꎬ将这些区

域合并起来作为资源植物片区ꎻ选取累计面积达到陆

域国土面积 ５％且相邻的县级行政区ꎬ将这些区域合

并起来作为资源植物片区的核心区ꎮ
采用莫兰指数(Ｍｏｒａｎｓ Ｉ)检测不同植物多样性

指标的空间自相关性ꎮ Ｍｏｒａｎｓ Ｉ 的取值范围为

[－１ꎬ１]ꎬ数值越接近－１ꎬ表示相邻地理单元间的多样

性指标越离散ꎻ数值越接近 １ꎬ表示相邻地理单元间

的多样性指标越聚集ꎮ 采用 Ｒ 软件 ＳｐａｔｉａｌＰａｃｋ
包[４８]提供的修正后的 ｔ 检验法检测不同植物多样性

指标两两之间的空间相关性 ( ｒ)ꎮ ｒ 值越大ꎬ表示

２ 个植物多样性指标间的空间相关性越高ꎮ

２　 结果和分析

２.１　 不同植物多样性指标的空间格局及保护优先区

规划

　 　 分析结果(图 １)表明:整体上看ꎬ中国南方的物

种丰富度、特有物种丰富度和濒危物种丰富度高于北

方ꎬ说明中国被子植物的物种多样性呈现南多、北少

的格局ꎮ 物种丰富度和系统发生多样性具有较高的

空间分布一致性( ｒ ＝ ０.９４ꎬｐ<０.００１)ꎬ且具有非常显

著的空间分异特征ꎮ 物种丰富度和系统发生多样性

较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西藏南部ꎬ云南北部和南部ꎬ
云南、贵州和广西毗邻处ꎬ四川周边山区ꎬ重庆和湖北

毗邻处ꎬ广西、湖南和贵州毗邻处等地ꎻ特有物种丰富

度较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西藏和云南毗邻处ꎬ广东和

广西毗邻处ꎬ四川周边山区ꎬ重庆、湖南和湖北毗邻处

等区域ꎻ濒危物种丰富度较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西藏

和四川毗邻处ꎬ云南南部及台湾地区ꎬ与物种丰富度

有一定程度的空间一致性( ｒ ＝ ０. ８６ꎬｐ< ０. ００１)ꎮ 约

９０％的受威胁物种分布在北纬 ２１° ~ ３３°区域ꎬ其峰值

在北纬 ２３° ~２５°区域ꎮ 保护指数在空间上呈现显著

的非随机分布状态(Ｍｏｒａｎｓ Ｉ ＝ ０.４５ꎬｐ<０.００１)ꎬ且保

护指数较高区域的物种多样性也极其丰富ꎬ这些区域

还分布有大量的特有物种和濒危物种ꎬ并蕴含了丰富

的植物演化历史ꎮ 从纬度上看ꎬ保护指数较高的区域

主要集中在北纬 ２１° ~３５°的西南、华南和东南的大部

分区域ꎮ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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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图号: ＧＳ(２０２２)３７５８ 号

Ａ: 物种丰富度的空间格局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ꎻ Ｂ: 特有物种丰富度的空间格局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ꎻ Ｃ: 濒危物种
丰富度的空间格局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ꎻ Ｄ: 系统发生多样性的空间格局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ꎻ Ｅ: 保护指数
的空间格局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ꎻ Ｆ: 保护优先区(数字代表保护优先区编号)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ａｒｅａ ( ｔｈｅ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Ｎｏ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ａｒｅａｓ) .

图 １　 经标准化处理后不同植物多样性指标的空间格局及基于保护指数的保护优先区规划
Ｆｉｇ. １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ａｒｅａ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依据保护优先区选取标准ꎬ共得到 ３４ 个保护优

先区ꎬ累计面积 １７０.６×１０５ ｋｍ２ꎬ各保护优先区的植物

多样性见表 １ꎮ 这些保护优先区的被子植物总计

２４ １９６ 种ꎬ占中国被子植物总种数的８０.５％ꎻ特有植

物总计 １３ ３８５ 种ꎬ占中国特有被子植物总种数的

８０.３％ꎻ濒危植物总计 ２ ３７３ 种ꎬ占中国濒危被子植物

总种数的 ７０.６％ꎮ 同时ꎬ这些保护优先区还分布有

６０４ 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ꎬ占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被子植物总种数的 ７１.８％ꎮ 其中ꎬ国家一级保护野生

植物有 ５３ 种ꎬ占国家一级保护野生被子植物总种数

的 ７６.８％ꎻ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有 ５５１ 种ꎬ占国家

二级保护野生被子植物总种数的 ７１.４％ꎮ

表 １　 筛选的保护优先区的植物多样性１)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ｓｃｒｅｅｎｅ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ａｒｅａｓ１)

编号
Ｎｏ.

保护优先区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ａｒｅａ

面积 / ｋｍ２

Ａｒｅａ
ｎＡ ｎＥ ｎＴ ｎＮＫ ｎＮＫ－Ⅰ ｎＮＫ－Ⅱ

１ 东念青唐古拉山—伯舒拉岭—他念他翁山
Ｅａｓｔ Ｎｙｅｎｃｈｅｎ Ｔａｎｇｌｈａ－Ｂｏｘｏｉｌａｌｉｎｇ－Ｔｅｎａｓｓｅｒｉｍ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２１.０×１０５ ５ ０３８ ２ ００４ ２６７ ９６ ３ ９３

２ 云桂 Ｙｕｎｎａｎ－Ｇｕａｎｇｘｉ １５.４×１０５ ８ ９２８ ３ ８３９ ９３４ ２７７ ３１ ２４６
３ 雪峰岭—武陵山 Ｘｕｅｆｅｎｇｌｉｎｇ－Ｗｕｌ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１２.７×１０５ ４ ０８２ ２ ０１５ ２０６ ８６ ２ ８４
４ 怒山—高黎贡山—沙鲁里山 Ｎｕｓｈａｎ－Ｇａｏｌｉｇｏｎｇ－Ｓｈａｌｕｌ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１１.６×１０５ １０ ４５３ ５ ０６０ ８４６ ２４５ ２１ ２２４
５ 邛崃山—大雪山 Ｑｉｏｎｇｌａｉ－Ｄａｘｕ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９.２×１０５ ６ ８３５ ４ ０８８ ３６６ １３１ ２ １２９
６ 秦岭—岷山 Ｑｉｎｌｉｎｇ－Ｍｉｎ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８.８×１０５ ４ ６３２ ２ ４２３ １７２ ９４ １ ９３
７ 五莲山—乌蒙山 Ｗｕｌｉａｎ－Ｗｕｍｅ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８.６×１０５ ６ ９４３ ３ ５９７ ４０１ １３６ １ １３５
８ 南岭—罗霄山 Ｎａｎｌｉｎｇ－Ｌｕｏｘｉａｏ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８.３×１０５ ４ １４８ １ ６１４ ２０３ １０１ １ １００
９ 武夷山 Ｗｕｙ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８.２×１０５ ２ ８３９ １ ０３１ １０２ ６６ １ ６５

１０ 哀牢山—无量山 Ａｉｌａｏ－Ｗｕｌｉａ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７.８×１０５ ７ ５３４ ２ ６９５ ７９３ ２１５ １５ ２００
１１ 武当山—大巴山 Ｗｕｄａｎｇ－Ｄａｂ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５.３×１０５ ３ ３３３ １ ６８７ １３６ ７３ ２ ７１
１２ 大娄山 Ｄａｌｏｕ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５.２×１０５ ３ １１６ １ ４２８ １３６ ７１ ２ ６９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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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编号
Ｎｏ.

保护优先区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ａｒｅａ

面积 / ｋｍ２

Ａｒｅａ
ｎＡ ｎＥ ｎＴ ｎＮＫ ｎＮＫ－Ⅰ ｎＮＫ－Ⅱ

１３ 九岭山—幕阜山 Ｊｉｕｌｉｎｇ－Ｍｕｆｕ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４.０×１０５ ２ ２６１ ８５２ ７５ ５４ １ ５３
１４ 桂北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３.８×１０５ ３ ９３１ １ ４９３ ２２９ １０７ ８ ９９
１５ 天目山 Ｔｉａｎｍｕ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３.７×１０５ ２ ５３９ ９３９ ９３ ６４ ３ ６１
１６ 喜马拉雅东段 Ｅａｓｔ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３.５×１０５ １ ２９８ ２９３ ３３ １９ ０ １９
１７ 伏牛山—中条山 Ｆｕｎｉｕ－Ｚｈｏｎｇｔｉａｏ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３.４×１０５ １ ６２９ ５６２ ２６ ２８ ２ ２６
１８ 湘南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Ｈｕｎａｎ ３.３×１０５ ２ ０１８ ７８０ ５７ ４６ ３ ４３
１９ 云雾山 Ｙｕｎｗｕ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３.３×１０５ ３ １９６ ９５９ １７４ ７７ ６ ７１
２０ 大别山 Ｄａｂｉ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３.２×１０５ １ ８５６ ５８４ ４３ ４１ ０ ４１
２１ 玉山 Ｙｕ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２.５×１０５ ２ ９１０ ８０１ １９２ ５７ ０ ５７
２２ 大瑶山 Ｄａｙａｏ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２.０×１０５ ３ ２８７ １ １５２ １５３ ７９ ３ ７６
２３ 粤北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２.０×１０５ ２ ５２７ ７２０ １０６ ５１ ２ ４９
２４ 海南 Ｈａｉｎａｎ １.９×１０５ ２ ５９４ ６２５ ２６２ ７９ ４ ７５
２５ 燕山及周边山区 Ｙａｎｓｈａｎ ａｎｄ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１.８×１０５ １ ４８８ ２９０ ２８ １２ ０ １２
２６ 仙霞岭—雁荡山 Ｘｉａｎｘｉａｌｉｎｇ－Ｙａｎｄａ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１.７×１０５ ２ ０２８ ７２６ ７５ ４８ ０ ４８
２７ 喜马拉雅中段 Ｍｉｄｄｌｅ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１.７×１０５ １ ９７７ ３８８ ６７ ３１ ０ ３１
２８ 戴云山 Ｄａｉｙｕ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１.６×１０５ ２ ００４ ５２７ ６３ ３８ １ ３７
２９ 粤中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１.５×１０５ ２ ８０８ ７９２ １３４ ６０ １ ５９
３０ 黔中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ｕｉｚｈｏｕ １.０×１０５ ２ １８４ ８７１ ７３ ４４ ２ ４２
３１ 南京及周边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ｓ ０.９×１０５ １ ２３３ ２５３ ２８ ２２ ０ ２２
３２ 长白山 Ｃｈａｎｇｂａ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０.７×１０５ １ １０６ ４５ ３６ １６ ０ １６
３３ 甘南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Ｇａｎｓｕ ０.６×１０５ １ ４４３ ５４２ ２６ ２７ ０ ２７
３４ 豫北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Ｈｅｎａｎ ０.４×１０５ １ ０９８ ２７３ １５ １３ ０ １３

合计２) Ｔｏｔａｌ２) ２４ １９６　 １３ ３８５　 ２ ３７３　 ６０４　 ５３　 ５５１　

　 １) ｎＡ: 被子植物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ｎｇｉｏｓｐｅｒｍｓꎻ ｎＥ: 特有植物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ｐｌａｎｔｓꎻ ｎＴ: 濒危植物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ꎻ ｎＮＫ: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ꎻ ｎＮＫ－Ⅰ: 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ｌｅｖｅｌ Ⅰ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ꎻ ｎＮＫ－Ⅱ: 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ｌｅｖｅｌ Ⅱ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２)去除重复种类的总种数 Ｔｏｔ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ｒｅｍｏｖｅｄ ｒｅｐｅａ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２.２　 不同类型资源植物的空间格局及片区分布

分析结果(图 ２)表明:不同类型资源植物在空间

上呈现非随机分布状态ꎮ 牧草植物的空间格局与其

他类型资源植物明显不同ꎬ主要集中在内蒙古、新疆

北部以及甘肃和宁夏的部分区域ꎻ其他类型资源植物

的空间格局相似ꎬ主要集中在西南、华南和东南的大

部分区域ꎮ 根据资源指数的空间格局ꎬ中国资源植物

主要集中在物种多样性较高的区域ꎬ如云南、西藏和

四川毗邻处ꎬ云南南部ꎬ四川西北部ꎬ重庆大部分区域

以及岭南地区等ꎮ
依据资源植物片区选取标准ꎬ共得到 ２０ 个资源

植物片区ꎬ累计面积 １７０.６×１０５ ｋｍ２ꎬ各资源植物片区

的植物多样性见表 ２ꎮ 这些资源植物片区的被子植

物总计 ２４ ８５６ 种ꎬ占中国被子植物总种数的 ８２.７％ꎻ
特有植物总计 １２ ８７９ 种ꎬ占中国特有被子植物总种

数的 ７７.２％ꎻ濒危植物总计 ２ ５２０ 种ꎬ占中国濒危被

子植物总种数的 ７４.９％ꎮ 这些资源植物片区的资源

植物共有 ４ ４０６ 种ꎬ占中国资源植物中被子植物总种

数的 ８７.０％ꎬ并包含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６１３ 种ꎬ
占国家重点保护野生被子植物总种数的 ７２.９％ꎮ 其

中ꎬ国家一级和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分别有 ５３ 和 ５６０
种ꎬ各占国家一级和二级保护野生被子植物总种数的

７６.８％和 ７２.５％ꎮ
在筛选的资源植物片区中共有 １０ 个核心区ꎬ累

计面积 ４７. ３ × １０５ ｋｍ２ꎬ这些核心区的被子植物有

１８ ２１９ 种ꎬ占中国被子植物总种数的６０.６％ꎻ特有植

物有 １０ １０５ 种ꎬ占中国特有被子植物总种数的

６０.６％ꎻ濒危植物有 １ ９５１ 种ꎬ占中国濒危被子植物总

种数的 ５８.０％ꎮ 这些核心区的资源植物共有 ３ ８６３
种ꎬ占中国资源植物中被子植物总种数的 ７６.３％ꎬ包
含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４８６ 种ꎬ占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被子植物总种数的 ５７.８％ꎮ 其中ꎬ国家一级和二级

保护野生植物分别有 ４７ 和 ４３９ 种ꎬ各占国家一级和

二级保护野生被子植物总种数的 ６８.１％和 ５６.９％ꎮ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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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图号: ＧＳ(２０２２)３７５８ 号

Ａ－Ｍ. 不同类型资源植物丰富度的空间格局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Ａ. 淀粉植物 Ｓｔａｒｃｈ ｐｌａｎｔꎻ Ｂ. 芳香植物
Ａｒｏｍａｔｉｃ ｐｌａｎｔꎻ Ｃ. 观赏植物 Ｏｒｎ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ｌａｎｔꎻ Ｄ. 木材植物 Ｗｏｏｄ ｐｌａｎｔꎻ Ｅ. 蜜源植物 Ｎｅｃｔａｒ ｐｌａｎｔꎻ Ｆ. 牧草植物 Ｆｏｒａｇｅ ｐｌａｎｔꎻ Ｇ. 鞣料植物 Ｔａｎｎ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ꎻ Ｈ. 纤维植物 Ｆｉｂｒｏｕｓ ｐｌａｎｔꎻ Ｉ. 药用植物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ꎻ Ｊ. 野菜植物 Ｗｉｌｄ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ｐｌａｎｔꎻ Ｋ. 野果植物 Ｗｉｌｄ ｆｒｕｉｔ ｐｌａｎｔꎻ Ｌ. 油料植物 Ｏｉｌ ｐｌａｎｔꎻ
Ｍ. 有毒植物 Ｐｏｉｓｏｎｏｕｓ ｐｌａｎｔ. Ｎ. 资源指数的空间格局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ｄｅｘ. Ｏ. 资源植物片区(数字代表片区编号)Ａｒｅａ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ｌａｎｔｓ
( ｔｈｅ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Ｎｏｓ. ｏｆ ａｒｅａｓ) .

图 ２　 不同类型资源植物丰富度和资源指数的空间格局及资源植物片区分布
Ｆｉｇ. 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ｌａｎｔ ａｒｅａｓ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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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筛选的资源植物片区及核心区的植物多样性１)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ｓｃｒｅｅｎ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ｅ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ｌａｎｔｓ１)

片区
Ａｒｅａ

不同片区的植物多样性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ｒｅａｓ

Ａ / ｋｍ２ ｎＡ ｎＥ ｎＴ ｎＲ ｎＮＫ ｎＮＫ－Ⅰ ｎＮＫ－Ⅱ

不同核心区的植物多样性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ｒｅ ａｒｅａｓ

Ａ / ｋｍ２ ｎＡ ｎＥ ｎＴ ｎＲ ｎＮＫ ｎＮＫ－Ⅰ ｎＮＫ－Ⅱ

１ ２３.８×１０５ １９ ６６７ １０ ６２８ １ ３０３ ４ ６１８ ３７２ ２２ ３５０ ７.８×１０５ ５ ５４６ ４ ６１８ ６８４ ２ ２８７ １９６ １０ １８６
２ ２２.０×１０５ １０ ５４２ ５ ７２０ ４３５ ３ ６９７ ２１１ ２ ２０９ ２.７×１０５ ３ ６９７ ２ ３００ １８４ １ ７１３ ９０ １ ８９
３ １７.０×１０５ ９ １９１ ３ ６７７ ５１６ ３ ６５４ ２３１ １３ ２１８ １０.５×１０５ ３ ６５４ ２ ０７８ ３０８ １ ９３６ １２４ ７ １１７
４ １５.９×１０５ １６ ３７６ ６ ６１３ １ ６２２ ４ ６９８ ４８９ ４６ ４４３ ８.２×１０５ ４ ６９８ ３ ９３２ １ ００７ ２ ５２４ ２９９ ２９ ２７０
５ １２.８×１０５ ７ ７０１ ３ ８１３ ３４９ ３ ２８３ １６２ ３ １５９ ７.６×１０５ ３ ２８３ ２ ０７６ ２０８ １ ６８０ ８９ ２ ８７
６ １２.３×１０５ １ ５６４ ８４ ４４ ６２３ ２２ １ ２１
７ １０.６×１０５ ８６４ １８９ １７ ３９４ １５ ０ １５
８ １０.２×１０５ ５ ８８１ ２ ２５６ ２４１ ２ ７６１ １４２ ３ １３９ ５.３×１０５ ２ ７６１ １ １８７ １２８ １ ４１４ ７０ ３ ６７
９ ８.０×１０５ ３ ８３４ １ ３５６ ７０ ２ ０５９ ６６ ２ ６４ ３.３×１０５ ２ ０５９ ５５５ ２６ ８９７ ２８ ２ ２６

１０ ７.１×１０５ ２ １４６ ８５９ ３８ ８１６ ３８ ０ ３８
１１ ７.０×１０５ ３ ２１９ １ ００２ ６５ １ ８８６ ６７ １ ６６ ０.５×１０５ １ ８８６ ３１８ １６ ７３５ ２０ ０ ２０
１２ ４.２×１０５ ５ ８９６ １ ８４３ ５４９ １ ７５７ １８１ １３ １６８
１３ ３.２×１０５ ４ ７８９ １ １３９ ４５８ １ ７２３ １３５ ７ １２８ ０.５×１０５ １ ７２３ ５０２ ２０４ ７２３ ５６ ３ ５３
１４ ３.１×１０５ １ ４７８ ８５ ３０ ３５７ ２２ ０ ２２
１５ ３.０×１０５ １ ５９８ ３２２ ３０ ７６０ １２ ０ １２
１６ ２.９×１０５ ５ １５０ １ ３６６ ２２０ ２ ３８５ １２４ ４ １２０ ０.９×１０５ ２ ３８５ ７７１ １２２ １ ２９４ ７０ ３ ６７
１７ ２.２×１０５ １ ３８８ ７１ ３６ ３３６ ２６ ０ ２６
１８ ２.１×１０５ １ ４３１ ５６ ３２ ３６０ ２３ ０ ２３
１９ １.７×１０５ １ ９７７ ３８８ ６７ ４４７ ３１ ０ ３１
２０ １.５×１０５ ２ ６１２ ７２５ １７２ ７８８ ４６ ０ ４６

Ｔ２) ２４ ８５６ １２ ８７９ ２ ５２０ ４ ４０６ ６１３ ５３ ５６０ １８ ２１９ １０ １０５ １ ９５１ ３ ８６３ ４８６ ４７ ４３９

　 １) １: 横断山 Ｈｅｎｇｄｕ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ꎻ ２: 秦岭—岷山 Ｑｉｎｌｉｎｇ－Ｍｉｎ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ꎻ ３: 雪峰岭—南岭—罗霄山 Ｘｕｅｆｅｎｇｌｉｎｇ－Ｎａｎｌｉｎｇ－Ｌｕｏｘｉａｏ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ꎻ
４: 乌蒙山—哀牢山 Ｗｕｍｅｎｇ－Ａｉｌａｏ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ꎻ ５: 大巴山—武陵山 Ｄａｂａ－Ｗｕｌ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ꎻ ６: 小兴安岭—长白山 Ｌｅｓｓｅｒ Ｋｈｉｎｇａｎ－Ｃｈａｎｇｂａ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ꎻ ７: 贺兰山 Ｈｅｌ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ꎻ ８: 仙霞岭—天目山 Ｘｉａｎｘｉａｌｉｎｇ－Ｔｉａｎｍｕ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ꎻ ９: 伏牛山—中条山 Ｆｕｎｉｕ－Ｚｈｏｎｇｔｉａｏ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ꎻ １０:
祁连山 Ｑｉｌｉ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ꎻ １１: 大别山 Ｄａｂｉ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ꎻ １２: 德宏—保山—临沧 Ｄｅｈｏｎｇ－Ｂａｏｓｈａｎ－Ｌｉｎｃａｎｇꎻ １３: 海南 Ｈａｉｎａｎꎻ １４: 博格达山 Ｂｏｇｄ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ꎻ １５: 燕山—太行山 Ｙａｎｓｈａｎ－Ｔａｉｈａ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ꎻ １６: 云雾山 Ｙｕｎｗｕ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ꎻ １７: 天山 Ｔｉａｎ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ꎻ １８: 阿尔泰山 Ａｌｔａ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ꎻ １９: 喜马拉雅中段 Ｍｉｄｄｌｅ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ꎻ ２０: 玉山 Ｙｕ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 面积 Ａｒｅａꎻ ｎＡ: 被子植物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ｎｇｉｏｓｐｅｒｍｓꎻ
ｎＥ: 特有植物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ｐｌａｎｔｓꎻ ｎＴ: 濒危植物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ꎻ ｎＲ: 资源植物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ｌａｎｔｓꎻ ｎＮＫ: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ꎻ ｎＮＫ－Ⅰ: 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ｌｅｖｅｌ Ⅰ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ꎻ ｎＮＫ－Ⅱ: 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ｌｅｖｅｌ Ⅱ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２) Ｔ: 合计(去除重复种类的总种数)Ｔｏｔａｌ ( ｔｏｔ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ｒｅｍｏｖｅｄ ｒｅｐｅａ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

３　 讨　 　 论

植物不仅能够为消费者和分解者提供物质基础ꎬ
而且能够维持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ꎬ为包括人

类在内的其他生物提供适宜的生存环境ꎮ 因此ꎬ将植

物作为自然保护地评价的重要因子可获得更加客观、
可靠的结果ꎮ

利用植物大数据识别自然保护地不仅囊括了物

种丰富度、特有物种丰富度和濒危物种丰富度ꎬ还结

合了系统发生多样性等指标ꎬ可最大限度地保护植物

多样性、系统发生多样性(物种演化历史)以及依托

植物本身或栖息地生存的其他生物或自然遗产ꎮ 利

用植物大数据识别自然保护地可与其他生物多样性

保护方法互相补充ꎬ将属水平的演化历史引入生物多

样性保护研究ꎬ为自然保护地识别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策略制定提供了新的视角ꎮ
在资源植物利用方面ꎬ本研究从资源植物丰富度

和独特性 ２ 个方面提出资源指数ꎬ并根据资源指数划

定资源植物片区和核心区ꎮ 总体来看ꎬ除牧草植物

外ꎬ其余 １２ 类资源植物的空间格局与保护指数的空

间格局相似ꎮ 虽然这些资源植物的类型分类和每个

类型资源植物的种类尚需进一步补充和完善ꎬ但是仍

可以通过这些资源植物的空间格局发现具有地域特

色的野生植物资源ꎬ据此认为ꎬ利用植物大数据可为

国家绿色经济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提出具体的资源

植物利用方案ꎮ 当地政府可参考这些资源植物名录ꎬ
规划出适合本地资源植物利用的详细方案ꎬ在此基础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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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开发、利用适宜本地环境、气候和生境要求的一种

或多种植物ꎬ为当地绿色产业发展提供重要信息ꎮ
对比保护指数和资源指数较高的区域ꎬ中国资源

植物与植物多样性保护的空间格局具有较高的一致

性ꎬ特别是资源植物高度聚集的区域与物种丰富度最

高的区域高度重合ꎬ如西南、华南和东南的大部分区

域ꎮ 不同类型资源植物的空间格局显示:多数类型资

源植物的空间分布高度集中ꎬ这一空间格局特征为实

现“以最少的面积保护最多的物种”目标的生物多样

性保护地规划提供了先决条件[４９]ꎮ 这不仅为进一步

识别国家公园候选区提供了参考依据ꎬ而且反映出中

国的重要野生植物资源主要集中分布于亟需保护的

区域内ꎬ因此ꎬ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建成后将成为中国最大的种质资源库ꎬ协调资源利用

与保护之间的关系ꎬ对于中国的社会、生态和经济发

展都十分重要ꎮ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是中

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ꎮ 国家公园的主要功能

是对重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保护ꎬ属
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禁止开发区域ꎬ需纳入全

国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的管控范围ꎬ实行最严格的保护

措施ꎮ 然而ꎬ国家公园并不是完全的封闭式管理ꎬ应
兼具科研、教育、游憩等多种功能ꎮ 其中ꎬ核心保护区

应坚守只对科研、考察、监测等活动开放的原则ꎬ而一

般控制区则需着眼于提升生态系统服务能力ꎬ开放教

育和旅游ꎬ满足公众进入自然、亲近自然的公益性要

求ꎮ 目前ꎬ中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建设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ꎬ只有处理好自然资源科

学保护与合理利用之间的关系ꎬ才能真正促进人与自

然的和谐共生ꎬ提高国民的幸福感和国家认同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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