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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依据江西省药用维管植物名录和迁地栽培数据ꎬ结合部分野外调查结果ꎬ采用 ＧＩＳ 图层叠加分析法和 Ｄｏｂｓｏｎ
筛除算法ꎬ对江西省药用维管植物的数量、分布格局和迁地保护现状等进行了分析ꎮ 结果表明:江西省共分布有药

用维管植物 １９４ 科 ９７２ 属 ２ ６２０ 种ꎬ包括被子植物 １６５ 科 ９１２ 属 ２ ５２２ 种、裸子植物 ５ 科 １９ 属 ２８ 种、蕨类植物 ２４ 科

４１ 属 ７０ 种ꎻ包含种数较多的科有菊科(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豆科(Ｆａｂａｃｅａｅ)、蔷薇科(Ｒｏｓａｃｅａｅ)、唇形科(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禾本

科(Ｐｏａｃｅａｅ)和兰科(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等ꎬ包含种数较多的属有悬钩子属(Ｒｕｂｕｓ Ｌｉｎｎ.)、蓼属(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Ｌｉｎｎ.)、珍珠菜

属(Ｌｙｓｉｍａｃｈｉａ Ｌｉｎｎ.)、冬青属( Ｉｌｅｘ Ｌｉｎｎ.)和铁线莲属(Ｃｌｅｍａｔｉｓ Ｌｉｎｎ.)等ꎮ 从分布格局看ꎬ江西省 ９４ 个县(市、区)
有药用维管植物 １ ２０６~１ ９６８ 种ꎬ其中ꎬ位于山区的县(市、区)分布的种类较多ꎬ而位于中北部平原区域的县(市、
区)分布的种类较少ꎮ 对分布热点区域的识别结果显示:以江西省药用维管植物总种数为基本数据ꎬ当种数占比达

７５％时ꎬ分布热点区域仅包括井冈山市和资溪县ꎬ这 ２ 个县(市)辖域内均设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ꎻ当种数占比达

１００％时ꎬ分布热点区域包括 ４０ 个县(市、区)ꎬ其中 ３０ 个县(市、区)辖域内设有国家级或省级自然保护区ꎬ这些热

点县(市、区)共分布有药用维管植物 ２ ５３８ 种ꎬ占江西省药用维管植物总种数的 ９６.９％ꎮ 目前已迁地栽培和未迁地

栽培的药用维管植物分别有 １ ７０５ 和 ９１５ 种ꎬ分别占总种数的 ６５.１％和 ３４.９％ꎻ在未迁地栽培的种类中有 ２４ 种受威

胁种类ꎬ包括极危种 ２ 种、濒危种 ７ 种和易危种 １５ 种ꎮ 综合分析结果表明:江西省药用维管植物种数的分布格局整

体呈现沿海拔较高的山区向海拔较低的平原区域逐渐递减的趋势ꎬ海拔较高的山区是药用维管植物资源保护的关

键区域ꎬ设立自然保护区对维持江西省药用维管植物丰富度有重要意义ꎮ 根据研究结果ꎬ为保护江西省野生药用

维管植物资源ꎬ应加强就地保护力度ꎬ关注重点物种的迁地栽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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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ｓꎬ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６５. １％ ａｎｄ ３４. ９％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ꎻ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２４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ｎｏｎ ｅｘ ｓｉｔｕ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２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ꎬ ７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１５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ｓｈｏｗｓ ａ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ｆｒｏｍ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ａｒｅａ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ｅｒ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ｔｏ ｐｌａｉｎ ａｒｅａ ｗｉｔｈ ｌｏｗｅｒ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ꎬ ａｎｄ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ａｒｅａ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ｅｒ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ｉ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ａｒｅ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ꎬ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ｉｓ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ｆｏｒ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ꎬ ｉｎ ｓｉｔｕ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ａｎｄ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ａｉｄ ｔｏ ｅｘ ｓｉｔｕ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ｅｙ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ｅｒｖｅ ｗｉｌ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ꎻ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ｓꎻ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ꎻ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ꎻ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ｈｏｔｓｐｏｔꎻ ｅｘ ｓｉｔｕ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近几十年来ꎬ随中医药产业的发展ꎬ药用植物的

需求量逐年增加ꎬ其中约 ７０％的常用中药材来自野

生药用植物[１]ꎬ因而ꎬ野生药用植物资源的合理应用

和有效保护已成为研究人员亟需解决的问题ꎮ
药用植物资源属于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部分ꎬ其保

护原理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原理基本相似ꎬ即首先要

明确物种的分布热点区域和保护现状ꎮ Ｈｕａｎｇ 等[２]

利用 ６ ８８５ 种中国特有木本种子植物的县级分布数

据对这些种类的分布热点区域进行探讨ꎬ发现这些种

类的分布热点区域主要位于全国各地的山区ꎬ并认为

山脉对于保护中国的生物多样性至关重要ꎻＣｈｉ 等[３]

利用互补算法和前 ５％丰富度算法ꎬ结合 ５３５ 种濒危

药用植物的县级分布数据ꎬ确定了 ２１３ 个县为中国濒

危药用植物的分布热点县ꎬ同时还发现有 ３０ 个分布

热点县未被自然保护区覆盖ꎮ 这些研究对于优化全

国自然保护区分布格局ꎬ促进野生药用植物资源的保

护具有重要意义ꎮ

江西省自古以来就是药用植物利用大省ꎬ但无序

的采挖对该省野生药用植物资源造成了极为严重的

破坏ꎬ虽然已有一些学者对江西省部分药用植物类群

和局部区域的药用植物资源进行了调查分析[４－９]ꎬ但
目前人们对江西全省县级尺度上药用维管植物的总

体分布格局和保护现状还缺乏全面而详尽的了解ꎮ
对药用植物的主要保护措施有迁地保护和就地保

护[１０]ꎮ 江西省有赣南树木园和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

园(以下简称庐山植物园)２ 个大型的迁地保育机构ꎬ
这 ２ 个机构充分利用地理位置优势ꎬ做了大量的药用

维管植物保育工作ꎮ 据统计ꎬ江西省共有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９ 个、省级自然保护区 ３４ 个[１１]ꎬ这些保护区

在对珍稀濒危动植物进行保护的同时也保护了大量

的野生药用植物资源ꎮ 上述研究和保护工作虽然在

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江西省野生药用维管植物保护工

作的开展ꎬ但江西省野生药用维管植物的分布格局和

保护现状、江西省自然保护区与药用维管植物分布格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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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关系等还有待更为全面、细致的调查研究ꎮ
鉴于此ꎬ作者基于江西省药用维管植物名录和迁

地栽培数据ꎬ结合部分野外调查结果ꎬ采用 ＧＩＳ 图层

叠加分析法和 Ｄｏｂｓｏｎ 筛除算法ꎬ对江西省药用维管

植物的数量、分布格局和迁地保护现状进行分析ꎬ以
期为江西省药用植物资源保护措施的制定、保护区的

建立以及合理开发应用提供基础数据ꎮ

１　 研究区概况和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江西省地处长江中下游ꎬ具体的地理坐标为东经

１１３°３４′ ~ １１８° ２８′、 北纬 ２４° ２９′ ~ ３０° ０４′ꎬ 面积约

１６７ ０００ ｋｍ２ꎻ境内东、南、西三面环山ꎬ中北部为平

原ꎬ全省以山地、丘陵为主ꎮ 气候类型属中亚热带温

暖湿润季风气候ꎬ年均温 １６.３ ℃ ~１９.５ ℃ꎬ气温由北

向南逐渐升高ꎻ年降水量约 １ ３４１~１ ９４３ ｍｍꎬ降水量

呈东南部多于西北部、山地多于盆地的变化趋势ꎮ 土

壤类型主要为红壤ꎬ属于南方丘陵红壤区ꎮ 全省气候

冬暖夏凉、地形复杂多变ꎮ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植物名录数据及迁地栽培数据的获取　 江西

省药用维管植物名录数据来源于文献[１２]的中国药

用植物物种名录ꎬ并与江西省植物名录进行交互匹

配ꎬ另外还加入了部分野外实地调查的数据ꎬ所有植

物名称按照中国生物物种名录(植物卷) (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ｎｔ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ｒｇ / )进行标准化ꎬ据此获得江

西省药用维管植物名录ꎮ
迁地栽培数据来源于文献[１３－１４]ꎬ选取其中收

录的赣南树木园和庐山植物园的栽培植物名录ꎬ并与

上述得到的江西省药用维管植物名录进行交互匹配

组成江西省迁地栽培药用维管植物名录ꎬ并参照文献

[１５]划分各种类的受威胁等级ꎮ
１.２.２　 植物分布数据的获取　 通过以下 ３ 个途径收

集江西省药用维管植物分布数据:１)中国数字植物

标本馆(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ｖｈ. ａｃ. ｃｎ / )和全球生物多样性

信息网络(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ｂｉｆ.ｏｒｇ / )收录的植物标本数

据ꎻ２)«江西植物志» [１６－１９] 记载的各种类的县级分布

数据ꎻ３)对武宁县、修水县、都昌县、分宜县、玉山县、
庐山区、寻乌县、泰和县、鄱阳县、德兴市、安福县、永
新县和新干县 １３ 个县进行了实地调查ꎬ采集并鉴定

了 ５ ３７２ 号植物标本ꎬ共计 １ ７７１ 种药用植物ꎻ凭证标

本存放于江西中医药大学药用植物标本室(ＪＸＣＭ)ꎮ
１.２.３　 地理图层数据的获取和分析　 选用的地理图

层数据包括基础地理数据集和保护区图层数据集ꎬ其
中ꎬ江西省 １ ∶ ４ ０００ ０００ 的县界图和数字地形高程模

型(ＤＥＭ)数据集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

据中心(ｈｔｔｐ:∥ｗｗｗ. ｒｅｓｄｃ. ｃｎ / )ꎬ江西省自然保护区

图层数据集来源于文献[２０]ꎮ 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０ 软

件对所有地理图层进行分析ꎮ
１.２.４　 分布热点区域的确定 　 参照文献[２１]ꎬ利用

Ｄｏｂｓｏｎ 筛除算法筛选江西省药用维管植物分布热点

县(包括县级市和区)ꎮ 基本过程为:首先筛选出江

西省内药用维管植物丰富度最高的县ꎬ并将该县内分

布的种类在所有县中删除ꎻ然后筛选出剩余县中种类

丰富度最高的县ꎬ并将该县内分布的种类在所有县中

删除ꎬ依此类推ꎮ 如果不同的县级空间单元分布的种

数相同ꎬ则选择面积较小的县级空间单元ꎮ 另外ꎬ将
自然保护区图层与识别的分布热点区域进行空间叠

加ꎬ以分析分布热点区域与自然保护区的空间关系ꎮ

２　 结果和分析

２.１　 种类数量和分布格局

２.１.１　 种类数量 　 调查结果显示:江西省内共分布

有药用维管植物 １９４ 科 ９７２ 属 ２ ６２０ 种ꎮ 其中ꎬ双子

叶植物 １３７ 科 ７３９ 属 ２ １３０ 种ꎬ分别占江西省双子叶

植物科、属和种总数的 ９７.９％、８７.８％和 ７０.２％ꎻ单子

叶植物 ２８ 科 １７３ 属 ３９２ 种ꎬ分别占江西省单子叶植

物科、属和种总数的 １００.０％、７４.２％和 ５８.９％ꎻ裸子植

物 ５ 科 １９ 属 ２８ 种ꎬ分别占江西省裸子植物科、属和

种总数的 １００.０％、５９.３％和 ３８.４％ꎻ蕨类植物 ２４ 科 ４１
属 ７０ 种ꎬ分别占江西省蕨类植物科、属和种总数的

５４.５％、４９.４％和 ２２.２％ꎮ
江西省主要(种数排名前 １０)的药用维管植物科

和属见表 １ꎮ 结果显示:在江西省分布的药用维管植

物中ꎬ种数排名前 １０ 的科为菊科(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蔷薇科(Ｒｏｓａｃｅａｅ)、唇形科(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禾本 科 ( Ｐｏａｃｅａｅ )、 兰 科 (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 毛 茛 科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报春花科 ( Ｐｒｉｍｕｌａｃｅａｅ)、莎草科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和茜草科(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ꎬ包含的种数分别

为 １４５、１２０、１１５、１１３、８３、７２、５６、５５、５４ 和 ５２ 种ꎬ这
１０ 个科的总种数占江西省药用维管植物总种数的

３３. ０％ꎮ 种数排名前 １０ 的属为悬钩子属 ( Ｒｕｂｕｓ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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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ｎｎ.)、 蓼 属 (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Ｌｉｎｎ.)、 珍 珠 菜 属

(Ｌｙｓｉｍａｃｈｉａ Ｌｉｎｎ.)、冬青属 ( Ｉｌｅｘ Ｌｉｎｎ.)、铁线莲属

(Ｃｌｅｍａｔｉｓ Ｌｉｎｎ.)、猕猴桃属(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 Ｌｉｎｄｌ.)、堇菜属

( Ｖｉｏｌａ Ｌｉｎｎ.)、 荚 蒾 属 (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Ｌｉｎｎ.)、 紫 珠 属

(Ｃａｌｌｉｃａｒｐａ Ｌｉｎｎ.)和蒿属(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Ｌｉｎｎ.)ꎬ包含的种

数分别为 ３１、２９、２５、２３、２３、２３、２２、２０、１８ 和 １８ 种ꎬ这
１０ 个属的总种数占江西省药用维管植物总种数的

８.９％ꎮ

表 １　 江西省主要(种数排名前 １０)药用维管植物的科和属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ａｉｎ ( ｔｏｐ １０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ｇｅｎｕ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属
Ｇｅｎｕｓ

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１４５ 悬钩子属 Ｒｕｂｕｓ ３１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１２０ 蓼属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２９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１１５ 珍珠菜属 Ｌｙｓｉｍａｃｈｉａ ２５
唇形科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１１３ 冬青属 Ｉｌｅｘ ２３
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 ８３ 铁线莲属 Ｃｌｅｍａｔｉｓ ２３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７２ 猕猴桃属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 ２３
毛茛科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５６ 堇菜属 Ｖｉｏｌａ ２２
报春花科 Ｐｒｉｍｕｌａｃｅａｅ ５５ 荚蒾属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２０
莎草科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５４ 紫珠属 Ｃａｌｌｉｃａｒｐａ １８
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５２ 蒿属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１８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８６５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３２

２.１.２　 分布格局　 江西省药用维管植物种数的县级

分布格局和分布热点区域示意图见图 １ꎻ江西省地形

数字高程模型示意图见图 ２ꎻ将江西省国家级或省级

自然保护区分布区域与药用维管植物的分布热点区

域进行叠加分析ꎬ结果见图 ３ꎮ
由图 １ 可见:在江西省的 ９４ 个县级行政区中ꎬ药

用维管植物的种数有 １ ２０６~１ ９６８ 种ꎮ 其中ꎬ种数位

列前 ３ 的县级行政区为井冈山市、资溪县和武宁县ꎬ
分别有 １ ９６８、１ ９２１ 和 １ ７９０ 种药用维管植物ꎻ而种

数较少的县级行政区有横峰县、信州区和临川区ꎬ分
别仅有 １ ２０６、１ ２０６ 和 １ ２０７ 种药用维管植物ꎮ

对图 １ 和图 ２ 进行综合分析ꎬ结果显示:种数位

列前 ３ 的井冈山市、资溪县和武宁县均位于山区ꎬ其
中ꎬ井冈山市位于罗霄山脉中段、资溪县地处武夷山

脉西部、武宁县境内盘亘着幕阜山脉和九岭山脉ꎻ而
种数较少的县级行政区大多位于江西省中北部ꎬ多为

平原区域ꎮ 整体上看ꎬ江西省药用维管植物种数呈现

沿海拔较高的山区向海拔较低的平原区域逐渐递减

的趋势ꎬ即江西省东、南、西三面的药用维管植物物种

黑色粗体线和灰线分别代表市界和县界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ｂｏｌｄ 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ｙ
ｌｉｎｅ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图 １　 江西省药用维管植物种数的县级分布格局和分布热点区域示
意图
Ｆｉｇ. １ 　 Ｓｋｅｔｃｈ ｍａｐ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ｈｏｔｓｐｏｔ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Ｍ１: 幕阜山脉 Ｍｕｆｕ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ꎻ Ｍ２: 九岭山脉 Ｊｉｕｌ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ꎻ Ｍ３:
怀玉山脉 Ｈｕａｉｙｕ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ꎻ Ｍ４: 武夷山脉 Ｗｕｙ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ꎻ Ｍ５: 罗霄
山脉 Ｌｕｏｘｉａｏ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ꎻ Ｍ６: 九连山脉 Ｊｉｕｌｉ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图 ２　 江西省地形数字高程模型示意图
Ｆｉｇ. ２ 　 Ｓｋｅｔｃｈ ｍａｐ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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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级或省级自然保护区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ꎻ : 分布热点区域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ｈｏｔｓｐｏｔｓ. Ａ: 种数占比达 ７５％的分布热点区域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７５％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ｈｏｔｓｐｏｔｓꎻ Ｂ: 种数占比达 １００％的分布热点区域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１００％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ｈｏｔｓｐｏｔｓ.

图 ３　 江西省国家级或省级自然保护区分布区域和药用维管植物分布热点区域示意图
Ｆｉｇ. ３　 Ｓｋｅｔｃｈ ｍａｐ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ｈｏｔｓｐｏｔ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丰富度高于中北部的平原区域ꎮ
采用 Ｄｏｂｓｏｎ 筛除算法对江西省药用维管植物的

分布热点区域进行分析ꎬ结果(图 ３)显示:以江西省

药用维管植物总种数为基本数据ꎬ当种数占比达

７５％时ꎬ分布热点区域仅包括井冈山市和资溪县 ２ 个

县(市)(图 ３－Ａ)ꎻ当种数占比达 １００％时ꎬ分布热点

区域包括 ４０ 个县(市、区)ꎬ分别为安福县、安远县、
柴桑区、崇义县、大余县、德兴市、都昌县、分宜县、广
昌县、贵溪市、湖口县、吉安县、井冈山市、乐平市、莲
花县、濂溪区、龙南县、芦溪县、南昌县、南丰县、铅山

县、瑞金市、上饶县、上犹县、石城县、遂川县、泰和县、
铜鼓县、武宁县、新干县、新建县、兴国县、修水县、寻
乌县、宜丰县、永丰县、永新县、永修县、玉山县和资溪

县(图 ３－Ｂ)ꎮ 结合图 ２ 可见:这些分布热点区域大多

位于江西省与邻省接壤的高山区域ꎬ基本与种数的分

布格局相似ꎮ
２.１.３　 自然保护区与分布热点区域的关系分析　 结

果(图 ３－Ａ)显示:当种数占比达 ７５％时ꎬ２ 个分布热

点区域(井冈山市和资溪县)的辖域内均设立有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ꎬ这 ２ 个分布热点区域共分布有药用维

管植物 １６６ 科 ８２９ 属 ２ ０９５ 种ꎬ分别占江西省药用维

管植物科、属和种总数的 ８５.６％、８５.３％和 ８０.０％ꎬ这
２ 个县(市)的药用维管植物丰富度较高ꎮ

结果(图 ３－Ｂ)还显示:当种数占比达 １００％时ꎬ
分布热点县包括 ４０ 个县(市、区)ꎮ 其中ꎬ德兴市、井
冈山市、龙南县、南昌县、铅山县、泰和县、武宁县、新
建县、宜丰县和资溪县 １０ 个县(市)的辖域内均设立

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ꎬ这 １０ 个县(市)共分布有药用

维管植物 １８６ 科 ９１４ 属 ２ ３８２ 种ꎬ分别占江西省药用

维管植物科、属和种总数的９５.９％、９４.０％和 ９０.９％ꎻ
安福县、柴桑区、崇义县、都昌县、广昌县、贵溪市、莲
花县、濂溪区、芦溪县、南丰县、上饶县、上犹县、石城

县、遂川县、铜鼓县、修水县、永丰县、永新县、永修县

和玉山县 ２０ 个县(市、区)的辖域内均设立有省级自

然保护区ꎬ这 ２０ 个县(市、区)共分布有药用维管植

物 １８５ 科 ９０３ 属２ ２４７种ꎬ分别占江西省药用维管植

物科、属和种总数的 ９５.４％、９２.９％和 ８５.８％ꎮ 以上有

国家级或省级自然保护区分布的 ３０ 个县(市、区)共
分布有药用维管植物 １９１ 科 ９５３ 属 ２ ５３８ 种ꎬ分别占

江西省药用维管植物科、属和种总数的９８.４％、９８.０％
和 ９６.９％ꎮ 而安远县、大余县、分宜县、湖口县、吉安

县、乐平市、瑞金市、新干县、兴国县和寻乌县 １０ 个县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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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辖域内至今未设立国家级或省级自然保护

区ꎬ这 １０ 个县(市)共分布有药用维管植物 １７５ 科

７９６ 属 １ ７９９ 种ꎬ分别占江西省药用维管植物科、属和

种总数的９０.２％、８１.９％和 ６８.７％ꎮ
综合上述结果ꎬ在江西省设立有国家级和省级自

然保护区的县(市、区)内ꎬ药用维管植物科、属和种

的数量均占江西省药用维管植物科、属和种总数的

９５％以上ꎬ说明设立自然保护区对维持江西省药用维

管植物丰富度有重要意义ꎮ
２.２　 迁地保护现状分析

调查和分析结果显示:江西省已迁地栽培的药用

维管植物有 １８８ 科 ８１４ 属 １ ７０５ 种ꎬ分别占江西省药

用维管植物科、 属和种总数的 ９６. ９％、 ８３. ７％ 和

６５.１％ꎻ未迁地栽培的药用维管植物有 ９１５ 种ꎬ占江

西省药用维管植物总种数的 ３４.９％ꎮ 其中ꎬ庐山植物

园迁地栽培 １７４ 科 ７４７ 属 １ ４６６ 种ꎬ分别占江西省药

用维管植物科、 属和种总数的 ８９. ７％、 ７６. ９％ 和

５６.０％ꎻ赣南树木园迁地栽培 １６７ 科 ５６５ 属 ９７１ 种ꎬ分
别占江西省药用维管植物科、属和种总数的８７.０％、
５８.１％和３７.１％ꎮ 可见ꎬ在江西省分布的药用维管植

物中ꎬ绝大多数科和属的代表性种类已迁地栽培ꎮ 对

江西省药用维管植物中已迁地栽培和未迁地栽培种

数排名前 １０ 的科和属进行比较ꎬ结果分别见表 ２ 和

表 ３ꎮ
由表 ２ 可见:已迁地栽培种数较多的科有菊科、

蔷薇科、唇形科、豆科和禾本科ꎬ分别有 ９２、８３、７３、６７

表 ２　 江西省药用维管植物中已迁地栽培和未迁地栽培种数排名前
１０ 的科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ｏｐ １０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ｘ ｓｉｔｕ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ｎｏｎ ｅｘ ｓｉｔｕ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已迁地栽培
Ｅｘ ｓｉｔｕ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未迁地栽培
Ｎｏｎ ｅｘ ｓｉｔｕ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９２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５３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８３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５３
唇形科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７３ 唇形科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４０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６７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３２
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 ６６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３２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４０ 报春花科 Ｐｒｉｍｕｌａｃｅａｅ ３１
莎草科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４０ 毛茛科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２６
樟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３３ 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２３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３０ 荨麻科 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２０
毛茛科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３０ 葡萄科 Ｖｉｔａｃｅａｅ １９

表 ３　 江西省药用维管植物中已迁地栽培和未迁地栽培种数排名前
１０ 的属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ｏｐ １０ ｇｅｎｅｒ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ｘ ｓｉｔｕ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ｎｏｎ ｅｘ ｓｉｔｕ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已迁地栽培
Ｅｘ ｓｉｔｕ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未迁地栽培
Ｎｏｎ ｅｘ ｓｉｔｕ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属
Ｇｅｎｕｓ

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属
Ｇｅｎｕｓ

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蓼属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２１ 珍珠菜属 Ｌｙｓｉｍａｃｈｉａ １４
悬钩子属 Ｒｕｂｕｓ １９ 铁线莲属 Ｃｌｅｍａｔｉｓ １３
冬青属 Ｉｌｅｘ １８ 猕猴桃属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 １２
堇菜属 Ｖｉｏｌａ １８ 悬钩子属 Ｒｕｂｕｓ １２
荚蒾属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１５ 南蛇藤属 Ｃｅｌａｓｔｒｕｓ １０
杜鹃花属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１３ 紫珠属 Ｃａｌｌｉｃａｒｐａ ９
蒿属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１２ 柃木属 Ｅｕｒｙａ ８
薹草属 Ｃａｒｅｘ １２ 紫金牛属 Ａｒｄｉｓｉａ ８
珍珠菜属 Ｌｙｓｉｍａｃｈｉａ １１ 木蓝属 Ｉｎｄｉｇｏｆｅｒａ ８
猕猴桃属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 １１ 蓼属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８

和 ６６ 种 已 迁 地 栽 培ꎻ 兰 科、 莎 草 科、 樟 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蓼科(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和毛茛科分别有 ３０
种以上已迁地栽培ꎮ 未迁地栽培种数较多的科有豆

科、菊科、唇形科、兰科、蔷薇科和报春花科ꎬ分别有

５３、５３、４０、３２、３２ 和 ３１ 种未迁地栽培ꎻ毛茛科、茜草

科、荨麻科(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和葡萄科(Ｖｉｔａｃｅａｅ)分别有

２６、２３、２０ 和 １９ 种未迁地栽培ꎮ 这些科中的多数科

也是种数排名前 １０ 的科ꎮ
由表 ３ 可见:已迁地栽培种数较多的属有蓼属、

悬钩子属、冬青属、堇菜属和荚蒾属ꎬ分别有 ２１、１９、
１８、１８ 和 １５ 种已迁地栽培ꎻ杜鹃花属(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Ｌｉｎｎ.)、蒿属、薹草属(Ｃａｒｅｘ Ｌｉｎｎ.)、珍珠菜属和猕猴

桃属分别有 １３、１２、１２、１１ 和 １１ 种已迁地栽培ꎮ 未迁

地栽培种数较多的属有珍珠菜属、铁线莲属、猕猴桃

属、悬钩子属和南蛇藤属(Ｃｅｌａｓｔｒｕｓ Ｌｉｎｎ.)ꎬ分别有

１４、１３、１２、１２ 和 １０ 种未迁地栽培ꎻ紫珠属、柃木属

(Ｅｕｒｙａ Ｔｈｕｎｂ.)、紫金牛属( Ａｒｄｉｓｉａ Ｓｗａｒｔｚ)、木兰属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Ｌｉｎｎ.)和蓼属有 ８ 种以上未迁地栽培ꎮ 在

迁地栽培种类较多的属中有 ８ 属是种数排名前 １０ 的

属ꎬ但未迁地栽培种类较多的属中仅有 ６ 属是种数排

名前 １０ 的属ꎮ
对江西省受威胁但未迁地栽培的药用维管植物

进行统计ꎬ结果见表 ４ꎮ 在江西省未迁地栽培的药用

维管植物中有 ２４ 种受威胁物种ꎬ包括极危种２ 种、濒
危种 ７ 种、易危种 １５ 种ꎬ其中的 ２０ 种以全株或根、树
皮、块茎、鳞茎、块根和根状茎入药ꎮ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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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江西省未迁地栽培的药用维管植物中受威胁种类名录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ｌｉｓｔ ｏｆ ｎｏｎ ｅｘ ｓｉｔｕ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药用部位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

等级１)

Ｇｒａｄｅ１)

长苞羊耳蒜 Ｌｉｐａｒｉｓ ｉｎａｐｅｒｔａ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羊耳蒜属 Ｌｉｐａｒｉｓ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ＣＲ
大花石斛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ｗｉｌｓｏｎｉｉ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石斛属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茎 Ｓｔｅｍ ＣＲ
天目贝母 Ｆｒｉｔｉｌｌａｒｉａ ｍｏｎａｎｔｈａ 百合科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贝母属 Ｆｒｉｔｉｌｌａｒｉａ 鳞茎 Ｂｕｌｂ ＥＮ
青牛胆 Ｔｉｎｏｓｐｏｒａ ｓａｇｉｔｔａｔａ 防己科 Ｍｅｎｉｓｐｅｒｍａｃｅａｅ 青牛胆属 Ｔｉｎｏｓｐｏｒａ 块根 Ｅａｒｔｈｎｕｔ ＥＮ
长叶榧树 Ｔｏｒｒｅｙａ ｊａｃｋｉｉ 红豆杉科 Ｔａｘａｃｅａｅ 榧树属 Ｔｏｒｒｅｙａ 枝、叶 Ｔｗｉｇꎬ ｌｅａｆ ＥＮ
小白及 Ｂｌｅｔｉｌｌａ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白及属 Ｂｌｅｔｉｌｌａ 块茎 Ｔｕｂｅｒ ＥＮ
黄花白及 Ｂｌｅｔｉｌｌａ ｏｃｈｒａｃｅａ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白及属 Ｂｌｅｔｉｌｌａ 块茎 Ｔｕｂｅｒ ＥＮ
褐苞薯蓣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ｐｅｒｓｉｍｉｌｉｓ 薯蓣科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ｃｅａｅ 薯蓣属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块茎 Ｔｕｂｅｒ ＥＮ
天目地黄 Ｒｅｈｍａｎｎｉａ ｃｈｉｎｇｉｉ 玄参科 Ｓｃｒｏｐｈｕｌａｒｉａｃｅａｅ 地黄属 Ｒｅｈｍａｎｎｉａ 根状茎 Ｒｈｉｚｏｍｅ ＥＮ
山豆根 Ｅｕｃｈｒｅｓｔ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山豆根属 Ｅｕｃｈｒｅｓｔａ 根、种子 Ｒｏｏｔꎬ ｓｅｅｄ ＶＵ
水蕨 Ｃｅｒａｔｏｐｔｅｒｉｓ ｔｈａｌｉｃｔｒｏｉｄｅｓ 凤尾蕨科 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水蕨属 Ｃｅｒａｔｏｐｔｅｒｉｓ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ＶＵ
小叶白点兰 Ｔｈｒｉｘｓｐｅｒｍ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白点兰属 Ｔｈｒｉｘｓｐｅｒｍｕｍ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ＶＵ
光萼斑叶兰 Ｇｏｏｄｙｅｒａ ｈｅｎｒｙｉ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斑叶兰属 Ｇｏｏｄｙｅｒａ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ＶＵ
钩状石斛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ａｄｕｎｃｕｍ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石斛属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茎 Ｓｔｅｍ ＶＵ
金耳环 Ａｓａｒｕｍ ｉｎｓｉｇｎｅ 马兜铃科 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ｃｅａｅ 细辛属 Ａｓａｒｕｍ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ＶＵ
通城虎 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 ｆｏｒｄｉａｎａ 马兜铃科 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ｃｅａｅ 马兜铃属 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 根、全株 Ｒｏｏｔꎬ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ＶＵ
祁阳细辛 Ａｓａｒｕｍ 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ｕｍ 马兜铃科 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ｃｅａｅ 细辛属 Ａｓａｒｕｍ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ＶＵ
清风藤猕猴桃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 ｓａｂｉｉｆｏｌｉａ 猕猴桃科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ｃｅａｅ 猕猴桃属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 果实 Ｆｒｕｉｔ ＶＵ
长叶猕猴桃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 ｈｅｍｓｌｅｙａｎａ 猕猴桃科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ｃｅａｅ 猕猴桃属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 果实 Ｆｒｕｉｔ ＶＵ
安息香猕猴桃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 ｓｔｙｒａｃｉｆｏｌｉａ 猕猴桃科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ｃｅａｅ 猕猴桃属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 根、果实 Ｒｏｏｔꎬ ｆｒｕｉｔ ＶＵ
凹叶玉兰 Ｙｕｌａｎｉａ ｓａｒｇｅｎｔｉａｎａ 木兰科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玉兰属 Ｙｕｌａｎｉａ 树皮 Ｂａｒｋ ＶＵ
巴戟天 Ｍｏｒｉｎｄ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巴戟天属 Ｍｏｒｉｎｄａ 根 Ｒｏｏｔ ＶＵ
明党参 Ｃｈａｎｇｉｕｍ ｓｍｙｒｎｉｏｉｄｅｓ 伞形科 Ａｐｉａｃｅａｅ 明党参属 Ｃｈａｎｇｉｕｍ 根 Ｒｏｏｔ ＶＵ
纸叶榕 Ｆｉｃｕｓ ｃｈａｒｔａｃｅａ 桑科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榕属 Ｆｉｃｕｓ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ＶＵ

　 １)ＣＲ: 极危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ꎻ ＥＮ: 濒危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ꎻ ＶＵ: 易危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３　 讨　 　 论

调查分析结果表明:江西省共有药用维管植物

１９４ 科 ９７２ 属 ２ ６２０ 种ꎬ这些药用维管植物在县级尺

度上的分布格局与省内各大山脉的地理位置密切相

关ꎬ种数呈现沿海拔较高的山区向海拔较低的平原区

域逐渐递减的趋势ꎮ 在江西省东、南、西三面分别有

怀玉山脉、武夷山脉、九连山脉、罗霄山脉和幕阜山脉

等高大山脉ꎬ这些山脉的海拔普遍在 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 ｍꎬ
属于中海拔山区ꎬ而中海拔区域是生物多样性最高的

区域[２２]ꎬ因而ꎬ药用维管植物的丰富度较高ꎻ而江西

省的中北部为地势较低的鄱阳湖平原ꎬ该区域人口密

度大、农业活动频繁ꎬ对自然环境的干扰更加明显ꎬ因
而ꎬ药用维管植物分布数量较少ꎮ 此外ꎬ由于地形条

件限制ꎬ山区较平原地区交通不便ꎬ工业发展缓慢ꎬ对
自然环境的破坏程度较轻ꎬ许多野生植物得以保存ꎮ
因此ꎬ海拔较高的山区是江西省药用维管植物资源保

护的关键区域ꎮ
采用 Ｄｏｂｓｏｎ 筛除算法对江西省药用维管植物的

分布热点区域进行分析ꎬ当种数占比达 １００％时ꎬ分
布热点区域包含 ４０ 个县(市、区)ꎬ其中安远县、大余

县和分宜县等 １０ 个县(市)处于保护区空缺的状态ꎬ
但其余 ３０ 个县(市、区)辖域内均设立有国家级或省

级自然保护区ꎬ这些保护区内共分布有药用维管植物

２ ５３８ 种ꎬ占江西省药用维管植物总种数的 ９６.９％ꎬ仅
３.１％的种类未纳入现有的自然保护区范围内ꎬ换言

之ꎬ这些自然保护区对江西省药用维管植物也有较高

程度的保护ꎮ 因此ꎬ针对江西省药用维管植物的保护

现状ꎬ应加大迁地保护的力度ꎬ尽快增加迁地保育种

类的数量ꎬ避免这些珍贵的药用植物资源流失ꎮ
赣南树木园和庐山植物园共迁地栽培药用维管

植物 １ ７０５ 种ꎬ占江西省药用维管植物总种数的

６５.１％ꎬ但还有 ３４.９％的药用维管植物种类未进行迁

地栽培ꎬ其中ꎬ极危植物 ２ 种、濒危植物 ７ 种、易危植

物 １５ 种ꎮ 这些受威胁的药用维管植物中有 ２０ 种植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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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占总收录种数的 ８３.３％)以全株或根、根状茎和

树皮等部位入药ꎬ采收这些部位可影响植株的生长甚

至导致植株死亡ꎬ进而影响种群更新ꎬ加大物种灭绝

的风险ꎮ 另外ꎬ还有一些药用植物本身就是受保护和

人们关注的类群ꎬ如兰科植物是当前生物学研究的热

点类群[２３]ꎬ且所有野生兰科物种均被纳入«濒危野生

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保护范围ꎬ禁止一切国际

贸易ꎮ 因而ꎬ在引种和迁地栽培过程中对这些受威

胁、有重大科学意义和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类群均应予

以重点关注ꎮ
本研究的物种分布数据主要来源于标本数据、文

献资料和实地调查ꎬ但由于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

工作尚未结束ꎬ药用维管植物的分布数据有一定的缺

失ꎬ江西省内许多县(市、区)的普查工作仍待后续开

展ꎮ 此外ꎬ由于经费的限制和采集者的偏好ꎬ往往会

造成许多种类标本空缺[２４]ꎬ加之«江西植物志»还未

全部出版ꎬ因而ꎬ很多种类的分布数据和标本数据还

有待进一步补充完善ꎮ 由于进一步的数据和资料组

合去重ꎬ可使江西省药用高等植物分布情况的数据集

更全面ꎬ因而ꎬ在研究方法上还有待细化和改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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