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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 ２０２１ 年发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并查阅相关资料ꎬ统计分析了贵州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组成特征及地理分布格局ꎮ 结果显示:贵州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２４１ 种)中种子植物种类

最多(２１９ 种)ꎬ所占比例为 ９０. ９％ꎬ是贵州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重要组成ꎮ 在科水平上ꎬ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种类最多ꎬ含 １２ 属 ８０ 种ꎻ其次是藜芦科(Ｍｅｌａｎｔｈｉａｃｅａｅ)ꎬ含 １ 属 １７ 种ꎮ 从物种生活型来看ꎬ贵州省

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以地面芽植物、高位芽植物和地上芽植物为主ꎬ分别有 ８５、８０ 和 ６５ 种ꎮ 以行政区域

分布统计发现ꎬ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种类多、物种密度较高的县级行政区域多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黔西

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ꎬ而贵州省中部地区以及毕节市、安顺市和六盘水市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种类较少ꎮ
以山脉水系分布统计发现ꎬ４ 个山脉中以苗岭山脉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种类最多(９１ 种)ꎬ８ 个水系中以

乌江水系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种类最多(１２６ 种)ꎮ 从垂直分布看ꎬ随着海拔(Ａｌｔ)升高ꎬ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种类先增加后减少ꎬ在 ８００ ｍ≤Ａｌｔ<１ ０００ ｍ 区间的种类最多(１４１ 种)ꎮ 针对当前贵州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组成特征及地理分布格局ꎬ建议加强贵州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宣传力度ꎬ增强群众生态意

识ꎬ加强喀斯特生态系统保护ꎬ并及时开展贵州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资源调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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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多样性是地球生物的生存基础[１]ꎬ当前全

球植物多样性面临着巨大威胁ꎬ植物保护受到广泛的

关注与政治认可[２]ꎮ 中国是植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

国家之一ꎬ但仍面临物种丧失的紧迫挑战ꎮ 据调查ꎬ
在被评估的 ３５ ７８４ 种中国野生高等植物中ꎬ近危及

以上等级达 ６ ７３７ 种[３]ꎬ对受威胁物种的保护力度亟

待加强[４]ꎮ 随着中国对于生物多样性的日益重

视[５]ꎬ颁布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以下简

称«名录»)ꎬ濒危的野生植物物种得到了及时有效的

重视与保护ꎬ目前各省也在积极自主开展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保护研究ꎬ如:张光富等[６] 分析了江苏省

珍稀濒危植物的多样性和分布ꎬ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

保护建议ꎻ王永刚等[７] 研究了新疆分布的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地理成分及分布特征ꎬ认为新疆分布的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具有明显的温带特征ꎬ并具有

一定的特有成分ꎮ
贵州省位于中国西南部ꎬ地处中国东南季风和西

南季风的交汇区ꎬ气候温暖湿润ꎮ 贵州省地势起伏剧

烈ꎬ地貌类型丰富[８]ꎬ境内山脉水系众多ꎬ绵延纵横ꎬ
地表组成物质及土壤类型复杂ꎬ是中国少数兼具多种

地貌的省份ꎮ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气候条件造

就了贵州省多样的自然生境ꎬ２０１６ 年ꎬ贵州省被纳入

首批国家级生态文明试验区ꎮ 此外ꎬ贵州省还是亚热

带地区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丰富区ꎮ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ꎬ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及农业农村部发布最新版«名录»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ｇｏｖ. ｃｎ / ｍａｉｎ / ３９５１ / ２０２１０９０８ /
１６４７５４４４３２５３６３４.ｈｔｍｌ)ꎬ共包括 ４５５ 种植物ꎬ贵州省

被列入«名录»的物种共 ２４１ 种ꎬ隶属于 ６０ 科 １０２ 属ꎬ
但当前对贵州省分布的国家重点野生保护植物的组

成特征和地理分布格局缺乏数据支撑、分析与评估ꎮ
为此ꎬ本研究基于贵州省被列入最新«名录»中的物

种ꎬ通过查阅资料和文献ꎬ建立贵州省分布的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植物数据库ꎬ分析其组成特征与地理分布

格局ꎬ并评估当前保护工作进展ꎬ提出保护建议ꎬ以期

为贵州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保护措施的

制定以及保护地的合理规划建设提供数据支撑ꎮ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收集

以最新发布的«名录»为依据ꎬ贵州省林业局发

布了贵州省被列入«名录»的物种名录( ｈｔｔｐ:∥ｌｙｊ.
ｇｕｉｚｈｏｕ.ｇｏｖ.ｃｎ / ｘｗｚｘ / ｔｚｇｇ / ２０２２０１ / ｔ２０２２０１２０＿７２３５３０３６.
ｈｔｍｌ)ꎮ 参照石松类和蕨类植物 ＰＰＧ 分类系统、裸子

植物 ＧＰＧ 分类系统和被子植物 ＡＰＧ 分类系统对物

种进行科、属匹配ꎮ 物种分布数据部分来源于近年来

作者所在课题组参与的调查项目ꎬ如生态环境部的生

物多样性调查、观测和评估项目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和贵州省第二次全国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资源调

查项目等ꎮ 在此基础上ꎬ查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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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ｉｎｄｅｘ.ｐｈｐ)以及贵州大学植物标本馆和贵州省林业

学校标本馆中相关标本信息ꎬ并参考文献作为补充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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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包括«中国生物物种名录(植物卷)»、«贵州省植

物志»、贵州省自然保护区的科学考察集以及已发表

的贵州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相关文献ꎬ剔
除重复记录数据或疑错的分布点数据ꎬ收集整理并建

立贵州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信息数据库ꎬ
尽可能全面记录各物种的分布、生境、生活型和海拔

分布范围ꎮ
１.２　 生活型分类和物种密度计算

采用 Ｒａｕｎｋｉａｅｒ 生活型分类系统[９] 进行生活型

分类ꎮ 分别以市级和县级行政区域统计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种数ꎮ 为消除行政区域面积对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种数统计带来的影响ꎬ参考徐翔等[１０]

的方法ꎬ采用种－面积关系理论计算每个县级行政区

域的物种密度(ρｓ)ꎬ计算公式为 ρｓ ＝ ｌｏｇｎｓ / ｌｏｇＡꎬ式中ꎬ
ｎｓ 为某县级行政区域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种数ꎬＡ 为该县级行政区域面积ꎮ
１.３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地理分布统计

贵州省的山脉水系纵横交错ꎬ山脉以大娄山脉、
武陵山脉、乌蒙山脉和苗岭山脉为主ꎬ水系以长江和

珠江上游水系为主ꎬ包括綦江水系、乌江水系、沅江水

系、红水河水系、北盘江水系、南盘江水系、都柳江水

系和牛栏江水系ꎬ是贵州省地理环境的典型代表ꎬ因
此ꎬ贵州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地理分布

按山脉与水系所涵盖的县级行政区域统计ꎬ山脉以山

脉主峰范围统计ꎬ部分山脉与水系所包含的多个县级

行政区域会出现重复数据ꎬ因此以山脉与水系统计后

删除重复值ꎮ 贵州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的海拔分布则参照资料ꎬ以最高海拔记录和最低海拔

记录记为该物种分布的海拔范围ꎬ将贵州省整体海拔

范围按 ２００ ｍ 为一个区间进行划分ꎬ统计不同海拔区

间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分布情况ꎬ同一物种在不

同海拔区间可重复统计ꎮ

２　 结果和分析

２.１　 物种组成

贵州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类群的组

成见表 １ꎬ科的组成见表 ２ꎮ
贵州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类群包

括大型真菌、苔藓植物、石松类和蕨类植物以及种子

植物(包括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ꎮ 其中ꎬ苔藓植物

有桧叶白发藓〔 Ｌｅｕｃｏｂｒｙｕｍ ｊｕｎｉｐｅｒｏｉｄｅｕｍ (Ｂｒｉｄ.) Ｃ.

Ｍｕｅｌｌ.〕、 多 纹 泥 炭 藓 ( Ｓｐｈａｇｎｕｍ ｍｕｌｔｉｆｉｂｒｏｓｕｍ Ｌｉ
ｅｔ Ｚｈａｎｇ) 和 粗 叶 泥 炭 藓 ( Ｓｐｈａｇｎｕｍ ｓｑｕａｒｒｏｓｕｍ
Ｃｒｏｍ.) ３ 种ꎮ 石 松 类 和 蕨 类 植 物 包 括 石 松 科

(Ｌｙｃ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石杉属(Ｈｕｐｅｒｚｉａ Ｂｅｒｎｈ.)的所有种ꎬ
还有水韭科(Ｉｓｏｅｔａｃｅａｅ)、合囊蕨科(Ｍａｒａｔｔｉａｃｅａｅ)、桫
椤科(Ｃｙａｔｈｅａｃｅａｅ)、凤尾蕨科(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金毛狗

科(Ｃｉｂｏｔｉａｃｅａｅ) 和乌毛蕨科(Ｂｌｅｃｈｎａｃｅａｅ) 的植物ꎮ
种子植物共有 ２１９ 种ꎬ所占比例为 ９０.９％ꎬ在物种组

成中 占 主 要 地 位ꎬ 其 中 裸 子 植 物 由 苏 铁 科

(Ｃｙｃａｄａｃｅａｅ)和罗汉松科(Ｐｏｄｏｃａｒｐａｃｅａｅ)等组成ꎬ有
贵州苏铁 ( Ｃｙｃａｓ ｇｕｉｚｈｏｕｅｎｓｉｓ Ｋ. Ｍ. Ｌａｎ ｅｔ Ｒ. Ｆ.
Ｚｏｕ)、 梵 净 山 冷 杉 ( Ａｂｉｅｓ ｆａｎｊｉｎｇ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Ｗ. Ｌ.
Ｈｕａｎｇꎬ Ｙ. Ｌ. Ｔｕ ｅｔ Ｓ. Ｚ. Ｆａｎｇ ) 和 辐 花 苣 苔

(Ｏｒｅｏｃｈａｒｉｓ ｅｓｑｕｉｒｏｌｉｉ Ｈ. Ｌéｖ.)等贵州特有种ꎬ也有银

杉(Ｃａｔｈａｙａ ａｒｇｙ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Ｃｈｕｎ ｅｔ Ｋｕａｎｇ)和南方红豆

杉〔Ｔａｘｕｓ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ａｎａ ｖａｒ. ｍａｉｒｅｉ (Ｌｅｍｅｅ ｅｔ Ｈ. Ｌéｖｅｉｌｌé)
Ｌ. Ｋ. Ｆｕ ｅｔ Ｎａｎ Ｌｉ〕等中国珍稀物种ꎻ被子植物有 １９２
种ꎬ包含焕镛木〔Ｗｏｏｎｙｏｕｎｇｉａ ｓｅｐｔｅｎｔｒｉｏｎａｌｉｓ (Ｄａｎｄｙ)
Ｙ. Ｗ. Ｌａｗ〕和峨眉拟单性木兰(Ｐａｒａｋｍｅｒｉａ ｏｍｅｉｅｎｓｉｓ
Ｃｈｅｎｇ) 等国家重点保护树种ꎬ 以及贵州金花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ｈｕａｎａ Ｔ. Ｌ. Ｍｉｎｇ ｅｔ Ｗ. Ｊ. Ｚｈａｎｇ)和赤水蕈

树(Ａｌｔｉｎｇｉａ ｍｕｌｔｉｎｅｒｖｉｓ Ｃｈｅｎｇ)等狭域分布物种ꎮ

表 １　 贵州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类群的组成１)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ｌａｓｓ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１)

类群 Ｃｌａｓｓ ｇｒｏｕｐ ｎｆ ｎｇ ｎｓ ｎⅠ ｎⅡ

大型真菌 Ｍａｃｒｏｆｕｎｇｕｓ １ １ １ ０ １
苔藓植物 Ｂｒｙｏｐｈｙｔｅ ２ ２ ３ ０ ３
石松类和蕨类植物 Ｌｙｃｏｐｈｙｔｅ ａｎｄ ｆｅｒｎ ７ ８ １８ １ １７
种子植物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 ５０ ９１ ２１９ ２１ １９８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６０ １０２ ２４１ ２２ ２１９

　 １) ｎｆ: 科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ꎻ ｎｇ: 属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ꎻ ｎｓ: 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ꎻ ｎⅠ: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ꎻ
ｎⅡ: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ｏｎｄ￣ｃｌａｓｓ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从科的组成看ꎬ兰科(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种类最多(含
１２ 属 ８０ 种)ꎬ所占比例为 ３３.２％ꎬ兰科植物在属的层

次上ꎬ以石斛属(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Ｓｗ.)、兰属(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
Ｓｗ.)和兜兰属(Ｐａｐｈｉｏｐｅｄｉｌｕｍ Ｐｆｉｔｚｅｒ) 植物居多ꎬ此
外ꎬ藜芦科(Ｍｅｌａｎｔｈｉａｃｅａｅ)有 １７ 种ꎬ豆科(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有 １２ 种ꎬ石松科有 １１ 种ꎬ红豆杉科(Ｔａｘａｃｅａｅ)和木

兰科(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ｃｅａｅ)均有 ９ 种ꎬ山茶科(Ｔｈｅａｃｅａ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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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科 ( Ｐｉｎａｃｅａｅ) 均有 ８ 种ꎬ五加科 ( 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 有

　 　 　６ 种ꎬ小檗科(Ｂｅｒｂ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有 ５ 种ꎬ柏科(Ｃｕｐｒｅｓｓａｃｅａｅ)
和无患子科(Ｓａｐｉｎｄａｃｅａｅ)均有 ４ 种ꎮ 此外ꎬ仅有 １ 个

种 列 入 « 名 录 » 的 科 有 ３２ 个ꎬ 如 蓝 果 树 科

( Ｎｙｓｓａｃｅａｅ )、 蓼 科 (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 千 屈 菜 科

( Ｌｙｔｈｒａｃｅａｅ )、 榆 科 ( Ｕｌｍａｃｅａｅ )、 毛 茛 科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和唇形科(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等ꎻ有 ２ 个种

列入 « 名 录 » 的 科 有 １２ 个ꎬ 如 桫 椤 科、 蔷 薇 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楝科(Ｍｅｌｉａｃｅａｅ)、百合科(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茜
草科 (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 壳 斗 科 ( Ｆａｇａｃｅａｅ ) 和 胡 桃 科

(Ｊｕｇｌａｎｄａｃｅａｅ)等ꎻ有 ３ 个种列入«名录»的科有 ３ 个ꎬ
包括罗汉松科、 猕猴桃科 (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ｃｅａｅ) 和樟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ꎮ 此外ꎬ还有大型真菌 １ 种ꎬ为口蘑科

(Ｔｒｉｃｈｏｌｏｍａｔａｃｅａｅ) 的松口蘑 〔 Ｔｒｉｃｈｏｌｏｍａ ｍａｔｓｕｔａｋｅ
(Ｓ. Ｉｔｏ ｅｔ Ｓ. Ｉｍａｉ) Ｓｉｎｇｅｒ〕ꎮ

表 ２　 贵州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科的组成１)

Ｔａｂｌｅ ２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１)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所占比例 /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８０ ３３.２
藜芦科 Ｍｅｌａｎｔｈｉａｃｅａｅ １７ ７.１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１２ ５.０
石松科 Ｌｙｃ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１１ ４.６
红豆杉科 Ｔａｘａｃｅａｅ ９ ３.７
木兰科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９ ３.７
山茶科 Ｔｈｅａｃｅａｅ ８ ３.３
松科 Ｐｉｎａｃｅａｅ ８ ３.３
五加科 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 ６ ２.５
小檗科 Ｂｅｒｂ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５ ２.１
柏科 Ｃｕｐｒｅｓｓａｃｅａｅ ４ １.７
无患子科 Ｓａｐｉｎｄａｃｅａｅ ４ １.７

　 １)表中仅列出含 ４ 种及以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科 Ｏｎｌｙ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ｆｏｕｒ ｏｒ ｍｏｒ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ｒｅ ｌｉｓ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

２.２　 物种生活型组成

贵州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生活型

组成见表 ３ꎮ 贵州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分为高位芽植物、地上芽植物、地面芽植物、地下芽植

物和一年生植物 ５ 大类ꎬ其中ꎬ地面芽植物、高位芽植

物和地上芽植物种类较多ꎬ分别有 ８５、８０ 和 ６５ 种ꎬ所
占比例分别为 ３５.３％、３３.２％和 ２７.０％ꎻ地下芽植物和

一年生植物分别有 １０ 和 １ 种ꎬ所占比例分别为 ４.１％
和 ０.４％ꎮ

表 ３　 贵州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生活型组成
Ｔａｂｌｅ ３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生活型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所占比例 /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高位芽植物 Ｐｈａｎｅｒｏｐｈｙｔｅ ８０ ３３.２
地上芽植物 Ｃｈａｍａｅｐｈｙｔｅ ６５ ２７.０
地面芽植物 Ｈｅｍｉｃｒｙｐｔｏｐｈｙｔｅ ８５ ３５.３
地下芽植物 Ｇｅｏｃｒｙｐｔｏｐｈｙｔｅ １０ ４.１
一年生植物 Ｔｈｅｒｏｐｈｙｔｅ １ ０.４

２.３　 物种分布格局

２.３.１　 行政区域分布　 贵州省处于特殊的气候交汇

地带ꎬ南北纬度跨度较大ꎬ东西地形差异明显ꎮ 以市

级行政区域统计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发现ꎬ黔南布

依族苗族自治州分布的种类最多(１３６ 种)ꎬ黔西南布

依族苗族自治州(１２５ 种)和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１１０ 种)分布的种类也较多ꎬ贵州省北部的铜仁市

(９２ 种)和遵义市(８８ 种)分布的种类较少ꎬ贵州省西

北部的毕节市(７１ 种)、安顺市(６０ 种)和六盘水市

(５９ 种)这些石漠化较为严重地区分布的种类更少ꎬ
以贵阳市为代表的贵州省中部地区分布的种类最少ꎬ
仅 ５８ 种ꎮ

贵州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县级行

政区域分布情况见表 ４ꎮ 物种密度最高(０.２０７ ｋｍ－２)
的县级行政区域是荔波县(８７ 种)ꎬ而物种密度在

０.１５~０.２０ ｋｍ－２之间的县级行政区域多在黔南布依

族苗族自治州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ꎬ如兴义市

(７４ 种)、安龙县(６６ 种)、三都县 (６５ 种)、罗甸县

(６８ 种)、望谟县(６５ 种)和平塘县(５６ 种)等ꎮ 此外ꎬ
贵州省北部地区也存在物种密度较高的县级行政区

域ꎬ如江口县(６９ 种)、道真县(５０ 种)、印江县(４９
种)、石阡县(４７ 种)和赤水市(４４ 种)ꎮ 而物种密度

低于 ０.１５ ｋｍ－２的县级行政区域则更多在贵州省北部

和西北部地区ꎬ包括毕节市的威宁县(２８ 种)、纳雍县

(２３ 种)、赫章县(２３ 种)、织金县(２１ 种)和黔西市

(２０ 种)ꎬ遵义市的务川县(２４ 种)、凤冈县(２１ 种)、
余庆县(１８ 种)和仁怀市(１６ 种)等ꎬ以及安顺市除紫

云县(３３ 种)之外的所有县ꎬ其中ꎬ物种密度排序靠后

的地区则多是一些市辖区ꎬ如毕节市七星关区(１２
种)ꎬ遵义市的播州区(１７ 种)和汇川区(１０ 种)ꎬ铜仁

市碧江区(１４ 种)ꎬ贵阳市的白云区(１２ 种)、观山湖

区(８ 种)和南明区(７ 种)ꎬ以及六盘水市钟山区(１２
种)ꎮ 此外ꎬ陈氏独蒜兰(Ｐｌｅｉｏｎｅ ｃｈｕｎｉｉ Ｃ. Ｌ. Ｔｓｏ)、华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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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贵州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县级行政区域分布情况１)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１)

县级行政区域
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ｎｓ ρｓ / ｋｍ－２
县级行政区域
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ｎｓ ρｓ / ｋｍ－２
县级行政区域
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ｎｓ ρｓ / ｋｍ－２

荔波县 Ｌｉｂｏ Ｃｏｕｎｔｙ ８７ ０.２０７ 桐梓县 Ｔｏｎｇｚｉ Ｃｏｕｎｔｙ ３５ ０.１６２ 天柱县 Ｔｉａｎｚｈｕ Ｃｏｕｎｔｙ ２２ ０.１４４
江口县 Ｊｉａｎｇｋｏｕ Ｃｏｕｎｔｙ ６９ ０.１９８ 紫云县 Ｚｉｙｕｎ Ｃｏｕｎｔｙ ３３ ０.１６２ 赫章县 Ｈｅｚｈ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２３ ０.１４３
兴义市 Ｘｉｎｇｙｉ Ｃｉｔｙ ７４ ０.１９８ 息烽县 Ｘｉｆｅ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２９ ０.１６２ 金沙县 Ｊｉｎｓｈａ Ｃｏｕｎｔｙ ２２ ０.１４３
安龙县 Ａｎｌｏ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６６ ０.１９５ 德江县 Ｄｅｊｉ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３２ ０.１６２ 凤冈县 Ｆｅｎｇｇ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三都县 Ｓａｎｄｕ Ｃｏｕｎｔｙ ６５ ０.１９３ 都匀市 Ｄｕｙｕｎ Ｃｉｔｙ ３２ ０.１６１ 云岩区 Ｙｕｎｙ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３ ０.１４２
罗甸县 Ｌｕｏｄｉ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６８ ０.１９３ 贞丰县 Ｚｈｅｎｆｅ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２９ ０.１５９ 关岭县 Ｇｕａｎｌ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２０ ０.１４２
望谟县 Ｗａｎｇｍｏ Ｃｏｕｎｔｙ ６５ ０.１９１ 开阳县 Ｋａｉｙ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３０ ０.１５９ 织金县 Ｚｈｉｊｉｎ Ｃｏｕｎｔｙ ２１ ０.１４０
雷山县 Ｌｅｉｓｈ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５０ ０.１８７ 黄平县 Ｈｕａｎｇ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２９ ０.１５９ 平坝县 Ｐｉｎｇｂａ Ｃｏｕｎｔｙ １８ ０.１４０
平塘县 Ｐｉｎｇｔ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５６ ０.１８５ 长顺县 Ｃｈａｎｇｓｈｕｎ Ｃｏｕｎｔｙ ２８ ０.１５７ 修文县 Ｘｉｕｗｅｎ Ｃｏｕｎｔｙ １８ ０.１３９
花溪区 Ｈｕａｘｉ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２７ ０.１８４ 丹寨县 Ｄａｎｚｈａｉ Ｃｏｕｎｔｙ ２５ ０.１５６ 黔西市 Ｑｉａｎｘｉ Ｃｉｔｙ ２０ ０.１３８
独山县 Ｄｕｓｈ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５２ ０.１８３ 瓮安县 Ｗｅｎｇ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２７ ０.１５４ 玉屏县 Ｙｕ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１６ ０.１３８
道真县 Ｄａｏｚｈｅｎ Ｃｏｕｎｔｙ ５０ ０.１８２ 水城县 Ｓｈｕｉｃｈｅ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２９ ０.１５３ 岑巩县 Ｃｅｎｇｏ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１８ ０.１３７
印江县 Ｙｉｎｊｉ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４９ ０.１８２ 锦屏县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２５ ０.１５２ 余庆县 Ｙｕｑ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１８ ０.１３６
榕江县 Ｒ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５３ ０.１８１ 六枝特区 Ｌｉｕｚｈｉ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２５ ０.１５１ 普定县 Ｐｕｄ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１７ ０.１３６
石阡县 Ｓｈｉｑｉ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４７ ０.１７９ 湄潭县 Ｍｅｉｔ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２５ ０.１５１ 万山特区 Ｗａｎｓｈａｎ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４ ０.１３４
惠水县 Ｈｕｉｓｈｕｉ Ｃｏｕｎｔｙ ４８ ０.１７９ 普安县 Ｐｕ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２４ ０.１５１ 大方县 Ｄａｆ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１９ ０.１３４
台江县 Ｔａｉｊｉ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４１ ０.１７８ 镇宁县 Ｚｈｅｎｎ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２４ ０.１４９ 麻江县 Ｍａｊｉ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１６ ０.１３２
赤水市 Ｃｈｉｓｈｕｉ Ｃｉｔｙ ４４ ０.１７７ 凯里市 Ｋａｉｌｉ Ｃｉｔｙ ２３ ０.１４９ 红花岗区 Ｈｏｎｇｈｕａｇａ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４ ０.１３０
龙里县 Ｌｏｎｇｌｉ Ｃｏｕｎｔｙ ４１ ０.１７６ 晴隆县 Ｑｉｎｇｌｏ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２３ ０.１４９ 西秀区 Ｘｉｘｉ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６ ０.１３０
册亨县 Ｃｅｈｅ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４５ ０.１７６ 兴仁县 Ｘｉｎｇｒｅｎ Ｃｏｕｎｔｙ ２４ ０.１４９ 仁怀市 Ｒｅｎｈｕａｉ Ｃｉｔｙ １６ ０.１３０
松桃县 Ｓｏｎｇｔａｏ Ｃｏｕｎｔｙ ４４ ０.１７４ 清镇市 Ｑｉｎｇｚｈｅｎ Ｃｉｔｙ ２３ ０.１４８ 播州区 Ｂｏｚｈｏ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７ ０.１２８
贵定县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３７ ０.１７０ 威宁县 Ｗｅｉｎ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２８ ０.１４８ 白云区 Ｂａｉｙｕ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２ ０.１２８
正安县 Ｚｈｅｎｇ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３９ ０.１６９ 福泉市 Ｆｕｑｕａｎ Ｃｉｔｙ ２３ ０.１４８ 碧江区 Ｂｉｊｉａ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４ ０.１２５
盘州市 Ｐａｎ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４２ ０.１６９ 乌当区 Ｗｕｄａ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７ ０.１４７ 钟山区 Ｚｈｏｎｇｓｈ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２ ０.１２４
黎平县 Ｌｉ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４２ ０.１６８ 沿河县 Ｙａｎｈｅ Ｃｏｕｎｔｙ ２４ ０.１４７ 七星关区 Ｑｉｘｉｎｇｇｕ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２ ０.１１３
绥阳县 Ｓｕｉｙ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３８ ０.１６８ 镇远县 Ｚｈｅｎｙｕ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２３ ０.１４７ 汇川区 Ｈｕｉｃｈｕ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０ ０.１１３
剑河县 Ｊｉａｎｈｅ Ｃｏｕｎｔｙ ３７ ０.１６８ 务川县 Ｗｕｃｈｕ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２４ ０.１４６ 观山湖区 Ｇｕａｎｓｈａｎｈ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８ ０.１０８
习水县 Ｘｉｓｈｕｉ Ｃｏｕｎｔｙ ３９ ０.１６８ 思南县 Ｓｉｎ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２３ ０.１４６ 南明区 Ｎａｎｍ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７ ０.１０６
从江县 Ｃ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３９ ０.１６７ 纳雍县 Ｎａｙｏ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２３ ０.１４５
施秉县 Ｓｈｉｂ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３４ ０.１６７ 三穗县 Ｓａｎｓｕｉ Ｃｏｕｎｔｙ ２０ ０.１４４

　 １) ｎｓ: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ꎻ ρｓ: 物种密度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ｅｎｓｉｔｙ.

西杓兰(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 ｆａｒｒｅｒｉ Ｗ. Ｗ. Ｓｍｉｔｈ)和短叶罗汉

松(Ｐｏｄｏｃａｒｐ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Ｗａｌｌ. ｅｘ Ｊ. Ｆｏｒｂｅｓ)的分布地

区暂未明确ꎮ
２.３.２　 山脉水系分布　 贵州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的山脉水系分布情况见表 ５ꎮ 贵州省分布

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分布于 ４ 个主要山脉以及

长江和珠江上游 ８ 个水系ꎬ包括大娄山脉(４９ 种)、武
陵山脉 (８８ 种)、乌蒙山脉 ( ５９ 种)、苗岭山脉 ( ９１
种)、綦江水系(７１ 种)、乌江水系(１２６ 种)、沅江水系

(１２３ 种)、红水河水系 ( ９７ 种)、北盘江水系 ( １１５
种)、南盘江水系(１１７ 种)、都柳江水系(１２３ 种)和牛

栏江水系(２８ 种)ꎮ 苗岭山脉以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为依托ꎬ分布有既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也是古老孑遗植物的台湾杉(Ｔａｉｗａｎｉａ ｃｒｙｐｔｏｍｅｒｉｏｉｄｅｓ
Ｈａｙａｔａ)ꎬ还有鹅掌楸〔Ｌｉｒ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Ｈｅｍｓｌ.)
Ｓａｒｇ.〕、十齿花 ( Ｄｉｐｅｎｔｏｄｏｎ ｓｉｎｉｃｕｓ Ｄｕｎｎ)、 香果树

( Ｅｍ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ｙｓ ｈｅｎｒｙｉ Ｏｌｉｖ.) 和 福 建 柏 〔 Ｆｏｋｉｅｎｉａ
ｈｏｄｇｉｎｓｉｉ (Ｄｕｎｎ) Ａ. Ｈｅｎｒｙ ｅｔ Ｔｈｏｍａｓ〕等ꎬ保护价值较

高ꎮ 武陵山脉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分布以梵净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中心ꎬ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有珙桐(Ｄａｖｉｄｉａ 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ａ Ｂａｉｌｌ.)、峨眉拟

单性木兰和南方红豆杉等ꎬ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有伯乐树(Ｂｒｅｔ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Ｈｅｍｓｌ.)和篦子三

尖杉(Ｃｅｐｈａｌｏｔａｘｕｓ ｏｌｉｖｅｒｉ Ｍａｓｔ.)等ꎮ 乌江水系作为长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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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５　 贵州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山脉水系分布情况１)

Ｔａｂｌｅ 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ｒ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１)

山脉水系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ｒ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ｎⅠ ｎⅡ 合计 Ｔｏｔａｌ

大娄山脉 Ｄａｌｏｕ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３ ４６ ４９
武陵山脉 Ｗｕｌ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６ ８２ ８８
乌蒙山脉 Ｗｕｍｅ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３ ５６ ５９
苗岭山脉 Ｍｉａｏｌ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５ ８６ ９１
綦江水系 Ｑｉ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４ ６７ ７１
乌江水系 Ｗｕ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１０ １１６ １２６
沅江水系 Ｙｕａｎ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８ １１５ １２３
红水河水系 Ｈｏｎｇｓｈｕｉ Ｒｉｖ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５ ９２ ９７
北盘江水系 Ｂｅｉｐａｎ Ｒｉｖ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１１ １０４ １１５
南盘江水系 Ｎａｎｐａｎ Ｒｉｖ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９ １０８ １１７
都柳江水系 Ｄｕｌｉｕ Ｒｉｖ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７ １１６ １２３
牛栏江水系 Ｎｉｕｌａｎ Ｒｉｖ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１ ２７ ２８

　 １) ｎⅠ: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ꎻ ｎⅡ: 国家二级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ｏｎｄ￣ｃｌａｓｓ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江上游南岸的最大支流ꎬ在贵州省流域较广ꎬ分布着

银杏(Ｇｉｎｋｇｏ ｂｉｌｏｂａ Ｌｉｎｎ.)和银杉等国家一级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ꎮ 北盘江水系位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区ꎬ雨 热 充 沛ꎬ 分 布 着 小 叶 兜 兰 ( Ｐａｐｈｉｏｐｅｄｉｌｕｍ
ｂａｒｂｉｇｅｒｕｍ Ｔ. Ｔａｎｇ ｅｔ Ｆ. Ｔ. Ｗａｎｇ )、 杏 黄 兜 兰

(Ｐａｐｈｉｏｐｅｄｉｌｕｍ 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ｕｍ Ｓ. Ｃ. Ｃｈｅｎ ｅｔ Ｆ. Ｙ. Ｌｉｕ)、
长瓣兜兰(Ｐａｐｈｉｏｐｅｄｉｌｕｍ ｄｉａｎｔｈｕｍ Ｔ. Ｔａｎｇ ｅｔ Ｆ. Ｔ.
Ｗａｎｇ)、巨瓣兜兰 〔Ｐａｐｈｉｏｐｅｄｉｌｕｍ ｂｅｌｌａｔｕｌｕｍ ( Ｒｃｈｂ.
ｆ.) Ｓｔｅｉｎ〕和麻栗坡兜兰(Ｐａｐｈｉｏｐｅｄｉｌｕｍ ｍａｌｉｐｏｅｎｓｅ Ｓ.
Ｃ. Ｃｈｅｎ ｅｔ Ｚ. Ｈ. Ｔｓｉ)等重要兰科植物资源ꎬ还分布着

叉孢苏铁 ( Ｃｙｃａｓ ｓｅｇｍｅｎｔｉｆｉｄａ Ｄ. Ｙ. Ｗａｎｇ ｅｔ Ｃ. Ｙ.
Ｄｅｎｇ)和贵州山核桃〔Ｃａｒｙａ ｋｗｅｉｃｈｏｗｅｎｓｉｓ Ｋｕａｎｇ ｅｔ Ａ.
Ｍ. Ｌｕ〕等中国特有种ꎮ
２.３.３　 垂直分布　 贵州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的垂直分布情况见图 １ꎮ 贵州省分布在海拔

(Ａｌｔ) ２００ ｍ 以下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仅 ７ 种ꎮ
随着海拔升高ꎬ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种类呈先增

加后减少的趋势ꎬ分布在 ８００ ｍ≤Ａｌｔ<１ ０００ ｍ 区间

的种类最多(１４１ 种)ꎬ所占比例为 ５８. ５％ꎻ其次为

１ ０００ ｍ≤Ａｌｔ < １ ２００ ｍ 区间(１３４ 种)ꎬ所占比例为

５５.６％ꎻ分布在 ６００ ｍ≤Ａｌｔ<８００ ｍ 以及 １ ２００ ｍ≤
Ａｌｔ<１ ４００ ｍ 区间的种类分别有 １１９ 和 １１７ 种ꎬ所占

比例分别为 ４９.４％和 ４８.５％ꎻ分布在海拔 ２ ８００ ｍ 及

以上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种类降低至 ７ 种ꎮ 说

明贵州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主要分布在

６００ ｍ≤Ａｌｔ<１ ４００ ｍ 区间ꎮ

Ⅰ: Ａｌｔ<２００ ｍꎻ Ⅱ: ２００ ｍ≤Ａｌｔ<４００ ｍꎻ Ⅲ: ４００ ｍ≤Ａｌｔ<６００ ｍꎻ Ⅳ:
６００ ｍ≤Ａｌｔ< ８００ ｍꎻ Ⅴ: ８００ ｍ≤Ａｌｔ< １ ０００ ｍꎻ Ⅵ: １ ０００ ｍ≤Ａｌｔ <
１ ２００ ｍꎻ Ⅶ: １ ２００ ｍ≤Ａｌｔ<１ ４００ ｍꎻ Ⅷ: １ ４００ ｍ≤Ａｌｔ<１ ６００ ｍꎻ Ⅸ:
１ ６００ ｍ≤Ａｌｔ<１ ８００ ｍꎻ Ⅹ: １ ８００ ｍ≤Ａｌｔ<２ ０００ ｍꎻ Ⅺ: ２ ０００ ｍ≤Ａｌｔ<
２ ２００ ｍꎻ Ⅻ: ２ ２００ ｍ≤Ａｌｔ<２ ４００ ｍꎻ : ２ ４００ ｍ≤Ａｌｔ<２ ６００ ｍꎻ :
２ ６００ ｍ≤Ａｌｔ<２ ８００ ｍꎻ : Ａｌｔ≥２ ８００ ｍ. Ａｌｔ: 海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图 １　 贵州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垂直分布情况
Ｆｉｇ. １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３　 讨　 　 论

３.１　 物种组成

贵州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组成丰

富[１１]ꎬ有 ６０ 科 １０２ 属 ２４１ 种ꎬ高于浙江省报道的 ４９
科 ８２ 属 １１６ 种[１２]ꎬ其中ꎬ种子植物 ２１９ 种ꎬ高于同纬

度地区云南省报道的 １１６ 种[１３]ꎮ 兰科植物在世界广

泛分布ꎬ分布最为丰富的地区在热带和亚热带[１４]ꎮ
同时ꎬ兰科也是受威胁极为严重的科之一ꎬ根据 ＩＵＣＮ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标准(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ｉｕｃｎｒｅｄｌｉｓｔ.ｏｒｇ / )估计ꎬ该标准记录的 ９４８ 种兰科植物

中ꎬ超过一半(５６.５％)被认为受到了威胁ꎮ 从科的组

成看ꎬ贵州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中兰科植

物种类最多ꎬ有 １２ 属 ８０ 种ꎬ占贵州省分布的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植物总种数的 ３３.２％ꎻ其次为藜芦科植

物ꎬ有 １７ 种被列入«名录»中ꎬ也是该地区分布的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此外ꎬ列入

«名录»的在贵州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中ꎬ有 ３２ 个科仅有 １ 种ꎬ如银杏科(Ｇｉｎｋｇｏａｃｅａｅ)的银

杏、水韭科的云贵水韭( Ｉｓｏｅｔｅｓ ｙｕｎｇｕｉｅｎｓｉｓ Ｑ. Ｆ. Ｗａｎｇ
ｅｔ Ｗ. Ｃ. Ｔａｙｌｏｒ )、 蓝果树科的珙桐以及蕈树科

(Ａｌｔｉｎｇｉａｃｅａｅ)的赤水蕈树等ꎻ有 １２ 个科仅有 ２ 种ꎬ仅
有 １ 和 ２ 种的科数共占贵州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总科数的 ７３.３％ꎮ 贵州省分布的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以种子植物(包括裸子植物和被子植

物)为主ꎮ 裸子植物出现在古生代ꎬ现存的裸子植物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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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不少种类出现于第三纪ꎬ后经冰川时期存活至

今[１５]ꎬ贵州有丰富的裸子植物资源ꎬ列入«名录»的有

６ 个科ꎬ物种包括银杉、台湾杉、福建柏和穗花杉

〔Ａｍｅｎｔｏｔａｘｕｓ ａｒｇｏｔａｅｎｉａ (Ｈａｎｃｅ) Ｐｉｌｇｅｒ〕ꎬ以及部分

孑遗种ꎮ 而被子植物作为当前植物界发育最高级的

一类生物ꎬ其完善的器官结构与繁殖适应性使其能在

各种复杂的环境中生存繁衍[１６ －１７]ꎮ 从生活型看ꎬ贵
州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中地面芽植物较

多(所占比例为 ３５.３％)ꎬ其中ꎬ兰科和藜芦科植物具

有观赏价值和药用价值ꎬ是被盗采的主要对象ꎬ加上

其在自然生境的空间中处于较低生存位置ꎬ易受人为

无意破坏(如放牧和烧山等)ꎬ应作为今后的重点保

护对象ꎮ 高位芽植物有 ８０ 种ꎬ占贵州省分布的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总种数的 ３３.２％ꎬ以豆科、红豆杉

科、木兰科、松科、山茶科和柏科为主ꎬ但根据调查及

文献资料显示ꎬ部分高位芽植物种群规模较小ꎬ部分

物种的种群还遭受严重破坏ꎬ生存现状岌岌可危ꎬ有
关保护管理部门需提高重视ꎮ
３.２　 空间分布格局

贵州省复杂的气候条件和地形ꎬ加上各地区发展

程度不同ꎬ推测这些可能是造成贵州省各县级行政区

域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分布存在差异的主要因

子ꎮ 贵州省南部和西南部地区水热充沛[１８]ꎬ受环境

气候影响ꎬ南部的荔波县和罗甸县以及西南部的望谟

县和安龙县等县级行政区域的年积温和年降水量位

居全省前列ꎬ为物种生存繁衍提供能量ꎬ而且这些地

区生境异质性较高[１９]ꎬ加上险峻的地形ꎬ也使这些区

域成为诸多珍稀植物避难所ꎮ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

州是少数民族分布区ꎬ各少数民族在长期与自然相处

的过程中形成了良好生态保护意识ꎬ对植物破坏较

少[２０]ꎮ 贵州省铜仁市矿产开采历史久远ꎬ对自然植

物资源破坏较大[２１]ꎬ可能造成物种多样性丧失ꎬ而铜

仁市的江口县得益于其境内的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ꎬ该保护区是贵州省建立的第 １ 个保护区ꎬ珍稀

濒危植物得到有效保护ꎮ 毕节市各县级行政区域重

点保护植物种类较少ꎬ推测由于该地区喀斯特石漠化

较为严重ꎬ加之人类生产活动加剧了环境退化ꎬ导致

其各县级行政区域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种

类在全省均较少ꎮ 安顺市和六盘水市分布的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植物也受喀斯特地貌及人为影响较大ꎬ尤
其是安顺市ꎬ人类长期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造成喀斯

特石漠化ꎮ 贵州省中部地区的贵阳市及与贵阳市接

壤的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部分地区分布的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植物种类较少ꎬ贵阳市作为中国西南地区

经济中心之一ꎬ人口密度大ꎬ城市化进程迅速ꎬ生产活

动频繁ꎬ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可能受干扰较大ꎮ
贵州省 ４ 个主要山脉的海拔梯度、小区域气候及

地形地貌存在差异ꎬ生境多样ꎬ植被原生性强ꎬ且更重

要的是受人为干扰小ꎬ成为古老种和孑遗种的最后栖

息地ꎬ也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在贵州省的主要汇

集区ꎮ 其中ꎬ苗岭山脉(９１ 种)和武陵山脉(８８ 种)分
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种类较多ꎬ苗岭山脉主峰

雷公山和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是贵州省生物多样性

重点分布区域ꎬ并且该区域建立有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ꎬ有效的庇护了原生性植被和生物多样性ꎮ 贵州省

８ 个水系是长江和珠江的主要发源地ꎬ分布着丰富的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ꎬ如乌江水系(１２６ 种)、都柳

江水系(１２３ 种)、沅江水系(１２３ 种)和北盘江水系

(１１５ 种)等ꎬ是贵州省湿地公园建立的依托ꎬ为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提供了有利的生存环境[２２－２５]ꎮ 植

物的海拔分布格局受由海拔引起的气候、空间、温度、
湿度和光照等因子共同作用[２６－２７]ꎮ 本研究发现ꎬ贵
州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垂直分布呈现

“中间高度膨胀”格局ꎬ这与徐翔等[１０] 和兰斯安等[２８]

研究结果相似ꎬ即随着海拔(Ａｌｔ)升高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的丰富度增加ꎬ贵州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在 ８００ ｍ≤Ａｌｔ<１ ０００ ｍ 这一区间的种类最

多ꎬ而随着海拔继续升高ꎬ种类减少ꎬ这可能是由于中

海拔地区具有适宜植物的水热配置ꎬ可孕育更多更丰

富的物种ꎮ
３.３　 保护建议

目前ꎬ贵州省拥有丰富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资源ꎬ得益于该地区良好的生态环境与建立的众多保

护区ꎮ 但是贵州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也

面临人为破坏、环境退化及多样性丧失等威胁ꎬ及时、
有效的保护工作迫在眉睫ꎮ 依据当前贵州省分布的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组成特征和地理分布格局ꎬ
笔者为贵州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保护

工作提出一些建议ꎬ以期为其保护措施的制定和实施

提供思路ꎮ
１)加强贵州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

保护宣传力度ꎬ增强群众生态意识ꎮ 贵州省分布的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组成类型多样ꎬ其中具有观赏价

值、药用价值及木材价值的物种较多ꎮ 贵州省是多山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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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ꎬ经济发展相对滞后ꎬ农业生产多数以人为开垦

为主ꎬ当地居民生态保护意识薄弱ꎬ仍有“靠山吃山”
的生存意识ꎬ某些植物一旦被发现能带来经济效益ꎬ
将受到严重盗采ꎬ加之群众对于这一类重要物种的认

识也较为不足ꎬ没有了解其科研价值和生态价值ꎬ也
没有重视生态环境保护ꎬ盲目开荒拓土ꎬ导致生境破

碎或石漠化加剧ꎮ 因此ꎬ加强当地群众的生态意识教

育是关键ꎬ充分利用各级林业部门ꎬ尤其林业站等基

层单位开展相关科普教育ꎬ并利用手机软件等新型

的、受大众欢迎的传媒手段辅助宣传ꎮ 同时ꎬ加强对

盗采行为的惩治ꎬ警醒群众违法盗采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的后果ꎮ 通过以上方式ꎬ积极推动生态文明理

念ꎬ让当地群众认识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ꎮ
２)加强喀斯特生态系统保护ꎮ 贵州省是中国喀

斯特地貌分布范围最广的地区之一ꎬ喀斯特地貌发育

典型ꎬ基岩裸露和土层浅薄是喀斯特环境最鲜明的特

点[２９]ꎮ 但同时ꎬ贵州省受湿润季风气候影响ꎬ水热充

沛ꎬ该地区形成了特殊的喀斯特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植被ꎬ这一类型植被的群落结构和物种组成有特殊的

喀斯特生态系统的印记ꎬ含有丰富的珍稀濒危植物和

贵州特有种ꎬ这些植物经过长期生长繁衍ꎬ适应了严

峻的喀斯特环境ꎮ 但是由于喀斯特环境限制ꎬ其生态

系统极为复杂且脆弱ꎬ一旦被破坏难以修复ꎮ 当前贵

州省喀斯特地区受不合理人类活动的干扰(如过度

的农业开垦和城市化建设以及植物盗采等)ꎬ导致该

地区石漠化加剧ꎬ已经成为威胁喀斯特生态与环境的

主要问题[３０]ꎮ 因此ꎬ加强喀斯特生态系统保护是维

持贵州省生物多样性及保护受威胁的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的关键措施之一ꎬ减少人为干扰及建立喀斯

特生态系统动态监测等措施能有效保护喀斯特生态

系统ꎬ维护地区生物多样性ꎮ
３)开展贵州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资

源调查ꎮ 明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本底资源是采

取进一步保护措施的关键ꎬ也是建立保护体系和保护

区的基础ꎮ 目前针对贵州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资源的研究较多开展于自然保护区内ꎬ如文伟

等[３１]对贵州省佛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的优先序列进行了研究ꎬ提出珙桐、柔毛油杉

(Ｋｅｔｅｌｅｅｒｉａ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Ｃｈｅｎｇ ｅｔ Ｌ. Ｋ. Ｆｕ)、南方红豆杉

和楠木(Ｐｈｏｅｂｅ ｚｈｅｎｎａｎ Ｓ. Ｌｅｅ ｅｔ Ｆ. Ｎ. Ｗｅｉ)等植物资

源受威胁较大ꎬ应列为优先Ⅰ级保护ꎻ王加国等[３２] 对

贵州省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濒危植物台湾杉群

落种间联结进行研究ꎻ林泽信等[３３] 对贵州省洋溪省

级自然保护区伯乐树群落开展了研究ꎮ 但是ꎬ对于保

护区外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本底资源的研究较

为欠缺ꎮ 叶超等[３４]分析了贵州省兰科植物的就地保

护现状及保护空缺ꎬ指出贵州省兰科植物保护区的保

护率达 ８４.８４％ꎬ但仍有 ５２ 种兰科植物未在保护区

内ꎮ 虽然上述研究为贵州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研究提供一定参考ꎬ但是仍缺乏系统的调查与

了解ꎬ尤其是一些狭域种和极小种群ꎬ这不仅限制了

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生存现状的了解ꎬ也限制了

保护区建立与优先保护地规划ꎬ后期将开展进一步的

调查和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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