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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兰科植物集市贸易特点和保护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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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双版纳是我国兰科植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之一。本文对该地区6个主要的集贸市场开展了为期1年(每月1

次)的兰科植物贸易调查, 以了解该地区野生兰科植物采集和贸易的特点及趋势, 为兰科植物的有效保护提供依

据。本次调查共记录到兰科植物38属107种, 87.9%的种类为附生兰, 除铁皮石斛(Dendrobium officinale)外, 其余均

为野生采集。在记录到的106种野生采集的兰科植物中, 93.4%为西双版纳原生分布种, 约占该地区野生兰科植物

总数的1/4, 但大多数种类的记录频次都很低, 记录频次在10次以上的仅有14种, 说明该地区兰科植物的采集和贸

易在种类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随意性。市场上的兰花售卖者大多数都为当地居民, 他们将采集和出售兰花作为

经济收入的来源和部分补充。本次调查没有发现跨边境兰花的采集和贸易。西双版纳兰科植物的贸易具有明显的

传统性、地域性和季节性, 4–6月为兰花贸易的高峰期。石斛属(Dendrobium)植物是最主要的贸易对象, 共记录到

35种, 占总数的32.7%, 记录频次最多的种类也都是石斛属植物。本地区药用石斛人工集约化栽培的快速发展并没

有减少对野生石斛的采集, 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促进了市场上的野生石斛贸易。通过对兰花贸易特点的分析, 

我们针对该地区兰科植物的有效保护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包括应尽快制定和颁布地方性的法律法规, 维护和传

承本地区传统的植物文化, 对古茶园和龙山林等进行持续的保护和采用传统方式管理, 开展有针对性的公众教育

和宣传来提高公众的保护意识, 以及大力发展药用石斛的生态栽培, 使更多的当地居民参与其中, 并获得收益, 

从而减少对野生资源的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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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Xishuangbanna region is one of the orchid hotspots in China. To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the orchid trade in the region, we surveyed six public markets in 2015. We identified and re-
corded 107 orchid species, belonging to 38 genera. Among them, 87.9% of the species were epiphytic. Apart 
from Dendrobium officinale, all species were collected in the wild. Among the 106 wild-harvested species, 
93.4% were originally distributed to Xishuangbanna, and represented a quarter of the total species found in 
the area. The record frequencies of most species were very low. Only 14 species were recorded more than ten 
times, suggesting that the collection and trade of wild orchids was not systematic. Most of the sellers were 
local people. Collecting wild orchids for sale was not their main economic activity, and none of them col-
lected or traded orchids across international borders. The highest abundance of orchids was recorded between 
April and June. Dendrobium species were traded the most. In total, 35 Dendrobium species were ident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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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esenting 32.7% of all the recorded species. Dendrobium species had also the highest recorded frequen-
cies. Although recently the area has seen rapid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cultivations of medicinal Den-
drobium orchids, this development does not seem to have reduced the harvesting pressure on wild Den-
drobium species and on the contrary, may have encouraged it. Based on market surveys, we make several 
conservation suggestions targeting orchids in the area. 
Key words: orchid trade; conservation; Dendrobium industry; over-harvesting; Xishuangbanna 

兰科是被子植物中种类最为丰富的大科之一, 

全世界约有736属28,000多种(Chase et al, 2015), 但

同时它也是全球最为濒危的植物类群, 已成为植物

保护中的旗舰类群(罗毅波等, 2003; Baillie et al, 

2004)。生境丧失和过度采集被认为是很多兰科植物

受威胁并濒临灭绝的两大主要原因(Hágsater & Du-

mont, 1996; Pillon & Chase, 2007; Swarts & Dixon, 

2009)。由于很多兰科植物具有较高的观赏、药用和

其他经济价值, 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存在兰花贸

易, 特别是一些兰科植物分布的热点地区, 如东南

亚地区就有着悠久的兰花贸易历史, 这也是导致很

多兰科植物濒危的重要原因(Cribb et al, 2003; Phelps, 

2015; Phelps & Webb, 2015),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

际贸易公约》(CITES)把所有的野生兰科植物均列

入其保护的范围, 约占该公约保护物种的75%。 

我国是兰科植物种类较为丰富的国家之一, 已

知有187属1,447种, 以西南地区多样性最高(张殷波

等, 2015)。云南省西双版纳是我国兰科植物多样性

的热点地区之一, 有115属428种(高江云等, 2014; 

Liu et al, 2015), 尤其是一些热带药用兰科植物种类

异常丰富, 如石斛属(Dendrobium)有48种, 占我国

该属植物种类的一半以上(高江云等, 2014), 包括被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国家药典委员会, 2010)收

录的金钗石斛 (D. nobile)、鼓槌石斛 (D. chryso-

toxum)、流苏石斛(D. fimbriatum)等。我国有着历史

悠久的兰花文化, 广大人民群众喜兰爱兰, 同时, 

约1/4的兰科植物被作为传统中药材或保健食品使用

(罗毅波等, 2003; Liu et al, 2014)。很多地方都有野生

兰科植物采集和交易现象, 这也导致我国兰科植物

的保护形势尤为严峻。我国对兰科植物的需求长期

依赖野生资源的采集, 在西双版纳, 包括不同种类

的石斛、金线兰(Anoecochilus roxburghii)等药用兰

科植物在20世纪80–90年代都经历了大规模的采集

收购, 使得野生资源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高江云

等, 2014)。研究表明, 在西双版纳, 不同兰科植物的

濒危等级与其利用价值(药用或观赏)显著相关, 说

明过度采集是导致本地区兰科植物濒危的主要因

素(Liu et al, 2015)。 

近20年来, 由于野生资源的减少、保护力度的

加强以及以药用石斛为代表的药用兰科植物人工

规模栽培的快速发展, 西双版纳对野生兰科植物的

采集和贸易显著减少, 但在一些集贸市场, 野生兰

科植物贸易仍然长期存在。本文对西双版纳几个主

要集贸市场中的兰科植物交易情况进行了为期一

年的调查, 以了解目前该地区野生兰科植物采集和

贸易的特点及趋势, 同时关注是否存在跨边境的兰

花采集和贸易, 探讨石斛产业的快速发展是否能有

效替代野生石斛的采集, 在此基础上, 对区域性兰

科植物的有效保护提供建议。 

1  材料和方法 

1.1  调查地点和市场选择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南部(21°09′– 

22°36′ N, 99°58′–101°50′ E; alt. 480–2,430 m), 属东

南亚热带北缘地区, 由景洪市、勐腊县和勐海县组

成, 与老挝和缅甸接壤, 年平均气温22 , ℃ 年降水

量1,200–1,556 mm, 有明显的雨季(5–10月)和干季

之分, 其中雨季降雨量占80%。 

通过前期的调查了解, 我们选取了西双版纳6

个有代表性的集贸市场, 为避免详细信息公布后加

剧兰花贸易, 本文用罗马字母代替具体的集贸市场

名称, 其中景洪市2个(i、ii), 勐海县1个(iii), 勐腊县

3个(iv、v、vi)。集市i、iv、v为较大的综合集贸市

场, 集市ii和iii是路边集贸市场, 有较多的车辆停留

购物, 集市vi为边境两国边民互市集贸市场。 

1.2  调查时间和方法 

于2015年1–12月对6个集贸市场的兰花交易情

况进行每月1次的调查。因西双版纳很多当地居民

仍然有每周末上午赶早集的习惯, 故定为每月的第

1个星期六和星期日上午依次对6个集市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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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采取观察记录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 由具有一

定兰科植物分类学知识的调查人员以顾客的身份

对每一个集贸市场销售兰科植物的摊位进行调查, 

观察和记录所有销售的兰花种类, 估测数量和售卖

状态等, 对于不确定的种类, 先拍照, 再找分类人

员或查阅相关资料进行鉴定; 同时根据植株形态

(根、茎、叶、植株大小和整齐度等), 判定售卖植株

来源是野生采集或人工栽培; 通过交谈, 了解售卖

者的基本情况、兰花的来源、销售价格、目标用途

等情况。 

1.3  数据分析 

将调查数据按照调查地点进行每月和全年的

汇总分析, 统计每一种贸易兰科植物出现的频次及

存在该种类交易的集贸市场的数量等。依据已有资

料标注每一种记录到的兰科植物的区域性评估的

濒危等级(高江云等, 2014; Liu et al, 2015)、《中国

物种红色名录》评估的濒危等级(汪松和解焱, 2004)

及利用价值(药用、观赏或无利用价值) (朱华和闫立

春, 2012; 高江云等, 2014)。采用SPSS 20.0中的单因

素方差分析的多重比较方法, 分析记录频次在不同

利用价值的兰科植物之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具

有2种利用价值的种类分别计数), 图形的绘制使用

Origin 8.0。 

2  结果 

2.1  兰科植物的种类和组成特点 

在6个集贸市场共记录到兰科植物38属107种, 

其中附生兰94种, 占87.9%; 仅有少量地生兰(13种, 

占12.1%)。没有发现腐生种类(附录1)。在所有交易

的兰科植物中, 除铁皮石斛(Dendrobium officinale)

为人工大棚栽培外, 其余106种都为野生采集的, 

且有99种为西双版纳原生分布种, 约占该地区野生

兰科植物总数的1/4。 

石斛属植物是该地区最主要的贸易对象, 6个

市场共记录到35种, 占总数的32.7%。其他种类较多

的属依次为石豆兰属 (Bulbophyllum) 8种、兰属

(Cymbidium) 7种、贝母兰属(Coelogyne) 6种、苹兰

属(Pinalia) 5种和石仙桃属(Pholidota) 4种, 其余32

属仅记录到1–3种(图1, 附录1)。所有种类记录到的

频次在1–53次之间, 其中记录频次大于40次的有3

种, 分别是球花石斛(D. thyrsiflorum) (53次)、鼓槌

石斛(51次)和石斛(D. nobile) (42次); 记录频次在

21–40次的有2种, 分别为翅萼石斛(D. cariniferum) 

(32次)和长苏石斛(D. brymerianum) (28次); 11–20次

的有9种, 其余93种记录频次在10次及以下(图2, 附

录1)。 

依据Liu等(2015)的区域性评估结果, 在记录到

的38属106种野生兰科植物中, 有36属99种为区域

性评估收录种, 其中20属46种为区域性受威胁的种

类: 濒危(Endangered, EN) 15种, 易危(Vulnerable, 

VU) 31种; 没有极危(Critically Endangered, CR)物

种, 另有52种为无危(Least Concern, LC), 1种数据

缺乏(Data Deficient, DD)。7种区域性评估未收录种

可能为相邻地区输入种类, 包括象牙白(Cymbidium 

maguanense)、喉红石斛(D. christyanum)、细叶石斛

(D. hancockii)、美冠兰(Eulophia dabia)、云南曲唇

兰(Panisea yunnanensis)、带叶兜兰(Paphiopedilum 

hirsutissimum)和云南石仙桃(Pholidota yunnanensis) 

(附录1)。《中国物种红色名录》收录的有38属103种, 

包括极危5种, 如多花指甲兰(Aerides rosea)、麦穗石 

 

 
 

图1  西双版纳贸易兰科植物的种类构成 
Fig. 1  Species composition of trade orchids in Xishuangbanna 

 

 
 
图2  西双版纳贸易兰科植物记录频次分布 
Fig. 2  Record frequency of trade orchid in Xishuangb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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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兰(Bulbophyllum orientale)、等萼卷瓣兰(Bulbop-

hyllum violaceolabellum)、苏瓣石斛(D. harvey anum)

和凤蝶兰(Papilionanthe teres); 濒危48种、易危34

种和近危(Near Threatened, NT) 16种。 

2.2  售卖者构成和销售情况 

通过与售卖者的访谈, 发现6个集市的兰花售

卖人员的组成各不相同。集市i、v和vi的售卖人员

主要是不固定的各地赶集农民, 他们往往是到集市

购买或销售其他农产品时顺便售卖兰花。这样的售

卖者没有固定的摊位, 所售卖的兰花均为自己空闲

时到山里采集或在其他采集活动中顺便采集, 放在

家里积攒一定时间后再拿到集市出售。他们对所售

卖的兰花并不了解, 有的是觉得开花好看而采集, 

更多的是把不同种类的石斛和其他属兰科植物, 特

别是植株形态和石斛相似的种类, 如石仙桃属、石

豆兰属、金石斛属(Flickingeria)、美柱兰(Callostylis 

rigida)等当作药用石斛进行销售, 也有把禾叶贝母

兰(Coelogyne viscosa)等作为兰属植物进行销售的, 

而询问价格的购买者也同样对兰花不了解。 

集市ii和iii的售卖人员相对固定, 都是当地居

民长期自发形成的路边集贸市场。集市ii有2户经营

农产品的居民, 他们有固定摊位, 同时销售农产品

与兰花, 兰花为自己到附近山中采集, 偶尔也收购

附近农民采集的种类。他们对兰花知识的了解有限, 

所售卖的种类相对较少, 通常为附近山区常见且观

赏价值较高的石斛属植物, 其他观赏价值较低的类

群偶见售卖, 但售价通常较低, 并有虚构药效向顾

客推销的情况。集市iii以1户专门经营野生兰花的当

地居民为主, 常年收购和囤积各种兰花, 已形成一

定规模, 其售卖者具备一定的兰花分类知识; 另外

还有一些不固定的售卖者, 其情况和前面的集市i, 

v和vi相似。 

集市iv的兰科植物销售主要来自周边一户农民, 

他具有一定的植物知识背景, 无固定摊位, 通常在

周末及其他人流较多的节假日携带各类有观赏或

药用价值的野生植物前来销售。其所销售的兰花全

部来自周边山区采集的野生资源, 采集后有初步的

假植或驯化行为, 售卖的兰科植物种类以具有观赏

及药用价值的石斛属植物为主。购买人群主要为当

地居民, 因观赏需求而购买的消费者比例较高。在

调查后期, 通过访谈得知, 该摊贩发现附生兰带桩

销售价值较高后, 特意将所采集的部分附生兰重新 

表1  西双版纳6个集贸市场销售的兰花种属组成 
Table 1  Number of orchid genera and species identified at six 
targeted markets in Xishuangbanna 

集贸市场 
Markets 

属数 
Number of genera 

种数 
Number of species 

i 14 35 

ii 14 29 

iii 34 91 

iv 10 20 

v 7 29 

vi 1 5 

 
定植驯养于木桩上, 并以较小规模向周边地区的兰

科植物销售者供货。 

从兰花销售的种类和数量来看, 集市iii记录到

的兰科植物种类最多, 为34属91种, 其余依次为集

市i、ii、v、iv和vi (表1)。球花石斛、鼓槌石斛、石

斛、翅萼石斛和长苏石斛最为常见, 在本次调查的6

个集市均有发现, 平均出现频次在30%以上。短棒石

斛(D. capillipes)、玫瑰石斛(D. crepidatum)、流苏石

斛和报春石斛(D. polyanthum)出现于5个集市, 是较

为常见的种类。美冠兰、多穗兰(Polystachya con-

creta)、长苞苹兰(Pinalia obvia)等27种出现于单一集

贸市场, 出现频次只有1.1–5%, 为最不常见的种类

(附录1)。 

2.3  兰科植物的来源和市场交易的特点 

通过与摊贩的访谈发现, 不同市场交易的兰科

植物来源存在差异。集市i、ii、iv和v所出售的兰科

植物几乎全部来自其市场所在地周边山区野生兰

科植物的采集, 通常为售卖者自采自销。集市vi仅

调查到2次有兰花出售, 较为偶然。集市iii的销售者

在摊位形成一定规模后, 通常不参与野外采集, 而

采取收购的方式。收购所得的兰科植物的来源通常

有以下几种: (1)市场所在地周边山区野生兰科植物

的采集, 且是其最主要的来源; (2)西双版纳周边地

区的野生兰科植物采集; 包括普洱及与西双版纳接

壤的老挝、缅甸等地, 但种类及数量较少, 所占比

例极低; (3)人工栽培种, 但仅见铁皮石斛1种。 

在记录的62种处于花期的兰科植物中, 观赏类

占42种, 包括石斛属24种, 兰属和万代兰属(Vanda)

各3种, 脆兰属(Acampe)、指甲兰属(Aerides)、鸟舌

兰属(Ascocentrum)、石豆兰属、贝母兰属、美冠兰

属(Eulophia)、槽舌兰属(Holcoglossum)、湿唇兰属

(Hygrochilus)、兜兰属(Paphiopedilum)、凤蝶兰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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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ilionanthe)、钻喙兰属(Sarcoglyphis)和掌唇兰属

(Staurochilus)各1种。处于花期的兰科植物种数随季

节变化而不同: 4–6月集贸市场上销售的处于花期

的兰科植物最多, 分别记录到23种、22种和16种(图

3), 这与贸易高峰期相一致; 花期种数的低峰期出

现在1、8、11和12月, 8月和11月是贸易低峰期, 记

录到的处于花期的兰科植物相应较少, 分别为1种

和2种; 1月和12月销售的兰科植物数量相对较多, 

但1月却未记录到处于花期的兰科植物, 12月也仅

仅记录到2种, 说明兰科植物贸易受到除花期以外

其他因素的综合影响。 

按兰科植物的利用价值将调查到的所有种类

分为观赏、药用和无目的用途3大类, 每类分别记录

到66种、57种和25种, 其中, 观赏类和药用类分别

包括了41种同时具有观赏和药用价值的种类。分析

结果表明, 记录频次在不同利用价值间存在显著差

异(One-Way ANOVA, F = 4.165, P < 0.05), 具有观

赏和药用价值的种类记录频次显著高于无目的用

途的种类(LSD法, P分别为0.009和0.008), 而观赏与

药用种类之间无显著差异(P = 0.912; 图4)。 

目前, 西双版纳市场上出售的兰科植物主要有

4种售卖状态: (1)裸根; (2)盆栽; (3)采集后人工定植

于木段; (4)附原始生长木段。对附生性兰科植物, 

以上4种售卖形式均较常见; 对地生兰科植物, 仅

见裸根或盆栽式销售。售卖形式在各集贸市场上存

在差异。裸根是市场上最常见的销售形式, 在各集

贸市场上均普遍存在, 记录到的种类有金线兰、节

茎石仙桃(Pholidota articulata)、白柱万代兰(Vanda 

brunnea)等。而对一些处于花期或株形优美, 明显具

有较高观赏价值的个体, 摊贩往往不愿采取裸根销

售, 而是对其进行盆栽或定植的方式以提高售价。

盆栽虽在各集贸市场上均有出现, 但以集市ii和iii

最常见, 石斛属、兰属等多采取盆栽的方式进行售

卖。附原始生长木段多见于集市iii, 而在其他5个集

贸市场偶见, 记录到的种类有鸟舌兰(Ascocentrum 

ampullaceum)、钩梗石豆兰 (Bulbophyllum nigres-

cens)、瓜子毛鞘兰(Trichotosia dasyphylla)等。 

兰科植物的价格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且摊

贩出价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主要表现在: (1)不同集

贸市场、不同摊位对兰科植物的定价表现出差异。

在诸如花期、定植方式、种类、长势等其他条件完

全相似的情况下, 对兰科植物相关知识了解越为深 

 
 

图3  西双版纳贸易兰科植物种数月变化 
Fig. 3  Monthly change in trade orchids in Xishuangbanna 

 

 
 

图4  西双版纳不同利用价值贸易兰科植物的记录频次(平
均值±标准误差)。不同字母表示相互间差异显著(P < 0.05)。 
Fig. 4  Record frequency of trade orchids with different utility 
values (Mean ± SE) in Xishuangbanna. Values with different 
letter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 < 0.05). 
 

入的摊主, 通常会开出更高价格, 而偶尔进行贩卖

的农民摊主通常出价较低。(2)种类的差异也在价格

上有所表现。具观赏或药用的兰科植物种类, 如大

部分石斛属植物的价格明显高于其他类群。(3)处于

花期的植株价格较高, 常为非花期植株价格的2倍

以上。(4)不同定植方式对价格影响较大。如附原生

木段销售、多种兰花重新组合定植于木段之上或采

集后重新定植于木段或盆栽, 往往价格较高; 若为

裸根销售, 则价格相对较低。(5)植株优美、生长健

壮的个体价格较高。 

3  讨论 

3.1  西双版纳野生兰花贸易的现状和特点 

西双版纳是我国陆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

地区(Tang et al, 2006), 也是附生兰科植物物种丰富

度最高的地区(Zhang et al, 2015), 同时还是很多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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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植物种类在我国的主要或唯一分布区(高江云等, 

2014)。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 随着人口增加和橡

胶种植业的迅速发展, 大量的原始森林遭到砍伐, 

造成了兰科植物栖息地的丧失, 使西双版纳野生兰

科植物资源在分布范围上受到严重限制(余东莉和

刘强, 2008)。而对于一些具有较高观赏或药用价值

的兰科植物, 过度采集是造成其种群数量迅速减少

的主要原因(高江云等, 2014)。从本次市场调查的结

果来看, 西双版纳市场交易的兰科植物几乎全部来

源于野生植株的采集, 仅有铁皮石斛1种为人工栽

培。记录到的106种野生采集的兰科植物, 93.4%都

为西双版纳原生分布种, 约占本地区野生兰科植物

总数的1/4, 但大多数种类的记录频次都很低, 仅有

14种记录频次在10次以上(图2,  附录1), 说明本地

区对兰科植物的采集和贸易在种类上具有一定的

普遍性和随意性。 

野生动植物贸易受到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 既

具备一般贸易活动的特征, 又有特殊性, 一般具有

传统性、地域性、流动的方向性、季节性、分散性、

替代效应、反馈效应和补充性等特点(周志华和蒋志

刚, 2005)。西双版纳是我国多民族聚居地区, 各民

族在对植物的认识和利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形成了极具地方色彩的植物文化(许再富和刘宏茂, 

1995)。当地居民有利用各种兰花装点庭院和作为头

饰花卉的传统和习惯(高江云等, 2014)。本次调查中, 

大多数售卖者都为当地居民, 他们通常对周边森林

很熟悉, 兰花和其他林产品如野菜、野果、蘑菇、

药材等一样, 是他们平时经济收入来源的一部分和

补充, 他们对兰花的采集在种类上并没有专门的选

择, 株形或开花漂亮的种类及一些认为可以药用的

种类通常是采集和贸易的对象。这也是我们记录到

兰花种类极为丰富的主要原因。西双版纳属热带地

区, 以附生种类为主的兰科植物极为丰富, 这也体

现在市场贸易上。和国内其他兰花市场不同, 受传

统的“国兰”文化影响较小, 该地区仅有零星的建兰

(Cymbidium ensifolium)和墨兰(Cymbidium sinense)

出售, 87.9%的种类都为附生兰。从利用价值来看, 

记录到的兰科植物也大致可分为观赏和药用2类, 

由于形态分类的困难, 很多并没有药用价值的种类

也被作为药用兰花进行交易。石斛属很多植物既具

有较高的观赏价值, 同时也有药用价值, 成为市场

贸易的主要种类, 无论是种类和记录频次都是最多

的类群(图1)。其他观赏价值较高的种类如多花指甲

兰、大花万代兰(Vanda coerulea)等也较常见。 

野生动植物贸易因生物生长周期的不同而呈

现一定的季节变化(周志华和蒋志刚, 2005; 李友邦

等, 2010)。西双版纳贸易兰科植物种数也表现出明

显的季节更替, 各月份贸易种类组成不同。4–6月为

西双版纳气温最高的干热季, 开花的兰科植物种类

最多(高江云等, 2014), 也是兰花贸易高峰期, 共统

计到贸易兰科植物31属77种, 其中处于开花期的有

60种, 占总数的77.9%; 8月为各种野生蘑菇上市的

季节, 采集者都忙于采集市场价值更高的野生蘑菇, 

兰花交易骤减, 仅记录到10种兰科植物(图3, 附录

1)。种群大小和易获得性是影响野生动植物贸易活

动的重要生物因素(周志华和蒋志刚, 2005)。本次调

查记录到的兰科植物中, 没有区域性评估为极危的

物种, 也说明这些种类在野外数量极少, 难以获得, 

而记录频次较高的种类都是在本地区海拔分布范

围较广、容易获得的种类。《中国物种红色名录》

评估为极危的5种兰科植物均为西双版纳有唯一分

布点, 但种群数量较大。 

野生动植物贸易利润丰厚, 是许多人经济收入

的重要来源。市场需求刺激了农民的捕猎和采集活

动(Lau & Shi, 2000; Broad et al, 2003), 过度采集无

疑会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造成严重的

威胁(Hinsley et al, 2016)。本次调查的6个集贸市场

中, 在兰科植物种类、数量和记录频次上, 集市iii

都远远高于其他5个市场(表1, 附录1), 其主要经营

者以收购、囤积和销售兰花为主, 已经形成了较大

规模, 这已经完全不同于本地区把兰花作为普通林

产品售卖的传统方式, 对当地的兰科植物资源产生

了较大的破坏。 

3.2  商业化药用石斛栽培对野生石斛采集的影响 

西双版纳是我国石斛属植物资源最为丰富的地

区, 不仅种类多、分布广, 很多种类原生数量也很大, 

但由于20世纪80–90年代中期, 大规模的扫荡式采集

使野生石斛资源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很多种类已经很

难再找到自然种群, 在野外只能偶尔看到零星的个体

(高江云等, 2014)。对于过度采集的物种的保护, Wilkie

和Godoy (2001)提出了供给策略(supply-side approach)

和需求策略(demand-side approach), 并认为这是目前

最重要和最有效的保护方法。供给策略是通过栽

培、圈养等方式增加人工繁育的动植物资源的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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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从而减少对野生资源的采集, 同时可以增加当

地居民的收入(Williams et al, 2012)。然而, 从世界

范围内的保护实践来看, 商业化的栽培(驯养)对减

少野生植物(动物)采集压力的收效甚微, 其主要原

因是栽培的产品并不能完全替代野生资源(Bulte & 

Damania, 2005; Phelps et al, 2014)。 

我国药用石斛产业的发展始于20世纪90年代

末期, 以铁皮石斛为主, 主要通过种子无菌萌发和

组织培养生产种苗, 大棚集约化栽培的产业模式在

过去的10多年发展迅速。在西双版纳, 药用石斛的

栽培规模也不断扩大, 然而, 这一产业模式似乎并

没有减少对野生药用石斛的采集压力。本次调查中

发现, 32.7%的种类为石斛属植物, 记录频次最多的

也是各种石斛, 很多其他属的兰科植物也被当作药

用石斛在出售。在我们调查的过程中, 一个有趣的

现象是市场上经常有把栽培的铁皮石斛或其他种

类的野生石斛如齿瓣石斛(D. devonianum)、晶帽石

斛(D. crystallinum)、兜唇石斛(D. cucullatum)等当作

“野生”铁皮石斛出售, “野生”成了最大的卖点, 但

实际上西双版纳没有野生铁皮石斛的分布。这一现

象在其他一些濒危动植物产品的贸易中也普遍存

在(Gratwicke et al, 2008; Brooks et al, 2010)。供给策

略不但没有降低消费者对野生动植物产品的需求, 

反而增加了人们对野生产品的兴趣和更大规模的

开采。野生动植物产品并不能完全被养殖和栽培的

产品所代替, 尤其对于药用动植物产品而言(Dutton 

et al, 2011)。 

药用石斛目前的集约化栽培模式需要巨大的

基础设施、种苗和管理成本投入, 使得当地居民很

难从中获得利益(高江云等, 2014)。同时, 这种集约

化栽培模式的产品可能存在药效成分减少、农残超

标等问题, 也给消费者带来困扰。更为重要的是, 

普通消费者对中药材和保健品的消费心理普遍认为

野生的药效更好、更安全, 这也使得消费者对野生

药用石斛更加偏好, 从而加剧了对野生石斛资源的

采集。本次调查并没有发现公开市场有跨边境的药

用石斛采集和贸易, 但本地区普遍存在的大量小规

模石斛种植园, 其种源完全依靠野生石斛资源, 跨

边境民间贸易仍是其最主要的来源(高江云等, 2014)。 

3.3  保护启示和建议 

兰科植物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旗舰类群, 全

世界所有的野生兰科植物均列入了CITES的保护范

围, 禁止国际贸易。兰科植物约占该公约保护物种

的75%, 但在国内其保护地位却并不明确, 1999年

颁布的《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

并没有把兰科植物列入其中, 对兰科植物的采集和

贸易管理面临着无法可依的困境, 在适用的法律法

规上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有所

约束。也就是说, 在保护区范围以外采集兰科植物

并没有法律法规的限制。西双版纳目前各类保护区

的面积约占其面积的15.5%, 这虽然高于全国的平

均水平, 但仍有近1/3的种类不在保护区范围内, 得

不到有效、安全的保护(Liu et al, 2015)。因此, 应尽

快制定和颁布地方性的法律法规, 使兰科植物及其

他濒危植物的保护有法可依。 

西双版纳以傣族为主的各少数民族在漫长的

劳动生活中形成了独特的传统文化, 对植物的认识

和利用极具地方色彩, 这些传统知识和文化的传承

和沿用对本地区森林的保护和植物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再富和刘宏茂, 1995)。由于

土地利用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该区森林严重破碎

化和片断化, 传统的古茶园和龙山林成为很多兰科

植物的栖息地和避难所(Liu et al, 2015; Zhou et al, 

2016)。维护和传承传统的植物文化, 以及对古茶园

和龙山林等进行持续的保护和采用传统方式管理, 

对于兰科植物的保护也将起到重要作用。 

对于像兰花这样遭过度采集的植物来说, 通过

开展有针对性的公众教育活动和广泛的媒体宣传

来提高公众的保护意识同样非常重要, 也就是前文

提到的需求策略(Wilkie & Godoy, 2001)。社会公众

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 是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力量, Global Strategy for Plant 

Conservation (https://www.cbd.int/decision/cop/default. 

shtml?id=7183)也提出要将公众宣传和教育摆在促

进植物多样性保护的优先发展位置。研究实例表明, 

在对公众进行环境教育后, 消费者对濒危海产品的

购买意向呈下降趋势(Eriksson & Clarke, 2015)。可

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 让公众认识到

野生兰花目前所面临的严重威胁, 唤起公众对野生

兰花的保护意识。 

本次调查中, 药用石斛是市场贸易最主要的对

象。针对目前我国药用石斛集约化栽培模式所带来

的问题, 一些学者也提出了兼顾野生种群保护和经

济效益的“恢复友好型栽培模式(restoration-frien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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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on model)” (Liu et al, 2014), 也就是在自然

条件下开展药用石斛的生态栽培, 使更多的当地居

民参与其中, 获得收益, 从而减少对野生资源的采

集。这一模式具有基础设施投入小, 全过程绿色无

农药无化肥污染等优点, 能从根本上满足消费者对

野生石斛的需求。药用石斛的生态栽培目前也成为

石斛业界的共识和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一些相关

的研究成果也不断出现, 如利用有效共生真菌开展

石斛种子的共生萌发(Zi et al, 2014; 字肖萌和高江

云, 2014), 分离共生真菌用于促进石斛幼苗的生长

(黄晖等, 2016)等, 这些技术、成果的不断完善和在

实际生产中的应用, 必将极大地促进和带动药用石

斛生态栽培的发展, 对野生石斛资源的保护产生重

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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