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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珍稀濒危植物初探

文　彬,宋松泉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云南 勐腊 666303)

[摘　要]　西双版纳自然分布有珍稀濒危植物 61种.对这些植物进行了总体分析.结果表明:该地区珍稀濒危植物具有种类丰富、

古老成分众多、区系构成复杂、边缘热带性质明显、特有现象突出等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该地区珍稀濒危植物的致危原因,提出

了相应的保护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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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Research into the Rare and Endangered Plants in Xishuangbanna

WEN Bin, SONG Song-quan
( Xis huangbanna T ropical Botanical Garden , Ch ines e Academ y of S ciences, M en gla 666303, Yunnan, Ch ina)

Abstract: T here are 61 rare and endanger ed p lan t species in Xis huangbanna. Based on the over all analysis of thes e species, the paper

reveals that thes e plants are character ized by their richness in s pecies diversity, mult itude of an cient plants , componen t com plexity,

boundary t ropical nature and high ly endemic. T he endan gering caus es ar e d iscu ssed and countermeasur es for protect ing these s pecies

ar e put forw ar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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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然概况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云南省的南部, 地理位置约为北纬 21°09′～22°36′,东经99°58′～

101°50′,南、西面与老挝、缅甸接壤,总面积约19 220 km
2
.这里处于横断山系南部,属无量山脉和怒山山脉的余

脉.整个地势为四周高、中部低, 由北向南微微倾斜. 区内地形以山原为主. 据初步统计, 高于1 000 m 的山地占

总面积的65%, 低于1 000 m 的低山、丘陵和盆地仅占35% [ 1] .

西双版纳地处热带边缘、北回归线以南, 属西部型季风热带半湿润气候, 其特点是降雨丰沛、热量充足、干

湿季分明、干季多雾. 年平均气温15. 1～21. 7℃ , 年雨量为1 193. 7～2 491. 5 mm , 其中80%集中于5～10月的

雨季时期.一般海拔800 m 以下为北热带气候; 800～1 400 m 为南亚热带气候; 1 400～2 000 m 为中亚热带气

候.

西双版纳素有“植物王国”的美誉,优越的热带气候和多样的生境条件使这里成为我国植物资源富集的地

区.估计该地区有野生种子植物4 000种以上,目前记录到的有3 336种[ 2] .西双版纳是植被类型非常繁多的地

区,有关研究将西双版纳的主要植被类型划分为8个植被型、13个植被亚型和29个群系[ 1] .这些植被类型在分

布上镶嵌交错, 并且一些类型互相过渡.同时, 植被垂直带谱也很明显, 即热带季节性雨林(海拔 800 m 以

下)——山地雨林(海拔800～1 000 m )——季风常绿阔叶林(海拔1 000～1 800 m ) .西双版纳又是植物地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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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与交汇的地带,多种不同性质的植物区系成分在此融合,并且该植物区系与相邻地区的联系也十分广泛.这

些都使得西双版纳的植物资源变得十分丰富而多样.

2　珍稀濒危植物的种数统计

西双版纳是我国热带生态系统中森林植被保存比较完整以及热区生物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该区有我国

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热带雨林.全州森林覆盖率约33. 8% ,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段之一, 也是中国

生物多样关键地区和具有国际意义的陆地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 3] .笔者根据野外调查结果和相关资料 [ 1, 4～8] ,

从《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第1册) [ 9]所列的389种植物中统计出西双版纳自然分布有61种(表1) .

表 1　西双版纳的珍稀濒危植物的种数统计

Table 1　The rare and endangered plants in Xishuangbanna

种　名
濒危
类别

保护
等级 分布范围 种　名

濒危
类别

保护
等级 分布范围

海南粗榧Cephalotaxus mannii 濒危 2 亚洲热带 长蕊木兰A lcimandra cathcarti i 濒危 2 亚洲热带、亚热带

篦齿苏铁Cycas p ectinata 渐危 3 亚洲热带 大叶木兰Magnolia henry i 濒危 3 亚洲热带

云南苏铁Cycas s iamensis 渐危 3 亚洲热带、南亚热带 香籽含笑Michel ia hedyosp erma 濒危 3 中国热带

长叶竹柏Podocarpus f leury i 渐危 3 亚洲热带 云南拟单性木兰Parakmeria yunnanensis 濒危 3 中国热带

鸡毛松Podocarpus imbricatus 渐危 3 亚洲热带、南亚热带 合果木Paramichelia baillonii 渐危 3 亚洲热带

林生芒果Mangif era sylv atica 渐危 3 亚洲热带 粗枝木楝Amoora dasy clada 渐危 3 滇琼热区

姜状三七Panax ginseng 濒危 3 云南热区 红椿T oona ciliata 渐危 3 热带亚洲、大洋洲

榆绿木A nogeissus acuminata 濒危 3 亚洲热带 藤枣Eleutharrhane macrocarpa 濒危 2 亚洲热带

千果榄仁T erm inalia my riocarpa 渐危 3 亚洲热带、南亚热带 箭毒木A ntiar is tox icaria 稀有 3 亚洲热带

白菊木L eucomeris decora 稀有 3 亚洲热带、亚热带 滇波罗密A rtocarp us lakoocha 渐危 3 亚洲热带

栌菊木N ouelia insignis 稀有 2 主产滇川 琴叶风吹楠H orsf ieldia pandurif olia 渐危 3 云南热区

隐翼Cryp teronia Paniculat a 稀有 3 亚洲热带 滇南风吹楠H orsf ieldia tetrat epal a 濒危 3 云南热区

四数木T etrameles nudif lora 稀有 2 亚洲热带 云南肉豆蔻Myrist ica yunmanensis 濒危 3 仅产版纳

望天树Parashorea chinensis 稀有 1 滇桂热区 毛叶紫树Nyssa yunnanensis 濒危 3 仅产版纳

广西青梅V atica guangx iensis 稀有 2 滇桂热区 董棕Caryota urens 渐危 2 亚洲热带

大果青冈Cyclobalanop sis rex 渐危 3 亚洲热带、亚热带 假山龙眼H eliciop sis term inalis 渐危 3 亚洲热带

三棱栎 T rigonobalanus doichangensis 稀有 2 亚洲热带 锯叶竹节树Carallia dip lop et ala 濒危 3 中国热带

光叶天料木H omalium laoticum 渐危 3 云南热区 山红树Pellacaly x yunnanensis 稀有 3 仅产版纳

大叶龙角T araktogenos amnamensis 稀有 3 亚洲热带 野荔枝L itchi chinensis 渐危 2 中国热带

疣粒野生稻Ory za granulata 渐危 2 亚洲热带 绒毛番龙眼Pometia tomentosa 渐危 3 亚洲热带

药用野生稻Ory za of f icinalis 渐危 2 亚洲热带 干果木X erosp ermum bonii 濒危 3 亚洲热带

普通野生稻Ory za ruf ip ogon 渐危 2 亚洲热带、亚热带 勐仑翅子树Pterosp ermum menglunensis 濒危 3 仅产版纳

五桠果木姜子Li tses dilleniif olia 渐危 3 云南热区 云南翅子树Pterosp ermum yunnanense 濒危 3 仅产版纳

思茅木姜子L itsea p ierrei 濒危 3 云南热区 箭根薯T acca chantr ier i 渐危 3 亚洲热带、亚热带

滇楠Phoebe nanmu 渐危 3 滇藏热区 野茶树Camellia sinensis var . assami ca 稀有 2 亚洲热带、亚热带

顶果木A crocarpus f rax inf olius 稀有 3 亚洲热带 油朴Celti s w ightii 渐危 3 亚洲热带

版纳黑檀Dalbergia f usca var . enneandra 渐危 3 云南热区 火麻树L ap ort ea urent iss ima 渐危 3 亚洲热带

小花龙血树Dracaena cambodiana 濒危 3 亚洲热带 锥头麻Poikilosp ermum suaveolense 稀有 3 亚洲热带

剑叶龙血树Dracaena cochinchinensis 渐危 3 亚洲热带 云南石梓Gmelina arborea 稀有 2 亚洲热带

云南粘木 Ix onanthes cochinchinensis 渐危 3 云南热区 思茅豆腐柴Premna sz emaoensis 渐危 3 云南热区

云南紫薇L agers troem ia intermedi a 渐危 3 亚洲热带

3　珍稀濒危植物的特点

3. 1　种类极为丰富

该区61种植物隶属于35科54属, 有裸子植物5种,被子植物56种(其中单子叶植物7种,双子叶植物49

种) .从生活型来看,有乔木53种,落叶灌木1种,多年生草本5种,藤本2种. 这些植物中,属国家一级保护的1

种,二级保护的14种,三级保护的46种;濒危17种,渐危30种; 稀有14种.该地区珍稀濒危植物与云南省及全

国同类植物相比均占有很大的比例(表2) . 西双版纳土地面积仅占全省的5. 01%、全国的0. 20% ,而珍稀濒危植

物种数占到全省的39. 61%、全国的15. 68% ,其丰富程度在全国少有.

3. 2　古老成分众多

该地区珍稀濒危植物古老种类的丰富性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 1)包含众多的孑遗种,如篦齿苏铁、云

南苏铁、鸡毛松、长叶竹柏、大叶木兰等. ( 2)形态上原始的类群丰富,如木兰科的长蕊木兰、大叶木兰、香籽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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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云南拟单性木兰、合果木和肉豆蔻科的云南肉豆蔻、滇南风吹楠、琴叶风吹楠等. ( 3)单种科、单种属、少种属

占有较大的比例,单种科有四数木科;单种属有白菊木属、栌菊木属、长蕊木兰属、藤枣属;少种属有隐翼属、三

棱栎属、合果木属、箭毒木属.这些类群在分类上孤立、形态上特殊,大多具有起源古老或原始的特点. ( 4)被子

植物中其它的一些科也出现很早,如白垩纪出现的榆科、桑科、樟科、壳斗科、防己科、使君子科; 第三纪已建立

的山茶科、马鞭草科、楝科、无患子科等.

表2　西双版纳与云南、中国珍稀濒危植物的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rare and endangered plants among in

Xishuangbanna and in Yunnan and in Chin

范围
保护级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保护类别

濒危 渐危 稀有
合计

西双版纳 1 14 46 17 14 30 61

云南 4 60 90 38 47 69 154

中国 8 159 222 121 110 158 389

西双版纳/云南 25. 00 23. 33 51. 11 44. 74 29. 79 43. 48 39. 61

西双版纳/中国 12. 50 8. 81 20. 72 14. 05 12. 73 18. 99 15. 68

3. 3　区系构成复杂

按吴征镒中国种子植物属分布区类

型系统划分, 西双版纳种子植物属有 15

个分布区类型
[ 1]

, 而该地区珍稀濒危植

物属的54属就有9个分布区类型,其中

包含属数最多的是热带亚洲分布,有 25

属;其次是泛热带分布, 有8 属; 最少的

是东亚分布,仅1属.该地区有9个分布

区,珍稀濒危植物平均为6属,可见这61

种54属来自于多种分布区类型, 其构成复杂(表3) .

表3　西双版纳珍稀濒危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统计

Table 3 　 The statistics of areal types of rare and

endangered plant genera in Xishuangbanna

分布区类型 属数 百分比

1. 泛热带分布 8 14. 8

2. 热带亚洲至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2 3. 7

3. 旧世界热带分布 5 9. 3

4.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州分布 5 9. 3

5.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2 3. 7

6. 热带亚洲分布 25 46. 3

7. 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 3 5. 6

8. 东亚分布 1 1. 9

9. 中国特有分布 3 3. 7

合计 54 100

3. 4　边缘热带性质明显

西双版纳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的边缘热带性质

决定了该地区的珍稀濒危植物也具有边缘热带性

质.在61种珍稀濒危植物的54属中, 属于热带分布

的有47属,占该区总属数的87. 03% .再从种的分布

区来看,这61种可分为4种类型: ( 1)分布区从南亚、

东南亚至中国边缘热带的有27种, 它们大多以西双

版纳为其分布的北界, 有些种虽未到达最北纬度,也

已到达其海拔极限
[ 2]

; ( 2)分布区从南亚、东南亚延

伸至中国亚热带的有10种,其中红椿的分布区向南

延伸到热带大洋洲; ( 3)分布区仅限于中国边缘热带

的有22种; ( 4)分布区从中国边缘热带至中国南部

(亚热带或温带)的有2种. 61种植物中分布到亚热带的有11种, 分布到温带的仅1种.在我国热带资源有限的

情况下,这些热带物种更显得珍贵.

3. 5　特有现象突出

根据相关资料对这些植物分布地区的记述, 西双版纳61种珍稀濒危植物分布范围都比较狭窄,按分布区

从小到大的顺序, 仅产于西双版纳的有5种, 占该区总种数的8. 3%;仅产于云南的有14种, 占该区总种数的23.

3% ;中国特有的23种,占该区总种数的38. 3%.全部61个种中只有栌菊木为温带成分,不在亚洲热带亚热带范

围之内;仅红椿分布到大洋洲,超出了亚洲的范围.

3. 6　生境局限,分布区狭小

西双版纳以山地地形为主,地势东北高、西南低,海拔从475～2 429 m,起伏很大, 地理环境复杂多变, 多种

植物类型交错分布,植物生境因而变得很破碎. 珍稀濒危植物一般局限于单一、特殊的生境中呈间断、零星的分

布,具有生态幅狭窄、分布区狭小、野外种群数量小、受威胁严重和易受人类活动干扰破坏等特点(表4) .在这61

种植物中,有32种只在1个县(市)有分布, 仅21种同时在2个县(市)有分布, 而同时在全州3个县(市)都有分

布的仅有8种. 这些植物中绝大多数都依赖热带雨林、季雨林或山地常绿阔叶林的环境, 如望天树和版纳青梅

仅在勐腊县的补蚌和广纳里约20 km 范围内有分布.目前望天树林只有361. 2 hm
2
,纳青梅林则更小

[ 1]
.根据对

补蚌自然保护区望天树林的调查, 15 年生望天树林仅向外扩张了约10 m
[ 10]

;云南拟单性木兰是近年发现的1

个西双版纳新记录种,目前仅发现在景洪的勐宋山地雨林中有分布 [ 11] ; 1964年, 景洪市有 26个普通野生稻分

布点, 1982年剩下3个分布点,到1998年考察时仅找到一丛; 1998年考察时, 在景洪原分布点未找到药用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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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 1983年前,景洪市北山的疣粒野生稻成片分布,有几十公顷,到1998年只有零星分布,面积约100 m
2[ 12]

.珍

稀濒危植物受威胁的现状由此可见一斑.

表4 西双版纳珍稀濒危植物的野外分布特点

Table 4　The f ield distribution features of the rare and endangered plants in Xishuangbanna

种名 分布区 依存群落类型
野外个
体数量 种名 分布区 依存群落类型

野外个
体数量

海南粗榧 勐海 中山针阔混交林中 稀少 长蕊木兰 景洪 山地雨林中 极稀少

篦齿苏铁 景洪 石灰山, 河岸低丘,中山松林中 较少见 大叶木兰 景洪、勐腊 季节性雨林中 少

云南苏铁 景洪、勐腊 石灰山及低中山常绿阔叶林下 极稀少 香籽含笑 景洪、勐腊 季节性雨林中 极稀少

长叶竹柏 勐腊 季节性雨林中 极稀少 云南拟单性木兰 勐海的勐宋 山地雨林中 极稀少

鸡毛松 景洪、勐腊 季雨林中至山地雨林中 极稀少 合果木 全州有分布 季节性雨林中- 山地雨林中 少

林生芒果 景洪、勐腊 季节性雨林中至山地雨林中 少 粗枝木楝 全州有分布 季节性雨林中 少

姜状三七 勐腊 季节性雨林中 极稀少 红椿 全州有分布 低山常绿阔叶林中 少

榆绿木 景洪 河岸季雨林主要建群种之一 少 藤枣 勐腊 季节性雨林中 极稀少

千果榄仁 全州有分布 季节性雨林中特征和优势种 常见 箭毒木 景洪、勐腊 干性季节性雨林中 少

白菊木 勐腊、勐海 中山次生杂木林中 稀少 滇波罗密 全州有分布 季雨林和季节性雨林中 稀少

栌菊木 勐海
中山河谷沿岸岩石缝中或石灰
岩山峭壁上 稀少 琴叶风吹楠 景洪、勐腊 季节性雨林中 稀少

隐翼 勐腊 季节性雨林中 稀少 滇南风吹楠 勐腊 季节性雨林中 稀少

四数木 景洪、勐腊 石灰山季雨林和季节性雨林中 少 云南肉豆蔻 景洪、勐腊 季节性雨林中 极稀少

望天树 补蚌、广纳
里

季雨林特征、建群种 极稀少 毛叶紫树 景洪 季节性雨林中 极稀少

广西青梅
补蚌、广纳
里 季雨林特征、建群种 极稀少 董棕 勐腊 石灰岩山季节性雨林 少

大果青冈 景洪、勐腊 季节性雨林中 极稀少 假山龙眼 全州有分布 季节性雨林- 山地雨林中 少

三棱栎 勐腊 季风常绿阔叶林中 极稀少 锯叶竹节树 勐腊、勐海 季节性雨林- 山地雨林中 稀少

光叶天料木 勐腊 季节性雨林中 少 山红树 勐腊 季节性雨林中 极稀少

大叶龙角 勐腊 季节性雨林中 极稀少 野荔枝 景洪 季节性雨林中 稀少

疣粒野生稻 景洪
河岸竹林下, 低山林缘灌丛中或
河滩草地上 稀少 绒毛番龙眼 全州有分布 季节性雨林中 少

药用野生稻 洪 河边、溪边或沼泽地 极稀少 干果木 景洪 低山常绿阔叶林或季节性雨林
中

稀少

普通野生稻 景洪 河边、溪边或沼泽地 极稀少 勐仑翅子树 勐腊 季节性雨林中 稀少

五桠果木姜子 勐腊 季节性雨林中 稀少 云南翅子树 景洪、勐腊 石灰岩山岩石缝中或峭壁上 稀少

思茅木姜子 勐腊 季节性雨林中 稀少 箭根薯 景洪、勐腊 季节性雨林林下或溪边沼泽地 少

滇楠 勐海 山常绿阔叶林中 少 野茶树 景洪、勐海 中山常绿阔叶林中 稀少

顶果木 景洪、勐腊 河岸季雨林及季节性雨林中 少 油朴 勐腊 石灰岩山季节性雨林 少

版纳黑檀 景洪、勐腊 中山次生杂木林中 少 火麻树 勐腊 石灰岩山季性雨林 少

小花龙血树 景洪、勐腊 石灰岩山多岩石山顶 少 锥头麻 勐腊 季节性雨林中 少

剑叶龙血树 勐腊 石灰岩山顶石缝中 少 云南石梓 景洪、勐腊 河岸季雨林及季节性雨林中 少

云南粘木 景洪、勐腊
干性季节性雨林或台地“龙山”
林中 稀少 思茅豆腐柴 全州有分布 低、中山常绿阔叶林中 极稀少

云南紫薇 景洪 低、中山沟谷雨林林缘 少

4　珍稀濒危植物的致危因素

导致植物珍稀濒危的因素有多种,既有物种的内在原因, 也有环境的外部原因;既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

素.西双版纳珍稀濒危植物的致危因素归纳如下.

4. 1　珍稀濒危植物自身的因素

由于珍稀濒危植物自身生物学特性的限制,使其种群数量日渐稀少,主要表现有: ( 1)营养生长周期长,如

望天树、绒毛番龙眼、千果榄仁等,都是森林中的最上层树种,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果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董棕

为1次性开花结实,在生长30、40 a后,茎粗达70、80 cm, 株高10几m ,然后开花结实1次,随即枯死; ( 2)周期性

开 花结实, 如箭毒木、望天树等进入生殖年龄后在热带雨林中须隔2～3 a才有1次结实盛期; ( 3)雌雄异株、雌

雄同株、杂性异株与杂性同株影响结实率, 在上述61种植物中属雌雄异株的有15种,其余3类有7种; ( 4)种子

败育,如榆绿木种子空瘪率在90%以上,千果榄仁有些年份种子空瘪率在80%以上; ( 5)其它还有如种子寿命

短、发芽困难、幼苗易灼伤、易猝倒等,这些因素均可导致物种繁衍能力下降和自然更新困难.

4. 2　生境破坏

物种生长繁衍的环境被破坏也可导致物种的自然更新困难.西双版纳的生境被破坏有以下3个原因. ( 1)

毁林开荒. 1950年代初,西双版纳人口稀少,原始森林绵绵起伏, 森林覆盖率高达55%, 后来由于毁林开荒,天

然林减少了近一半,低丘坝区的原生林为人工林所代替, 使得原本在西双版纳广泛分布的热带干性季节性雨林

作为一种植被类型几乎不复存在, 其它类型植被遭到的破坏也很严重. ( 2)生境片断化. 现在西双版纳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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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区, 大规模毁林开荒的事件不再发生, 然而这些保护区由若干小块组成, 分布于高山峡谷之中,呈星散

状,四周围绕以村庄、农田、道路等,形如一个个绿色的“孤岛”,并由此产生“边缘效应”和“干暖效应”, 林内环境

已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 3)不合理的林下土地的利用,如在林下大量种植砂仁、茶叶、省藤、草果等,

对林下环境和物种的更新都有很大的影响.

4. 3　过度采收利用

上述61种植物中36种是用材树种, 其中有几种是该地区的优质用材树种, 16种可作药用, 还有的可做香

料、可食用并可观赏.当地群众的过度采收利用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这些物种的濒危态势.

5　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对策

( 1)完善就地保护.有一些珍稀濒危植物在森林植被保存完好的条件下自然更新良好, 适宜于就地保护.为

此,要加强自然保护区的管护工作,合理规划其结构和功能,完善各种保护措施,逐步限制与自然保护不相符的

活动,保护好物种生存和繁衍的环境.

( 2)加强迁地保护.另有一些珍稀濒危植物在自然条件下已很难扩大种群,必须辅以人工的措施, 进行迁地

保护.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在这方面已开展了一些工作, 积累了许多经验,今后要进一步加强.

( 3)开展宣传教育.宣传教育是保护措施发挥作用的基础,通过广泛的宣传,提高人民群众的资源意识和环

境意识,了解珍稀濒危植物保护的意义,从而重视、理解和支持保护工作,并积极参与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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