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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双版纳位于云南省南部ꎬ 共有野生石松类和蕨类植物 ３６３ 种ꎬ 隶属于 ７６ 属 ３１ 科ꎮ 西双版纳石松

类和蕨类植物区系以水龙骨科 (Ｐｏｌｙ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蹄盖蕨科 (Ａｔｈｙｒｉａｃｅａｅ)、 金星蕨科 (Ｔｈｅｌｙ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铁角蕨科 (Ａｓｐｌｅｎｉａｃｅａｅ)、 凤尾蕨科 (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卷柏科 (Ｓｅｌａｇｉｎｅｌｌａｃｅａｅ) 的植物最为丰富ꎬ 亚洲热带

分布成分占绝对优势ꎮ 这 ３６３ 种蕨类植物中ꎬ 以陆生种类最多ꎬ 有 ２４６ 种ꎬ 占总种数的 ６７ ８％ꎬ 其次是附

生和石生ꎮ 本研究对西双版纳地区的石松类和蕨类植物资源利用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ꎬ 并对资源的开发

和保护提出若干意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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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双版纳位于云南省南部ꎬ 在北纬 ２１°０９′~
２２°３６′ꎬ 东经 ９９°５８′~１０１°５０′之间ꎬ 总面积 １９ ６９０
ｋｍ２ꎬ 古代傣语为 “勐巴拉那西”ꎬ 意思是 “理想

而神奇的乐土”ꎬ 以神奇的热带雨林景观和少数

民族风情而闻名 (李策宏等ꎬ ２０１１)ꎮ 西双版纳

南与老挝、 缅甸接壤ꎬ 西、 北、 东三面与滇西南

山原、 山地相连ꎬ 整个地势周围高、 中部低ꎬ 以

山原为主ꎬ 海拔 ４７７~２ ４２９ ｍꎬ 河谷盆地的平均

海拔在 ５５０ ｍ 以上ꎮ 海拔 ９００~１ ０００ ｍ 以下的低

山、 低丘及河谷盆地ꎬ 是热带气候区ꎬ 热量和降

雨量丰富 (朱华ꎬ ２００７)ꎮ 适宜的环境为西双版

纳地区石松类和蕨类植物提供了生长和发育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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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条件ꎬ 资源十分丰富ꎮ 然而到目前为止ꎬ 对西

双版纳地区的石松类和蕨类植物资源状况还没有

较全面的研究报告ꎮ
作者根据野外调查、 文献及标本馆馆藏标本

的研究ꎬ 对西双版纳地区的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的

种类组成、 区系特点、 生态分布及资源利用状况

等方面作简要介绍ꎬ 为当地石松类和蕨类植物资

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ꎮ

１　 研究方法
查阅 «西双版纳高等植物名录» (李延辉ꎬ １９９６) 及

«云南植物志» 第 ２０ 卷和 ２１ 卷 (朱维明等ꎬ ２００６) 等关

于西双版纳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的记载ꎬ 核查中国科学院

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ＫＵＮ) 和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标本馆 (ＨＩＴＢＣ) 的石松类和蕨类植物标本ꎬ 野外考察

中记录植物生境、 海拔ꎬ 了解西双版纳地区石松类和蕨

类植物的种类与分布ꎮ 根据近年来的一些分类处理ꎬ 文

中所列的一些科、 属的概念略有改动 (秦仁昌ꎬ １９７８ꎻ
Ｓｍｉｔｈ 等ꎬ ２００６ꎻ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ｈｕｓｚ 等ꎬ ２０１１ꎻ 张宪春ꎬ ２０１２ꎻ 张

宪春等ꎬ ２０１３)ꎮ

２　 研究结果
２ １　 西双版纳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的区系组成

据 «西双版纳高等植物名录» (李延辉ꎬ １９９６)
及 «云南植物志» 第 ２０ 卷和 ２１ 卷 (朱维明等ꎬ
２００６) 记载ꎬ 西双版纳地区共有石松类和蕨类植

物植物 ４８ 科、 １０４ 属、 ３４２ 种及变种ꎮ 但据最近

的研究调查ꎬ 并按最新的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的

科属分类系统统计 (秦仁昌ꎬ １９７８ꎻ Ｓｍｉｔｈ 等ꎬ
２００６ꎻ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ｈｕｓｚ 等ꎬ ２０１１ꎻ 张宪春ꎬ ２０１２ꎻ 张

宪春等ꎬ ２０１３)ꎬ 西双版纳石松类和蕨类植物

有 ３１ 科、 ７６ 属、 ３６３ 种及变种ꎮ 科、 属、 种的

数目分别占中国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区系科的

８１ ６％、 属的 ４６ ３％、 种的 １４ ０％ꎮ 在西双版纳

地区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区系组成中ꎬ 优势科较为

明显ꎬ 物种数超过 ２０ 种的科有: 水龙骨科 (Ｐｏｌ￣
ｙ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蹄盖蕨科 (Ａｔｈｙｒｉａｃｅａｅ)、 金星蕨科

(Ｔｈｅｌｙ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铁角蕨科 (Ａｓｐｌｅｎｉａｃｅａｅ)、 凤

尾蕨科 (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卷柏科 (Ｓｅｌａｇｉｎｅｌｌａｃｅａｅ)ꎬ
共计 ６ 个科ꎬ ３７ 属ꎬ ２２０ 种ꎻ 分别占西双版纳石

松类和蕨类植物区系科的 １９ ４％、 属的 ４８ ７％、
种的 ６０ ６％ꎮ 但该区系组成中没有出现特有属ꎬ
表明该地区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区系的发展与邻近

地区较为密切ꎮ
西双版纳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区系的地理成分

较为丰富ꎬ ３６３ 个种的分布区类型可划分为 ９ 个

地理分布区类型 (表 １) (陆树刚ꎬ ２００４)ꎮ 结果

表明ꎬ 种的地理分布充分反映了西双版纳石松类

和蕨类区系的热带性质ꎮ 在 ３６３ 个种中ꎬ 除 １０
个世界分布、 １２ 个东亚分布和 ６２ 个特有种外ꎬ
其他种均为热带分布类型ꎬ 占西双版纳总种数的

７６ ９％ꎮ 而中国特有分布的种中也大多为热带分

布的种类ꎬ 其中包含了 １１ 个西双版纳地区的特

有种ꎮ 整个西双版纳地区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区系

中没有温带分布的种类ꎮ

表 １　 西双版纳石松类和蕨类种的分布区类型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ｓ ｏｆ ｌｙｃｏｐｈｙｔｅｓ ａｎｄ ｆｅｒｎｓ ｉｎ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

分布区类型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种数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占总种数％ ｉｎ ｔｏｔ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１. 世界分布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１０ 不计算

２. 泛热带分布 Ｐａｎ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１７ ４ ７
３. 旧大陆热带分布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ｏｐｉｃｓ ６ １ ７
４. 热带亚洲至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ｓｉａ ＆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 ０ ５
５.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ｓｉａ ＆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１８ ５ ０
６.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ｓｉａ ＆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 ７ １ ９
７. 热带亚洲分布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ｓｉａ ２２９ ６３ １
８. 北温带分布 Ｎｏｒ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 —
９. 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
１０. 旧世界北温带分布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 —
１１. 温带亚洲分布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Ａｓｉａ — —
１２. 东亚分布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１２ ３ ３
１３. 中国特有分布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６２ １７ １
　 合计 ３６３ １０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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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西双版纳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的资源分布

西双版纳地区的石松类和蕨类植物主要分布

在西双版纳热带季节雨林的潮湿沟谷及石灰岩山

森林内ꎬ ８０％左右的物种属于热带林荫湿生类

型ꎮ 根据这些植物与生境的关系ꎬ 我们将西双版

纳的 ３６３ 种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划分为 ５ 个生态分

布类型 (表 ２)ꎮ
从表 ２ 可知ꎬ 西双版纳地区的石松类和蕨类

植物以陆生种类最多ꎬ 有 ２４６ 种ꎬ 占总种数的

６７ ８％ꎮ 如合囊蕨科 (Ｍａｒａｔｔｉａｃｅａｅ)、 凤尾蕨科

(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三叉蕨科 (Ｔｅｃｔａｒｉａｃｅａｅ) 等的植

物ꎻ 在 ２４６ 种中有 ３３ 种除了行陆生外还有石生

的特性ꎬ 常生于石灰岩山的岩石上ꎬ 如铁角蕨科

(Ａｓｐｌｅｎｉａｃｅａｅ) 的倒挂铁角蕨 (Ａｓｐｌｅｎｉｕｍ ｎｏｒｍａｌｅ
Ｌ.)、 齿果铁角蕨 ( Ｈｙｍｅｎａｓｐｌｅｎｉｕｍ ｃｈｅｉｌｅｓｏｒｕｍ
(Ｋｕｎｚｅ ｅｘ Ｍｅｔｔ.) Ｔａｇａｗａ)ꎬ 卷柏科的垫状卷柏

( Ｓｅｌａｇｉｎｅｌｌａ ｐｕｌｖｉｎａｔａ (Ｈｏｏｋ. ｅｔ Ｇｒｅｖ.) Ｍａｘｉｍ.)
等ꎮ 附生类共有 ８０ 种ꎬ 占总种数的 ２２ ０％ꎬ 如

水龙骨科石韦属 (Ｐｙｒｒｏｓｉａ)、 瓦韦属 (Ｌｅｐｉｓｏｒｕｓ)、
槲蕨属 (Ｄｒｙｎａｒｉａ)、 鹿角蕨属 (Ｐｌａｔｙｃｅｒｉｕｍ) 等

的植物ꎮ 石生类主要生活在石灰岩山阴湿的岩石

上或石缝里ꎬ 西双版纳有 １００ 种ꎬ 占总种数的

２７ ５％ꎬ 如铁角蕨科的石生铁角蕨 ( Ａｓｐｌｅｎｉｕｍ
ｓａｘｉｃｏｌａ Ｒｏｓｅｎｔ.)、 毛轴铁角蕨 ( Ａｓｐｌｅｎｉｕｍ ｃｒｉｎｉ￣
ｃａｕｌｅ Ｈａｎｃｅ)ꎬ 铁线蕨科的铁线蕨 ( Ａｄｉａｎｔｕｍ
ｃａｐｉｌｌｕｓ￣ｖｅｎｅｒｉｓ Ｌ.)、 团羽铁线蕨 (Ａｄｉａｎｔｕｍ ｃａｐｉｌ￣
ｌｕｓ￣ｊｕｎｏｎｉｓ Ｒｕｐｒ.) 等ꎮ 水生和藤本类在西双版纳

分布种类不多ꎬ 仅占总种数的 １ １％和 １ ９％ꎮ
水生类有卤蕨 (Ａｃｒｏｓｔｉｃｈｕｍ ａｕｒｅｕｍ Ｌ.)、 满江红

(Ａｚｏｌｌａ ｉｍｂｒｉｃａｔｅ (Ｒｏｘｂ.) Ｎａｋａｉ)、 苹 (Ｍａｒｓｉｌｅａ ｑｕａ￣
ｄｒｉｆｏｉｌａ Ｌ.) 和槐叶苹 (Ｓａｌｖｎｉａ ｎａｔａｎｓ (Ｌ.) Ａｌｌ.)
等ꎻ 藤本类大多是攀缘或缠绕于树木或灌木丛上

的种类ꎬ 如海金沙属 (Ｌｙｇｏｄｉｕｍ) 和藤蕨属 (Ｌｏ￣
ｍａｒｉｏｐｓｉｓ) 的植物ꎮ
２ ３　 西双版纳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开发利用类型

随着西双版纳地区植物资源开发工作的开展

和深入ꎬ 该地区石松类和蕨类植物资源的开发利

用途径趋向多样化ꎮ 本文根据西双版纳石松类和

蕨类植物资源的主要用途和具体特点ꎬ 将其划分

为以下几个类型ꎮ
２ ３ １　 药用石松类和蕨类植物资源　 据报道我

国药用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约有 ３９６ 种 (戴锡玲

等ꎬ ２００３ａ)ꎬ 西双版纳地区共有 １２８ 种ꎬ 占中国

药用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物种比例的 ３２ ３％ꎮ 其

中药用种类最多的为水龙骨科 (２４ 种)ꎬ 其余依

次为凤尾蕨科 (１３ 种)、 铁角蕨科 (１１ 种)、 卷

柏科 (７ 种)、 骨碎补科 (Ｄａｖａｌｌｉａｃｅａｅ) (６ 种)ꎮ
其中有不少种类在西双版纳地区民间被广泛使用

于草药配方中ꎬ 如金毛狗 (Ｃｉｂｏｔｉｕｍ ｂａｒｏｍｅｔｚ (Ｌ.)
Ｊ. Ｓｍ.)、 海金沙 ( Ｌｙｇｏｄｉ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Ｔｈｕｎｂ.)
Ｓｗ.)、 石韦 (Ｐｙｒｒｏｓｉａ ｌｉｎｇｕａ ( Ｔｈｕｎｂ.) Ｆａｒｗｅｌｌ)
等 (张丽霞等ꎬ ２００４ꎻ 张丽霞和马洁ꎬ ２００７)ꎮ 近

年来对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化学成分的研究及应用

越来越多ꎬ 对石松类和蕨类植物药用资源的研究

越来越重视ꎬ 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见于国内外的杂

志上ꎬ 并有望在药用蕨类资源中发现新的药用性

能ꎬ 如已在卷柏科和里白科 (Ｇｌｅｉｃｈｅｎｉａｃｅａｅ) 中

发现了防治癌症的药物资源 (戴锡玲等ꎬ ２００３ｂ)ꎮ
因此ꎬ 药用石松类和蕨类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前

景十分广阔ꎮ
２ ３ ２　 食用石松类和蕨类植物资源 　 据统计ꎬ
目前ꎬ 我国民间食用和形成商品生产的食用石松

类和蕨类植物共有 ３７ 种 (戴锡玲等ꎬ ２００３ｂ)ꎻ
西双版纳地区约有食用蕨类 ２０ 种ꎮ 占全国可食

用种数的 ５４ １％ꎮ 西双版纳居民以河沟边或低

山沟谷林缘沼泽地常见的菜蕨 (Ｄｉｐｌａｚｉｕｍ ｅｓｃｕ￣
ｌｅｎｔｕｍ (Ｒｅｔｚ.) Ｓｍ.) 食用较多ꎬ 通常是将幼嫩部

分洗净后直接炒食ꎬ 其他如海南地区经常食用的

七指蕨 (Ｈｅｌｍｉｎｔｈ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ｚｅｙｌａｎｉｃａ ( Ｌ.) Ｈｏｏｋ.)
及风行于台湾的巢蕨 (Ａｓｐｌｅｎｉｕｍ ｎｉｄｕｓ Ｌ.) (山苏

花) 等在西双版纳地区则少见利用ꎮ 自 ８０ 年代

以来ꎬ 我国各省如吉林、 辽宁、 广东、 贵州等均

已成立以食用蕨类为原料的食品加工厂ꎬ 产品畅

销国内外ꎮ 西双版纳应在这方面充分利用已有的

表 ２　 西双版纳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的生态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ｌｙｃｏｐｈｙｔｅｓ ａｎｄ ｆｅｒｎｓ ｉｎ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

生态分布类型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ｙｐｅｓ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附生 Ｅｐｉｐｈｙｔｉｃ 石生 Ｌｉｔｈｏｐｈｙｔｉｃ 藤本 Ｖｉｎｅ 水生 Ａｑｕａｔｉｃ

种数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２４６ 　 ８０　 １００ ７ ４
占总种数％ ｉｎ ｔｏｔ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６７ ８ ２２ ０ ２７ ５　 　 １ ９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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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优势ꎬ 使这一 “山珍之王” 不至埋没于山野

之中ꎮ
２ ３ ３　 观赏石松类和蕨类植物资源　 石松类和

蕨类植物用作观赏植物ꎬ 世界各国均有多年的栽

培历史ꎬ 它以千姿百态的叶形、 叶姿和青翠碧绿

的色彩ꎬ 令人赏心悦目ꎮ 西双版纳许多石松类和

蕨类植物可以作为观赏植物ꎬ 共有 ２８ 科 ６４ 种具

有观赏价值的蕨类植物ꎬ 如凤尾蕨属 (Ｐｔｅｒｉｓ)、
铁线蕨属 ( Ａｄｉａｎｔｕｍ)ꎻ 卷柏属 ( Ｓｅｌｅａｇｉｎｅｌｌａ)、
鳞毛蕨属 (Ｄ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ｓ)ꎬ 金毛狗属 (Ｃｉｂｏｔｉｕｍ)、
观音莲座属 ( Ａｎｇｉｏｐｔｅｒｉｓ)、 铁角蕨属 ( Ａｓｐｌｅｎｉ￣
ｕｍ) 等属内的植物ꎮ 近年来ꎬ 公园、 庭院和室

内采用观赏石松类和蕨类植物作为布景和装饰材

料逐渐增加ꎬ 如深绿卷柏 (Ｓｅｌａｇｉｎｅｌｌａ ｄｏｅｄｅｒｌｅｉｎｉｉ
Ｈｉｅｒｏｎ.)、 薄叶卷柏 (Ｓｅｌａｇｉｎｅｌｌａ ｄｅｌｉｃａｔｕｌａ (Ｄｅｓｖ.)
Ａｌｓｔｏｎ)、 长叶铁角蕨 (Ａｓｐｌｅｎｉｕｍ ｐｒｏｌｏｎｇａｔｕｍ Ｈｏｏｋ.)、
扇叶铁线蕨 (Ａｄｉａｎｔｕｍ ｆｌａｂｅｌｌｕｌａｔｕｍ Ｌ.)、 书带蕨

(Ｖｉｔｔａｒｉａ ｆｌｅｘｕｏｓａ Ｆｅｅ) 等ꎮ 观赏石松类和蕨类植

物的商品生产和栽培育种发展迅速ꎬ 开发利用潜

力十分巨大ꎮ
２ ３ ４　 其它石松类和蕨类植物资源　 西双版纳

地区的石松类和蕨类植物资源还体现在其他许多

方面ꎬ 如掌叶海金沙 (Ｌｙｇｏｄｉｕｍ ｄｉｇｉｔａｔｕｍ Ｐｒｅｓｌ)
由于叶轴长而质韧ꎬ 当地人常用它来制作绳索ꎮ
有些种类是农业上优良的饲料和肥料ꎬ 如满江

红ꎬ 同时ꎬ 它又可作猪、 鸭等家畜与家禽的饲料ꎮ
有的种类对外界环境具有高度的敏感性ꎬ 是各种

生态环境变化的指示植物ꎬ 如铁线蕨属、 凤尾蕨

属、 海金沙属的植物 (刘媛等ꎬ ２００６)ꎮ
２ ３ ５　 濒危保护石松类和蕨类植物资源　 西双

版纳共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蕨类植物 ９ 种ꎬ
它们是白桫椤 (Ｓｐｈａｅｒｏｐｔｅｒｙｉｓ ｂｒｕｎｏｎｉａｎａ (Ｈｏｏｋ.)
Ｒ Ｍ. Ｔｒｙｏｎ)、 中华桫椤 (Ａｌｓｏｐｈｉｌａ ｃｏｓｔｕｌａｒｉｓ Ｂａｋ￣
ｅｒ)、 桫椤 (Ａｌｓｏｐｈｉｌａ ｓｐｉｎｕｌｏｓａ (Ｗａｌｌ. ｅｘ Ｈｏｏｋ.)
Ｒ Ｍ. Ｔｒｙｏｎ)、 结脉黑桫椤 (Ｇｙｍｎｏｓｐｈａｅｒａ ｐｏｄｏ￣
ｐｈｙｌｌａ (Ｈｏｏｋ.) Ｃｏｐｅｌ.)、 大叶黑桫椤 (Ｇｙｍｎｏｓｐｈａ￣
ｅｒａ ｇｉｇａｎｔｅａｎ Ｗａｌｌ. ｅｘ Ｈｏｏｋ.)、 苏铁蕨 (Ｂｒａｉｎｅａ
ｉｎｓｉｇｎｉｓ (Ｈｏｏｋ.) Ｊ. Ｓｍ.)、 水蕨 (Ｃｅｒａｔｏｐｔｅｒｉｓ ｔｈａｌｉ￣
ｃｔｒｏｉｄｅｓ (Ｌ.) Ｂｒｏｎｇｎ)、 金毛狗和鹿角蕨 (Ｐｌａｔｙｃ￣
ｅｒｉｕｍ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ｉ Ｈｏｏｋ.) (曾汉元ꎬ ２００２)ꎮ 这些保

护蕨类物种不仅在蕨类植物系统演化和植物区系

等方面有重要的研究价值ꎬ 而且还是优美的观赏

植物ꎬ 具有开发利用的前景ꎮ

３　 讨论和建议
３ １　 西双版纳石松类和蕨类植物资源利用情况

西双版纳地区 ３６３ 种石松类和蕨类植物中ꎬ
已发现 １６０ 余种可被开发利用ꎬ 如果再深入调

查ꎬ 相信可开发利用的种类还会增加ꎮ 西双版纳

地区石松类和蕨类植物资源可利用方式多样ꎬ 有

药用、 食用、 观赏及指示植物等ꎮ 其中药用种类

最多ꎬ 这可能与该地区的傣医文化存在紧密联

系ꎮ 可见ꎬ 西双版纳地区石松类和蕨类植物资源

丰富ꎬ 种类多ꎬ 数量大ꎬ 开发潜力大ꎮ 但长期以

来这些资源一直未能受到重视ꎬ 对其研究利用还

很不充分ꎬ 绝大多数资源还停留于民间使用ꎬ 甚

至有的还不为人们所应用ꎻ 而且开发利用效率较

低ꎬ 仅处于简单利用的状态ꎬ 资源浪费严重ꎮ
上述问题可能与人们对石松类和蕨类植物资

源应用缺乏了解有关ꎻ 另外ꎬ 石松类和蕨类植物

种质来源比较困难ꎬ 要掌握其生物学特性和培育

方法也具有一定的难度ꎮ 针对这些问题ꎬ 首先必

须加强西双版纳地区石松类和蕨类植物资源的普

查工作ꎬ 重点开发取材容易、 市场销路好、 经济

效益高的种类ꎻ 同时推广栽培技术ꎬ 开展植物资

源产业化的科学研究ꎬ 使西双版纳地区石松类和

蕨类植物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来源ꎮ
３ ２　 西双版纳石松类和蕨类植物资源保护

大多数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的生存与繁衍离不

开森林环境ꎬ 西双版纳地区的森林旅游与生物贸

易均较为活跃ꎮ 特别是近年来由于该地区旅游业

飞速发展ꎬ 风景区开发迅速ꎬ 西双版纳地区热带

森林采伐量增大ꎬ 该地区石松类和蕨类植物赖以

生存的森林生态系统环境破坏严重ꎮ 有研究显

示ꎬ 西双版纳地区森林遭受一定程度的人为干扰

后ꎬ 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物种丰富度、 多样性、 优

势度及相似性等均显著下降 (李保贵等ꎬ ２０００ꎻ
李保贵和朱华ꎬ ２００９)ꎮ 因此ꎬ 在加强石松类和

蕨类植物资源开发利用的同时ꎬ 还需要对这些物

种及其生存环境加强保护ꎮ
建议当地政府在发展森林旅游的同时重视对

森林与资源植物的保护ꎬ 并严格执行森林法ꎬ 杜

绝盗采滥挖活动ꎻ 采取封山育林、 建立自然保护

区等措施ꎬ 保护植物的生存环境ꎬ 从而有效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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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当地植被与林下丰富的石松类和蕨类植物ꎮ 同

时应该建立起引种繁殖试验基地ꎬ 加强石松类和

蕨类植物资源的引种栽培工作ꎬ 尤其是列入国家

重点保护的种类ꎻ 推广栽培技术ꎬ 变野生为家养ꎮ
使西双版纳地区石松类和蕨类植物资源的开发、
保护、 引种有机结合ꎬ 从而对这一资源的应用达

到一个良性循环状态ꎬ 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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