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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杜鹃花在横断山脉生态系统中的分布特点，总结 目前中国杜鹃花研究和保育的现状，提出在横断山 

脉生态系统中有效保护杜鹃花物种和群落要加强杜鹃花资源调查、生态学和居群生物学的研究 ；确定中国杜鹃 

花的保育种类和重点保育地理范围；建立中国杜鹃花研究和保育的信息交流网络；加大对杜鹃花保护重要性的 

宣传力度，促进杜鹃花生态旅游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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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nalysis ecosystem distribution character of Rhododendron in Hengduan mountains 

and the status of research and conservation of Chinese Rhododendrons For conservation of 

Rhododendron species and communities in Hengduan mountains ecosystem are proposed．They are 

to strengthen the resource investigation of species and habitats for Rhododendron and studies．on 

their ecology and population biology；to make sure the priorities of species and habitats for 

conservation； tO establish information database and provide web service；and tO conduct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popularize the understandings of Rhododendron conservation while 

promoting the rhododendron—oriented eco—tourism． 

Key words Rhododendron，conservation。status and view 

杜鹃花属是杜鹃花科中最大的属，全世界约有 

i000余种，广泛分布于欧洲、亚洲、北美洲，主产东亚 

和东南亚，形成本属的 2个分化中心【1 ]。中国约有 

杜鹃花 542种 ]，占世界杜鹃花种类的 54．2 ，仅 

云南，西藏和四川就有 403种，新几内亚一马来西亚 

地区约有 280种，是杜鹃花的次生分布中心。 

杜鹃花在中国的分布，经近代植物学家的调查和 

标本采集，现已基本清楚l_5叫 。以长江为界，长江以 

南种类较多，长江以北种类很少；云南最多，西藏次 

2004—04一I3收稿，2004—07 09修回。 

*云南省 自然科学基金(2003C0058M)和国家科技部基础研究工作 

专项(20O1DEA10009)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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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四川第三，离分布中心愈远，种类愈少。新疆、宁夏 

属干旱荒漠地带，无天然分布 。 。依据《中国植物 

志》第 57卷第 1册、2册的统计，中国各省区有分布 

的杜鹃花种类(包括亚种和变种)如下：云南 374种、 

西藏 227种、四川 255种、广西 63种、贵州 53种、广 

东 35种、湖南 28种、福建 14种、台湾 17种、江西 26 

种、湖北 19种、浙江 16种、甘肃 26种、陕西 24种、安 

徽 1O种、吉林 4种、辽宁 4种、黑龙江 2种、内蒙古 1 ‘ 

种、江苏 7种、山东 1种、山西 1种、河南 2种、河北 3 

种 _ 。 

由于中国气候带跨越热带、亚热带和温带，加上 

具有复杂的地理环境，使得中国不仅具有各气候带的 

杜鹃花科植物区系和生态类型，特别是在横断山地区 

保留着许多进化水平较低，而又很孤立的古老残遗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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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Is,16]。杜鹃属植物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喜马拉 

雅一横断山地区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组成成分。在山地 

垂直带中，杜鹃花组成了位于树线以上的杜鹃林、杜 

鹃矮林或灌丛植被带。在森林中杜鹃也占有重要的地 

位，常组成优势的灌木层，或为主要成分混生于森林 

中，是森林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成分。因此，开展对 

中国杜鹃花的研究和保育不仅是保护高山、亚高山森 

林植被生态系统，也是世界杜鹃花研究和保育工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分析杜鹃花在横断山脉生态系统 

中的分布特点，介绍 目前中国杜鹃花研究和保育的现 

状，提出在横断山脉生态系统中有效保护杜鹃花物种 

和群落的策略和建议。 

1 中国杜鹃花在森林生态系统中的分布特点 

在森林植被生态系统中，杜鹃花种类的分布具备 

以下特点。 

1．1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中的杜鹃花 

山地湿性常绿阔叶林分布于西南地区各地亚热 

带中山上部 ，特别在滇中高原南北两侧的几条大山脉 

海拔 2200~2600 m 的地段。在哀牢山、无量山、镇康 

大雪山、乌蒙山、以及西部的碧落雪山、高黎贡山等地 

分布较多口 。在山地常绿阔叶林下，分布的杜鹃花 

有：大王杜鹃(R．rex)、绒毛杜鹃(R．pachytricum)、 

美 容 杜 鹃 (R．calophytum)、 芒 刺 杜 鹃 (R． 

strigillosum)、麻叶杜鹃(R．coeloneurum)、金 山杜鹃 

(R．chienianum)、长蕊杜鹃(R．stamineum)、香缅树杜 

鹃(R．tuicherae)、喇叭杜鹃(R．excellens)和短脉杜鹃 

(R．brevinerue)等 。～ 。 

1．2 亚热带针叶林中的杜鹃花 

横断山区亚热带针叶林在海拔 2600～ 3000 m 

处分布面积最大的是云南松(Pinus yunnanensis)。云 

南松为我国亚热带西部地区特有种，也是云南中部和 

北部高原山地绿化造林的主要树种之一。该群落外貌 

深绿色，结构简单，层次明显，可分为乔木、灌木和草 

本三层。林内通适度好，透光性强，郁闭度0．3～0．6， 

高15～25 m；由于云南松林地干燥，灌木层通常不发 

达，多为喜阳耐旱之种类_1 。林下的杜鹃花种类多为 

大白花杜鹃(R．decorum)、腋花杜鹃(R．racemosum)、 

炮杖花(R．spinuliferum)、碎米花(R．spiciferum)等。 

此外，亚热带针叶林中还常有华山松(P．armandH)、 

滇 油 杉 (Keteleria evelyniana)、黄 杉 pseudotsuga 

sinensis)、秃杉(Taiwania flousiana)等。在华山松林下 

常分布有锈 叶杜鹃(R．siderophyllum)和腋花杜鹃 

等。马缨花杜鹃(R．delavayi)是干旱杂木林与稀疏云 

南松林中常见的伴生植物，特别在采伐或火烧基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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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能见到小片纯林。 ’ 

1．3 高山和亚高山森林植被中的杜鹃花 

云南的高山、亚高山森林是泛指分布于高海拔、 

寒冷、潮湿条件下的山地垂直带森林植被类型，包括 

各种高山、亚高山针叶林、针阔混交林或阔叶林植被。 

这一森林植被分布的杜鹃花也是滇中山地常见杜鹃 

花。 

1．3．1 高山松林中的杜鹃花 

高山松(Pinus densata)是云南西北部、四川西南 

部、西藏东南部的特有树种之一。高山松主要分布于 

海拔 2400～ 3800(4000)m处，高山松林的上界为川I 

滇高山栎林或高山栎林灌层，常以单一树种组成纯 

林。群落外貌葱绿，层次明显，结构简单，林内明亮，透 

光。高山松林的灌木层中，杜鹃花种类多为腋花杜鹃、 

云南杜鹃(R．yunnanensis)、亮叶杜鹃(R．vernicosum)、 

红棕杜鹃(R．rubiginosum)，还有少量毛喉杜鹃(R． 

cephalanthum)等。 

1．3．2 铁杉林中的杜鹃花 

铁杉(Tsuga chinensis)是性喜温湿的阴性树种， 

在云南和四川I仅有铁杉和云南铁杉(Tsuga dumosa) 

形成建群种。在以铁杉针阔叶?昆交林内，杜鹃花种类 

繁多，其中属于5～ 10m高的常绿、叶大型、花大而花 

色多变的杜鹃花种类，如革叶杜鹃(R．coriaceum)、粗 

枝 杜 鹃 (R．basilicum)、美 容 杜 鹃、皱 叶杜 鹃 (R． 

wilsonii)等最具代表性。灌木层中的杜鹃花常见的有 

云南杜鹃和红棕杜鹃等。 

1．3．3 云杉林中的杜鹃花 

云杉林是横断山区亚高山森林中重要的组成部 

分，在云南大致占据海拔 3100～ 3600 m的垂直带范 

围，并以树木高大，树干丰满，材质优良而闻名全国。 

在云 南呈纯 林 分布 的云 杉仅有 丽 江云 杉 (Picea 

likiangensis)，主要分布在 27。30 N以南的维西、丽江、 

宁蒗一线，另外还有吊麦云杉，分布更靠北，主要出现 

在德钦、中甸一带，在海拔 3000～ 3500 m的高原山 

地 。云南云杉林中杜鹃花种类很多，花色各异，常 

构 成 5～ 10 m高的杜鹃小乔木层，其中以文雅杜鹃 

(R_facetum)、宽钟杜鹃(R．beesianum)和夺 目杜鹃 

(R．arizelum)为主。丽江云杉林在四川I主要分布在稻 

城、乡城一带，海拔在 3400～ 4200 m的峡谷阴坡或 

半 阴坡 。杜 鹃 花 种 类 主要 有 毛 嘴 杜 鹃 (尺． 

trichostomum)、理塘杜鹃(R．1itangense)、云南杜鹃和 

亮叶杜鹃等。 

1．3．4 冷杉林下的杜鹃花 

冷杉林是亚高山针叶林中分布最高、最广和最 

耐寒的森林类型。冷杉林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南部的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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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四川1横断山地区，分布在海拔 3500～ 4100 m 的 

高大山体上部_2 引。长苞冷杉(Abies georgei)林下常 

见 的杜鹃花为凸尖杜鹃(R．sinogrande)、假乳黄杜鹃 

(R．fictolacteum)、 亮 叶 杜 鹃 和 蜡 叶 杜 鹃 (R． 

1ukiangensis)等。苍山冷杉(A delavayi)多成带分布 

于大理苍山、剑川老君山和卢水保山一带，海拔 2700 

～ 3600 m[ ，林下杜鹃花种类较多，如蓝果杜鹃(R． 

cyanocarpum)、大理杜鹃(R．taliense)、乳黄杜鹃(R． 

1acteum)、棕背杜 鹃(R．alutaeceum)、和蔼 杜鹃 (R． 

jiadicum)和火红杜鹃(R．neriifloT"um)等小乔木类型 

的杜鹃花；急尖长苞冷杉(Abies georgei var．smithii) 

林仅局限分布在滇东北乌蒙山海拔 3100～ 3600 m 

的山体，林下杜鹃花种类常为大王杜鹃、乌蒙杜鹃 

(R．wumengsis)、锈红杜鹃(R．bureavii)等。四川的冷 

杉林组成树种比云南的多，除了长苞冷杉及其变种急 

尖长苞冷杉外，还有冷杉、巴山冷杉(A fargesii)、岷 

江冷杉(A faxoniana)、鳞皮冷杉(A squamata)、川1滇 

冷杉(A forrestii)、紫果冷杉(A．recuvata)等，在不同 

的冷杉林下，杜鹃花种类亦不同，即使同种冷杉林下 

由于地理、土壤的差异杜鹃花种类也不同 。如分布 

在云南长苞冷杉林下的杜鹃花为凸尖杜鹃、假乳黄杜 

鹃、亮叶杜鹃和蜡叶杜鹃等；而四JII的长苞冷杉林下 

的杜鹃花种类则为短柱杜鹃(R．brevistylum)、红背杜 

鹃(R．r“ scens)和毛叶杜鹃(R．spicife7"urn)等；而岷 

江冷杉林下的杜鹃花种类则为亮叶杜鹃、龙蜀杜鹃 

(R．przewalskii)、凝 毛杜 鹃 (R．phaeochrysum var． 

agglutinatum)和黄毛杜鹃(R．rufum)等。在冷杉林 

下因为盖度小，透光良好，杜鹃花的种类则以美容杜 

鹃和大白花杜鹃为主I2 。 

1．3．5 亚高山落叶松林下的杜鹃花 

落叶松林广泛分布于我国寒温带和亚热带的高 

山地区。在川西、滇西北有云冷杉林分布的地区，主要 

有大果红杉(Larix potaninii var．macrocarpa)，怒江红 

杉(Larix speciosa)仅局限生长在云南怒江河谷两岸 

的中游地段。大果红杉林下，土层深厚肥沃、排水良 

好，属于酸性到中性的土壤类型，杜鹃花有凝毛杜鹃、 

两 色 杜 鹃 (R．dichroanthum)、 白 雪 杜 鹃 (R． 

aganinipum)、毛喉杜鹃、理塘杜鹃和淡黄杜 鹃(足 

flavidum)等。 

1．3．6 亚高山杜鹃花灌层 

亚高山杜鹃花灌层主要分布有大白花杜鹃灌层 

和腋花杜鹃灌层。大白花灌层在四川原为冷杉林下的 

灌木，冷杉砍伐后形成了大白花杜鹃灌层，群落密集， 

丛冠不整齐，总盖度在 60 9／5以上，丛高 2 m左右。除 

大白花杜鹃外还有亮叶杜鹃、凝毛杜鹃、柔毛杜鹃、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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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杜鹃、陇蜀杜鹃等，常在不同地段形成 5 ～10 

的盖度。理塘杜鹃、毛喉杜鹃等小形叶杜鹃多在接近 

森林线处的灌层中形成一定的优势。 

腋花杜鹃灌层，主要分布在云南的丽江、中甸以 

及四川1的昭觉、景阳、布拖等地_2 。腋花杜鹃对生长 

环境的适应能力很强，阴坡、阶地和山地均能生长。在 

海拔 3000 m 以上的缓坡、山脊，腋花杜鹃常形成单 

优势种灌丛 ，因大风和霜雪的影响，灌丛低矮、稀疏， 

并呈团状 ，盖度 20 ～30 9／6，丛高 20 cm左右。海拔 

3000 m 以下的腋花杜鹃常与其它灌木混生，共同组 

成多优势种群落，盖度常达 60 以上，腋花杜鹃盖度 

多在 30 9／6左右，高 40~80 cm|2 。 

1．3．7 高山杜鹃花灌层 

高山杜鹃花灌层是山地垂直带中，生于森林线以 

上，主要层片的建群种为杜鹃的植被类型。分布于海 

拔 3600~4600 m的高山地段，常与高山草甸镶嵌分 

布，并互为稳定的类型。高山杜鹃灌层按种类不同又 

分为密枝杜鹃灌层、理塘杜鹃灌层、隐蕊杜鹃灌层、 

紫丁杜鹃灌层、陇蜀杜鹃灌层等。这些杜鹃灌层生长 

在高山上部或顶部，由于高寒多风，霜冻严重，全年无 

夏，致使这些高山杜鹃叶片角质层增厚，被毛或具鳞 

片、侧枝发达、呈丛状或甸状等形态。这些形态使杜鹃 

花能适应其严酷的环境条件，形成了大面积的高山灌 

层植被类型。 

高山杜鹃灌层的丛冠一般比较整齐，色泽单调但 

在气温回升时的盛花时节，紫色、黄色、红色、白色花 

朵的杜鹃花点缀于褐绿色的丛冠之上，与五彩缤纷的 

高山草甸相辉映，使高原景观显得十分艳丽。 

2 中国杜鹃花的保育现状 

野生杜鹃花是世界三大园艺植物的重要来源之 

一

。 早在公元 492年，我国南北朝的齐、梁时代，陶弘 

景在他的《本草经集注》中，对羊踯躅得名的由来和它 

的特性，作了进一步的阐述：“羊踯躅、羊食其叶，踯躅 

而死，故名”。远比瑞典植物学家林奈于 1753年将阿 

尔卑斯山的锈色杜鹃 (R．ferrugineum)定为今 日杜 

鹃花属的模式种类要早 1250多年，可见中国栽培杜 

鹃花比西方国家早。虽然中国杜鹃花自然分布较多， 

但常绿杜鹃花的栽培却一直落后于西方国家。 

有关中国杜鹃花的保育研究虽然近年来有一定 

的进展，但与其它科植物的保育研究，特别是兰科植 

物的保育研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兰科植物多为珍 

稀濒危植物，全世界所有兰科植物均被列入《野生动 

植物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保护范围，占该公约 

保护植物 的 9O 以上，是植物保护 中的“旗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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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引，而杜鹃花科中被中国植物红皮书列为渐危的 

杜鹃花仅有 8种口引，因此，中国杜鹃花的保育策略的 

制定和实施有赖于深入的研究工作以提供科学依据 

和资料。但一般而言，保育工作涉及两个基本问题：首 

先要确定哪些类群受到威胁，亟需开展保育工作；其 

次是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来保护和繁育这些类群。确定 

受威胁类群所依据的基本资料不仅涉及到分类学、系 

统学以及生物地理学，而且涉及到生态系统学、生物 

多样性等方面的研究；制定有效的保护措施则要求对 

杜鹃花有一个全面而深刻的认识，这涉及到生物学特 

性、居群生物学、居群生态学以及生态系统、繁殖生物 

学等各个学科的综合研究。 

2．1 居群生态学和生物学研究现状 

众所周知，居群生态学研究不仅可以了解不同物 

种对生境的要求，也是分析物种受生态因素威胁状况 

的重要的资料来源。《中国植物志》杜鹃花册对杜鹃花 

每个种的生境均有简单的记述_4 ]。《中国杜鹃花》图 

册 1～3卷增加了彩色图片，对每个种的产地和生境 

较植物志又稍微详细一些_2 。《四川I杜鹃花》增加了 

毛被以及果实等的解剖图片，同时也对每个产于四川I 

的种类及生境做了简单的记述【2引。 

居群生物学包括居群统计学、居群遗传学和传粉 

生物学等许多内容，居群统计学研究是制定保护策略 

的重要依据之一。杜鹃花的一些种类居群密度相当 

高，在树线以上的杜鹃花，如大理杜鹃、白雪杜鹃等常 

常形成杜鹃花纯林。但有的种类如红马银花原产地 

30mX 30m 的样方内只有 5株大的红马银花分布，小 

苗的数量与大苗相同_2 。居群的遗传结构及其影响 

因素等方面的研究对物种及居群的恢复和重建至关 

重要，可以为特定的基因型提供准确指导，可以确定 

重建居群的变异程度以及了解居群之间的交配和基 

因流发生的联系Ezs]。传粉生物学对杜鹃花的保育研 

究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内对于杜鹃花的花粉形态 

有所报道[3 ]，但传粉生物学方面的研究 目前尚未 

见报道。 

2．2 保育现状及保育方面存在的问题 

我国自20世纪 50年代中期就开始建立自然保 

护区l3 ，这些保护区在保护生境等方面都起到了积 

极作用，但杜鹃花的保护仍然面临着严峻挑战，最主 

要的问题是由于人为的过渡采伐致使杜鹃花的生境 

遭到破坏和丧失。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针对杜鹃花 

而设立的自然保护区、保护小区或保护点。因此，在就 

地保育和生境的恢复以及植物的回归和复壮方面的 

研究还未开展。我国仅 8种杜鹃花被列入植物红皮 

书 ，给实际保护和管理带来了很多困难，因此 ，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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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自然保护区的物种编目中杜鹃花收集不全，有些甚 

至没有将杜鹃花列入植物编 目之中。这种状况使得保 

护区对杜鹃花的就地保护作用没有受到重视。迁地保 

育方面，自20世纪 60年代开始，昆明植物研究所植 

物园就对杜鹃花进行引种驯化研究，并摸索出了部分 

杜鹃花的播种方法 。20世纪 80年代以来，昆明植 

物研究所植物园在国家基金委和云南省 自然科学基 

金的支持下，从杜鹃花的资源调查入手，对杜鹃花原 

产地的土壤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引种驯化、 

栽培繁殖、杂交育种等方面较为系统的研究 。目 

前 ，该园现已引种驯化成功杜鹃花 141种云南野生常 

绿杜鹃花[4 。同时，对大树杜鹃 (R．protistum var． 

giganteum)和蓝果杜鹃以及红马银花杜鹃(R vialii) 

进行了珍稀濒危原因调查[4 。除此以外，庐山植物 

园E4s]、井冈山园林所、贵州植物园、杭州植物园、沈阳 

园林科研所、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华西植物园等也进 

行了杜鹃花的迁地保护研究 。 

野生杜鹃花的利用 目前仍然处于直接从 自然界 

获取的低级阶段。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 

个方面：(1)繁殖方法没有突破性进展。野生常绿杜鹃 

花目前还是用常规的种子繁殖，种子繁殖虽然萌发率 

高，但成苗率较低加之营养生长周期太长，对高山常 

绿杜鹃花而言，一般从播种起需要 6～10a以上才开 

花_4 。除了种子繁殖外，其它的繁殖方法，如扦插繁 

殖尚未得到解决 ，对于野生常绿杜鹃花来说只有有鳞 

杜鹃亚属的扦插生根率较高，达到 68 左右，对于常 

绿无鳞亚属而言，扦插生根率很低 。另外，组培快 

繁研究在 Azalea类杜鹃获得成功_4 ，而高山常绿杜 

鹃花的组培快繁，目前还未见报道。(2)人工杂交育种 

在国内还没有得到发展和普及。杜鹃花的育种工作与 

国外相比差距较大。国外杜鹃花的杂交育种工作起步 

较早 ，通过各种手段培育的杜鹃花品种已逾千计。到 

目前为止，国外已培育出了耐寒、大花、早花、晚花、和 

香花品种[5 。我国由于杜鹃花引种驯化工作进行得 

较晚，杜鹃花的育种工作也是在 20世纪 80年代才开 

始的，所 育品种较少，只有 3～4个品种进行 了登 

记[5 。(3)杜鹃花资源利用方法单一。我国有如此丰 

富的杜鹃花生态类型，是开展杜鹃花生态旅游的理想 

地区，但仅有少数地区将杜鹃花作为旅游资源来开发 

利用。另外，杜鹃花中有很多种类的花朵可食，如大白 

花杜鹃，但民间只是直接从山上采集致使该种杜鹃花 

结果受到了影响。(4)杜鹃花原产地农民的能源未能 

解决，致使资源破坏没有得到遏止。由于杜鹃花植物 

含有单宁和芳香物质，易于燃烧，因此，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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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乐意砍伐作为柴烧，这也是加速杜鹃花资源受到 

毁灭性破坏的原因之一。一些苗圃和私人直接从山上 

采挖杜鹃花大苗，有的少数民族将长大成材的杜鹃花 

砍倒然后加工成木碗等工艺品在市场出售，由于采集 

方式和采集量等方面的管理措施失控，因此，致使野 

生资源受到严重破坏。 

鉴于上述，中国杜鹃花在研究和保育方面与国际 

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着较大差距，具体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1)保育 目标的确定。杜鹃花属中没有确定哪 

些物种应该首先被列入重点保育范围，应该建立在对 

该物种全面研究的基础之上。(2)保育地点的确定。在 

杜鹃花的就地保育方面，国内目前尚未有关于杜鹃花 

的就地保护基地。杜鹃花的就地保育基地不仅决定 

于，在居群水平上对杜鹃花消长动态的监测而且还决 

定于它的垂直、海拔高度以及杜鹃花本地种类的丰富 

度。通过多年连续监测不仅可以帮助人们掌握杜鹃花 

居群的自然生长状况以及自然变化过程，从而进一步 

确定杜鹃花个体数目的变化是受人为影响还是其本 

身自然变化的影响。因此，就地保护基地的建立对保 

护类群在居群水平上进行监测也是反映实施人工管 

理措施成效的最主要的指标l1 。(3)迁地保护。我国 

目前在迁地保护方面，只是以引种为目的，收集引种 

了一定数量的杜鹃花种类，还没有建立杜鹃花专类保 

护园，杜鹃花迁地保护的组织协调性还不完善，尚未 

形成迁地保护网络。 

3 中国杜鹃花的保育策略和发展方向 

3．1 加强资源调查、生态学和居群生物学的研究 

要科学评价物种的濒危等级，就要准确、全面地 

收集每个种的分布地点，繁殖特性、传粉媒介、生境需 

求、相对居群数量和大小以及居群的遗传结构等基础 

资料，这不仅是评价物种等级的重要依据，而且是制 

定具体的保育措施的科学基础。通过几十年的研究工 

作积累，我国杜鹃花研究者已基本掌握了杜鹃花属植 

物的分类和分布状况。但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从事杜 

鹃花研究的人员有限，调查覆盖的地区以及调查的深 

度均受到一定限制。现有有关杜鹃花的地理分布方面 

的资料还很欠缺，如在广西发现 了耳 叶杜鹃 (R． 

auriculatum)、早春杜鹃(R．praevernum)、宿柱杜鹃 

(R．chunii)、短柄杜鹃(R．brevipetialatum)等新的分 

布点 。 ；自 19世纪 8O年代以来，杜鹃花研究工作者 

不断发现杜鹃花属新分类群和新种 。 “ ̈  卜。 。 

这说明杜鹃花的资源调查仍有大量工作要做。此外， 

除了广布种以外，对于中国特有种的生态学和生物学 

特征、居群大小和数量以及居群的遗传结构等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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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仍是空白，有些杜鹃花濒临灭绝但未被列入保护 

名单。这必然影响对杜鹃花物种濒危等级的准确认定 

以及保育策略的制定。因此，继续加强对杜鹃花的基 

础性研究依然是十分必要的。 

3．2 在现有研究基础上确定保育种类和重点保育的 

地理范围 

建立自然保护区是进行就地保护的有效方式之 

一

。建立以云南丽江高山植物园为主的就地一迁地杜 

鹃花保护区，特别是丽江高山植物园总面积为 2．715 

km ，计划主要收集保护横断山区的杜鹃花和其它珍 

稀濒危种和特有种，因为该园不仅水平面积大而且垂 

直海拔高度 2600~4300m，有利于杜鹃花的保护。同 

时，建立以中甸高山植物园为主的就地杜鹃花保护 

区，四川华西植物园以保护四川杜鹃花为主的杜鹃花 

迁地保护区，而贵州和庐山植物园作为中、低海拔分 

布的杜鹃花的迁地保护地是比较适宜的。因为上述植 

物园在杜鹃花的保护方面均有较好的工作积累，同时 

也有科研人员在从事杜鹃花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 

应重视杜鹃花规模繁殖的研究，积极开展“回归”工 

作。因为，规模繁殖不仅可以为迁地保护提供技术上 

的可行性 ，而且是开展回归工作和恢复野生居群的基 

础，同时可以减缓对野生资源的需求。因此，开展杜鹃 

花的规模繁殖研究可以说是 目前中国杜鹃花保育工 

作最为重要的课题。此外，在开展“回归”工作的同时， 

要注意与居群遗传学研究相结合，以便于评估“回归” 

植物对原产地生境的适应性以及对野生植株生态和 

遗传学方面的影响。 

3．3 建立研究和保育的信息交流网络 

目前，中国杜鹃花协会对杜鹃花特别是国外引进 

的落叶类杜鹃花的繁殖以及生产交流做了一些工作， 

但该协会对野生常绿杜鹃花的保护和开发利用研究 

做的较少。如果利用杜鹃花保护协会建立中国杜鹃花 

植物研究和保育的信息交流协作网络，介绍先进的繁 

殖和栽培方法，交流各地繁殖栽培高山常绿杜鹃花的 

信息和资料，一定能促进中国杜鹃花的研究和保育工 

作的开展。 

3．4 加大宣传力度，促进杜鹃花生态旅游的发展 

杜鹃花不仅是森林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组成成分， 

而且是重要的生态旅游资源。在滇西北，每到五六月 

份来云南旅游的人们无不为云南的杜鹃花而陶醉。杜 

鹃花的生态类型比较丰富，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到亚高 

山真叶林再到高山矮灌林，由于生态类型的多样性造 

成了杜鹃花叶形及花形和花色变化的多样性，这就使 

得杜鹃花更富有观赏性。因此，促进杜鹃花生态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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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以旅游来带动和加强杜鹃花保护重要性的宣 

传力度，达到保护和生态旅游双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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