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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贵州省西北部百里杜鹃自然保护区的杜鹃花属植物为重点调查对象ꎬ 记录该区域内杜鹃花属植物

种类及具体分布信息ꎮ 结果表明: 百里杜鹃自然保护区共有 ６ 个亚属、 ４ 个组、 １１ 个亚组的 ３３ 种杜鹃花

属植物 (包括亚种和变种)ꎮ 这些种类分布于海拔 １ ３００~１ ８００ ｍ 之间ꎬ 其水平分布呈现集中连片分布ꎬ 个

别种类呈现不均匀分布的格局ꎮ 在此基础上ꎬ 对 ３３ 种杜鹃花的的生境类型和濒危状况进行了评估ꎮ 最后ꎬ
针对目前百里杜鹃自然保护区内主要种类的种群结构老化和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ꎬ 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对

杜鹃花属植物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建议ꎮ
关键词: 杜鹃花ꎻ 种质资源ꎻ 保护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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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鹃花属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Ｌ.) 是杜鹃花科 (Ｅｒｉ￣
ｃａｃｅａｅ) 的一个大属ꎬ 全世界约有 ９６０ 多种ꎬ 分

布于亚洲、 北美洲和欧洲ꎬ 起源于距今约 ６ ７００
万年至 １３ ７００ 万年中生代的白垩纪 (方瑞征和闵

天禄ꎬ １９９５)ꎬ 杜鹃花属植物在世界园艺学和植

物区系上有着重要地位ꎮ 在亚洲、 北美洲和欧洲

的分布区内ꎬ 亚洲最多ꎬ 约 ８５０ 种ꎬ 其中中国约

为 ５６０ 多种ꎬ 占世界种类的 ５９％ (张长芹ꎬ ２０１０)ꎮ
而常绿杜鹃亚属 (Ｒ. ｓｕｂｇ. Ｈｙｍｅｎａｎｔｈｅｓ) 是杜鹃

花属中仅次于杜鹃花亚属的一个属ꎬ 该亚属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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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２３ 个组ꎬ 全世界有 ２７０ 种ꎬ 主要分布于亚洲ꎬ
欧洲和北美也有分布ꎬ 中国有 ２５９ 种ꎬ 其中 １９０
种为中国所特有ꎮ

贵州毕节地区的百里杜鹃风景区ꎬ 是国家 ５Ａ
级旅游景区、 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ꎮ 位于贵州省

大方、 黔西县交界处 (东经 １０５°４５′ － １０６°０４′ꎬ
北纬 ２７°０８′－２７°２０′)ꎮ 百里杜鹃是贵州西北部次

生地带性植被中保存最好的一部分ꎬ 整个林带呈

环状分布ꎬ 海拔 １ ３００~１ ８００ ｍꎬ 长约 ５０ ｋｍꎬ 宽

约 １~５ ｋｍꎬ 总面积 １２５ ８ ｋｍ２ꎮ 贵州百里杜鹃保

护区的气候属中亚热带温暖湿润气候类型ꎬ 但由

于地势相对较高ꎬ 其气候特点表现为亚热带高原

温凉气候ꎮ 年均温 １１ ８℃ꎬ 最冷月 (１ 月) 平均气

温 １ ６ ℃ꎬ 最热月为 ７ 月ꎬ 平均气温 ２０ ７ ℃ꎮ
年平均降水量为 １ １８０ ８ ｍｍꎮ 年雨日多达 ２２０ ５
天 (罗玉友等ꎬ ２０１０)ꎮ

保护区植被类型属常绿落叶混交林ꎬ 其土壤

类型为地带性黄壤 (庞纯焘等ꎬ １９９３)ꎮ 在杜鹃

林集中区域分布的植物以杜鹃花属植物最多ꎬ 伴

生植物乔木种类主要是滇青冈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ｏｉｄｅｓ)、 青冈 (Ｃ ｇｌａａｃａ)、 硬叶斗石栎 (Ｌｉｔｈ￣
ｏｃａｒｐｕｓ ｈａｎｃｅｉ)、 巴东栎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ｅｎｇｌｅｒｉａｎａ)、
光叶高山栎 (Ｑ ｒｅｈｄｅｒｉａｎａ)、 麻栎 (Ｑ ａｃｕｔｉｓｓｉｍａ)、
忍冬 (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猴樟 (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ｂｏｄｉｎｉｅｎｉ)、 小果润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ｐａ)、 响

叶杨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ａｄｅｎｏｐｏｄａ)、 尖叶山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ｅ)、 马桑 (Ｃｏｒｉａｒｉａ ｓｉｎｉｃａ)、 南燭 (Ｌｙｏｎｉａ
ｏｖａｌｉｆｏｌｉａ)、 小果南燭 (Ｌ ｏｖａｌｉｆｏｌｉａ ｖａｒ. 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ａ)、
滇白珠 (Ｇａｕｌｔｈｅｒｉ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毛蔷薇 (Ｒｏｓａ
ｓｅｒｉｃａ)、 绣线菊 (Ｓｐｉｒａｅａ ｓａｌｉｃｉｆｏｌｉａ)、 美丽麻醉木

(Ｐｉｅｒｉ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金丝桃 (Ｈｙｐｅｒｉｃｕｍ ｍｏｎｏｇｙｎｕｍ)ꎮ
藤本植物多数为鸡血藤 (Ｍｉｌｌｉｔｅａ ｓｐ.)、 拔葜 (Ｓｍ￣
ｉｌａｘ ｌｅｂｒｕｎｉｉ) 等ꎮ 草本植物数量较多的是箭竹

(Ｓｉｎａｒｕｄｉｎａｒｉａ ｎｉｔｉｄａ)、 芒 (Ｍｉｓｃａｎｔｈｕ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野古草 ( Ａｒｕｄｉｎｅｌｌａ ｓｐ.)、 铁狼箕 (Ｄｉｃｒａｎｏｐｔｅｒｉｓ
ｄｉｃｏｔｏｍａ)、 蕨菜 (Ｐｔｅｒｉｄｉｕｍ ａｇｕｌｉｕｍ) 等ꎮ

关于百里杜鹃自然保护区的杜鹃花属植物系

统分类ꎬ 国外至今未有人做过专题研究ꎬ 而国内

关于该属的系统与分类学研究中ꎬ 前期研究的重点

放在了云南、 四川、 西藏三省ꎬ 而忽略了贵州丰富

而有特色的杜鹃花资源ꎮ 国内有关百里杜鹃自然

保护区杜鹃花属植物的分类学及相关研究主要有

以下工作:
１９８４ 年 ５ 月至 １９８５ 年 ５ 月ꎬ 贵州省科学技

术协会组织了 ６０ 余位林业、 植物、 生态、 地质、
水文、 气象等多学科专家对百里杜鹃自然保护区

进行了综合考察ꎬ 采集杜鹃花标本 ８４ 号ꎬ 并编

印了 «贵州百里杜鹃林区科学考察集» (刘振业ꎬ
１９８７)ꎮ 文中确定百里杜鹃自然保护区内有杜鹃

花属植物 ４ 亚属 １８ 种ꎮ 杨文斌和杨龙 (２００２)
在讨论贵州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旅游业存在的问

题和发展趋势时ꎬ 提到该地区有杜鹃花属植物 ４
亚属 ２３ 种ꎬ 但未列出具体的杜鹃花种类ꎮ 贵州

省毕节地区行署公署 ２００５ 年在贵州百里杜鹃自

然保护区建立省级自然保护区申报书中写到:
“现已查明有杜鹃花 ４ 个亚属 ３７ 种ꎬ 占世界 ５ 个

亚属中的 ４ 个”ꎮ 不过ꎬ 文中未列出该数据的文

献出处ꎮ 此外ꎬ 在贵州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管理

委员会的官方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ｌｄｊｇｏｖ ｇｏｖ ｃｎ
上又指出ꎬ 百里杜鹃林区有杜鹃花 ４１ 种ꎬ 同样

也未列出具体的种类ꎮ 黄红霞 (２００６) 通过对百

里杜鹃国家森林公园范围所辖的金坡、 普底两个

核心花区以及仁和、 化窝、 百纳九龙山等次级花

区的初步考察ꎬ 收集到杜鹃花属植物 １３ 种ꎬ 其

中确认了 «贵州百里杜鹃林区科学考察集» (刘
振业ꎬ １９８７) 中的 ７ 个种ꎮ 文中还报道: “其中

有 ８ 个种已通过鉴定ꎬ 与 «贵州百里杜鹃林区

科学考察集» 所述种类描述相符ꎬ 其余 ５ 种的

标本鉴定工作正在进行中ꎬ 不排除发现新种的可

能”ꎮ 杨成华等 (２００６) 在百里杜鹃自然保护区通

过线路调查结合重点区域详查、 访问寻找等ꎬ 在

杜鹃花属植物萌芽、 孕花、 开花和结果期分别采

集标本进行鉴定ꎬ 共采集标本 ５７ 号ꎬ 同时进行相

关的地点、 海拔、 生境、 坡度、 坡向、 伴生植物、
用途等的调查ꎬ 并重点观测了花的颜色、 大小和

形状ꎮ 最后作者根据前人研究及标本鉴定ꎬ 报道

了保护区内分布有杜鹃属植物 ５ 个亚属 ３３ 种ꎮ 王

晓红等 (２００８) 通过文献调查与野外考察ꎬ 收集

了百里杜鹃自然保护区主要的野生杜鹃花种类及

常见的其他景观植物资源信息ꎬ 分析了景区的植

物景观特色与存在问题ꎬ 针对保护区地形地貌及

现有植物资源ꎬ 在植物景观营造方面提出了一些

建议ꎬ 但未见详细的杜鹃花属植物名录ꎮ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０ｂ)ꎬ 从宏观形态学性状分析ꎬ 叶表皮显微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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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ꎬ 种子显微形态ꎬ 分子系统学和数量分类研究

对保护区的杜鹃花种类进行了调查研究ꎮ 通过调

查研究ꎬ 描述了杜鹃属植物新种 １０ 个、 新变种 ３
个、 新记录种 ７ 个ꎬ 并认为中国百里杜鹃自然保

护区内目前自然分布有杜鹃属植物 ３７ 种 (含亚

种、 变种)ꎬ 分属 ６ 个亚属、 ４ 个组及 ９ 个亚组ꎮ
陶云等 (２０１３) 对百里杜鹃自然保护区露珠杜鹃

群落进行了调查ꎬ 文中未涉及其它杜鹃花种类ꎮ
自 １９８７ 年以来ꎬ 虽然很多植物学家和园艺学

家对百里杜鹃自然保护区的杜鹃花属植物种类进

行过不同程度的调查研究ꎬ 但对于该区到底有多

少杜鹃花种类ꎬ 到目前为止ꎬ 仍然存有较多争议ꎬ
需进一步进行调查ꎮ 因此ꎬ 百里杜鹃管委会在院

地合作项目的基础上ꎬ 组织中、 英联合考察团队ꎬ
对百里杜鹃区域内的杜鹃花种类进行普查ꎮ

１　 调查地选择与调查方法
调查区域按地理区域划分ꎬ 覆盖整个百里杜鹃保护

区ꎬ 记录每个区域内的杜鹃花种类、 频度ꎮ 在查阅有关

杜鹃花种质资源调查的文献的基础上ꎬ 以百里杜鹃保护

区杜鹃花分布的集中区域和零星分布区域进行实地调查ꎮ
采用实地调查法对区域内的杜鹃花资源进行调查ꎬ

分别记录调查区域内的杜鹃花属植物的种类和分布状

况ꎬ 包括 ＧＰＳ 地理信息、 生境、 频度、 濒危状况评价、
国内分布范围等 ５ 项内容ꎮ 采用对比方法对本次调查结

果与前期不同植物学家的调查结果进行对比分析ꎮ

２　 调查结果
通过对百里杜鹃保护区的云台岭、 醉酒牛、

黄坪、 普底、 百花坪、 方家坪、 大荒坡、 一度木

罗、 炸败丫口、 文家寨、 永兴村、 大永兴、 嘎

木、 洗马塘、 笋子棚、 普底中学后山和九龙山

１７ 个小地点的实地调查发现ꎬ 本地区有杜鹃花

科 (Ｅｒｉｃａｃｅａｅ) 植物 ３６ 种 (包括亚种和变种)ꎬ
分属于杜鹃花属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南烛属 (Ｌｙｏ￣
ｎｉａ) 和白珠属 (Ｇａｕｌｔｈｅｒｉａ) ３ 个属ꎮ 在杜鹃花属

中ꎬ 有 ６ 个亚属: 常绿杜鹃亚属 (Ｓｕｂｇ. Ｈｙｍｅｎａｎ￣
ｔｈｅｓ)、 杜鹃亚属 (Ｓｕｂｇ.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糙叶杜

鹃亚属 (Ｓｕｂｇ. Ｐｓｅｕｄｏｒｈｏｄｏｒａｓｔｒｕｍ)、 马银花亚属

(Ｓｕｂｇ. Ａｚａｌｅａｓｔｒｕｍ)、 羊踯躅亚属 (Ｓｕｂｇ. Ｐｅｎｔａｎ￣
ｔｈｅｒａ) 和映山红亚属 ( Ｓｕｂｇ. Ｔｓｕｔｓｕｓｉ)ꎻ １１ 个亚

组: 树形杜鹃亚组 (Ｓｕｂｓｅｃｔ. Ａｒｂｏｒｅａ)、 云锦杜鹃

亚组 (Ｓｕｂｓｅｃｔ. Ｆｏｒｔｕｎｅａ)、 耳叶杜鹃亚组 (Ｓｕｂ￣

ｓｅｃｔ. 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ｔａ)、 露珠杜鹃亚组 (Ｓｕｂｓｅｃｔ. Ｉｒｒｏｒａ￣
ｔａ)、 银叶杜鹃亚组 (Ｓｕｂｓｅｃｔ. Ａｒｇｙ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麻

花杜鹃亚组 ( Ｓｕｂｓｅｃｔ. Ｍａｃｕｌｉｆｅｒａ)、 大花杜鹃亚

组 ( Ｓｕｂｓｅｃｔ. Ｍａｄｄｅｎｉａ)、 三花杜鹃亚组 ( Ｓｕｂ￣
ｓｅｃｔ. Ｔｒｉｆｌｏｒａ)、 糙叶杜鹃亚组 (Ｓｕｂｓｅｃｔ. Ｔｒａｃｈｙｒｈｏｄ￣
ｉｏｎ)、 长蕊杜鹃亚组 (Ｓｕｂｓｅｃｔ. Ｃｈｏｎｉａｓｔｒｕｍ) 和映

山红亚组 (Ｓｕｂｓｅｃｔ. Ｔｓｕｔｓｕｓｉ)ꎮ 分布于百里杜鹃

保护区海拔 １ ３００~１ ８００ ｍ 之间ꎮ
其中ꎬ 常绿杜鹃亚属的植物在整个杜鹃花分

布区为优势种ꎬ 占有较大的分布区域: 如马缨杜

鹃ꎬ 露珠杜鹃、 大白花杜鹃及其种间相互杂交产

生的变异丰富的杂交后代ꎬ 分布范围最广、 形成

的景观也最为壮观ꎬ 已经开发成为的百里杜鹃保

护区的核心旅游区域ꎮ 其它杜鹃花种类数量相

对较少ꎬ 除少数杜鹃呈集中分布: 如凹叶杜鹃

(Ｒ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ｉａｎｕｍ)、 桃叶杜鹃 (Ｒ ａｎｎａｅ) 在方

家地呈相对集中的分布状态ꎬ 皱叶杜鹃 (Ｒ ｄｅｎｕ￣
ｄａｔｕｍ) 在诈败丫口ꎬ 大果杜鹃 (Ｒ ｇｌａｎｄｕｌｉｆｅｒｕｍ)、
美容杜鹃 (Ｒ ｃａｌｏｐｈｙｔｕｍ) 和马缨杜鹃 (Ｒ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
在九龙山呈现相对集中分布的状态ꎻ 大多数种类

呈零星分布状态ꎮ 百里杜鹃保护区杜鹃花属植物

种类详见表 １ꎮ
从表 １ 可以看出ꎬ 贵州百里杜鹃区杜鹃花属

植物丰富ꎬ 分布相对集中ꎬ 花色多样ꎬ 构成了百

里杜鹃重要的旅游种质资源ꎮ 本次调查的 １７
个小地点中的杜鹃花种类有 ３３ 种 (包括亚种和

变种)ꎬ 其中ꎬ 有 ５ 个种和变种为本次调查中发

现的新种 (尚未发表) 和新纪录种ꎮ 毛柄杜鹃

(Ｒ 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ｉａｎｕｍ) 是本次调查发现的新记录种ꎬ
仅在永兴村的一家苗圃内见到ꎬ 据说是分布在悬

崖上ꎬ 由于修路遭到破坏ꎬ 被永兴村的杨氏一家

收集ꎬ 栽培至今ꎮ 该种亦分布于云南ꎬ 零星分布ꎬ
数量较少ꎬ 属于渐危ꎮ 滇西桃叶杜鹃 (Ｒ ａｎｎａｅ
ｓｕｂｓｐ. ｌａｘｉｆｌｏｒｕｍ) 是本次调查的新记录亚种ꎬ 分

布于大荒坡的林间路边ꎬ 花淡粉色ꎬ ５ 裂片ꎬ 个

体数量不多ꎬ 该种云南滇西也有分布ꎮ 基毛杜鹃

(Ｒ ｒｉｇｉｄｕｍ)ꎬ 是本次调查的新记录种ꎬ 分布在

方家坪和竹林脚ꎬ 外部形态与云南杜鹃相似ꎬ 但

云南杜鹃叶片质地薄ꎬ 半落叶ꎬ 基毛杜鹃常绿ꎬ
染色体不同ꎮ 黔中杜鹃 (Ｒ ｆｅｄｄｅｉ) 是本次调查

的新记录种ꎬ 本种与长蕊杜鹃 (Ｒ ｓｔａｍｉｎｅｕｍ) 不

同之处在于在叶片叶脉处有硬毛ꎬ 该种是由高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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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百里杜鹃保护区杜鹃花属植物及其濒危状况评价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ｅｖｌ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ｎ Ｂａｉｌｉ Ｒｏｄｒ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亚属
　 Ｓｕｂｇｅｎｕｓ

　 亚组
Ｓｕｂｓｅｃｔｉｏｎ

海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 ｍ

频度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濒危情况评价
Ｅｖｌ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马缨杜鹃 Ｒ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 Ｈｙｍｅｎａｎｔｈｅｓ Ａｒｂｏｒｅａ １ ５８０~１ ７００ 常见 无危

狭叶马缨花 Ｒ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 ｖａｒ. ｐｅｒａｍｏｅｎｕｍ Ｈｙｍｅｎａｎｔｈｅｓ Ａｒｂｏｒｅａ １ ８１３ 少见 无危

美容杜鹃 Ｒ ｃａｌｏｐｈｙｔｕｍ Ｈｙｍｅｎａｎｔｈｅｓ Ｆｏｒｔｕｎｅａ ２ ０００ 少见 无危

大白杜鹃 Ｒ ｄｅｃｏｒｕｍ Ｈｙｍｅｎａｎｔｈｅｓ Ｆｏｒｔｕｎｅａ １ ６００~１ ７００ 常见 无危

黄坪杜鹃 Ｒ ｈｕａｎｇｐｉｎｇｅｎｓｅ∗ Ｈｙｍｅｎａｎｔｈｅｓ Ｆｏｒｔｕｎｅａ １ ６００ 仅有 ５ 株 极危

大果杜鹃 Ｒ ｇｌａｎｄｕｌｉｆｅｒｕｍ
(九龙山杜鹃 Ｒ ｊｉｕｌｏｎｇｓｈａｎｅｎｓｅ) Ｈｙｍｅｎａｎｔｈｅｓ Ｆｏｒｔｕｎｅａ １ ７００~２ ０００ 方家坪少ꎬ

九龙山多
无危

小白杜鹃 Ｒ ｍａｃｕｌａｔｕｍ Ｈｙｍｅｎａｎｔｈｅｓ Ｆｏｒｔｕｎｅａ １ ８２０ 少见 极危

露珠杜鹃 Ｒ ｉｒｒｏｒａｔｕｍ Ｈｙｍｅｎａｎｔｈｅｓ Ｉｒｒｏｒａｔａ 多见 无危

红花露珠杜鹃
Ｒ ｉｒｒｏｒａｔｕｍ ｓｕｂｓｐ. ｐｏｇｏｎｏｓｔｙｌｕｍ Ｈｙｍｅｎａｎｔｈｅｓ Ｉｒｒｏｒａｔａ １ ６７２ 少见 无危

迷人杜鹃 Ｒ ａｇａｓｔｕｍ Ｈｙｍｅｎａｎｔｈｅｓ Ｉｒｒｏｒａｔａ １ ６００~１ ７００ 多见 无危

光柱迷人杜鹃 Ｒ ａｇａｓｔｕｍ ｖａｒ. ｐｅｎｎｉｖｅｎｉｕｍ Ｈｙｍｅｎａｎｔｈｅｓ Ｉｒｒｏｒａｔａ １ ６００~１ ７００ 多见 无危

桃叶杜鹃 Ｒ ａｎｎａｅ Ｈｙｍｅｎａｎｔｈｅｓ Ｉｒｒｏｒａｔａ １ ８１８ 仅在方家坪 渐危

滇西桃叶杜鹃 Ｒ ａｎｎａｅ ｓｕｂｓｐ. ｌａｘｉｆｌｏｒｕｍ Ｈｙｍｅｎａｎｔｈｅｓ Ｉｒｒｏｒａｔａ 无危

匙叶杜鹃 Ｒ ｃｏｃｈｌｅａ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Ｈｙｍｅｎａｎｔｈｅｓ Ｉｒｒｏｒａｔａ １ ７００ 仅有一株 极危

金波杜鹃 Ｒ ｊｉｎｂｏｅｎｓｅ Ｈｙｍｅｎａｎｔｈｅｓ Ｉｒｒｏｒａｔａ １ ５７８ 仅有 ５ 株 极危

银叶杜鹃 Ｒ ａｒｇｙ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Ｈｙｍｅｎａｎｔｈｅｓ Ａｒｇｙ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２ ０００ 少见 无危

皱叶杜鹃 Ｒ ｄｅｎｕｄａｔｕｍ Ｈｙｍｅｎａｎｔｈｅｓ Ａｒｇｙ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１ ７５６~２ ０００ 多见 无危

繁花杜鹃 Ｒ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ｕｍ Ｈｙｍｅｎａｎｔｈｅｓ Ａｒｇｙ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１ ７５６~２ ０００
枇杷叶杜鹃 Ｒ ｅｒｉｏｂｏｔｒｙｏｉｄｅｓ∗ Ｈｙｍｅｎａｎｔｈｅｓ Ａｒｇｙ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１ ６５０ 少见 极危

淡粉杜鹃 Ｒ ｓｕｂｒｏｓｅｕｍ Ｈｙｍｅｎａｎｔｈｅｓ Ｍａｃｕｌｉｆｅｒａ １ ５８７ 少见 极危

普底杜鹃 Ｒ ｐｕｄｉｅｎｓｅ∗ Ｈｙｍｅｎａｎｔｈｅｓ Ｔａｌｉｅｎｓｉａ １ ６５０ 仅 ２ 株 极危

百合花杜鹃 Ｒ ｌｉｌｉｉｆｌｏｒｕｍ Ｌéｖｌ.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Ｍａｄｄｅｎｉａ １ ８２０ 少见 渐危

毛柄杜鹃 Ｒ 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ｉａｎｕｍ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Ｍａｄｄｅｎｉａ １ ７６９ 少见 渐危

锈叶杜鹃 Ｒ ｓｉｄ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Ｔｒｉｆｌｏｒａ １ ８００ 少见 无危

凹叶杜鹃 Ｒ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ｉａｎｕｍ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Ｔｒｉｆｌｏｒａ １ ８００ 多见 无危

云南杜鹃 Ｒ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ｅ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Ｔｒｉｆｌｏｒａ １ ８００ 多见 无危

基毛杜鹃 Ｒ ｒｉｇｉｄｕｍ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Ｔｒｉｆｌｏｒａ １ ８１８ 少见 无危

百纳杜鹃 Ｒ ｂａｉｎａｅｎｓｅ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Ｈｅｌｉｏｌｅｐｉｄａ １ ８１８ 仅有 １ 株 极危

糙叶杜鹃 Ｒ ｓｃａｂ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Ｐｓｅｕｄｏｒｈｏｄｕｒ￣ｓｕｔｒｕｍ Ｔｒａｃｈｙｒｈｏｄｉｏｎ １ ７００ ２５~５０ 株 无危

长蕊杜鹃 Ｒ ｓｔａｍｉｎｅｕｍ Ａｚａｌｅａｓｔｒｕｍ Ｃｈｏｎｉａｓｔｒｕｍ １ ５７０ 仅发现 ４ 株 无危

黔中杜鹃 Ｒ ｆｅｄｄｅｉ Ａｚａｌｅａｓｔｒｕｍ Ｃｈｏｎｉａｓｔｒｕｍ １ ５７８ 仅发现 １ 株 极危

鹿角杜鹃 Ｒ ｌａｔｏｕｃｈｅａｅ Ａｚａｌｅａｓｔｒｕｍ Ｃｈｏｎｉａｓｔｒｕｍ １ ５７８ 仅发现 １ 株 无危

羊踯躅 Ｒ ｍｏｌｌｅ Ｐｅｎｔａｎｔｈｅｒａ 野外未见 无危

映山红 Ｒ ｓｉｍｓｉｉ Ｔｓｕｔｓｕｓｉ Ｔｓｕｔｓｕｓｉ １ ６００ 多见 无危

白花映山红 Ｒ ｓｉｍｓｉｉ ｖａｒ. ａｌｂｉｆｌｏｒｕｍ Ｔｓｕｔｓｕｓｉ Ｔｓｕｔｓｕｓｉ １ ６００ 多见 无危

淡紫杜鹃 Ｒ ｌｉｌａｃｉｎｕｍ Ｔｓｕｔｓｕｓｉ Ｔｓｕｔｓｕｓｉ 少见 濒危

亮毛杜鹃 Ｒ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ｔｏｎ Ｔｓｕｔｓｕｓｉ Ｔｓｕｔｓｕｓｉ 多见 无危

∗已经发表的新种ꎬ 但是经过本次调查ꎬ 认为作为新种的地位值得商榷ꎬ 因为这些新描述的种类很可能是一些天然杂交后代

发表的新种ꎬ 并由第一作者进行了现场鉴定ꎬ 其

分布于金波白花坪的斜坡上ꎮ

３　 讨论
３ １　 存疑种与误定种讨论

研究发现ꎬ 百里杜鹃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的部

分曾经有报道的种类事实上并无分布ꎮ 为了正确

了解和澄清保护区内杜鹃属植物资源状况ꎬ 现对

这些有问题的报道分亚属讨论如下:
(一) 常绿杜鹃亚属 Ｓｕｂｇｅｎ. Ｈｙｍｅｎａｎｔｈｅｓ
(１) 树形杜鹃亚组 Ｓｕｂｓｅｃｔ. Ａｒｂｏｒｅａ

树形杜鹃 (Ｒ ａｒｂｏｒｅｔｕｍ) 在前人有关百里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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鹃资源调查中 (刘振业ꎬ １９８７) 和黄红霞 (２００６)、
杨成华等 (２００６) 和陈翔 (２０１０ａ) 的报告中均提

到在百里杜鹃自然保护区有树形杜鹃的分布ꎬ 但

在本次调查中没有见到树形杜鹃的植株ꎮ 由于我

们没有见到上述作者采集的关于该种的标本ꎬ 因

此ꎬ 该种仍需要进一步的调查核实ꎮ
对于陈翔等 (２０１０ｂ) 发表的两个新变种:

腺柱马缨杜鹃 (Ｒ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 ｖａｒ. ａｄｅｎｏｓｔｙｌｕｍ) 和微

毛马缨杜鹃 (Ｒ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 ｖａｒ. ｐｕｂｅｒｕｌｕｍ)ꎮ 经过仔

细观察对比ꎬ 唯一的区别在于花柱基部和花丝基

本由微柔毛ꎬ 花色深粉红色ꎬ 推测可能是马缨杜

鹃和露珠杜鹃的杂交个体ꎬ 分布于方家地ꎬ 数量

仅有 ３ 株ꎬ 因而不能作为单独的种处理ꎮ
(２) 云锦杜鹃亚组 Ｓｕｂｓｅｃｔ. Ｆｏｒｔｕｎｅａ

陈翔等 (２０１０ａ) 发表的新种黄坪杜鹃 (Ｒ ｈｕ￣
ａｎｇｐｉｎｇｅｎｓｅ)ꎬ 仅在黄坪发现 ５ 株ꎮ 该种花粉红

色ꎬ 花瓣裂片 ６~７ꎬ 与大白花相似ꎬ 但不同之处

在于: 叶片下面有零星软毛ꎬ 经过形态对比推

测ꎬ 该种很可能是大白花杜鹃和马缨杜鹃的天然

杂交后代ꎮ
Ｃｈｅｎ 等 (２０１０ｂ) 发表的另一新种九龙山杜鹃

(Ｒ ｊｉｕｌｏｎｇｓｈａｎｅｎｓｅ)ꎬ 该种主要分布在九龙山ꎬ 方

家坪也有少量分布ꎬ 生长在比较裸露的荒坡上ꎬ
该种与大果杜鹃 (Ｒ ｇｌａｎｄｕｌｉｆｅｒｕｍ) 极为相近ꎬ
虽然没有见到花ꎬ 但叶片和整个植株看起来与大

果杜鹃相同ꎮ 杨成华等 (２００６) 报道云南大果杜

鹃 (Ｒ ｇｌａｎｄｕｌｉｆｅｒｕｍ) 产百里杜鹃保护区普底和

金坡ꎬ 生于海拔 １ ７００~ １ ８００ ｍ 的灌木林中ꎮ 但

本次调查在普底和金坡并未见到大果杜鹃ꎮ
(３) 露珠杜鹃亚组 Ｓｕｂｓｅｃｔ. Ｉｒｒｏｒａｔａ

«贵州百里杜鹃林区科学考察集» (刘振业ꎬ
１９８７)、 黄红霞 (２００６ｂ) 和杨成华等 (２００６) 文

中报道有团花杜鹃 (Ｒ ａｎｔｈｏｓｐｈａｅｒｕｍ) 产百里杜

鹃自然保护区金坡、 普底醉九牛和黄坪ꎬ 生于海

拔 １ ４５０~１ ９００ ｍ 的山坡灌丛中ꎮ 本次的调查中

并未发现该种ꎮ 实地调查发现ꎬ 上述调查者可能

将露珠杜鹃和马缨花的自然杂交个体ꎬ 误鉴定为

团花杜鹃ꎮ 团花杜鹃分布于四川西南部、 西藏东

南部及云南西北部ꎬ 生于海拔 ２ ０００ ~ ３ ５００ ｍ 的

开阔山坡针阔叶混交林中ꎬ 模式标本采自云南鹤

庆ꎮ 而且张秀实和陈训 (１９９０) 出版的 «贵州植

物志» 中也未见该种的记录ꎮ

杨成华等 (２００６) 报道短脉杜鹃 (Ｒ ｂｒｅｖｉｎｅ￣
ｒｖｅ) 产百里杜鹃自然保护区金坡煤矿ꎬ 生于海拔

约 １ ５５０ ｍ 的山坡灌丛中ꎮ «贵州植物志» (张秀

实和陈训ꎬ １９９０) 记载该种产黔东雷公山和黔东

北梵净山ꎬ 生于海拔 １ ０００ ~ １ ７００ ｍ 的山坡、 山

谷林下ꎮ «贵州百里杜鹃林区科学考察集» (刘
振业ꎬ １９８７) 和黄红霞 (２００６) 未报道百里杜鹃

自然保护区有短脉杜鹃分布ꎮ 根据陈翔 (２０１０)
仔细观测该号标本并查看其野外照片ꎬ 发现其叶

两面无毛ꎬ 花梗仅疏被无柄腺体ꎬ 花冠白色带淡

黄ꎬ 管状钟形ꎬ 花丝基部密被微柔毛ꎬ 花柱通体

被无柄腺体ꎮ 上述特征与短脉杜鹃的特征明显不

符ꎬ 而与露珠杜鹃的特征十分吻合ꎮ 同样采自该

保护区并被鉴定为短脉杜鹃的杨成华 ４ １８０ 号也

有误ꎬ 该标本具有上述相同特征ꎬ 也应为露珠杜

鹃ꎮ 此外ꎬ 本次百里杜鹃自然保护区的考察ꎬ 也

未发现有短脉杜鹃ꎮ 因此ꎬ 推断百里杜鹃自然保

护区内并无该种分布ꎮ
本次调查时发现ꎬ 陈翔等 (２０１０ａ) 发表的

金波杜鹃 (Ｒ ｊｉｎｂｏｅｎｓｅ)ꎬ 该种的花已经接近凋

谢ꎬ 其产百里杜鹃自然保护区金坡百花坪ꎬ 生于

海拔约 １ ６０８ ｍ 的山脚坟头旁ꎬ 仅有一株ꎬ 经过

观察ꎬ 该种至少从叶片上看无疑是露珠杜鹃与马

缨花的自然杂交个体ꎮ
(４) 大理杜鹃亚组 Ｓｕｂｓｅｃｔ. Ｔａｌｉｅｎｓｉａ

«贵州百里杜鹃林区科学考察集» (刘振业ꎬ
１９８７) 记载: 皱皮杜鹃 (Ｒ ｗｉｌｔｏｎｉｉ) 分布于百里

杜鹃自然保护区普底、 老街和九龙山ꎬ 生于海拔

１ ７２０~１ ９００ ｍ 的山坡灌丛中ꎮ 在黄红霞 (２００６)
的文中ꎬ 报道该种在百里杜鹃自然保护区分布于

普底和九龙山ꎬ 少量疏生ꎬ 但未见标本引证ꎮ
据 «贵州植物志» (张秀实和陈训ꎬ １９９０)

记载ꎬ 皱皮杜鹃产百里杜鹃自然保护区九龙山海

拔 １ ７００ ｍ 的山坡灌木丛中ꎮ 根据陈翔在张秀实

研究员工作的标本馆 (ＨＧＡＳ) 找到的唯一一份

被鉴定为皱皮杜鹃的标本———李永康 １１６８２ (张
秀实 １９８４ 年 ６ 月 ２８ 日鉴定)ꎬ 而且该份标本正

好采自保护区九龙山ꎬ 因而可以推测 «贵州植

物志» (张秀实和陈训ꎬ １９９０) 的记载是来源于

该份标本ꎮ 此外ꎬ 杨成华等 (２００６) 也没有在百

里杜鹃自然保护区的普底、 老街和九龙山等地发

现该种ꎮ 本次调查也未发现皱皮杜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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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银叶杜鹃亚组 Ｓｕｂｓｅｃｔ. Ａｒｇｙ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新发表并置于大理杜鹃亚组的枇杷叶杜鹃

(Ｒ ｅｒｉｏｂｏｔｒｙｏｉｄｅｓ) 和普底杜鹃 (Ｒ ｐｕｄｉｅｎｓｅ) 均属

于银叶杜鹃亚组 (Ｃｈｅｎ 等ꎬ ２０１０ａꎬｂ)ꎮ 本次调查

发现ꎬ 枇杷叶杜鹃以及普底杜鹃形态上均疑似皱

叶杜鹃和露珠杜鹃甚或马缨杜鹃以及迷人杜鹃的

自然杂交后代ꎮ
(二) 杜鹃亚属 Ｓｕｂｇｅｎ.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１) 三花杜鹃亚组 Ｓｕｂｓｅｃｔ. Ｔｒｉｆｌｏｒａ

杨成华 (２００６) 曾记载问客杜鹃 (Ｒ ａｍｂｉｇ￣
ｕｕｍ) 产百里杜鹃自然保护区金坡滑石箐ꎬ 生于

海拔 １ ６００ ｍ 左右的山坡林中或灌丛中ꎮ «贵州

植物志» (张秀实和陈训ꎬ １９９０) 记载此种亦产

贵州南部、 东北部海拔 １ ２００ ｍ 的山地疏林中ꎮ
经前期多次野外考察ꎬ 黄红霞 ( ２００６)、 陈翔

(２０１０) 以及本次考察均未发现百里杜鹃自然保

护区有该种分布ꎮ 因此ꎬ 推测百里杜鹃自然保护

区可能无问客杜鹃的分布ꎮ
杨成华等 (２００６) 唯一报道了百里杜鹃自然

保护区金坡有西昌杜鹃 (Ｒ ｘｉｃｈａｎｇｅｎｓｅ) 分布ꎮ 但

陈翔 (２０１０) 在百里杜鹃自然保护区多次野外考

察中未发现该种ꎮ 本次调查也未发现西昌杜鹃ꎮ
(２) 川西杜鹃亚组 Ｓｕｂｓｅｃｔ. Ｍｏｕｐｉｎｅｎｓｉａ

杨成华等 (２００６) 报道了百里杜鹃自然保护

区产有饰石杜鹃 (Ｒ ｐｅｔｒｏｃｈａｒｉｓ)ꎬ 分布于金坡海

拔 １ ４００ ｍ 处ꎮ 但 «贵州植物志» (张秀实和陈训ꎬ
１９９０) 未记载此种分布ꎮ 陈翔 (２０１０ｃ) 在研究区

域的多次野外考察中ꎬ 也未发现该种ꎮ 本次联合

考察也未在百里杜鹃自然保护区发现该种ꎬ 因

此ꎬ 杨成华报道的饰石杜鹃可能为误定ꎮ
(三) 马银花亚属 Ｓｕｂｇｅｎ. Ａｚａｌｅａｓｔｒｕｍ
(１) 马银花组 Ｓｅｃｔ. Ａｚａｌｅａｓｔｒｕｍ

刘振业 (１９８７) 报道腺萼马银花 (Ｒ ｂａｃｈｉｉ)
产百里杜鹃自然保护区普底、 金坡ꎬ 生于海拔约

１ ５５０ ｍ 的坡地灌丛中ꎮ 经过多次野外考察ꎬ 杨

成华等 (２００６) 及黄红霞 (２００６) 均未能在百里

杜鹃自然保护区发现或报道有腺萼马银花ꎮ 本次

考察也没有发现该种ꎮ 因此ꎬ 百里杜鹃自然保护

区是否确有该种分布还需进一步调查ꎮ
(２) 长蕊杜鹃组 Ｓｅｃｔ. Ｃｈｏｎｉａｓｔｒｕｍ

刘振业 (１９８７) 和杨成华等 (２００６) 报道了

多花杜鹃 (Ｒ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 分布于百里杜鹃自然保

护区金坡ꎮ 而黄红霞 (２００６) 和陈翔 (２０１０ｃ) 均

未在百里杜鹃自然保护区发现该种的存在ꎮ 本次

考察也未发现该种ꎮ 因此ꎬ 推断百里杜鹃自然保

护区可能没有多花杜鹃分布ꎮ
(四) 映山红亚属 Ｓｕｂｇｅｎ. Ｔｓｕｔｓｕｓｉ
(１) 映山红组 Ｓｅｃｔ. Ｔｓｕｔｓｕｓｉ

刘振业 (１９８７) 和杨成华等 (２００６) 均报道

暗绿杜鹃 (Ｒ ａｔｒｏｖｉｒｅｎｓ) 产百里杜鹃自然保护区

普底ꎬ 生于海拔 １ ５００ ~ １ ７００ ｍ 的山坡灌丛中ꎮ
本次考察发现百里杜鹃自然保护区有亮毛杜鹃

(Ｒ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ｔｏｎ) 的分布ꎬ 推测可能刘振业和杨

成华等误将亮毛杜鹃鉴定为暗绿杜鹃ꎮ
同样ꎬ 刘振业 (１９８７) 和杨成华 (２００６) 还

报道贵定杜鹃 (Ｒ ｆｕｃｈｓｉｉｆｏｌｉｕｍ) 产百里杜鹃自然

保护区普底黄坪、 老街ꎬ 生于海拔 １ ７００~１ ８００ ｍ
的山坡ꎮ 不过ꎬ 可以肯定的是ꎬ 贵定杜鹃的正确

拉丁名应是 Ｒ ｆｕｃｈｓｉｉｆｏｌｉｕｍꎬ 而不是考察集中所引

证的 “Ｒ ｆｕｃｈｓｉａｅｆｌｏｒｕｍꎮ 经黄红霞 (２００６)、 陈翔

(２０１０ｃ) 以及本次的资源考察均未发现该种ꎮ 因

此ꎬ 百里杜鹃自然保护区可能并无贵定杜鹃分布ꎮ
杨成华等 (２００６) 报道滇红毛杜鹃 (Ｒ ｒｕｆ￣

ｏｈｉｒｔｕｍ) 产百里杜鹃自然保护区百纳ꎬ 生于海拔

１ ６３０ ｍ 的山坡灌丛中ꎮ 黄红霞 (２００６) 和陈翔

(２０１０ｃ) 在百里杜鹃自然保护区均未发现滇红毛

杜鹃ꎮ 本次考察同样也未发现该种ꎬ 因此ꎬ 百里杜

鹃自然保护区是否有该种分布还有待进一步调查ꎮ
刘振业 (１９８７) 和杨成华 (２００６) 报道锦绣

杜鹃 (Ｒ ｐｕｌｃｈｒｕｍ) 在普底黄坪及老街有分布ꎬ
生于海拔 １ ７００~１ ８００ ｍ 的山坡地ꎮ 经多次野外

考察ꎬ 黄红霞 (２００６) 和陈翔 (２０１０ｃ) 及本次中

英合作考察ꎬ 认为目前百里杜鹃自然保护区内种

植的锦绣杜鹃ꎬ 是从外地引入ꎬ 在自然保护区野

生状态下并无分布ꎮ
３ ２　 百里杜鹃保护区杜鹃花属植物资源种数讨论

从前期对于百里杜鹃自然保护区的杜鹃花属

植物种类的 ４ 篇报道来看ꎬ 刘振业 (１９８７) 报道

百里杜鹃自然保护区有杜鹃花属植物 １８ 种ꎬ 其

中ꎬ 有 ８ 种存疑或误定种既: 树形杜鹃、 皱皮杜

鹃、 问客杜鹃、 腺萼马银花、 多花杜鹃、 贵定杜

鹃、 暗绿杜鹃ꎮ 除去存疑种ꎬ 该报道中实际只有

１１ 种ꎮ
黄红霞等 (２００６) 报道的 １１ 种杜鹃花属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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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源名录中ꎬ 有 ２ 误定种为: 树形杜鹃和皱皮

杜鹃ꎬ 因此ꎬ 该报道实际只有 １０ 种杜鹃花资源ꎮ
杨成华 (２００６) 报道百里杜鹃花种质资源 ３３

种ꎬ 其中有 １２ 种为存疑或误定种为: 树形杜鹃、
短脉杜鹃、 皱皮杜鹃、 问客杜鹃、 西昌杜鹃、 腺

萼马银花、 多花杜鹃、 贵定杜鹃、 暗绿杜鹃、 饰

石杜鹃、 滇红毛杜鹃和锦绣杜鹃ꎬ 除去存疑或误

定种类ꎬ 实际只有 ２２ 种杜鹃花ꎮ
陈翔 (２０１０ｃ) 报道了该区域有 ６ 亚属、 ４

组ꎬ ９ 亚组 ３７ 种 (包括亚种和变种)ꎬ 其中ꎬ 有

１１ 种和变种为存疑或误定种: 树形杜鹃、 腺柱

马缨杜鹃 (Ｒ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 ｖａｒ. ａｄｅｎｏｓｔｙｌｕｍ)、 微毛马

缨杜鹃 (Ｒ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 ｖａｒ. ｐｕｂｅｒｕｌｕｍ)、 高尚大白杜

鹃 ( Ｒ ｄｅｃｏｒｕｍ ｓｕｂｓｐ. ｄｉａｐｒｅｐｅｓ )、 黄 坪 杜 鹃

(Ｒ ｈｕａｎｇｐｉｎｇｅｎｓｅ)、 九龙山杜鹃 (Ｒ ｊｉｕｌｏｎｇｓｈａｎ￣
ｅｎｓｅ)、 金波杜鹃 (Ｒ ｊｉｎｂｏｅｎｓｅ)、 匙叶杜鹃 (Ｒ ｃｏ￣
ｃｈｌｅａ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光房皱叶杜鹃 (Ｒ ｄｅｎｕｄａｔｕｍ ｖａｒ.
ｇｌａｂｒｉｏｖａｒｉｕｍ)、 枇杷叶杜鹃 ( Ｒ ｅｒｉｏｂｏｔｒｙｏｉｄｅｓ)
和普底杜鹃 (Ｒ ｐｕｄｉｅｎｓｅ)ꎮ 除上述将自然杂交个

体误定为新种和新变种的 １１ 种杜鹃花外ꎬ 陈翔

(２０１０) 实际报道的种类应该为 ２６ 种 (包括亚种

和变种)ꎮ
从本次考察中可以看出ꎬ 百里杜鹃自然保护

区拥有杜鹃花种类为 ３３ 种 (包括亚种和变种)ꎬ
分属 ６ 个亚属、 ４ 个组、 １１ 个亚组ꎬ 分布于海拔

１ ３００~１ ８００ ｍ 之间ꎬ 其水平分布呈现集中连片分

布ꎬ 个别种类呈现不均匀分布格局ꎮ 虽然本次考

察记录了每个钟分布的地理信息ꎬ 但由于时间紧

限于 ３－４ 月份ꎬ 对于一些花期在 ５－６ 月份的种类ꎬ
尚未见到开花ꎬ 是本次考察的一个遗憾ꎬ 较为完

整的考察应该是一个生长周期ꎬ 既从发芽、 开花

到结果ꎬ 才能较为完整和真实地体现百里杜鹃自

然保护区杜鹃花属植物种质资源的概况ꎮ
３ ３　 百里杜鹃自然保护区的极小种群植物和保护

根据 ＩＵＣＮ 的标准 (ＩＵＣＮ ２００１)ꎬ 在百里杜

鹃保护区中的 ３３ 种杜鹃花属植物中约 ３ 种杜鹃

花为渐危种: 桃叶杜鹃 (Ｒ ａｎｎａｅ)、 毛柄杜鹃

(Ｒ 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ｉａｎｕｍ) 和百合花杜鹃 (Ｒ ｌｉｌｉｉｆｌｏｒｕｍ)ꎻ
有 ６ 种属于极危: 小白杜鹃 (Ｒ ｍａｃｕｌａｔｕｍ)、 淡

粉杜鹃 (Ｒ ｓｕｂｒｏｓｅｕｍ)、 百纳杜鹃 (Ｒ ｂａｉｎａｅｎｓｅ)、
黔中杜鹃 (Ｒ ｆｅｄｄｅｉ)、 鹿角杜鹃 (Ｒ ｌａｔｏｕｃｈｅａｅ)
和淡紫杜鹃 (Ｒ ｌｉｌａｃｉｎｕｍ)ꎮ 这些分布区及其狭

窄的杜鹃花属植物ꎬ 必须引起百里杜鹃花自然保

护区的重视ꎬ 并进行以就地保护为主ꎬ 迁地保护

为辅的保护行动ꎮ

４　 存在问题和建议
４ １　 存在问题

百里杜鹃自然保护区位于黔中丘陵向黔西高

原山地过渡地带ꎬ 地面碳酸盐岩露出ꎬ 岩溶发

育ꎬ 地下煤炭较多ꎬ 属于典型的岩溶地貌ꎮ 经访

问当地的老人ꎬ 区域内的杜鹃林带是由于人为砍

伐常绿和落叶阔叶林乔木后形成的常绿杜鹃灌

层ꎮ 该群落的生态敏感性强ꎬ 如管理不当ꎬ 发生

逆向演替的可能性较大ꎮ
李久林和廖凤林 (１９９７) 从种群水平上对百

里杜鹃林内的建群种马缨杜鹃的大小级、 密度、
年龄结构和分布格局以及沿边趋势进行了探讨ꎮ
研究结果表明ꎬ 种群以 ３０ 龄左右的壮树居多ꎬ
１０ 龄以下的幼树与 ５０ 龄以上的老树基本处于相

对平衡ꎬ 种群分布格局虽树龄大小由聚集分布向

随机分布演变ꎮ 李久林和廖凤林 (１９９７) 应用灰

色系统理论ꎬ 以种群径级大小代替年龄大小ꎬ 对

马缨杜鹃的种群时间梯度变化进行了分析ꎬ 指出

该种群处于生长旺盛期ꎬ 低龄树和成龄树在种群

中最多ꎮ 黄红霞 (２００６) 对百里杜鹃的杜鹃花群

落样方进行了调查ꎬ 结果表明ꎬ 百里杜鹃自然保

护区的杜鹃种群整体生长状况良好ꎬ 种群的生活

力强度为中－强ꎮ 但杜鹃种群结构不合理ꎬ 自然

更新状况一般ꎬ 尤其是马缨杜鹃种群更新较差ꎮ
在 ３ 个马缨杜鹃种群样方中ꎬ 基径<２ ５ ｃｍꎬ 高

度< １ ｍ 的 Ｉ 级植株数量占植株总量比例不到

５％ꎬ 马缨杜鹃的幼苗数量少ꎬ 与成年植株数量

比不到 ３％ꎬ 且主要以萌蘖的无性繁殖方式保持

种群的稳定ꎮ 本次调查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ꎬ 应

当引起百里杜鹃保护区管委会的高度重视ꎮ
４ ２　 建议

百里杜鹃自然保护区早已开发为风景旅游区ꎬ
每年杜鹃花开时节ꎬ 游客非常多ꎬ 可为当地政府

增加一定的收入ꎮ 马缨杜鹃、 露珠杜鹃、 大白花

杜鹃、 迷人杜鹃群落是大自然赐予百里杜鹃自然

保护区宝贵的世界自然遗产ꎬ 不论在研究杜鹃花

物种起源与进化、 自然杂交、 生态学、 美学和旅

游文化价值方面ꎬ 都具有较高的价值ꎮ 这些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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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处于生长旺盛期ꎬ 但也存在着种群结构不稳

定、 加之该地区属于熔岩地貌ꎬ 地下煤矿开采严

重ꎬ 这些都是影响将来旅游的潜在危险ꎬ 且上述

核心种类分布地带是人类活动相对频繁的地带ꎬ
中间夹杂着被开垦的农田ꎬ 生境片段化严重ꎬ 对

杜鹃花的生存构成很大的威胁ꎻ 如果现在不重视

的话ꎬ 直接威胁到百里杜鹃作为品种基因库和种

质资源库的功能ꎬ 也将会影响到百里杜鹃自然保

护区旅游景观的可持续发展ꎮ 因此ꎬ 建议百里杜

鹃保护区管委会从现在开始就应在现有的资源收

集基础上进行引种育苗ꎬ 并在核心区外围建设一

个用于种群更新和保护的苗圃ꎬ 以便为扩大种群

和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打下种苗基础ꎮ
对比国外杜鹃育种与产业发展过程ꎬ 我国对

杜鹃花的科学研究工作还十分薄弱ꎬ 产业的科研

技术力量及政策扶持力度十分有限ꎮ 应充分利用

百里杜鹃的野生杜鹃花资源ꎬ 积极开展引种驯化

工作ꎬ 将野生种变为栽培种ꎬ 丰富园林植物种

类ꎮ 还可利用杂交及现代生物学技术ꎬ 加强育种

研究ꎬ 培育观赏新品种ꎮ 但在利用的同时ꎬ 必须

保护好这些种质资源ꎬ 防止滥采乱挖ꎬ 做到有组

织、 有计划、 有步骤的引种ꎬ 协调好开发利用与

资源保护的关系ꎮ
我国是世界杜鹃花野生种质资源的发源地之

一ꎬ 是杜鹃花种群数量最大的国家ꎮ 应当根据杜

鹃花野生资源分布状况和物种特性ꎬ 划定保护范

围ꎬ 对珍稀濒危种采取就地保护与迁地收集相结

合的办法ꎬ 实施重点保护百里杜鹃保护区丰富的

杜鹃花资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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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生态学杂志)ꎬ １２: ４９—５２

Ｔａｏ Ｙ (陶云)ꎬ Ｈｕａｎｇ ＣＬ (黄承玲)ꎬ Ｈｕａｎｇ ＪＹ (黄家湧)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ｉｒｒｏｒａｔｕｍ Ｂａｉｌｉ Ｒｈｏ￣
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ｓｃｅｎｉｃ ｓｐｏｔ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Ａｇｒｉ￣
ｃｕ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安徽农业科学)ꎬ ４１: ６７９１—６７９３

Ｗａｎｇ ＸＨ (王晓红)ꎬ Ｃｈｅｎ Ｘ (陈训)ꎬ Ｃｈｅｎ ＹＨ (陈月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８.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ｍｉｌｅ Ａｚａｌｅａ 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 Ｊ] .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Ｈｏｒ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北方园艺)ꎬ ９: １３７—１４０

Ｙａｎｇ ＣＨ (杨成华)ꎬ Ｌｉ ＧＹ (李贵远)ꎬ Ｄｅｎｇ ＬＸ (邓伦秀)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６.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ｒｎａ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Ｂａｉｌｉ Ｄｕｊｕ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西部林业科学)ꎬ ３５: １４—１８

Ｙａｎｇ ＷＢ (杨文斌)ꎬ Ｙａｎｇ Ｌ (杨龙)ꎬ ２００２.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ｕｉｈｚｏｕ Ｂａｉｌｉ Ａｚａｌｅａ
ｓｃｅｎｅｒｙ ｓｉｔ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贵州

师范大学学报)ꎬ ２０: ８４—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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